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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 ·．肖 友

<北部引嫩工程志》经过修志人员历时4年的精心编纂，就要问世了，令人欣喜，深

堪祝贺。

地处北国边陲的黑龙江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资源丰富，风光秀美。作为农业大

省，水利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龙江水利事业

有了发展，各业有水皆活，水利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地位显著增强。水利作为一支充

满生机活力的经济力量，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大省建设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在北疆水利建设中，区域水利建设主要指黑龙江省东部和西部两大平原

区的骨干水利工程建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西部，为了解决大庆油田用水和松嫩平

源的抗旱灌溉问题，建成了黑龙江省有史以来最大的引水工程一匕部引嫩工程，使丰
沛的嫩江水流入松嫩平原腹地，为大庆石油石化工业生产用水，以及农业、草原、芦苇用

水提供了可靠水源。历经27年的管理运行，北部引嫩工程已经成为大庆地区和沿渠市

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并被大庆人誉为“流金淌银”的幸福工程。在无大的江河水

系的原安达闭流区内，北部引嫩工程“引一渠碧水，化八方甘霖”，不仅改变了农业的原

始面貌，而且对崛起的工业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可观的综合效益。对此，若无志书记载，

确是一件憾事。

黑龙江省46，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水系发达，河流纵横，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

里江、绥芬河4大水系。全省水面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870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

531．4毫米，折合降水总量249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9位。全省地表水资源量656亿立

方米，地下水资源量274亿立方米，扣除重复计算，资源总量为77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

13位。尽管如此，黑龙江省仍是一个工程性缺水的省份。每年因缺水给工业造成20

多亿元的损失，水资源短缺和洪涝灾害、水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进一步加大水利建设力度，加强水资源管理，坚持科学治

水、依法治水，努力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和富民强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的治水历史证明，水利事业是龙江社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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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省34个县、38个国营农场以及省水利局所属的6个水利工

程处等近百个施工单位10万余人的施工大军，战风雨，斗严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

过4年艰难会战，胜利地完成了堪称“北国都江堰”的北部引嫩工程建设。北部引嫩工

程犹如从天而降的银龙俯卧在广袤的原野上，把清澈而又丰沛的嫩江水引入干旱的田

野、缺水的村庄、无垠的草原苇塘、富饶的大庆油田和石化工业基地，不仅给大庆油田和

石化工业带来发展的生命之水，更使长渠成为两侧五业兴旺与发达的幸福之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国以后，几十年的治水实践的确需要我们科学地总结，认

清经验和教训，巩同扩大成绩，继续发扬传统。为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江河水利志编纂活动。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1981年以来，我省先后成立相应组织，相继开展了

江河水利志、水利工程志的编纂工作。水利修志人员克服人手不足、经验欠缺、资料散

失等困难，辛勤耕耘，忘我工作，有些志书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这是全省各级水利部

门和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广大水利职工，特别是那些沉座斗室、默默奉献的

修志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着实可喜可贺。

“水利兴国，千秋大计”。这部逾百万字的巨著，上溯北部引嫩工程的查勘规划筹

建施工，下述工程27年来的运营管理，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未来

的方向，是一部融科学性、实用性、资料性于一体的水利工程专业志书。它的编辑出版，

必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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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日

[作者系黑龙江省水利厅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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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趋

令全处千名职工关注的《北部引嫩工程志》，在水利厅的亲切关怀、处党委的高度

重视、编撰人员的数年耕耘下，终于在引嫩而立之年付梓并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这不

仅是当代引嫩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今人向前人交上的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更

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为此，我衷心地祝愿她!

三十而立话北引。横亘在松嫩平原西北的北部引嫩工程，静悄悄地流过了30年，

是它撑起了大庆石油石化工业的辉煌，被大庆人誉为“流金河”；是它为工程沿线8市

县农业供水、滋润水田数十万亩，被沿线百姓誉为“幸福河”；是它改善土壤水质，消除

地方病，提高生活质量，被从病魔肆虐中解脱出来的人誉为“健康河”；是它改善小气

候，使昔日碱泡变为鱼米之乡，被从贫困到富裕的人誉为“生态河”。老子日：上善若

水。人们感水之恩，说到底还是感谢党和政府的治水之策，更体现了水利是治国安邦的

大事。 一
．

-

而立之年盘点北引历史，可能要赘述百万言，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在三个重要的历史

