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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贵州省地处云责高原东斜坡，全省面积17．61万平方公里，

地势西高而东低．主要山脉，西部的鸟蒙山是金沙江与北盘江、

乌江．赤水河等河流的分水岭；北部的大娄山是赤水河与乌江的

分水蛉；东北部的武陵山，是乌江与沅水诸河流的分水蛉；横贯

中部的苗蛉，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和长江流域各河流的分水蛉．

省内的主要河流发源子西部和中部高地，分别向东，南、北

3面汇入毗邻省，区．以苗岭为分界，归入长江和珠江两大流

域．全省面积的65．7呖属于长江流域．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

河流，全省有428条．属于长江流域的主要有乌江，赤水河和沅

水水系诸河(包括清水江、湃阳河和锦江)；属于珠江流域西江

水系的，主要有南盘江，红水河及其主要支流北盘江、蒙江、曹渡河

以及都柳江等．乌江是费州最大的河流，在省内的千流长约800多

公里，流域面积为6．6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8呖．总之，

贵州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力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为1874万

千瓦，居全国第6位．

赁州的江河多具山溪河流特征，主要源于岩溶山区的洞，泉、

溪，沟．多数江河，上游地带较开阔，耕地较多，例如处于长江

与珠江分水岭的猫跳河和南明河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

口集中，是贵州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较为发达的中心地

区；中游的河谷束放相间，比降大，水流湍急，水力资源丰富；下

游多峡谷，傍河耕地少，但水量较大，可以通航，有舟楫之利。

而东部地区的清水江、湃阳河和锦江，除分水岭武陵山、苗岭以

外，一般地区的地势较低，属低中山和丘陵地带，两岸既有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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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耕地，同时又有峡谷和山区，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地形特点．

’贵州境内大部分属碳酸盐类岩溶地区，山间盆地和河谷台地

多泉水和伏流．西南部地区多。海子”(山间洼地)，如安龙的

。绿海子”；西部的威宁草海，是我省有名的淡水湖，曾被誉为

高原明珠．而珠江流域的各支流，在伏流的进出口常形成较大的

落差，险滩瀑布较多．因此，贵州不但水力资源丰富，而且又有

许多绚丽多姿、雄奇壮观的自然风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大瀑

布，安顺油菜河的。龙宫”奇景，织金洞地下。宫殿”的壮丽

奇观和樟江支流方村河的大．小七孔的独特风光等，无不引人入

胜． 卜
，一 r：一 一·． -'

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贵州的水资源已得到一定

程度的开发利用，一水利水电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1987年

底，在水利事业方面，全省共建成各类工程9．6万多处，使全省

有效灌溉面积达807万亩，约占全省稻田面积的69呖，比解放初期

净增60l万亩。小水电事业是从点到面，从小到大，从城镇到乡

村，较快地发展起来的．除了建成猫跳河诸梯级和乌江渡大中型

水电站而外，还建成了小水电站2597处，总装机41．2万千瓦，高

压线路34201公里，年发电量86048万度，使全省81个县有了小水

电，74．2％的乡，57．4呖的村，46．3％的农户都不同程度地用上

了电．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不但在灌溉、排洪、电力．城乡供

水，水土保持和科技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

由于兴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又造就和提供了许多旅游资源，带

动和促进了贵州旅游事业的发展． ．． 。

《贵州省水利艺文志》，是以介绍贵州水情为内容的诗文选

集。书中既有对贵州自然地理概貌的介绍，又有对主要江河溪流

洞泉历史变迁的阐述；既有对贵州水利水电事业成就的讴歌，又

有对水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展望；既有对贵州秀丽山川的赞美，又

有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介绍，内容丰富多彩。由于作者以饱满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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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科学的态度，清新的语言和富于诗情画意的笔触进行写作，

所以，本书不但具有科学性和知识性，而且又有一定的艺术性和

较好的可读性。许多作者在介绍河流风貌的同时，赞颂了党的革

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成就。因此，本书既是水利电力部门各级干

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的一本有益的读物，而且也为各级

领导和各行各业关心贵州水情及其开发利用的广大读者，提供一

份较为集中的参考资料。

本书主要是黄国碹，袁卓荣搜集选编的；周定--、肖尊字作

了，审阅．由于资料不足，搜集不全，本书的缺陷难免，请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李家平

