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水利志丛书

窟A

皇誊E-鼢二自b‰‰i自__删

哆譬量岭 誊
。≯蓄

HUOSHANXIANSHUILIZHI

霍山县水电局

量





、、．

霍山县水利志编纂领导组。

●

组 长：余恒昌

副组长；王荣贵陈彦平郑贤扬王良善

成 员：冯修壁高延睦 吴传琛鲍安乐

王甫伟储诚二
‘

主 编：余恒昌

编 辑：王甫伟储诚一。
。

‘

，

制 图：陈贤才

描 图：杨季一

摄 影：高 丹

校 对：王甫伟储诚一余恒昌

封面题字：于林森‘



霍山县水利志审定单位
r

．
V

’．

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六安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

：

．审定意见

霍山县水利志全面记述了霍山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

过程、历史情况和现状。反映了山区水利水电工程的特点，

资料翔实，文字流畅，符合志书体例，同意作为独立专业

志书出版。 。．- j‘

1991年10月
，

●

0j ．_

、
：，一

’ ’

．

参加审定人员 一： ，。

～

莫非 吕夫高吴江 肖捷旺李振丰



霍山县水利志审定单位
r

．
V

’．

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六安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

：

．审定意见

霍山县水利志全面记述了霍山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

过程、历史情况和现状。反映了山区水利水电工程的特点，

资料翔实，文字流畅，符合志书体例，同意作为独立专业

志书出版。 。．- j‘

1991年10月
，

●

0j ．_

、
：，一

’ ’

．

参加审定人员 一： ，。

～

莫非 吕夫高吴江 肖捷旺李振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霍山县水利志审定单位
r

．
V

’．

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六安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

：

．审定意见

霍山县水利志全面记述了霍山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

过程、历史情况和现状。反映了山区水利水电工程的特点，

资料翔实，文字流畅，符合志书体例，同意作为独立专业

志书出版。 。．- j‘

1991年10月
，

●

0j ．_

、
：，一

’ ’

．

参加审定人员 一： ，。

～

莫非 吕夫高吴江 肖捷旺李振丰



序 ．言

霍山地处大别山北坡，边境分别与金寨、岳西、舒城、六安及湖北省英山

等县接壤d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东北部丘陵棋布，西南部群峰巍峨。全县，

海拔1000米以上高峰32峰。境内水系发育，溪河网列，属长江，淮河两个流

域，淠河，杭埠河两个水系。由于气象降雨的规律特点，地形地貌的千姿百态

以及人为活动的社会因素，致使全县水力资源丰富，水旱灾害频繁，水土

流失严重。在历史的长河中，勤劳的霍山人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求生存和发

展，利用水、土资源，治理水旱灾害，走着坎坷的道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水利事

业，有了蓬勃发展。霍山人民不仅荣幸地参加了佛子岭、磨子潭两座大型水库

建设，而且还坚持以治山与治水相结合，开发与治理相结合、建设与管理相结

合，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开展了水利。水电及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

与管理工作。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已按基础产业兴办，由临时性和半永久性发展

成为永久性的固定资产，大大提高了防洪、除涝标准和抗御洪旱灾害的能力。

小水电建设项目，从无到有，工程规模和单机容量由小到大，不仅站际之间联

网运行，而且通过输变电工程的建设配套，投入了国家电网，1988年由省报经．

中央批准，正式列入国家第一批初级标准电气化试点县。水土保持工作有了新

的发展和突破， 由零星单一的面上治理，控制水土流失，转向为以流域为单

元的全面规划，综合开发治理。1988年底，全县有效灌溉面积17，万亩。保证灌

溉面积1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12万亩。小水电总装机容量10293千瓦。已治理

和正在治理的小流域7个，总面积177．23平方公里，须治理面积137．23平方

公里，已完成治理面积96．11平方公里。水利建设，对促进农业稳产、高产、改

变贫困山区面貌、加快山区建设步伐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全县人

民群众和水利战线上的职工们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今天，正处在继往开来，兴旺

发达的时代；我们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汇集霍山水利史料之精华，

再现水利事业者们的光辉业绩，致力于编纂一部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很



能达到有益当代， 惠及子孙的目的·

余恒昌

1990年lOYJ



凡 例

一，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史观为准绳，寓褒贬于文字记述

之中，不烘托渲染和溢美词藻，重文风端正，言简意赅。

二、志书上限追溯至北宋开宝六年(973)，下限断至1988年底，个别情况

和数据截至1985年。

三、志书的编纂立足当代，统合古今，横排竖写，详近略远，主体重点

从细，附属交叉从简。

四、志书体裁，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体，图表

分附在各章节之中，一般以事系人，以文系图表。大事记及自然灾害，以编

年体为主，正文分述，多用记事本末体。

五，志文设章，节、目，项以序层次，一般事以类属，以事命章。

六、概述是志书的缩影，对内涵所载以高度概括，使阅者能从宏观上总领

全书。章节分述是本志的主体，古今水利事业的兴废，建设成就，均以事分

．类，网罗条例。有关章节并冠无名小序，然后按节，目缕析记叙。附录部分

为正文未列入的文献和参考资料，对其不作任何增删，仅做必要注释。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仅第一次在志书上出现用全称，以后统

