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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充实这个基础，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

速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长期以来，我县经济工作中

面临的突出问题，即是农业增长不能适应工业增长的要求，有时甚至

难于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只有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实行农、林、

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才能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不断

地提高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

目前，我县许多农业战线上的同志，对射洪县的农业发展历史脉

络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也寥寥无几。为了弥补这

部分历史资料的不足，填补这部分历史知识的空白，以便从中吸取历

史经验教训，做到古为今用，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给子孙后代留

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据此，射洪县农业局在射洪县志办公室的统一部

署和指导下，编纂了《射洪县农业志》。

’我是《射洪县农业志》的初审者，有机会最先阅读。读后总的印

象是：观点明确，体例恰当，立目谨严，资料翔实．文笔流畅，是一

部既符合志体，又有所创新，具有现代性的农业专门志书口特别在编

纂指导思想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尊重史实的原则，突出了地

方性、资料性、科学性和政策性等特点口可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

人员，进一步研究按照自然、经济规律办事、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提出种植业内部优化结构方案，发展农业生产作出最佳决策参考口

周达荣

1987年元月6日于射洪



屈．

一、编写((射洪县农业志))，是新时期中所负于的历史使命，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它的指导思想必须是以马歹I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思

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二，编写《曼}洪县农业志努的宗旨，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服务，为

射洪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廷设服务。期于起到“存史移，“资政斧，“教化斧的作用。

三，鉴于岁月漫长，资料奇缺，编写Ⅸ射洪县农业志))的断限，上限一般为公元1912

年，下限为l 9 8 5年。但有的也从事物的第一次出现开始。

四，编写《射洪县农业志》的体裁，采用志，图、表综合体裁。以志为主，图，表分

别附在有关篇，章p或后面，其结构形式和层次，采用篇，章、节、目体，横排竖写，力

求做到领属得当，经纬结合，屡次分明。
五7 《射洪县农业志》的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严谨，朴实，简

明，通俗．深入浅出。

六， 《射洪县农业志》的内’冬，是按县编委根据事业的划分而确定的，不含林、水，

机牧、渔和多经。其重点‘是放在生产力的发展I生产关系的变革，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和生产的管理上。并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静“详主略次"的甄她记述之。

七， “射洪县农业志》的遣词造句，以汉语语法规范为准，使用简化字，以国务院

1 9 6 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丧》为准I使用标点‘以新华字典(1 9 7 1年修订重摊

本)附载的《常用标点符号筏表_：；》努为难。

八、《甜洪县农业志》中所用的称谓，朝代名、地乞，机构名称，以记事的年代为

准，按当时历史习惯称谓。

政治机构、宫佐名称，不另摭致治定语I对入物蛊书其姓名，一律不加称呼稻职称(弓1甩

原文除外)，区、乡、村的名称‘以地名普查后公布的为准，如记述巳不沿用的地名时，

在括号内注明现地名。

九、《农业志努韵公历年、月，=B。以阿拉伯数字表示I世纪，年代，农历年，月，

日以汉字表示，王朝纪年，用当时的通称，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如民国三十五年

<公元l 9 4 6年)。

十．《射洪县农业志》中的数字书写，分数和单位整数，以汉字表示之，百分比和比

侧，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表格中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五位数以上的大数字，用万，

亿为单位，以小数点表示，一般保持两位小数，两位小数以上，接习惯四舍五入。

十一。 《射洪县农业志努使用的度量衡单位，接习惯用法。如面积，以亩．分～厘表

示之，长交以丈、尺、寸，或公尺，公寸、公分)表示之，重量以公斤，克、市斤表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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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业生产条件

射洪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介于东径105。1．0’--105。39’，北纬30。40’--31。10’之

间，东邻西充，南接蓬溪，西靠三台，北抵盐亭。全县幅员面积1497．88平方公里，折合市亩

2246820亩。境内地貌以丘陵为主，坝、丘、山皆备。北面和西北面多为低山，高丘，东

南面多为浅、中丘，涪江沿岸为宽窄不等的带状坝地。县内河流密布，水系发达。土质较

好，宜种性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有利于多种作物生长。但由于水、热资

源年际变化大，季节分布不均，因而农业气象灾害濒繁。特别是夏旱、伏旱和秋霖出现机

率高，危害面积宽‘持续时间长，对农业生产威胁较大。 ；

从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看，射洪是一个人多地少，劳力资源丰富的农业县。有一定的1

