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地方志丛=譬

魏

簿源

志蓦



洱 源 县

河湖专志集

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



一
、

靴

■
衄

匐 蛔 山 美

硎
潜

_
H
苎 阶 、≥

蔹‘

舅形
：；

谢 薪

／
-一

一
、

ii 。

田

黼

吓”
，毒

壤 曼

砌

乙

卜 琳 窗

诖懦搽
；萋b一 苫旗∥

¨P
■

一¨
一．

芎，
I

飞¨

一 ～
／

厂、√
u

、

、
一

～
r／

／
～

I、
加

广，．，
，
|

、



《洱源县河湖专志集》

编纂领导组

组 长： 吕德云

副组长： 杨念池 杨士敏

组 员： 朱定中 张时仁

赵铸纪张映春

编撰： 赵铸纪

校对：施汝琪

绘 图： 杜 全

昭 片． 董仁隆

段思义

审定：瓣量案鬻嘉纂领导组



总目录

弥苴河水系图⋯⋯⋯⋯⋯⋯⋯⋯⋯⋯⋯⋯⋯⋯⋯⋯⋯⋯⋯⋯(1)

前言⋯⋯⋯⋯⋯⋯⋯⋯⋯⋯⋯⋯⋯⋯⋯⋯⋯⋯⋯⋯⋯⋯⋯⋯(3一)日U吾““””””“””””“⋯⋯”““⋯”””“⋯””““””“”“一”L，)

茈碧湖志⋯⋯⋯⋯⋯⋯⋯⋯⋯⋯⋯⋯⋯⋯⋯⋯⋯⋯⋯⋯⋯⋯(5)

弥苴河志⋯⋯⋯⋯⋯⋯⋯⋯⋯⋯⋯⋯⋯⋯⋯⋯⋯⋯⋯⋯⋯(85)

弥苴河工志⋯⋯⋯⋯⋯⋯⋯⋯⋯⋯⋯⋯⋯⋯⋯⋯⋯⋯⋯⋯(14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完整的志书本应有序言、凡例、大事记、人文等内容，鉴于各专志

仅为全县水利志的一部分，避免求全冗赘，故予省略。

在编写中得到县水电局领导和各方通力帮助，尤在经费拮据中大

理州水电局给予大力支持，得以JII员利刊印，借此仅向所有关心、支持者

深表谢意。

由于资料不足，加之水平有限，虽经六次易稿，仍觉难周，错误和
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编 者

1994年2月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茈碧湖志

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



目 录

概述⋯⋯⋯⋯⋯⋯⋯⋯⋯⋯⋯⋯⋯⋯⋯⋯⋯⋯⋯⋯⋯⋯⋯⋯⋯⋯⋯⋯⋯⋯(1)

第一章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10)

第一节 自然地理⋯⋯⋯⋯⋯⋯⋯⋯⋯⋯⋯⋯⋯⋯⋯⋯⋯⋯⋯⋯⋯⋯‘(10)

第二节 成因及演变⋯⋯⋯⋯⋯⋯⋯⋯⋯⋯⋯⋯⋯⋯⋯⋯⋯⋯⋯⋯⋯(15)

第三节 经济状况⋯⋯⋯⋯⋯⋯⋯⋯⋯⋯⋯⋯⋯⋯⋯⋯⋯⋯⋯⋯⋯⋯(20)

第二章开发利用⋯⋯⋯⋯⋯⋯⋯⋯⋯⋯⋯⋯⋯⋯⋯⋯⋯⋯⋯⋯⋯⋯⋯⋯(25)

第一节 祖先的努力⋯⋯⋯⋯⋯⋯⋯⋯⋯⋯⋯⋯⋯⋯⋯⋯⋯⋯⋯⋯⋯(27)

第二节 腰斩茈碧湖⋯⋯⋯⋯⋯⋯⋯⋯⋯⋯⋯⋯⋯⋯⋯⋯⋯⋯⋯⋯⋯(30)

第三节 输水总干渠——海尾河的改造⋯⋯⋯⋯⋯⋯⋯⋯⋯⋯⋯⋯⋯(32)