时期(筹建施工期、公益服务期、政策收益期)，弘扬了两个文明，创造了三大效益(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培育了四个产业(旅游业、林业、渔业、水利建筑施工

业)，建设了五项重点工程(江道整治、乌裕尔河交叉水质改善、红旗泡水库消险扩建、

自动化建设、嫩干应急度汛及渠道护坡)。30年的历史，引嫩人获得了全面发展。引嫩

人陶醉在苦干奋斗中，陶醉在欣欣向荣的历史巨变中。30年的历史弹指一挥间，引嫩

人在挥手之问，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画卷，在挥手之间，创造了黑土地水利人可供珍

藏的历史片断，更留下了踏破荆棘的铿镪脚步。

而立之年回顾北引历史，我觉得值得总结和记取的东西很多，但主要的还是要做到

三个不忘，即：老引嫩在“铁人”精神感召下，积淀下来的艰苦创业的精神不能忘；老引

嫩在“北大荒”精神感召下，积淀下来的献身负责的精神不能忘；老引嫩在突破高寒禁

区精神感召下，积淀下来的务实肯干的精神不能忘。不忘历史首先要铭记自己的历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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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告别“驴吉普”、土平房、油灯蜡烛⋯⋯带给引嫩人的不仅仅是亢奋，更是引

嫩人应牢记的“两个务必”(艰苦奋斗、谦虚谨慎)，还有努力建设现代水利的信心和力

量。

而立之年展望北引未来，机遇和挑战并存，不进则退，慢进也退。进才能发展，进就

要抓住机遇，引嫩人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黑龙江建设水利大省、生态大省，大庆

建设特大型城市、石油石化工业的强劲发展态势，尼尔基水利枢纽投入使用与北部引嫩

工程改扩建设，水管单位体制改革等等，必将给北引注入新的活力，北引的未来更美好。

而立之年思考北引未来，信心和干劲倍增，“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需要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和支撑，世纪初水利担负的历史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大和艰巨。

部、厅领导要求北引建设“现代水利的典范、生态工程的样板、旅游休闲的胜地”的指示

音犹在耳。我们将以“三个代表”为指针，继续实干创业，深化改革，在世纪初努力建设

“生态北引、数字北引、文化北引”，让嫩江之水长流，让北引明天更加辉煌。

三十而立话北引。一部资政、存史、育人的《北部引嫩工程志》已由今人写就并画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传精神以励后人，铭史鉴以警后人。未来30年、60年⋯⋯是一

张白纸，更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嫩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北引的水利建

设史、引嫩人的奋斗史将汩汩流淌⋯⋯

4

2003年5月1日

[作者系黑龙江省引嫩工程管理处处党委书记、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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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北部引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今昔，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以达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取事一般从1970年起，部分内容上溯；下限至2000年底，为保持资料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个别地方适当下延。

三、在本书时限内，所辖工程范围多次变动，记述时以历史辖区取事，其中水利工程

建设以现辖区记述。 ，

四、本志以章、节、目三级顺序排列，按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方法编纂，除《概述>、

《大事记>，共分14章77节。全书共120万字。体裁采用志、记、图、表、录等，以志为

主，图、表插在各有关章节内。本志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

体和叙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体。

五、书首《概述》，从纵横两方面统领全志，总括北部引嫩工程的筹建施工、工程管

理、水政管理、水利经济、综合经营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点，彰明因果，为全书之

纲。

六、<大事记>中所载大事，主要是北部引嫩工程系统的机构变更、重要会议和活

动、重点工程项目、重大成就等。叙述内容，《志》有则简，《志》无则详。

七、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充分反映北部引嫩工程各项水利建设事业发展概况，

各章之首均有综述，反映叙述大意，使《概述》与各章问能纵横交织融会贯通。

八、本志文字及数据一般规范：文体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叙，文字采用国家公布之

现行简化字，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附录为据，行文执行黑龙江省地方志行文统一规

定；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一律以现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表述数字，除成语、习惯

用语、专用名词使用汉字，文、表中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志>文中所用高程，均以黄海

零点为基面计算。

九、本志在记述地名、机构和职务时，均按当时的称谓，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名、简

