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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高州水库志》问

世了。

本志在有关业务部门和专家的指导以及编写组同志的共同努力

下，历经四余载的编写和修改，现在终于脱稿成书。它是一部较为系

统的水利工程专志。

编修水利志是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本志的问世具有

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州水库及其灌区工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造自然，重新

安排河山的一项壮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高州县

(当时茂名县、信宜县合并为高州县)组织了强大的兴修水利队伍，汇

集鉴江上游，大搞蓄水工程；其时，高州、化州、电白、吴川和茂名市郊

区(今茂南区)组织群众兴建灌区工程。他们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在

高州北部山区建成了高州水库和先后在鉴江中下游建成灌区受益五

县(区)一市的工农业供水工程，有效地治理了鉴江平原的旱涝灾患，

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效益。

’这里的人们无不公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高州水库

及其灌区工程；没有这宗水利工程的建成，就没有鉴江平原人民安居

乐业的今天。因此，我们编纂本志的目的有二：一是缅怀党的丰功伟

绩和弘扬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使人们受到激励、鼓舞，从

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留下一

份较为系统的本工程历史资料，为今后的管理者提供信史和资治依

据，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发挥更佳的效益。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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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指出：“水利是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农业，而且关系到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

中央和地方都要充分重视和认真抓好。”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深入

发展，水利的位置将显得更加重要，我希望本志能更好地为水利建设

服务。

本志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编写的，编写组的全体同志不惜牺牲

休息时间，利用节假日，深入采访、查阅资料、完成编写任务。当然，在
· 编写本志中，我也尽了应尽的责任。。

我是高州水库及其灌区工程建设的见证人之一。当时，我在高州

县委工作期间，曾参加组织建设这宗水利工程，其竣工运行不久，便
‘

离开了高州县，先后到化州、徐闻县和雷州林业局工作了。十多年后，

我又有缘回到这里，担任该工程管理的领导工作。因此，我觉得编纂

高州水库志，自己有不可推却的历史责任。这些年来，我总是惦记着

高州水库及其灌区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管理效益的资料整编工作，在

组织编印了《高州水库史》、《建设高州水库画集》的基础上，又着手编

写《高州水库志》。虽然自己不是这方面的内行，但是在强烈的责任感

驱使下，克服了各种困难，为编修本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编写组同志要我为本志作序，不“从命”又不行。于是，我只好班

门弄斧，姑且写上几句，作为本志开篇的说明。

柯永泰 -

199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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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主义

实事求是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事略人，详工程略其它

为原则，记述时间重点为1957年至1985年，个别要事续到1988年。

水旱和地震灾害追溯不受此限。

二、本志记述内容以直接管理的枢纽工程为主，其它仅作简述。

记述方法采用记、志、图、表、录、实六种体裁形式，全志共分五章三十
—m

一卞。

三、本志资料来源，主要以高州水库管理局和高州县档案馆档案

中的规划设计文件、施工报表、总结、管理文件等资料为主，小部分摘

自有关报章和调查材料等。

四、本志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

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建国前、后。

五、本志对地名、行政区域、各种机构及官职均采用当时称呼；在

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市委、地委、省委

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属组织。

六、本志高程采用珠江基面水准。计量均用当时使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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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高州水库位于广东省高州县之东北部，鉴江流域之北部，为鉴江

