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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太行山东麓。全境峰峦重叠，峡谷纵横，是古赵

国邯郸通向上党郡的要塞。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光辉的发展时期。

恭奉盛世。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创导下，诞生了《涉县水利志》。涉县，以其当

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首府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大本营的地位，使这部志书更富

有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俗称“八山半水分半田”的涉县，自然条件极为复杂。人

们谋生度日的制约因素很多。在诸多的制约因素中，旱魑的困扰最甚。这里十年

九旱，而旱灾急转洪害又常有发生j地表水奇缺，地下水埋藏较深，生态环境恶

化，人民生活至为贫困。为此，前人曾为“山地瘠民”之苦而低沉，也曾留下了“首

苦乏水”的感叹。

，，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对此，涉县人有切身体会。党

和政府深知人民的疾苦。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把治水作为生存发展

的大计来抓。早在40年代初，解放区兴起的大生产运动中，涉县的水利建设就起

步了。1942年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领导开凿的漳南大渠开创了涉县大规模兴修

水利的先河。建国后，更把治水排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自那以后，勤劳、勇敢、

智慧的涉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涉县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近1500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矢志图强，勇跋蹊径，治山治水，坚持不断。从而走出了一条符合涉．县

实际的治水路子。．逐步形成了一个在坚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针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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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治山治水一体，防与疏．塞与流结合，灌与能统顾，水与土兼益”，注重综合

效益的治水格局。

纵观今日涉县的水利状况，尽管还不能完全水旱从人，距发展高效大农业

的需要也还有一段艰巨的路程，但可以肯定地说，近50年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

了过去的2000多年。建于青塔峡谷的石砌中型水库，像一颗璀灿明珠，控制着5

万6千余亩良田。总长300多公里的“三津渠”和青塔干渠，穿洞飞渡，环山绕水，

紧缠县境半壁河山。与之相配套的派支纵横，渡槽闸涵星罗，扬水站点棋布，控

制了全县近1／3的土地。这无疑是矗立在涉县大地千秋史上的丰碑。对未来涉

县经济腾飞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通过．小流域治理，过去那种“暴雨涨发，迅激

滨河，地亩常刮”的局面明显改变。治理较好的，水土流失基本控制，土地出产率

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动植物群居效应也大为明显。以至“3737”④项目评估团的

外国朋友看了王金庄沟的治理后也交口称赞，说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上治理

最好的一条沟。更为欣慰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人畜饮水难，已大面积得到改

善，那种“居人至以水为宝”的困境，将在这一代人结束。

存史资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每一进步都离不开群众的实践。水利的

发展也不例外，都是在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又经过一定时间的孕育和发展过程，

并得到群众的公认而形成的。所以它是群众智慧的产物。涉县漳水的开发利用

始于何年，如何沿革?尚无从查考。清嘉庆四年《涉县志》有明万历年间开发王公

堤和惠公、任公、柴公三条濒河渠的记载，但旧迹也已无存。此志还载：“按涉之

害莫甚于漳水，涉之利莫大于河渠，濒河上下二、三十村，支分派别为渠不止一

处，不尽官所开也。”此说虽不尽详切，但它确是我们得以继承的水利文化遗产。

今天我县水利事业的飞跃发展，是30多万涉县人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改

天换地斗争的产物。近50年间，奔波在水利战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水利工作者

以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以令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投身于宏伟的

水利建设之中，英雄之举，前无古人。收入水利志书一幅幅的治水画卷，渗透着

英雄们的汗水甚至鲜血，包涵着建设者们的艰辛和智慧。如水利技术员任蔚宗

同志，为了人民的水利事业，牺牲在青塔水库施工现场，为世人所称颂。涉县人

民的治水业绩，犹如太行山岳，千秋永存。

古人云：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清明，

民安物阜，为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后人借鉴，在中共涉县县委和政府的领导

下，水利局组织力量，编纂《涉县水利志》。编纂组的同志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

①“3737”：联合国粮农组支援涉县贫困地区综合治理投资项目的代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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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在专家、学者及有关单位．的支持帮助下，废寝忘食，翻阅档案，调查走访，为

