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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德州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南有举世闻名的黄河，北有漳

卫新河、徒骇河、德惠新河、马颊河贯穿全区，属黄泛平原。地

势平缓，气候温和，土地辽阔，河渠遍布。数千年来，劳动人民

在这片土地上同水旱灾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由于历

史社会所决定，治水成效甚微，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旱时，赤地

千里，人相食，饿殍遍野；涝时，河道决溢，洪水肆虐，房倒屋

塌，庐舍尽倾，死者枕藉。水旱灾害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带领

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除水害，兴水利，开展了

群众性的大规模治水活动。50年代初期，在百废待举、财力微薄

的情况下，疏浚治理徒骇河、马颊河、四女寺减河和卫运河，黄

河进行大复堤，挖沟修渠，打井抗旱，兴建引黄虹吸工程。60年

代，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下，先后按

“三年一遇除涝”标准和“六四年雨型"，扩大治理了徒骇河、马

颊河，开挖了德惠新河，黄河进行第二次大复堤。70年代，扩大

治理漳卫新河，黄河第三次大复堤，完成了黄河齐河滞洪区工程。

同时修建了李家岸、潘庄、邢家渡三大引黄灌区，抓紧了续建工

程和配套。并按照“三成、四结合"旱涝碱综合治理的原则，大

7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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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经过30多年

，初步形成能排、能灌、能蓄、能引、

，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80

化工程管理，发挥工程效益，建立健

分发挥本地水资源和技术的优势，开

为德州地区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发挥

庄灌区两次引黄向天津送水。特别是

，经济仍大幅度增长，农业连年丰收，

经济的基础。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全面了解德州

，进一步研究和掌握水利建设的特点

的问题，德州地区水利局组成专门修

证，精心筛选，辛勤编写，历时7年

这部专志，为全区的水利历史，立下

王 福 寿



凡 例

。 1．《德州地区水利志》是德州地区第一部水利专志。本志的

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

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志在“资政、存史、教

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2．本志上限起自公元1840年，下限断于1985年。

3．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立足当代，重

点记述建国后水利事业的发展变化。

4．本志以1985年行政区域为界，涉及历史区划的变动，除需

作背景交待或保持事物完整性时作适当记载外，不越境记述。

5．篇目总体结构，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始末，按章、节、目

统筹排列，力求门类齐全，结构严谨，领属恰当，详略得体，脉

络清楚，逻辑严密。

6．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并加注标点符号，除引

文外，力避文言文和文白夹杂。一般述而不议，寓褒贬于事物的

如实记述之中。

7．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根据

内容的需要分别运用文述其事，图状其形，表尽其详，力求文、图、

1，，，



2 凡例

表并茂。

8．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报刊、古籍、专著和口碑等，均经

鉴别查核，除引用历史文献外，一般不注出处。

9．数字的书写，按照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

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有关数据

以德州地区统计局和德州地区水利局的统计数据为准。计量单位

采用全国通行的公制。历史上计量单位，照实记载(未换算)。

10．本志黄河治理、引黄涵闸、虹吸工程为大沽高程，其余工

程为黄海高程。

11．1949年以前德州地区年平均降雨量，除1931年至1937

年是根据雨量站测报以外，其余年份是用相关分析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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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州地区的水利活动历史悠久，历代人民为此付出辛勤的劳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全区水利建

设成效甚微，建国后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证明，水

利在德州地区一直占有重要的特定地位，这一特定地位是德州地

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水利条件所决定，’而其重要性又随着全区国

民经济的发展和水的供需关系日益紧张而愈加突出。

德州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东径115。45’一127。367，北纬

36。247—38。017之间。西与聊城地区为邻，东与惠民地区接壤，南

临黄河，与济南市隔河相望，西北部与河北省以卫运河、漳卫新

河为界，总面积12786平方公里，属海河流域。

1950年，建立德州地区，1 956年撤销，所属县(市)分别划

归聊城、惠民地区。1961年恢复德州地区建制，1964年区划调整，

将河北省庆云县、宁津县划归德州地区，将武城县卫运河以西地

区划归河北省故城县。至1 985年全区共辖13个县(市)，人口573

万，耕地1200万亩。由于历史上黄河迁徙改道多次流经德州地区，

形成自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的地形，自然坡降为1／8000。地面高

程，最高处夏津县西南陈公堤高地35米，最低处庆云县东北5．3

米。高、坡、洼地相I'．-1，微地貌差异较大。

德州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温度适宜，热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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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春季，一般干旱多风，气温回升快，蒸发

