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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也是人类生存的必须物质。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原始人群逐

水草而居，夏禹治水使人们由游牧生活转向了定居的农业生产，周、秦之后，我国就以农立

国，农业都离不开水利。而且，历代政权的存亡，社会的兴衰，多与治水的兴废相关。凡重

视兴修水利，减少水旱灾害的朝政，则五谷丰登，民安国盛，社会生产力就得到发展。反

之，忽视水利事业的朝政，则灾害频繁，民饥国衰，社会动荡不安。翻阅历史，此种事实锶

证不胜枚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把水利工作视为农业命脉，是能否丰收的关键。医

‘而，领导着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投入大量的入财物力，兴建各

类水剩工程，抵御天灾，保证农业、工业生产及生活的用水需要。

安顺县位于贵州省的中部，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著称。滇黔公路及铁路穿越县境，

交通发达，自古为滇黔交通要道，物资集散中心。长江与珠江分水岭横穿县境中部，碳酸盐

岩层广布全县，岩溶极为发育，溶洞的奇丽风光美不胜收， “龙宫刀佳景，已是中外驰名昀

旅游胜地。在全县1515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她壳的演变形成各种地质构造和地表形态，山盎

起伏，峰奇谷幽≥江河逶迤腾污于南北大地。县内山地，丘陵间，还有类似平原莳谷墙稀盆

地，俗称“团坝刀是本县的主要产粮区。安顺人民，就在这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
韵土地上耕耘着，世代相传。

安顺县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斗争中，认识到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须资源。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巳自发地开发利用了一些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安顺的各族人民、干部及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省、地各级领导

及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在合理开发水资源的事业中，积累了丰富的建设和管

理经验。五十、六十年代大力修建山塘水库及引水工程；六十年代积极发展水轮泵及机灌沾

舞承工程’七十年代蓬勃兴办电力提灌站；八十年代，续修配套完善已建水利工程，加强管

理，提高工程的综合效益。迄今，全县拥有各类水利工程一千二百余处。这些工程过去、瑰

在、将来，为安顺人民的生产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水利工程，是安顺县各族

冬民在各级领导及水电部门的指导帮助下，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硕果，也是人民群众血沣

和智鹫的结晶。这些水利工程是全墨人民的宝贵财富，它将造福于安顺县人民的子孙后代。

在全国“盛世修志’’的可喜形势下，总结安顺县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本县

资源开发、利用有深远的意义。鉴往知来，求训致用，既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

务，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

《安顺县水利志》是一部反映本县的水利专业志。重点记述了1949年至1985年(为了说

弱事物的完整佳，个副工程延至1986年>，并追溯到清朝顺治17年(公元1660年)安顺出现

犬旱灾。这部专业志在编写中力求丰富的内容，有完整的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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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表达方式上力求图文并茂、照片真实生动数据表格具体，以期起到资政、存史、教育

的作用，提供现在和将来水利工作者借鉴的历史技术资料。

但是，由于安顺县与市，几分几合，文革十年动鄙，档案散失，资料不全，知情人士调
离等原因，加之编写组的水平有限，。难免有谬误之处，?敬望广大水利工作者、史志行家及水

利-界的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安顺县水电局局长 马佳福 1988年12月

，*淦-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于清辆颓治17年(公元1660年)，下限止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85

年。

二、县境区域在历史上变动多次，记载汽容PJ．1985年县境范围为准，除个剐蓄水工程与

本县灌溉有关，统计在基本数内外，均不在本志记载范围。

三、历史年代的记述，一律用历史上的正式称谓，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

瘌国建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四、文字及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为准。本志中涉及到的度、量、衡，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1985年以前通行的市制为准，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如石、斗、升等衡量，在记叙

