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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白楚荣先生，中共党员，1924 年 11 月 11 日生，陕
西横山波罗镇人。1946 年毕业于陕西省三原高级工业职
业学校水利科。曾任陕西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
民革陕西省第四、五、六、七届常委、全国泥沙专业委
员会委员、陕西省泥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地质学
会理事、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委员等。原任陕西省水保局副总工程
师、陕西省政府参事、民革省委顾问、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从事革命
工作 50 多年，对我国的农业和水利事业，特别是对水土保持和治黄事
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白楚荣先生一生成就斐然，就著作而言，先后撰写和编撰 《水土保
持》、《坝地利用》、《无定河流域水利、水土保持治理》、《国内外水土
保持科研状况》、《李赋都治黄思想要点》、 《黄土高原地区沟道坝系建
设》、《水坠坝施工须知》、《水坠坝设计要点》、《水坠坝》、《水坠坝设
计及施工暂行规定》 ( 部颁) 、《水坠坝科研成果汇编》等著作，撰写了
《中国大百》、《中国水百》、《中国农百》等百科全书有关水利和水土保
持方面的辞目。特别是将 “水坠法筑坝” ( 水坠坝 ) 这一世界首创筑坝
技术推广到全国 11 个省 ( 区 ) 。

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就是试验成功了 “水坠法筑坝”。该 “水坠坝”
的建造可比一般重力坝提高工效 4 至 10 倍，减少投资 60% 以上，是投
资少、见效快的一种筑坝方法，这种方法对当时资金匮乏的农村特别适
用。因此，在试验成功以后，迅速在陕西省和山西省推广，而后推广至
全国，目前，在全国已建水坠坝 16 000 余座，对黄河流域及国内其他
河流流域的水土流失和农村水利起到了巨大作用。

正是白楚荣先生的这一特殊贡献，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先后获得
全国科学大会、陕西省科学大会、陕西省水利科学大会个人奖。在
1977 年至 1985 年期间，他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科委、国家农委、水利部
等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获得水利部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陕
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有突出贡献及先进工作者等多项奖励，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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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白老先生的事
迹被 《中华劳模大典》、《中华英模大典》、《中华专家大辞典》、《中华
兴国人物辞典》、《中外名人辞典》 ( 新世纪卷 ) 等收录。

白老先生一辈子与黄河和黄土高原打交道，走遍了黄河流域的沟沟
岔岔。他在年近八旬时，仍念念不忘黄河与黄土高原的治理问题，开始
撰写本书 《论黄河与黄土高原的治理》，表现出他 “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将一生献给祖国治黄事业的崇高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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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
流域是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
从古至今，治理黄河的方略和决策的准确与否，都是治国
安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就在当代，黄河下游的防洪
仍为国家的一大忧患。

治黄事业尽管经历了几千年，但黄河至今依然是多
沙、少水、水沙异源; 善淤、善决、善徙等隐患也没有解决;
河道淤积、缺水等问题依然存在。黄河在漫长的历史变
迁中造就了华北大平原，现在若想再行改造，则十分困
难。黄河下游呈悬河之势，更存在二级悬河，防洪任务十
分艰巨。

黄河中游地区是风沙、干旱危害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黄土高原，对黄河下游河道的威胁很大，使河道整治难以
顺利进行。总之，从长远考虑，治黄工作还有很多问题等
待我们逐步解决。

黄河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1946 年，我在黄河水
利委员会 211 测量队担任技术员。1947 年曾在黄河泛滥
区( 周家口以北，贾鲁河以东) 进行过大地测量，目的是要
整理黄泛区的水系。亲眼目睹泛区的景象，一片黄沙滩
地，洪水淹没后的村庄、道路、耕地、水利设施等地面上的
一切生产生活设施都埋没在地下，泛区为一片荒漠，无人
居住。我测量过开封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内外的地形，初
次看到黄河是在地面以上的悬河，大堤内外都有村落进
行农业生产。通过两次测量工作，真正了解了黄河下游
真实情况，认识到治黄的深远含义。从此，我暗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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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要和黄河打交道。
1956 年，我从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北黄河工程局调到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直接进行黄土高
原治理。实际治理都是从零开始，从基础工作开始，做了
大量的调查研究、科学试验、典型培养、流域规划、沟道治
理、工程实施等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工作积累，我总结出
一些治理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愿这些经验、教训能给
以后的治黄工作起到一点作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我曾编写了几本有关水土保
持技术的书。其中我与黄委会水科所及有关单位合作进
行的水坠法筑坝科学试验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黄河
水利委员会制定了“国家技术规范”。近 10 多年来，我虽
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对黄河的有关问题都很关注，学
习、查阅、收集治黄资料的工作从未间断过。黄河的治理
是中国的一项千秋万代的大事，也是我最大的心结。

治黄是长期性的，黄河下游河道在不断变化，不断地
调整，我们所写的治黄文献和有关对策，从长远的历史
讲，都是阶段性的，不同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措施。黄河的
治理要一代接着一代地传承下去。这本书，仅是给以后
的治黄者参考选用。

我现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编撰本书，缺点、问题难
免，请读者批评指教，不胜感谢。

感谢所有对本书提供帮助的朋友们，他们的关注、鼓
励和热情支持是我能将这本书完成的精神来源。感谢对
本书做最后整理的同志们，感谢协助出版这本书的热心
者。最后还要感谢为这本书作出各种贡献的家人。

谨将此书献给陪伴我走过整整 57 个春夏秋冬的夫人
胡淑芹，她一辈子陪伴我、照顾我，才使我这一生能取得
一点点聊以欣慰的成就 !