固定资产和技术装备，但农机与农艺不协调，使用率低，效益差。水利、电力有一定基

础，但工程分布不平衡，保灌率低。农业科研、推广有一定基础，但技术力量薄弱，与农

业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县，乡工业有所发展，但基础薄弱，生产水平不高’交通运输方

便，但区间不平衡。

第一章自然条件

第一节地质、地貌

射洪县大地构造分区为新华夏系第三沉降带，川中褶带。境内既有弧形构造，又有滑

轮状构造，计有向斜六条，背斜六条。向斜是金家，永安、三星(即盐亭县三星镇)复

兴、梅家沟(即金华镇北东的梅家井)。背斜有金华、东岳庙、凤鸣、太兴、李家坪(即金

华北东李家坪)。南充背斜和西山向斜仅西段延伸至境内东南部。这些构造在县境内作用范

围不深，构造形迹只达蓬菜镇组，岩层凸凹不剧烈，对地貌影响不大。外力(即流水)地

质作用，影响最大，最深，同时，还与岩性有关。因射洪处盆北山区南部，北与盆北山区

南鹿相连，大地貌向南呈一斜坡，再加之县境北部和西北部出露的地层主要是蓬菜镇组上

段，以厚沙薄泥岩为主，岩层近水平，质地坚硬，抗蚀力强，南部蓬莱镇组下段以泥岩为

主抗蚀力弱，易遇水冲散，故而形成整个地势北高南低，起伏较大，相对高差达375米。

最高点为武东乡的天宝寨，海拨674,．4米，最低点为柳树乡涪江出境处，海拨299米。由

于雨量充沛，水系发达，河流走向不一，流水作用强度不同，浸蚀切割深浅各异，故地貌

类型比较复杂，坝、丘，山皆备，但以丘陵为主。

一、低山地貌。主要分布在丰隆、新桥、上方、双溪、仙鹤、太兴～线西北。海拔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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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O米的山成体系，且有6 0 0米的山。山顶为鱼脊状或长坦状，北面台位明显，南面

切割较深，山高坡陡沟窄，多为“V黟形谷，面积占全县的I 5．4％。

．二、高丘地貌t主要分布在青岗河以西。富同、武安北部，万林北部一线以北，天

仙，双庙、风鸣、永平乡西北，以及龙垭乡全部，涪西乡东部。海拔多在350一500米之

间，相对高度l O O一2 0 0米。丘形多为长坦状，卧牛状和鱼脊状。窄谷较多，也有部

分中宽谷夹低丘，面积占全县的3 5．4％。

三、中丘地貌。主要分布在伏龙、大明，英雄．文风，柳树一线以北。西北与高丘交

界，东接冲积坝。海拔多在3 4 0—4 6 0米之间，相对高程5 0一l 0 0米。丘陵多为

坟状，半环状和馒头状，沟底多为“U"形谷。面积占全县l 7．3％。 ·

四、低丘地貌z主要分布在青岗河以东，大明、英雄、文风，柳树一线以南，涪西乡

西部及天仙、双庙、凤呜乡的一部份，海拔在3 O 0—3 6 O米之阆，相对高度5 0米左

右。丘形多为馒头状，少数为台状或方山状，沟谷较宽。面积占全县2 l％。

五、河谷地貌t主要分布在涪江、梓江沿岸。～级阶地地势平坦，一般高出河床

7—1 3米，宽2 0 0—3 O O米。二级阶地以涪江沿岸为主，梓江两岸仅零星残留。一
般高出河床2 O米左右。3—7级阶地高出河床2 0—3 0米。河幔滩高出河床0．卜5
米。除l一2级阶地外，其余均成片分布。面积占全县的l 0．9％。

第二节农业气候

按矗四川气候图集移的气候区划，射洪县属四Jff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东部区。主

要特点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春季回暖早而不稳定，雨量较少，常有春旱，!