历史时仍照记载。

五、河流、工程名称，按原地名或历史命名书写，加注今名。

零志韵曙出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

’1。



第一章概j 述

安顺县位于贵州省中部，距省会贵阳110公里，东北邻平坝县，南接紫云县，西邻镇宁

县，北接普定县。全县总面积为1515平方公里，人口398，890人，其中农业人1：3 358，360‘

人，全县7个区，42个乡(镇>，394个村民委员会，2405个村民小组。居住着汉、苗、布

依、回、仡佬等22个(五个主要)民族。

全县共有耕地面积822，195亩，其中田423，924亩，她398，271亩。主要生产的农作物有

水稻、包谷、小麦、黄豆、油菜籽、洋芋、薯类、高梁、养子等，经济作物有茶叶、烤烟、

土烟、花生、葵花、蔬菜、水果等。
。

安顺县气候湿润温和，年平均气温13．5一15℃，最高气温为2l～23℃，最低气温一7．6℃，

无霜期270天，年平均降水量为1296毫米，平均降水天数为193．1天。

由于碳酸盐岩层在全县分布广，岩溶地貌发育，森林覆盖率为10．09％，许多山区岩石
裸露，水土流失严重。据农业区划的调查，全县水土流失面积为365，960亩，占全县总面积

的16．7％。
。‘

i历史上安顺县没有较大的水利设施，、焱民凭借天然河流和泉井自然灌溉，仅在沿河流的

地方建一些简单的水利工程，、大部分农田靠天落雨。据1949年统计全县有引水工程900处，

塘堰159处，水井232个，筒车44架，总灌溉面积24，894亩，占全县稻田面积10．1％。虽有一

些简单的水利设施，由于没有建立管理机构，多数水利设施被豪绅把持，加之管理不善，未．

能很好地发挥效益，因而年年都有田园荒芜，粮价日涨饥民外出逃荒的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安顺县鲢水稻建设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分

管水利，五十年代就组织群众在巩固原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兴建一些小型水利工程。。1955．

年冬省在县境内兴建山京防洪灌溉工程，1955年4月组织群众兴建小型示范水库——岩桥水

库、红梅水库、关冲水库。对安顺县以后的水利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i958年以后安

舨县的水利工程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截至1964年止兴建成小

(_)型水库九座，小(二)型水库21座，总蓄水2928万立米，灌溉面积41453亩。与此同

时，在兴建蓄水工程的带动下，又兴建了引水工程六处，引水流量1．13秒立米，灌溉面积为

s125亩。但由于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片面地追求进度，加之当时技术力量薄弱，一些工

程是实行“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致使少数工程质量差，有的报废(如岩

桥)，有的渗漏严重后又进行翻修加固(如鹅项、革寨等水库)，绝大多数未进行库底清

理，至今不利于养鱼业的发展。

1964年3月，县水电局在鸡场区晌水建成第一个水轮泵站，到196 z1年9月底止，安顺县

就先后建成水轮泵站7站8台，灌溉面积875亩，1965年元月安顺县又采取打水轮泵歼灭战

的作法，经过四个月的奋战，全县又安装了水轮泵3l台，灌溉面积4762亩。经过60年代的努

力，1973年水利大检查统计，全县共建成水轮泵站58站78台，灌溉面积为5662亩。与此同时



还兴建了机灌站82浩82台，装枧1097马力，灌溉面积够≯s菌。’

在70年{℃里，随着工业的发展，01l厂矿的迁入，国家电网输电线路横穿县豌东南西爿{

为农用接电提供了方便。随蓿农用安顺县东方红输变电工程的建成，电力提灌工程建设在垒

县范圊内得到大力发展。截至1985年底统计!共昝成电j馥站046站684台，总装机容量14，29i·5

千瓦，有效灌溉面积121，755亩。 ：

在机灌站和水轮泵站建设的同时，小水电建设也随之兴起。据19 7’s年水利大检查统计，

全县柴油机发电和水轮泵发电共lG处，发电装机为117千瓦，接着又兴建了小红山水电站，

丸溪水电站稻龙潭水电站。70年代中嬲，随着国家电网的廷伸，安颞县东方红输变电工程姻

建)茂。‘小水电工程被代替。1985年统计存在的小水电站仅有龙潭和九溪电站了，总装机1470

千瓦毒年发电量∞．8万度。
· 、

在进行水利水电建没的同时，安顺县还兴建了一j_}l：入吝玖水工程，据1985年底统计，共

建成人畜饮水39处(提水8处，引水31处)，其中小(一)型工程6处，小型二l翟33处。解

决饮水困难龌3A26．848人，牲藉15，185头。虽然如此，还不能满足饮用水的需二：÷。全县还有

24．860人，t5，350头牲畜的饮水问题，还有待于今届逐步加以解决。

为使建成的水利设施能充分发挥效益，更好地为农业增产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工程竣

