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畚志是由国家水利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大江河志的一个

t要组成部分．

本志以江河为对象．以珠江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中

心．运用志．速，记，图、表、录、照片等形式．简要记述了事江

流竣内的自然地夏环境与河流水泰情况．着重记述了建国

以来珠江流城内的治理开发基础耳作，工程建设，水政量

理．并兼及珠江流域内有关的社会经济、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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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是一部全面了解、研完泰江。治理珠江。开发球江水资

源的河流专志．

本志共分五卷、二十一篇．另有概述，大事记等．并配有

彩图，可供各鳆锈导次策参考．并可供水刺水电、历史，地

理、政策研究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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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四篇．

珠江志

第三卷

A nnals of the Pearl River

编 者。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林庄

出版发行t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 1号)

印 尉t广东农垦印尉厂

规 格I 787×1092 1／16印张16．5字数368000

版 次。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尉

印 数l l一2∞o册；。■o：。。

ISBN 7．一5359一120l_．．X／TV·8 气

定 价t早装20．∞元。精装25．∞元
--

～-‘ ’ ．”

、～，-一“p一’

■●l●●●-_●●■■●

●

{



粤新登字04号

内窖简介

。⋯■，。。 ，．．?～移 。7，、“

”．，÷．
^

，．!。，
畚志是由国家水利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大江河志的一个

t要组成部分．

本志以江河为对象．以珠江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中

心．运用志．速，记，图、表、录、照片等形式．简要记述了事江

流竣内的自然地夏环境与河流水泰情况．着重记述了建国

以来珠江流城内的治理开发基础耳作，工程建设，水政量

理．并兼及珠江流域内有关的社会经济、人文等．

畚志资料丰富．翔实可童：融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为

一体，是一部全面了解、研完泰江。治理珠江。开发球江水资

源的河流专志．

本志共分五卷、二十一篇．另有概述，大事记等．并配有

彩图，可供各鳆锈导次策参考．并可供水刺水电、历史，地

理、政策研究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

用．

本卷包括流域规划，防洪排水、球江三角洲整治、水土

保持四篇．

珠江志

第三卷

A nnals of the Pearl River

编 者。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林庄

出版发行t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 1号)

印 尉t广东农垦印尉厂

规 格I 787×1092 1／16印张16．5字数368000

版 次。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尉

印 数l l一2∞o册；。■o：。。

ISBN 7．一5359一120l_．．X／TV·8 气

定 价t早装20．∞元。精装25．∞元
--

～-‘ ’ ．”

、～，-一“p一’

■●l●●●-_●●■■●

●

{



_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刘兆伦

副主任：薛建枫黎献勇李家平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礼育王治远王裕年

光耀华汪启华李永寿

陈周棠郑厚法范锦春

徐君亮董德化潘析

审定

总编

副总编

总纂组

邓锦荣

李锡源

林启祥

潘树荣

石清泉

何焯霞

圈
樊西宁

《珠江志》总纂人员

刘方玉

苏为典

唐忠延

许文妫

陈文彪

袁金炼

刘兆伦薛建枫

王治远

袁金炼

黎献勇 王治远袁金炼李锡源张大雄林启祥 张宇明

温俊敏

lIl‘0’I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_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刘兆伦

