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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陈廷朝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元谋干旱少
雨、高温燥热，民谣：“元谋筲箕凹，有雨不下坝。”水对元谋农业及
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水百花齐放，无水寸草不生"，即是
对元谋自然特征最好韵写照。

元谋有文字记载的兴修水利工程始于明末清初，勤劳的元谋人
民，那时就在龙川江、蜻蛉河沿岸开沟、筑坝引水灌溉农田，谱写了
水利建设历史的篇章。解放四十多年来，元谋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使全县的水利工程建设从无到有，工程规
模从小到大，到1990年止，全县水利工程总件数为解放前的28倍，
利用水量为16倍，灌溉面积为15倍。全县乃至全州人民为元谋县的
水利建设付出了较大代价，但是却从未用文字记述这一历史发展过
程。新编《元谋县水利志》，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填补
了元谋水利发展史料的空白。 ·

志书是一种记实性、资料性的史书。我们不但要了解元谋水利的
现在，还要了解它的过去。新编的志书若能把它们的上限与下限连接
起来，成为时间不间断的历史丛书，使元谋自明末以来水利事业的发
展、变化和经验，实事求是地记述出来，对元谋水利建设，经济发展
将起到借鉴作用。这也是全县各族人民的厚望和要求。

水利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是一项多学科、跨门
类的综合性事业，编纂水利志书难度是大的，编纂人员要付出不少心
血，花费不少精力。新编《元谋县水利志》，由水电局工程师马怀忠
同志执笔主编，调动各方力量，提供资料，帮助修改成书。这是我县
水电事业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水电局领导和水利志主编辛勤劳动与
耕耘的硕果。字里行间满怀着他们的一片爱心，倾注了他们的一腔热
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编《元谋县水利志》，突出了元谋水利特点，用大量的资料和
事实，对元谋从古到今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成就进行综合、系统的
记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行文朴实，是一
部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的、具有反映时代特点、地方特色、
专业特征以及元谋水利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的新型部门志，可以起到
资治和存史的作用。 ÷’7‘|，



序、 二

元谋县水电局局长。。．管兴邦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计民生的大事。编修水利志则是为了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之更好地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元谋地处金沙江河谷燥热地带，一方面形成“天然温室"的优势；
’

过境水量丰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开展多种经营；另一方面，
又因降雨量少而蒸发量大，形成了干旱年份较多的劣势。据观测资料
表明：元谋年平均降雨量仅600多毫米，而蒸发量却年均达3700多
毫米，蒸发量是降雨量的6倍，这在云南全省也是罕见的。“有水百
花齐放，无水寸草难生”，这确实是元谋自然特点的真实写照，也是
元谋迫切需要治水j大兴水利建设事业的出发点。

纵观元谋治水，历代不衰。千百年来，元谋县各族人民为了生存
和发展，长期坚持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了不屈不
挠的精神，团结治水，曾几度掀起了水利建设高潮。在兴建东山大沟
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全州各县的积极支援，有的还付出了宝贵的生
命，至今我们还念念不忘。

在近40多年间的水利建设中，工程规模之大，上阵民工之多，水
利效益之显著。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不能不说是元谋治水的兴盛时
期和明显的特点。截至1990年，全县已兴建了蓄、引、提水利工程
1205件，蓄水总量1308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3万多亩，为建国
初期的15倍，水利化程度已达59％。由于兴修水利，元谋的国民经
济才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天然温室”的元谋热坝才得到科学的
开发，冬早蔬菜也才能远近闻名。 ．

我们编修水利志的目的，前面已经说过，主要是总结过去，启迪
未来。一方面把成功的经验和治水的功绩，实事求是地载入史册，以
便饮水思源；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为今后的水利建设和兴利除害

1／]厂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提供借鉴。
《元谋县水利志》是在省、州、县地方志办和省、州水利志编委

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由县水电局工程师马怀忠同志执笔主编的。从
1986年到1989年基本完成初稿，1992年6月，我们又邀请了有关领
导和专家对复审稿进行了评议并提出修改意见。现在正式印刷出版
的《元谋县水利志》，是经过几易其稿、反复修改而成的硕果。在此，
我要代表元谋县水电局和水利志编纂人员，向为我们水利志提供资
料、帮助修改和大力支持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尽管我们付出了艰辛，但由于人力少、资料不足、．水平有限，不
尽之处，在所难免，恳乞读者见谅。 ：



凡． 例

一、本志系元谋县水利专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
路线和政策，应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求实存真，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事为类、以时为序编写，采用篇、章、节、目结构，
辅以图、表、照片以说明情况。

