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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一、修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本丛书，

集石门县地方志大成，旨在引导和推动志书功能

扬发。

二、丛书主体，以本届新编《石门县志》及

公开发行诸部门志、行业志为基础，辅以他志内

部发行本或资料本。各志独立成册，众志合为丛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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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修各类旧志，另成一属，经标点校订，

纳入本丛书重刊。

四、《石门县地方志丛书》统一开本、封面、

皈式，各志有关事宜，分别另附说明。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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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石门纂修县志，始于明天顺年间，迄今已五百余年历史。其

间虽六次续修，然独立于县志，系统成就水利专帙则属首次。古

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如此漫长的

时间内，无籍可稽，对我们知县情，悉水情，鉴往事，戒来者，坚

持从石门山区水利建设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建设石门，带来诸

多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入和，百业兴盛，修吏编志蔚

然成风。t989年秋，组建石门水利志编纂机构，推举原水电局爵I，。

局长胥景楠主其事，在县志办具体指导下，历千辛万苦，穷三年

之功力，拟就篇目，征集资料，撰写志稿，反复敲定，遂成此书。‘

新编《石门县水利志》，共4章14节，17万余字。首设概述，‘一，

次置大事记，从宏观上勾画出石门水利水电事-业发展轨迹。主体

记述石门境内水系、水资源、水能开发利用、水旱灾害及其水政

管理，从微观上系统反映石门水利水电事业的兴衰起伏，弘扬石

门人民扬大禹治水之威，坚持长期治山治水的崇高精神及其辉煌

成就。人物、图、表殿其后。这样以纲统目，基本做到体例完备。

篇目合理。在资料上，去伪存真，不滥不遗，取舍适当，安排得，

比较合理。基本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石门县水

利志》的出版填补了石门水利水电事业长时间无专志备查之空白，’

在今后全县水利水电事业中，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新编《石门县水利志》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广泛，加之资

料采征困难，能在较短时间完稿付梓，已属不易，这是全体修志

人员，以及全局上下，群策群力，众手成志的结果，也是各级领



导、专家学者和社会各届同仁指点、支持的结晶。

值此《石门县水利志》出版刊行之际，谨权作小序，以飨读

者，告慰编者，致谢同仁。

贾珍香 岳志焕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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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石门县水利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石门水利水电事业实际

相结合，着力反映石门水利水电事业历史和现状。

二、《石门县水利志》记述上限1840年，下限1989年。根据

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个别类项有上溯或下延。

三、全志为记述体、语体文。按“专志贵专”原则，采取觎
类横排竖写。依照概述全貌，条述重点，表述一般的方法，详今’

略古，详独略同，如实记述石门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兴衰起伏。

四、全志除概述外，分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共约17万字。

行文中的历史纪年，清代以前先书朝代年号，后在括号内注明公

元纪年。中华民国后采用公元纪年，并书明民国年号。文中“民

国”指中华民国，‘“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各个时期的机

构、职务、地名等都以当时名称为准。
’

五、志中所记海拔高程系吴淞高程。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

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

六、全志未设人物传记，只能以写事为主，因事系人。

· 七、志书资料主要来自石门县档案馆、石门县水利水电局综

合档案室、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档案馆、岳阳市档案馆、常德

市档案馆、澧县档案馆。口碑资料少。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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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水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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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及其特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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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淞滋河水系支流⋯⋯⋯⋯⋯⋯⋯?⋯⋯⋯⋯一(28)

穿山河⋯⋯⋯⋯⋯⋯⋯⋯⋯⋯⋯⋯⋯⋯⋯⋯⋯⋯(28)

第二节水文特征⋯⋯⋯⋯⋯⋯⋯⋯⋯⋯⋯‰⋯⋯⋯⋯(29)

一、降水⋯⋯⋯⋯⋯⋯⋯⋯⋯⋯⋯⋯⋯⋯⋯⋯⋯⋯⋯(31)

(一j年均降水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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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降水量的区域分布⋯⋯⋯⋯⋯⋯⋯⋯⋯⋯

(三)降水量的年内分配及年际变化⋯⋯⋯⋯⋯⋯

(四)暴雨⋯⋯⋯⋯⋯⋯⋯⋯⋯⋯⋯⋯⋯⋯⋯⋯⋯

二、水位⋯⋯⋯⋯⋯⋯⋯⋯⋯⋯⋯⋯⋯⋯⋯⋯⋯⋯⋯

三、流量⋯⋯⋯⋯⋯⋯⋯⋯⋯⋯⋯⋯⋯⋯⋯⋯⋯⋯⋯

(一)流量的年内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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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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