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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有效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示范校

建设，建设和谐文明校园，学校特组织编写了《水之物语》，作为水利职业院校校

园文化建设读本。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灵魂，具有导向、凝聚、规范、激励作用，是驱动学校不断

创新、不断进步的基石，也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能给

师生创造一个无形而庄重的心理“磁场”，能在无形中统摄全体师生的灵魂，起

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魅力。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

历史时期，努力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正是认识到校园文化的重要性，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调动

全校师生积极性，注重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其成为全面育人的辐射源，成为素

质教育的能量库，成为一部具有特色的教科书。

学生的行为规范、心理素质、道德品质等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体现。中职生正处在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可塑性强。这时，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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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使他们传承民族的精神，汲取时代发展之精

华，塑造道德价值规范，升华道德情感，树立礼仪意识，强化法律观念，倡导社会

主义新风尚，从思想、道德、人格、法治等方面“奠基”。在和谐校园文化的熏陶

下，其涵盖的精神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

人生选择和价值判断。

本书共分 5章，计 19万余字。全书紧紧围绕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专业特

色，从中职生思想、生活、心理需求出发，通过寓教于理，寓教于文，寓教于乐的

方式引导学生构筑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并融入现实生活，内容新颖，简明易

懂，图文并茂，使学生在潜移默化、循序渐进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具有较强的知

识性、教育性和趣味性。这本读物对引导在校全体学生形成积极的道德情感、正

确向上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构建和谐校园文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奋

斗正未有穷期。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任务艰巨，意义重要，内涵丰富，是教育工

作的一个永恒主题。我们深信：广大师生通过不平凡的奋斗历程，必将沐浴着时

代的春风，吸吮着改革的甘露，认真地总结过去，正确地审视现在，科学地规划

未来，以崭新的姿态向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更高目标迈进！

此读本在编写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同类教材和书籍的精华，在此谨向原作者

表示衷心感谢！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学校和老师们，特别是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组的

老师们给予我们很好的建议，在此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因编者水平所限，错误

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在使用过程中多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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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魅力水利

水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起，我国劳动人民就致力于水旱灾害

的防御，几千年来，建设了大运河、都江堰、灵渠等一批著名的水资源利用工程，

在抵御水旱灾害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19 世纪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及连年战争，水利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直

到 1930年前后，中国才有一批近代水利工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水资源

事业得到大力发展，防洪除涝、农田灌溉、城乡供水、水土保持、水产养殖、水力发

电、航运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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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魅力水利

中国水利概况

水利在中国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势西高东低，季风气候明显，降水季节集中，年

际变化很大，地区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地区年降雨量约 1800毫米，西北内陆

不及 200 毫米。水资源主要来自大气降水，年平均总量为 28100 亿立方米，

居世界第六位。中国雨热同步的气候条件、江河的丰沛水资源及江河中下游

的广大冲积平原，都给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但水土资源的

开发也伴随着与水旱灾害的斗争，人口的增长又增加了对水土资源开发的压

力。至 20 世纪 80 年代，因人口众多，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

四分之一。特别是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分布不相协调，南方水多而耕地少，

北方水少而耕地多。如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江河径流量占全国的 83％，但耕

地只占全国面积的 33％；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面积的 67％，但江河径

流量仅占 17％，这些都成为今后发展的制约因素。

水利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兴

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传说早在公元前 21世纪，禹即主持治水，平治

水土，疏导江河，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直为后人所崇敬。及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已先后建成一些相当规模的水利工程。其中如淮河的芍陂 （sháo bēi） 和

期思陂等蓄水灌溉工程，华北的引漳十二渠灌溉工程，沟通江淮和黄淮的邗

003



水之物语

（hán） 沟和鸿沟运河工程，以及赵、魏、齐等国修建的黄河堤防工程，都是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水利建设。

战国末期，秦国国力殷实，重视水利，及至统一中国，生产力更有较大发

展。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和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灵渠，被誉为秦王