第四节 初胜二“小蛟” ⋯⋯⋯⋯⋯⋯⋯⋯⋯⋯⋯⋯⋯⋯⋯⋯⋯⋯⋯(34)

第五节 十里围堤的诞生⋯⋯⋯⋯⋯⋯⋯⋯⋯⋯⋯⋯⋯⋯⋯⋯⋯⋯⋯(37)

一、围堤工程⋯⋯⋯⋯⋯⋯⋯⋯⋯⋯⋯⋯⋯⋯⋯⋯⋯⋯⋯⋯⋯⋯⋯(38)

二、排水系统⋯⋯⋯⋯⋯⋯⋯⋯⋯⋯⋯⋯⋯⋯⋯⋯⋯⋯⋯⋯⋯⋯⋯(39)

第六节 十四孔闸换新颜⋯⋯⋯⋯⋯⋯⋯⋯⋯⋯⋯⋯⋯⋯⋯⋯⋯⋯⋯(40)

第七节 环湖泵站应运而兴⋯⋯⋯⋯⋯⋯⋯⋯⋯⋯⋯⋯⋯⋯⋯⋯⋯⋯(44)

第八节 黑、白汉涧的治理⋯⋯⋯⋯⋯“⋯⋯⋯⋯⋯⋯⋯⋯⋯⋯⋯⋯·(48)

第九节 联营养鱼好⋯⋯⋯⋯⋯⋯⋯⋯⋯⋯⋯⋯⋯⋯⋯⋯⋯⋯⋯“⋯·(51)

第十节 下山口电站终于落成⋯⋯⋯⋯⋯⋯⋯⋯⋯⋯⋯⋯⋯⋯⋯⋯⋯(55)

第十一节 工程实绩和主要参战人员⋯⋯⋯⋯⋯⋯⋯⋯⋯⋯⋯⋯⋯⋯(62)

第三章经营管理⋯⋯⋯⋯⋯⋯⋯⋯⋯⋯⋯⋯⋯⋯⋯⋯⋯⋯⋯⋯⋯⋯⋯⋯(66)

第一节 机构沿革⋯⋯⋯⋯⋯⋯⋯⋯⋯⋯⋯⋯⋯⋯⋯⋯⋯⋯⋯⋯·⋯··(67)

第二节 工程管理⋯⋯⋯⋯⋯⋯⋯⋯⋯⋯⋯⋯⋯⋯⋯⋯⋯⋯⋯⋯⋯⋯(68)

一、管理范围⋯⋯⋯⋯⋯⋯⋯⋯⋯⋯⋯⋯⋯⋯⋯⋯⋯⋯⋯⋯⋯⋯⋯(68)

二、管理措施和制度⋯⋯⋯⋯⋯⋯⋯⋯⋯⋯⋯⋯⋯⋯⋯⋯⋯⋯⋯⋯(69)

第三节 控制运用⋯⋯⋯⋯⋯⋯⋯⋯⋯⋯⋯⋯⋯⋯⋯⋯⋯⋯⋯⋯⋯⋯(72)

第四节 除险加固⋯⋯⋯⋯⋯⋯⋯⋯⋯⋯⋯⋯⋯⋯⋯⋯⋯⋯⋯⋯⋯⋯(75)

第五节 用水管理⋯⋯⋯⋯⋯⋯⋯⋯⋯⋯⋯⋯⋯⋯⋯⋯⋯⋯⋯⋯⋯⋯(76)

一、管理概况⋯⋯⋯⋯⋯⋯⋯⋯⋯⋯⋯⋯⋯⋯⋯⋯⋯⋯⋯⋯⋯⋯⋯(76)

i



二、水费征收⋯⋯⋯⋯⋯⋯⋯⋯⋯⋯⋯⋯⋯⋯⋯⋯⋯⋯⋯⋯⋯⋯⋯(77)

第六节 综合经营⋯⋯⋯⋯⋯⋯⋯⋯⋯⋯⋯⋯⋯⋯⋯⋯⋯⋯⋯⋯⋯⋯(79)

