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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本书记述的史实资料一般断限至1985年，个别项目至定． ，．“

·+!．． 稿时为止j对有限的古代史料，拟择其与江河开发治理有关者，尽．。
’。

7，，

．．量追溯。 ：
．．

． 一，，j r： ．、’

Jf

1． ’_ j I ，、

，二、本书体例和内容皆以水利部颁的《全国江河志编写工作

‘’。 暂行规定》为准，除综述及附录外，于皆严格采用记述体例。 ’+，

，- 三、本书记述的重点为河流水系及其开发治理情况，以 ，’、

。

’“线力为主、“点、面"为辅；凡流域面积达100平方公里以上的

．|．‘ 各级支流皆入志，’‘以四川省水电厅水利区划组于1983年提出的 ⋯

《四川省河道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计算成果汇总表》为基本依据，
‘j

’

或详或略则以入志对象的重要程度为转移，其中有关水文参数与
“

●
“r

．
、 7省水文总站的资料发生矛盾者，7一律以后者为准。一，j ’．一。

．‘，‘四、记述内容除编者调查资料外，余皆以刊印本为准，并注 ‘：·
7。

，‘’一 明出处i主要参考文献列于书末。对景观的描述不排除考察中的 。

． 直观印象。。 ，

一： ，1|， ．；’ ‘-，，

，

．j ，．‘五、1949年10月1日为书中建国前、后的时问划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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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江是嘉陵江下游右岸主要一级支流，发源于四川省阿坝藏
●

f|

族自治州松潘县雪宝顶北坡，于重庆市合川县城南侧汇入嘉陵江，

河长679公里(其中三舍驿至河口661公里)，总落差3730米，流
』

域面积3．6万平方公里(约占嘉陵江流域面积22％)，由北而南呈

条带状，位于沱江与嘉陵江之间，介于东经103。447,---,106。167、北
’、

，

^
‘

’+纬29。187"33。037。
”

-‘⋯，。．一·、』
●

涪江是四JII东部盆地区重要河流之一，‘斜穿盆地腹部，两岸

收纳流域面积达1oo平方公里以上的各级支流共91条，其中达

。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主要一级支流皆于江油县武都镇以下注入。

。 干流。涪江出口处多年平均流量550立方米每秒，．径流量174亿

。立方米，，水力资源蕴藏量444万千瓦(可开发81万千瓦)。径流

量与水力资源分别占省境内嘉陵江流域的31．9％与39．6％a：11‘。’

，：，本流域地貌单元大致可分为山地、丘陵与平原三大类型，分

别占总面积37．9％、，56．9％、5．2％。上游区恰处于盆北深丘——

，低山——高山过渡带，地质问题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i 7地层出露

较齐全，除第三系外，从震旦系至白垩系、第四系地层均有出露。。

中下游为广袤的红层丘陵区(河谷平原间于其中，或大或小)，。是

为本流域主要耕作区，耕地面积占全流域1293万亩的92％，以紫

‘4红壤土为主；由于该区人口密度达501．3人／平方公里，平均垦植

，_ 指数较高，达34．5％，在两侧分水岭一带；水土流失较严重，对

不少蓄水工程的寿命构成了直接威胁，加之全流域森林复盖率从
’

。1958年之后下降为3．7％，如今中下游地区已少有成片森林，这
i ．

，： ·2· 。，’|

‘

，



对气象水文等自然要素已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丘陵地区不少

泉眼枯竭，有的旱片死角人畜饮水也有困难，用车辆运水救急的。

非常情况时有发生。4 ·_7 ．-一．’，-- ’，j一． ‘．’

’：本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为860一1400毫米，由三台～射洪低，

值区(874毫米)向四周、主要向盆北山区递增；高值区以北川为

中心，达1399毫米：地表径流的分布规律亦与之吻合。但因时空

分布不均，加之丘陵地区光热资源丰富(全年日照及≥10℃积温

的多年平均值分别为1300小时与4600一6000"0)，而水利化程度+，．

仅达44％，故中下游旱、洪灾情几乎年年都有，仅有大小之分。，_t

，“’然而，”正是这片灾情多发区也恰恰是本流域工业发达区和人，

口密集区，尤其是于流沿江两岸。中游中心城市是绵阳；。下游中·

心城市是遂宁：江油～绵阳_带在50"--60年代已崛起为新兴工业

区i以钢铁：机械、电子工业为“龙头"，在全省工业体系中的重’ ，

要地位日趋显著·但本流域的农业经济仍居主要地位，农业产值

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44％，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92％。

