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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大兴县的水利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很少业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下，以

科学态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投入重资，连续掀起水利建设高潮，开展了治理永定河与中小河

道，建闸修渠挖排水沟，大搞农田水利园林化建设，改变了大兴十年九灾，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的

面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本着存史、资治、育人之目的，如实记录这些光辉

业绩，并收集有关史料相对照，以宏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功德，特编纂《大兴县水利志》。

在编纂《志》的过程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

原则，并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体现改革开放精神与地方特点。

为贯彻立足当代原则，同时考虑追溯大兴县多灾贫困的历史渊源，故上溯年代远而略记，

重点详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业绩，下限断至1990年。

《志》的内容除概述、大事记之外共分十篇，对于长期治水工作有关的几篇论文，为后人借

鉴计，摘要附记于诸篇之后，对于与外界有关的协议和本县政策性法规文件附录于《志》书之

末。全书十篇35章。

编《志》所用资料来源于北京水利水电科学院、大兴县档案馆、大兴县志办公室、大兴水利

局档案室与其他科室、管理所和各乡镇水利管理服务站和知情人座谈会。参考书籍有《永定河

志》、《中华水利史》、《畿辅安澜志》、《行水金鉴》、《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东安县志》和《北京

市水利志稿》，为节约篇幅，节录文字不记出处。

《志》内使用名称采用不同历史时期实用名称。记事年份均用朝代纪年，同时注明公元纪

年。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党委》即中国共产党委员会

的简称，《人民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政权机构。

《志》记述的资金币值，除注明者外均为人民币币制改革以后的币值。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

者外，一律采用国家公布的公制计量单位表述。数字采用大兴县统计局资料和水利局统计资

料。

《志》稿由北京市水利史志编辑委员会、大兴县县志办公室审定。修志工作自始至终在北京

市水利史志编辑委员会和大兴县县志办公室指导之下进行。由于编纂工作人员水平有限，谬误

不妥之处敬候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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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水利科技

第一章机井改造⋯⋯⋯⋯⋯⋯⋯⋯⋯⋯⋯⋯⋯⋯⋯⋯⋯⋯⋯⋯⋯⋯⋯⋯⋯⋯⋯

第一节洗井⋯⋯⋯⋯⋯⋯⋯⋯⋯⋯⋯⋯⋯⋯⋯⋯⋯⋯⋯⋯⋯⋯⋯⋯⋯⋯⋯⋯

第二节机井井泵测试改造⋯⋯⋯⋯⋯⋯⋯⋯⋯⋯⋯⋯⋯⋯⋯⋯⋯⋯⋯⋯⋯⋯

第二章综合节水试验研究⋯⋯⋯⋯⋯⋯⋯⋯⋯⋯⋯⋯⋯⋯⋯⋯⋯⋯⋯⋯⋯⋯⋯

第一节灌溉制度与地面灌水技术的研究⋯⋯⋯⋯⋯⋯⋯⋯⋯⋯⋯⋯⋯⋯⋯⋯

第二节农田灌溉综合万亩示范工程⋯⋯⋯⋯⋯⋯⋯⋯⋯⋯⋯⋯⋯⋯⋯⋯⋯⋯

第三章治理盐碱的试验研究⋯⋯⋯⋯⋯⋯⋯⋯⋯⋯⋯⋯⋯⋯⋯⋯⋯⋯⋯⋯⋯⋯

第一节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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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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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灌排系统，调控地下水位⋯⋯⋯⋯⋯⋯⋯⋯⋯⋯⋯⋯⋯⋯⋯⋯⋯