称；人物直书姓名，必要时加职称。

十、本志中，凡简称“党”指中国共产党；简称“党中央”、“省委”、“地委”、。市委”、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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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党委”、“党支部”均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简称“政府”、“人委”“革委会”

及“专署”、“行署”均指各级人民政府；简称“省”指“黑龙江省”；简称“管理处”指“黑龙

江省(北部)引嫩工程管理处”；简称“北引”指“北部引嫩工程”；简称“水库”指“红旗泡

水库”。凡《志》文主体中的“现有”、“现在”等词语均指2000年。一些专用名词和简

略词随文作了注释。

十一、组织机构和党政领导人，本志只记科(含科)以上机构和科(含副科)以上干

部。人物记载分传、表两部分。立传者系对北部引嫩工程各个时期有过突出贡献和影

响的已故人物，不分职务高低；对黑龙江省水利厅以上单位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和具有副教授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则列表记载。

十二、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

节中，不另单独叙述。

十三、地界林权的确定，对发挥工程效益，延长工程寿命关系极大，本志实事求是作

了反映。

十四、安达闭流区工程总站，1978年划归管理处，1991年分归“大庆地区防洪工程

管理处”。因“闭流区工程志”已由黑龙江省水利厅工程管理处立专题编写，本志没做

过细叙述，只将“概括情况”录于“附记”中，有关其机构变化、工程主要维修养护以及综

合生产等在相关章节中作记载。’

十五、本志有的章节尾加“附记”，以补正文。志中有些内容需要说明的，一般在行

文后加“附”或“注”。

十六、本志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绥化地区行署、黑龙江省水利厅、黑龙江省水利勘

测设计研究院和管理处的文书档案，少部分摘自有关报刊、专著及经考证鉴别后的有关

人士的口碑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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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部引嫩工程是黑龙江省引嫩江水入松嫩平原的三个引水工程之一，取水口位于

北部，故称北部引嫩工程(简称北引工程)。北部引嫩工程是国家引水、供水、防洪排涝

综合性大型水利工程，以解决大庆石油石化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为主，兼顾沿途八个市

县农业供水和病区居民用水。工程从讷河县(今市)拉哈镇渡口上游无坝引进嫩江水。

由北向南沿经讷河、富裕、依安林甸、青冈、明水、大庆、安达八个市县，跨越齐齐哈尔、大

庆、绥化三个地市以及富裕牧场、红旗种马场、大庆三环公司农牧场，到安达市境内的红

旗泡水库为止，干渠全长242．485公里。工程近期引水流量为30立方米每秒，引水期

自4月下旬至10月下旬，设计年引水量4．65亿立方米。工程控制面积3750万亩，其

中耕地1260万亩、草原1600万亩。

北部引嫩工程建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黑龙江省重点工程之一，是国家第四个五。

年计划的重要建设项目。北部引嫩工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专业队伍和人

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工程1972

年9月动工兴建，1974年主体工程基本完成．1975年处理尾工，1975年8月全线通水，

1976年12月进行全面检查和验收，正式交付使用。工程建成通水受益后，经过二十多

年的供水运用实践，管理工作有成效，工程状况基本良好，达到了设计要求，大大地改变

了松嫩平原的自然面貌，有力地促进了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大庆石

油高产稳产、石化工业发展、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优质水源，同时对沿途市县人民灌

溉农田、防病改水、养鱼、育苇、改善生态环境、改变自然气候起到了一定作用，发挥了显

著的工程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北部引嫩工程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嫩江以东，松花江以北，呼兰河分水岭以西的松

嫩平原腹地，东经1240一126。，北纬460一480。工程所在区域是国家重要石油化工基

地，也是黑龙江省农牧业生产基地，包括大庆油田和石油化工工业生产基地在内，总面

积约2．5万平方公里。工程控制区域位于嫩江干流左侧，水系不发育，广大平原无河

道，原为自然条件下的闭流区。工程流经区域无大的江河水系，主要是水量并不丰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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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尾水和坡积水。流域中大的水域为“二河”、“三坡”。“二河”即乌裕尔河、双阳河

西支南支，“三坡”即富裕通南沟坡水、依安西南排干坡水、明水青冈高坡坡水。“二

河”、“三坡”流域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乌裕尔河与双阳河，均是无尾河，只有丰水

