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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水利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从西汉

司马迁编写的《史记·河渠书》起到后来有江河志和水利志，如《水经注》、《引水金

鉴》以及民国时期的《江南水利志》等，在地方志中历来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翻开历史

上的志书，都记述了不同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水，是人民生产生活无所不在的重要因素，兴修水利，抗御水旱灾害，是人类生存繁衍

的重要条件，是历代兴国安邦的重要措施。 ．

《祥云县水利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志，且是社会主义的新型专志。它

的编辑出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在志书付印之

前，编者邀我为书作序，盛情难却，欣然接受。谨在此向《祥云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

组的同志表示感谢。

祥云县是全省著名的旱坝子，历史上是一个。以百里之田取给于一沟之水，苟无陂

塘以蓄之，旱则束手无灌溉之泽，霪雨则又漶漫而有沉溺之忧”的地区，全县28万多亩

一马平川的土地，长期遭受旱涝灾害的威胁，民不聊生，民谣有“好个小云南，三年两

季荒，半夜挑水钩担响，．火把节里栽老秧，穷走夷方饿奔厂，多少尸骨抛远方，只有奶

奶坟，没有老爹墓。”就是祥云历史的真实写照。

祥云水利，始于屯田，兴于明清，民国续之，但终不能普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祥云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了一

大批水利设施，水利建设由一村一社修修补补的小范围施工，发展到按水系分地区综合

治理的大规模建设，经过全县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初步形成了渠系配套，灌溉自如，抗

灾能力增强的东水西引，西水东灌，北水南调，四通八达的水利网。治水方法由单纯的

修沟打坝堵蓄洪水，发展到蓄、引、提并举，控制地表水，开发地下水，自流灌溉，提

水灌溉结合的多种措施，初步改变了祥云干旱缺水的面貌，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物质基础。祥云水利建设的成就，是全县各族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用心血和汗水

凝结起来的，广大干部、群众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的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祥

云县的水利建设，往后比，成绩辉煌，．往前看，任重道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是靠党的政策和科学技术发

展了生产力，但如果没有四十多年水利建设的基础，是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发

展水利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是我县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

把全县水利建设的历程，如实地记载下来，把经验教训客观的反映出来，不仅为当今水

利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我县农村的形势好，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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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面临一个后劲问题。农业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增加新的投入，增添新的物质基

础。农业增加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水利建设。《祥云县水利志》搜集了大量的、

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的资料，汇集了水利建设的信息，如实地、客观地反映了祥云治水的

规律和成败得失。这就为各级领导和水利部门进行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为

水利建设适应新形势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总之，它将充分发挥“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为我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四化”建设

作出新贡献。

我衷心感谢《祥云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和参加编写以及提供资料的同志们，在

县水电局的领导下，历尽艰辛，费时十年，七易其稿，终于编写出了这部“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立足当代，追溯历史，上限不限，下限至1995年，横排门类，

纵述史实，以祥云地域为经纬，水利事业为中心，浓墨重彩，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

风朴实，符合志体，可读性强的社会主义水利事业专志。

原祥云县委书记李国兴(白族)

一九九七年十--)l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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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宝贵资源。兴修水利，抗御水旱灾害是中华民族素有的光

荣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兴水利，除水害，始终是历代治国安邦的大事。

祥云，作为农业县，是云南省有名的“旱坝子”之一，“小云南，三年两季荒”的民

谣就是其真实写照。其水利始于唐代，兴于明清，民国续之。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水利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勤劳勇敢的祥云

人民发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群策群力，团结治水，兴修了一大批蓄、引、提、

排水利设施和电力工程，初步改变了祥云干旱缺水的面貌，使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

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在喜逢盛

世之际编修《祥云县水利志》，旨在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古今祥云水利、电力、渔业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资治、教化、存史”之功效。

本志的编纂始于1986年，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1990年完成送审稿，1991年

报祥云县志办审批，1992年2月，县志办批准内部印刷。全书共6篇20章，约16万字，

下限至1987年，后因多种原因，未付印。1996年，局党政领导决定，把历时7年形成的

志稿修编完善后出版发行，鉴于原志稿起步较早，加之资料不全，人力不足，时间仓促，

缺漏难免，故决定利用原稿，补充资料，重新改写完善，下限延至1995年。之后成立编

纂工作机构，开展编纂工作。经编纂人员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现已成书，前前后后，历

时十载，现出版问世，这是我县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志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体例完备，结构严谨，编排合理，取材精当，内容充实，