撰写水利志，广’征博采，搜集资料，与此同时，对资料还一丝不苟地进行筛选、考

证，为提高志书质量打好基础。其间历时八载，三易其稿，一部反映涉县水利建

设的新型专业志书终于出版了。纵观这部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文笔流畅，融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于一体，是惠在当代、荫及后世的传世之

作。 ·

我生在涉县这片古土，又曾在这里做过几年领导工作。水利局领导和编纂

组的同志邀我作序，盛情难却，写了这么一段话，以表对志书付梓的欢欣和对水

利建设者们的敬意。

江河以待，风月催人。深望这部志书，在推动我县水利事业的发展上发挥更

大的作用。

注：作者1979年至1983年任涉县县委书记。

李 瑞

1992年8月于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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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系首次纂写，故上限不限，下限一般止于1986年，个别叙事至搁笔。

二、本志取章节体，横排纵写，以类设章，以章系事。全志分12章，章F有节，

节下有目，前置概述，章前撰有无题小序，个别章后设有附录，大事记置于殿后。

三、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主要来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

史志研究室、《涉县志》、《涉县地名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来自县档

案馆、水利局、统计局、水文站、气象站、跃峰渠管理处、邯郸地区水利局、长治市

水利局和民间口碑等。数字以本县统计局、水利局资料为准，一般不注出处。

四、1949年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夹注公元年号)；1949年后，以公元纪年。

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时用全称，以后简称“建国前”、“建国

后”。

五、志中“党”为中国共产党的简称，“党委”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简称；

“政”、“人委”为人民政府的简称。

六、计量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1949年以前，按当时使用的单位书

写；1949年以后，以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

准。 。

七、地名书写，以《涉县地名志》为准，古地名括注今地名。

八、志中引文，采用文内夹注和脚注予以注释。

九、采用黄海高程。

十、本志随文配以图、表、录、艺文、附记等，照片集于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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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涉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隅；太行山东麓：东与武安、磁县毗邻，南与河南省安

阳、林县交界，西与山西省平顺、黎城县相连，北与山西省左权县接壤，东西最长

37．5公里，南北最长64．5公里。面积1489平方公里，辖30个乡镇，525个自然

村，308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33．06万人。其中：回、苗、朝鲜少数民族仅18人，

其余均为汉族。县人民政府驻涉城镇，距邯郸市97公里。

涉县历史悠久，始置于西汉，属魏郡。三国，属魏之广平郡。北魏，先后并入

’临水、刈陵县。隋，复置涉县，先后入上党、襄垣郡。唐初，属韩州，后改属潞州上

党郡。宋，属河东路隆德府。金，升为崇州。元初，废州仍为涉县。明初，属河南

．省彰德府。清，涉县仍属彰德府。民国17年改属河南省豫北道。民国21年，属

河南省第三专区。民国29年(1940年)初涉县解放，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民国35

年(1946年)，偏城县并入涉县。1949年，涉县划归河北省，属邯郸专区虿今。

民国27年(1938年)，日军进犯华北，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等

同志的率领下。于民国29年(1940年)6月进驻常乐村．同年12月底迁驻赤岸

村，在这里居住和战斗达五、六年之久。-其时，广大军民_起同御敌寇，共度危

难。军队帮助根据地人民开展生产运动，开辟漳南渠一条，促进了经济、文化建

设，成为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之j——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和指挥中心，为抗F1

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

涉县全境属山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拨高度700米，峰峦叠嶂．

沟谷纵横，素有“九沟十八峪，八山半水分半田，举头尽见奇峰峙，着足无有尺土

平”之说。主要山岭为羊大脑、界牌山、韩王山、左权岭、青头山、五指山和符山。

其中，西北部的羊大脑海拔1562．9米，为全县最高峰，最低处太仓乡的漳河河床

海拨203米。清漳河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在合漳村与浊漳河汇入漳河。全县

大部地区属于漳河流域，小部分地区属子牙河系南洛河上游。

全境地质构造复杂，沿清漳河两岸山脉岩层出露，大部分是元古代震旦纪

石英砂岩，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石灰岩。符山周围属燕山运动期火成岩侵入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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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闪K岩。