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八、志中纪年，统用公元纪年法，对历史朝代、国号，用历史正称，后

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

九、志书所用高程基准，以废黄河口零点为准。度量衡采用法定计量单

位。田亩一般采用统计亩。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符号在行文中用汉字书写，

在公式中采用通用的单位符号。

十，志书资料来源以内查为主，外调为辅，兼取口碑，重在翔实，除个

别资料注明出处，一般省略。



目 录

自 隶

序一 言⋯⋯耐m⋯⋯⋯⋯⋯⋯⋯⋯⋯⋯⋯⋯⋯⋯⋯⋯⋯⋯⋯．．．⋯ooo eoo eoo l

凡 例⋯⋯⋯⋯O OO O OO⋯⋯⋯··：⋯·、OO Ooo o oo o oo；⋯⋯⋯⋯⋯⋯”o o o oto 4j—oo ooo-41(0 oo 4iP 1

概 述-···””····⋯”⋯⋯·⋯”·”：：⋯”·”·j······：OOO OOO OOO·一”··”一”·。·”“····1

水利大事记⋯⋯⋯mm⋯m⋯⋯mm⋯·：I一．．．⋯⋯一⋯．．．-⋯⋯”vj⋯⋯⋯·5

第一章 自然概况一小⋯⋯⋯⋯··Ij：：。；j矗；j1‰‰··；j．．．’⋯⋯’⋯tO OOO OI“L-⋯⋯⋯19

第一节‘。地形、地貌·⋯OO OO‰‰‰““小小小越‰舢．．．⋯一．．⋯⋯·ee-e。。e,o OOO O0019

第二节⋯河流‘’水资源n‰m⋯i甜·；；矗⋯⋯⋯“⋯⋯⋯⋯!n··：⋯⋯⋯”24

第三节气候特点Ⅲ⋯⋯一、．n小⋯⋯⋯⋯⋯n·i OOO'OO O OO．一⋯⋯j⋯⋯⋯⋯”3：3

’’一、降雨eDU OUO BUU⋯⋯⋯Ⅲ‘“⋯耐⋯⋯⋯⋯⋯⋯⋯⋯⋯”O OO O 4POO⋯⋯33

二，气 温”·“·“·”·”·⋯·””·”·“··：·⋯·”·”······”·”·······”····”··”35

三、无霜期⋯⋯⋯⋯“⋯⋯⋯⋯⋯⋯⋯⋯⋯⋯⋯⋯⋯⋯⋯⋯⋯⋯⋯37

第四节水旱灾害⋯⋯⋯⋯⋯⋯⋯⋯⋯⋯⋯⋯⋯⋯⋯⋯⋯⋯⋯⋯⋯⋯37

第二章蓄水工程⋯⋯⋯⋯⋯⋯⋯⋯⋯⋯⋯⋯⋯⋯⋯⋯⋯⋯⋯⋯⋯⋯⋯⋯47

第一节大型水库⋯⋯⋯⋯⋯⋯⋯⋯⋯⋯⋯⋯⋯⋯⋯⋯⋯⋯⋯⋯⋯⋯47

一，佛子岭水库⋯⋯⋯⋯⋯．．．⋯⋯⋯⋯⋯⋯⋯⋯⋯⋯⋯⋯．。．．．．⋯⋯·47

二，磨子潭水库⋯⋯⋯⋯⋯⋯⋯⋯⋯⋯⋯⋯⋯⋯⋯⋯．．．⋯⋯⋯⋯⋯51

三、响洪句水库⋯⋯⋯⋯⋯⋯⋯⋯⋯⋯⋯⋯⋯⋯⋯⋯⋯⋯⋯⋯⋯⋯52

第二节小型水库⋯⋯⋯⋯⋯⋯⋯⋯⋯⋯⋯⋯⋯⋯⋯⋯⋯⋯⋯⋯⋯⋯53
． 一，小(一)型水库⋯⋯⋯⋯⋯⋯⋯⋯⋯⋯⋯⋯⋯ooo 000 coo Oeo OOe cooo0053

