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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县境内，河流颇多。历史上流传过许多治水传说，名人轶事和水利遗

F 迹。但文字记载甚少，更无前人编修水利专志．坤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多年

j 来，大举兴修水利，几度掀起水利建设高潮，工程之多，效益之好，是前所未

、 有的。为了记载前人的功绩，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

i： 资料．自一九八一年开始，收集、整理、编纂《随县水利志》，历时三载，终

于成书。 ‘

+ 本志上溯炎帝神农氏耕于烈山(即今厉山)，’考载历代有关水利史记及水
’

利建设之遗迹。下至一九八三年本县水利建设之成就。在编写过程中本着“详

： 。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简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治水史记，比较详细地辑

，录了建国以后的水利实绩。书中所用史料，经过了必要的查考访录。力求翔实，

： 但也有既无从考证，又无遗迹可访者，一只好编载从略了．

； 《随县水利志》，重点记载了随县的基本情况，工程设施，机构沿革，技

术措施，由文字、技术资料以及图表和实地拍摄的有关照片等汇编而成。全书

； 共有十三章。

、，

警 由于我们对编史修志工作还是初次偿试，加之水平所限，颇难胜任。遗漏

， 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故谨请诸位不吝赐教，以便再版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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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随县位子湖北省北部．褰阳地区东萄．路东径一j一十二壁四十三磬～一

百一十三度酉十六分，北纬三十一囊’卜。二肛、，三十二度二彳’三舟，带似芭蕉寮，

东西广一百零五公里，南北衰一百三中岔呈，怎面衣六子九百七十五平方公里．

县人暑政府驻随州城，位于芽=经一

百一十三度二十二分．北纬三十一

度四十三分．南孽等套武江市一百

八十五公里．酉题毒饕市一百土十

五公置．

随地历史悠久，《皂纪-三皇

木纪》栽：。袖废置教人始辫⋯⋯本

起烈』l，故称曼山氏，亦目厉山

氏。”皇甫_凌连亏．。污山．随之辱多

也。”(《随科忘·卷二》)4左

传·碴公六年，钝．。冠东之固筒为

大”。尔后，为鄂、寿州．为晏．寿

市，靖之右不亭

随县连犬物博．人口众多，是

湖北省甲缓县之一。一九八。年分

设随县，踺JII市。一九八三年底．

县．市台并，嚣建州市。垒市共辖

二十八个公社．三个市辖镇，两个

市辖驽道办事魁：一百一十八J^管

理区：九百八十四个大队：六千八

百六十三十生产队。恩人口一百二

十四万八千^百五十三人．总耕地

一百五十五万田千霉二十三亩。工

业以农机轻纺为主，农业照产÷

骨：t碑。系i#代万历卑随知m所

立现存厉由镀。



稻、小麦、棉花。

“随地因山为郡”，山区、丘陵面积占全境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七山一水

两分田”之说。河流虽多，皆为．河源，水资源不丰。自古旱灾频繁，山洪时有水

为害，水利建设素被随人重视。相传， “神农既育、九井自穿”，。舜耕犁山，

。龙涌陂塘、为之蓄水”。明、清时，境内巳有“九陂十八湖”等大型蓄水工

程．民国年闻有大小塘堰十万余口，星罗棋布，遍及全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水利事业得以迅速发展。一九五二年，中央水

利部派水利工程队来随， 。以工代赈”，开始兴修水利。自此，随县百万人

民遵循中央勤俭办水利的方针，自力更生，建管并重，大办农田水利，在防洪．

灌溉、发电、养鱼、多种经营等方面，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充分发挥效益。乞

今，全县建成大型水库六座，中型水库一十六座，小(一)型水库五十一座，小

(二)型水库四百四十座：引水工程二处；提水工程三百五十六处；开挖主要渠

道干渠一百零七条，计长一千四百四十四公里；兴建渡槽一百四十五座；长一

万四千一百一十四米；开凿隧洞二百六十二处，长二千二百九十八米；改造低

产田一百一十二点五万余亩。农田水利建设累计投资九千三百七十八万元，投

用标工四万五千一百二十八万个，完成土石方五万零四百九十万立方米。

随县多年平均迳流总量约二十互亿立方米，各类水库总库容己达一十八点

零六五亿立方米，水库控制河流流域面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全县遭受五百年

一遏洪水时，可削减洪峰流量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蓄水工程有效蓄水能力一

十二点五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一百二十七点零六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

分之八十五以上，正常年景均可保收。特枯年保收面积九十万亩，占总耕地面

积一半以上。水利灌溉保证了农业的高产稳产。一九八三年，粮食总产量一十

三亿七千五百零五万斤，为建国初的四点三倍；棉花总产四十一万零五百八十

一万担，为建国初的一十五点零二倍：己建成水力发电站六十九座，装机一百

零六台，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七千瓦．一九八三年发电累计：一万四千七百一十

二万度．全县有可养水面一十五点二六万亩，年产鲜鱼约九百万斤。其中水库

可养水面九点二万亩，实放养七点二万亩，年产成鱼一百二十万斤左右．

随县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持续了近三十年，根据中央指示，今后工作的重点

是加强现有设施的管理，配套挖潜，继续开发水能资源，发挥水利工程的最大

·2·



效益。一九七八年三只，随县术乖!两曾田“建管并重’’乏到中生木电部奖髓：

一九八一燕．虢坪力垒冒五个木刹先进县之一。本县，正在垒面推行“八项经

济技术指标”管理办法．受到了中央水电部好评．

一九七●蔓垒国水利管理会议．中央水电部颁发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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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水系与水资源
。

