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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套灌区，就引水方案和总干渠工程，从历史到现状编纂一部工程专

志，是很必要的。因为引水问题，始终是河套灌区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

解决好了，其它诸如灌区建设配套和用水管理等工作才能得以进行。引水

问题包括渠首控制建筑物和第一级渠道输水工程两部分。因河套灌区是特

大型灌区，三盛公拦河水利枢纽和总干渠进水闸工程已由另外部门编写专

志。专志贵专。这部志书是专门记述过去灌区引水方案变迁和现在总干渠

工程建设及运用管理情况的。我怀着喜悦和欣慰的心情，祝贺《河套灌区

总干渠志》的出版问世。

五六十年代，笔者曾在著名的河套灌区从事水利工作20多年，深以为

荣。对那里的一切怀有感情是很自然的。出于爱好，对灌区的悠久历史稍

有涉猎，并写成拙作《河套灌区水利简史》一书。之所以叫“简史”，因为

它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丰富内容，以便更好地反映河套灌区波澜壮阔的发

展过程。《河套灌区总干渠志》，就是从一个方面，着重记述社会主义制度

下灌区建设改天换地的伟大变化。这正是灌区水利史的新发展和一脉相传，

当然，也是水利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千百年来，从事河套灌区水利开发的先人们成千上万，都做出一定的

贡献。但遗憾的是，以往的水利工作者几乎没有人直接动手编写有关这方

面的水利史志著述。现在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河套水利史文献，大都出自

他人之手，以致所记内容不能详其所详，精其所精，且资料选用残缺不全，

论述偏颇者亦多。现在，总干渠管理局的领导远见卓识，在河套灌区管理

总局的关怀下，组织众多水利职工努力编纂总干渠志，实是一大喜事。特

别由水利职工自己记述亲历、亲见、亲行，填补了一项历史空白，更具有

重要意义。我认真地阅读《河套灌区总干渠志》以后，深感志书内容简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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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特点突出，而且资料翔实、系统、可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会很好地起到“存史”、“资治”和“教化”的作用。我

捆信，随着时光的流逝，《河套灌区总干渠志》的历史价值将会日见其大，

留给后世的这份精神财富将会越来越成为无价之宝。如果说总干渠管理局

的领导及志书的编纂者完成的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代子刊、的功业，这并

不过分。当然志书内容和编写免不了还存在某些不足，这是由于客观条件

限制所致。凡事不可求全责备，缺陷将来定可弥补。

以一位在河套工作过的老水利职工来说，我衷心希望，今后会有类似

《河套灌区总干渠志》这样更好的水利专志出现。鉴古以知今，这不是更有

利于今后水利事业的发展吗?毛泽东在读史笔记中说：学问的研究“有获

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

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千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

久而成学”。(见1 991年9月5日《光明日报》·《毛泽东读史》一文)因

此，河套水利建设及水利志的编写，亦如筑“百丈之台”，积久必有大成。

①注；作者系内蒙古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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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R 一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

黄河流域曾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河套冲积平

原，是黄河的变迁淤积形成的。开发黄河水资源，发展灌溉事业，繁荣了

河套平原，故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称。新中国成立之前，河套劳

动人民虽然开发了这块土地，修建了一些工程，但多利用天然河壕就近引

水灌田，渠系紊乱，农田处于“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的状况，灌溉

没有保障，水、旱灾害十分频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时代，人民治黄工作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怀治黄工

作，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治黄5-作的重大问题。为了根治黄河水害和

开发黄河水利，从50年代初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黄河进行多次大规

模地考察。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了许多基础工作。1954年编制出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人民治黄事业从此进入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1956年水利电

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派出规划组、土壤普查队、水文地质队，内蒙古水利

勘测设计院派出测量队，共同对河套进行大地测量。1957年北京水利勘测

设计院提出《内蒙古河套灌区规划报告》。1958年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对

一首制引水的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及总干渠进行技术设计。在内蒙古

自治区水利厅及巴彦淖尔盟共同组织下，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于1 959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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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破土动工，1 961年建成。从此结束了河套灌区无坝自流多口引水的历史，