记述筒炼，祥云治水办电特点突出，融资料性、行业性、地方性、科学性为一体，如实

地记述了祥云水利电力发展的历史全程和各个时期水利电力活动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

的借鉴性、实用性和可读性，是一部文风朴实、资料翔实、有专业特色的地方志书，可

资广大的文史爱好者和有关专业人员借鉴，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祥云县水利水电局局长程永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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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求实存真反映史实，力求

做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借鉴性和可读性相统一，达到资治、教化、存史功能。

二、本志按照新编地方志“详独略同，详今略古”、“服务当代，有益将来”的原则，

突出祥云干旱缺水、兴修水利、举力办电的特点和成就，记述事物的客观实际。

三、本志书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图、表、录、照片等，图文并茂，横排门类，

纵述始末，以类设篇，以事立章分节，节下设三级细目，逐层统属。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与记事本末体结合的方法记述。

四、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行文求简洁，文风求严谨、朴实，做到事详文略，述而

不论，寓褒贬于事物记叙之中。

五、本志上限凭史料追溯事物起源，以阐明历史演变过程。下限一般到1995年，个

别重要事件和特殊事物延至脱稿之日。

六、本志采用的资料均经多方考证，力求做到准确完整、翔实可靠。建国前的史料，

主要摘自明·嘉靖《：大理府志》、清·光绪《云南县志》及《新纂云南通志》。为节省篇

幅，不再注明出处。建国后的资料主要来自省、州、县档案馆、县水利电力部门档案、资

料室和县级有关部门以及局属企事业单位和已经出版的《祥云县志》、《大理州水利志》，

对个别史实有出入的，本志作了必要的修正。

七、本志引用古文中对个别繁体字简化后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仍保留原貌。

八、本志中机构名称在书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加括号注明简称，再次出现时改

用简称。人名不冠褒贬。古今不同地名，首次出现时加注今地。

九、本志纪年，1949年以前按历史朝代纪年，括注公元前或公元纪年。1949年后，

采用公元纪年，并均省去公元二字。

十、志书中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和政府”系指中国共

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指中共祥云县委，“政府”指祥云县人民

政府。“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十一、本志对建国后历史功过得失的记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

十二、本志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历史资料

中习惯有市斤、公顷、亩的保留原貌，不加换算。雨量以“毫米”记；流量以“立方米

每秒”、容积以“立方米”记。本志海拔高程均为海防基面或假设基面。

十三、科学技术名词、术语、符号、定义，按现行国家标准、各专业学科标准规定

使用。尚无规定的，保留引用原文的名词，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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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水利电力建设有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

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省部级以上机关授予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入志，对烈士进行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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肜一}
1

概 述

祥云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大理白族自治州东部，东经100。257～101。02’，北纬

25。12’"25。52’之间。《南诏野史》载：彩云现于龙兴和山之南，故名云南。1918年，因

县名与省名同，改称祥云县。本县素有“彩云之乡”的誉称。县城东距省会昆明市331公

里，西距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府大理市71公里。县境东与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姚、姚安、

南华三县交界，南与弥渡县相连，西与大理市接壤，北与宾川县毗邻。县境南北最大跨

距71．5公里，东西最大跨距62．5公里。全县总面积2 425平方公里，其中，盆地331．5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3．67％，山区、半山区2 082．5平方公里，占85．88％，河谷

面积11平方公里，占0．45％。

祥云县开发较早，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生存。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开

西南夷，置县24，云南县(今祥云县)为其中之一。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

定西南，于境内置云南郡，辖县9，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郡止，祥云是滇西北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58年。唐初，境内设五州，领县15。唐宋两代建南

诏和大理国时，先后在境内设置云南节史和品殿、云南两赕。明朝于祥城坝筑城(县

城)设置洱海卫，成化十三年设澜沧兵备道，同驻洱海卫署，管辖滇中、滇西9卫指挥，

是滇西军事重镇。清至民国，几经变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10日，

祥云县人民政府成立，属楚雄专员公署管辖，同年3月，划归大理专员公署管辖。1956

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后，祥云县一直属大理白族自治州管辖，行政区划多次变动。1988

年至今，样云县辖祥城镇、象鼻、周家、沙龙、前所、马街、鹿呜、下庄、刘厂、普溯、

东山、禾甸、米旬13个乡(镇)。(其中普溯、东山、米甸3个为彝族乡)，共137个村公

所(办事处)。截至1995年底止，全县总人口41．3191万人，其中汉族34．2036万人，占

总人口的82．78％，白族3．9340万人，占9．52％，彝族2．9419万人，占7．12％，其他

傈僳、苗、回等9个民族2．396万人，占5．8％。总耕地面积33．3578万亩，其中水田

16．3113万亩，人均有耕地0．805亩。

祥云县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相接的西部，位于扬子准陆台和滇西横断山脉交接

地域，海拔高于四邻，县境海拔最高为米甸的五顶山，海拔3 241米，最低为鹿鸣的高峰

岭大河边，海拔1 433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三级阶梯状下降。境内多山，主要山