(一)高河水库⋯⋯⋯⋯⋯⋯⋯⋯⋯⋯⋯⋯⋯⋯⋯⋯··o oeeeoo ooo ooe53

(二)千工堰水库⋯⋯⋯⋯⋯⋯⋯⋯⋯⋯⋯⋯⋯⋯⋯⋯⋯⋯⋯⋯53

(三)烂泥坳水库OOO OOO⋯⋯⋯⋯O o o O OO OOO OOO 000 900⋯⋯⋯．．．一⋯⋯⋯54

(四)水口水库⋯⋯⋯⋯⋯⋯⋯⋯OOO OOO⋯⋯oee eeo ooo 000·‘OO⋯“O oooo0055

二，小(二)型水库⋯⋯⋯⋯⋯⋯⋯⋯⋯⋯⋯⋯⋯⋯⋯⋯e00000 ooo o0055

东石门水库⋯⋯⋯⋯⋯⋯⋯⋯⋯⋯⋯⋯⋯⋯⋯⋯⋯⋯⋯⋯⋯⋯55



·2· 旦 垂——

第三节塘坝⋯⋯⋯⋯⋯⋯⋯⋯⋯⋯⋯⋯⋯⋯⋯⋯⋯⋯m⋯⋯⋯⋯⋯65

一，知名塘⋯⋯⋯⋯⋯⋯⋯⋯⋯⋯⋯⋯⋯⋯⋯⋯⋯⋯⋯⋯⋯⋯⋯⋯65

二、蓄水一万立方米以上大山塘统计表⋯⋯⋯⋯⋯⋯⋯⋯⋯⋯⋯一67

三章引，提水工程⋯⋯⋯⋯⋯⋯⋯⋯⋯⋯⋯⋯⋯⋯⋯⋯⋯⋯⋯⋯一⋯69

第一节引水工程⋯⋯⋯⋯⋯⋯⋯⋯⋯⋯⋯⋯⋯⋯⋯⋯⋯⋯⋯⋯⋯⋯69

一，淠源渠⋯⋯⋯⋯⋯⋯⋯⋯⋯⋯⋯⋯⋯⋯⋯⋯⋯⋯⋯⋯⋯⋯⋯⋯69

(一)渠首枢纽⋯⋯⋯⋯⋯⋯⋯⋯⋯⋯⋯⋯⋯⋯⋯⋯⋯⋯⋯⋯⋯69

(二)灌区⋯．．．m⋯⋯⋯⋯⋯⋯⋯⋯⋯⋯⋯⋯⋯⋯⋯⋯⋯⋯⋯⋯70

1．干渠”········”·”·”·””··”·”·······“·”·”·”····”···”··””·······”·70

2．干渠建筑物⋯⋯⋯⋯⋯⋯⋯⋯⋯⋯⋯⋯⋯⋯⋯⋯⋯⋯⋯．．．⋯⋯71

3．支、斗渠配套一⋯一⋯⋯⋯⋯⋯⋯⋯⋯⋯⋯⋯⋯⋯⋯⋯⋯．．．．．．80

二，堰渠·⋯⋯．．．⋯⋯⋯⋯⋯⋯⋯⋯⋯⋯⋯⋯⋯⋯⋯⋯⋯⋯．．，00·OO 00082

(一)堰·”····”·······””···········”·”·””··”·······”OO0000000·”4PO004PqP82

(二)渠·”·“··········”·”·”···”··””·”··，··””··“···“·”·”····”····88

第二节提水工程⋯⋯⋯⋯⋯⋯⋯·⋯⋯⋯⋯⋯⋯⋯⋯⋯⋯⋯“(·oo ooo o0088

第四章防洪除涝工程⋯⋯⋯⋯⋯⋯⋯⋯⋯⋯⋯⋯⋯⋯⋯⋯⋯．．．⋯一⋯⋯95

第一节防洪工程⋯⋯⋯⋯⋯⋯⋯⋯⋯⋯⋯⋯⋯⋯⋯⋯⋯⋯⋯．．．⋯⋯95

一、东淠河主干河段的防洪工程⋯⋯⋯⋯⋯⋯⋯⋯⋯⋯⋯⋯⋯⋯⋯95

(一)城防工程体系的建立和组成⋯⋯⋯⋯⋯⋯⋯⋯⋯⋯⋯⋯⋯95
、 (二)其它堤防⋯⋯⋯⋯⋯⋯⋯⋯．．．．．．⋯⋯⋯⋯⋯⋯⋯⋯．t．⋯⋯96

二、东淠河主干河道的支流治理⋯⋯⋯⋯u⋯⋯⋯⋯⋯··QO OO—ee o eoo OOe97

．! (一)戴家河治理⋯⋯⋯⋯⋯⋯⋯⋯．．．⋯．．．⋯⋯⋯⋯⋯⋯”O 000 00097

：⋯ (二)幽芳河治理⋯⋯(J 4iJO gll00·⋯⋯”oeo oele⋯oo 0 ooo⋯⋯⋯⋯．．Ⅲ⋯⋯·97

i ， (三)高庙河治理⋯⋯⋯⋯⋯ooo oo(i oo o o 4J O qlOql[eliJ⋯⋯⋯⋯⋯⋯·⋯⋯⋯”98

oo一 (四)乌沙河段治理⋯⋯⋯⋯⋯⋯⋯⋯⋯ooolo oo⋯．．．⋯⋯?⋯Ⅲ⋯··98

i (五)洛阳河河段治理⋯⋯⋯⋯o(o e ooo ogo ooJ⋯⋯⋯⋯⋯⋯ooo o oo oo4)⋯98

} 第二节除涝工程⋯⋯⋯⋯⋯⋯⋯⋯⋯⋯⋯⋯⋯⋯⋯⋯⋯⋯⋯⋯⋯⋯98
． 一，城关片涝区治理⋯⋯⋯⋯⋯⋯⋯⋯⋯⋯⋯⋯⋯⋯⋯⋯⋯⋯⋯⋯99

i 二，下符桥片涝区治理ooO 000⋯⋯⋯⋯⋯⋯⋯⋯⋯⋯⋯⋯⋯⋯⋯⋯⋯99

：．、 三，庙岗集片涝区治理⋯⋯⋯⋯⋯⋯⋯⋯⋯⋯⋯⋯⋯⋯⋯⋯⋯⋯⋯99

．，第五章小水电⋯⋯⋯．．．⋯．．．．．．．．．．．．．．．⋯⋯·⋯⋯¨⋯⋯⋯⋯⋯⋯⋯⋯⋯10．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逮 ·8，