副主任：薛建枫黎献勇李家平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礼育王治远王裕年

光耀华汪启华李永寿

陈周棠郑厚法范锦春

徐君亮董德化潘析

审定

总编

副总编

总纂组

邓锦荣

李锡源

林启祥

潘树荣

石清泉

何焯霞

圈
樊西宁

《珠江志》总纂人员

刘方玉

苏为典

唐忠延

许文妫

陈文彪

袁金炼

刘兆伦薛建枫

王治远

袁金炼

黎献勇 王治远袁金炼李锡源张大雄林启祥 张宇明

温俊敏

lIl‘0’If



o：第三卷编撰人员

主编：李锡源

十篇主编：

+一篇主编：

十二篇主编：

+三篇主编：

董德化 撰

董德化 撰

郑厚法 撰

张锦河 撰

图：刘因力

稿：高广传何兴赞

稿：叶林宜

稿：黄希敏刘守先何思明

稿：黄钟炜
“ ‘



第三卷 目‘‘ 录’
‘

第十篇流域规划⋯⋯⋯⋯“⋯一⋯⋯⋯⋯⋯⋯⋯⋯⋯⋯⋯⋯⋯⋯⋯⋯⋯⋯⋯⋯⋯⋯·1

第一章流域规划工作概略⋯⋯⋯⋯⋯⋯⋯⋯⋯一⋯⋯⋯⋯⋯⋯-OO·am OlO'OBO D g ooO Oog OaO 4

：

第一节 建国前的调查考察⋯⋯⋯⋯。00 OOO g⋯⋯⋯⋯“⋯⋯⋯⋯⋯⋯．．-⋯⋯．．．⋯⋯4

第二节 50年代的查勘与规划⋯⋯⋯⋯⋯⋯⋯⋯⋯⋯⋯⋯⋯⋯⋯⋯⋯⋯⋯⋯⋯7

第三节 80年代的查勘与规划⋯⋯⋯⋯⋯⋯⋯⋯⋯⋯⋯⋯⋯⋯⋯⋯⋯⋯⋯⋯⋯1l

第二章流域主要专业规划⋯⋯⋯⋯⋯⋯⋯⋯⋯⋯⋯⋯⋯⋯⋯⋯⋯⋯⋯⋯⋯⋯⋯15

第一节 防洪治涝规划⋯⋯⋯⋯⋯⋯⋯“⋯一⋯⋯。·O OOO·0 00Q·“二OOi”igOIOQ OlI Q⋯·15
第二节 水力发电规划⋯⋯⋯⋯⋯⋯．．．⋯⋯⋯⋯⋯⋯⋯⋯⋯⋯⋯⋯⋯⋯⋯⋯⋯19

第三节航运规划⋯⋯⋯⋯⋯⋯⋯1⋯⋯⋯⋯⋯⋯⋯⋯⋯⋯⋯⋯⋯⋯⋯⋯⋯⋯⋯32

第四节 灌溉、供水规划⋯⋯⋯j⋯⋯⋯⋯⋯⋯⋯⋯⋯⋯⋯“⋯⋯⋯⋯⋯⋯⋯⋯40

第五节 河口治理开发规划j⋯⋯⋯⋯⋯⋯⋯⋯⋯⋯．．．⋯⋯⋯⋯⋯⋯⋯⋯⋯⋯”43

第六节 水土保持和水资源保护规划⋯⋯⋯⋯⋯⋯⋯⋯⋯⋯⋯⋯⋯⋯⋯⋯⋯⋯46

第三章流域主要干支流规划⋯⋯⋯⋯⋯⋯⋯⋯⋯⋯⋯⋯⋯⋯⋯⋯一⋯⋯⋯一⋯49

第一节 红水河规划⋯⋯⋯⋯⋯⋯⋯·“⋯⋯⋯⋯⋯⋯⋯⋯⋯。⋯⋯⋯⋯⋯⋯⋯49

第二节 西江中下游河段规划⋯⋯⋯⋯⋯⋯。⋯⋯⋯⋯⋯⋯⋯⋯⋯⋯⋯⋯⋯⋯”56

第三节殊江三角洲规划⋯⋯⋯⋯⋯⋯⋯⋯⋯⋯⋯⋯⋯⋯⋯⋯⋯矗⋯⋯⋯⋯⋯58

第四节 南盘江规划⋯⋯⋯⋯⋯．．．⋯⋯⋯⋯⋯⋯⋯⋯一⋯⋯，．．一二IO OII OIO QIOIOB⋯69

第五节北盘江规划⋯⋯⋯⋯⋯⋯⋯⋯⋯⋯OOO OOO OQ OOO O OOOOOQ O二⋯⋯⋯⋯⋯⋯⋯⋯·75

第六节 柳江规划⋯．．．⋯⋯⋯⋯⋯⋯⋯⋯⋯⋯⋯⋯⋯⋯⋯⋯⋯⋯⋯⋯⋯⋯⋯⋯78

第七节 郁江规划⋯⋯⋯⋯⋯⋯⋯⋯⋯⋯⋯⋯⋯⋯·'01000 QOQIOIIDO O。·：⋯⋯⋯⋯⋯”81

第八节桂江规Ⅻ⋯⋯OgO OOO⋯⋯⋯⋯⋯⋯⋯．．．⋯⋯⋯000 000⋯⋯⋯⋯⋯⋯⋯⋯“84

4第九节贺江规划⋯⋯⋯⋯⋯⋯⋯⋯⋯⋯⋯⋯⋯m⋯⋯⋯⋯⋯⋯⋯⋯⋯⋯⋯⋯87

第十节 北江规划⋯⋯⋯⋯⋯⋯⋯⋯⋯⋯⋯⋯⋯⋯⋯；⋯⋯⋯⋯⋯⋯⋯⋯⋯⋯·89
第十一节 东江规划⋯⋯⋯·“⋯⋯j“⋯⋯⋯⋯⋯⋯⋯⋯⋯⋯⋯⋯⋯⋯⋯⋯⋯；。·92

附录一国务院关于珠江流域综合规划的批复⋯⋯⋯⋯⋯⋯⋯⋯⋯⋯⋯⋯⋯⋯⋯95

附录二1990年珠江流域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统计表⋯⋯⋯⋯⋯⋯⋯⋯⋯⋯÷⋯⋯”97