。

一

‘

随县地处鄂北丘陵，汪淮分汞泛?，地势嵩阜，地形复杂。境内河源皆为河

源，四向分流，戎入长江、或入反+戈，或入淮河，均属山溪性河流。因此，永．、．

域面积小，。水资原不车富， 。“

，

，

‘

，

一
·‘ ，

T j

第一节地形地貌，
r ‘

县境南部肓大洪山山脉，主薛专j{：：一千零五十五老：j匕萄；有枢柏山山脉，‘

主峰太白顶为鄂、豫分野。海拔一千一百四十米。西北大仙垛海拔九百六十七

米；东北二眉山海拔八百五十三米。南．北力低山丘陵，地势自南、北向中斜，

中部为浅丘平原，垒境以低：；J、浅主为主，形戊匆．西，北三面环山，为平均海

拔二百米以上的溉山区，约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九。自南．西，北三方向东南
‘

隅倾斜，至随中，形成平均海拔百米左右的浅丘医；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_’

随中至东南隅为海拔六寸米主右的江谷平厚区。占垒要面煮的百分之龙。．。

地貌特点，按海拔标高静讶刭j夏麦的j旨标划分，可分五类；
’

一，桐柏山北麓(淮河一；：域)以彳{乏搿岩为主。山高谷深，最高点⋯祖师顶
海拔八百一十五米，冲沟切割深变圭二百米至五百米之问。冲沟呈“V”型，一。

尖山顶，尖山脊，。山坡上几乎没有准移物。池貌以侵{虫为主；：河流多为石英砂

砾河．：t
’

．7

，
·!

’、，．
，

．。

二、随西北．桐柏山南麓(；Z支，撵，獗、漂水上游)以花岗．片麻混合：

岩为主，随中与其交接范围(浅、酒、漂水中游)则为千枚岩、片麻岩、，变质i

凝灰岩为主。组成艇山丘缓地影，：孛沟开阔，呈“U”型，地形起伏小，坡积3

物发育，植被较好，除太白顶：每一千■百西寸来外，其余山顶海拔多在五百米

以下，比高一般在一百米至二百术之闸，考低如，低丘地形。地貌为侵蚀及侵

蚀堆积区。 ，，

．．

三．随中的南部、北部(j是水中游、滋、溉二水中下游)以辉长岩、角闪+

岩，玄武岩为主。山顶浑圆呈要又故，；申沟凹谷开阔，坡积物发育，地形标商

多小于五百米，比离小于Z-百米，为丘陵地形。地貌为侵蚀和剥蚀堆积区． 。

’

． ·7．



四、随中的东、西部为紫红，红棕色沙砾岩、沙岩组成的丘嬖地形。一山．嘎
海拔多小于三百米，比高小于一百五十米．地貌为剥蚀堆积区。

五，浸、磋、獗。均、漂、浪等河中下游河道两侧，均有河漫滩一、二级阶地，

地形平坦，冲积物厚度大，为平原地形，地形标高小于一百米。地貌为堆积区。

第二节水文气象

随县气候属北湿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l 5℃，南北有l℃的温

差。西北新城年平均气温l 4．9℃；东南府河公社年平均气温l 5．9℃。一年

四季分明：春季自三月十七日前后至五月二十日前后，约六十五天；平均气温

l 5．5℃；夏季自五月二十一目至九月十七日前后，约一百二十天：平均气温

2 6．3℃；秋季自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前后，约六十五天；平均气温

l 5．8℃；冬季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三月十六日前后，约一百一十五天，

平均气温为4．5℃。一年内，元月份最冷，平均气温2．3℃；最低气温(茅茨

畈一九六九年元月三十日)曾达零下2 1℃；七、八月问气温最高，七月份平

均气温2 8．1℃，最高气温(县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曾达4 1．1℃。

全县平均相对湿度为百分之七十五。

年平均日照二千零五十九小时。平均总幅射热量一百零九点六千卡／平方厘

米。

年平均降雨量在三百二十毫米至一千二百八十二毫米间。随西北山丘区雨

量最少，三合店站多年平均降雨A．g二十一毫米；随东北山丘区(淮河流域)

雨量最多，淮河店胡家湾站多年平均降雨一千一百四十毫米。全县多年平均降

雨量一千零四点七毫米。

年平均蒸发总量一千七百五十毫米。

第三节水系河流

《随州志·卷五》记载随县河流共二十六条：浸水、双水、富水，漳水，

暖水、冷泉水、药山水、均捉、液衣、嗟水、鲁城河，撅水、天河口水． 孙家寨水，

忤水关水．龙陂山水．合溪、漂水，岩子河、守溪、义水，游水，九渡水，圣水河，浮

缨河，扶恭河等．
、 现己查明，县境内知名常流河共商一百二十九条，按其所归和习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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