第四章占地移民及伤亡抚恤⋯⋯⋯⋯⋯⋯⋯⋯⋯⋯⋯⋯⋯⋯⋯⋯⋯⋯⋯(82)

第一节 占地移民⋯⋯⋯⋯⋯⋯⋯⋯⋯⋯⋯⋯⋯⋯⋯⋯⋯⋯⋯⋯⋯⋯(82)

第二节 库区建设⋯⋯⋯⋯⋯⋯⋯⋯⋯⋯⋯⋯⋯⋯⋯⋯⋯⋯⋯⋯⋯⋯(83)

第三节伤亡抚恤⋯⋯⋯⋯⋯⋯⋯⋯⋯⋯⋯⋯⋯⋯⋯⋯⋯⋯⋯⋯⋯⋯(83)

2



概 述

茈碧湖以盛产茈碧花①而得名，又名宁湖、浪穹海子和洱源海子③。

明代崇祯十二年(1 639年)大旅行家徐霞客对湖泊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南

湖北海，形如葫芦，而中柬如葫芦之颈焉，湖大而浅，海小而深，湖名茈碧，海

名洱源’’。当地人俗称“里海’’和“外海”。

湖泊位于滇西大理州北部—_洱海发源地的洱源县境内，座落于县城东北四

公里的罴谷山下，是南北狭长、北深阔、南浅窄的断陷湖，最大水深32米。在有

记载的六百年间，已沧桑数易，湖水面高程在2050．70-'--2058．70米之间升降，湖

面积在4．92"---'28．36平方公里之间伸缩，湖水量在0．585亿～2．096亿立方米之

间变更。如今水库西南1．5万亩良田原来是“平湖千顷碧”的一部分，逐步由浅

湖变绿洲。

它紧靠元江深大断裂北延地段，为横断山脉中南端断陷湖泊群之一，系距今

340万年一次巨大地质灾变的产物③。四周中小断层纵横分布，被省列为南起大理

周城，北止剑川甸南，长90公里内地震裂度≥9度区，径流区内各类岩层发育比

较齐全，从古生界到新生界均有出露。

环湖东北靠山，西南连田，二十个村寨错落湖畔，长8．5公里的输水河道蜿

蜒向南，弯多坡缓，尾闾还有众水汇入，出口险狭易阻。历史灾害多出于此，至

今效益高低仍受其支配，工程兴废攸关民生。

湖泊径流区计991平方公里，西起罗平山，东至马鞍山，南北狭长62公里，

其间有三块山间盆地，是人类活动集中的坝区。在茈碧湖北方的华丛山下还有

“四面如城”的海西海，两个天然湖泊相距17公里，高差65．8米，共有死库容8384

万立米。地势东北及西南高，东南部湖区低下，区间高程2050"--'3958米(坝区2055

，-'-2200米)，具有干湿分明和立体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13．9℃(极端气温一8．

1℃"--35℃)；雨量随高程的升高而增大，多年平均808毫米，90％左右集中在雨

季；多年平均径流量3．777亿立米，1966年最大洪峰下泄量126立米／秒，当年径

流量6．817亿立米；蒸发量随高程的增高而减少，多年平均1405．9毫米，为降雨

量的1．74倍。全区水流通过南来北往的弥茨河和风羽河，与湖泊南出的海尾河在

@。连：。茈碧花——“似自蓬丽尘=．叶塑荷钱，根生水底，茎长六、七丈，气清芬，采而烹之，味美于莼，八月花开满
湖，湖名茈碧以此”。属睡莲科，学名子午莲。

②唐贞观二十三年，以现洱源境内的浪穹、施浪、邓赕总名“三浪”，立浪穹州，洱源称浪穹，民国元年改今名。
③云南大学物理系副研究员喻传赞“东方人填补了人类进化的重要缺环”中；“据南京地理所等单莅考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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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口”汇流，经过2．5公里的尾闾咽喉段后，泻龙马，穿弥苴，注洱海，归澜