第十一篇防洪、‘排水⋯一二OO QI·OOO QIO OOO二⋯“⋯⋯⋯o⋯⋯．．．⋯⋯⋯⋯⋯⋯⋯⋯⋯”103

第一章防洪工程⋯⋯⋯⋯⋯⋯⋯⋯⋯⋯⋯⋯⋯⋯⋯⋯⋯⋯⋯⋯⋯⋯⋯⋯⋯⋯⋯105

第一节概况⋯⋯⋯⋯⋯⋯⋯⋯⋯⋯⋯⋯⋯⋯⋯⋯⋯⋯⋯⋯⋯⋯⋯⋯⋯OgO 096 Q00 105

第二节重要堤防工程⋯⋯⋯⋯“⋯⋯⋯⋯⋯⋯⋯⋯⋯⋯⋯⋯⋯⋯⋯⋯⋯⋯⋯107

第三节 主要水闸工程⋯⋯⋯⋯⋯⋯⋯⋯⋯⋯⋯⋯⋯⋯⋯⋯⋯⋯⋯⋯⋯⋯⋯⋯123

第四节 东江堤库防洪工程⋯⋯⋯⋯⋯⋯⋯⋯⋯⋯⋯⋯⋯⋯⋯⋯⋯⋯⋯⋯⋯⋯125

第五节堤防管理⋯⋯⋯⋯⋯⋯⋯⋯⋯⋯⋯⋯⋯⋯⋯⋯⋯⋯⋯⋯⋯⋯⋯Dog Oa·BOO 127

-}}ll‘‘l『l『I『。1。_LI}

f‘‘‘‘--●●■■



第二章防汛⋯⋯⋯⋯⋯⋯⋯⋯⋯⋯⋯⋯⋯⋯⋯⋯⋯⋯⋯⋯⋯⋯⋯⋯⋯⋯⋯·

第一节 防汛组织⋯⋯⋯⋯⋯⋯⋯⋯⋯⋯⋯⋯⋯⋯⋯⋯⋯⋯⋯⋯⋯⋯⋯⋯·

第二节 防汛抢险⋯⋯⋯⋯⋯⋯⋯⋯⋯⋯⋯⋯⋯⋯⋯⋯⋯⋯⋯⋯⋯⋯⋯⋯·

第三章排水⋯⋯⋯⋯⋯⋯⋯⋯⋯⋯⋯⋯⋯⋯⋯⋯⋯⋯⋯⋯⋯⋯⋯⋯⋯⋯⋯·

第一节 涝区分布⋯⋯⋯⋯⋯⋯⋯⋯⋯⋯⋯⋯⋯⋯⋯⋯⋯⋯⋯⋯⋯⋯⋯⋯·

第二节 水闸排涝⋯⋯⋯⋯⋯⋯⋯⋯⋯⋯⋯⋯⋯⋯⋯⋯⋯⋯⋯⋯⋯⋯⋯⋯·

第三节 机电排涝⋯⋯⋯⋯⋯⋯⋯⋯⋯⋯⋯⋯⋯⋯⋯⋯⋯⋯⋯⋯⋯⋯⋯⋯·

第四节 截洪渠治涝⋯⋯⋯⋯⋯⋯⋯⋯⋯⋯⋯⋯⋯⋯⋯⋯⋯⋯⋯⋯⋯⋯⋯·

第五节综合治涝⋯⋯⋯⋯⋯⋯⋯⋯⋯⋯⋯⋯⋯⋯⋯⋯⋯⋯⋯⋯⋯⋯⋯⋯·

第六节 南盘江上中游治涝⋯⋯⋯⋯⋯⋯⋯⋯⋯⋯⋯⋯⋯⋯⋯⋯⋯⋯⋯⋯·

第七节 珠江三角洲排渍⋯⋯⋯⋯⋯⋯⋯⋯⋯⋯⋯⋯⋯⋯⋯⋯⋯⋯⋯⋯⋯·

第十二篇珠江三角洲整治⋯⋯⋯⋯⋯⋯⋯⋯⋯⋯⋯⋯⋯⋯⋯⋯⋯⋯⋯⋯⋯⋯·

第一章河道整治⋯⋯⋯⋯⋯⋯⋯⋯⋯⋯⋯⋯⋯⋯⋯⋯⋯⋯⋯⋯⋯⋯⋯⋯⋯·

第一节 水系特性⋯⋯⋯⋯⋯⋯⋯⋯⋯⋯⋯⋯⋯⋯⋯⋯⋯⋯⋯⋯⋯⋯⋯⋯·

第二节 简化河系⋯⋯⋯⋯⋯⋯⋯⋯⋯⋯⋯⋯⋯⋯⋯⋯⋯⋯⋯⋯⋯⋯⋯⋯·

第三节疏浚河道⋯⋯⋯⋯⋯⋯⋯⋯⋯⋯⋯⋯⋯⋯⋯⋯⋯⋯⋯⋯⋯⋯⋯⋯⋯⋯163

第四节 裁弯切角⋯⋯⋯⋯⋯⋯⋯⋯⋯⋯⋯⋯⋯⋯⋯⋯⋯⋯⋯⋯⋯⋯⋯⋯⋯⋯165

第五节 整险护岸⋯⋯⋯⋯⋯⋯⋯⋯⋯⋯⋯⋯⋯⋯⋯⋯⋯⋯⋯⋯⋯⋯⋯⋯⋯⋯165

第六节开分洪道⋯⋯⋯⋯⋯⋯⋯”⋯⋯⋯⋯⋯⋯⋯⋯⋯⋯⋯⋯⋯⋯⋯⋯⋯⋯·172

第七节 潭江综合治理⋯⋯⋯⋯⋯⋯⋯⋯⋯⋯⋯⋯⋯⋯⋯⋯⋯⋯⋯⋯⋯⋯⋯⋯173

第二章堤围整治⋯⋯⋯⋯⋯⋯⋯⋯⋯⋯⋯⋯⋯⋯⋯⋯⋯⋯⋯⋯⋯⋯⋯⋯⋯⋯⋯175

第一节 堤围概况⋯⋯⋯⋯⋯⋯⋯⋯⋯⋯⋯⋯⋯⋯⋯⋯⋯⋯⋯⋯⋯⋯⋯⋯⋯⋯175

第二节 西北江三角洲主要堤圈⋯⋯⋯⋯⋯⋯⋯⋯⋯⋯⋯⋯⋯⋯⋯⋯⋯⋯⋯⋯183

第三节 东江三角洲主要堤围⋯⋯⋯⋯⋯⋯⋯⋯⋯⋯⋯⋯⋯⋯⋯⋯⋯⋯⋯⋯⋯199