第一节水电站⋯⋯⋯⋯⋯．-．⋯⋯⋯⋯⋯⋯⋯⋯⋯⋯⋯⋯⋯⋯⋯．．．102

一，孔家河梯级开发⋯000·@g 0@0 000100@OO$OOl@@Oll 000 0 00⋯⋯⋯⋯⋯⋯⋯102

(一)一、二，三站⋯⋯⋯⋯⋯⋯⋯⋯⋯⋯⋯⋯⋯⋯⋯⋯⋯⋯102

(二)四站······一·”·”········”·”一·一··””·”·”·····”·””··”····”103

二、辉阳河梯级开发⋯⋯⋯⋯⋯⋯⋯⋯⋯⋯⋯⋯0 00 0 00 0 00 00 D 000 0 00 000103

，(一)主干河道⋯⋯⋯⋯⋯⋯⋯⋯⋯⋯⋯⋯⋯⋯⋯⋯⋯⋯⋯⋯104

， 1．黄巢寺电站⋯⋯⋯⋯⋯⋯⋯⋯⋯⋯⋯⋯⋯⋯⋯·”@00 009 pOB OOOl09104

2．龙井潭电站⋯⋯⋯⋯⋯⋯⋯⋯⋯⋯⋯⋯⋯⋯⋯⋯⋯⋯⋯ooRomel04

3．青枫岭电站eoo eoo ooo e oo⋯⋯⋯⋯⋯⋯⋯⋯⋯⋯⋯⋯⋯⋯⋯⋯．．．104

4．八斗滩电站⋯⋯⋯⋯⋯⋯⋯⋯⋯⋯⋯JOO O@O OO@$00⋯．．．t”⋯⋯⋯104

5．琵琶地电站⋯⋯⋯⋯⋯⋯⋯⋯⋯⋯⋯⋯⋯⋯⋯⋯⋯⋯⋯⋯⋯105

6．黄泥田电站⋯⋯⋯叩⋯⋯⋯⋯⋯⋯⋯⋯⋯⋯⋯⋯．．．OOO 00@@OQ O@Q105

(二)支流⋯⋯⋯⋯⋯⋯⋯⋯⋯ooo 000 000 Joo ooo o oo ooo⋯⋯⋯⋯⋯⋯105

1．苍坪电站ooe ooo o@o⋯⋯⋯⋯⋯⋯⋯⋯⋯⋯⋯⋯⋯⋯⋯⋯⋯Ⅲ．．．105

2．百家山电站⋯⋯⋯⋯⋯⋯⋯⋯⋯⋯⋯⋯⋯⋯⋯⋯⋯⋯”””⋯105

3．毛岭畈电站⋯⋯⋯⋯⋯⋯⋯⋯⋯⋯⋯⋯⋯⋯⋯⋯⋯⋯⋯⋯⋯106

4．毛岭畈四站OOO 000⋯⋯⋯⋯⋯⋯⋯⋯O@O@IO⋯⋯000 000⋯⋯．．．⋯⋯106

5．汪家铺电站⋯⋯⋯⋯⋯⋯⋯⋯⋯⋯⋯⋯⋯⋯⋯⋯⋯⋯⋯⋯⋯106

6．汪家铺三站⋯一⋯⋯⋯⋯⋯⋯⋯⋯000 OgO⋯⋯⋯⋯⋯⋯·”·OO O00106

三、五桂河梯级开发⋯⋯⋯⋯·⋯⋯⋯⋯⋯⋯⋯⋯⋯⋯um 00 0@OO@0000106

(一)三河电站⋯．．．0000@O000⋯⋯⋯⋯⋯⋯O@O@00⋯⋯⋯⋯⋯⋯⋯107

(二)茶园电站⋯⋯···⋯⋯⋯⋯⋯⋯⋯⋯⋯⋯⋯⋯⋯⋯·，i⋯⋯107

(三)千工堰一、二级电站⋯⋯⋯⋯⋯⋯⋯⋯⋯⋯⋯⋯⋯⋯⋯107

四、石家河梯级开发⋯⋯⋯⋯⋯⋯⋯⋯⋯⋯⋯⋯⋯⋯⋯⋯⋯⋯⋯107

(一)水口一、二级电站⋯⋯⋯⋯⋯⋯⋯⋯⋯⋯⋯10@@OO OSO⋯⋯107

(二)水口三站@OO·OOgOglOO OOO⋯aOg OOO@00 000⋯ooe oee⋯⋯”．J⋯⋯⋯”108

五，其它河流电站⋯⋯⋯⋯⋯⋯⋯⋯⋯⋯⋯⋯⋯⋯⋯⋯$00 O OO 000 00a108

(一)鸡冠山电站⋯⋯⋯⋯⋯⋯⋯⋯⋯⋯⋯⋯⋯⋯⋯⋯⋯⋯⋯108