夏季雨量集中，但分布不均，多夏、伏旱和隅尔洪涝，秋季气温下降快，多阴绵雨，冬季

干燥少雨，温暖多雾，雪日少见，无霜期长达2 8 4天。在作物生长季节中。光、热，水

条件较好，有利于多种作物生长。

一、温 度

(一)气温·根据2 6年(I 9 5 9一l 9 8 4年)的气象资料，年平均气温为
l 7．23。C，年际变化不大，最高年为17．8。C，(1963年)最低年为16．5 C(1976年)高低相差

仅1．3。C，一月气温最低，平均为6．0 5。C，(最高年为l 9 6 6年7．8。CI最低年

为l 9 8 4年4．1
6

C)，七月温度最高，平均2 7．1。C，4一l O月气温高于年平均

值，春季温度回升快，秋季下降也快，冬季平均值在1 O C。以下，盛夏7—8月气温变化>

很小。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 9．4。C，(1 9 5 9年7月)，最低为一4．8。C．

(1 9 7 5年l 2月)变幅为4 4．2。C。多数年份的极端最高温度为3 7．。C左右，极

端最低韫度为零下3—4。C。

由于射洪受四川盆地特有地形条件的影响，夜间多云雾，散热慢，所以日较差很小。

各月多年平均日较差以4月最大，为9．7。C，l O月和l 1月最小，仅6．5。，～般为

7—9。C全县四季分明。根据多年候平气温平均值，春季(候平均气温l 0—2 2。C)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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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3月1日，终于5月2 0日，历时8 l天，夏季(候平均气温2 2。以上)始于5月

2 1日，终于9月l 5日，历时1 l 8天，秋季(候平均气温1 0—2 2。C)，始予9

月1 6日，终于1 1月2 5日，历时7 l天，冬季(候平均气温l O。C以下)始子l 1

月2 6日，终于2月2 8日，历时9 5天。但因各年冷暖不同，春季回暖早迟和秋季气温

下降快慢各异，所以各年的回春入夏，跨入秋，冬季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例如：l 9 8 3

年春季始子3月1 1日，终于5月l 0日历时6 1天，夏季始于5月1 1日，终于9月2 5

日，历时l 3 8天，秋季始于g月2 6日，终于l 2月l 5日，历时8 l天，冬季始于12

月l 6日终于3月l 0日，历时8 5天。

全县累计年平均活动积温为6 3 2 4。C。日平均气温稳定达5。C的平均初日为1月

3 0日，终日为1 2月2 5日，其间隔日数为3 3 2天，累计积漏为6 l 2 6。C，日平

均气温稳定通过l O。C的平均初日是3月8日，终日是l 1月2 6日，历时2 5 9天，

累计积温为5 4 9 1．3。C，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 2。C的平均初日为3月2 6日，终

日为l 1月l 5日，历时2 3 4天，累计积温为5 2 8 3。C。小春作物生长季节期间

(1 1月1日至4月3 0日)的积温为2 8 3 6。C，占全年的4 3％；大春作物生长季节

期间(4月1日至l 0月3 1日)的积温为4 8 8 l。C，占全年的7 7％。无霜期长迭

2 5 l一3 2 8天，平均为2 8 4天，雪日少见。

(二)地温：地温对农作物影响较大，特刖是对种子的发芽和出苗以及根系的生长，

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射洪县气象站近十年灼地温资料统计：5、l 0、l 5、2 O匾米

、深的平均地温只有l 2月一l，j低于l 0
4

C以上因芘射洪地温有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长．

(附：射洪县各层地温表于后)

射洪县各层地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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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冬天高O．6一O．B。C，同时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温度也逐渐增高。

二、雨量：

据射洪县气象站记录，2 6年平均降雨量为9 3 4．5毫米。但年际变化较大，最多

的l 9 8 1年达l 3 8 9．2毫米，最少的l 9 7 1年仅6 0 2．2毫米，变差7 8 7毫

米，各季分布也很不均匀，春季(3—5月)平均降雨l 8 0．1毫米，占全年19．3％I：

夏季(6—8月)平均降雨4 6 2．9毫米，占全年4 9．5％≯秋季(9一l 1月)平

均降雨2 5 4．6毫米，占全年2 7．2％，冬季(1 2—2月)平均降雨仅3 6．9毫

米，占全年4％，5—9月降雨最多达7 3 7．4毫米占年降雨量的7 8．9％。故形成了

射洪县冬干，舂旱，夏涝、秋霖的气候特点。 ·

(一)大雨(日降雨量≥2 5毫米，)：2 6年中大雨的最早开始期是l 9 5 9年

3月2 7日，最晚开始期是1 9 6 8年8月5 El。大雨开始期在各月的机率为：3月1年

占3．8％，4月9年，占3 4．6％；5月l 0年，占3 8．5％，6月1日以后6年，

占2 3．1％。大雨开始的早迟对大舂作物的栽插关系非常密切。早则有利，迟则造成严

重夏旱，影响水稻，红苕的栽插。大雨结束得早的为1 9 7 8年8月9日，当年秋千少雨，

次年塘干埝桔，无水渗灌眷田，严重影响水稻生产；最晚是l 9 6 8年l 1月2日。一般

能做到塘溢库满。大雨结束的机率为s 8月4年占l 5．4％，9月1 6年占6 1．5％．

1 0月5年占l 9．2％，l 1月1年占3．9％。

(二)暴雨日降雨量(≥5 0一l 0 O毫米)；2 6年中出现暴雨7 9次，其中大暴雨

日降雨量≥l 0 0．1—2 5 O．O毫米)1 3次，特大暴雨(日降雨量≥2 5 O．1毫米)