灌区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发展的新时期。1958年总干渠开工后，实行建设

与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工程陆续建成。1967年全面通水多3三湖河，此后灌

溉事业不断发展，到1985年灌溉面积从建国前的300万亩，发展到700多

万亩。

总干渠工程的建设，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编纂《河套灌区总干渠志》，就在于记述这个过程。

这部《河套灌区总干渠志》，是《巴彦淖尔盟水利志》的一部工程专志。

编辑人员根据内蒙古和巴盟水利志办公室的安排部署，详实而系统地反映

了总干渠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以及管理中的措施、成就及经验、教训，

以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策励将来。编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总干渠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现状，同

时记述了巴盟水利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与河套灌区各族人民团结治水、，艮苦

创业的过程，因而工程专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区特点。我相信这部

志书的问世，不仅对今后灌区的水利建设、管理起到“存史”、“资治”作

用，而且对当前建设现代化河套灌区也会有借鉴的价值。

①注：作者系巴盟河套灌区灌溉管理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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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河套灌区总干渠志》编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

策为依据，对总干渠的兴建、发展、运用进行实事求是地记述。

二、志文结构分章、节、目，以下按一、二、三⋯⋯1、2、3

层次排列。

三、采用语体文记述，设序言、概述、大事记、志文、附录

和编志后记，图表分别附于文内，照片置于文前，附录置于志文

之后。

四、志内所用数据大部分采用巴彦淖尔盟水利局统计资料，

少数用统计部门资料。由于统计时间、方法不一，一般均保留原

始调查数据。

五、使用较多的专用名词、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

后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巴彦淖尔盟委员会”简称巴盟盟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简称内蒙古水利厅；其它援例而行。

六、计量单位以国家正式公布的《常用法定计量单位名称与

符号表》为准。行文中一律用中文名称的全称，如流量单位为立
·7。



方米每秒；公式及个别表格中用符号表示。
+

七、数字写法按照1987年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八、志文主要记述总干渠管理局现在管理的渠道长度、范围

和灌溉面积，涉及到原规划设计时用原规划数字。

九、标点符号，按1 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

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使用的高程均以黄海基准高程为准。

十一、本志断限，上限从1936年开始，下限断至1985年，个

别延至1986年。



概 述

概 述

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北岸输水总干渠(简称总干渠)，是河套灌区一首

制引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巴彦淖尔盟南缘，由西向东横贯河套平

原，在黄河以北与包一兰铁路平行。渠线由三盛公枢纽引水到三湖河先锋

闸全长230公里。总干渠是河套灌区的大动脉，担负着全灌区的输水、配

水任务。

河套灌区包括磴口县、杭锦后旗、临河市、五原县全境及乌拉特前旗、

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的套内部分；东西长200余公里，南北宽40一60

余公里，总土地面积1785万亩；设计灌溉面积1100万亩，现灌面积700多

万亩。灌区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形西南高东北低，高程在1019一-1050米之

间。地形平缓，土质肥沃，宜于发展农牧业生产。灌区地下水迳流缓慢，易

引起土壤盐渍化，是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地理位置处于内蒙古寒流南袭

的孔道，多年平均气温4—7 C，每年11月中旬结冻，翌年4月中旬解冻。

无霜期150一160天，相对湿度50一60％。多年平均降水量214毫米，多年

平均蒸发量2245毫米。境内干旱少雨，蒸发量大，春迟秋早，夏短冬长，

具有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因自然条件和气候影响，河套“无灌溉就无

农业”。黄河流经其间，河床宽浅，水流平缓，具有优良的引水灌溉条件，

故“套以河为命”，反映了灌区农业对水利的依存关系。

河套灌区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型灌区。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移民

垦植"、“开渠灌田”的记载，至清末更有较大发展，先后开浚了八大干渠，

后又演变为十大干渠，水利建设初具规模。但各渠均以简陋草闸和传统的

技术，由黄河自流引水，工程对泥沙、水量均缺乏控制能力，遇到洪水、凌，

汛，容易造成灾害。枯水期又因淤积，引水困难，常需组织大批人力洗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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