朝三大杰出水利工程。国家的昌盛，使秦汉时期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汉武

帝瓠（hù） 子堵口，东汉王景治河等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甘肃的河西走

廊和宁夏、内蒙古的黄河河套地区，也都兴建了引水灌溉工程。

隋唐北宋五百余年间，是中国水利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

荣，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技术水平也有提高。隋朝投入巨大人力，建成

了沟通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运河，把全国广大地区通过水运联系起来，对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除了大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保

证粮食的北运外，还在北方和南方大兴农田水利，包括关中的三白渠、浙江

的它山堰等较大的工程共 250 多处。唐末以后，北方屡遭战乱，人口大量南

移，使南方的农田水利迅速发展。太湖地区的圩田河网、滨海地区的海塘和

御咸蓄淡工程，以及利用水力的碾、水碓 （dùi） 等都有较大的发展。水利法

规、技术规范已经出现，如唐《水部式》、宋《河防通议》等。

从元明到清中期，中国水利又经历了六百年的发展。元代建都北京，开

通了京杭运河。黄河自南宋时期夺淮改道以来，河患频繁。明代大力治黄，

采用“束水攻沙”，固定黄河流路，修建高家堰，形成洪泽湖水库，“蓄清御

黄”保证漕运。这些措

施对明清的社会安定和

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

用，但也为淮河水系留

下严重的后患。在长江

中游，强化荆江大堤，

并发展洞庭湖的圩垸

（wéiyuàn），促进了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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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农业生产。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但从整体

而论，自 16世纪下半叶起，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已趋缓慢。

清末民国时期，内忧外患频繁，国家无力兴修水利，以致河防失修、灌

区萎缩、京杭运河中断，水利发展处于衰落时期。但是随着海禁渐开，西方

的一些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成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水利院校，培养水利

技术人才。各地开始设立雨量站、水文站、水工试验所等；研究编制了 《导

淮工程计划》、《永定河治本计划》等河流规划。在这一期间也修建了一些工

程，如 1912 年在云南建成了石龙坝水电站，20 世纪 20 年代修建了珠江的芦

苞闸，30年代修建了永定河屈家店闸、苏北运河船闸和陕西的关中八惠灌溉

工程等。但在全国范围内，水旱灾害日益严重，整治江河、兴修水利，已成

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事业进入飞跃发展时期。全国整修

加固堤防约 20 万千米，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共 8 万多座，总库容 4500

亿立方米，普遍提高了江河的防洪能力，初步解除了大部分江河的常遇水害，

并为工农业和城市供水 4700亿立方米。农田水利方面，建成了万亩以上的灌

区 5300多处，配套机井 250多万眼，全国灌溉面积由 1949年的 2.4亿亩猛增

到 80年代的 7.2亿亩，居世界各国的首位。在不足全国耕地一半的灌溉土地

上，生产出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二的粮食和占全国产量 60％的经济作物。中国

以占世界 7％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 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全国水电装

机到 1987 年已超过 3000 万千瓦，年发电量达 1000 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

电量的 20％。全国内河航运的里程已发展到 11 万千米，年货运量达 6.6 亿

吨。与此同时，中国水利建设的科技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在修建高坝大库、

大型灌区、整治多沙河流、农田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小水电开发等许多方面

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禹

禹是中国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也是中国最早治理特大洪水、平水

第一章 魅力水利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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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领袖人物。先秦