只有一次，即l 9 6 9年9月2 6日，日雨量达2 6 4．4毫米，为多年一日最大降雨量。

从出现的时段看：7月为最多共l 3次，占4 2％；8．9两月次之，1 0月只有一次

(}9 7 0年)。从年变化看：最多的是l 9 8 1年达9次，面l 9 7 1年和l 9 7 3年

弘年．一次未有。暴雨既给农年生产带来一定危害，但它又是塘库畜水的主要源泉。

．f三)雨日t 2 6年平均为1 3 5天，占3 7％，(最多的l 9 6 4年为l 7 0天，

占毒6．6 1％，最少的l 9 7 7年为1 O 8天占2 9．6％)。从季节分布上看：春季降

雨3 4．9天占年降雨日的2 5．9％’夏季3 9．3天，占2 9．1％l秋季4 0．7天。

占3 0．1％，冬季2 0．1天，占l 4．9％。

(四)蒸发量：小型蒸发年平均为l l 8 3．8毫米，折合水面蒸发量为8 3 3．5毫

米，陆面蒸发量6 2 5 3毫米。小型蒸发量高于年平均降雨量2 4 9。3毫米；水面蒸发

量和陆地蒸发量，分别少子年降雨量l 0 l毫米和3 0 9．2毫米。其中5—8月蒸发量

最大，为6 3 9．5毫米，占全年的5 4％。1 2月分最小，为3 6．7毫米，占3．1％

年平均湿润度为l。l 7。其串9月分为2．5，属水分过多’7、8、l O三个月在

1．4—1．8之间，属水分充足，4，5、6三个月为0．6—0．9，属水分不足， l 2

—3月小于O．5，属很千。

总言之，射洪的降水量大于蒸发量，水分基本能够满足。但由于降雨对空分布不均，

绝大多数集中在5—9月，相当部分以径流的方式流失，故仍感水量不足。如抓好植树造

林，加强水利建设，搞好蓄水保水，常年雨量还是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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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 照 ，

射洪属弱光照和太阳辐射能低值区。2 6年平均日照时数仅l 2 9 1．7小时低子帚

近县三台(1 3 7 6．4小时)盐亭(1 3 5 3．9小时)蓬溪(1 4 7 1．1小时)遂宁

(1 3 3 3．4小时)。其中7—8月最多，年平都在1 7 0小时以上l l l一1 2月最

少，仅6 0小时左右。最多的1 9 7 8年8月达2 9 2．8小时，占可照时数的7 2％，

最少的l 9 6 7年11月仅有7．1小时，占可照日数的2％。小春作物生长季节(1l一4月)