年汛期降雨偏多时，“二河”、“三坡”水才与北部引嫩rT程交叉形成过流。

北部引嫩工程如一条玉带蜿蜒盘旋在松嫩平原腹地。松嫩冲积平原东部地势较

高，东北邻依安、明水和青冈三县的山前丘陵地带，西邻嫩江．南邻松花江东部，北部向

山前平原过渡，整体E看由北向南倾斜。工程从嫩江干流拉哈段取水，取道东南，流经

松嫩平原东北部高地，落差达30米。流域内大地构造单元属松辽凹陷第四纪下沉区，

有巨厚第四纪松散层堆积，多属冲积洪积型，局部为冲积湖相沉积，因而区内为广泛分

布的堆积地貌：二级阶地，一级阶地，闭流洼地和河漫滩。北部引嫩T程总干从松嫩平

原最北端高地边缘进入松嫩平原中部腹地——大庆地区，故而北部引嫩工程干渠大体

上也是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工程控制区域是国内外苏打盐碱化土壤集中分布的区域，

主要土壤类别有：黑土、黑钙土、草甸土、草碱土、沼泽土等，其中草甸土占44．9％。

北部引嫩工程所在区域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土壤冻期达半年之久，最大冻土

深达2．5米。春季干燥少雨，多风易旱。夏季温热湿润，短促多雨。秋季降温急剧，冷

凉晴朗。冬季严寒漫长，干燥少雪。年均降水量400毫米至500毫米，蒸发量1500毫

米至1600毫米，降雨量分布不均，多集中在7月至9月，占全年降水量的70％至80％，

且多暴雨。年平均气温20C至30C，年均日照2600小时至2800小时。工程所在区域灾

害天气有大风、冰雹、低温早霜、暴雨等，历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危害。由于以上灾

害性天气，本地区存在着干旱、水土流失、洪涝等多种自然灾害。洪涝灾害主要来自双

阳河洪水，其次是明水青冈岗地坡洪，以及本地区降雨径流。工程建成通水前，洪水以

1932年和1945年为最大，其次为1962年和1969年。工程建成通水后，洪水以1988年

和1998年为最大，其次为1983年、1986年和1987年。

北部引嫩工程控制区是黑龙江省所定的农牧结合区。本区农业开发早，工业发展

快。早在1691年齐齐哈尔即在嫩江东岸的b奎驿站建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城

市。大庆市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新建的石油工业城，自1960年开展石油大会战以

来，昔日草原已变为中国石油化工生产基地，近40年来，为国家生产15亿多吨石油。

富裕、林甸、安达、杜蒙、肇源等市县均为黑龙江省半农半牧生产基地。区内总人口为

299．4万人，区内工农业总产值149．15亿元。

除富裕、林甸两县属乌裕尔河、双阳河流域，其它地区没有自然河道和泄水出路，形

成以安达为中心的闭流区，加上汛期双阳河洪水的侵入，形成了夏秋季节易受洪涝威胁

的地方，易涝面积800万亩。又因春季干旱少雨，有易旱面积2500万亩。因排水不畅，

导致土壤盐碱化，有碳酸钠型盐碱耕地面积600万亩。特别是区内的大庆油田，一方面

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和石油化工综合利用的迅速发展，需水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地下

水过量开采，地下水动水位急剧下降，形成大的“漏斗区”，水源不足，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给石油生产带来严重威胁。此外，富裕、林甸两县由于地下水水质不好，长期饮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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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严重的地方病。据r976年统计，两县有6个公社(今为乡)共4．4万人患有大骨

节病。为解决这些问题，黑龙江省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决定兴修北部引嫩工程。

早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为解决松嫩平原的干旱问题，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

院曾对北部引嫩工程控制范围内进行过查勘、引水方案比较和灌区选择等工作。1968

年编制了《北部引嫩灌溉工程设计任务书》，从治干旱方面，提出对农田、草原、芦苇等

灌溉工程设计任务。1970年3月初，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今省人民政府)第12次常

委扩大会议，根据大庆油田工业用水和西部干旱问题，讨论决定兴修北部引嫩工程，责

成省水利电力局(今省水利厅)进行北部引嫩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省水利电力局集

中了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等各方的技术力量，搞了北部引嫩工程的勘

测、规划和防治盐碱化的典型调查，1970年5月，向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作了汇