(二)河坪电站OOO OOO OOO⋯⋯⋯⋯⋯⋯⋯⋯⋯⋯⋯⋯ooo 0 eo eoe⋯⋯108

(三)上东河电站⋯⋯⋯⋯⋯⋯⋯⋯⋯⋯⋯⋯⋯⋯⋯“teoo ooo e00108

(四)东流河电站⋯⋯⋯⋯⋯⋯⋯⋯⋯⋯⋯⋯⋯⋯⋯⋯⋯⋯⋯109



·逗- 自 未

E}．一⋯(五)杨叉河电站⋯⋯⋯⋯⋯⋯⋯⋯⋯⋯．．．⋯．．．．．．⋯··D 000 OOm·100

(六)堆谷山电站⋯⋯⋯⋯⋯⋯⋯⋯⋯⋯⋯⋯⋯06D 000⋯⋯¨OO00109

(七)陡沙河电站⋯⋯⋯$oo o oo o oo ooo⋯⋯⋯⋯⋯⋯⋯．．．··o ooo ooo e00109

t (八)河口电站·····-·”··········“·”·······”·“···········””·””····110
tj (九)胡家河电站⋯⋯⋯⋯⋯⋯⋯⋯⋯⋯⋯⋯⋯”oo oo o ee·go．g．⋯”110
i‘ (十)马家河电站OOO OOQ O O O OOO O 00 O OO O 00⋯⋯⋯⋯⋯⋯⋯⋯⋯⋯⋯⋯110

；- (十一)龙王庙电站⋯⋯⋯⋯⋯⋯⋯⋯⋯⋯·；⋯⋯⋯⋯⋯⋯⋯·III
?～ 附：霍山县水电站情况统计表
。。 第二节并网工程⋯⋯⋯⋯⋯⋯⋯⋯⋯⋯⋯⋯⋯⋯⋯⋯⋯⋯⋯⋯⋯116

(一)霍山变它所井冈点⋯⋯⋯⋯⋯”⋯·⋯⋯⋯”．．”⋯””””·116
⋯

(二)磨子潭电站并网点⋯OO O 00 0 00 O 60 Q⋯O g O OOD OOO 000⋯⋯⋯⋯⋯⋯116

： (三)江北厂并冈点⋯⋯⋯⋯⋯⋯⋯⋯⋯⋯⋯⋯⋯⋯⋯⋯⋯⋯116

(四)皖化厂并网点ooo ooo 000 oo·oQ·ooo oo o ooo⋯⋯⋯⋯⋯⋯⋯⋯⋯⋯117

’第六章水土保持⋯⋯⋯⋯⋯⋯⋯⋯⋯⋯⋯⋯⋯⋯⋯⋯⋯⋯⋯⋯⋯⋯⋯119
i 第一节土壤与质地⋯⋯⋯⋯⋯⋯⋯⋯⋯⋯⋯⋯⋯⋯⋯⋯⋯⋯⋯⋯119
，． 第二节植被与流失⋯⋯⋯⋯⋯⋯⋯⋯⋯⋯⋯⋯⋯⋯⋯⋯⋯⋯⋯⋯120
、’ 第三节水土保持机构⋯⋯⋯⋯⋯⋯⋯⋯Ⅲ⋯⋯⋯⋯⋯⋯⋯⋯⋯⋯122
’． 第四节水土保持工作⋯⋯⋯⋯⋯．．．川”·eee o，⋯⋯⋯⋯⋯⋯⋯⋯⋯·122

：一 一，水土保持试验⋯⋯⋯⋯⋯⋯⋯⋯⋯⋯⋯⋯⋯⋯⋯⋯，．．⋯⋯⋯·123

(一)水土保持试验站OtO ooo一·，0 0000⋯⋯⋯⋯⋯⋯⋯⋯⋯”：oo o00123

j (二)试验设施与观测项目⋯⋯⋯⋯⋯⋯⋯⋯⋯⋯⋯⋯⋯⋯⋯123

二、绿化造林⋯⋯⋯⋯⋯⋯⋯⋯⋯⋯⋯⋯⋯⋯⋯⋯⋯⋯⋯⋯⋯⋯123
～

三、治坡改梯ooo ooo⋯⋯⋯⋯⋯⋯⋯⋯⋯⋯⋯⋯⋯⋯⋯⋯⋯⋯⋯⋯125

．． 四、大别山林管处期间水土保持工作⋯⋯⋯⋯⋯⋯⋯⋯⋯⋯⋯⋯125

五、小流域治理⋯⋯⋯⋯⋯⋯⋯．．．⋯⋯⋯⋯⋯⋯⋯⋯⋯⋯⋯⋯⋯126
．、 (一)歇马台小流域00 0 00 0 00 0⋯009 00 0 d 09 00 0⋯⋯⋯⋯⋯⋯?⋯⋯⋯”126

