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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6年(明洪武二十九年)。本着详今略古，取事重点在1 9 4 9

年1 0月后。

二，本志取事以1 9 7 7年划定的区界为限，即区域内包括环
’

市区，外海区，潮连区。个别章节如自然灾害按灾年的县(郊)域

记述。

三、本志正文共六篇二十章二十二节o
’

四、志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按当时习惯称呼。

五，本志地面高程采用珠江高程，计量除引用文献资料外，一

般采用公削o

六，志内资料采用调查，采访民间。对照文献资料时间与事实

有出入的，则以文献资料为准。

七，本志根据广东水利史志资料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三期提供的

《广东省水利志》编写大纲(第三次修改稿)编制而成的。

√：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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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门市郊位于珠江三角洲西边，西江下游，三面被新会县围裹，

东面与中山县古镇，新会县荷塘隔(西)江眺望。北纬22度3 1分～

22度3 9分，东经11 8度0 1分～11 8度l 1分。水上通航广州、

香港、澳门，陆路长途汽车往来广州．．佛山、珠海、湛江及其他县

市，交通方便o ， 、

．|郊区在秦汉时为南海郡四会县地，三国后属新会县。清末属新

会县归德都、中乐都与华萼都，1912年至1 9 4 9年分属新会县二区、

三区、四区； 1 9 5 0年后分属二区，三区、四区．．十二区。19 5 1

年1月，白沙、紫莱、水南、石冲等四乡及北街村，1 9 5 2年底，浯

头乡等先后划归江门郊区，19 5 3年成立江门市郊区办事处，辖6

个乡。1 9 5 6年新会杜阮华龙里、沂水里，风溪里、石子潭等自然村

划归江门市郊区。1 9 5 8年1 0月成立郊区人民公社。1 9 5 9年新

会县杜阮公社新民．．皇庄、丹灶等大队与棠下公社皇边大队划归江门

市郊区o 1977年9月24日经国务院同意，新会县外海公社与荷塘公

社潮连片划归江门市郊区o 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设立

江门市人民政府郊区工作委员会。1 9 8 4年12月成立江门市郊区人

民政府，属县级建制市辖区。郊区下辖三个区(环市区，外海区、潮

连区)，8 8个乡，2 3 4个自然村o

，郊区农业种养主要有水稻、蔬菜、甘蔗、水果、花生、塘鱼、生猪、

三鸟等。近几年来，社队企业兴起和商品经济发展，厂企大量引进外

资或来料加工，其出口产品有双燕牌排米粉及家具等八种，内销产品

达三十八种。郊区已成为粮、菜、肉，果并举，农工付综合发展的基地。

郊区总面积11 8平方公里，包括有山地面积31．4平方公里，水

面面积16．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8 4万亩，其中有鱼塘1．44万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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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0．54万亩。人口有8．9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2 8万人，