沧。 ，

区间水资源丰富，但常年弃水大于控制利用，湖泊地处枢纽，吞吐事关全局，

在湖区为洱源坝子排涝、提灌的命脉，对邓川坝子居高临下(湖水面至洱海边距

离28公里，高差90．4米)，主宰洪旱；湖口狭谷在2．5公里内落差集中了54米；

水质好，无污染，浅湖地带水草丛生，适应各种鱼类的生存发展；它具有得天独

厚的防洪、排涝、灌溉、发电、养鱼等一水多用的自然优势。不论规模、功能、效

益和自然景观均为县内群湖之冠。

过去，由于别致的烟村柳岸，水树银花，优美的湖光山色，渔歌唱晚，曾引

来了许多名人韵士为之讴歌留墨。然而它给予人们的却是祸大福小，由于湖口多

变，湖面随之涨涸不定，给祖祖辈辈带来了悲惨沉痛的呻吟。

沿湖地区唐时封建割据，并常为吐番进出和驻兵之地，元、明多为铁马金戈

和屯田场所，明、清记载中洪涝灾害突出，清成同年间及民国初期，盗贼蜂起，民

国期间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刀兵、匪祸、瘟疫、地震、水旱等天灾人祸交织发

生，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径流区内的耕地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的13．

36万亩，到光绪九年(1883年)，因“旧苦水灾，近经兵燹，不无荒芜”，减少为

9．32万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人户降至7731户、26770人；民国期间略

有回升，但广大地区破墙断壁，荒郊旷野，滥河残潭，满目萧条；到1985年有十

八种民族，计20721户，113787人(白族69675人、汉族38640人、其它5472

人)，占全县总数的59．o％。共有耕地160629亩，其中水田98815亩，总产粮食

9988万斤(交售国家1712万斤)，均占全县总数的50％以上，油菜子188万斤，

占全县97％。

湖泊历来自涨自涸，湖边地带夏秋霪雨成水乡，冬春水涸变牧场，多次堵口

灾难深重。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浪穹霪雨，山崩水溢，冲没民居，溺

死百余人，公署文件尽漂没”，嘉靖间，“三江口累灾”，尤以丙午(1546年)“凤

羽之水，横射二水，沙泥淤涌，湖田三万余亩，鞠为蒲草，屯田民田递年赔粮"，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沙石淤涌，淹没军民田地”；此后，自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二百一十七年间，大的洪涝灾害就有二十六

年，其中嘉庆六、八、九、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一等七年累累发生，灾害最

重，直接因尾闾泥沙堵口造成大淹没的有六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次，乾隆二次，

嘉庆二次；其中嘉庆八年(1803年)和十三年(1808年)两次是毁灭性的灾害，

黑、白汉涧交口的海尾河被泥石流填塞的天然坝高度达10米，宽20米，长100"--"

260米左右，湖面积由正常的14平方公里猛增至28平方公里，充水量2亿多立

米，“淹没三十九村二千五百余户，城内水深三尺，南北城垣尽圮”，后一次竟使

“沿湖田亩不能涸出”、“详请开除民粮五百三十石”、“题准被水)中沙压田地一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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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顷亩(一万余亩)开除无征”；当时居民四处逃散，纷纷向高处搬迁，’后墩村

在大水淹后一百多年才先后从旧屋基迁回沙坝旧址，在废虚和新洪积滩上重建了

家园，“嘉庆八年水大淹’’的俗语还流传至今。民国时期的七、十三(1924年，甲

子)、十七、二十七年，建国后的1954、1955年，虽未堵1：2，但重现了历史灾害

的一般面貌；1962年、1966年虽已得到茈碧湖、海西海两座中型水库的调蓄控制，

加上千军万马上堤抗灾抢险，使大灾变成小灾，但当时水库和大片天然滞洪区已

经超蓄、饱和，下泄流量仍达126立米／秒，上下游一片汪洋，水势险恶。

在漫长流逝的岁月里，从地下的遗迹，地形地貌地层的变迁表明，类似灾难

岂止只是这些有限的记载!