报。1970年7月，生产指挥部向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报送了《关于北部引嫩工程建

设的报告》。1970年9月，生产指挥部又向国家水利电力部(现国家水利部)报送了

《北部引嫩灌溉工程规划报告》。这次规划的主要工程：①自嫩江干流讷河县拉哈镇新

渡口无坝引水，开挖引水总干渠，引水流量100立方米每秒，总干渠尾间修建安达任民

镇蓄水区。库容9000万立方米，向安达及肇州灌区供水；②修建安肇(安达到肇源)、肇

兰(肇东到呼兰)、肇东、萨尔图分干渠及丰收、燎原蓄水库；③新建9县区的24处灌区

工程。工程效益是：灌溉农田413万亩，牧草206万亩，发展芦苇6l万亩，养鱼水面52

万亩，以及满足大庆工业用水。全年引水量3 160万立方米，病区300万立方米人畜饮

水。总工程量1．16亿立方米，总投资7300万元。国家水利电力部对规划表示原则同

意，并对渠首引水方案比较、灌排规划、典型区设计等提出意见，要求补充、修改，并责成

进行初步设计。

1971年，省革命委员会为加强对北部引嫩工程规划设计的领导，并进行工程施工

前的准备工作，组建了省北部引嫩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根据国家水利电力部对规划中

要求补充、修改的意见和尽快提出初步设计的要求，除由省农、林、水院校借调部分教授

和科技人员，还陆续调回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下放的工程技术人员，突击进行补充、修

改规划和设计工作。1971年8月，先后提出《北部引嫩工程总体规划补充报告书》和引

水100立方米每秒的《北部引嫩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书》。补充规划对渠首工程方案进

行了分析比较。推荐采用无坝引水方案。灌排规划，提出建立完善有效的排水系统，防

止土壤次生盐渍化，排水标准由5年一遇提高到10年一遇(10％)。灌溉保证率80％。

灌区选择重新进行，在9个县区内共选择20个，总灌溉面积329．7万亩，减少了83．8

万亩。1971年lo月初，向国家水利电力部汇报，经审查后，以水电综字(1971]第287

号文件批复，同意修建北部引嫩工程。渠首工程采用无坝引水方案，引水总干渠近期按

引水30立方米每秒的规模修建，建筑物工程留有余地，可按引水50立方米每秒设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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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工程投资4800万元，包干使用。根据国家水利电力部批复，省北部引嫩T程建设

总指挥部于1972年初编制了引水流量30立方米每秒的《北部引嫩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书》。

1972年9月，北部引嫩工程正式开工。全省动员嫩江(今齐齐哈尔市)、绥化、松花

江3个地区的34个县和38个国营农场，以及省水利局所属的7个水利工程处．齐齐哈

尔铁路局所属的2个建桥队，省战备车队，1个通信架线队等近百个施工单位4万余人

组成专群结合的施工队伍参加施工。由于工业用水要求、工程项目、工资定额、综合费

用等方面都有变化，1973年对原初步设计进行了修改补充，编制了《北部引嫩工程修改

初步设计报告书》。北部引嫩工程规划设计由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承担，共提计算书、设

计书和报告书等351本。规划设计中：①根据地区特点，对早、涝、碱等自然灾害及工、

农、林、牧、副、渔业用水要求进行了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着重研究了土壤盐碱化改良

和土壤次生盐碱化防治措施。在用水方面，保证大庆工业日用水30万立方米，并充分

利用库、泡、沼、低洼地。合理安排解决灌溉问题。②选用无坝引水，避免在大江大河上

修建复杂的拦河工程，做到了投资省、工期短、收效快，满足了大庆急需用水的要求。③

根据引水渠道长，用水保证率要求高，而嫩江结冰期长达半年之久，不能引水，枯水期又

受枯水流量限制不能多引的情况。为保证大庆工业和居民全年不问断供水，减少上下各

部门用水矛盾，利用当地多闭流洼地的地形特点，选择了红旗泡、大庆两座大型平原水

库，进行反调节。④引水总干渠在渠首18公里段穿过嫩江滩地砂砾石层，渗透系数高

达182米每日。为解决渗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水文地质勘探和观测工作，并派工程技