改良岗瓦碱地的试验研究⋯⋯⋯⋯⋯⋯⋯⋯⋯⋯⋯⋯⋯⋯⋯⋯⋯⋯⋯

试验成果⋯⋯⋯⋯⋯⋯⋯⋯⋯⋯⋯⋯⋯⋯⋯⋯⋯⋯⋯⋯⋯⋯⋯⋯⋯⋯

施用糠醛渣改良岗瓦碱的示范推广⋯⋯⋯⋯⋯⋯⋯⋯⋯⋯⋯⋯⋯⋯⋯

第四章喷嘀灌的试验研究⋯⋯⋯⋯⋯⋯⋯⋯⋯⋯⋯⋯⋯⋯⋯⋯⋯⋯⋯⋯⋯⋯⋯

第一节喷灌⋯⋯⋯⋯⋯⋯⋯⋯⋯⋯⋯⋯⋯⋯⋯⋯⋯⋯⋯⋯⋯⋯⋯⋯⋯⋯⋯⋯

第二节滴灌⋯⋯⋯⋯⋯⋯⋯⋯⋯⋯⋯⋯⋯⋯⋯⋯⋯⋯⋯⋯⋯⋯⋯⋯⋯⋯⋯⋯

第五章科技队伍建设⋯⋯⋯⋯⋯⋯⋯⋯⋯⋯⋯⋯⋯⋯⋯⋯⋯⋯⋯⋯⋯⋯⋯⋯⋯

第一节科技队伍的发展⋯⋯⋯⋯⋯⋯⋯⋯⋯⋯⋯⋯⋯⋯⋯⋯⋯⋯⋯⋯⋯⋯⋯

第二节科技人员的培训⋯⋯⋯⋯⋯⋯⋯⋯⋯⋯⋯⋯⋯⋯⋯⋯⋯⋯⋯⋯⋯⋯⋯

第三节水利学会⋯⋯⋯⋯⋯⋯⋯⋯⋯⋯⋯⋯⋯⋯⋯⋯⋯⋯⋯⋯⋯⋯⋯⋯⋯⋯

第九篇水政

第一章水利机构沿革⋯⋯⋯⋯⋯⋯⋯⋯⋯⋯⋯⋯⋯⋯⋯⋯⋯⋯⋯⋯⋯⋯⋯⋯⋯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主管机构⋯⋯⋯⋯⋯⋯⋯⋯⋯⋯⋯⋯⋯⋯⋯⋯⋯⋯⋯⋯⋯⋯⋯⋯⋯⋯

水利局直属单位⋯⋯⋯⋯⋯⋯⋯⋯⋯⋯⋯⋯⋯⋯⋯⋯⋯⋯⋯⋯⋯⋯⋯

乡镇管理机构⋯⋯⋯⋯⋯⋯⋯⋯⋯⋯⋯⋯⋯⋯⋯⋯⋯⋯⋯⋯⋯⋯⋯⋯

永定河的管理机构⋯⋯⋯⋯⋯⋯⋯⋯⋯⋯⋯⋯⋯⋯⋯⋯⋯⋯⋯⋯⋯⋯

第二章水利管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工程管理⋯⋯⋯⋯⋯⋯⋯⋯⋯⋯⋯⋯⋯⋯⋯⋯⋯⋯⋯⋯⋯⋯⋯⋯⋯⋯

灌溉管理⋯⋯⋯⋯⋯⋯⋯⋯⋯⋯⋯⋯⋯⋯⋯⋯⋯⋯⋯⋯⋯⋯⋯⋯⋯⋯

机井管理⋯⋯⋯⋯⋯⋯⋯⋯⋯⋯⋯⋯⋯⋯⋯⋯⋯⋯⋯⋯⋯⋯⋯⋯⋯⋯

水费征收⋯⋯⋯⋯⋯⋯⋯⋯⋯⋯⋯⋯⋯⋯⋯⋯⋯⋯⋯⋯⋯⋯⋯⋯⋯⋯

县境内外排水问题⋯⋯⋯⋯⋯⋯⋯⋯⋯⋯⋯⋯⋯⋯⋯⋯·⋯⋯⋯⋯⋯··

第三章法制建设⋯⋯⋯⋯⋯⋯⋯⋯⋯⋯⋯⋯⋯⋯⋯⋯⋯⋯⋯⋯⋯⋯⋯⋯⋯⋯⋯

第一节建国后法制建设过程⋯⋯⋯⋯⋯⋯⋯⋯⋯⋯⋯⋯⋯⋯⋯⋯⋯⋯⋯⋯⋯

第二节有关规定选录⋯⋯⋯⋯⋯⋯⋯⋯⋯⋯⋯⋯⋯⋯⋯⋯⋯⋯⋯⋯⋯⋯⋯⋯

第四章绿化与管理⋯⋯⋯⋯⋯⋯⋯⋯⋯⋯⋯⋯⋯⋯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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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年际降水量变幅很大，最大1959年年降水量为1058毫米，最小1965年262毫米。年内

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多年平均6—9月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7％，1986年全年降水量436