境内山多地少，耕地{：质多为轻壤和中壤土。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在1％左右

，海拨500米以上多为褐七性土壤。800米以卜多为淋溶性褐上，山问耕地多为

石灰性褐土．漳河两岸有少部分草甸褐t。土壤中氮、磷不足，含钾丰富。

本县经济以农业为主。耕地33．7万卣。人均一亩有余。粮食作物丰要有玉

米、谷子、小麦、水稻、薯及聂类。】985年粮食总产量5．79万吨。比1 949年总产

2．2l万吨增长2．62倍。油料作物有蓖麻和芝麻。建嘲后，发挥荒l【I宜林优势。大

面积营造r用材林、果树林等 ¨：朱以畅销【日内外的涉县“t珍”的核桃、柿子、

花椒为卞。此外，还有黑枣、小檫、：F粜、梨、桃、杏和葡萄等。斋禽t要有吗、骡、

驴、牛、猪、羊、免和鸦鸭等。

工业方而，民国29年(1 940年)前，J!有几家F工作坊。八路军驻涉后，建起

r造纸、发电、卷烟、被服等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后简称建㈦Ij，『、建【日

后)。随着开发资源和建设山区的形势发展，国家、县、乡办工、fp遍地分析i 1 985

年。县以l：轻亘工业企业单位自‘1 086个，从业人员6．23万人。主要囱+；矗金、机

做、建材、化I：、轻纺和造纸等，工业总产值为7364万元。

奉县幅北温带人陆性季风气候，且有山区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13．1 C，一

月平均气温一3．1 C，七月f均气温27 C。年平均降水量604．6毫米，多集中在

七、八月，常见冬春干旱多风，夏秋阴雨潮湿。年日照2640．3小时，无霜期约180

天，早霜始于10月中旬，晚霜终于4月中旬。年平均自产径流量为18906万立方

米，水资源总量为180000万立方米。

涉县深山缺水，人民生活艰苦，曾有一首歌谣：“山高fH高水源低．山多石多

薄土皮，山随山i每分布碎，条条悌田如云梯．漳水难浇云中地，}。年九旱产量低，

八山半水分半田，糠菜半年来充饥”，正是以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记实。长期

以来，早魔一直是侵袭涉县的大敌。据《涉县地名志》查f．-I南省图f；馆藏书资料

记载：汉武帝元鼎i年(公元¨4年)，涉县大旱，郡国40余饥，人相食。宋端拱二

年(989年)，涉县连续人旱，民多饿死；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天大旱，涉县’

大饥，逃亡、死亡甚众；民国31年(1 942年)，涉县旱灾异常惨霞，春人旱，麦枯

死，夏无雨，无种禾，树叶均被人吃光，粮食全年绝收。从公元1581--1 945年的

365年中，发生旱灾36次，平均10年发生一次较大旱灾。同时，由于山高坡陡，

每遇暴雨，洪水横溢，也常造成灾难。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漳水发．漂没南

火，溺死无数；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涉县七昼夜洪水发，近漳田水悉被漂

没。民同34年(1945年)，涉县夏大水，冰雹，灾情甚重。

建国前，劳动人民为抗御旱灾．在有水源的河道或潜水出露处，曾不遗余

力，建／已代延佑年111】的王公堤，明万历年间的任公渠、金明昌三年的城西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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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水利工程，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把