流域之主体水利工程。由良德、石骨两水库通过龙头坳人工开挖渠连

通而成，总集雨面积1022平方公里，年均径流14．77亿立方米，总库

容11．5亿立方米，是一宗以工业用水和农业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

电、航运、养鱼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良德水库建于鉴江支流

大井河上，通过鉴江沿河6个梯级拦河坝工程，分别引用区间径流和

水库凋节放水，设计供茂名工业用水21．76米3／秒，灌溉高州、化州、

吴川县和茂南区62．4万亩农田，并补偿鉴江枯水期流量以满足通航

要求；石骨水库建于鉴江另一支流曹江河上，通过渠道直接引水灌溉

高州、电白、吴川县和茂南区55．6万亩农田。两灌区共设计灌溉118
‘1一—．1一
力田。

鉴江是粤西沿海最大的河流，集雨面积9464平方公里，多年平

均径流87．5亿立方米，流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丰沛，适合

发展农业，且南部茂名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矿藏资源，储量50多亿

吨，宜发展石油化工工业。可是历史上长期以来，鉴江中下游地区旱

涝频繁，汛期洪水泛滥，枯水期河水枯竭，工农业生产没有保障，经济

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开发茂名^

油页岩资源和治理鉴江平原的旱涝灾患。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

主席指出：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茂名(那里有油页岩)搞人造油，那也

是重工业。4月28日，周恩来总理批示：经中央同意，在茂名建设规

模为年产100万吨油的油页岩炼油厂。从此，页岩露天矿和页岩汕厂

的建设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之～，同时初步

规划建立一个50万人口的石油化工城——茂名市。为解决该城市近

期生活及工业用水15米3／秒，远期为23米3／秒水源问题，经查勘附
l



近公馆河、小东江及地下水等，均水源缺乏，只有开渠引用鉴江河水

才能解决。但鉴江枯水期自然水源不足，且年际变化大，旱年枯水期

基本断流。1956年冬，经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对鉴江流域进行全

面勘查后，提出了建良德水库的建议，并经水利部和苏联的专家到现

场勘查确定。其后，为解决袂花江、曹江两岸及良德水库无法自流灌

溉的54万亩农田，茂名县委提出：利用良德水库节余下来的工程款

和地方自筹部分资金的办法，多建一个石骨水库。1958年lO月，广

东省委同意了茂名县委的意见，决定在曹江河上游兴建石骨水库。

．水库由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负责工程设计，省水利厅负责技

术指导并协助施工，湛江地委负责组织领导施工。1958年5月1日

良德水库工程指挥部成立，18日，良德水库动工兴建，1959年9月

24日竣工，1959年lO月29日开始蓄水。石骨水库施工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工程于1958年11月开工，第二期工程1959年10月1日进

入大施工，1960年7月16日，石骨水库主体工程竣工。良德、石骨两

水库由龙头坳人工渠连通构成高州水库。

，良德库区枢纽工程主副坝五座，主坝最大坝高43．2米，开敝式

溢洪道一座，设计泄洪量52D米3／秒，坝后电站一座，装机容量2×

10000千瓦，设计年发电量5200万度。石骨库区枢纽工程主副坝三

座，主坝最大坝高52．7米，开敝式溢洪道一座，设计泄洪量1500

米3／秒，三级消力池消能，坝后电站一座，装机容量2×3000千瓦。两

库区工程到1962年共完成土方917．1万立方米，石方53．1万立方

米，．7昆凝土6．56万立方米，劳动工日885．5万个；使用钢材937吨，

木材22004立方米，水泥8610吨；用去工程款4481．23万元，其中国

家投资3164．84万元，地方自筹1316．39万元。

高州水库的兴建，反映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广东

省委把国家投资包干给湛江地委及茂名县委掌握使用，发挥了地方

的积极性，使整个施工取得投资省、速度快、工效高、质量好的效果：

良德水库工程投资预算为4500万元，国家只投资了3000万元，实际

用了1270万元，仅占国家投资的42．3％，余下的钱加上地方自筹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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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多建了一个工程量更大的石骨水库。良德水库建设只用了一年