’．上游山区地广人稀；幅员面积占全流域35．3％，平均每平方 ?11

公里约44人，以汉族为主，次为藏族，工农业经济相对落后。但

水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及矿产等项资源却相对丰富，具有 一

雄厚的开发潜力，这对本流域经济振兴至关重要。仅以水资源的．

综合开发而论‘，倘以根除中下游洪灾及解决灌溉、发电同航运的
‘

用水矛盾为最佳决策，即须在上游区兴建大型水库枢纽。自1981，

年7月发生大洪灾后，各界人士对此呼声甚高。 ，一。

据若干古籍记载，以及出土文物证实，本流域很早就有人类

生：息，一史家统称为氐羌族。今白马藏族是其后裔之_。而作为人
’·

类跨入农业文明的主要标志——田间耕耘及水利灌溉，。在青川出
j ‘，

、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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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土的战国秦牍中己可见其端倪。牍文对水利工程作了明确的岁修t． ，．

’

．规定，谓之叫田律"，-‘天下皆应遵循。关于确凿可考的农事活动，’、

．7 本流域则发端于“山原肥美"；的江油平坝一带，“民食稻鱼，*亡 、一

‘，， 0(无)凶年忧力(《华阳国志》)。人们得以生息与发展的基本依托‘。

。，． “，是农耕、。水利与航运等事业：历代有识之士皆知“民以食为天，食 ．。

。

?以谷为主，谷以水为生，水利之系于民重矣"的道理。至于如何

。 兴修水利，他们亦谙《周礼》之道：“稻人之职，潴蓄防止；尽水
，

_：“利矣。刀故。后世始筑土为堤，障水名堰”，．渐渐步入水资源开发

，。、 利用的原始阶段：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各县水利工程不仅规模
’1

．’ 逐渐增大，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先民们也加深了对水问题的理解：

4“夫水无不下，利而导之，顺其性也·珂于是，“利而导之"的小型、
：

·，引水渠堰纷纷出现，“从各支流引灌河谷平坝。。这也符合谷、‘坝相． ’

’|， ‘间的流域特点·，tl唐代以来，二累次出现兴办水利的高潮期，在涪一

江干流取水的引水工程亦相继出现，并开始引灌丘陵区的少部农

，， ．1田。俟至民国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迫于粮、．棉生产与物 ．7j

’一“，．资运输的双重需要，省水利局在涪江流域投入了主要技术力量，修 ，

1。j‘0 成了“四联堰刀等水利工程，同时在治江通航方面所下功夫亦多。

。。o．， ．，，．迄今，本流域已建各类大、中、小型水利工程12．19万处，提 ‘，’

．。供水量25．49亿立方米，控灌耕地571．5万亩，以蓄水与引水工 ．

々一’程为主，并以大、。中型工程为骨干，．最著名的有三台县鲁班大型

’|j’f 。水库(系都江堰．“长藤结瓜"工程之_)，另有正建中的江油武都

。 大型水利工程，皆为本流域水利建设划时代之举·昔日的筒车、龙

t一；，．骨车等提水工具已于70年代相继被机电提灌站所取代·水磨、水

：。碾等原始加工作坊已绝迹。’| ， o：．j 11‘?
。+

’

I ’v，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的需要，本流域水力
¨． ．。

·4。 0 一●’1 ’1

‘

：’

．-，，

‘

●

，

●



i’ ’．

‘
I， ‘。。j，、

。

．
j

‘ ·

7

r

_·

‘

，
●

、

，
★

’。

j

，： 一
‘

’