湖泊状况的优劣，还往往左右着下游邓川坝子的水旱，“旱魃、河伯、水师、

波臣”为虐的记载，充斥于文牍档案。咸丰《邓川州志》“弥苴河之为邑害，自明

迄今，垂四百年”。

历代官民面对生死攸关，为害最烈的湖口，往往在大灾之后被迫进行治理，规

模较大的有两个时期：

。明代后期至清初的142．年间，因尾间年久失修，湖水频频泛滥，“当事者间为

一疏’’：明嘉靖壬寅(1542年)“浚通”，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1年)“五旬开

挖”，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大为开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随时挑

浚’’。每疏挖下次“湖田多获收"。

清朝中后期的94年间，湖口常遭淤堵，灾害日趋严重，又再度引起重视，用

力防治，措施上也已由单纯疏挖进步到拦沙、导流、护岸、筑坝、注重水土保持

和管理工作，修和管都有了较大的突破。清雍正八年(1730年)“筑长堤、置木柜、

加工修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凤羽河“溃决下趋”后，由南山村东南“改

河环县城东北，至鹅堆村入湖”，二十六年(1761年)“于(由汉)涧口创筑旱坝

数百丈，每年小修，三年大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按粮摊捐，别开子

河"(新改道的凤羽河尾自汪干至后堆间再向北开河，“旧河旋废’’)，嘉庆十一年

(1806年)“改筑旱坝，使沙石聚于炼城村前(东南)隙地，坝坡植柳”，嘉庆二十

年(1815年)“轮派绅士，按段督修”，道光四年(1824年)“随时修筑旱坝柳堤，

一例增高数尺"。同治三年(1864年)，因“三江口河身浅窄，漫溃为患”，于巡检

村西开阔地内开挖分水河长750米，“历三年始成’’。修建后“河无壅塞，始庆安

澜。”

在封建社会里，那些“实心为民者”、“恤民隐之君子"能因地制宜，采取积

极措施，与自然抗争并取得成效，实属难能可贵。

清雍正年涧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三千余字的《兴修水利疏》中，反复提到“浪

穹县因湖水泛滥⋯⋯"、“浪穹之宁湖，应该疏浚开凿，俾有利无害”；同时他对当

时疏治措施的评价指出“补苴一时，尚非远计。’’事实证明，因受社会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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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制’约，权宜应急的修修补补，不可能有效地驱灾免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55年至1985年计三十一年间，伴随着社会制

度和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空前解放，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给多灾多难的茈碧

湖以翻天覆地的变化，苦水变成了甜水，劳动人民从中享受着种种幸福。

1955 1957年，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在省、专、县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下，

由洱源、邓JIl两县成立了“茈碧湖工程委员会”，为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饱经患

难的两县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喜悦，振臂舞锄，团结治水，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次

大规模的开肠破肚的开发利用，并作为云南省首批兴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之

一。当时的工程虽全靠人背人挑，但仍能以较快的速度和可观的规模完成了四项

主体枢纽工程：(1)过流43立米／秒、蓄水深3．1米的十四孔圬工木叠梁节制闸

一座；(2)全长8公里，过流43～80立米／秒输水总干渠海尾河的裁弯改直、深

挖宽辟；(3)于运亨村至后堆村间波涛滚滚、芦苇丛生的湖心拦腰填筑高4米、长

610米的土质主坝；(4)在海西海下游的弥茨河西岸(大山凹)建造引流70立米

／秒的四孔圬工分洪闸一座，并沿运亨村东南开挖长1．8公里的分洪沟，绕至村西

大石岩下入湖。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初见成效，蓄水1560万立米，防洪保护4．