毫米，6至9月汛期降雨量达430毫米占98．7％。主要农作物小麦生长期多年平均降水量只有

85毫米。年降水量分布地区特点是西北部和东南部偏大，中部偏小。由于降水量集中在汛期，

降雨过程暴雨型居多，1959年至1989年共出现68次，其中大暴雨过程为11次，暴雨出现在

7—8月份的次数占总次数的84％，以8月份为最多。一次降雨量最高记录为230毫米，发生在

1963年8月8日。

大兴县过境的河流有永定河与凉水河。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源远流长，河

水左右摇摆放荡不羁，行洪期间难免咬坎崩岸，劈滩改溜，一遇决口往往夺溜改道。1954年官

厅水库建成以后，只有官厅山峡地区1—10立方米每秒自然流水经过大兴，水量大小由三家店

拦河闸调蓄情况而定，自1961年开始由北京市分配供水指标，以后指标水量呈逐渐减少趋势，

1984年开始停止供应。1961—1984年共引进水量28．46亿立方米。凉水河为北京市管河道，起

于北京西郊，上游接莲花河，自小红门入大兴县境，在二号村出境入通县马驹桥，大兴境内流程

10公里。随着北京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这条河已演变成排污河道，排泄北京西部、南部和石

景山区、丰台区北、东部和朝阳区西部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排污总量(不包括引进水)7立

方米每秒，在北大红门和角门子各建一条污水渠引入大兴，北大红门4立方米每秒，角门子3

立方米每秒。凉水河的排污量占北京市排污总量的40％以上，是大兴县东、北部地区主要水质

污染源。1961—1990年共引进9．75亿立方米。凉水河的污染日趋恶化，北京市人民政府极为关

切，成立了治理凉水河污染领导小组，规划项目、技术改造措施及完成期限。凉水河是北京市重

要的排水河道。

大兴境内还有凤河、新凤河、龙河、天堂河，都起源于县境西北部，呈扇状分布排泄全县径

流，凤河、新凤河属北运河系，龙河、天堂河属永定河系。这些河道都没有水源，解放前多年不治

理，无雨干涸，遇大雨则多处漫溢甚至决口为患，解放后多次治理，自1957年以后，兼作引水灌

溉输水干渠，由于降雨量大部集中在汛期，行洪排水与蓄水灌溉有矛盾。

大兴县的洪灾主要是永定河泛滥。永定河古代没有堤防，曾多次改道，称无定河、浑河，自

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筑堤始称永定河。自三家店出山过卢沟桥两岸堤距骤宽，流速

锐减，河水含沙量大，淤积严重，自1698年筑堤五十年后即淤成地上河。自北天堂村南进入大

兴管段，大兴境内堤防全由沙土筑成，河水洪枯悬殊，中、小水时咬坎崩岸，劈滩改溜，致使中泓

游荡，形成横河、斜河，险工多。1949年以前的214年中大兴段漫决50次。清乾隆二年(公元

1737年)卢沟桥下漫决以来，桥下石堤漫决4次，北头工上汛土堤漫口10次，这些洪水都注东

南，致大兴全境受灾。其中特大洪水是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洪峰流量9600立方米每秒，

几处石堤漫决。洪水白北天堂涌过立垡、狼垡、诸葛营、前管营、保安庄、庞各庄、黑垡、黄垡；又

自永定门外南顶直泄黄村、青云店、礼贤入东安；由海子向东南经采育、凤河营奔向武清，灾后

统计大兴被灾人口6490人，倒房1350间。再一次是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自7月

16日一7月26日，连续3次洪峰，流量4390至3940立方米每秒，卢沟桥京广铁路桥冲弯7尺，

大兴境内梁各庄决口夺溜，口门宽300米，南章客、北章客、石垡相继决口，洪水在南部泛滥，冲

毁京津铁路路基。梁各庄口门次年堵复，1 942年复决，洪水沿三角淀北堤和京津铁路护路堤之

间涌流，形成现在的新泛区，三角淀也由此而失去沉沙作用。建国后永定河在大兴段内决口两

次，1950年连续出现7次洪峰，8月4日14时洪峰流量2750立方米每秒，梁各庄口门处北小

埝决口，大溜从崔指挥营通过，京津铁路护路堤被冲，致廊坊以南铁路漫水停车一天。1956年8

—3一



月2日永定河洪峰流量2300立方米每秒，8月3日零时增至2450立方米每秒，大兴境内各险

工相继出险，以西押堤、西麻各庄最甚，镶埽不果，挂柳无效，经4天抢护终于在7日凌晨西麻

各庄决口，口门300米，大溜全夺，口门以下河道断流，西押堤脱险，洪水涌出口门后以4．5公

里的宽度灌向东南，水最深处2米，仅大兴境内42村过水，毁房3358间，淹地11．1万亩。河北

省、北京市、通县专员公署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都先后到现场指挥抢险、组织救灾。

