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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水利志》在编写的过程中，畲查阅大量工程档案和有

关各种资料，同时也访问了一些熟悉情况的老水利工作者。从搜集

资料到完成初稿，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拜按志书的体侧，力求

较完善地、如实地记述河池市人民治水斗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

及总结在水电建设过程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作为各级干部了解

河池市水利历史和现状的参考，以便今后更好地处理水利电力工作

中的问题，巩固现有水电建设成果，发展水电事业。

在编修本意过程中，得到河池市、地区水利电力局和自治区水

利电力厅修志部门各位同志的指导和审核，在此表示溧切的谢意。



概 述

河池市(198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市，县级)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西北部，河池地区中部，跨东经1 07。33’一1 08。1 3’，北纬24
9

—24。55’。东界宜山县，南邻都安县，西接东兰县，西北与南丹县

相邻，东北与环江县毗连。东西最大横距6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62

公里，总面积为2 340平方公里，折合3 51 o ooo亩，占河池地区总

面积的7．1％。在河池地区各市、县中居第9位。河池市陆地(包括石

山、土岭)面积3 486 285亩，水域面积23 71 5亩。全市行政区划有

囱土、东江、六圩、拔贡、下考、九圩、保平、三旺、长老等9个

乡，金城江、六甲、河池等3个镇。下辖1 33个村(街)民委员会，1 704

个村民小组，2 038个自然屯，49 209户。1 985年，全市人口266 800

人，其中农业人口1 92 400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2％，农村劳动力

84 386人。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 4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 8．08‰，农村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0．32人。全市居佳着壮、

汉、瑶、毛南、仫佬、水家、回、高山、侗、彝、苗、蒙古、囱、

京，满，黎、仡佬等1 7个民族，其中以壮族居安，占全市总人口的

69．7％，其次是汉族，占全市总人口的27．4％，其他几个民族仅占

全市总人口的2．9％。全市耕地面积244 700亩，占全市总面积的7％，

其中水田1 53 l oo亩，占耕地面积的63％，早地9l 600亩， 占耕地

面积的37％，农业人口人均耕地1．27亩，劳均耕地2．90亩。1 985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为11 556万斤，甘蔗总产量为29 730吨，农业总

产值4 441万元。1985年比1950年的673．1万元增长5．6倍，工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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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为2 656．5万元。

我市位于云贵高原边缘，是云贵高原与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

凤凰山脉从西北向东南斜贯我市中部，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自然地

形地貌。市内有龙江，刁江两条河流。市西北部一般海拔为500一

600米，其中以拔贡乡塘子坡为全市最高峰，海拔l 114米；东南部

一般海拔为200一250米，以自土乡加劳屯为全市最低点。境内地貌

以石灰岩石山、山地丘陵为主。岩溶地区山势挺拔，岩石裸露，奇

峰林立，峰尖如笋，绝壁陡崖如刃剖，石林、漏斗、溶洞、峰林、峰

丛比比皆是。峰林主要分布于龙江、刁江两岸，峰丛主要分布于南

部。全市地形类型为：石山占87．81％，丘陵占o．29％，台地占

2．27％，平地占8．95％，水域占o．68％。全市地质、岩性构造比较

复杂。根据我市土壤普查资料划分的土壤类型有红壤土、黄壤土、

石灰土．．冲积土、水稻土等5个土类，17个亚类，44个土属，121个

土种。

我市地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温暖湿润。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445．5毫米，最大降雨量为

2 057．1毫米(1 968年)，最小降雨量为11 01．7毫米(1 96 3年)。降雨

量多集中在5、6、7、8等4个月，其多年平均降雨量达989．2毫米，占

安年平均年降雨量的68．4％，其次为9、lo两个月，其多年平均降

雨量为209．9‘毫米，占多年平均年降雨量的14．5％；最少降雨量为

1l、1 2、l、2、3、4等6个月，其安年平均降雨量共246．4毫米，占多年平

均年降雨量的17．14％。

委年平均蒸发量为l 514．6毫米，年最大蒸发量为l 71 2．6毫米

(1963年)，年最少蒸发量为1 281．8毫米(1 968年)。市内各地气温

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形、地势的不同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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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雨量很大部分成为径流。我市多年平均径流深为701．44毫

米，形成地面径流总量为1 6．41亿立方米。

年平均气温为20．3。C。全年最高气温在6、7、8等月，达28。C，

年最低气温是1、2月，为1 o．’7。C。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 487．7小

时，占可照时数的34％。极端最高温度达39．7。C，最低为一2。C，

年有霜期仅32天。

高处易早，低处易涝，早、涝、冰雹灾害频繁。据历史资料记载：

特大水灾约80年发生1攻，局部水灾几乎年年发生。昔日长老乡的

大片田地，每年汛期一到便变成一片汪洋，良田被淹，满目疮痍，

民不聊生。特大早灾约20年发生1次。普通旱灾，每年都有。正如

龙江河畔流传的一首民谣所说： “滚滚龙江向东流，年年十种九无

收；三天无雨心发愁，半饥半饱度春秋’’。建国以来，河池人民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30多年的艰苦奋斗，大办水利水电事业，终