} (二)童家河小流域⋯⋯⋯00 0 00Q 00 0 0 0 0·⋯⋯⋯?⋯j⋯⋯⋯．⋯：⋯··127
j (三)李家河小流域⋯⋯⋯⋯⋯⋯⋯··⋯“．．．⋯小⋯⋯⋯⋯⋯”129
：；。 (四)高宝河小流域⋯⋯⋯⋯⋯⋯⋯·⋯⋯⋯⋯⋯⋯?。?⋯⋯⋯”130
‘：一 (五)安家河小流域00 0 QO O OOI⋯⋯⋯⋯．．．⋯⋯‘!⋯⋯⋯·e，o，o⋯⋯⋯131
。， (六)指封河小流域⋯OOO 000 080 00 O⋯⋯⋯⋯m一⋯⋯⋯””⋯⋯·132



·6·

········。·．-÷··133

············-135

····!··j，····137

·!··t·，·j····137

■：⋯=-一、永康桥片园田化⋯⋯⋯⋯⋯⋯⋯⋯⋯⋯⋯⋯⋯⋯⋯⋯t⋯，⋯·137
i7．‘ 。二、古城东畈园田化⋯⋯⋯⋯⋯⋯⋯⋯⋯⋯⋯⋯⋯⋯⋯⋯’·i·⋯·138

0、L’三、三板桥片园田化小⋯⋯⋯⋯⋯⋯⋯⋯⋯⋯⋯⋯⋯⋯⋯⋯⋯⋯138

∥“·一四、古佛堂片园田化⋯⋯⋯⋯⋯⋯⋯⋯⋯⋯⋯⋯⋯⋯⋯⋯⋯⋯⋯139

∥7附：霍山县园田化面积分区统计表

r～‘第二节造田⋯⋯⋯⋯⋯⋯⋯⋯⋯．．．⋯⋯⋯⋯⋯⋯⋯⋯⋯⋯⋯⋯⋯139

一、黑石．渡改滩造田⋯⋯⋯⋯⋯⋯⋯⋯⋯⋯⋯⋯⋯⋯⋯⋯⋯⋯⋯139

二、深山改滩造田⋯·⋯⋯⋯⋯⋯⋯⋯⋯⋯⋯⋯⋯⋯⋯⋯⋯⋯⋯”140

三，木鱼地改河造田⋯⋯⋯⋯⋯⋯⋯⋯⋯⋯⋯⋯⋯⋯⋯⋯⋯⋯··．．141

． 四、琵琶地改河造田⋯⋯⋯⋯⋯⋯⋯⋯⋯·．．⋯⋯⋯⋯⋯．．．⋯⋯$450141

．五、柳林河改河造田⋯⋯⋯⋯⋯⋯⋯⋯⋯⋯⋯⋯⋯⋯⋯⋯⋯⋯⋯142

六、五家行改坡造田⋯⋯⋯⋯⋯⋯⋯⋯⋯⋯⋯⋯⋯⋯⋯⋯⋯”?⋯142

七、黄家湾掩拱追田⋯⋯⋯⋯⋯⋯⋯⋯⋯⋯⋯⋯⋯⋯⋯⋯”：．．．⋯142

第八章水利事业管理⋯⋯⋯⋯⋯⋯⋯⋯⋯⋯⋯⋯⋯⋯⋯⋯⋯⋯⋯⋯⋯145

．第一节项目计划管理⋯⋯⋯⋯⋯⋯⋯⋯⋯⋯⋯⋯⋯⋯⋯⋯⋯．．．⋯145

一、基建工程⋯⋯⋯⋯⋯⋯⋯⋯⋯⋯⋯⋯⋯⋯⋯⋯⋯⋯⋯oeo OOO⋯145

， 二、农水工程⋯OOO 0 00 O OO OOO⋯⋯⋯⋯⋯⋯⋯⋯⋯⋯⋯⋯⋯e．ee．．．⋯⋯146

．‘ (一)老区建设⋯⋯⋯⋯⋯⋯⋯⋯⋯⋯⋯⋯⋯⋯，oo ooe ooo·”⋯⋯146

(二)小水电建设⋯⋯⋯⋯⋯⋯⋯⋯⋯⋯⋯⋯⋯⋯⋯⋯⋯⋯⋯152

(三)小流域治理⋯⋯⋯⋯⋯⋯⋯⋯⋯⋯⋯⋯⋯OOO 000⋯⋯⋯m152

