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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省水文志》，本书讲述的是水文工作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水文事业的发展
过程与社会的发展一脉相承。本书是广东省第一部水文专业志，全面记述广东省自清光绪六年（1880
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文事业的发展过程，以记述史实，总结经验教训，宣传水文事业，为后
人提供参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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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8年，省水文总站设立珠江三角洲河口研究组，下设巡回测流队，在珠江三角洲进行全潮流量
、含沙量、含氯度的巡测工作，实质上为改革测站组织形式试行“站队结合”之始。是年冬，为适应
农业生产需要，在主要人海水道的8个潮水位站兼测含氯度。同年，省水文总站为研究山丘区小汇水
面积的降雨径流关系，在北江水系滃江上游白沙水设立合江圩径流站，是广东第一个径流站，该站
于1961年1月1日停测撤销。同年，在粤北的广东省最高峰石坑崆布设雨量站，用长期雨量筒半个月观
测一次，委托当地人员观测。　　1958-1961年，除建设基本站网外，还配合水利化运动的发展，增设
测站。如为白盆珠水库、东韩运河和增江水库等工程规划设计需要，分别于1958年在双下（西枝江）
、1959年在鲁瞻（五华河）和1960年在香溪（增江）设专用水文站。为工程管理运用需要，1958-1961
年间，流溪河水电站和新丰江水电厂分别设流溪河水库水文站（在坝址处，利用水工建筑物测流）和
亚婆庙水文站（在水库坝址处，1959年蓄水后易名为新丰江水库水文站），新丰江水库还在库区设岳
城和石塘水两个进库水文站；黄岗河的汤溪水库、南渡江的松涛水库（海南）、九洲江的鹤地水库也
分别设水库水文站；海南松涛灌区渠首设南丰水文站，并在库区南汊河的白沙和南湾河的细水分别设
进库水文站，鹤地水库库区则在文官（广西境）设进库水文站。有些水文站是利用水库进行观测的，
如1960年在海南望楼河设长茅水库水文站，并在茸鹿设进库水文站；原设在水库坝址的太阳河石龟水
文站则易名为万宁水库水文站。兴宁合水水库工程管理单位于1959年在宁江上游潭坑和甘砖一度设进
库专用水文站。以上所述大型水库水文站（除合水水库外）已于1959年起先后纳入了国家站网。　
　1959年，省水文总站在藤桥河上游脚下河（海南岛保亭县境）设立新政径流实验站（后改为径流站
），至1972年1月1日停测撤销。为探讨配套雨量站的布设原则和方法，全省雨量站由1958年484处增
至1959年656处。　　1959年，设立广州、石角、潮安及海口4个中心化验室，开始在江河湖库上布设
了26个点进行天然水化学测验及14处含氯度测验。　　1960年，全省水文站达134处，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水文站数最多的一年。水化学站由历年最多的1960年40处，调整为1961年25处、1962年18处、1963
年15处、1968年仅余4处。1969-1984年，每年仅有4处进行水化学测验。　　1963年，仍有含氯度基本
站（距离河口较近，含氯度较大的站）14处、辅助站（一般设在基本站上游离河口较远、含氯度较小
的站）9处，1964年以后基本站数变动不大，至1986年有基本站13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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