5万亩，灌溉2．6 6万亩，排涝0．81万亩，涸荒0．405万亩。

1958年冬，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邓、洱两县合拼，为继续兴利除弊更好地

提供了优越条件。

1958～1966年，从“大跃进”到“文革”前的9年间，为水库溢洪和保障凤

羽河安全，在远离水库8．5公里的上村凤羽河南岸，兴建过流40立米／秒的3孔

圬工分洪闸一座，并在偏高于古河道由西向东至炼城村东岩羊桥下，开挖长3650

米的分洪沟，在古“三江口’’下汇入海尾河；渠道高差21．65米，建各类跌水11

座，桥梁和引水建筑各4处。1963年续建4孔圬工分洪节制闸。1966年扩大改造

分洪河道，1964年续建弥茨河分洪3孔圬工节制闸。

至此，湖区内外的三条主干河流，初步形成了东引西泄，南北贯通，有分有

合，吞吐方便的网络，扩大了受益范围。

1971"-'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由于1966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

的创伤及1974年春水库14孔闸突然发生管涌漏水，尽管还处在乌烟瘴气的内乱

环境里，逼于恶劣的病险状况，在州、县领导和劳动群众的支持下，由一批“边

受批判边苦干”的干部挺身而出，投身于艰难的扩建改造。经过五年的连续治理，

在除险加固，配套挖潜，提高效益方面，使水库功效再前进了一大步。这次的工

程实绩计：(1)在沿湖西北岸新筑高3～5米的土质围堤6230米，将蓄水水位提

高1．3米，湖面缩小2．7平方公里，但库容增蓄1000万立米；(2)建成东西向横

穿凤羽河的背水涵并开挖过流23立米／秒的蛤蟆塘排涝系统工程，排涝千渠穿过

后墩村，于闸前500米处与海尾河交汇，长1450米，南北二支渠共长3200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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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原来与湖泊相连并直通城区的蛤蟆塘、草海及零星湖港切割于水库之外，本

区径流面积减少90平方公里；(3)彻底拆除14孔圬工闸，按扩建方案的高程

2050．80---2058．55米，新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双孔上下层输水机械闸，现阶段最

大泄流55．5立米／秒；(4)重点疏挖尾间，修建凤羽河分洪沟、弥茨河、黑汉涧

等与海尾河交口的跌水及导流坝，新修黑汉涧拦沙坝二座等。工程完成后，又排

出水荒1500亩，排涝2000亩，增加灌溉15980亩，并加强了抗洪能力，号称

“钉螺仓库”计200多万平方米，沼泽地里的钉螺面积也随之逐步消亡。

1976年冬春，经永联大队积极申请和县里大力帮助，将弥茨河下游分洪闸至

三江口全长5．45公里、极为弯曲单险的老河道，弃旧开新，改直为过流40立米

／秒、长4．25公里的新河，给沿岸4800亩农田的防洪、排涝、灌溉全面得到改善，

并促进了交通道路的大发展。

1977～1985年，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精神，在水

利工作着重点转向管理的同时，继续维修加固，配套挖潜，扩大效益，又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1)在6230米围堤上共反复铺砌毛块石和混凝土予制板防浪护坡及