境内地形西北部及中部的小许地域为低丘陵区，占总面积9．2％，

余为冲积平原；地面最高峰是海拔2 5 5．6米的丹灶席帽山与新会

县杜阮交界，边境南端为最低，处基面下0．2米高程上，大部分

陆地面积处0．00N 1．7米高程、岛屿有潮连，面积11平方公里。

郊区多年平均产水量1．0亿立方米。西江客水年平均迳流量

10 3 0．6亿立方米(年最小迳流量52 8．8亿立方米)为城乡人民生

活用嘏和工农业生产需水提供丰富搽资源，但水质污染日益严重。

境内属亚热带海洋季节性气候。多年平均气温2 1．8摄氏度，

最高3 7．4摄氏度，最低0．1摄氏度；多年平均降雨量1 744毫

米，最大年降雨量2330毫米，最小年降雨量l 1 3 4．1毫米，降雨

量大部集中在汛期4至9月，占全年雨量的8 4％，每年5月至11

月为台风活动时间，从1 9 5 4年至1 9 8 5年统计对本地有影响

的(风力达到6级，日降雨8 0毫米)共有4 5次，严重的有2次

(1 9 6 4年9月5日阵风1 2级)o

历史上郊区洪、涝、旱灾频迭发生，人们为了生存，远在明朝

成化二年，潮连分片筑埂围堰，到清代乾隆年问联围完成。尔后，

清代嘉庆年间的丹灶猪肚围，道光1 4年的永安围、永吉围，成丰

4年至6年的金钩围、南山围、大沙围，马宗沙围，成丰9年至1 0

年的天成围(沼头)、龙溪围，同治年间的耙冲围，光绪年间的五

福、万福围、大江冲围、沙富围，蔗园围等先后成围。尚有蕉岗(丹

灶潮江)围始筑于光绪8 3年，成围于民国元年o

——民国时期水利略有发展，一但多系依傍大固筑堤。新会天河围延
伸入江门郊区，鸭屎冲围、白鸽滩围于民国4年成围，民国2 8年

望天头围成围，民国2 5年兆生围成围，同年修建西江岸边的北沙

公路为皇边围堤的初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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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久的生产实践，围内土潦不能自流排浅乃成涝，而内涝溃

水是要影响农业生产。基此，民国14年潮连围内于小围的宇字围，’天

字围。地字围各设35匹马力柴油机带20英叶离心泵抽涝。民国3 7年

各围又增设6 1匹马力柴油机(卡士打)带1 4英叶口径螺浆泵。民国

35年水南螺山脚装设61匹马力柴油机带12英叶口径卧式泵共两套，

潮江围设2 5匹马力柴油机带8英叶口径离心泵o。

‘， 农田灌溉历来以大小龙骨车为主要提水工具，山坑坑底田则弓I

山脚渗水灌田o ，’

_’。

、

引述农谚“怕浸不怕旱矽道出农田水利在民国时期乃存状况。

一建国后，通过水利普查，制订水利总体规划、‘分期分批进行洪涝

早综合治理。至1985年底郊区的水利设施计有小(二)型水库3宗，山

塘7宗、蓄水总库容1 66万立方米。电动排灌站115宗、总装机8 1 19千

瓦，’大，J、围33宗，其中环市30宗、外海的礼乐和特成沙共2宗，潮连

l宗；围堤总长5 8·9公里，西江干堤占8 4·8公里，又其中

环市占4·1公里，外海占1 8．5公里，潮连占17．2公里，捍卫耕．

地4．86万亩，人口23、19万人(含城区部分)．o西江干堤规划标准：

天河围(皇边石冲段)和礼东围(外海段)是按防御五十年一遇洪水设

计，现达二十年一遇，潮连围是按防御二十年一遇洪水设计，现达

十年一遇。以上工程至1 9 8 5年止累计投放资金l 1 6 2．8 2

万元，共中目家投资2．g 6—3，万元；完成土方2 7 Q．．一8 5万立

方米、石方2 2．。3 7万立方米，混凝土1．2 4 7万立方米。一

建N 36年来的治水、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是在认识客观：总结

经验始逐步提高完善起来。按其发展情况；大致分为六个历史阶段：，

一．．1950,-,-,1 9 5 2年经济恢复时期：一’：，?’一；一。

1 9 4 9年10月2 3日新会江门解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郊区经历是年的大洪水和1 950年5月的龙舟水袭击，简陋残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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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利设施呈现洪患片片痕迹。修堤、筑围已为群众共同愿望o

19 5 0年先于洛北乡筑起良化围堤，开辟村后截山洪渠综合工程o’

翌年，石山围，皇庄新围围堰。白石乡开挖长3．1公里截洪渠，

使0·8 8平方公里汇水不致流入良化围；并兴建郊区第一座山塘

一一三株冲山塘o

机械排涝，1 9 5 1年开始在浯北乡的良化、永安，横坑装机

运行。翌年，石山、兆生，浯头围及明星，五福等围装机运行，皆

以帆布或葵叶搭盖机棚。
’ ’