工时鄙随着建立了管理组织。1975年以前县水电局就指定专人讯水利管理工作。1975年后县

永电局设立水利专管机构，配备专管人员(即设灌保站，配备四名于部)，专职弧全县本秘

管理和水土保持工作。1984年水利管理和水土保持分开，水电局设水利管理股，有职工七

人，其中抓渔业的二人。各区设水利组，负责水利管理与建设。国家投资兴建的小(一’歹型

工程，设管理机构，由县水电局统一管理，如革寨求库、鹅项水库、红岩水库、工农买龟灌

站、东方红变电站、龙滩水电站等。民办公助鲥工程，本着谁修淮用谁管的原则，实行分级

管理，即跨乡工程区管，跨村工程乡管，跨村民组的工程村民委员会管。一般，'B型IT-程由村

民组自管自用。十一属三中全会以詹，在全县范围态普遍推行了管护承包责任铆。

为使工程逐步走向自给，国营灌区按国务院规定实行了水费征收。据革寨、鹅项，红岩

三个国营灌区统计，1985年共征收水费G8，046元。与此同时还组织各管理单位，大力发展莽

殖业、秘植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多种经营。县水亳局抽出三名职工、经织水电局家属子女予

1980年建立机电修配厂(现名建安修配厂)，1截至1985年共完成总产值77．53万元，向国家

上交税金五万余元，为水利水电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安颓县水稻电力建设经过全县入民长期艰苦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1985年

底全县共建成蓄水工程279处，‘蓄水4039．8万立方精其中小(一)型水库11座，小(二)
型水库53座，4、A-r-程215处，引水工程29l处，引水流量5．84秒立米；水轮泵站22沽26台，

枧灌站15站15台，296马力；电力提灌#占646站，总装机14291．5千瓦，人畜饮水3-9处；农村小

水站2座，总装机1，470千瓦。全县总有效灌溉面积222，966亩，占全县稻田面积52％，

t匕i949年增加g倍。这些水私工程在为抗御水旱灾害，促进工农业生产，解决城市入民生活

溺水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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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条件

安顺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地理座标为东径105度49分30秒至106度21分31秒；北纬25度

56分32秒至26度26分50秒。东西宽52．5公里，南北长54．2公里。总面积1515平方公里。

安顺县隶属安顺地区行政公署，北邻普定、织金、平坝县；西与安顺市、镇宁县相连；

南接紫云县，东与长顺县交界，全县行政区划为七个区，42个乡(镇)，394个村民委员会，

2045个村民小组。全县人口共计398，890人，其中；农业人口368，360人(据1985年统计局资

料)，总人口秘度为每平方公里263人，农业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243人。本县居住有汉、

苗、布依、回。仡佬族等五种主要民族，其中汉族占78．8％，苗族占10。15％，布依族

占9．86％，其他民族仅占1．19％。

安顺县东西有滇黔公路及铁路并孔横穿其境，南北有安(顺)一轿(子山)、安顺一织

金，安(顺)一望谟等公路相通。各区、乡(镇)均通公路，交通极为便利。

本县以农业为主，全县共有耕地面积822，195亩，其中水田为423，924亩，旱地为398，27上

亩。农业人均耕地为2．3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包谷、小麦、黄豆、油菜籽、洋芋、薯类、

高梁及养子等，占全县播种面积的85．8％，其中水稻占45．3％，包谷占16．5％，小麦占16％。

经济作物有茶叶、烤烟、土烟、花生、葵花、水果等。粮食产量达16，725万斤(年史最高盼

198一舞期l，960万斤)，每农业人口平均为454斤(1984、年为597斤)。工业生产主要是为农
业服务的县化肥厂、水泥厂、农机修造广；轻工业有印刷厂、食品厂及砖厂等。全县1985年

