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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

六盘水市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各部分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脱稿之日。

三、本志原则上以1988年六盘水市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对历

史上的事件，也涉及到曾经管理的市境外企业。对市境内的中央直

属企业、省直属企业和非市属单位的情况，本志也予以记述。

四、本志的各专业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志》，专业志内

设章、节、目几个层次，几个部门合写的专业志增设分志。本志志

首设《序言》、《总凡例》、《总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本

志以总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类专业志为纬。其内容按

先自然，后社会；在社会类中按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顺序排

列。各专业志原则上不设序言。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求图

文并茂。根据内容需要划分门类，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以横为主。

六、遵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详独略同和经世致用的原则，．重

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突出地方特点。

七、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

作集中记述，确需记述的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中。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各专业志不设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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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物传》贯彻生不立传原则。在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地

牺牲的烈士，记入烈士英名录。各专业志不设《人物传》。

十、《附录》辑录有关文献、文件、图表、资料等。根据需要，

辑录的资料也可附于相应章、节之末。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文书档案、图书报刊以及调

查采访问、实物记载等，文内一般不注明出处。各种数据以统计部

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除摘引少部分文言文原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

记述。力求简、严、核、雅。

十三、行文规范化。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

位等，一律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

币，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币制、币值记写；1 949年12月至1 954

年的币值，按1955年新人民币值换算后记写。

十四、纪年记时。夏历及清代以前的时记，用朝代年号汉字纪

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1949年10月1日为准；建国以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六盘水境区解放，郎岱县以1950

年1月14日、盘县以1949年12月19日、水城县以1949年12月

18日为准。

十五、专项事物名称，一律用今名。涉及史实上的地名、山名、

河名及单位、部门名称或其他专有名称，一律用当时名称，必要时

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十六、本志各专业志、分志，在不悖本《总凡例》的前提下，设

《编辑说明》，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编 辑说 明

一、本志设1 7章48节，图19幅，表36张，照片23幅，约20

万字。

．二、本志上限自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下限至1987年，个

别条目延至1989年。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市、特区水电局、档案馆、民政局及有关

地、州水电局，以及调查口碑材料。水利有关统计数字，以市水电

局《年报》为准。

四、志中涉及的计量单位，以1987年前全国统一公制为准，历

史上的度量衡，仍照实记载。

五、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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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西部，东邻安顺地区(普定、镇宁、关岭)，

南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睛隆、普安、兴义)，西抵云南省

(宣威、富源、罗平)，北连毕节地区(威宁、赫章、纳雍、织金)。

界于东经104。18’20"至105。42’50"，北纬25。19’44"至26。55’33"之

间。1987年市辖3个特区、37个区(镇)、249个乡(镇)。全市总

面积9914平方公里(占全省5．63％)，其中六枝特区1787平方公

里，占18．03％；盘县特区4056平方公里，占40．91％；水城特区

4071平方公里，占41．06％。

市境处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

南延缓倾斜。境内地貌组合多样，山高、谷深，地质构造复杂。河

流纵横，水能资源丰富。主要河流为三岔河与北盘江，三岔河自西

向东，贯穿市境；北盘江自都格入境，于毛口流出境外。河床狭窄

而切割深，多属雨源性河流。

境内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但时空分布

不均，年雨量南部多，北部偏少，东部多，西部偏少，旱涝灾害频

繁。

1958年大炼钢铁而大量砍伐森林，后因人口增殖过快而陡坡开

荒，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的18．35％降至1986年的7．53％，1986年

水土流失面积达615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62％。

六盘水原为农业地区，1965年后逐渐形成一个以煤炭、钢铁、电

力、建材为主的新兴重工业城市。1984年农业和工业生产用水分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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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8亿吨和1．49亿吨，分别占42％和58％。

