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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战斗在防洪第一线的同志们！
防洪之道， 常备不懈。
“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者， 谓之神。”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 １９５４ 年以来荆江两岸堤防、 涵闸、 泵站的 １５ 次溃口

事故和 １４ 次重大险情抢护为例， 通过作者多年战斗在防洪第一

线的切身体会， 从多个方面阐述了防洪斗争中控制险情的方法。
它的出版， 对从事防洪抢险工作的人们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

时， 也可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防洪抢险工作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



序

古人云： 水坊， 邑之命脉！ 堤防者， 民之命也， 无

堤塍塘堰， 穆然有其鱼之思。 斯言极是， 皆道明人类生

存和发展得益于堤防之水利设施。
堤防， 古今皆为镇水之良法。 荆江堤防 “始于晋，

扩于隋， 连于明， 固于今。” 它史称金堤， 亦曰皇堤，
民谓命堤。 “万里长江， 险在荆江。” 荆江及其支流堤防

蜿蜒数千里， 历经沧桑， 息波安澜， 乃两湖平原千百万

人民生存之命堤， 荆江两岸经济发展之保证， 武汉江城

之屏障。
昔日， 江堤矮小单薄， 百孔千疮， 洪水时常为患。

清乾隆五十三年溃堤 ２２ 处， 水高丈余， 兵民溺毙无计，
四乡田庐尽淹， 由此革官职者 ２０ 有余。 民国时期， 三

年两溃或连年皆溃， 甚至一年三溃， 每每哀鸿遍野， 民

不聊生。 新中国建立以后， 荆江堤防展现超亘古的历史

跨越， 党和政府率民众兴水利， 除水害， 筑堤抗洪。 如

今的荆江大堤， 驰名遐尔， 巍巍壮观， 同时， 更向世人

展示， 旧时代任凭洪水肆虐的光景一去不再。
４０ 余年， 荆江堤防经受了 １９５４ 年和以后几次较大

洪水的严峻考验， 确保了安全度讯， 成绩斐然， 成效显

著。 但荆江支流堤防、 涵闸也出现了几次溃口事故， 给

受灾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本书编者易光曙同志

在水利战线奋斗数十春秋。 他积防洪抗灾之经验， 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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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 凝心血汗水于笔端， 编此 《前事昭昭足为明戒》
一书。 编者本着总结、 教化之宗旨， 较为翔实地记述了

荆江支流等堤防自 １９５４ 年以来的 １５ 次溃口事故， 以及

几次重要险情的抢护实况， 并作客观剖析， 既有失事教

训， 又有成功经验， 不失为有益于防洪保安的好教材，
值得一读。

“为政之要， 在于江防。” 鉴古观今， 启迪人们。 余

数十春秋辗转于长江汉水之间， 生长于斯， 活动于斯，
情系于斯， 深知长江 “野马” 桀骜难驯， 纵使 “高峡出

平湖” 之日， 对其防范又岂敢有半点疏忽？ 吾辈必须警

钟长鸣， 切勿高忱无忧， 要常备不懈， 再施良策， 教命

堤固若金汤。 滔滔东逝水， 悠悠万代情， 幸得同志者处

处有之， 故欣然捉笔， 聊书心怀， 数语为序。

王生铁

丁丑仲夏于武昌水果湖

（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湖北省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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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荆江自有堤防开始， 便有了同洪水作斗争的历史。
堤防是荆江两岸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屏障。 人民

依堤为命。 明朝隆庆丁卯年 （１５６７ 年）， 荆州太守赵

贤①见黄潭堤 （今沙市附近的荆江大堤） 堤浸如漏， 危

不可救， 便亲临巡堤旬余， 随从劝他离开现场， 以免发

生危险。 他泣曰： 堤溃则无民， 无民安用守。 意思是说

堤若溃了， 老百姓死的死、 散的散， 没有老百姓， 要我

这个太守干什么。 ４００ 多年前的一位封建官吏， 认识到

主政荆州， 保障堤防的安全， 乃是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

一。 “无堤， 故无命也。” 无堤， 亦无官也。 因此， 防汛

抗洪乃荆江两岸的大事。
只要有荆江存在， 就会有堤防存在， 就有发生险情

的可能； 只要有险情发生， 总会有处置正确与错误两种

可能。 处置正确可以化险为夷； 处置错误， 造成灾害，
甚至酿成巨灾。 这是为荆江自有堤防以来 １ ６００ 多年的

防洪历史所证明的事实。
本书介绍了荆江 １５ 次溃口事例 （含洞庭湖及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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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朝嘉靖年间任荆州太守， 他重视防洪， 首创 “堤甲法”， 规定每千丈堤老