兴修水利当作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涉县山区入畜饮水困难，治穷致富的头等大

事。涉县人民战灭斗地、前赴后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水利建设取得了重

大成就。

灌溉方面：以往境内虽有清漳、浊漳、漳河过境，但由于长期封建统治，人民

生活无人顾及，集体力量难于组织发挥，水不能治，旱不能抗，沿河两岸没有象

样的灌溉渠道，依靠辘轳、栲栳和水车汲水，全县一直不过干余亩水浇地。

1940年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下，先恢复扩建了原曲至固新的小渠

道，接着兴建两达永顺渠，特别是1942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区党委、晋冀鲁

豫边区政府驻涉党政军机关，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组织温

村等八村群众和涉、林、武、磁四县灾民，开掘了漳南大渠，扩浇土地4000余亩，

使全县水浇地面积增至7791亩。 。

从1950年开始，先后在清漳河北岸兴建了小漳北渠(弹音至寨上)、石索渠

(石门至索堡)两条千亩渠道。1957年，茅岭底、东辽城、西辽城三村又开凿了漳

源渠。短暂的七√＼年中，全县灌溉面积超过万亩．。同年底，县委、县政府根据人

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在清漳河上游—二山西省黎城县清泉村下开挖一条引漳入

境的大型渠道——漳北大渠(简称漳北渠)。口号是：“倒提漳河水，砍断太行山，

开通漳北渠，涉县赛江南”。1958年1月5．日开工。涉县人民敢想敢干，炸药自己

造，导火线自己卷。干部集资，群众捐款，上级拨款。克服技术和资金上的重重困

难，排除“断头崖”、“圣佛迪”、“西崖头”等走兽难行、飞鸟难栖等艰险地段。于

1960年2月14日大渠胜利竣工通水。群众说：“漳北大渠弯又长，漳河清水搬山

上，旱变水田九万亩，年增四千万斤粮。过去吃水贵如油，如今稻麦收满仓。人民

不忘共产党，子孙万代喜洋洋”。

漳北渠的兴建成功，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继而扩建、续建了漳南渠、漳

西渠，又兴建了青塔水库干渠。四条大渠使全县8．33万亩土地变成水浇地。同

时随着渠道的增多和通水受益，人们对水利愈加重视。有水源的河道及沟沟岔

岔，因地制宜地得到了充分利用。1985年共计有小型渠道89条，小<一>型水库2

座，小(--->型水库8座，高扬程扬水站118处。灌溉面积由1949年前的7790亩

增到14．2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43．3％。
。

解决人畜饮水方面：涉县自古“首苦乏水”。民间习俗：“邻里之间，宁给一升

米，不给一桶水；姑娘找婆家，先看院里有水窖，如没有，儿子就难找媳妇”。

1951和1952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曾两次派人来涉县勘察，国家在百废待兴

的困境下，拨来19万元，帮助涉县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其时，县成立了饮水工程

指挥部，县长直接主持工作，组织群众打水窖、挖水池。在46天之内，全县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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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万人，在120个村修建水窖1777眼，挖砌水池94座，缓解了部分村庄群众

吃水难的问题。1958年，全县组织14万人，开展以蓄为主，挖池、打水窖运动，半

年打水窖3．54万眼，挖水池1639座。但由于工程质量差，不配套，加之水源不

足，易干易渗，而不能很好利用。1961年，全县又有130个村庄出现人挑畜驮食

用水的困难局面。1963年8月，几场暴雨，致4000多眼水窖、水池和引泉被冲

毁，又使很多村庄出现人畜饮水困难。

自古至今，境内的水窖、水池建了一批又一批，但因管理不善和70年代的连

年大旱．多数引、蓄工程囚缺水而枯干。1 978年春，山村饮水缺乏，史所罕见，在

国家和驻境厂矿企业的支持下，全县日出动130辆汽车、三部火车头、上千辆马

车、排子车，往山村送水。两年中，国家拨专款21 4万元。解决群众饮水困难。

长期与干旱斗争的实践，使人民群众积累了凶地制宜的宜蓄则蓄、宜扬则

扬、宜挖则挖、宜引则引、宜截则截，即蓄、挖、引、截、扬的“五字”经验。1 973年，

涉县成立打井队。年底全县村庄通电，方便r IIl区深井钻探。为尽快解决饮水问

题，1978年，县成立了抗旱饮水指挥部。先后在王金庄、张家庄、神头等严重缺水

区打机井13眼。1986年5月，国家化学工、№部扶贫工作组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