三、本志使用记叙文，除“概述"外，力避空论。“大事记”则
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四、上限不限，下限至1990年。本着“详今略古’’之原则，实
事求是地反映元谋县水利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五、本志历史纪年、历代政权、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
惯称谓，历史纪年之后，用括号注明公元年。地理名称按《元谋县地
名志》，古地名用括号注明今地名。

六、1949年之后，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用“建国’’或
“解放”之类称谓，“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七、除引文外，不用文言，一律使用白话文或语体文；文字按规
定的简化字。力求规范化。

八、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温度用摄氏。海拔高程用黄海高程。

九、数字一般用统计部门或水电局上报数字，若与实查有出入，
须注明于括号内；水资源数字用1984年《元谋县水资源调查评价和
水利化区划报告》为基础。。

十、数字书写。分别以汉字和阿拉伯字表示。



概 述

元谋位于滇中高原北部，四周群山环抱，为东南高、西北低，南
北长的断陷盆地。东西平均宽26公里，南北平均长78公里，总面积
2021平方公里。出露地层有古生代花岗岩、变质岩；中生代砂岩、泥
岩；新生代冲、河、湖积层。由于地质构造及河流切割等原因，元谋
盆地被分割成东、西两个坝子，东部元谋坝面积250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12．4％；西部班果、物茂坝面积68平方公里，占3．4％，河
流虽多，t多为季节河，金沙江由西向东流经北部地区，龙川江从南向
北纵贯元谋坝西部，是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过境水丰富。年平均气温
摄氏21．8度，平均降雨量6．18．7毫米，平均蒸发量3729毫米，少雨，
旱灾频繁，时有洪水为害。 ．’ ．

元谋盆地气候温暖、阳光充足，是人类祖先——“元谋人”的发
祥地，先民们为力求生存和发展，自古以农为重。古人沿河而居，因
地制宜，打坝、开沟引水灌溉。明、清时期，修建引水沟20余条。民
国年间，渠、塘有所发展，修塘堰17座。

1949年，元谋农业人口455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5％；耕地
．面积201000亩，灌溉面积仅8500亩，96％的耕地只能等雨栽种，靠

天吃饭，干百年来元谋人过着干旱缺水的辛酸日子。在那些年代里，
元谋坝流传着一首民谣：“东山似莲花，西山似凤凰，莲花要水不得
水，凤凰要干不得干。”喊出了元谋人千百年的心愿，渴望有一天，龙
川江水流上东山。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随之恢复和发展。1953--1956年，
农业合作化时期，为改善人民生活，满足大面积灌溉需要和支援国家
工业化建设，第一次掀起水利建设高潮，发动群众，以工代帐，兴办
了一批小塘坝和沟渠工程。蓄、引利用水量虽比以前提高4．8倍，灌
溉面积增至33000亩，但只占总耕地面积的16．1％。因此，光靠小
型水利不能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抵御干旱灾害的威胁，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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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元谋坝有60％的耕地面积，水低田高，尚

少利用，东山麓下大片耕地，只得望水兴叹，人们渴望着摆脱干旱的
严重威胁。

l 958年，在“大跃进”时期，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水利，

掀起了第二次水利建设高潮。在县委决策、人民要求和省、州政府的
重视及支持下，动工兴建“元谋东山大沟"，工程艰巨、地质复杂、隧
洞多。施工中得到全州民工的大力协作，团结治水，最多时上民工
25000余人。经四期施工，历时12年，于1 970年1月竣工通水。全

长81公里，国家投资1425万元，自此，将龙川江水引上东山，灌溉
元谋坝东片耕地40000余亩，实现了元谋人民千百年梦寐以求的愿
望；也为修建丙间、麻柳两座中型水库创造了条件。

六、’七十年代，虽受“文革”的干扰和破坏，而广大干部和群众
在逆境中仍坚持治水，续建东山大沟；发展山区和半山区小型水利工
程。兴建小(一)型水库4座，占同类工程总数的49．2％；小塘坝

400余座，占63％；提水工程200余站；兴建、扩建和续建了一批引
水沟，占同类总数的39．7％。这些小型水利对山区、半山区谷盆台
地，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效益，从而取得了按其地理环境和水、土资
源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水利的经验。七十年代，开展农业学大寨运
动，1977年，以治水改土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
理的方针，平整土地，大搞条田化，坡谷变台地，使坝区部分农田做
到了“田方路直渠成网”。但是在水利建设中，部分工程存在盲目定