挡土防浪墙4950米；(2)黑汉涧拦沙坝补修加高了两座，新修了三座，先后已屯

积沙石10万多立米；(3)1983年大旱，在海口村东的湖中，以28天时间，突击

建成装机五台，出流3．5立米／秒的轴流泵半永久抗旱站一座，建成后年年使用，

可提死库容500万立米；(4)1978"-"1984年，历尽坎坷终于建成落差52．45米，总

装机4×1600千瓦，借水还水的下山口发电站；(5)实行中央“财务包干’’制后，

经济自给有余，并利用优势采取复蓄复用措施，年增水方300,--．500万立米，进一

步改善了大小春用水；(6)1980年本着“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方针，投资

45．52万元，在云南省第一家在湖泊大水面上实行联营养鱼，引进优良品种，保护

繁殖鱼类，增加了财富；(7)1984-'--1985年，在海尾河中途的西岸建成九台轴流

泵二级抽水站，渠、渡总长1680米，出流0．65～1．25立米／秒，灌溉城关新旱区

5600亩，加上先后兴建的沿岸10个大小排灌站，已有上万亩农田用上湖水。

茈碧湖水库自建成以来，采取了专业队伍和群众性相结合的管理方法，管理

养护站(所)的在编职工由2人增加到现有的13人，领导干部已七易其人。

全部工程经上述四个阶段的兴修完善，总耗资1325万元，投劳337万工日，

完成土石方量153万立米，获得有效利用水方2777万立米，共计灌溉5．31万亩，

防洪5．65万亩，排涝1．02万亩，涸田0．57万亩，年发电2800万度，养鱼12000

亩；每年可收益200万元，增产粮食1500万斤，生产鲜鱼8．5万斤；此外，对城

乡交通网络的形成、工副业和人畜用水、缓解能源紧缺、提供商品粮油等方面也

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长期的劳动积累，农业投入和经营管理，使沉睡的湖泊在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上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丰硕的财富。秋来洪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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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祭龙，“掌船割谷、踩水栽秧”，民不聊生的旧貌换新颜。节制闸前桥头上的对

联写道：“茈湖十五里，灌田五万，发电六千，五谷丰登，人民欢歌兴水利；碧水

万二亩，联营四十，养鱼百万，粮渔并举庆丰收”。

但是，茈碧湖的兴衰荣枯对拥有十万人口、十万耕地的商品粮主产区的丰歉

安危举足轻重；在以往成功和失败，灾难和幸福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将给人们创

业不易、居安思危的启示，并将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以下五方面：

1、湖口险狭易堵的隐患并未排除，泥沙淤塞有增无减，威胁最大的黑、白汉

涧，防护条件相对恶化，“百年前遗制”已不复存，无人管理，滥伐乱垦，设施破

烂，光山秃岭，滑坡、塌方、泥石流时有发生，同时自清嘉庆八年(1803年)水

大淹至今的182年间，堵口灾难因未再现，惨景已渐被遗忘，如遇不利天时，地

质灾变，历史悲剧有重演的可能。应以“予防为主”，及早将两涧范围划．定为禁伐、

禁垦、禁牧的“三禁区”，继续实施生物和工程相结合的措施，严加管护；只有长

治不懈方能保障久安。

2、在历次修建中，由于资金短缺，水下施工难度大等多种原因，工程至今

“半拉子”，不配套，总体规划中的引洪隧道还未实施，“围堤加高危险大，海尾河

挖深困难多"，东、西灌溉干渠的修建遥遥无期，七个配套项目残缺不全，5200万

立米的规划库容和10万亩的效益均尚未过半，现阶段只能对付一般年的水旱。当

前，供需矛盾与日俱增，即：环湖泵站建成后用水激增，洱海水位下降耗水量成

倍增长，排涝涸荒耕地扩大后需水量随之扩大，下山口电站每年有三个多月水量

不足等。因此，需积极配套挖潜，并优先兴建库内水泵站，提取1000万立米死库

容，是解决急需的上策。

3、工程老化，淤毁并存。随着径流区山林覆盖率的直线下降，生态失调，水

土流失增多，水库河道淤阻突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库容增加1000万立米，但

三十一年来库内淤沙已达120多万立米，大片水体已变滩涂，出水河道淤阻使有

效库容已减少562万立米等，工程寿命缓缓老化。加之无政府主义泛滥，管理不

力，毁堤挖埂，填河种植，抢地建房，侵占工程产权等比比皆是，加速了老化进

程。以法治水，改善生态，事在必行。

4、管理不善反映在各个时期的诸多方面：1964年春十四孔闸由渐变到突变，

病险由渗漏到管涌，闸下砌体百孔千疮，除了建闸时受材料限制，质量差，年久

弊生外，平时管理粗糙，一旦出事就束手无策；1963年及1977年冬春少雨，措施

不力，各少蓄水1000万立米，使用水处于困境；1966年至今管理松驰，乱填滥毁

抢占现象层出不穷；以水养水的征收工作仍处于标准低、积累少；由于历史、自

然和主观原因，长期采用以水促栽，自由用水，按亩收费的办法，已成为收费难、

不合理、束缚生产力的症结；同时，随着效益不断扩大，新增加的受益面积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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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尚未承担义务的弊病有待落实。观念必须更新，逐步改革为“先交费后放