郊区辖下六个乡1 9 4 9年粮．食亩产3 6 0斤，l 9 5 0～

1 9 5 2年粮食年平均亩产4 8 0斤。

三年内，新建固堰3宗，筑堤长5．3公里，受益耕地1146亩；开挖

截洪渠两条，共长4．75公里，拦截集雨面积1．55平方公里，最大流量1

1．9 4立方米每秒'7个围新(初)装机械排涝，共8台柴(汽)油机o

342匹马力，配套小的8英叶口径离心泵，大的为2 O英叶径口卧式泵，

除涝耕地9 1 7 4．5亩，新建山塘1宗，，灌溉土地8 0亩。累计

完成土方2 1．1 4万立方米，其中堤防1 5·．5 3万立方米，截洪

渠5．3 4万立方米，山塘0．2 7万立方米；石方0．，1万立方米，

其中9座水闸0．0 7万立方米，截洪渠0．0 2万立方米，山塘

0．0 1万立方米

此外，1 9 5 2年1月至4月，以新会为主江门郊区协同将天 ．

沙河下游白沙公园弯曲河段进行裁弯取直，辟新河长1 75 5米顺接

岗咀村流入江门河。较大地改善新会棠下和江门郊区共有3 8 4 8 0 -

～亩耕地排水条件。．期内尚有郊区西南片的浯头‘外海于1 9 5 1年。⋯一⋯一一

1 1月拼入礼东联围工程，至l 9 5 2年6月完工，发挥防洪，排

水，灌溉效益o +? ．、7

二、1 9 5 3～1 9 5 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郊区水利建设重点是防洪、防

旱，提高排涝能力。期内把挣稿田改为翻耕田的内河滩地围堰有坟

吊、石子潭，双龙海田、王庄林背，纲笃，丹灶沙冲，相继筑坝建设山

塘有丹灶的寒牛不出栏、横朗坑，仙娘坑和耙冲的和尚岗，郊区第一

座且最大的小二型水库大西坑亦于1955年冬动工；1957年皇边截洪

渠开挖，该大队大部分围内受涝得以减轻；机械排涝新增有皇边米

机，石冲良化米机、耙冲等站，五福围则改用略大口径的轴流泵。

五年内，累计完成土方27万')--方米，其中围堤16．0 6万立方米，

塘库8．27万立方米，截洪渠2．67万立方米，石方o．3万立方米，

其中围堤o．1万立方米，塘库0．1万立方米，截洪泵0．1万立方

米，新增围堤长7．2 7&-里，捍卫耕地1423亩；新增塘库容103．16

万立方米，灌溉耕地1035亩，新增机械排涝站2宗，装机10 1匹马

力，电力排涝站1宗，装机80千瓦，增加除涝面积3033亩，改善排

涝面积7 8 O亩；开挖截洪渠长2．‘375公里，拦截集雨面积0．98平 i

方公里，最大洪水流量5·4 6立方米每秒o

另外，期内外海、潮连也进行围堤加固工程。

三，1 9 5 8～l 9 6 0年大跃进时期

l 9 5 8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一的总路线。在大跃进形势下，郊区水利建设贯彻“以蓄为主

，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黟方针，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以防

洪、排涝并重。期前两年建起小二型的紫菜乡佛子坳，白沙乡长坑水

库，并在石冲老虎坑、洛北观音坑、里村大坑和石牛坑，皇边湾围等建

山塘蓄水，以期解决坑田灌溉用水；天沙河畔留下面积小堤线长，悬

而未堰的牛屎凼，区冲也于1958年冬动工、翌年成围。机电排涝站有

白沙公园、沙富、华丰，大江冲，马鬃沙农场等新建站，而前期建设的

丁角(石冲良化拆迁的新址)，溶头、五福、山虾、石山、耙冲站多系柴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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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汽)油机动力，期间燃料供应紧张且原配小口径的离心泵已不相