资源开发已由建国前几座象征性的小电站发展到装机7 25．7万千

·瓦，但这也仅占可开发量的31．7％，潜力巨大，并具有电源与负 ．；

荷靠近的优势。’不过，由于干支流各骨干梯级电站的兴建(皆有 ～r

，i

“

船闸)，引水灌溉工程的增多，加之各级公路已成网络，陆上运输．．

．一， 方便，致使曾在物资沟通等方面发挥过显著作用的涪江航运事业， ’：

’。』 在50"'-'60年代之后已频于萎缩状态·o 5_， I． ?‘：一
。’+

．

◆

7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上述矛盾，。也为了提高涪江的综合利 ，’。

·． 一，用水平，省有关部门组织各方力量开展了涪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 “，7

一’，为本流域各项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奠定了较 ，。．．

可靠的基础。。 ·．1 ．·

一、、
’

：‘t’。 ．，

从本流域水利事业的历史发展而论，：前人往往迫于某种情势

(如旱饥与洪患)，才率众兴建某项工程，缺乏预先的通盘规划，故“ ．'．

+。 工程与工程之间往往缺乏内在联系。小农经济的局限性造成的这
～’

、 种问题，至建国后才得以扭转，在全省及本流域总体规划的框架： ，

． 下，j本流域蓄、引、提工程已逐渐构成有机整体。宏观称“长藤 ，．

结瓜"，微观叫“水利网”，凡二者皆备的地方，‘农田灌溉即可调 ，

控自如，使光热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现状看，本流域水利水电 ，·．

建设已形成一定格局，一取得了显著成就。～
，t ’．

二，
“

涪江流域人杰地灵，名胜较多。黄龙寺的彩色水流宛如人问
’

。、

’

瑶池；三江汇流处有名垂千古的钓鱼城，李白故居在涪江之畔i陈 4、

，子昂的读书台亦在江滨。饶国梁烈士，杨阎公烈士，特级战斗英‘ ．

、． 雄黄继光与特等功臣邱少云等人的家乡皆在涪江两岸。至于古代． 一．，

人文景观，在平武以下各县则比比皆是>多与tl然景观融为一体， 、

，、。客观地展示了涪江流域的历史进程；而今天与明天的涪江，．将随

着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变得更加绚丽。
’ 一!

，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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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第一章河流水系．、一』． 。 ．·

十

． 一

～
t

‘t
‘

●

．一．，涪江斜穿东部盆地，属嘉陵江下游右岸一级支流、长江上游

左岸二级支流，在盆地诸河中岳有重要地位i开发较早，在航运

史和水利史上都有过十分辉煌的成就，迄今仍属开发程度较高的

．．河流：，而且上游山区河段还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涪江无论在过

去、++现在和将来对盆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

： 被誉之为一条“金河"。 ，． ，． -
．’

，。 o ，一+

-。

。

-1|_·t-』‘ ’，i ··∥
·“。

’．’一 ?，，， 。，：’|．t’

一，一i、jo．。1”：、．第一节．，概 况、．， ·。j“

r，，，+；·’，_：j+I i’一。：0．，。．，．。。’一 。’、：’
-，，

，
／ 。_’

’!：：；i涪江流域位于四JIl省东部盆地西北边缘中低山区及盆中丘陵 ，。

区，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03。447"--106。167，北纬29。187～33。037，流．。

域呈北西～南东向的条带状，长约430公里、宽弓9～120公里j处

．于嘉陵江流域西侧，和岷江、沱江流域东侧。干流自松潘县黄龙 ：-

乡雪山梁子流至合川城南注入嘉陵江。． ；．一， -|一一，

h__。，：“涪江干流河长679公里，水系较发育，各级支流众多。流域

。‘，‘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共有34条，分布在上游山区的

。．’有11条(其中流域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较大支流仅一

_√条)；分布在中游的一级支流有18条’(其中较大支流有6条)；分
。

布在下游的一级支流有5条(其中较大支流有2条)o。一级支流在

中游丘陵区所占比重最大，，_达53％。。，l|。 o√t 1． i

一⋯¨。涪江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河源区为岷山山脉南端，．雪
，

f_

·6·t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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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顶如银镞高举，峰顶海拔达5588米，为流域最高点；盆北边缘 。