一九／kJk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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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飞泉⋯⋯⋯⋯⋯⋯⋯⋯⋯⋯⋯⋯⋯⋯(清)陈殉

修文电站·⋯⋯⋯⋯⋯⋯⋯⋯⋯⋯⋯⋯⋯⋯⋯⋯“苟永富

兴西湖水库⋯⋯⋯⋯⋯⋯⋯⋯⋯⋯⋯⋯“⋯⋯⋯·赵焰

咏石阡温泉⋯⋯⋯⋯⋯⋯⋯⋯⋯⋯⋯⋯⋯(清)任元敏

(231>

(231>

(232>

(232>

(232>

(233)

(233)

(234>

(234》

(234>

观赏黄果树瀑布有感⋯⋯⋯⋯⋯⋯⋯⋯⋯⋯⋯⋯胡绩俸(235)

穿阡水库⋯⋯⋯⋯⋯⋯⋯⋯⋯⋯⋯⋯⋯⋯⋯⋯⋯陈振华(235>

游金华湖⋯⋯⋯⋯⋯⋯⋯⋯⋯⋯⋯⋯⋯．．．⋯”⋯·张美村(236>

查勘夜归⋯⋯⋯⋯⋯⋯⋯⋯⋯⋯⋯⋯⋯．．．⋯“．．．·黎展眉(236>

过盘江⋯⋯⋯⋯⋯⋯⋯⋯⋯⋯⋯⋯⋯⋯．．．(明)杜拯(237)

清江十里长滩⋯⋯⋯⋯⋯⋯⋯⋯⋯⋯⋯．．．⋯“⋯·触民亭(237)

游瀵阳河⋯⋯⋯⋯．．．．．．．．．-．．⋯⋯⋯·⋯⋯⋯⋯⋯“王笑怡(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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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海⋯⋯⋯⋯⋯⋯⋯⋯⋯⋯⋯⋯⋯⋯⋯⋯⋯⋯···丁 可