1987年全市人口228．86万，耕地157．28万亩(习惯亩)，占总

面积10．58％，其中水田36．32万亩，旱地120．96万亩。主要农作

物有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油菜、烤烟等。

境内山泉溪流众多，随着水稻种植的发展，水利逐渐兴起，清

《大定府志》载：“水城近威、毕，既产铅，而山田颇得水利’’。至民

国时期，工程仍以引水灌溉为主，次为规模不大的排洪工程和少数

农村饮水工程，蓄水工程极少。水利全为民办，政府极少资助。工

程规模小而简陋，技术落后，用三角尺牵绳测量，以放水试坡度，手

工锤钻、锲开山取石，少有钢钎，连黑火药引爆也少用，因而颇费

工时，施工期长。提水工具仅有筒车、龙骨车和戽水斗。1949年前，

境内灌溉面积计6．952万亩，占稻田面积16．3％，抗旱能力很低。

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后，农民在政府大力提倡和帮助下，修沟

渠、筑山塘，装置筒车、龙骨车。由抗旱时重点推行发展成为冬春

普遍开展。并实行上级向下级下达水利建设任务。1955年，各县进

行水利普查，制定兴建水利工程五年计划，兴办蓄水示范工程。1955

年5月，率先建成盘县断江、龙岩两个机械提水站。次年水城附廓

排灌工程(即窑上、德坞水库及金竹林治河)开工，为境内最早的

综合治理小(一)型工程。数年之间，兴修水利声势逐渐扩大。。各

县提出：“在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依靠互助合作，深入发动、

组织群众，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择要举办费省效

宏的单位工程，逐步减轻水旱灾害。"同时“加强工程管理、养护，

试办和发展机械提水，重视防洪和水土保持工作"。按照“多受益多

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的原则组织施工。当时较大

工程实行“民办公助”，由国家补助材料费和技术工人工资，或给贷

款，在技术上给予指导。至1956年末，境内有效灌溉面积达11．26

万亩，为1949年的162％，保证灌溉面积达7．87万亩：
·2‘



1957年，，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被

列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发展渐快，规模增大。1958年中央提出“以

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方针。随着“人民公

社”建立，在“大跃进"中，各县大搞“全民办水利”的群众运动，

并形成高潮。随即因经济困难而处于停滞状态。

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水利实行“巩固提高，加

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的效益，并

。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方针。1963年省提出“继续贯彻以小型

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大力发展群众

性的兴修水利运动”。人员、设备、制度逐渐充实加强和完善。至1 965

年，先后建成水城窑上、德坞、马场、盐井，六枝瓦窑、纳骂，盘

县松官、’大木桥等水库及盘县乐民、普腊，六枝垄脚、水城法那等

引水工程。提水工程也发展较快，当年开展了“水轮泵歼灭战’’。农

村电站开始发展，以50千瓦以下居多。在合理用水方面，提倡囤水

田、泡冬田，以蓄水保水。1965年境内有效灌溉面积达15．47万亩，

为1 949年222％，保证灌溉面积达12．5万亩。此期间，在形势逼人

的“大跃进"中，新上项目过多，调动众多的劳动力进行“大兵团

作战"，许多工程不作勘测设计，盲目施工，质量低劣。有的选址不

当，有的不配套，不能发挥效益。有的工程方案多变，施工拖延。如

盘县洒坝水库几经移址，复折回原处施工，拖延二十多年才建成。有

’的未完工即报废，如水城天生桥引水工程，投入大，无效果。并在

工程建设规模及效益统计中夸大成果，造成不良影响。、．

1966一--1978年，其前期动乱大，机构瘫痪，工程施工期拖长。盘

县清底河、木龙，六枝白岩脚等水库，断续施工。1971年后，水利

建设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下，发展较快，六枝中坝、盘县团

结水库，水城加开营水库、城关治河等工程兴工。水城建成赵家河

引水工程，六枝中坝、盘县木龙水库也相继基本完工。水城新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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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用了三年多时间修建11座，J、水库，蓄水113万立方米，灌田

