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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水利志》

内容概要

《江门市水利志》内容简介：古语云：“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搞好了是水利，反之则成水害。我
国历代有识之士，都把水利看作治国兴邦的大事。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齐桓公任为上卿）管
仲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者，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疾病）一
害也，虫一害也。而‘五害’之属，水最为大。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
”。历史上大禹和李冰治水的事迹，一直为世人所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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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珠三角水系的一级支流潭江，其潢步头水文站实测多年年平均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千米170吨，即换
算其多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0.108公斤，其他河流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为0.10～0.25公斤／立方米
之间。　　江门市属亚热带海洋气候，少霜无雪，温和多雨，多年平均年降雨量2083毫米，阳光充足
，年均日照时数1838.6小时，境内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在110千卡／平方厘米以上，平均温度22℃，年
均蒸发量1029毫米，夏秋季常有热带气旋吹袭。　　江门境内水资源丰富，全市多年平均总水资源量
为119.6亿立方米。以2000年计，人均占有水量3125立方米，亩均水量4932立方米，分别为全国平均值
的1.29倍和2.67倍，分别为全省平均值的1.13倍和1.06倍。除境内产水外，还有来自西江、潭江的过境
客水，其中西江过境客水多年平均为1078亿立方米（西海水道断面），潭江等河人境客水约2.5亿立方
米。但与世界水平相比，江门人均占有的地表水量仅为世界平均数的1／3左右（不计过境客水），且
降雨时空分配不均，容易发生水旱灾害。境内水力资源也较丰富，其理论蕴藏量为42.37万千瓦，可开
发量约15.56万千瓦。另台山、新会、恩平、开平尚有可供开发利用的潮汐能源理论蕴藏量约6.555万千
瓦。　　境内地质构造以新华夏构造体系为主，主体为北东向恩平一从化深断裂，自恩平经鹤山的鹤
城钭贯全市延出境外；东部沿西江河谷有西江大断裂。两支断裂带构成境内基本构造格架。境内有震
旦纪、寒武纪、奥陶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下第三纪及第四纪等地质年代
的地层，尤以第四纪地层分布最广。入侵岩形成期依次有加里江期、加里东一海西期、印支期、燕山
期，尤以燕山期最为发育，规模最大。　　江门市处于东南沿海地震带中段后缘，为地震内带，基本
烈度6度，属小震区，时有小地震发生，其中台山市南部沿海和上、下川岛及新会荷塘镇为7度区。　
　江门市低山丘陵土壤多为沙泥和赤红壤。河谷、三角洲冲积平原土壤多属第四纪冲积层，是江门市
主要耕作土壤，土质肥沃，垦耕历史悠久。2000年全市耕地面积16.1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7％，人
均耕地0.66亩。由于珠江三角洲各口门滩涂平均每年以40～60米的速度的向海延伸，特别是崖门口外
的滩涂每年延伸90～160米，故给江门形成新的土地资源。全市沿海潮间带滩涂2.292万公顷，已利用滩
涂1.753万公顷，内陆江河滩涂1333公顷。　　江门境内雨量不仅在季节上分布不均，且地区和年际雨
量变化也大。总体上是由沿海向内陆逐渐递减，靠近沿海的大隆洞山系、铜古山系、古兜山系及天露
山脉东南部的锦江、大田、朗底一带因受南海热带气旋，暖流通过山脉时，由于地势的抬升作用，形
成降水高值区，其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2564～3189毫米。最大时雨量为恩平良西水库160毫米（1987年7
月29日）和台山爪排潭站143毫米（1964年6月12日），最大一天降雨量为恩平朗底站817毫米（1998年6
月25日），最大三天降雨量为1228毫米（1981年6月28～30日恩平西坑站及1998年6月23～25日恩平朗底
站1180.6毫米）。从时序上看，降水年际分布按面积加权平均的变化系数为0.32，年内春末秋初与秋末
春初（均为半年）的降水量比值为0.70～0.85：0.15～0.30，即每年4～9月降水占全年的70％～85％，且
很大部分以洪水形式直接人海而未被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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