的龙门山脉呈北东～南西向延伸，海拔3000---,4000米，涪江与之 ’，4；

垂直相遇，切穿山体南流，造成了不少雄奇的峡谷景观；涪江中一
，-

下游为广阔起伏的红色丘陵区，海拔为300"-'600米，河口为190 ，

米。 ．r、．11‘。一‘ ，

。 + ’，～t：； ¨
+

、涪江流域面积为35982平方公里，，干流河长679公里，河道 -

平均比降5．5‰，河口处多年平均流量549．5立方米每秒，径流总7 ，’

量178亿立方米，．干支流水能蕴藏量444万千瓦。、 ；．．、 j’’1，

涪江流域需水量最大的部门仍然是农业，主要是灌溉用水，年， 7一．．

耗水量13．2亿立方米，约占国民经济各部门用水总量的67％，占’．
．|

涪江年径流总量的7．4％。尚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无水利保证。：。 ?=『

． 流域内行政区域主要包括： ．‘
；?j； √．．一

‘二 1|t

4‘

， ‘

： 。

。。

．『 ，
‘

．‘

、，‘

一、’全部位于流域内的县(市)
’

，4‘

¨。 ．

。

，’ i ，- 、一

一 ’一
，。

：·‘

、 ．绵阳市辖的平武，北JII、安县、绵阳市中区、三台等5县 ，“

(市)；I。√：7． “，o。 一，
，，一，．

一7。『。
，．’

，；j遂宁市辖的射洪、遂宁市中区等2县：(市)。 -
，，-

-．
·，，

‘
一 ，

7』

t．

，’．‘

‘

．‘

～
一 ．

： ，J，一。+

二、大部及部份位于流域内的县(市)『 ．； 。．-

．_

‘
●

阿坝藏族自治州所辖的松潘、‘茂汶2县；一
k 4

-。， ，．

德阳市辖的德阳市中区、中江、绵竹3县； 。．， 一．

一 绵阳市辖的江油、盐亭、梓潼、剑阁4县；．： 。：．， 0 I_’

内江市辖的乐至、安岳．2县； 一 “

～．

’‘“遂宁市辖的蓬溪县；4 ， ·

、· ，，； ·一
、’

⋯

．=重庆市辖的潼南、铜梁、合川、大足、永川、荣昌和双桥区
，+

一‘ ，

√， ，1

”

”·7·，1
w。

+

r‘：

√ 一
。，

’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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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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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 7
，

●

一，t√ 。(县级)等7县；
’

⋯1 ，，

、’’，：‘南充市辖的西充、南部、南充3县·。· ·．·

?- 。j‘”。+：本流域涉及七个地、市、州及其29个县‘(市)，其中绵阳市

·‘+、70‘，所占比重最大。全部及大部位于流域内的县(市)共计16个，其 ，

。’‘，一 中绵阳市辖县(市)占50％；部分位于流域内的县e市)共计13 ’·

一、，： 个，其幅员面积皆交错分布于两岸分水岭地带。
r‘

t，
r’|．

。一 ? o
●

．。一
一；：： j ， j

’

。：j：
√ 一1 ：一 、

”．

一 √o 第二节干‘流≥．一一
●

、

+l

√ 、
。

、

．。j。 ^ j

，-f
一

， 一

’；：”， 。。． ，j ．

，

一～

‘‘ ：

’’

．’：I．
‘

j一_．．士‘游． ．．，
+、

．∥ ’．～，
。

=，·

．．o。．’V． 涪江主源为东路河，发源于松潘县黄龙乡西南面之雪上梁子

’。．～ 东南麓(峰顶海拔4800米)，自西向东流，右岸有四条支沟相继

：．，． 注入；纳左岸张家沟后，至三舍驿纳窑沟’l四沟’，并始称涪江。从。， ，，

。，’ 源头至三舍驿河长18公里。 j、，，． 。
一一，，，‘，。，．． ．j。

，|．， 从三舍驿起9"1涪江自西北向东南流23公里至双河乡(左岸)