1500亩。农村电站有较大发展，建成293个站、总装机容量9850千．

瓦。但由于受“极左"思想干扰，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破坏，许多工

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忽视工程质量，不讲经济效益，凭

长官意志盲目蛮干，如水城发耳区1971年组织各乡人力修建幸福

渠，总干渠长27公里，其中6座隧洞共长9公里，工程艰巨，计划

所需1000多万元资金无着，倒虹管长3公里，水头高425米，技术

和材料均难解决，施工2年，耗资30余万元，用工日10余万个，毫‘

无成效而终止。1973年全省提出“蓄、小、群’’和F小型为主，配

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1978年秋，六盘水地区

革委提出“万池大会战，突破十万(亩)关”的口号，大搞喷灌，两

年耗资100多万元，仅使用1～2年时问，设备就基本停转报废。此

问贪大图多，许多工程地质等情况弄不清就开工，工程质量差，事

故多，有6座水库无溢洪道，致使1979年5月，水城5座水库被洪

水冲垮；盘县老厂大河沟，水城光明电站、龙场一、二、三级电站，

均因无避雷装置，而变压器被击坏。

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鸡

场坪喷灌等一批工程停建。1980年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水利建设在占地、劳力、资金上受到一定制约。工程建设

以配套为主，并重视经济效益。7座国营水库进行配套建设。人畜饮

水工程成为建设的重点，发展迅速。由于管理措施未跟上形势的变‘

化，兼之许多工程老化，设备失修，损坏严重，盗窃破坏设施案件

迅速增加，1 979"-1 981年3年内发案190起，直接损失达30余万

元，使一些工程特别是农村电站受到严重破坏。这段时间，报废工

程多于兴建工程。1982年，市、特区落实管理责任制工作，核实全

市共有1411处工程，蓄水3630．34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为

20．07万亩；农村电站238站，装机12578．2千瓦。有358处工程管



理较好，占18％。1983年，根据省统一安排进行“三查三定’’(查’

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规划)工作，

此后管理工作得以加强，长期的“重建轻管”思想和作法_度得以

扭转。国营水库开始重视经济效益进行综合经营，当年综合经营收

入近3万元。至1987年，已有窑上、木龙两水库经费可自给。在计

划管理、工程质量管理方面，建立健全了制度，走上按程序办事的
●

●

轨道。 一
●

1987年，全市建成大小水利灌溉工程1396处(以下均为年报

数)，有效灌溉面积237309亩，占全市稻田面积统计数的65．3％，是

1949年的3．4倍；保证灌溉面积达186807亩，除涝面积26013亩，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33．59平方公里；建农村人畜饮水工程279处，

解决了335’331人和2'95879头牲畜的饮水困难；保有小水电站126

站、145台，装机容量1 3261千瓦，年发电量1489．26万千瓦时，发

电产值113．18万元；架设10千伏以上输电线践1226．23公里，低

压线路1533．35公里，使全市160个乡、886个村、140013户用上

电，分别占全市乡、村、户数64．8％、48．9％和30．1％，为乡镇企

业供电1960千瓦，农副业加工供电6190千瓦。在抗御水、旱灾害，

保证农业丰收，繁荣六盘水经济中，发挥了巨大效用。

．水利队伍，’也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逐步壮大，1965年已由50一年．

代中期的10人增至93人。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干扰，一批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水利技术人员，流走和改行。1988年，水利队伍增