第四节海堤⋯⋯⋯⋯⋯⋯⋯⋯⋯⋯⋯⋯⋯⋯⋯⋯⋯⋯⋯⋯⋯⋯⋯⋯⋯⋯⋯⋯201

第三章 口门整治与滩涂利用．．．一⋯⋯⋯⋯⋯⋯⋯⋯⋯⋯⋯⋯⋯⋯⋯⋯⋯⋯⋯⋯206

第一节 珠江口潍涂利用概况⋯⋯⋯⋯⋯⋯⋯⋯⋯⋯⋯⋯⋯⋯⋯⋯⋯⋯⋯⋯⋯206

第二节 磨刀门整治与围垦⋯⋯⋯⋯⋯⋯⋯⋯⋯⋯⋯⋯⋯⋯⋯⋯⋯⋯⋯⋯⋯⋯212

第三节 白藤堵海和鸡啼门整治与围垦⋯⋯⋯⋯⋯⋯⋯⋯⋯⋯⋯⋯⋯⋯⋯⋯⋯215

。第四节 崖门、虎跳门整治与围垦⋯⋯⋯⋯⋯⋯⋯⋯⋯⋯⋯⋯⋯⋯⋯⋯⋯⋯⋯218

第五节 虎门整治与围垦⋯⋯⋯⋯⋯⋯⋯⋯⋯⋯⋯⋯⋯⋯⋯⋯⋯⋯⋯⋯⋯⋯⋯220

第六节 蕉门，洪奇门整治与围垦⋯⋯⋯⋯⋯⋯⋯⋯⋯一⋯⋯⋯⋯⋯⋯⋯⋯⋯221

第七节 横门整治与围垦⋯⋯⋯⋯⋯⋯⋯⋯⋯⋯⋯⋯⋯⋯⋯⋯⋯⋯⋯⋯⋯⋯⋯222

第十三篇水土保持⋯⋯⋯⋯⋯⋯⋯⋯⋯⋯⋯⋯⋯⋯⋯⋯⋯⋯⋯⋯⋯⋯⋯⋯⋯⋯⋯225

第一章水土流失概况⋯”t⋯⋯⋯⋯⋯⋯⋯⋯⋯⋯．．．⋯⋯⋯⋯⋯⋯⋯⋯⋯⋯“⋯·227

2

第一节 水土流失成因⋯⋯⋯⋯⋯⋯⋯⋯⋯⋯⋯⋯⋯⋯⋯⋯⋯⋯⋯⋯⋯⋯⋯⋯227

第二节 水土流失类型⋯⋯⋯⋯⋯⋯⋯⋯⋯⋯⋯⋯⋯⋯⋯⋯⋯⋯⋯⋯⋯⋯⋯⋯231

第三节 水土流失面积及分布⋯⋯⋯⋯⋯⋯⋯⋯⋯⋯⋯⋯⋯⋯⋯⋯⋯⋯⋯⋯⋯232

．J●●●-_■-■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水土流失的危害⋯⋯⋯⋯⋯⋯⋯⋯⋯⋯⋯⋯⋯⋯⋯⋯⋯⋯⋯⋯⋯．．．⋯

水土流失治理⋯⋯⋯⋯⋯⋯⋯⋯⋯⋯⋯⋯⋯⋯⋯一⋯⋯⋯⋯⋯⋯⋯⋯⋯·

水土保持机构⋯⋯⋯⋯⋯⋯⋯⋯⋯⋯⋯⋯⋯⋯⋯⋯⋯⋯⋯⋯⋯⋯⋯⋯

治理举措⋯⋯⋯⋯⋯⋯⋯⋯⋯⋯⋯⋯⋯⋯⋯⋯⋯⋯⋯⋯⋯⋯⋯⋯⋯⋯

试验研究⋯⋯⋯⋯⋯⋯⋯⋯⋯⋯⋯⋯⋯⋯⋯⋯”⋯⋯⋯⋯⋯⋯⋯⋯⋯·

小流域综合治理⋯⋯⋯⋯⋯⋯⋯·⋯⋯⋯⋯⋯⋯⋯⋯⋯⋯⋯⋯⋯⋯⋯”

235

237

237

239

245

250

3

If[Il’-．‘

--··。．．。．L—．r．．。．．．．．．．。．．．．I



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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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流域规划，首先是从了解流域自然环境、资源、灾害的调查考察活动开始。具

有治理目的的、比较系统的考察查勘始于1914年设立的。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该处

及其以后的广东治河委员会、广东水利局、珠江水利局及至珠江水利工程总局，聘请外