草海泛舟⋯⋯⋯⋯⋯⋯⋯⋯⋯⋯⋯⋯⋯⋯⋯⋯⋯金奎

咏赤水河⋯⋯⋯⋯⋯⋯⋯⋯⋯⋯⋯⋯⋯⋯⋯⋯⋯金谷

咏清水江⋯⋯⋯⋯⋯⋯⋯⋯⋯⋯⋯⋯⋯⋯⋯⋯⋯黄亮

访安顺龙潭⋯⋯⋯⋯⋯⋯⋯⋯⋯⋯⋯⋯⋯⋯⋯⋯赵德山

满江红

卜算子

念奴娇

玉楼春

浪淘沙

踏莎行

蝶恋花

浪淘沙

西江月

临江仙

南盘江⋯⋯⋯⋯⋯⋯⋯⋯⋯⋯⋯⋯⋯⋯田浩

凯里金泉湖⋯⋯⋯⋯⋯⋯⋯⋯⋯⋯⋯⋯郭云天

北盘江⋯⋯⋯⋯⋯⋯⋯⋯⋯⋯⋯⋯⋯⋯黄国谊

过清水江⋯⋯⋯⋯⋯⋯⋯⋯⋯⋯⋯⋯⋯陈文亮

百花湖⋯⋯⋯⋯⋯⋯⋯⋯⋯⋯⋯⋯⋯⋯李冀峰

红枫湖秋游⋯⋯⋯⋯⋯⋯⋯⋯⋯⋯⋯⋯刘福萍

黔灵湖拾趣⋯⋯⋯⋯⋯⋯⋯⋯⋯⋯⋯⋯黄亮

虹山湖⋯⋯⋯⋯⋯⋯⋯⋯⋯⋯⋯⋯⋯⋯郭云天

贵阳石笋水库⋯⋯⋯⋯⋯⋯⋯⋯⋯⋯⋯田 浩

雷山响水岩电站⋯⋯⋯⋯⋯⋯⋯⋯⋯⋯清 泉

修水利⋯⋯⋯⋯⋯⋯⋯⋯⋯⋯⋯⋯⋯⋯⋯⋯⋯⋯陆泽

高山水利队⋯⋯⋯⋯⋯一⋯⋯⋯⋯⋯⋯⋯⋯⋯⋯·映红

群山抱琴日夜弹(外一酋)⋯⋯⋯⋯⋯⋯⋯⋯⋯韩述华

岩鹰山水库⋯⋯⋯⋯⋯⋯⋯⋯⋯⋯⋯⋯⋯⋯⋯⋯谭荣先

民歌三首⋯⋯⋯⋯⋯⋯⋯⋯⋯⋯⋯⋯⋯⋯⋯⋯⋯谢金华

新民歌三首⋯⋯⋯⋯⋯⋯⋯⋯⋯⋯⋯⋯⋯⋯⋯⋯龙岳洲

抽水灌田淹旱魔(外一首)⋯⋯⋯⋯⋯⋯⋯⋯⋯汛河

银河星斗落苗寨(外一首)⋯⋯⋯⋯⋯⋯⋯⋯⋯杨光全

有水利要管好⋯⋯⋯⋯⋯⋯⋯⋯⋯⋯⋯⋯⋯⋯⋯无名氏

仡佬族民歌⋯⋯⋯⋯⋯⋯⋯⋯⋯⋯．．．⋯⋯⋯⋯⋯无名氏

(238)

(239)

(239)

(2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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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 河 篇