。，‘ 经西沟口(右岸)，‘再东南经小河乡(左岸)至虎牙河，(右岸)汇 0

入处·流程26公里；续经左岸叶塘乡至水晶堡纳左岸黄羊河，再

j。．’纳右岸土城河，流程12公里；之后转向东流13公里，其问经水 。 ·

’：一，‘|柏乡(左岸)；又转向东南流经阔达乡(左岸)，至新乾河(右 ，，一

。： ’‘|，岸)来汇处，流程10公里；再行18公里即纳小河子(右岸)，续

。，．’，．．纳夺补河(左岸，又称火溪河)；复南下9公里即抵平武县城(左‘
‘

．岸)；向东南续经古城乡，纳古城河(左岸)，’至白草乡纳高村河

一 ，．‘(左岸)；至黑水纳巨龙河(右岸)，再经高庄乡转向南流，抵南坝 ’。

，、 镇(右岸)，流程65公里；之后续纳白庙河(左岸)，+经右岸响岩．
‘·

．一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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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平驿铺及江油北城乡，即抵武都镇灯笼桥，流程48公里。从

‘。 三舍驿至此累计河长224公里。 ，． ，．，～ !

’。|： 一计入源头至三舍驿一段，上游河长242公里，落差3340米，

平均比降13．7‰。河流切穿龙门山脉，河宽仅20～80米，奔流于

高山峡谷之中，直至灯笼桥峡口才一落江油平原。两岸山顶海拔

?2000"-'4500米，相对高差1400,-,,-1500米；+山间平坝稀少，仅在南

．坝附近形成了一个河谷小平坝，面积仅1．0平方公里左右，河谷

宽约300,---600米。．| - ‘。

‘P．。t’

’

、。．

：
。”

，’ 。．

’‘ ·4
，：

、 ，．，二、中游c ：· j。． ．、，

，

’

‘· {
，

‘

●

一 j涪江过灯笼桥即进入盆中丘陵区，。河谷逐渐开阔，多呈U型j ’，

两岸一级阶地宽展，谷坝相间，人口逐渐稠密，沿岸城、镇增多： ，。

。． 在灯笼桥峡口处，已建成武都水利工程渠首闸坝枢纽。从此

。 ．南下9公里，即过右岸江油市武都镇(原江油县城)，再行11公

里即流经江油市城区(原名中坝)；续流7公里抵治城(原彰明县 。·一

。：治)，并纳对岸(右岸)平通河；再流8公里，’纳右岸通’口河(中 ．

上游一段又名湔江)；续行3公里过九岭乡(右岸)；之后转东南

流经江油市龙凤场1(左岸)、绵阳市中区石马场(左岸)，续纳方，、

．+水河(右岸)，至绵阳市区东侧纳安昌河(右岸)及左岸杜家河，

j．． 流程约25公里’：复前行72公里抵三台县城(右岸)，其间在绵阳

丰谷上游纳吴家河，在下游纳南明河(左岸)；在三台芦溪镇纳葫 i

：’芦溪(右岸)，在飞马镇与三台城关之间纳苏河(右岸)；．中游主

。 要支流凯江于三台县城东南注入。涪江续向东南流16公里至射洪

县香山场(右岸)，纳对岸桃花河；再行12公里经左岸金华镇

(原射洪县治)，其西北面对岸临江矗峙之金华山是陈子昂青少年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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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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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一j_；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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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读书台，。，现为著名文物景点9续行34公里即抵射洪县城，． 、．，

。·一太和镇，其问纳另一主要支流梓潼江(左岸)，，之前有观桥河 ，?!