适应。为此，均予改装电动大口径的轴流泵(最大的1 0 0 0毫米)，

1 9 6 0年始，省内大电网供电珠江三角洲甫品粮基地，给农田排

灌提供了可靠电源，由此郊区建起了首批提水上山的高压泵一一白

沙乡的猪头山、陶瓷厂，长坑等站。

三年内，新建塘库7宗，总库容6 2．2万立方米，灌溉耕地

5 9。卫亩，新筑围堰二宗，堤长1．7 6 2公里，捍卫耕地17 4亩，

机电排涝站新建5宗、调整巩固6宗，共装电机6 81千瓦，汽(柴>

油机113匹马力，除涝面积2 6 6 3亩，改善治涝面积9 7 5 6亩，

初建高压泵电动提水站8宗，装机1 2 0千瓦，灌溉高田7 3 8亩。

另外，期内各年度邻区外海对西江干堤均有培修加固；潮连掀

起水利高潮，将横滩沙河东边沿(西)江滩地2 3 6 0亩围垦拼入

大围，新筑堤长l·2 7 2公里o

i四．1 9 6 1～1 9 6 5年调整时期 一

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按照

广东省水利会议提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多搞小型水利工程，

以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粮地区为重点，继续大搞电动排灌工程；大力培

修江海堤防，兴修与管理并重，做好工程维修及管理工作”意见，，

结合郊区是粮，菜、肉、果基地实际，建设重点是电动排灌工程。

自1961年起郊区电动排灌工程逐年增多，尤以高压泵电动排灌站发

展迅速，1 9 6 4年一年装机即达2 2 2千瓦。与此同时将原为机动

排涝站全部改装电动。邻区外海的南山，特成沙，金钩、麻园和溯

连的东厢电排站亦在此时新建立，潮连的芝山、沙头机动排涝站也

改换电动。这一时期，洪，涝，旱、风交替出现，气侯反常，历史

罕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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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内，包括邻区外海，潮连共新建电动排涝站13宗，调整巩固

1 0宗，新建高压泵电灌站18宗，总装机2304千瓦，新增除涝面积

12676亩，改善治涝面积1 1 7 8 9亩，增加灌溉高地面积4226亩。

至此。围田灌溉全部使用流动轴流泵，人力提水灌溉已甚少见o

1 9 6 1年4月20日日降雨量2 9 7．5毫米，郊区各围内涝严重，

其中皇庄大队林背围崩溃，望天头，新围、区冲、纲笃围堤皆漫顶。

江门市组织各行各业支援抗灾，是年底修复望天头围01 9 6 2-*7-筑复

林背围，修筑双龙海田围o

1 9 6 2年邻区潮连围新建沙尾水闸，单孔闸净宽5米o

l 9 6 3年春出现建国以来最大旱情o

1 9 6 4年9月5日出现建国以来最大台风，平均风力11至12

级，降风12级以上，．日降雨量1 9 1．2毫米，台风过程总雨量2 9 5．1

毫米，农作物及房屋等设施损害严重，其中1 0千伏及3 8 o伏架空

电杆吹倒九成，影响机电排涝，甘蔗倒伏，蔬菜淹没。

五‘1 9 6 6～1 9 7 6年十年动乱时期

1 9 6 6-*7-下半年至1 9 6 8年上半年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阶段，各级部门均受到冲击，领导干部被批斗、靠边站，一些行之有效

的规章制度视为“管，卡、压"，被批判．．抵制。其时，水利部门巳

无法正常工作，干部、专业人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

农口线(指江门市委农办，市人委农林水利科)只留二人，其一为原

农林水利科付科长陈成宏留下主管农林，另_为原农林水利科主办

科员黄业胜留下主管水利，归生产组。其时，水利工程基本停顿。

，19 6 8年，江门市革命委员会、郊区公社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

水利工作略为好转。按照“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水利

方针，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继续新建和配套排灌工程。邻区外海龙溪

周单靠自然出流(排涝)已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19 6 8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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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装设机电排涝站；外海的金溪以及郊区的纲笃等小圄亦相继建起