为4 8 6．1小时，占全年日照总数的3 7．6％；大春作物生长季节(4—9月)为910

小时，占全年日照总数的7 O．4％，年平均日照率29．5％，最大的l 9 7 8年为3 8％，

最小的l 9 6 4年为2 3％。年平均太阳总辐射能为9 2．8 8千卡／C mz。最多的l 9

7 8年为l 0 3．2千卡／C m2，最少的1 9 6 0年为8 4．7千卡／C 1"11 z。月平最大值

是7，8月分，为l 1．9 5—1 1．9 6千卡／C m。；9月分迅速下降到7．5千卡／C m 2

l 2月分进入最低假，仅4。O 6千卡／C m2。

四、湿 度；

射洪县的月平均相对湿度一般为7 0—8 5％，对农业较为适宜。仅个别严重冬

干，春旱和夏旱年分，月平均相对湿度在7 0％以下。如l 9 6 3年1月湿度仅6 6％，

l 9 6 6年5、6月两月连旱，平均湿度只有6 9％I l 9 6 9年5月，最小为6 7％

五、 风

射洪受四川盆地四周山脉阻挡，风速不大，年平均风速为1．3米／秒。春季因冷空

气活动频繁风速稍大，最大的5月分为1．7米／秒，冬季风速最小，月平均风速仅有1．王

米／秒。风向以北和西北风最多，其次是东南风、西北风多出现在阴雨。晴天盛吹东南风，

偏西风最少。

六、农业气象灾害

．． 由于射洪县境内、水、热资源年际变化较大，季节分布不均，因而农业气象灾害频繁

对农吨l!生产威胁较大，特另4是夏旱、伏旱和秋霖出现机率高，危害面积宽，持续时间长，

是射洪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 ，

(一)旱灾。民国时期从旧档案中查得的资料反映干旱的情况有三例s“一是民国十

七年(公元1 9 2 8年)7月国民党射洪县党部向防区2 9军面令部的一分报告中说； “

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公元l 9 2 6年至l 9 2 8年)射洪连年干旱，l 9 2 8年，j、舂欠

收，入夏水田干涸，插秧不到2 0％，蔬菜瓜果一并桔死，百姓生活十分惨苦’’。二是民

国3 2年(1 9 4 3年)夏旱严重，大春种苗枯死。五月全县大旱田涸土焦，饮水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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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陡高。三是民国3 8年5月(1 9 4 9年5月)官升乡公所向射洪县府的呈文中说l‘‘本

年春雨失调，小春收获欠收，值播种大春之季，天久不雨，亢早成灾，以至农民所种之棉

籽、玉米，高梁各种作物，芽刚出土，己被炎炎烈’日竞致桔萎无生，水田纯化龟坼，秧营

栽插己达绝望，尤以食水一端有寻至十里以外者，有致斗欧而得一吸者，乡境四围人心惶

惶，治安堪虞。当时县府在复文中批遭：。农历四月十五起至十七日止，禁止屠宰三日骨。

建国后，据射洪县气象站资料记载：从l 9 5 9一l 9 8 4年的2 6年中，先后出现

春旱的有1 9年，机率为7 3．1％。其中一般春旱(以连续3 O天总雨量小于2 O毫米

为偏旱)1 3年占6 8．4％。大旱(以连续5 O天总降雨量小于3 5毫米为大旱)6年

占3 1．6％。特别是1 9 7 1年最为严重，从3月1日开始，持续时问长达6 1天，不

仅严重影响小春作物正常生长，而且还为大春作物的育苗，下种带来极为不利。在2 6年

中无春旱的年成仅有7年，占2 6．9％。

夏旱，正式大春作物生长旺盛阶段，水份充足与否是决定大春产量的主要因素，特剐

是对玉米的生长和红苕的栽插尤为重要。射洪县2 6年中有1 9年出现夏旱，机率为

7 3．1％。其中属偏旱的l 5年，占7 8．9％，大旱4年； 占2 1．1％，特别是

l 9 6 8年最为严重，从4月2 0日至6月l 9日，干旱持续6 O天，仅降雨5 9． 9

毫米。无夏旱仅有7年，占2 6．9％。

伏旱，对水稻，棉花，红苕的产量影响很大，特别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高温伏

旱，可使杂交水稻空壳率大量增加，造成严重减产。按7—8月以连续2 O天总雨量小于

3 5毫米为偏旱。连续4 0天总雨量小于7 0毫米为大旱。射洪2 6年中，出现伏旱l 3

年，机率为5 0％，其中偏旱l 1年，大旱2年。从伏旱开始时段看，有8年始于7月下

旬到8月上旬。特别是l 9 7 7年和l 9 7 8年伏旱连秋千，塘堰无水可蓄，致使青岗河

l 9 7 9年干枯断流，春夏人畜吃水困难。 ，

此外，在2 6年中还出现了冬干7年，其中大旱3年，偏旱4年．对豆类的出土，麦

类分蘖，油菜的壮茁影响较大。 ，

(--) 水 灾

射洪县水灾，建国前最大的有两次。一是民国二十六年(公元l 9 3 7年)秋，涪江

洪水暴涨，水流直射太和镇城墙脚，经迎春门、朝阳门及东门一带直冲河坝，刷成大浩，

河岸被冲去数丈，两条河堤及江边鱼嘴被冲去大半。河街居民被淹死七，八十人之多。财

产房匿损失共达数百万元(建国后成都工学院根据当时留下的洪痕测算，这次洪水位高程

为3 3 1．7 6米)。

二是民国三十四年(公元l 9 4 5年)八月十三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涪江及各支