量大，降水少，且常有干热风发生。夏季，由于暖气流影响，雨

水集中，秋季降水量显著减少，多呈春旱夏涝，晚秋又旱。全区

多年平均(1952年至1 985年系列)年降水583．9毫米，其中1至

5月降水80．9毫米，占全年降水量13．9％，6至9月降水451．4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77．3％，10月至12月降水51．6毫米，占全

年降水量的8．8％。各月降水中，以7至8月最大，为329毫米，

占全年降水量的56．4％。降水在年际间变化也很大，1 964年最大

达1044．4毫米，为多年平均值的1．79倍。1968年降水量最小，为

297毫米，为多年平均值的51％。最大与最小年份相差3．5倍。据

统计，从1369年至1983年的614年中，全区共发生旱灾296次，

平均2．07年一次。其中特大旱灾36次，平均17．06年一次；涝

灾227次，平均2．7年一次。旱灾多于涝灾。

德州地区河流众多，南有黄河，西北有漳卫运河，徒骇河、德

惠新河、马颊河贯穿其中。除黄河经常有水以外，其他河道冬春

干涸，汛期水量剧增，甚至泛滥成灾。黄河，据泺口水文站1 949

年至1985年统计，多年平均迳流量437．09亿立方米。1964年年

迳流量961．4亿立方米，为最大。1960年年迳流量105．8亿立方

米，为最小，最大、最小年迳流量比值为9．08倍。多年平均汛期

来水量266．3亿立方米，占多年来水量的61％，春季来水量仅占

18％。5月中旬至6月下旬之间有时河水断流。

地下水：500米以内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分布不均，绝

大多数地区为浅层淡水，中层咸水，深层淡水的三层结构。浅层

地下淡水面积为9218．2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2．18％，主要分

布在齐河、禹城、宁津、济阳、临邑、平原、商河。浅层咸水主

要分布在夏津、武城、陵县、乐陵、庆云。浅层地下水，可补源，

易开采。深层地下水宜井面积大，难补源，开采投资大，过多地

开采还能引起地壳下沉。由于水源不足，干旱稍重，水即供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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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特别是大早年，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水，水的来源主要是自然降水，降水

少则旱，降水过多则涝，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同旱涝灾害斗争中生

存发展起来的。历代劳动人民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向旱涝灾

害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挖河凿井，除害兴利。相传，几千年

前禹王治水曾到过禹城，劳动人民为了纪念他修筑了禹王亭。隋

朝开挖了永济渠，唐朝开挖了马颊河，明永乐年间利用鬲津河

(黄河故道)，开挖了减河，清朝对徒骇河进行过几次疏浚，使航

运、防洪、除涝、灌溉都有所发展。但是，由于水利工程标准太

低，旱涝灾害仍不断发生。黄河夺大清河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在

齐河、济阳曾先后决口90余次，漳卫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经常泛滥成灾，仅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就决口5次，给广大群

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劳动人民在向洪涝灾害作斗争的同时，

也做了一些抗旱工程。1 934年，齐河县在红庙黄河险工建了14时

钢管虹吸一条，引黄灌溉；沿卫运河修建了引河水井，利用水车、

辘轳提水灌溉。建国前全区有砖井5万眼，井灌面积1 3．5万亩。

同时为了抗御涝碱灾害，开挖了一些沟渠，修建了一些台田，对

防涝改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建国前形成的工程基础十分薄弱，洪

不能挡，涝不能除，旱不能抗，劳动人民虽付出了辛勤劳动，除

水害、兴水利的美好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新中国建立后，饱受旱涝灾害之苦的德州地区人民，遵照毛

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在各

级政府领导下，大搞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建国初期，德州地区水利事业百废待兴。行洪河道经常泛滥

成灾，卫运河1954年、1 955年连续两年向四女寺大洼分洪。1953

年全年平均降雨量795毫米，其中6至9月降雨674．9毫米，徒

骇河在禹城火车站决口，车站附近铁路两侧平地水深2米多。赵

牛河北堤溃决，徒骇河、马颊河之间陆地行舟，全区涝地3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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