白楚荣
2006 年 10 月 2 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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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黄河流域的基本情况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中国古代有不少的王朝在这里建都，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
中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黄河中游是我国地下资源十分丰富
的地区，有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煤炭资源占全国三分之一，也是我国
现在和今后经济开发和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1 . 1 自然概况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流，也是很复杂难治的一条大河。它以多

沙、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肥沃富饶的华北大平原，就是古代黄河
冲积而成的。黄河流经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它是风沙、干旱、水土流
失最严重的地区。

黄河下游河道淤积十分严重，主要是由于中、上游，特别是中游地
区的水土流失而产生的泥沙淤积逐渐形成现在的 “地上悬河”。从公元
前 602 年的第一次历史记载算起到新中国成立前的 2500 多年中，黄河
下游河道变迁频繁，有较大改道 26 次 ( 有的说 21 次) ，决堤泛滥达
1500 多次，波及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苏、安徽，包括河北、河南、
山东 6 省市，水灾涉及面积为 25 万平方公里。考证中国历代黄河治理
的好坏，足以影响到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盛衰。现在的黄河下
游地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其情况今非昔比，其安全的重要性，就
不言而喻了。

黄河含沙量很大，是世界上泥沙最多的河流。据潼关水文站测验资
料，每立方米河水中，年平均含沙 37 . 6 公斤。黄土高原面积约 43 万平
方公里，一遇暴雨，表土被冲蚀，通过坡面、沟壑、支流都进入黄河。
每年进入下游的泥沙达 16 亿吨，其中一少部分淤积在河道以内，使河
床不断淤高，形成高出地面三四米，宽十多米的 “悬河”。

黄河下游的 “悬河”是很长历史遗留下来的。如何使 “悬河”不再
继续下去，除在中、上游做好水土保持外，下游还要采取宽河办法，但
解决淤积问题，尚有困难。河床还要抬高、河堤还要筑高，悬河就会越
悬。新中国成立以来仍然采取这种办法防治，黄河未出现较大的问题，
是为幸事。若从长远看则会给今后治河者造成巨大困难。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 ( 海拔 4500
米 ) ，东临渤海，北抵阴山，南达秦岭。黄河东流经过高山草原，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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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四川、甘肃 3 省崇山峻岭，经过兰州，突然北折成一个巨大的马
蹄形，被称为 “河套”，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平
原与沙漠，转而由北向南奔腾在陕西省与山西省的黄土高原深谷中，出
龙口至潼关附近又向东折，流经河南、山东两省大平原，最后在山东省
垦利县注入渤海。黄河流经 9 个省区，位于北纬 32 °至 42 °，东经 96 °至
119 °之间，流域面积 752443 平方公里，河道全长 5464 公里，总落差
4480 米。汇入黄河的支流见多，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1000 平方公里的计
有 76 条。

黄河流域的地势，西高东低，逐渐下降，可分为三大阶梯: 最高一
级是青海高原区，位于著名的世界屋脊的东北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
上，其南缘巴颜喀拉山，是黄河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分水，祁连山横亘
高原北缘，黄河迂回山、原之间。青海高原以东，太行山以西为第二阶
梯，海拔 2000 ～ 4000 米为黄土高原，其中包括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
原。第三阶梯是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位于太行山以东至滨海，在河南武
陟沁河口一带，海拔在 100 米以下。

在黄河流域范围内，按地质、地貌和河流的特性，黄河划分为上
游、中游和下游 3 个部分。内蒙古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南桃花峪以下
为下游，其间，河口镇到桃花峪为中游。黄河上游河道长 3472 公里，
落差 3846 米，比降万分之十，区间流域面积 385966 平方公里，占全河
流域面积 51 . 3% ; 中游河道长 1206 公里，落差 890 米，比降万分之
7 . 3，区间流域面积 343751 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 45 . 7% ; 下游河
道长 786 公里，落差 95 米，比降万分之 1 . 2，区间流域面积 22726 平
方公里，仅占全河流域面积的 3% 。

黄河中游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对下游河道淤积关系很大。中
游地区是黄河流域的多沙粗沙区，中游的输沙量占全河输沙量的 90% 以
上，是黄河下游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黄河的治理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但始终未能治好。古代治河者，
只治下游，不治中游、上游，只治标不治本，标本脱节，所谓的治黄，
就是下游河道的治理。

黄河流域内石山区占 29% ，黄土和丘陵区占 46% ，风沙区占 11% ，
平原区占 14% 。

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面积占流域面积的 97% ，流域的西部地区属青
藏高原，海拔都在 3000 米以上 ; 中部地区绝大部分属黄土高原区，海
拔在 1000 ～ 2000 米之间 ; 东部属黄淮海平原，河道高悬于两岸地面之
上，洪水威胁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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