流d：：j暴涨，太和镇全城被淹，损失极其惨重。东半城遭洪水冲刷，有的全家被洪水卷走，

无一幸存。车路口一带河边停靠的2 0 0 0多支大小木船被洪水冲走7 0 0—8 O 0支，

多数j)C没江中或搁在陆地。此次水灾后，射洪木船航运业元气大伤，一直未恢复到原来水

平。洪水退后7—8天，瘟疫流行，其中以痢疾，霍乱两症为主，亦杂有其它病症，得者

～，二日即死亡。全城先后死于瘟疫的约有数百入左右(建国后成都工学院根据当时下流



的洪痕趔算，这次洪水太和镇水位高程为3 3 2．、7 1米，流量为2 6 6 0 0秒公方)。

i建斟后，洪涝在射洪出现的机率亦较高。据县气象站2 6年记载统计，共发生洪灾

4 1次，机率为4 2．3％。以7．9两胃出现最多。其中最严重的有两次，分别是

1 9 6 9年和l 9 8 1年。特别是1 9 8 1年7月l 3一l 4日，4 8小时内连续降雨
3 0 8。9公厘，天仙寺等地雨量超过4 0 0公厘，造成大面积山洪暴发，涪江及大小溪

沟洪术：孟涨。涪江太和镇水文站洪峰水位达3 3 2，7 5米，流量一2 5 3 6 O秒公方

(出现在1 4日凌晨六点半钟)。樟潼江天仙寺水文站洪峰水位为3 9 8．2 5米。流量

8 5 8 O秒公方(出现于l 4日凌晨六点钟)。梓潼江洪水汇入涪江，使涪江水骤然增加

三分之一，造成了射洪县的大水灾。

这次洪水，起涨迅速，来势凶猛，z7月l 3日上午太和镇江面尚在开渡，中午过后，水

位迅速起涨，晚上9点过，洪水从堤尾倒灌进城，将全城分割成两块包围，交通中断，供

电停止，人员、物资已无法疏散。l 4日凌晨4点钟，洪水从北门外距堤首7 O O米的公

路缺口处翻堤，造成渍堤8 O米，太和镇全城祓淹。城内浅水处达1．3米，深水处达4

米左右。特别是迎春门外一带低地。房屋二层楼普遍迸水，公私财产全部被淹，损失

7 0 0 0多万元。 、

、

这次水灾全部被淹的，还有柳树，洋溪，，大于、．天仙四个区集镇，部份被淹的有金

华，青岗两个区集镇。乡所在地被淹的有紫云、东岳，金山(现为金鹤)等l 3个乡。

全县十个区，严重受灾的有金华、大于，洋溪、柳树、天仙等五个区，7 5个乡，受

灾严重的有3 7个乡。．其中涪江沿岸2 2个，梓江沿岸6个，沈水(青岗河)沿岸9个。

全县死亡，失踪5 8人，受伤2 l 0 0人，其中重伤l l 5人。

全县被冲毁房屋8 9 3 8 5间，淹没农田3 9 6，8 O O亩。其中被洪水冲毁而不能

耕作者达3 5，O O 0余亩，致使当年粮食减产6 7 l 3万斤；棉花减产4 3 6 6 8担，

农业总搜入减少2 3 8 9万元。 。

1‘ ’

水灾发生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央、省、地领导率领慰问团及时赶来慰问，先后

拨来各种救灾款和大批物资，邦助灾民重建家园和各行各业恢复生产。并在射洪县委和政

府的领导下，立即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全面的救灾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妥善解决了灾

民的吃住问题，农、工、商各业也恢复较快，人心安定，社会秩序良好，受到了上级政府

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三) 秋

建国前，无资料记载。建国后，据l 9 5 9一l 9 8 4年2 6年的资料统计：

9—1 1月连续出现五天以上的秋绵雨天气共l 7年2 7次，平均每年1．6次，机率达

6 5．4％。其中一般秋霖8年(连续五天以上)占30．8％，严重秋霖(七天纠上)9年
占3 4．6％，无秋霖9年，占3 4．6％。从秋霖分布的时间上看：出现在9月份的有

l 1年，占4 2．3％，l O月份的7年，占2 6．9％，l 1月份的6年，占2 3％。

秋霖的危害，不仅严重影响棉花爆桃，造成霉烂减产，水稻难于收晒，而且还将引起晚熟

作物迟熟，影响小春作物适日于播种。 7，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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