一人， 五百丈堤长一人， 百丈堤甲一人， 圩夫十人， 江陵北岸共有堤长六十六人，
他们的任务就是夏、 秋 （汛期） 守御； 冬、 春修补。 这是荆江自有堤防首次有专门

的管理人员。



中游部分地区） 以及 １４ 次重大险情抢护事例的分析，
其目的是希望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改进我们的工作，
减少损失。 同样的险情， 有的经过抢护获得成功， 有的

则恶化而造成溃口。 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是两

点： 一是平时没有切实对防洪工程加强除险加固和管理

养护工作 （堤身内外覆盖层遭破坏）， 及至险情发生，
不知所措。 二是发生险情后， 不能正确识别和处理， 采

取的措施也不得力。 前者是属于麻痹大意， 后者则是指

挥决策的失误。
任何防洪工程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没有一劳永逸

的防洪工程。 原有险情消除了， 新的险情还会发生。 水

情也在变化， 人们的防洪意识也在发生变化， “年年岁

岁都防汛， 岁岁年年汛不同”。 及时了解和掌握这些变

化了的新情况、 新问题， 并采取措施， 促成事物向有利

于防洪安全方面转化。 防患于未然， 便是防洪工程者的

神圣职责。
人们在与洪水的长期斗争过程中， 对于麻痹大意所

造成的溃口教训， 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民谚 “堤不倒

险” 是说人们对于险工险段， 比较注意， 怕出事， 采取

防范措施、 保持警惕， 结果不出事。 相反对于其他堤

段， “见其久安， 便谓无事”①， 放松了对隐患的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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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宋时， 苏轼在登州府 （今山东蓬莱县） 做 “军州事” 即军区司令兼行政

长官的事。 他认为登州的战略地位重要， 却疏忽于防务， 指出 “见其久安， 便谓无

事” 的危险性， 就此给朝廷写了报告。 后来这里不断出现倭寇侵犯的事， 证明苏轼

的远见。 后比喻人们对于重要的事， 只看表面现象， 而没有看到潜在的危险， 麻痹

大意而酿成灾祸的深刻教训。



疏忽大意， 而出了问题。 所以说， 麻痹大意是防汛工作

的大敌， 许多溃口事例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总结

出 “涨水不溃退水溃， 晚上不溃白天溃， 雨天不溃晴天

溃， 险堤不溃行堤溃， 暗险不溃明险溃”① 的沉痛教训。
同时， 我们也应该承认， 限于处理险情者的个人水

平以及客观条件的影响， 迄今为止， 对于堤防险情的发

生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应采取的抢护措施， 在认识上还是

不够的， 尤其是管涌险情更是如此。 或者说有些问题是

比较清楚的， 有些问题则不是很清楚， 因此在险情的判

别和处置方面有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甚至发生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 一切高调大话都不要讲， 讲就是有害

的。 由于处理险情所特有的紧迫性， 又要求我们必须大

胆决策， 科学决策。 防汛抢险如同打仗一样， 不仅需要

勇敢， 而更需要智慧。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善于总结经验

教训， 努力学习， 研究新情况， 发展防汛抢险技术， 永

远不要停止在原来的水平上。 吃一堑， 长一智。 人的聪

明和进步， 就在于正视已经发生了的错误， 不固执错

误， 勇于提出改正错误的办法， 这样才能减少失误。 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技术、 新材料不断应用于防汛抢