(四)水毁岁修⋯⋯⋯⋯⋯⋯⋯⋯⋯⋯⋯⋯⋯⋯⋯⋯⋯．．．⋯⋯152

(五)面上捉水工程000 000⋯⋯⋯⋯⋯⋯⋯00000-⋯⋯⋯⋯⋯⋯⋯152

。第二节施工组织管理⋯⋯⋯⋯⋯⋯⋯⋯⋯⋯⋯⋯⋯⋯⋯⋯⋯⋯⋯154

一、大型工程⋯⋯⋯⋯⋯⋯⋯⋯⋯⋯⋯⋯⋯⋯⋯⋯⋯⋯⋯⋯⋯⋯154

二、基建和县办重点工程⋯⋯⋯⋯⋯⋯⋯⋯⋯⋯⋯⋯⋯⋯⋯·?⋯·154

三，区、乡农水工程⋯⋯⋯⋯⋯⋯⋯⋯⋯⋯⋯⋯⋯⋯⋯⋯⋯⋯⋯154



目 录

，

工程管理⋯⋯⋯⋯⋯⋯⋯⋯⋯⋯．．．⋯⋯⋯⋯⋯⋯⋯⋯⋯⋯154

大型水库及电站工程⋯000 000 0 001 00⋯⋯⋯⋯⋯⋯⋯⋯⋯⋯⋯⋯155

引水工程⋯000 000 OOO O00⋯⋯⋯⋯⋯⋯⋯⋯⋯⋯⋯⋯⋯OOO 000⋯⋯155

蓄水工程⋯⋯⋯⋯⋯呲⋯⋯⋯⋯⋯⋯⋯⋯⋯⋯⋯⋯⋯⋯⋯⋯155

提水工程000000 000 000 0 00 600⋯⋯⋯⋯000 000 0 00⋯000100⋯⋯⋯⋯⋯⋯155

小水电工程⋯⋯⋯OOO B00⋯⋯OOB a00⋯⋯⋯⋯⋯⋯⋯⋯⋯j⋯⋯”156

小流域治理工程⋯⋯⋯⋯⋯⋯⋯⋯⋯⋯⋯⋯⋯⋯⋯⋯⋯⋯⋯156

汛抗旱⋯⋯⋯⋯⋯⋯⋯⋯⋯⋯⋯⋯⋯⋯⋯⋯⋯⋯⋯⋯⋯⋯⋯159

组织与领导⋯⋯⋯⋯⋯⋯⋯⋯⋯⋯⋯⋯⋯⋯⋯⋯⋯⋯⋯⋯160

防汛工作重点与记实⋯⋯⋯⋯⋯⋯⋯⋯⋯⋯⋯⋯⋯⋯⋯⋯164

防汛工作重点⋯⋯⋯⋯⋯⋯⋯⋯⋯⋯⋯⋯⋯⋯⋯⋯⋯⋯⋯⋯165

防汛记实⋯⋯⋯⋯⋯⋯⋯⋯⋯⋯⋯⋯⋯⋯⋯⋯⋯⋯⋯·一aOO OOll65

抗旱记实900 000 0 00 0 00 000I 00 000·．．．⋯⋯⋯”000 0 00 0 00 000⋯⋯⋯⋯⋯168

政人文⋯⋯⋯⋯⋯⋯⋯⋯⋯⋯⋯⋯⋯⋯⋯⋯⋯⋯⋯⋯⋯⋯⋯171

水利机构⋯⋯⋯⋯⋯⋯⋯⋯⋯⋯⋯⋯⋯⋯⋯⋯⋯⋯⋯⋯⋯171

机构沿革⋯．．．⋯⋯⋯⋯⋯⋯⋯⋯⋯⋯⋯⋯⋯⋯⋯⋯⋯⋯⋯⋯171

领导成员⋯⋯⋯⋯⋯⋯⋯⋯⋯⋯⋯⋯⋯⋯⋯⋯⋯⋯⋯⋯⋯⋯171

机构设制”··”·”·””·”····”··””····”·”·”·”·····”·-·”-”··””·174

党群组织⋯⋯⋯⋯⋯⋯⋯⋯⋯⋯⋯⋯⋯⋯⋯⋯⋯⋯⋯．．．⋯”"176

科技队伍⋯⋯⋯⋯⋯⋯⋯⋯⋯⋯⋯⋯⋯⋯⋯⋯⋯⋯⋯⋯⋯⋯176

英模人物⋯⋯⋯⋯⋯⋯⋯⋯⋯⋯⋯⋯⋯⋯⋯⋯⋯⋯·一”⋯·176
a 一，先进集体⋯⋯⋯⋯⋯⋯⋯⋯⋯⋯⋯⋯⋯⋯⋯⋯⋯⋯⋯．．．⋯⋯177

’