零四个月。石骨水库主体工程施工也仅用了十个月，两个水库建成只

历时了两年两个月的时间。此外，在施工中由于正确处理好政治工作

与具体业务管理的关系，贯彻“按劳取酬”原则，抓好检查验收工作，

使施工进度快。当时只半机械化施工的良德水库大坝，平均每工日为

1．7立方米，施工质量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

两个库区共淹没耕地39300亩，移民58867人，他们为水库建设

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妥善安置好移民，高州县政府于1958年2月

成立迁安委员会，把移民大部分安置在高州当地，部分迁移到阳春、

阳江、中山、台山、斗门、海康和遂溪等地。

库区枢纽工程施工前后，高州、化州、电白、吴川县及茂南区组织

群众投入灌区施工多达十二万人。先后开通良德、石骨两灌区供水渠

道，使鉴江平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水利灌溉网络。

工业渠是为茂名市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工程。从南盛拦河坝引

水到茂名市，渠长21．4公里，1958年8月动工，1960年3月15日建

成，1961年2月15日通水。

良德灌区以鉴江为输水道，采用分级筑坝多渠首引水办法。1957

年至1967年，先后在鉴江中下游筑起高州、南盛、江边村、高岭、积

美、吴阳六座拦河坝引水工程，设计年引水量4．7亿米3。石骨灌区渠

道有总干、北干、东干、西干、电茂干等主干渠，1961年至1964年先

后建成通水。两灌区共有干支渠448条，全长1300公里，桥梁、渡槽、

涵闸等建筑物3854宗。1964年止，灌区工程共完成土方1499．9万

立方米，石方25．88万立方米，混凝土3．825万立方米，劳动工日

1571．9万个，用去钢材2233吨，水泥1．93万吨，木材4946立方米>

工程款2096．66万元、，其中国家投资593．65万元，专县投资533．29

万元，其余是受益社队自筹。

。高州水库建成投入运用后，1963年6月，由湛江行政公署决定

成立鉴江流域水利工程管理局，统一管理枢纽工程及供水工作。管理

局根据工程施工中遗留的问题和运行中出现的情况，不断进行维修



加固、扩建续建，使工程配套完善，效益不断得到发挥。但由于受“文

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当时经济困难，入不敷出，致

使一些工程无法及时维修，1982年农业灌溉面积由原最高灌溉的

104万亩下降到84万亩。1983年以来，管理局党委乘着党的开放、改

革的东风，认真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利建设方

针，在指导思想上实行“转轨变型”，紧紧抓住水费征收和综合经营生

产这两大支柱及经营管理这把钥匙，加强工程管理，改革工农业用水

收费制度，发展综合经营生产，使水库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初步进入

．经济良性循环，为工程维修配套积累了资金。这几年来，库区先后进

行了石骨主坝迎水坡护坡石翻修、龙头坳连通渠续建到80米设计高

程、石骨溢洪道进行了修复补强等，使库区安全系数大大提高。灌区

着重对危险渠段、渗漏大的渠段和通水困难渠段进行了整治及维修

配套、更新改造等。此外，还加强了对县管工程的指导和资金上的支

持，有效地发挥了工程的总体效益。1985年农业灌溉面积恢复到104

万亩，1988年达到110万亩。

水库建设时因水文资料短缺、设计洪水数据偏小，1962年工程

安全复查后一直将正常蓄水位为90．0米高程，在汛期限制为85．0

米高程，汛后蓄至86．0米高程，相对减少兴利库容2．93亿立方米。

如按设计正常水位90．0米高程蓄水，则需加高加固主副坝，增设溢

洪道以及解决部分移民安置等问题。

高州水库建成后，发挥了巨大效益。它满足了茂名市区近期工业

和生活用水15米3／秒；解决了高州、化州‘电白、吴川县和茂南区一

百多万亩干旱农田的灌溉用水，使鉴江平原两岸人民生活得到较大

的改善；由于水库滞洪，拦截了高州城以上鉴江集雨面积三分之一，

因而减轻了鉴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水库放水调节运用，使鉴江中下

游128公里河道改善了通航条件；利用坝后和渠道跌水发电，装机

31443千瓦，发展了电力事业；利用水库发展了渔业。此外，水库有6

万亩水面，四面青山环抱，使这里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小气候，适宜发

展橡胶、胡椒、香蕉热带亚热带作物。
4



●

高州水库是茂名地区国民经济的命脉，它不仅关系到农业，而且

关系到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成为这里重要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随

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将对高州水库工程的管理

提出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州水库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项

工作均取得较优异成绩，开放出一朵朵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

设的鲜花：1988年经济收入达1252万元，比1980年的352．3万元

增长2．55倍，增强了自我维持和发展能力；1984年被评为全国水利

电力系统的先进集体，1988年省政府授予先进集体和省水利电力厅

授予先进单位称号，并获得全国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考核指标测算成

果第十名及全省第一名；从1984年以来，历年被评为茂名市的先进

单位和“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现在高州水库在荣誉面前不骄不躁，

继续开拓前进。



第一章 建库条件

第二节 位置地形

鉴江流域位于东经110。211至111。231，北纬21。151至22。30'，东

至鸡龙山、鹅凤嶂与阳春、阳江两县分界，南临南海，西连桥头嶂、谢

仙嶂与九洲江流域接壤，北至信宜县里五村与黄华江分界·地跨广西

北流、陆川和广东信宜、高州、化州、吴川、茂南区、电白等八县区，流

域面积9464平方公里。

高州水库位于鉴江流域东北部。库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山脉

走向东北——西南型。地形起伏大，高差在50米至800米之间。海

拔1000米以上山峰共14座，其中11座位于库区北缘，粤西第一高

峰大田顶(海拔1703米)，矗立于群峰之中。其东面为棉被顶(海拔

1637米)，西面的羊蹄顶(海拔1461米)和大雾岭(海拔1410米)，中

部及西南部依次为高中丘陵，高度逐渐递减。蓄水区位于西南缘丘陵

间河谷冲积盆地。

一灌区由高丘陵逐渐向低丘陵、缓岗平原、冲积平原过渡·地势也

是东北高，西南低。良德灌区在流域中、西部，主要是鉴江冲积平原，

地势低平。石骨灌区在流域的东、中部，是缓岗平原，渠首高程60米，

渠尾2米，水流顺畅。

第二节地 质

高州水库库区及灌区属于华夏古陆西缘之一部分。

库区基底广泛分布的主要地层为前震旦纪片麻岩、震旦纪花岗 ◆

片麻岩以及燕山期花岗岩，沉积少量石灰岩，如库区的古塘、古丁和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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