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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现有中型水库二座，r{，型引水坝二处，小I型水库14座，小Ⅱ型水库76座，小

水电6处lO台1160磁，电力排灌装机742处、815台、33872珏(其中纯排54处、128台、
11358J茌、纯灌534台、14732]旺，排灌结合的143台、7435匿、喷灌lO台302碰)。全县蓄

引提总水量5．12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60万_【i『，其中旱涝保收面积47．4万亩、占耕

地丽积76％。堤垸的防洪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现有44个500宙以上的堤垸，保护耕地

面积23．4yYi茸，大堤总长222．718公里，达20年一遇防洪标准的有7垸102．71公里，}’i总长

的46．1％，耕地16．47万_山．}达10一逊防洪标准的有30垸、98．7公里，耕地6．63万商；

5年一遇防洪标准有7垸，21．29公里，耕地6000河。排涝能力，全县平均能达到5年一遇

一次降i：l：．J170毫米3日排干的标准。有大众、联．k花塘、望新、花果、双合、顺l—l湖等

7垸，13万商耕地，可以抗遇10年一遇3日暴雨200毫米的排涝要求。通过几年来水旱灾

害的考验，望城县水利建设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在抗御水旱灾害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

用。

全县水利建设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水利建设不平衡，全

县旱涝保收面积仅占耕地的田77％，人平O．8I；f，抗旱能力在40天以下的水田还有相当

比重。历年水旱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是水利工程续建配套任务大，工程效

益尚未充分发挥。三是管理机佝不够健全，四是洞庭湖蓄水而秘急剧缩小，泥砂淤积严

重，加重了全县的洪涝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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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县水利水电局办公楼

望城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纂人员
前排左起：胡国强侥质炎赵正凫薯玉样

后排左起：何劳姚国庄石炳文彭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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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望城县水利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4年秋。当时，由于对志

书的性质、任务、内容和要求不够明确，修志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

没有落实，只有1人进行资料搜集。至1985年底，所搜集的资料仅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一部分。1986年搜集资料一度停止。1987

年春，根据县人民政府的要求，经局领导成员认真研究后，才成立修

志领导小组，共7人组成，由我担任组长兼主编，同时安排2名专职人

员编纂志书。经过2年多的辛勤努力，今已编纂成书，必将发挥它资

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本志金书10万余字。我们本着详今略古啦原则，以1949年至1987

年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史实为主，实事求是地进行记述。对于明、清

时期及其以前的史实亦尽可能追溯，纳其入志。望城是建国后新析置

的县，后又再合再分，资料零散不全；且没有一部水利水电专志可供

参考；清代以前的各类志书，在涉及水利方面都只寥寥几字，记事十

分简略，年代空白很多，因此增加了编纂工作的难度。幸而有上级的

关怀指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编写人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

搜集到12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保证了本志的顺利成书。在此，谨向

各方表示谢意。

在编纂中，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力求观点正确，记事翔实、全面，但因理论水平和专业

知识有限，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恳求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饶质炎

1990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年限；上限1840年，为反映历史面貌，对上限以前的水

旱灾害一并予以追溯。下限1987年，个别史料延至1989年。

二，本志纪年：建国前用当代年号，注以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后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

界。

三，所述机构：职务以当时的名称为准，地名则以县地名普查办

公室编写的《望城县地名录》为准，并注明别名和今称。

四、建国前的货币和计量采用当时通用单位，建国后采用国家法

定的标准单位。

五、水位、堤防及其附属建筑物的高程，均为吴淞平差前的冻结

基面。山峰及水库的高榜均为黄海基面。

六，本志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分八章二十四节。

七、本志以语体文、记述体为主，分述、记，志、图，表、录。

图、表列在有关章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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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望城的经济，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农业为主体。水利作为保证

农业稳产增产的重要措施而得刭相应的发展，历代人民为此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下简称建国)至今的。三十多

年问，望城水利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空前的。水利在望城一直

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由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巩固扩大防洪抗旱的成果，这种地位就更加突出。

县境界于东经112036’一'113。2 7，北纬27。587一-'28034’之间。南

北长64．6公里，东西宽40公里。平原．．岗地、丘陵、低山兼有而以岗

平为主，属全省长衡丘陵向滨湖平原过渡的地带。

东北地势较高，有黑麋峰、曾家山，系湘东北幕阜山余脉，海拔

最高点黑麇峰590．5米。西南低山、丘陵交错，有嵇家山，黄毛大

岭，神仙岭，问山盆地较为广阔。西北与滨湖平原相连，地势低平，

海拔最低处乔I：125．28米。中部多为岗地低丘。全县总面积1434．8平

方公里，其中岗地面积910．22平方公里，占63．4％；平原241．28平方

公里，占16．8％；丘陵214．08平方公里，占15％，低山69．44平方公

里，占4．8％。

整个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形成一个向北开口的漏斗形。湘江由南

向北流经县境东部，从三汊矶折向西北，将县域劈成东西两面，至乔

口又折向东北，流经湘阴县汇入洞庭湖。由于这种特定的地势，冬春

两季的冷空气极易沿湘江河谷向南伸出一明显冷舌。

县域属于东部季风型农业气候大区的南亚区，具有“春暖变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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