工农业总产值共计9291．7万元，每人平均为246万元。全县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2818．7万

元。其中乡镇企业已有630个，从业人员有5670人，年产值达730万元。1985年农业总产值

达6垂73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69．7％，‘每农业人口平均为176元。县财政总支出为

2，549，31 6元，总收入为7．453，841元。其中，由省补助6，530，171元(详见行政区划表)。

第一节 地貌地质

安顺县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坡，属黔中丘原地貌区，地势较高，地形起伏不平，地质构造复

杂、山脉、河流顾地质构造发育并受其严格控制。以岩溶地貌为主，相间非岩溶地貌交错发

育。

地 貌

长江与珠江分水岭横穿全县东西，北为长江流域。南属珠江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与本省所谓梯状大斜坡地势相吻合。县内平均海拔高程为1200米军_1400米，最高点位于西北

部跳灯场乡的石人大坡，高程为1G94．8米；最低点在南部炭窑乡木厦河出境处，高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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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县行政区，乡(镇)名称一览表

}区 名 称 乡 (镇) 名 。称 乡镇数

双堡镇、江平乡、新寨乡、东屯乡、梅旗乡

1 双堡区 9

唐山乡、猛邦-3、杨武乡、杉木乡。

_h_——一 ，一 一—●一 ～⋯一 一 。～ ⋯，

旧州镇、陇灰乡，刘官乡、黄腊乡、龙青乡

2 旧州区 、6

詹家屯乡。

宁谷镇、林哨乡、蔡官乡、头铺乡、高寨乡、

3 华严区 6

孙家庄乡。

七眼桥镇、大西桥镇、郑家乡、夏官乡、

4 二铺区 6

云蜂乡、马场乡。

蔡官镇、轿子山镇、塘官乡、小屯街乡、

5 蔡官区 6

平地场乡、跳灯场乡。

6 鸡场区 甘堡乡、三股水乡、岩腊乡，鸡场乡。 4

7 新场区 新场乡、马头乡、关12I乡、炭窑乡、勇克乡。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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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1米。最大相对裔差592．7米。据区划统计，

陵占43．2％，为654．5平方公里，平原(即洼地、

水域占2．4％，。为36．4平方公里。

县内山地占48．1％，为728．7平方公里；丘

各地及盆地)占6．3％，为95．4平方公受；

安顺县的地貌类型是以溶蚀成因既岩溶地貌为主，其余为侵蚀成因的流水地貌和断陷形。

成的构造’地貌。形态有单一的也有复合的。地貌特征是由中部的分水岭向南、北的珠江

与长江流域的河谷发育，有着阴显能阶段性和多层性，分别为不同地质年代及不同的成因类

型，’岩溶地貌广泛分布，发育加烈，由于县内可溶性的碳酸盐岩层占7$．4％的面积，总厚度

达数千米，岩溶长期发育形成各种岩溶地貌形态，如峰丛、峰林、溶丘、洼地、坡立谷及潺

斗、富谷、溶洞、天生桥、岩溶泉、伏流暗河等。县内不少奇蜂异洞成了旅游风景胜地， “龙

宫”就是典型的岩溶地貌旅游风景区，至今引来中外游客不断。

地3 质

J、。 ≈

安顺县出露的地层有古生界的泥盆系(D)、石炭系(C)、二迭系(P)；中生界的三
迭系(T)、新生界的第三系(E)、第四系(Q)地层。县内以三迭系地层出露面积最大占