国水利专家，引进近代水利技术，以解决流域防洪问题为重点，结合水利综合开发利用， IJ
考察了珠江源，查勘测量了西江、北江，较系统地搜集了水文气象，社会经济资料，编

出了《防潦条陈》、《西江实测》、《珠江水利计划》以及各次各江查勘报告，其内容的深

度、广度及分析验证的程度，大致在建议、设想、轮廓方案阶段。

50年代中期，水利部钱正英副部长率领水利部会同交通部一批水利专家和苏联专家

组，查勘了珠江主干流西江和主要支流，提出进行珠江流域规划的意见。1957年2月，国

务院批准在珠江水利委员会下设立珠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专责开展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

划工作。1958年秋完成《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的第一篇，即《珠江流域开发与

治理方案——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摘要》，因机构变动等原因，规划报告未上报审批，

但对该时期水利工程的建设起了指导性作用。国家有关部门和流域内各省(自治区)，在

60年代至70年代末为局部地区、河段或单一目标，进行了调查考察和规划治理开发工

作，提出了一批规划成果。其中，1959---,1960年，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提出了《广西黔

江大藤峡工程选坝意见》、《广西右江百色水库初步设计书》、I：广西右江百色水库初步设

计补充报告》。广西水电厅勘测设计院对红水河干流进行查勘及分析研究，选定凤凰、岩

滩、百朗梯级开发方案，编写了规划方案报告。1970,-,一1971年，广西水电局设计院对龙

滩枢纽进行了选坝阶段的调查研究，对大化、恶滩水电站开展了建设前期工作。1965年，

云南省水利设计院对南盘江支流泸江作全面规划。1969～1977年再对泸江中下游进行规 一

划。1956----1979年，水电部成都设计院、长沙设计院以及昆明设计院对南盘江进行了普

查规划选点。60---,70年代，广东省水电厅设计院多次进行东江龙川以下至博罗的径流式

电站选点规划，同期在北江干流韶关至英德间作低水头径流式电站梯级开发规划，1978

年编制北江流域防洪规划，1971～1976年进行西江电站规划等。1978年，广东省水电厅

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办公室编制《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报告》。电力工业部于1977一．,1979