加到525人j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29人。 √

纵观38年的工作进程，成绩不小，教训不少。实践告诉我们，

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讲究科学，重视经济效益，在六盘水这块农

业生产落后、旱涝灾害较多的土地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作用，为

振兴六盘水经济服务，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一，．_‘·1‘

● ，

●



第一章地貌地质与气候特征

第一节地形、地质、地貌

六盘水地处黔中山原向滇东高原过度及广西丘陵向黔西北高原

过度地带。燕山运动晚期以来，地壳处于间歇性或掀斜式抬升，由

于构造抬升，拖曳幅度的区域性差异和剥蚀夷平的反抬升作用的反

复进行，在地貌景观上留下二级夷平面。一级夷平面高程1400"--

2200米以上为中山高原，1400---1100米为热带山原。最高点韭菜坪，

海拔为2900．3米；最低六枝毛口北盘江出境处，海拔为581．0米。

两地相距不到120公里，其高差达2319．3米。境内地势的总趋势是

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中部因北盘江强烈切割侵蚀，起伏剧烈，为

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o

境内地貌组合繁复多样，山系顺应地质构造线展布，一般背斜

成山，向斜为谷。主要山系山体高大，峰峦起伏，河谷深邃，嶂谷、

V形谷发育。侵蚀、剥蚀常态地貌和岩溶地貌共存，在碳酸盐分布

的宽缓向斜部位，多鳞次栉比的峰丛，似浩瀚海涛，多边洼地或谷

地错落其问，如郎岱、普古、岩脚、洒志等地景观。水城峰林盆地，

则是断陷与岩溶联合作用的结果。在紧密的褶皱区，正地形为垄岗，

负地形为槽谷，镶嵌排列，互成条带状展布，蔚为壮观，清底河、堕

却即足。碎屑岩及火山岩不时镶缀于碳酸盐岩之中，呈典型的侵蚀

一构造地景，棋盘屯、娘娘山、牛场、老厂可称代表。境内坡立谷、

溶洞、漏斗、竖井、落水洞繁多。乌蒙山东南支脉自北西向东南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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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内，峰脊由梅花山至堕却斜贯全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

的分水岭；乌蒙山南端余脉，伸入盘县境内，山脊为老黑山、牛棚

梁子、八大山等主要山脉。全市海拔一般为1400．---．1900米，相对高．

差300--一700米。
’

市内地质构造形变迹图案十分复杂。北西向构造体系，由一套

近于平行的褶断束组成，背斜、向斜共翼相间排列，自水城至六枝，

基本为北西向构造体系所占据，仅北部法子冲发育小型涡轮构造

(位于水城月照、法箐乡)。而盘县的广大地区，以北东向构造形迹

为主，盘水交界处的法耳，发育一套旋转构造，夹在北西向构造与

北东向构造体系之间。
‘

区域地层，均循构造形迹成条带状分布，以泥盆系出露为最老

地层。盘县长房、格所、水城花戛等地，出露一套厚300米的浅海

相碳酸盐岩，与上覆石碳系呈假整合接触；石碳系出露较全而分布

较广，德坞、布坑底、乌图河、滑石板、鲁番及堕却和洒志背斜轴

部均有出露，系浅海相碳酸盐岩，底部夹碎屑岩，厚度在1500米左

右，与上覆二迭系成假整合接触；二迭系地层出露广泛而齐全，其
’

下统以浅海相碳酸盐岩为主，底部为滨海相碎屑岩，有辉绿岩侵入，

上统为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夹煤层，底部由海底喷发玄武岩组成，总

厚度2500米左右；三迭系发育最为完全，分布也最广，下统底部为

．滨海相碎屑沉积，其上为浅海相碳酸盐岩夹碎屑层岩，中统底部有’

’一层深海相碎屑沉积，余为浅海相和泻湖相碳酸盐岩，上统为滨海

相碎屑沉积，其全层厚3000米以上；侏罗系，在郎岱向斜、格木底

向斜部位发育较好，为一套内陆盆地湖海相碎屑沉积，其上统缺失，．

仅存中、下统，总厚117．5米；白垩系、第三系地层零星分布，为．

红色砾岩，如水城盆地范家寨地段及盘县等地，总厚200米左右；第

四系在阶地、岩溶洼地、盆地中有堆积，为陆相松散堆积物，厚O～。

。30‘米不等，。多为耕地及居民集中点。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