于逐步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早灾"

的面貌。实践证实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达一论断的正确性。通观

今日河池市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无一不与水利水电建设息息相关。

1985年统计，全市共有各类水利水电工程1 656处，有效灌溉

面积1 o．27万亩。其中蓄水工程灌溉2．1 5万亩，引水工程灌溉4．9l

万亩，提水工程灌溉3．2 1万亩(其中利用地下水灌溉o．07万亩)。排

涝面积o．97万亩。水土流失治理(水土保持林)面积1 o．94万亩。蓄水

工程中，小型水库25座，总库容2 71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06

万亩；塘坝工程50处，总库容90．8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o．09万

亩；水井水柜402座，总库容25．77万立方米。引水工程1 007处，

引水流量8．59立方米每秒，有效灌溉面积4．91万亩(其中六甲万亩引

水工程1处，引水流量2立方米每秒，有效灌溉面积8 64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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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灌机械16l台，5 740马力，有效灌溉面积2．65万亩，其中电动机

15l台，4 11 3千瓦(5 594．36马力)，灌溉2．62万盲，内燃机1 o台，

146马力，灌溉o．03万亩，水轮泵“处，57台(其中40型、60型46

台)，灌溉o．56万亩。排灌供电高压线路长442．61公里(其中35千伏

8．5公里，l o千伏233．7l公里，6千伏200．4公里)，排灌供电低压线路

长461．11公里，变压器1 53台，1 l 24千伏安。解决山区生活用水的

有1．21万人。全市灌溉渠道长351公里(其中防渗渠道长326公里)。

至1985年止，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为3 856．3l万元(包括

群众囱筹折款)，其中；虱家投资2 1 37．71万元。耗用材料累计：水

泥29 216吨，钢楷278吨，木材l 962立方米，炸药l 011吨，共动用劳

动工日3 405万个(其中水利基建动用2 837万工日)。全市农田基本

建设完成工程量累计：土方640万立方米，石方149万立方米，浆砌

石151万立方米，混凝土14 997立方米。全市水利工程年供水量：

农业用水9 460万立方米，工业及城镇生活用水2 950万立方米。

水利水电建设是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仍然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水早灾害仍然是对农

业生产的严重威胁。山区仍有很安地方生活用水十分困难。今后的

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第一章河流与水资源情况

全市境内的江河、水库、池塘等水域的总面积为23 715亩，占

全市总面积的o．68％。龙江、刁江两条过境河流，水量大，加上境

内雨量充沛，所以水资源十分丰富。我市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地下

水，以及过境河水3个部份。由于每年气象条件的不同，水资源状况

也随之变化。根据计算结果，全市年可利用水量为：当频率为50％

时，全市年总水量为55．29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为1 6．1 o亿立方

米，地下水为1．55亿立方米，过境河流水为37．64亿立方米；当频

率为75％时，全市年总水量为53．3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为14．31

亿立方米，地下水为1．39亿立方米，过境河流水为37．64亿立方

米；当频率为95％时，全市年总水量为50．7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

水为11．93亿立方米，地下水为1．1 7亿立方米，过境河流水为37．64

亿立方米。 (过境河流水量均采用多年平均值)。

第一节河流水系

全市主要的河流共32条，其中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8条，集雨面积在5—50平方公里的小河流有24条。达32条河流在

市内的总长为630．5公里。

由于地形、地质及自然地貌和岩溶地区的影响，我市南部岩溶

地区的九圩乡及保平乡的梅峒、拉拱、板告、拉架、长峒和东部丘

陵及岩溶地区的臼土乡全部及六圩乡的板坝、龙谷等，均属无地表

河流区。其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16．92％。

我市主耍河流特性情况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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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河池市主要河流特性表(1980年)

河 流 集雨面积 市内长度 最大流量 最枯流量 年径流量
备 注

名 称 (平方公里) (公里) (米3／秒) (米3／秒) (万立方米)