二，先进个人000 00D OOB Q00 000IO O 000 00 0 00 0 00 0 000⋯⋯⋯⋯⋯⋯⋯⋯⋯⋯⋯179

j 第三节科技论著⋯⋯⋯⋯⋯⋯⋯⋯⋯⋯⋯⋯⋯⋯⋯⋯⋯⋯⋯⋯⋯181

附录”““一””一”“一”””“””·”·”··””·”·”·”·”····””””．．””·····“·”·”183

一，文辑⋯⋯⋯⋯⋯⋯⋯⋯⋯⋯⋯⋯⋯⋯⋯⋯⋯⋯⋯⋯⋯⋯⋯⋯183

二，水利谚语⋯⋯⋯⋯⋯⋯⋯⋯⋯⋯··，⋯⋯⋯⋯⋯⋯⋯⋯⋯⋯·207

f 三、工地诗歌⋯⋯⋯⋯⋯oe0000 ooo⋯⋯⋯ooo ooo⋯⋯⋯⋯⋯⋯⋯⋯⋯208

编写始末⋯．．．⋯⋯⋯⋯⋯⋯⋯⋯⋯⋯⋯⋯⋯⋯⋯⋯⋯⋯⋯⋯⋯⋯⋯．．．⋯212



概 述

一．盘姿￡刍1．

霍IJ|地处大别山北麓的江淮之间，东经115。557～116。437，北纬31。00～

31。317。东邻舒城，南连岳西，西接金寨及湖北英山，北壤六安，总面积

2043．3平方公里。行政区划为七区一镇，44个乡(镇)、284个村、3228个村

民组、356763人。其中农业人口59180户，308285人。耕地27．26万亩(其中

水田22．63万亩)，耕地率8．9％，按省水利区划分区属皖西山区。

霍山气候据1954年"-'1988年多年实测资料统计，城关地区多年平均气温

15．1 13，极端最高气温43．3℃(1966年)，．极端最低气温一17．4 13(1977

年)，多年平均降雨量1391．2毫米，1954年降水量最多达2421．9毫米，197R

年降水最少，仅732．3毫米。全县境内雨量分布自北向南递增，大化坪区青枫

岭乡天河为霍山的雨量中心，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725．O毫米。全年平均日照

射数2084．3d,时，无霜期自北向南递减，一般在200-'--220天变幅中，水田适

于一麦一稻或一油一稻，外畈低丘区双季稻曾时有成功。

霍山地形起伏，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依次为中山、低山丘陵、外畈

低丘。主要山峰有白马尖、多云尖、四角尖、五峰山、四望山、松山寨等，

海拔高程均在1000米以上。最高峰“白马尖刀1774米。霍山老城区地面高程

65米上下，北部庙岗集处地势最低，该段淠河河床高程仅51．5米，比横排头拦

河坝坝顶尚低。

霍山的河流纵横网列，水系发育，五公里以上河流56条，河流的水面

12．4万亩。主要河流东淠河，自西南向东北基本贯穿全县，于六安的两河口

处同西淠河汇合。东淠河支流大部发源于霍山县境内，其主要源流有两支：东

支黄尾河发源于岳西、英山、霍山三县交界的李家寨北侧，入境面积425平方

公里，纳入磨子潭水库，西支漫水河直接纳入佛子岭水库，其分支大部发源

于县境西南，马槽河发源于岳西，入境面积128平方公里，清水河发源于金

寨，入境面积59．4平方公里。佛子岭水库坝下，东淠河主要支流有孑L家河、

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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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河、柳林河、幽芳河、熊家河等先后汇入东淠河千流。石家河

及石家河，属西淠河水系，流域面积58平方公里，直接汇入响洪

甸水库。全县淮河流域面积1989．3平方公里，占县总面积97．4％，真龙地乡

的两条支流，流入舒城，属长江流域，杭埠河水系，流域面积54平方公里。

占县总面积2．6呖o j

淠河水系的发育与构成，霍山旧志载为： “淠水由湄，漫，潜委汇而

成，，。湄水即今西淠河源流燕子河(原属霍山)漫水即漫水河，潜水即东流

河、黄尾河总称(两条支流均出自岳西，古属潜山)。

霍山人民有治水的传统和经验，古代即兴修过鳌山坝、鳌山堰．千工堰，j ：
石滚堰、晁大堰、毛桂周堰等知名塘堰和堤坝工程，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

的限制，水利水力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只限于很少量的利用河流落

差与水流动力、设置水碓进行香料、纸料的粉碎加工，时而也有商贩捆扎竹

木作筏，输出茶、漆等土特产品，运进盐糖类日用百货。蓄水及堤防工程薄

弱，水旱灾害频繁。

建国后，霍山水利事业得到了篷勃发展。由于全县绝大部分属淮河流域，

又是治淮工程的重点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先后在佛子岭，磨 !

子潭连续修建了大型水库，减轻了下游洪水灾害，开辟了淠河灌区、供电予

华东支援经济建设。当然，随着国家大型工程的兴建以及库区淹没和回水的

影响，致使耕地面积减少，部分地区移民集屠，植被破坏，生态恶化，少数 ，

移民至今生产，生活尚存在一定问题。

县：乡水利工程也发展很快，利用深山狭谷和岗丘有利地形，共兴建小

(一)型水库四座，小(二)型水库57座，：总兴利库容1343．3万立方米，新续

建山塘近9000口，有效塘容1700万立方米；堰坝6000处；固定电力排灌站70处

86台，3350．5千瓦，特别是利用佛子岭电站的发电尾水，开辟了淠源渠引水

灌区，干渠总长49．8公里，设汁灌溉效益6．9万亩，并从1987年开始，陆续进

行支，斗渠配套；修建淠河大堤17公里，治理支流河道9条、51公里。全县

有效灌溉面积17万亩，保证灌溉面积1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12万亩，稳产高

产9万亩。由于佛子岭水库的调洪影响和横排头拦河坝的回水顶托，以及水

土流失等原因东淠河主干河床日趋抬高，低洼易涝面积已达1．11万亩之

多，并有逐年加剧扩大之势。 ．．

J

；随有水利事业的发展，水电站和相应的输变电工程，从无到有，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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