术人员考察了近似条件的吉林省白城子地区的引洮工程和黑龙江省的查哈阳引水工

程，同时还请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和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所进行了电拟模型试验。

经多种方法试验、分析，损失流量约为5立方米每秒。采用加大渠首引水流量为35立

方米每秒的办法，节省了衬砌工程量。1973年7月，许广全任省北部引嫩工程建设总

指挥部总指挥，杜灿、孙瑛、张明魁等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安达。承担施工任务的

嫩江、绥化、松花江3个地区和省农场局成立了分指挥部。在施工组织上，以县为单位

组成民兵团，公社(今为乡)组成民兵连。

为了尽快向大庆供水发挥效益，北部引嫩工程分两期施工。以乌裕尔河为界，乌裕

尔河南(简称乌南)段为第一期工程，为总千和萨尔图分干长154公里，红旗泡水库坝

长17公里施工建设；乌裕尔河北(简称乌北)段为第二期工程，为总干长近90公里，大

庆水库坝长32公里施工建设。施工采取“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按段包干，限期完成”

的办法。总干渠和分干渠以县为单位划分为施工地段；渠首、水库和交叉工程由省水利

工程处承担施工，民兵团配合；铁路桥由齐齐哈尔铁路局所属的建桥队承担施工。各施

工单位在施工中，采取人力和机械相结合的办法，人力运土“车子化”，机械施工工具

“多样化”，有推土机、铲运机和采砂船等，对施工中发生的疑难问题，采取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的办法解决。引水总干渠乌裕尔河北段22公里至50公里穿过嫩江二级阶地边

沿，地形较陡，坡度l：15至l：8。渠道开挖后，由于破坏了原边坡的稳定，发生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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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滑坡，坍滑土方量13万立方米，滑坡体堵塞河道，影响工程进度。如按一般修建

混凝土挡土墙办法，需大量钢材、水泥等外运材料，增加工程造价，拖长工期。经调查研

究，采用削坡减载办法，减轻滑坡上部压力；修建纵横向地下排水暗沟，以降低地下水

位；用当地好土修碾压密实的土堤，以止挡滑坡的发展，使大面积滑坡在短时间内得到

处理，保证了按时通水。 -

1974年9月29日，《黑龙江日报》以一版头题刊发了《我省北部引嫩第一期工程胜

利建成通水》的长篇报道。广大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大庆工人阶级“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不等不靠，在茫茫的松嫩平原上，头顶蓝

天，脚踏荒原，战风雨，斗严寒，风餐露宿，人挑肩扛，奋战在河滩草原，以顽强的革命斗

志，战胜了重重困难。他们采用人力和机械施工相结合的办法，用了一年多时间，不仅

把多年经常泛滥成灾的乌裕尔河用一条高近4米、顶宽8米、长11．5公里的蓄水大坝

拦腰斩断，引水人渠，向大庆油田供水，变害为利，还为最终引进嫩江水，建成了包括全

长157．5公里的引水干渠、分干渠和48项建筑物工程。北部引嫩工程的第一期工程，

是在极其不利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150多公里的施工现场，就有120多公里是荒原草

滩，许多地段下面是水，只有一块块的草筏子露出水面。这样的条件，好天施工也是困

难的。严重的是广大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刚开进工地，就接连下了40多天的秋雨，

给运输、施工和生活都带来了很大困难。省北部引嫩工程建设总指挥部从大庆请来工

人报告团，报告团的工人们冒雨涉水到各施工工地讲述大庆铁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讲

述大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广大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决心以

大庆工人为榜样，战天斗地，加强北部引嫩工程建设，为保卫大庆红旗。捍卫毛主席革命

路线努力奋斗，同困难展开顽强的斗争。同时，省北部引嫩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创办了

《引嫩战地简报》，各县、农场局民兵团也相应创办了油印简报，如《黑河引嫩战报》、《苏

农引嫩报》、《工地战报》等，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明确任务，认清形势，使北部引嫩

工程建设者们受到极大鼓舞和教育。乌裕尔河交叉工程的施工地段，是一片沼泽，水深

没膝，水下是稀泥，上万名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在此修筑起需要200万立方米土

方、长达11．5公里的蓄水大堤和2个大闸、1个溢流堰。开始时，不要说找到一块干地

方，就是想支起帐篷立下一根柱子也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只好在距施工场地七八里外安