水”及“合理负担”的计划、节约、合理用水制度。

水库养鱼好，但只捕不养，饵料濒于枯竭，从1980年起短短五年，水体已清

彻透明!亟待改变掠夺式经营为人工投入，才能保持长效不衰；承包租赁贵在提

高效益，谨防舞弊和倒退。

5、纵观六百年的历史，以下规律几经循环往复，即连续的或较大的灾害过后，

教训容易教育人，加上有“关心民瘼、捍患兴利之君”诱导有方‘，用力治理，就

得到一个时期的“安澜”，但经过治理，情况好转，“地方官日久怠生”、“法久弊

生"，又逐步走向失修、失管、失效，再暴发频繁的灾害，被迫防御!连续的风调

雨顺，也容易造成假象和产生错觉，使人陷入盲目性，导致麻痹松懈，疏于治理，

一旦遭受灾害的突然袭击就惊惶失措；社会背景的安定和动乱，当政者的勤惰和

预见与否，与工程兴废、灾害大小有关。知己知彼，明察下情，主动防治，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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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和经济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洱源县境内的弥苴河水系里，分布着众多由断陷形成的天然湖泊，它们和高原

名湖——洱海一脉同宗，并都归属澜沧江。茈碧湖(海拔2056．2米)位置居中，它南

离洱海北岸(海拔1965．8米)28公里，两湖水面差90．4米；又与北走17公里“四

面如城’’的海西海(海拔2122．0米)遥相呼应，两湖水面差65．8米；三个湖泊呈台

阶状像明珠一样镶钳在弥苴河水系的首尾和中间。从洱海上溯十五公里，在邓川I坝

弥苴河东、西两侧，还有隔河相望的东湖和西湖；距县城西南十五公里的鸟吊山下

有汉废县——凤羽古湖盆遗址。在方圆1338。68平方公里内，两海、四湖，星罗棋

布，滨湖地带曾经是高原上的山间水乡。

茈碧湖的中心部位地处东经99。56’与北纬26。09 7的交叉点。径流区位于云岭

南部，为南北走向的玉龙雪山两条支脉所环抱：东支称马鞍山，境内长84公里，最

高峰南无山海拔3958．4米，从东北方牛街福和村的长木箐北山向南，经牛街、三营

东部的马鞍山．、莲花山、骑马山、佛光山、灵应山、玉屏山(西伸岗岭插至湖口)，余脉

向东南展伸，经邓川坝子东部与鸡是山相接，南延为洱海东海岸；分水岭以东为鹤

庆县。

西支名罗平山，境内长75．2公里，最高峰中罗平海拔3656．9米，与东支于长

木箐北山分支，蜿转向西南，经牛街海西海西的华丛山及三营、茈碧、玉湖、凤羽等

乡镇西部的罴谷山(余脉长虫山似锥形长7公里向东南，沿茈碧湖东海岸至赤洞

壁，为分水、分区的界山)、中罗平、乌吊山、鹤林山等主要山岭组成，达花甸坝西北

的盐井岭，与点苍山西北坡相连。苍山第一峰——云弄峰的余脉天马山，逆向北展，

一支独出，长21公里，屹立在风羽坝东部(邓川坝西部、洱源坝南山)，直插湖口与

东支西伸的岗岭隔水相望，是洱源、凤羽、邓川等地的天然分界山。西支北部与剑川

县相邻，南端与大理、漾濞县接壤，西侧为本县的乔后镇和炼铁乡。

径流区东西玉屏高耸，南北狭长封闭，区间岗峦起伏，把991平方公里面积分

割为凤羽、洱源、牛街、三营等大小四块山间盆地；地势东北及西南高，偏东南的洱

源坝平坦低洼，茈碧湖就座落在坝子最北端的罴谷山下，它的唯一出口是“两山对

峙，一水中流”的龙马涧。下游主要受益区的邓川坝，南北狭长；三面环山，南临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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