年进行全国水力资源普查，编有珠江流域及分省普查成果。 -

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重新设立珠江水利委员会，对珠江流域进行“统一规划，综

合开发，加强管理”。1980年，珠委主持编制了《珠江流域规划任务书》，1982年初国家

建委批复任务书，并成立了由珠委任组长，由水利电力部、交通部、农牧渔业部和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区)水利、电力、交通(航运)部门，湖南、江西水利部门和

水电部昆明、中南、东北、第九工程局勘测设计院及珠委西江局的负责人组成的“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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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规划协调小组”，开展了以2000年为规划水平年的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该规划

列入国家。六五”计划前期重点项目，1986年12月提出《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

此后经多次修改补充，1990年通过水利部审查，1993年2月通过全国水资源和水土保持

领导小组审查。5月，国务院以国函(1993)70号文批准了珠江流域综合规划。该次规

划从防洪、治涝、水力发电、航运、灌溉、供水、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渔业和旅游

资源开发、重点区域治理开发等方面进行规划，是珠江流域一次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治

理开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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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流域规划工作概略

第一节建国前的调查考察

明崇祯十年(1637年)，徐霞客对西江中上游各水系源流进行实地考察，著有《盘江

考》，论述南盘江是西江的主流，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州交水炎方驿附近。清雍正三至六年

(1725---1728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考察了南盘江，并兴建一些水利工程，效益显著，

离任前撰写的‘兴修水利疏》，描述了云南的自然地理和水利特点，对曲靖、宜良、建水、

宣威等州县较大水利工程的布局、兴建、实施办法及效益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和总结。清

雍正、乾隆期间山东张允随在云南为官30多年，考察过不少地方，主持兴建了一些水利

工程。在他向皇帝呈报的许多奏章中都谈到水利问题，在乾隆二年(1737年)闰九月十

九日的奏章中更集中系统谈水利，指出“查滇省山多坡大，田号雷鸣，形为梯蹬，即在

平原，亦鲜近水之区，水利尤为紧要，且滇省水利与别省不同”。奏章提出要针对不同的

地形条件，拟出、寻取不同的工程措施，以利灌溉；对“可通舟楫之水利”的具体河段，

“臣次第开浚”。此外还对工程建设的组织领导，资金、器材的筹集使用及受益区的田赋

政策等都作了具体的阐述。

近代，珠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河道淤积加重，工程失修，洪涝灾害日益严重。

1915年1月30日至2月1 1 El，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督办谭学衡与上海浚浦局瑞典籍工