48．6％，次为二迭系占31．72％，再次是石炭系占j=2．19％，泥盆系占5．毽5％；第四系占

0．昭％’第三系占0．69％。(见《安顺县出露地层简表》)。

金县各地层的岩性，按岩组可划分为四大类及十令亚类：

l、碳酸盐岩类：包括(I a)，均匀石灰岩；(I b)，均匀白云岩；(I c)灰岩与

白云岩互层；(I d)灰岩、泥灰装夹砂页岩等四个亚类，占78．4％。

I、碎屑岩类；包括(Ⅱa)。角砾岩；(五b)、砂页岩及泥岩互层；(Ⅱc)、页岩

硅质岩夹燧石灰岩；(噩d)、砂页岩、燧覆灰夹煤层等四个亚类，占20．43％。

覃、松散堆积层类：即第四系自笔残、坡、冲积层，占0．92％。

Ⅳ、火成岩类；即蛾眉出玄武老(1)8)，占0．25％。

安顺县在大地构造分区上，处于著名的川黔经向构造体系南部西缘及南岭复杂构造带北

面的黔西山字型东翼外侧。因此，县境内的地质构造特征，必须受这些大地构造的控制和影

晌。其构造形态的显露也是相应一致的。全县大致以北东一一南西向沿黄腊一一江平一～甘

堡～一三股水～线为界。西北部以jI身：一一南西向的华厦构造体系为主；东南部以南北向的

经向构造体系较为发育。县境西北韶地区，由于黔西山字型构造体系东翼的延伸，发育着北

东～一南西向。的断裂褶皱。有果者一一水洞逆断层、小屯衡逆断层、驿马寨一一塘官正断

层、大西桥一一头铺大断层及塘宫～一火坝向斜等。这些断裂，褶皱都属华厦构造体系。在
西南部地区出现的马头寨向斜、孝寨背剁、拿门寨向斜、新场背斜、凤山向斜、赖岩背斜、

岩膳向斜、黄莲坝背斜等褶皱构造，多为北北东～～南南西向平行斜列伸展。属后期地应力

复合作用下形成的新华厦构造体系。蘸北向的经向构造体系，分布于县境东南部地区，褶皱多

为倒转的向、背斜呈长条形分布。有小士梅背斜、下所坝背斜、猛邦倒转背斜、杨武倒转背

斜、毛栗坡反复倒转背斜、杉木倒转背斜、磨满背斜、山京向斜等平行排列的褶皱。在其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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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有延伸较长的走向冲断层。如补萤冲断层，甘堡一一鸡场冲断层均为南北走向延伸。此外，

第二序次的纵张断裂，有时代替了背斜轴线的延伸；东西向的横断裂规模虽不大，但显示

清楚。可见，安顺县在地质史上的地壳运动中，不仅受到东西向及南北向挤压力的作用，也

受到北东一一南西向及北西⋯南东的扭力等联合地应力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才形成上述错
综复杂的地质构造形迹。

由于本县碳酸盐岩层广泛分布，岩溶地貌发育，全县森林面积为229，370亩，森林覆盖

率为lO．09％。许多山区岩石裸露，加上人为的陡坡开荒，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据农业区划

时调查，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共计365，860亩，占全县总面积的16．1％，其中自然土流失谣积为

73，298亩，占流失总面积的20％；耕地流失面积为292．560亩，占80％。全县的平均侵蚀模

数为491．9吨／平方公里·年，坡面平均侵蚀模数达3055．2吨／平方公里·年。全县的年流

失总量达745，180吨，可见，安顺县的水土流失是严重的，应予重视。

第二节 气象水文

气 象

安颓县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其气候特点是四季较分踢，冬夏季风交替显著，春季

千燥多大风，夏暑不醋多雨，秋季阴雨气候凉爽，冬寒不甚寡照。由于本县地处低纬度高海

拔丘原区，绝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3．5℃至15℃间。最冷的冬季一月份平均气温在3．3℃

，至5．1℃间，极端最低气温可达一7．6℃(1977年2月9日)，高山达一10．2℃。最热的夏季

七月份平均气温在21．2℃至23℃间，，极端最高气温为34．3℃(1953年8月13日)，个别河谷

处达35．9℃。全年日照时数多年平均在968．6一一1309．6小时。太阳辐射总量为7r6．7一一88：5

千卡／平方厘米。年累积温度在3885．5—4538．4℃。初霜期平均在11月23日，终霜期平均在

2月25日，无霜期平均为270天。县内历年盛行东北风，南风次之。多年平均风速为2．4米／秒，

春季风速较大，平均为2．9米／秒，秋季风速最小，平均为2．2米／秒。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296毫米，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900一一lOSO毫米。多年平均湿度为81％，最低的四月份