乌 江

周定一王文轩

气势磅礴，咆哮千里的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自从

1934年底至193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两次从江上强渡

之后，便以英雄的河流闻名于世．

乌江，古时名。延江。或“黔江”．发源于贵州省威宁县乌

蒙山东麓的香炉山．自西向东北流贯贵州的中部，至沿河县进入

四川，方向折北，在涪陵县注入万里长江，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

流之一．河流全长1037公里(其申贵州境内874公里)．沿途有六

。冲河、猫跳河，湘江、清水江，濯河、洪渡河，郁江，美蓉江等

8条较大支流和数百条溪沟涧川汇入，呈羽状水系．

乌江流域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东西向高差大．总面积

87900余平方公里．在贵州境内有67500平方公里。从河源到乌江

渡为乌江的上游，长448公里，落差1636米，平均比降3．65‰，

流域面积27800余平方公里．上游河谷切割较深，坡陡流急．从

乌江渡到贵州沿河县城为乌江的中游，长346公里，落差336米，

平均比降0．97‰，流域面积33200余平方公里。从沿河县城到四川

的涪陵河口为乌江的下游，长243公里，落差152米，平均比降

o．62‰，流域面积近26900平方公里。乌江水自中游余庆县构皮滩

出峡谷后，江面由原来的30多米扩大到200多米，水势平缓。惟河床

内礁石嵯蛾，险滩密布．仅乌江渡至下游的龚滩405公里的河段，

就有大小险滩355处，平均1．14公里一处，因此，素有。乌江天险。

之称。全乌江流域内山峦起伏，地质复杂，基本上是石灰岩地

区，溶洞碚河分布较广．

· Z ·



乌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侯区．年平均气温在10．6℃至18℃

之间．多年平均降雨量1127毫米．雨季主要集中在5一10月的汛

期，多暴雨和阵雨，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82叻，12月和1月

最枯。流域内气候复杂多变．上游段地势高，气温低，雨量少；

中下游各地气温高，湿度大，日照短，日温差悬殊，温和多雨．

流域内年平均径流总量为503亿立米。乌江是雨型河流，年内月径

流分配很不均匀．但年际径流变化不大．流域来沙较大，年平均

输沙量为3240万吨，‘年平均泥沙模数为386吨／平方公里，年平均

含沙量为0．63公斤／立米．流域内固体径流与液体径流分配相似．

泥沙主要集中在上游，乌江渡水文站的年平均输沙置为1 430万

吨，占流域总输沙量的44叻． ．：
．。

乌江流域包括贵州、云南、四川和湖北四个省50个县，市，

总人口1522余万人，农业人口占90叻以上．t居住着汉，苗、布

依、侗、彝、仡佬等民族。有耕地1800万亩，其中水田684万亩．

流域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适于农作物生长。主要

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和豆类．主要经济作物有烤烟．茶

叶，油菜，花生等．此外桐油、生漆，药材、银耳等也夙负盛

名。上游威宁，赫章等地的畜牧业也较发达．

乌江流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铝、磷、

铅，锌，镁．锰、铁．锑、汞等，尤以煤为冠，有。西南煤海。

之誉，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三位．铝，磷等矿床都具有

质优藏量大的特点． ，

解放前，流域内工业基本上是一张自纸。解放后发展迅猛．

现巳在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等地区，建成包括煤炭，冶金、

电力，化工，建材．机械，卷烟．丝绸．皮革以及军工等的工业

基地。赁州巳成为我国磷铝业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流域内交通

发达，已组成由铁路和公路干线湘黔．滇黔．黔桂，川黔，川

湘为骨干的城乡交通网，乌江干流化屋基以下段共建成大桥7座．



流域内自然灾害颇多，尤以干旱最烈．据史料统计，从130

年到1949年的645年中，流域内共发生大面积旱灾120次，平均5

年一次。其中全流域性旱灾15次，平均43年一次．每次。旱魃为

虐”，都给人民带来斑斑血泪．《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载：

。清同治五年六月(1866年7月)，贵阳大旱，秋饥，斗米值二

千钱，饥殍相枕籍，民多流亡．。另据一些县志记载： 。1925年

夏，亢旱成灾”， 。赤地千里”， 。饥民划界掘食蕨根野菜”，

。饿殍载道，惨不忍睹”．

千百年来，域内的各族人民就向旱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很

早以前，人们就拦河引水灌田．唐代开始修筑塘坝，发展自流灌

溉，有的水塘至今仍发挥作用．昭代已利用水力，架设桔槔，筒

车，提水灌田， “拦河为堰”， 。围泉筑塘”已相当普遍。遵义

县三堰河引水工程，至今效益显著，并沿袭下来一套不成文的灌

溉管理制度，每年用水季节，当地群众习惯地维修工程，有秩序

地放水灌田，从没有发生过争水抢水现象。及至清康熙年问，水

利灌溉事业又有新的发展，凡有水源的傍河台地都辟成水田，促

进了农业的发展，且每年都可有粮食输出．

乌江流域有许多名胜古迹．北岸的遵义，l 935年1月中旬，党

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

了革命．当年红军突破天险乌江的回龙场，沿河，江界河．楠木

渡和茶山关等地，、现在都竖立了英雄纪念碑。有的已架上大桥，

有的已辟为渡口，已。天堑变通途”。当．年与白军鏖战的娄山

关，如今公路盘旋而上，装点一新，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坐落在

乌江南90公里的贵州省会贵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有我国

第二春城之称。城西北的黔灵山，山秀石奇，洞幽湖清，谷深林

密，风景优美．山上的弘福寺，颂山诗碑等建筑群，古色古香，

吸引着大量游人．麒麟洞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作为拘押爱

·3‘



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魔窟，为后人留下历史的悠思。城南的

花溪公园，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乌江上游的黔西县，古称水西，是

贵州彝族安氏土司辖地．遍布全县的彝文碑刻和少数民族墓葬，

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一。观音洞”，历来为考古工作者所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

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建了很多大，中，小型水库1000

余座，总库容11．5亿立米，万亩以上国营灌区69处，固定机电提

灌站装机21．7万马力，农村小水电装机1ST千瓦，发展保灌面积

近400万亩，有70％的公社用电照明和进行农副业加工．

1953年，川、黔两省开始整治乌江干流航道。现在航线已从

涪陵延伸到余庆县的大乌江，全长447公里’可通行60一70吨的

机动客货轮，其中思南以下可通行100吨的机动客货轮。年货运

量迭40万吨左右．
’

乌江流域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著名的水电“富矿”之一。

水力理论蕴藏量达1042．59万千瓦．可开发的水力资源有266处，

装机容量可达846．01万千瓦．目前已建成的大中小水电站装机容

量迭103万千瓦，平均年发电50亿度．干流上的乌江渡电站已基

本建成，这是我国在石灰岩地区兴建的第一个高坝水电站，坝高

165米，年发电33．4亿度，除贵州自用外，每年还向邻省四川输

电．这座电站的整个工程都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设计、施工的，

主要设备也是我国自行制造和安装的。经观测证明，该坝的工程

效果完全可与国外同类大坝相媲美。支流猫跳河，自1958年起进行

中下游河段的梯级开发，先后巳建成6座电站，总库容9亿立米．

利用水头397．4米，发电总装机23．9万千瓦，年发电9．18亿度，

存农业灌溉和工业供水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电站的胜利建成，

使我们取得了岩溶地区大中型水电工程建设．中小河流梯级开发

以及水火电结合建设的宝贵经验，为今后全面开发乌江流域的水

能资源，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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