营扎寨。为了抢时间，争主动，在国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提出了“依靠县委，自力更

生”的口号，在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动员大批机、马、牛和物资支援北部引嫩工程建

设。他们硬是在沼泽地上立下了脚跟，做好了全面施工的准备工作。入冬以后，广大指

战员为来年春天筑坝备土，顶风雪，战严寒，每取l立方米土都要经过这样的工序：揭开

冰层，从冰下挖取稀泥，放在一边堆起来，来年春天经过晾晒再筑坝。由于土壤的含水

量高达60％至70％，挖3立方米土晾晒后才剩下l立方米土，这样，实际筑在坝上的l

立方米土相当于在正常情况下的挖3立方米土。在施工中，广大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

员创造出许多好的施工方法，特别是创造出冬季施工的方法，例如“看冻层”、“切豆腐

块”、“挖地洞”等等，保证了质量，并且打破了黑龙江省冬季不能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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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旧观念，为黑龙江省冬季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供了经验，不少先进单位创造了高

速施上的新记录。四年多的施工，不但按计划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而FL还培养和锻炼

了一支群众性的水利施工队伍。这支来自农村生产队和国营农场的民兵知识青年，在

北部引嫩工程建设中，经受了锻炼，为北部引嫩工程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北部引嫩工程第一期工程于1973年9月完工，转入第二期工程建设。第二期工程

建设进展更为迅速，同第一期T程相比较，第二期土方工程工期提前两个月完成，工效

提高20％左右，质量好，投资少，工程成本下降20％。1974年9月，乌南段通水(乌裕

尔河水)。1975年4月，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到黑龙江省检查水利电力工作期

间，到北部引嫩工程建设工地进行了视察，并且强调松嫩平原是半干旱区，北部引嫩工

程要巩同配套工程，它经过草原那么多渠道，要逐步衬砌，要搞草皮子。二期工程配套

不能松劲，三期工程待取得经验后再搞，搞大型灌区，水位升高，碱就可能I：来，所以应

慎重。1976年9月，北部引嫩一[程全部完工引来嫩江水。1976年12月，由黑龙江省基

本建设委员会组织省计划委员会、省水利局、省农业银行、省北部引嫩工程建设总指挥

部、省北部引嫩工程管理处进行r验收，交付使用。北部引嫩工程总工程量包括土方、

石方、混凝土方共2600万立方米，还架设了212杆程公里的专用通信线路。整个北部

引嫩工程共用钢材0．52万吨，水泥3．65万吨，木材5．6万立方米，块石21．4万立方

米，砂砾石37．6万立方米。工程共耗用2580万个工日。工程总投资为1．6亿元，其中

国家拨款1．1亿元、大庆自筹0．5亿元。

一渠嫩江水，千里汇油城。如果从飞机上鸟瞰，你会看到这条逶迤大渠自北流向东

南，犹如从天而降的银龙俯卧在广阔的原野上，源源不断地把丰沛的嫩汀水输入黑龙江

省西部草原这片急待滋润的干渴的土地。

北部引嫩工程是一个大型引水工程，工程用地总面积170511．26亩，约114平方公

里，其中渠道工程占地83078．56亩、水库工程占地59266．21亩、管理生活用地2338．9

亩、林地面积1497l亩、宜林地面积2928亩。其主体工程包括渠首工程、渠道工程、交

叉工程、蓄水工程和桥、涵、闸等渠系建筑物139座。共有150个项目，其中渠道工程8

个项目，即乌南总干、乌北总干、萨尔图分干渠道和5处坡水渠道；土坝共3处，即乌裕

尔河交叉大坝、大庆水库大坝和红旗泡水库大坝；大小建筑物及其它建设项目共224座

(处)。

1．渠首工程：引水口设在讷河县拉哈镇至甘南县平阳镇公路，嫩江新渡口上游800

米处，采用无坝引水。近期引水流量为30立方米每秒，建筑物按50立方米每秒设计，引

渠长425米。嫩江拉哈断面处畅流期为4月下旬至10月下旬，径流量为131亿立方

米。其中保证率P=80％时径流量68亿立方米。工程枯水期设计标准保证率P=

80％、嫩江200立方米每秒流量时，要求工程引水流量30立方米每秒。为防止江道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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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和主流摆动，对引水口上下游江道进行了整治，维护岸1540米。分流工程有溢流堰、