脉属云岭山脉，南北走向，具横跨两大自然地理区域的特征。地貌较为丰富，中山、河

谷、盆地相间排列，形成“四山抱一坝，中间一条河”的高原中山断陷盆地。境内盆地、

山脉、河谷多呈南北向排列与断裂结构、区域主构造线相一致。纵横交错的山脉，将县

境四个坝子分隔开来。祥城(城川)、云南驿、禾甸三个坝子之间，或以低矮丫口相连、

或以狭长谷道沟通，环绕着山口会、白合山、罗家大山、马鞍山、老峰山等构成的正地

形，米甸坝则由一狭窄谷道向南与禾甸坝沟通，形成山中有盆、盆中有山的自然景观。境

内有四个大的山间盆地，一个宽谷地带，八个山间谷地，面积为331．5平方公里，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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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面积的13．6％。盆地，地势平缓开阔，一片沃野，人口居住密集，是粮食生产区或

经济作物(烤烟、油菜)的生产区，也是水利建设、电力建设的重点地区。。

境内河流，均为时令河，水位随季节变化，夏秋涨水，冬春断流。较大河流有：中

河：源于城川坝的浑水海，流经城川坝和云南驿坝，属金沙江流域；禾米河：源于禾甸

坝东北的野猫山西南侧，流经禾甸、米甸坝，属金沙江流域；普昌河：源于普溯东南侧的

鹦哥山东侧，流经普溯后入渔泡江，属金沙江流域}鹿鸣河：经鹿鸣乡境后入礼社江，属

红河流域。境内有大小河流32条，属金沙江流域的18条，属红河流域的14条；有箐沟

131条，属金沙江流域的105条，属红河流域的26条。

境内湖泊有二，青海湖、莲花湖。青海湖位于城川坝盆地东南，集城川坝余水，中

河流经其中。该湖利用较早，经过开发利用，既得灌溉之利，又获渔业之富。莲花湖，位

．于禾甸盆地西北，集禾甸坝西北部之余水，供农田灌溉，汛期洪水排禾米河。两个湖泊

均属洼地形成的天然浅水湖泊。湖浅面宽，无泉源水，自然蒸发量大，春末夏初，常现

干涸。

境内地质地层发育较齐全，从古生代到新生代均有出露。有古生代奥陶系下统为灰

黑、灰绿色页岩、砂岩、石英岩，泥盆系深灰、黑灰色石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有

二迭系杏仁状玄武岩；三迭系灰色砂岩、紫色泥岩及黑色碳质岩含煤层；有侏罗系砂质

泥岩、细砾岩、泥岩、灰泥岩、砂岩；中生代有粉砂岩、石英砂、泥岩。新生代有第四

系全新统以冲洪湖积相堆沉积。各类岩层占全县面积的百分比约为：沙页岩69．1％，碳

酸盐岩10．7％，变质岩8．9％，火成岩3．8％，松散堆积7．5％。由于特定的地质条件和

复杂的地形地貌，构成了不同的特定环境。砂页岩分布广、风化严重，节理裂隙发育，加

之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特别严重，县境南部的鹿鸣地区，东南部普溯地区和东北部米

甸的岔沟、克昌、香摩萝一带及东山部分地区流失较为突出。碳酸盐岩的出露，证明境

内有一定数量的地下水资源，境内出露的泉水共有17处，其中4处有一定的热能温泉，

水温在38"-'51。C之间。4处温泉曾修池供浴，因出量小、水源不稳，开发利用率较低而

弃。境内石灰岩、白云岩具有较好的力学强度和块度，细密均一，是较好的混凝土骨料

和建筑石料。

境内由于地质、植被和气候因素，土壤类型多样，有棕壤、黄棕壤、红壤、紫色土、

水稻土5个土类，10个亚类，24个土属，43个土种，以紫、红色砂页岩风化的紫色土、

红壤土和石灰岩风化的黄棕壤土为主体，一般呈酸性反应，是旱作物的主要区域。水田

的壤土有红壤性水稻土、黄红紫泥水稻土、非石灰性紫色冲积水稻土、湖积性水稻土等。

因水耕熟化发育，氮、磷、钾等含量一般比较高，大部分为中性或微酸性反应。有水保

证灌溉的熟化程度更高，是农作物的稳产高产地区。

境内气候大部分属北亚热带偏北高原季风气候区。其特点是：四季变化不明显，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雨天气温下降较快，民间有“四季无寒暑，一雨变成冬”之说。冬