驻涉。次年，化工部副部长林殷才亲临指导。1987年3月，河北省地质矿产局第

二水文地质工程大队受派，主任工程师王炜率10人对55个村庄进行调查论证。

所测定15个井位，施工无一废井。6月化工部又派高级工程师江发荣率钻井二

队并携带国内先进打井设备，自沧州至涉县温庄、曹庄等地，配合本县打井队年

底成井41眼，是打井最多、成井率最高的一年。截止1990年，几个严重缺水区：

青塔、偏城、张家序、王金庄、神头、龙虎、关防等沟都汲深井水，保障了人畜饮

用。受益群众说：“咱能喝上这日‘泉清凉的水，全托共产党的福，托社会主义的

福。” ．

水土保持与防洪方面：建国以来，在大力发展农出灌溉事业和霞点解决人

畜饮水的同时，对防洪与水土保持也做出了巨大成绩。境内的复杂地形，是洪灾

极易形成、水土极易流失的严重区域。百年内境内大的洪灾有8次，其中以1963

年洪灾最大。清漳洪峰流量达5600秒立方米，实为有记录所未见之大水。沿河

西达、连泉、索堡等有失半村者，土地被洪水冲光。据史载，南、北、中三原、石岗、

小会等村庄因濒临清漳河，时遭水患，只好迁移高岗。

建国后，对洪水发生甚重的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1952年始就

注重水土保持工作。1954年，县成立水土保持工作委员会。重点在清漳河上游沟

道建谷坊坝，实行禁山护林，沿河筑护地护村坝。全县兴建缓水坝362道，水池

102座，水窖1920眼．封山育林lo万余卣．修滩造地5570亩。完成鱼鳞坑554

万个，谷坊淤地坝3554道，塘坝55座，控制水土流失面积8万余亩。1958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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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于政策多变，宜林山区也“以粮为纲”，陡坡开荒，梯田失修，局部山坡管理

不善，盲目放牧，乱砍滥伐，造成生态破坏，导致小气候失常。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得失，吸取教训，各级领导把水土保持工作

提到了一定的高度。省、地、县组织了30多人的联合调查组，对全境30年的水土

保持进行了全面考查，制定了初步治理规划。至此，县水利局把河道防洪和水土

保持纳入正常工作计划。1984年3月，水利局成立了水土保持站，抽出5名人员

专抓这项工作。到1985年，三年内省、地区拨款54万元，专用于水土保持。按照

国务院颁发的“水土保持工作条例”，将全县划为10个小流域，区别情况，因地制

宜。到1986年，上级共拨款142．5万元，初步治理面积达到121．6平方公里，占

应治理面积的40％。

河道防洪工程方面：近10年中，省、地拨款计有百余万元，用于浊漳河防洪 。

工程。县水利局负责技术指导，质量把关。筑起3米高，8道共5000米长的护村

护地坝。清漳河、漳河、季节性河道、国家、县和群众自筹资金650万元，筑起了百

余道共7万米长、3—5米高的护村护地坝，工程标准分别达到百年一遇、50年一

遇、lo年一遇的抗洪能力。保护了沿岸70多个村庄，8．5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有2．5万亩土地免遭洪水冲刷。境内水保工程以王金庄小流域最为典型。过去

“天旱渴死牛，天涝满坡流，光山秃岭枯河沟”，如今“向上看尽石堰，向下看地连

片，层层梯田绕山转，洪水基本不下山”。联合国考察团伊拉克水利专家泰玛先

生看后表示：我所到世界各地，还从未看到这样好的治理。防洪工程的成效可以

县城为例：过去历次洪峰到来，对县城威胁甚大，多见水上南关，县城惊恐的记

载。现在，始起槐树岭到南关桥头一线，四道护城大坝坚固结实。城东枯河也建

起千米长的护城坝，一般洪水对县城没有威胁。．

小水电方面：1942年八路军一二九师驻涉后，在赤岸村以清漳河水为动力

兴建了第一座小水电站，装机容量10千瓦，供一二九师照明。撤离涉县时，设备

转移。’1950年，在县政府水利科领导下，在县城西兴建“涉县裕涉发电厂”(小水 ’