程师海德生，乘江汉炮舰由甘竹上溯至梧州的油炸滩和主要支流及各河口，对地理形势、

江河流量、潮水涨落、河道比降、河宽水深、堤围情况6个方面进行了考察。通过实地

考察认为：。1．就江干(江岸)地势及斜度而论，恐五十年内亦不能减杀水势，使全江

不至患潦。盖通常所用救济之法，拟在干河或支河建筑蓄水池，或藉大湖蓄水，或其它

办法之能阻遏霪雨水量者，从财政一方面观察之，均不适用于西江故也。至于广植树林，

轻而易举，为最适宜之办法，然使立时开办，亦非五十年后不能收效也。2．广植树林，

本为今世防免潦患唯一之策，并且价廉工省。然须以渐而进，且其成效，亦当候诸数十

年之后，乃能显著，前条已言之矣。3．就河底河身及斜坡之性质而论，苟欲挑浚河道，

使浅处变深，狭处改宽，以冀潦至时期，水面高度可以减少．则非区区少数资财所能办

理。前曾有人提议开凿新河以期引导潦水，自肇庆南流，以入于所谓西南河者(即潭

江)。所拟新河线，尚须妥为测量。然此次履勘至肇庆时，曾尽一日之程，乘马考察河线

地势，窃以为此问题，恐不能成立．以其需款浩大也。4．为今之计，治理西江，无论如

何，须从直接防御水患一方面，极力筹划，始为善策。如基围之建筑改良，及其保管之

法，完备周密，高度适宜等类是也。”为此，海德生提出以两年为期，组织专人进行测量

4



●-

和工程规划，并就测量、规划内容和财务开支及设备购置等，提出了具体计划预算。

1915年3月，柯维廉就任广东治河处正工程师后，随即按计划开展测量工作。同年

7月，西、北江中上游普降大雨，中下游水灾远大于1914年，测量工作中断，但外业人

员仍及时掌握了雨量、汛情的观测，汛后继续按计划进行地形、水情测量，提出《督办

广东治河事宜处第一期报告书(西江实测、民国4年)》及附图110幅。该报告书分总论、

测量队之组织、野外及水道测量、西江暨各支流水道形势、水道气象水文情况、论治河

各种计划、结论及前六年入手程序，并附有预算共八章，详细地概括了该次考察成果。

报告书前五章列举了该次防洪考察的人员组织、水道测量及水道气候、水文观测成

果，附图110幅，并论述了河道形势及1915年洪水的水情及灾情，在此基础上，于第六

章具体提出治河的各项计划：

。甲、堵塞通连西江扬子江间之兴安运河(即灵渠)”。理由是。去年猝尔发生之洪水，

殆因上游雨量太多，及河身斜度太陡所致”．故提出堵塞运河以杜绝上游洪水来量。

。乙、开凿新河以泄水入海”。鉴于当时河床安全泄洪量不足，故提出开分洪河直入

海以减少中下游洪水为害。当时曾研究过6条河线，其中3条为利用郁江的八尺江、南

乡河的支流越过分水岭开凿新河流入北部湾。另外3条路线，为自北流江经桂门洞至钦

江出海、自新兴江经天堂圩出阳春江(漠阳江)出海、和自新兴江经金鸡岭以达开平出

海，但经种种调查，。知西江流域为丛山所隔，不与南部海洋相连，实无法可开凿新河，

以减潦势，纵使河线合用，而所费不赀”。。故于南宁至肇庆一带开凿新河之议，可断其

必不能实行”。

“丙、开凿支河于羚羊峡畔”。由于大湾围至羚羊峡一带围基，受洪患最甚，故设想

于肇庆附近开凿新河，由桂林头通至后沥，仅能降低肇庆一带水位0．5米，但所需工程

量远较修缮桂林头至峡口一带围基工程量大，。其获益者仅此处一隅之围基，而下游之水

患，或加甚焉”。除此之外，尚可于羚羊峡南，以金渡为起点，东行经园冈村抵新村，按

通过1万立方米／秒流量规模开挖新河，全长32公里，两端点按1915年型洪水位的水位

差4．2米考虑。新旧河同时泄洪，可使肇庆1915年型洪水位降低1．7米，广利降低1．3

米，贝水降低1．0米，肇庆至思贤藩一带围基按当时原有高度亦足以防御水患，青岐涌至

三水上北江各处，亦可受益。此工程按当时实测地形资料估算，需开挖土石方6200万立

方米，其中石方600万立方米，工程占用耕地31平方公里，预计工程费用为3200万港

元，如受益区全线采用加高加固围基，使之超过1915年洪水位1．2米，亦可取得相同的

防洪效益，经估算其工程费用约为700万港元，故。开凿支河于羚羊峡南侧，就工程方

面而言，虽能办到，然亦不宜于举办也”。

。丁、开阔河床”。西江沿河有羚羊峡，马日、太平沙及其它多处由于河宽束窄，影

响行洪，曾考虑过用开阔河床以求降低洪水位。经实地查勘测算，羚羊峡长达7．5公里，

两岸均为石山壁立，开阔羚羊峡较开凿支河更难；。若于马口狭窄处从事开阔，令马口至

广利一带降低水位0．4米●，经测量计需开挖土方2200万立方米，其中石方占多数，约

需工程费2200万元，如于此地开凿支河代替，其降低水位效果相同，工程费亦需1200万

元，如按1915年洪水位培修围基，则所需费用较省；开阔太平沙束窄段亦经测算，如按

1915年洪水位线于6．5公里范围内，使洪水斜度(洪水期的水面比降)从0．0014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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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或使相应河段洪水位降低0．4米，亦需开挖土石方3000万立方米，约需银1000

万元，故亦不如加高加固围基经济f若于西江下游附近口门区疏浚河床则较疏浚上游更

不合算。因此，。开阔河道以求减低水度(水位)，就财政上言之．实不可轻于尝试”．

。戊、建筑蓄水池”。该报告列举了西欧各国兴建蓄水池防洪之利弊，结合西江情况

分析，认为“建筑完备水池，必须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或并贵州四省通力合作。以1915