春恒温，干湿分明，年降雨量少，是全省著名的干旱县。年日照时数长，居省内第四位。

海拔悬殊大，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呈“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气温随

海拔升高而降低，河谷热、坝区暖、山区凉、高山寒。境内地形复杂，海拔悬殊，有北

亚热带、中亚热带、中温带和寒温带等气候带。多年平均气温14．7。c，平均最高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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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C，平均最低气温9．6 oC，极端最低气温一6．5 oC。县境气温东部和南部高，西北部、

东南部低。年均气温最高为南部鹿鸣河谷，东部新民及楚场河谷，年均高于16 oC，年均

气温最低为东北部的米甸石盘山、东南部的普溯天峰山、西北部的象鼻毛栗坡，年均低于

12 oc，其余大部分坝区、半山区、山区，年均气温均在12,---16。C之间。因受地形、气候

条件的影响，县境西北和东北部地区，年均降雨大于800毫米，东部和东南部地区，降

雨偏少，年均降雨小于700毫米。境内径流的地理分布和趋势与降雨大体一致，单位面

积产水量，西北部地区大于东南部地区，山区大于坝区和河谷区。全县总计水资源4．464

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总量3．943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0．53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

源1 082立方米，低于全州、全省、全国人均占有水平，且分布不均，地域之间差异特大。

全县总耕地面积77％在坝区，而坝区水资源只占有35％。山区人均占有水资源3 518立方

米，而坝区人均占有水资源仅467立方米；山区每亩耕地有水资源4 043立方米，坝区每

亩耕地仅有水资源530立方米，高低悬殊近10倍。

祥云县农业生产历史悠久。祥城、云南驿、禾甸、乔甸(1958年划入宾JiI)、米甸等

几个盆地，早期已是境内的粮食主产区。明《大理府志》载：“云南熟，大理足。其言可

赡一郡也。”民间曾有“三甸(乔、禾、米)熟，祥云足”之说。主要作物为水稻、玉米、

小麦和蚕豆。经济作物主要有烤烟、油菜及其它经济作物。由于受地形地势、土壤、气

候、降雨、农业科技、水利条件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加之干旱、

洪涝、低温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起伏大。遇大旱、连旱年景，粮食无收，民

不聊生。民间“小云南，三年两季荒，半夜挑水钩担响，火把节里栽黄秧，穷走夷方饿

奔厂，多少尸骨抛远方，只有奶奶坟，没有老爹墓”的民谣，是祥云历史的真实写照。据

不完全资料统计，从元末至清，发生过大旱14年，民国时期发生大旱14年。历史上一

般是夏至节开秧门，栽完要到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从1950年至1990年共41年

间，共发生过旱灾28年，局部地区旱灾连年不断，两年一旱已成为规律。干旱缺水，成

了古今制约祥云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洪涝灾害，据不完全的史料记载，从1439’--

1949年，共发生水灾28年，全县性较大的有11年，居住在易灾河沿岸的群众深受洪灾

之苦。1950,---1995年，46年中发生过水灾23年，全县性较大的有9年，尤以1961年、

1966年、1971年、1979年、1986年为重，受灾地域广，灾情重，损失大。旱洪灾害的

交替发生，给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损失。究其原因：一是境内降雨时空

分布不均，冬春至夏初，干旱少雨，夏秋降雨集中，全局性、地区性时遭暴雨、霪雨暴

击；二是植被遭破坏，森林覆盖差。据1991年县境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全县森林覆盖率

仅为30．4％，比1955年减少12．5％；三是地形起伏大，山高坡陡，地质结构复杂，岩

石破碎，水土流失严重。1995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11．9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

的45．44％)；四是洪水集中快而猛，河道又逐年淤高，行洪能力减弱；五是蓄洪灌溉控

制性、调节性水利工程历史上少且分布不平衡。

解决旱洪灾害的威胁，关键是保持植被，植树造林，控制人为的水土流失。除了保

持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保持水土，治理流失等根本措施外，兴修水利是重要的唯一

途径。干百年来，祥云各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摆脱旱魔之苦，把兴修水利、除水害

当作生存发展之本，长期坚持治水。最早的要算937～943年，大理国段思平倡修的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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