电)．装机容量8千瓦，白天磨面粉，晚上供机关照明。40年来，小水电事业逐步

发展，在漳河沿岸共建起大小33处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6770千瓦。除解决

建站村庄米面加工和照明外，还有15座小电站并入国家电网，创经济效益达

435万元。境内水能资源可开发量1．25万千瓦，现在开发利用的只占可开发量

的42％，小水电事业还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一

．+涉县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勤劳勇敢的涉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征

服自然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光辉篇章。其中，多少英雄事迹令人可歌可泣。卢考

廷一家为修渠献出了两条生命；任蔚宗捐躯水利事业；李培基年过七旬，仍战斗

．不息，等等，都是垂范后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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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的地方。一是科学规划

不够严密，致使上百座万方蓄水池，因缺乏水源而干牯渗漏；使大泉水库、台村

水库等报废。二是重建轻管，如水窖群、占台水库，管理工作跟不上，不但不能发

挥应有效益，而且浪费了资财。三是部分工程质量差，建的快，坏的快，蓄的快，

漏的多。四是配套工程跟不上，有的水库建成近20年，渠道不配套，难以受益。有

的扬水站因资金短缺难以配套，面临废弃。诸此水源不足、管理不善、布局不_当、

工程老化失修等等，在今后水利建设中应弓|以为戒：1．开源审流，一水多用，综

合利用，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2．对灌溉用水实行科学管理，再管理再配

套。四大灌区实行计划用水。乡村小渠道做好防渗配套工程，工业用水，增设污

水处理没备，实行循环用水。改变单纯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行政综合治

理。3．加强规划，调整布局。在《涉县水利区划》基础上，进行流域治理和农田基

本建设，实现水利化。4．切实解决工程老化失修问题。本着谁受益、谁出工、谁投

资、国家予以帮助的原则，使设施尽快恢复使用，发挥长远效益。．

水利建设的历史告诉人们，只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

量，依靠科学技术，深化水利改革，不断探索完整的山区水利建设科学套路，定

会使涉县水利事业更加发达，使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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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水利环境

涉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隅，山区，西北高，东南低。面积1489平方公里。属北

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13．1‘C，年平均降水量604．6毫米，

七√＼两个月降水占全年60％。清漳、浊漳、漳河在境内为常年性河流。东枯河、

字庄沟、关防沟等季节性河道，流域面积25—100平方公里，长度约在10一20公

里之间，共32条。多年平均降水量为9亿立方米，水质属低矿化度重碳酸盐型淡

水，适用于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八山半水分半田”是本县自然地理的总概

第一节地形地貌

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南隅。东与河北省武安、磁县接壤，南与河

南省林县、安阳县毗邻，西与山西省黎城、平顺两县相接，北与山西省左权县交

界。东西横距37．5公里，南北纵距64．5公里，总面积1489平方公里。县辖30个

乡(镇)，307个行政村，525个自然村。总耕地33．7万亩，总人口33．06万人。

全境为山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海拨1000一1562．9米之间，中部

海拨500--1000米之间，东南部海拨250～500米之间，最高点为西北部的羊大

脑，海拨为1562．9米，最低点在东南部漳河出境处河床，海拨203米，相对高差

1359．9米。境内河谷纵横，山高坡陡，峰峦叠嶂，多悬崖峭壁。自然特点可谓“举

头尽见奇峰峙，着足曾无尺土平"。主要山岭有羊大脑、界牌山、韩王山、左权岭、

青头山、五指山和符山等。

第二节气象水文

涉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且有山区气候特点，四季分明，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