年之水灾而论，此等水池，其容量应有5l亿立方米始能令贝水水面减低1．5米，梧州水

面减低5．2米，然其价值必甚昂巨”。如参考国外资料，“西江蓄水1立方米之价，似与

法国各河相同，今假定蓄水1立方米之价为一元之百分一，即为嘎伦河所值者五分之一，

则蓄水51亿立方米，应需银5100万元，此虽非实数，要亦足以见工程之浩大”。报告书

认为。专恃水池以救潦患，现时万难办到，将来西江全体情况查悉后，如需建筑蓄水池

于各支河之内，届时再当体察而行之”。

。己、广植林木”。“森林有吸收水量之功力，此为世人之公认”。故应提倡广植林木。

。西江两岸，大都童山濯濯，植物稀罕，故山坡泥土常受流水冲卸，复以流域地面上所积

腐物甚多，一旦暴雨猝至，遂为挟带而下，此下游河道所以酿成淤塞之弊也。若有森林

以捍护之，此患庶几可免。不特此也，森林之利，于国家财政，亦颇有关系，此又不可

不知者，故于西江流域一带，施以新法，广艺林木，由政府及本土士绅维持之，诚为计

之得者，若专恃之防潦则不可”。

。庚、修缮围基”。。由以上(甲)(乙)(丙)(-T)(戊)(己)6点论证认为，限于财

力不能用减低水位的方法来达到防洪的目的”。唯有于干支流两岸修缮有力围基才是有效

办法。报告列举了围基现状及1915年洪水围基冲塌状况，进而介绍了西欧各国兴建堤防

的方法，提出应大力加高加固堤围，并加强工程管理以确保防洪安全，并提出：“将数小

围合成一大围，而筑一相连不断之干围以绕之，并多建水闸以为灌溉及航行之用”。。沿

河两旁及三角洲内。如非奉政府许可，不准填筑新地及建筑与干围相接之围基。而潦至

期，各水道航行规则，亦需设立专条，以期遵守，即如狭隘水道内，轮船开足速率行驶．

其所生波浪，足以冲刷基顶者，则于水度高涨时期内，禁止航行，而其它各水道内，亦

追令速率改缓等类是也。”

考察报告最后两部分为结论及近期工程选择及预算。整个报告是珠江流域运用近代

技术进行调查考察编写成的重要成果，是珠江流域早期重要的技术文献之一。此后．随

着珠江流域治理开发事业的发展，继续组织了许多不同深度、不同要求的考察查勘活动。

1938年8月，行政院经济部派员会同云南省水利局进行云南省水利工作的查勘，历时1

个月，范围包括珠江流域的南盘江上游以及开远、蒙自、建水等县。同年经济部资源委

员会、西南联合大学、云南省建设厅等联合进行水力资源勘测。计划分3期实施．勘测

区域包括珠江流域的南盘江上游等处。自5月至12月，完成第一期区域的草测、初测、

详测、装备估算及整理计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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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勘成果指出：南盘江流域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以防洪排涝为主．发展水力、航

运，按需要逐步进行。

(二)北盘江的查勘

北盘江流域查勘范围包括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打帮河、贞丰河，查勘工作由珠江水利

工程总局派出的以黄士崇为队长、由12人组成的第三查勘队负责，另由云南、贵州两省

派行政、技术干部22人组成联合查勘队。1953年8月28日至12月3日，查勘队进行查

勘工作，1953年12月提出查勘报告书。查勘除广泛搜集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及当地政府

和人民群众对开发治理北盘江的意见外，重点研究了水力、航道、灌溉、防洪和水土保

持等项工作。

查勘报告指出：北盘江流域峰峦层叠，山多田少，除上游宣威有连片耕地外，其余

大部属河谷小盆地(坝子)及山地梯田，耕地比较分散．由于坡地开荒、刀耕火种．水

土流失较严重。河道多穿行于峡谷中，河谷盆地甚少，岸坡陡峻，河床比降大，滩多流

急，大部分河段不通航。北盘江的开发治理，除于流选择适当位置筑坝壅水发电、渠化

航道外，对有通航要求的河段进行疏浚整治。流域内的防洪、灌溉、水土保持宜用分散

的中小型水利工程解决。

(--)红水河、柳江、黔江的查勘

查勘范围包括红水河、黔江干流及其支流清水江，柳江及柳江支流榕江、古宜河、融

江、龙江、洛清江等。查勘工作由珠江水利工程总局派出的以李一柱为队长、由15人组

成的第二查勘队负责。查勘工作于1952年12月8日开始，1953年12月31日结束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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