机电排涝站o

’十年内，包括邻区外海共新建大、小电动排涝站6宗，调整巩

固排涝站1 5宗，新建高压泵灌溉站1 6宗，总装机5 4台，容量

252 6千瓦，除涝面积21 2 9 4亩，改善治涝面积2 5 8 4 5亩，增加

灌溉高地面积2 5 1 7亩o

期内，进一步整治排灌系统一“开三沟、排五水力。郊区开挖

的 冲、双龙、里村截洪渠，既排除村庄洪患且缩短机电排涝时间，

收到明显效果。邻区外海、潮连大面积布设河涌渠网，不仅降低农

田地下水，还为耕作田园化、运输车船化打下莨好基础。

1 9 7 6年8月2 4日，坟吊围溃堤，坟吊，白鸽滩，上五福，

下五福、万福、牛屎凼围内受浸。

六、1 9 7 7～1 9 8 5年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

按照广东省水利会议提出的“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工程管

理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上去，搞好安全加固，配套维修"意见，

1 9 7 8年郊区进行了第二次水利普查以及河流整治规划，在此基

础上进行水利建设和管理工作。重点放在堤防的安全加固，提高千

亩围的电动排涝能力，整治排溉系统及其桥梁建筑配套。

九年来，对西江干堤九处共长8 4 0 1米进行了干(浆)砌石护
。

坡；潮连围灰炉头，尤王庙等险工隐患堤段水下抛石护脚1 5 00立

方米，填塘固基5公里，对五座原附残旧腐朽木闸门改换钢门，迁

建石咀、沙尾水闸；七个围新建电动排涝站共7宗，调整巩固旧站 _

3宗，共装机善一与台k～容量l 8 15千瓦，改善治涝面积4 3 7 l 9亩，．一⋯～——
排灌系统建桥6 7座o ，

1 9 7 5年8月底，北街水闸动工兴建，于1 9 7 8年5月基

本建成，睦洲水闸于1 9 7 7年7月动工，1 9 8 0年4月建成。

·8．



北街、睦洲水闸建成后，郊区环市区以及外海区(特成沙围除外)的面

积均属江新联围受益区，并大大地减少江门市区受西江洪水淹浸的
^_

‘

灾害。 +’? -

1 9 8 8年9月9日台风，风力8级，中午12时风力最大达11’

级，日降雨量138．4毫米。台风强度虽次于19 6 4年，；但危害大，

，造成损失达55 0万元，其中农业占4 2 4．7 5万元。 ‘’
。’

36年来，郊区水利建设成就是巨大的，兴办了一批水利设施为农

业增产提供条件。全区有效灌溉面积48571亩，旱涝保收面积4 2 885

亩(注。旱涝保收达标条件为①江堤能低御2 O年一遇洪水，②灌溉保

证率9 O％，⑧1 0年一遇日雨量249毫米两天排干)，占有效灌溉 ，

面积88．3％，原有易涝面积(指围田)36693亩，遇十年一遇日降雨、

2 4 9毫米，通过电排设备两天能排干的有8 527 2亩，整治田间排．

灌系统3e82 5亩，其中环市的浯头及明星6246亩，t外海(不含特成

· 沙)为2 6953亩，潮连5246亩。昔日，年耕一造的河边挣稿田：．高

岗的望天田，洪，涝、旱，风易成灾害。如今，年耕两造，作物轮种，

‘排灌自如，一般的洪．．涝，旱，风可安全渡过o 1 9 8 5年底全郊区水

稻种植面积2 6 6】5亩，总产3 0 9，9 9 7担，蔬菜6 7 5 3亩，总产。

￡36868担，甘蔗7 022亩，总卢6101 3 3担，水果3 1 4 2亩，总产．

59 6 01担，。以及塘鱼，牲畜等肉类。农业总产值574 775,,元，水利建‘．

设还促进乡镇办工企业发展，是年底工业总产值1 2 5，8 6万元。·

然而，郊区沿(西)江干堤(指农村范围土堤)33．9F,公里仍需一

全线加高培厚，以期抵御西江五十年一遇洪水袭击，待做筑堤土方’|、

52．9 8万立方米，石方5．3 9万立方米。 ．。 ．

由于市区建设不断发展，郊区田农将日渐减少，为此，极需提高

土地的利用率和向山丘造田。山，水，园，林，路、房，环境全面地进行

统一规划。水利工作不单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还要为城市防涝安全

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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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篇。’自然概况
J_