导流坝、潜坝、鱼嘴、拦砂坎等。进水闸3孔，净宽18米。进水闸上设公路桥1座，净宽

7米。· ．

2．渠道工程：北部引嫩工程自讷河县拉哈镇起，经富裕、依安、林甸、明水、青冈等

县，到安达市境内红旗泡水库为止，全长242．485公里，其中总干渠长203．09公里、分

干渠长39．395公里。总干渠以乌裕尔河为界，分南北两段。乌北总干渠按50立米每

秒、建筑物按70立方米每秒流量设计和施工，乌南总干渠按30立方米每秒、建筑物按

50立方米每秒流量设计和施工，萨尔图分干渠设计流量为20立方米每秒。①乌北总

干渠长89．157公里，渠底宽16米至28米，水深2米至2．3米，渠道纵坡1／15000，边坡

l：3至1：2．5。总干渠14公里段经过嫩江滩地，为埋藏深厚的砂砾石层，系强渗漏地

段，此段渠道底宽28米，边坡1：3。22公里段以下进入嫩江及乌裕尔河阶地边沿．

底宽16米至1 8米，此段因系沿等高线修建，弯道较多，部分填方用混凝土板护

砌，边坡1：2。②乌南总干渠长113．933公里，渠底宽12米至16米，水深2．3米至

2．85米，渠道纵坡1／15000，边坡1：1．5。渠道内两侧各留5米宽马道。北部引嫩总干

渠输水时间4月至10月为畅流期，为保证渠道安全正常输水，并避免由于长期输水而

抬高地下水位，造成盐碱化和沼泽化，采用地下行水办法，渠道设计水位基本和地面相

平．同时在渠道两侧搞了防护排水林带，以降低地下水位，减少沿线渗漏损失。③萨尔

图分干渠为自总干渠输水至红旗泡水库的引水渠道，长39．395公里，渠底宽12米，水

深1．9米至2．4米，纵坡1／2500至1／10000。边坡1：1．5。

3．交叉工程：北部引嫩总干渠上的主要交叉工程有4处，由上游到下游依次为通

南沟交叉工程、乌裕尔河交叉工程、双阳河西支交叉工程和双阳河南支交叉工程。①通

南沟交叉工程，在总干渠64．7公里处，为平面交叉和立体交叉相结合的交叉工程，坡水

走涵洞，其作用是宣泄通南沟洪水，并为泄空渠道之用。集水面积1842平方公里，设计

洪峰流量342立方米每秒。枢纽分为上游闸、上游消力池、上游海漫、洞身、下游闸、下

游消力池、下游海漫共7部分。上游闸和下游闸皆为4孔，孔净宽4米。②乌裕尔河交

叉工程，在总干渠81．7公里处，为采用挖渠筑坝，渠库结合的平交式交叉工程。集水面

积9660平方公里，设计洪峰流量1920立方米每秒。筑有l 1．6公里长的土坝拦断乌裕

尔河，最大坝高5．9米，平行土坝上游侧30米处挖渠，深1米，宽80米。总干渠从坝的

北端进入水库，为防止洪水期回水。总干渠8l+784处设3孔孔净宽6米的钢筋混凝土

整体开敞式节制闸l座。总干渠88+915～89+287处设3l孔11．4米的钢筋混凝土

整体溢流堰闸结合式泄洪闸l座，主河槽右侧设372米长、0．55米高的溢洪堰。在主

河槽89 4-716处设3孔孔净宽8米的钢筋混凝土整体开敞式泄水闸l座。在总干渠乌

南段0+007处设3孔孔净宽5米的钢筋混凝土带胸墙整体式进水闸1座。③双阳河

西支交叉工程，在总干渠乌南段54．4公里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整体式方涵，上、下游

泄洪闸闸门皆为单孔，孔净宽2．5米。为调节水位，阻止双阳河水进入渠道，在54+

495渠段处，设单孔孔净宽8米的钢筋混凝土箱式整体式节制闸1座。在54+6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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