平均温度也有76％。

水 文

安顺县气候湿润，雨量率沛。平均年降雨量为1296毫米，县境内有两个降雨中心，--4"

是北部的蔡官、孙家庄等地，另一个是南部的鸡场、甘堡一带。北部降雨较多，年平均为

1370毫米左右，东部最少，年平均仅有1246毫米。其余地区在1 300一1350毫米。其特点是降

雨年际变化小，月季变化大，干湿季节分明。县城所在地，年平均降雨量为1368．6毫米，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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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最多年达1879。6毫米<1979年)；降雨段少年为947．G毫：≥l之<1962年)。季节分配上，春季降

雨占年降水的19．15％}冬季降雨最少，只占4．5％；夏秋季降雨集中，占76％，并且多出

现夜雨及暴雨。因县内的降雨时空分布不均，虽然总降雨量不少，但旱涝灾害仍有不同程度

的发生。年平均降雨日数为193．1天；历年降雨最多日数为216天(1976年)，最少日数为

169天(1958年)。雨季平均开始日期为4月28日，80％的像证率出现在5月12日，平均终

止日期为10月10日，80％保证率终止日期在9月l 3曰。往往由于雨季开始日期变化大，不少

年的雨季较迟，春旱几乎年年发生。雨季虽然降雨量多，但分布又不均匀，因而伏旱亦有发

生。

本县的地表径流受降雨、地形、地质、植被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全县径流深在

550一700毫米。径流深分布，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少，

此外，由于受水土流失的影响，县内的罗补董河、果者河、驿马寨河、捞兜河等主要河

流的泥沙量较大；而型江、大屯河的泥沙量较小。受煤矿及工业、城市排水污染的河流有型

江上游的黑秧河支流及炸塘河段，以及千峰河。

第三节 河 流

安顺县共有八条主要河流，22条支流，_115条小溪。流域面积大于20平方公里的河流(包

括支流)共2l条，主河道长度大于lO公里的有6条。县境北端的三岔河，因地势低，在县界

上的长度仅有1．5+5里，是与织金县的交界河流，未计算在内。

本县中部为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各流域分布有四条主要河流。东北部属长江流域

的主要河流有：型江、千峰河、果名河及驿翟寨河等四条。流域面积共681．83平方公里，

占全县总流域面积的45％。西南部属珠江流域的主要河流有：油菜河、大屯河、罗补董河及

捞兜河等四条。流域面积833．1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流域面积的55％。河流上、下游处于不

同的发育阶段，上游河床平缓，河谷宽阔，流量较小，下游河谷狭窄，河床下切，比降较

大，流量也逐渐增大，由于受宕溶发育的影Ⅱ虬有的河流时埂时暗，形成陡滩瀑布，如油菜

河较为典型。各条河虽有一定落差，但因基流小，洪枯流量变化幅度大。因此，水能理论蕴

藏量和可开发量都较小。

现将本县主要的八条河流叙述如下：

一、型江：位于县的东部，分布在二铺、旧州两个区，是安顺县最大的一条河流。系猫

跳河的源流发源于头铺乡的新哨村，流经郑家乡、七眼桥镇、大西桥镇、马场乡、旧州镇、

詹家屯乡、刘官乡，至黄腊乡由六保流入二F坝县称羊昌河，入清正县境始称猫跳河，汇入乌

江。县内流向为由东向西流，该河的主要支流有西陇河，小关口河、大西桥河、云峰河i五

翠河、高车河、黑秧河及肯龙河等八条。型江的源头海拔高程为1406米，出境点高程为1252

米，落差154米。流域面积为484．36平方公里(包括外县汇入面积59．4平方公里)，相当于

全县总流域面积的35．2％。型江全长268．8公里，主河道长51．8公里。纵坡比降为4／jooo。

实测河流出境枯流量为0．907立米／秒；年平均流量为9．993立米／秒，推算最大洪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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