’。、。。江门市郊区位处珠江三角洲西边，西江下游，北纬2 2度8 I

分～2 2度3 9分，东经1 l 3度0 1分～1 1 3度1 1分，三面
。

，与新会县的棠下，杜阮，礼乐，睦洲等地接壤，东面与中山县古镇

和新会县荷塘隔(西)江眺望·总面积l 1 8平方公里。地势大致

西北部及中部小许地带属低丘陵，+占总面积9．2％，其余为冲积 ·

平原。地面高程最高是与杜阮交界的席帽山达2 5 5．6米，最低的

是外海与新会睦洲交界的林状元围，其田面高程一0．2米，其余

大部分耕地处在0．0～1．7米高程上，岛屿有潮连，面积1 l

平方公里o·
‘

。‘

”’过境河流除西江外，尚有天沙河，江门河o

年内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1·8摄氏度，气候温暖湿润，大

部土地肥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但连年受台风袭击影响，多时

年达五次o
_‘

，

一。
‘· 第一章 自然地理 ‘。

-第一节’2河流水系 “

流经郊区最大河流是西江，水流蜿蜒环市，外海区之东沿滚滚

南去。次为北南走向的江门河和天沙河，两河有白石河横向连贯，。

属潭江水系。 ．

西江郊区河段长约2 0公里，最大河宽约一千米，常年洪水流

量10000i方米每秒，枯水期流量为500 0～6 0 0 0立方米每秒，

厉年最高洪水位4．6 3米(北街水文站)，出现于l 9 6 8年6月 ·

2 7日，其次为4·3 7米，出现于l 9 6 2年r7月8日I厉年最低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_#__，口_tF—’十一一一 -

水位为一0．8 8米；出现于1 9 0 7年1月2日，其次为一O．6 9

米，出现于l 9 5 5年2月2 0日。该河段受潮水影响，水位一天

两次涨落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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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河是西江的分流，从北街入口起，经市区，郊区，流入新会县

银洲湖出海，’郊区河段长8．5公里，河面宽平均8 0米。I 9 7 9年

前最大流量1060．．-壹-方米每秒，江新联围北街闸建成后，闸门控制流量

400--,6 00．--壹--方米每秒。平均流速退潮0·3米每秒，涨潮一O．3 6

， 米每秒，潮汐回流明显。据钓台路测点记录，历年最高水位3．55米，

出现在1 9 68年6月2 9日，最低水位是一O．8 8米，出现于1 9 5 5

．年2月2 0日。 ，

天沙河是江门河的支流，源于鹤山县观音帐山，从北向南流经新

会县棠下入江门市郊区，分别从东炮台和白沙注入江门河a干流全长

40公里，流域集雨面积279平方公里，其中鹤山雅瑶47．1平方公里，

， 新会棠下142．3平方公里、杜阮58．2平方公里，江门郊区8 1．4平

方公里。郊区河段长1 3公里，河面宽平均约5 O米，常年平均流量

1 6 0立方米每秒，平均流速0．6 NO．85每秒，洪水期平均流速

1．．‘2米每秒。据里村桥测点记录，历年最高水位是8．54米，出现于

r 9 7 6年8月24日。该河段潮汐回流明显，丰水期可通航农用小机船。

第二节水文气象

．‘ 区内属亚热带海洋季节性气候。多年平均温度21．8摄氏度，最

高气温37．4摄氏度，出现于1980年7月1 9日，最低气温0．1摄氏

度，出现于1 9 63年1月1 6日。年内无霜期3 5 7天。多年平均日

照数1 7 3 5．3小时，年最多日照数20 7 6．3小时，出现于1 9 6 3

年，年最少日照数1 493．6小时，出现于1 96 1年。多年平均降雨量

1 7 44毫米，最大年雨量2 3 3 0毫米，出现于1 9 7 2年，最小年雨

量1 134．1毫米，出现于1 9 7 17年；最大一日雨量32 7毫米，出现

于1 9 6 1年4月1 9．日，1 9 6 5年9月2 8日，最大一小时雨量

81．3毫米，出现于1 9 7 1年4月2 9日1 5时55分至1 6时5 5

分’降雨大部集中在汛期4月～9月，‘平均雨量达1462毫米，占全年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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