注入(右岸)；复行16公里至射洪洋溪镇(左岸)，．并纳洋溪河；
‘‘。’

再经青堤场(左岸)、柳树场(右岸)；抵遂宁市郭口镇(右岸)， t+

-纳郭江，流程约33公里；经桂花镇续行12．公里纳蓬溪河(左 1·

：岸)，再行14公里即抵遂宁市城区。从灯笼桥至此为涪江中游，洞 、-、

。． 长272公里，落差298米，平均比降1．10‰，’河宽多为200"～250 t_|、

： 米，4最宽约400米，最窄约160米。河谷宽度的变化也较大：·
c l 般为2,--,3公里，最宽达7公里左右，谷坝交替出现，形成的主要‘

、， 河谷平坝计有武都、中坝、治城，以及绵阳市城关至丰谷：遂宁 ．

o 市城关至过军坝等，为本流域水稻主产区∥而河谷最窄处仅1公

，， ．．里左右，如龙凤至石马，香山至金华山等河段口．一’‘．■， o一 ，

‘-．。．涪江中游河床比降逐渐变缓，河床较宽处的深泓线较易游荡，。 j

．其游荡程度一般随流程递增，。且曲流发育·，在武都段。，：岔浩逐渐√i

．一 出现；绵阳至丰谷段，岔浩与河心沙洲明显增多；遂宁至过军坝： ‘

。，。 段；河流游荡更为剧烈，·岔浩‘沙洲与河弯更多。古今治江皆以：一+

．一 修筑防洪堤为主，，力求稳定主流，减少侧蚀，抵御洪水；从唐代 ．

一 至今，·防洪二程多集中于沿岸城市及几处主要平坝区；另辅以河．

．“．道疏浚工程；但处数不多，且多为航运计。 。一．，f
·

，1j‘j在盘：地各主要江河中，由于涪江中游河床比降相对较大i谷．

坝相间，水资源开发条件亦相对较佳，1史载唐贞观年间即开始修’

建引水渠堰灌溉平坝农田，继后历代均有建树，尤以明代为甚。建
‘

。7．

．

．

‘

f

国后j新建中型引水工程共10处，有效灌面达．40．93万亩；在60 ，

，

． ．々
。

一’

●，70年代，结合改建与扩建旧堰，4还形成了灌溉与发电相结合的 ： ，

，

综合利用工程。．’现已建成的武都水利工程的第一期工程更是本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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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划时代之举。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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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涪江从遂宁市区向东南流约59公里即抵潼南县双江镇(右

’

尊一 岸)，其间纳荷叶溪(左岸)j经玉溪场(左岸)，再纳西眉河(右+。

，．-岸)；此段河曲较发育，有大河弯3处·续行12公里即至潼南县’

·j， 城(右岸)，对岸为三块石引水式电站，系在涪江干流建成的第一

。。． 、座栏河引水发电工程。复行33公里至合川县大河坝，其间纳古溪·

河(左岸)，经潼南太和镇。(左岸)。再蛇行24公里至铜梁县安居

，

。 镇(右岸)，并于镇北纳琼江；此江是下游主要支流，系小流域水

．土保持与治理的重点河流，水资源开发程度亦较高。从琼江汇口

‘．处，涪江转向东流，经铜溪、白沙铺、皂角场(右岸)，纳小安溪，’

． 再经渭沱、方溪(左岸)，至合川县城南注入嘉陵江；此段流程37
’

-

‘ ‘

、、
公里。 』。- +． ，‘

●

，

7， 涪江下游河长165公里，落差92米，平均比降0．56‰，河谷。
；’

√ ’亦变窄，多在1．0公里左右，仅潼南大中坝一段谷宽约4公里，长
“⋯

， 约5公里；河宽平均约300米，最宽370米，最窄160米。沿岸

’．皆系丘陵区，平均海拔350米左右，相对高差50,--,150米。
‘

， 由于涪江下游河床比降很小，引水灌溉条件较差，仅有几条

小渠堰；现以电力提灌为主，但水利化程度并不高，尚待外流域。。
’

‘

调水解决：涪江全长679公里(其中三舍驿至合川661公里)，总

落差3730米，平均比降5．5％0，其中，从源头至三舍驿达52‰以

；+’上．，‘三舍驿至平武县城为11‰以上，平武至灯笼桥为2．75‰，灯

笼桥至遂宁市区为1．17‰，遂宁至河口仅0．56‰。河道比降由陡， ．

1变缓，+这是所有河流的共同规律，但涪江的天然落差则尤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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