险， 相信人们对险情的判别能力和应采取的抢护措施的

水平将不断提高。
发生在 １９９８ 年长江流域的那场大洪水， 并非是最

后的一次大洪水。 如今， 三峡工程已经建成了， 荆江的

３

前　 言

① 湖南省安乡县自 １９５６ 年后有过 ３ 次因错判险情、 处理不当造成溃口的教训。
见 《安乡县志》 １９９４ 年版。 “行堤” 是方言， 指比较好的堤。



防洪问题依然存在， 当然防大汛的几率减少了。 但是由

于荆江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防洪任务将是长期的。 认

为三峡工程建成了， 荆江两岸就不用防汛了， 就没有险

情发生了， 这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善良的人们一种善良

的愿望罢了。 堤防的三大险情 （堤身隐患、 堤基渗透、
崩岸） 将继续存在， 当然随着投入的不断增加和管理工

作的加强， 险情将会不断减少， 但是要完全彻底根治险

情是存在困难的， 或者是不可能的。 由于荆江两岸的堤

防形成过程十分复杂， 堤基下面是冲积的土层。 迄今为

止， 我们对于像荆江大堤这样重要的堤防它的堤基下面

的土层结构， 只能说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但不能讲

已经完全了解清楚了。 对于大多数堤防而言 “先天不

足， 底子不清” 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遇较高水位便发生

险情， 这是不奇怪的。 不论科学技术多么发达， 凡是发

生大洪水、 险情总是要靠人去调度、 去抢险。 过去发生

溃口事故和重大险情抢护的情况告诉我们， 凡是依靠人

去操作的事， 弄不好就会有失手的时候。 因此， 对于汛

期可能发生的各种险情， 必须保持高度的戒备， 小心谨

慎， 务必从快、 从难、 从严处理， 千万不可大意。 “如
临深渊、 如履薄冰” 就是这个意思。

成于忧患败于随， 一切事物都无法违背这一规律。
荆江两岸沿江堤防长达 ２ １００ ｋｍ， 随着人口的增长

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任何地方发生溃口事故， 损失都是

重大的， 更不要说像荆江大堤、 长江干堤这样的堤防

了。 过去的历史证明， 一次溃口所造成的损失， 至少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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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乃至 １０ 多年才能恢复元气。 这就要求我们从事防

洪工作的人务必小心谨慎， 尽职尽责， 不断提高自己同

洪水作斗争的水平。 我们处在荆江防洪第一线， 肩负人

民的重托， 要把人民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 一定要明白

“一罅之漏， 千家坐毙”。 对待荆江的防洪工作是一点也

马虎不得的。
１９９８ 年我写了 《前事昭昭足为明戒》， 收集了荆江

两岸自 １９５４ 年以来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次堤防溃口事故和几次

重大险情抢护的实例， 其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 后来发

生了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两次大洪水， 荆江两岸、 洞庭湖

地区以及长江中游相继发生了 ７ 处堤防溃口， 发生了多

处重大险情。 我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 一并收集出版，
供从事防洪工作的人们参考。 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重

大险情， 为什么有的险情经过抢护， 转危为安， 为什么

有的险情发展造成溃口， 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我们要认真分析， 吸取

教训， 千万不要忘记。
集 １９５４ 年以来近 ６０ 年荆江两岸防汛斗争的经验教

训于一点， 那就是： 小心谨慎， 认真负责， 大水也可以

安全渡汛； 麻痹大意， 小水也可能出事。 这是应从 １５
次溃口事故中引以为戒的。

编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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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论

指导防洪斗争的人们不但需要总结防洪斗争成功的经验，还
要善于总结防洪斗争失败的教训，因为在人类与洪水作斗争的全
部实践活动中，水利工程失事 （堤坝决口、水工建筑物倒塌）的
教训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总结失败的教
训比总结成功的经验更为重要，也更加困难。迄今为止，人类与
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每当一次重大灾害 （包括水利
工程失事）发生之后，人们便会进行反思，寻找防灾减灾的办
法，以使人类自身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否则，就总是逃脱不
了自然灾害的 “折磨”，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个道理
已被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所证明。后人正是不断吸取历史上水利
工程失事的惨痛教训，才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不但敢于而
且还更善于与洪水作斗争了。