文献中大量记载尧舜

时期发生全国性特大

洪水以及禹治理成功

的传说。当时是青铜

器时代，奴隶社会初

期。禹以前有共工和

禹父崇伯鲧 （gǔn） 奉

帝尧命治水，都因壅（yōng） 堵失败，帝舜驱逐了他们，改命禹治水。禹先叫

他的助手益 （一个氏族的首领） 教灾民渔猎，维持生活并焚烧沼泽草木，驱

逐禽兽。禹走遍全国的水陆山泽，因势利导，改壅堵为疏导。平治水土十三

年，开掘了九川 （九指多数） 通海。疏浚沟渠通川，水落土出，民众从丘陵

迁居平原，发展农业。他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定出各州的高山大川，水运贡

道，划分土壤种类、田赋等级并查明各地物产、上贡物品等。禹因治水有功，

奠定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基础。

禹受到历代颂扬，甚至被神化。他的事迹对后代治水影响深远：首先，

大禹治水是以人力征服洪水，肯定了中国人民具有能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

其次，他治水十三年，胼手胝足（pián shǒu zhī zú 形容经常地辛勤劳动），三

过家门而不入，其勤劳奉公精神为后人所效法；第三，他的因势疏导，平治

水土的思想，值得借鉴。

水文学

水文学是研究地球上水的时空分布与运动规律并应用于水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的科学。水在地球表面形成水圈，与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紧密相

连，水文学是地球科学的一部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防治水害都要以水文

规律为根据，水文学又是水利科学的一部分。

作为地球科学的一部分，水文学可分为陆地水文学与海洋水文学两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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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通常所称的水文

学指陆地水文学。陆

地上的水分布在各种

水体中，如河流、湖

泊、沼泽、冰川、积

雪、地下水等。它们

各有特点，因此相应

建立了河流水文学、

湖泊水文学、沼泽水

文学、冰川水文学、雪水文学、地下水水文学等分支。对一些特殊自然条件

还建有特殊的分支，如森林水文学、小岛水文学等。作为水利科学的一部分，

水文学的重要内容是地面水与地下水的观测、评估与预测，并为规划与管理

提供依据。因服务对象的不同，建立了工程水文学、农业水文学、城市水文

学、环境水文学等应用学科。

水电站

将水能转换为电能的综合工程设施又称水电站。它包括为利用水能生产

电能而兴建的一系列水电站建筑物及装设的各种水电站设备。利用这些建筑

物集中天然水流的落差形成水头，汇集、调节天然水流的流量，并将它输向

水轮机，经水轮机与发电机的

联合运转，将集中的水能转换

为电能，再经变压器、开关站

和输电线路等将电能输入电

网。有些水电站除发电所需的

建筑物外，还常有为防洪、灌

溉、航运、过木、过鱼等综合

利用目的服务的其他建筑物。

中国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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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物的综合体称水电站枢纽或水利枢纽。

水电站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按照水电站利用水源的性质，可分为三

类。

①常规水电站：利用天然河流、湖泊等水源发电；

②抽水蓄能电站：利用电网中负荷低谷时多余的电力，将低处下水库的

水抽到高处上水库存蓄，待电网负荷高峰时放水发电，尾水至下水库，从而

满足电网调峰等电力负荷的需要；

③潮汐电站：利用海潮涨落所形成的潮汐能发电。

按照水电站对天然水流的利用方式和调节能力，可以分为两类。

①径流式水电站：没有水库或水库库容很小，对天然水量无调节能力或

调节能力很小的水电站；

②蓄水式水电站：设有一定库容的水库，对天然水流具有不同调节能力

的水电站。

在水电站工程建设中，还常采用以下分类方法。

①按水电站的开发方式，即按集中水头的手段和水电站的工程布置，可

分为坝式水电站、引水式水电站和坝引水混合式水电站三种基本类型。这是

工程建设中最通用的分类方法。

②按水电站利用水头的大小，可分为高水头、中水头和低水头水电站。

世界上对水头的具体划分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国家将水头低于 15米作为低

水头水电站，15米～70米为中水头水电站，71米～250米为高水头水电站，水

头大于 250米时为特高水头水电站。中国通常称水头大于 70米为高水头水电

站，低于 30 米为低水头水电站，30 米～70 米

为中水头水电站。这一分类标准与水电站主要

建筑物的等级划分和水轮发电机组的分类适用

范围，均较适应。

③按水电站装机容量的大小，可分为大

型、中型和小型水电站。各国一般把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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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千瓦以下的水电站定为小水电站，5000 万～10 万千瓦为中型水电站，10