点、草率施工，导致工程质量差，渗漏或水源不足。部分工期长，配
套不完善，使工程不能充分发挥效益或废弃。1978年，全县蓄、引、

提利用水量65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0万余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48％，但元谋坝东部大片耕地仍无水灌溉，或不能基本满足灌溉要
求。因此，在原规划基础上动工兴建了丙间中型水库。 ，‘

八十年代初，针对工程存在问题，以续修配套、除险加固为主要
任务。1982年，省、州水利部门确定楚雄州内以开发元谋热区水利
为主，扩建勐连，兴建麻柳为中型水库，与丙间水库并卧于盆地南端
18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东山大沟每年担负着麻柳、丙间水库引龙川

江洪水3500--4000万立方米的充蓄任务，是元谋坝东部农业的大动
脉。丙间大沟南起老城北至黄瓜园镇，长28．5公里，与东山大沟平
行北流，组成以东山大沟为主体的联合运行网，形成初具规模的三库



两沟骨干水利工程联合灌溉系统。．
元谋水利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至1990年，兴建蓄、引、提

水利工程1205件，其中：中型水库4座，小(一)’型水库5座，小
(---)型水库59座，1000．立方米以上小塘坝710个；0．05立方米每
秒以上引水沟78条；提水工程349站(眼井)。总投工近2500万工
日，总投资6000余万元，总有水量13796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32005
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5倍，用水量增加17倍，水利化
程度59％；作物以水稻(含双季稻)甘蔗j蔬菜为主，次为包谷、瓜
果，一年三熟，对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着显著作用。，。
。三中全会后，贯彻执行中央水电部颁发“小水电自建、自管、自

用"的政策方针，元谋小水电事业蓬勃发展，先后在境内中、．小河流
上逐步修建了小水电站18座，坝后电站2座。，总装机28台，容量
5953．5千瓦。占天然水能资源量的6．7．o／o，占可开发量的54％，总
投资890万元。其中，蜻蛉河上虎跳滩一级电站占总装机容量的
49％，年发电量1000--1200万度，占全县年总发电量的85．7％；建
成10一35千伏输电线路400余公里，投资382万余元，对工农业生
产发展起着促进作用。，-‘；。t． ⋯|．

·；j，
，· 在水利、电力建设的同时，对工程的维护、加固和水费征收等采
取了一些管理措施，’基本上保证了各类工程的正常运行。1984年以
前，水利水电建设不重视前期工作，造成损失。对水利工程重建、轻
管、水费征收低廉，工程维修靠拨款，结果加重国家负担，导致资金

不足，工程年久失修，效益降低等问题。1985年，贯彻执行水利改
革政策和对水利工程“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和全面服务，转
轨变型"的方针，对水费征收逐步做到以工程成本核定水费的征收标
准。1986年，水利工程实行承包管理，以户或联户承包形式的责任
制。

．库区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导致水库、塘坝淤积。由于人口增长
过快，资源利用过甚，植被减少，渐成光山秃岭；泥、石、沙流失，
淤积河床、渠道、库、塘。1989年，实测中型河尾水库淤积量达439
万立方米，减少蓄水量32％。近40年，全县水库、塘坝被淤积和水
毁损失水量1226万立方米，占总蓄水量的14％，年平均淤积量达30
万立方米，相当于每年报废一个小(---)型水库。

40年来，元谋水利虽有很大发展，但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金



沙江、龙川江过境水量丰富，水低田高，尚少利用，全县水资源利用
率，占龙川江天然径流量的7．4％，占金沙江的0．001％；占全县可
利用量的55％。农业用水量需2．O一2．2亿立方米，每年还缺水量达
0．8—1．0亿立方米。1980年和1986年，省、州、县先后两次对龙川
江、蜻蛉河进行了近期(至1990年)和远景(至2000年)规划。在
盆地西片境外规划了坛罐窑、龙街河两件中型水库及扩建河尾水库；
在盆地东片境内外罗申河、定远河、丙项河上规划了三件中型水库及
依壁河、羊街河上规划了两件小(一)型水库，另外兴建、扩建一批
引水大沟，可增加利用水量1．o一1．2亿立方米。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40年来水
利建设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2184
万公斤，1990年，粮食总产量达5713万公斤，增长2．6倍，人均有
粮309公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冬、春早蔬菜销售遍及国内东北、
华北、西北等24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人均经济收入达700余
元。70％农户已用上家用电器，农民家庭面貌有了根本改变。，
．．但是，要充分发挥元谋盆地——“天然温室”的优势，水利是关

、键。“有水百花齐放，无水寸草难生"，只有坚持不懈地搞好综合治理
和进一步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才能保证热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因
此，今后的水利建设不能放松，任务艰巨，道路曲折，前景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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