总结水利工程失事的教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水利工程失
事，除极个别的事例之外 （例如极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超额洪
水，人力确实无法抗御等），大多数水利工程的失事是可以防止
的，是不应该出事的。那么，为什么又出了问题呢？问题在于对
水利工程汛前疏于防范，乃至出险之后，指挥决策者未能及时采
取有力的抢护措施。事后，对于事故没有彻底弄清楚当时出险失
事的原因，今后应如何防止再出现此类事故的详细办法，而是偏
重于个人应负的责任 （当然追究失职者的责任是应该的），同时，
对防洪工程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险工险段也未能及时进行整
险加固，而且新建工程又不能保证质量，管理工作依然是薄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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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防汛工作并未做到经常化、制度化，以致后来又重犯此类错
误，并未收到 “吃一堑，长一智”的目的。

修建水利工程的目的是要变水害为水利，而一旦发生溃口，
水利就成了水害。所以，研究溃口是为了防止溃口，如同研究战
争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一样。

一个省，一个地区 （或市）乃至一个流域的防洪斗争属于战
略的问题，而处理一个险情则属于战术的问题。重大险情，对于
全局讲虽是一个局部问题，但一旦出事，可能影响全局，乃至打
乱和破坏全局的部署。“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如荆江大堤、长
江干堤、分洪区围堤、大型水库等等，一旦失事，就会破坏防洪
全局。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① 重大事件是会彼此互相影响
的，全局和局部是紧密相连的。

水利工程失事的原因各不相同，各有其特点。即使是同一类
型的险情，也因为时间 （白天和夜晚，夏汛和秋汛）、地点 （险
工险段，交通条件不同，周围社会经济状况，城市与乡村）、水
文气象 （涨水与退水，高水位维持时间长短，晴天，雨天）、水
利工程自身的抗洪能力、处置方法、指挥水平以及抢险队伍的素
质的差别等而各有其特点。切不可不加分析地把异地抢险的经验
教训应用于处置别的险情。甲地成功的经验到了乙地并不一定能
获得成功；甲地失败的教训，到了乙地是不是也一定会失败？这
当然不是指处理险情的具体方法问题。处理险情成功与失败，包
含的因素是很多的。每一处水利工程失事，每一处重大险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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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孝标注引 《东方朔传》曰：“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
三夜不止。诏问太史待诏王朔，朔言恐有兵气。更问东方朔，朔曰： ‘铜者山之子，

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驰者，故钟先鸣。’……居三
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里。”后据此传说，以 “铜山西崩，洛钟东
应”表示重大事件彼此互相影响。见 《辞海 · 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



其共性 （普遍规律），也有其个性 （特殊规律）。不了解每一次水
利工程失事或重大险情的一般规律的情形和性质，不了解它的特
殊规律的情形和性质，便不能指挥防汛抢险。

社会在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总结历史上水利工程
失事的教训，总是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
及该水利工程应用科学技术的程度。今天办得到的事，当时不一
定能办得到，这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对于每一处水利工程失事和重大险情的抢护情况，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拒绝吸取历史上水利工程失事的教训当然不好，但
是，不加分析，全盘接受也是不可取的。吸取那些有益的用得着
的东西，发展防汛抢险技术，这便是我们总结、研究历史上水利
工程失事的目的。

历史固然给了我们许多启迪，但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但是
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上水利工程失事的深刻教训，甚至拒绝接受
这些教训，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冒重蹈覆辙的危险！只有既重视成
功的经验，又重视失败的教训，才能正确指导防洪斗争，把洪水
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任何成功的东西都包含着失败的因素，失败的东西也蕴藏着
成功的机遇。“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教训是为了吸取教训，不
吸取教训，犯错误也就难免。对于失败的教训，“后人哀之而不
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① 即人们尽管知道了事情失败
的原因在哪里，却只知道叹息、难过，不愿意接受教训，不引以
为戒，免不了重蹈覆辙，这是值得我们从事防洪斗争的人们认真
思考的。水利工程失事的历史教训是以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是留
给我们的血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吸取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功经验
和失败的教训，并应用于防洪斗争的实践，减少损失。防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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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杜牧 《阿房宫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