万～100万千瓦为大型水电站，超过 100 万千瓦的为巨型水电站。中国规定将

水电站分为五等，其中：装机容量大于 75万千瓦为一等〔大（1） 型水电站〕，

75万～25万千瓦为二等〔大 （2） 型水电站〕，25万～2.5万千瓦为三等〔中型水

电站〕，2.5万～0.05万千瓦为四等〔小（1） 型水电站〕，小于 0.05万千瓦为五等

〔小（2） 型水电站〕；但统计上常将 1.2万千瓦以下作为小水电站。

中国已建成三峡、葛洲坝、乌江渡、白山、龙羊峡等各类常规水电站，

建成了潘家口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和试验性的江厦潮汐电站。

水库

水库是用坝、堤、水闸、堰等工程，于山谷、河道或低洼地区形成的人

工水域。它是用于径流调节以改变自然水资源分配过程的主要措施，对社会

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水库的建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 3000年。早期的水库

由于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一般较小，随着近代水工建筑技术的发展，兴建了一批

高坝，从而形成了一批巨大的水库。我国在 20世纪 50年代以前水库不多，规

模较小，以后兴建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水库，到 1985年为止共有 83000多座。

根据水库的位置与形态，其类型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①山谷水库，系用拦河坝横断河谷，拦截天然河道径流，抬高水位而成，

绝大部分水库属于这一类型；

②平原水库，系在平原地区的河道、湖泊、洼淀的出口处修建闸、坝，

抬高水位形成，必要时还在库周边筑围堤，如当地水源不足时还可以从邻近

的河流引水入库。

此外，在干旱地区的透水地层，建筑地下截水墙，截蓄地下水或潜流而

形成地下水库。

水利枢纽

水利枢纽是修建在同一河段或地点，共同完成以防治水灾、开发利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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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目标的不同类型水工建筑物的综合体。水利枢纽工程通常是水利工程

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由挡水建筑物 （壅水）、泄水建筑物、进水建

筑物以及必要的水电站厂房、通航、过鱼、过木等专门性的水工建筑物组成。

水利枢纽按承担任务的不同，可分为防洪枢纽、灌溉 （或供水） 枢纽、

水力发电枢纽和航运枢纽等。多数水利枢纽承担多项任务，称为综合性水利

枢纽。影响水利枢纽功能的主要因素是选定合理的位置和最优的布置方案。

水利枢纽工程的位置一般通过河流流域规划或地区水利规划确定。具体位置

须充分考虑地形、地质条件，使各个水工建筑物都能布置在安全可靠的地基

上，并能满足建筑物的尺度和布置要求，以及施工的必需条件。水利枢纽工

程的布置，一般通过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确定。枢纽布置必须使各个不同

功能的建筑物在位置上各得其所，在运用中相互协调，充分有效地完成所承

担的任务；各个水工建筑物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时，水流条件良好，上下游

的水流和冲淤变化不影响或少影响枢纽的正常运行，总之技术上要安全可靠；

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要力求建筑物布置紧凑，一个建筑物能发挥多种

作用，减少工程量和工程占地，以减小投资，同时要充分考虑管理运行的要

求和施工便利、工期短等因素。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总体布置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按系统工程的分析研究方法进行论证确定。

水利枢纽常按其规模、效益和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大小进行分等，并将

枢纽中的建筑物按其重要性进行分级。对级别高的建筑物，在抗洪能力、强

度和稳定性、建筑材料、运行的可靠性等方面都要求高一些，反之就要求低

一些，以达到既安全又经济的目的。

水利工程

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

工程，也称为水利工程。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但其自

然存在的状态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只有修建水利工程，才能控制水流，

防止洪涝灾害，并进行水量的调节和分配，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对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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