796．15
刁 江 60．39 1 050 1．06 74300 西江水系

(市内)
—

化板河 9．65 5．30 68 O．15 673．4

板庆河 5．00 9．25 85 0．2 350

六昌河 8．49 5．65 62 O．1 594．3

六角河 l 1．69 5．00 77 O．25 818．3

长老河 40．85 21．05 140 0．6 2859．5

三旺河 64．03 24．80 240 0．14 4482．I

丰 河 34．5 1 7．85 159 O．14 241．5

九圩河 152．89 63．02 883 O．35 10702．3

八万河 14．03 3．95 87 O．03 982．1

德合河 l 1．25 7．7 76 O．02 787．5 流入刁江

大郭河 56．18 19．77 220 O．05 3932．6

肯坡河 34．37 l 7．1 l 59 0．15 2405．9

里好河 8．55 7．8 63 O．05 538．5

红来河 33．10 l 4．3 1 55 0．03 2317

拉干河 33．1 5 15．9I l 55 0．05 2320．5

德基河 34．42 13．62 l 59 0．15 2409．5

古郎河 49．85 81．35 203 O．10 3489．5

五圩河 82．97 21．47 285 0．2 5807．9

苛洞河 43．83 9．55 185 0．2 3026．1

枫木河 1 2．03 7．52 79 0．1 5 842．1 流入龙江

那维河 56．18 19．77 220 0．05 3932．6 流入刁江

1147．1
76．25 4242 13．1 465200 西江水系龙 江 (市内)

下 河 23．27 10．6 l 22 O．06 1628．9

北香河 32．41 20．6 l 52 O．2 3269

拉电河 14．12 5．75 ／ ／ 988．4 流入龙江

拉廖河 46．70 20．09 195 O．20 3269

野马河 53．10 14．75 212 0 3717 即河池河

红沙河 39．25 9．2l 173 O．1 2747．5

凌肖河 24．25 3．56 126 0．2 1697．5

流入龙江六圩河 22．75 7．75 195 O．4 1592．5

大环江 30．5 9．82 30lO 2．5 2l 3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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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江

(一)基本情况

龙江是西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贵州省荔波、从江、榕江县及三

都水族自治县交界处的月亮山西南侧。上游称打狗河。流经广西南丹

县东北部，再东南流入河池市境，称金城江。经拔贡、六甲、六

圩、金城江等乡镇至三江口与大环江汇合后称龙江。继续流经宜山

县，于柳城县凤山乡汇入柳江。龙江干流全长367公里，流域面积

l 6 449平方公里。流经河池市的河段长76公里，流域面积11 47平方

公里。龙江最大流量为4 242立方米每秒，最大流速2．7米每秒，最

大水面宽172米。正常流量147立方米每秒，正常流速为1．03米每

秒，正常水面宽105米。枯水流量1963年仅13．1立方米每秒，枯水

流速为o．27米每秒，枯水位海拔高程为132米。龙江的年平均含沙

量为o．098公斤每立方米。

(二)龙江流经市内的支流分布

龙江在市内的支流有：侧岭暗河、拉电河、红沙河、六圩河，

长拂旱河、大环江等，兹分述为下： ’

1．侧岭暗河 侧岭位于云贵高原南缘，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高程位于224—252米之间。长山火车站一带多为石灰岩及砂质

泥岩组成的阻水屏障。地表间歇性溪流全部泻入地下暗河，从北往

东，在拉友、上田、拉坎等处流入龙江。其中一条从拉合村的沙子

坪经马鞍山的上田屯流入龙江，全长l 2公里，地下河流量o．2一o．5

立方米每秒。此暗河在上田露出地表后灌溉农田2 ooo多亩。第二条
．1 1．



地下暗河在侧岭村的拉洞。此暗河流向拔贡铁桥头上游的拉坎泉水

出口，流入龙江，全长7公里。达条水源由于地下水位太低，倚未

能开发利用。第三条地下暗河发源于南丹县八圩乡的臼崖洞与拉常

洞。它在南丹县的边境拉友屯出口，其流量达4立方米每秒，以32米

的落差泻入龙江。1984年lo月我市拔贡乡朝平村拉平(在南丹县的

拉友屯对岸)有7户富裕农民(姚善高等)囱筹经费10多万元试图

在拉友屯暗河出口处兴建水电站，装机2台，共l 000千瓦。但由

于资金不足(按设计需198万元)，于1986年6月被迫停建下马。

后来市水电局为了发展水电事业，已把该站兴建起来。

2．拉电河 该河由枫木河、’拉廖河、北香河汇流而成，然后流

入龙江。此河较大的水利设施有伟加引水工程及南华水库等。

3．红砂河 该河有野马河(位于旧河池县城)汇入，流入龙江。

此河的较大水利设施有水任水库，大杨水库。

4．六圩河 该河流域面积22．7平方公里，长7．7公里，最大流

量195立方米每秒，最枯流量o．4立方米每秒，年径流量l 592万立

方米6

5．大环江 发源于广西环江县和贵州省荔波县边界山区，由北

而南纵贯环江县，流入河池市，于三江口汇入龙江。全长l 77公里，
’

流域面积2 929平方公里。流经河池市境河段长度9．82公里，集雨

面积30．5平方公里。

(三)市区内的水电设施

龙江在河池市境内有3座水电站和1座水轮泵站：

1．下桥水电站 该站站址左岸属环江县，右岸属南丹县；坝址下

游属河池市朝平村。水电站的混凝土重力坝，坝高38米(原规划为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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