永定河防洪抗洪是大兴县防汛工作的重点，每年汛前组织以县长为首的防汛抗旱指挥部，

各副县长、各乡主要负责干部对堤防分段负责，到现场熟悉地形、组织人员、准备物料、掌握有

关情况。上汛后指挥部联系驻大兴地区的解放军，县人武部及部队首长组织带队军官上堤，了

解情况与指挥部建立通讯联络。有一名副县长(副指挥)和一名水利局副局长(防汛办公室副主

任)常驻永定河管理所。永定河管理所、各堤防站、各责任段的负责干部、水利局派出的技术员

都到岗，常驻沿堤各站和临时汛铺。1950年大兴县永定河堤防设三个河工大队，三个桩埽班，

共220人，是抗洪抢险的骨干。1954年原来的河工大队与桩埽班组建成堤防合作社，1955年改

建为两个堤防合作社，人员增加到310人。1962年初堤防合作社改组为堤防大队，1964年撤销

堤防大队建立永定河养护专业队，隶属永定河管理所。每到汛期除堤防专业队人员值勤，沿堤

各乡都组建临时抢险队。水电部、北京市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大兴县的防汛工作，各级领导每

年汛前、汛期都多次到现场视察、指导，现场办公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县人大、政协的负责人也

到现场视察工作。大兴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每年汛前、汛期检查岁修、清障、险工险段、

治导工程、滩地工作、水工建筑物、跨河建筑物以及防汛物料、人员组织、运输工具、交通道路、

通讯、照明，各项设施以及各级防汛措施。汛后进行总结为下一年的河道治理、工程岁修、改善

防汛措施提出具体方案。随着防汛工作不断完善，通讯系统逐步发展，1950年6月大兴县永定

河防汛指挥部(置赵村)与全县各区公所，县政府的有线电话形成网络，1951年与上级(卢沟

桥)管理单位和河北省固安县、涿县等友邻单位的电话工程相继完成。1984年北京市水利中心

调度处(置北京市水利局)和北京市永定河防汛指挥部(置卢沟桥)与大兴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置黄村)、大兴县水利局永定河管理所(置赵村)建立了无线通讯系统，1988年

永定河堤防各站、各乡、廊坊专员公署防汛指挥部也纳入无线通讯网络。

永定河防洪全赖工程防护，清代治理永定河用埽工护岸，埽料用秫楷、苇子、麻绳或光缆捆

镶，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在大兴段内求贤、西胡林、崔指挥营修3座草坝分洪，数十年后淤

塞无存。中华民国期间除埽工护岸外，在大溜过于逼近堤根的坍塌处修建挑水坝，既可挑溜也

可排淤，使主流归于中泓，减免对堤防的冲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1年3月制订出

《永定河中、下游1951年整治工程规划》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治理。1958年10月制订出《永定

河下游河道整治规划初步设计》贯彻实施水电部召开的永定河下游河道整治会议精神，卢沟桥

至梁各庄的整治原则是(三固一束)固定险工改善并解决永定河的防汛问题；固定流势以保证

行水流畅；固定滩地以防止滩地显没无常；束窄河道使河槽逐渐刷深。施工措旋分护岸工程和

束窄河道固定河槽两大类。

建国初期永定河复堤工程有1950年5月石垡至刘家铺2公里，完成土方2．7万立方米，

同时进行石佛寺至梁各庄裁弯取直工程。1951年3月北天堂至西胡林全长41公里，全县出动

2万民工，并有万名解放军支援，与此同时，曹辛庄至北运河龙凤闸的新北堤修筑工程开工并

于7月完工。1973年8月制订《卢沟桥至梁各庄河段规划》以洪峰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为标

准进行复堤，石堤段堤顶超高2米，土堤段超高2．5米，顶宽平工段10米，险工段13米，土堤

内边坡比1：3，外边坡比1：5，堤内坡均采用粘土包胶，厚度为o．15至o．20米，这次堤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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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成改水工作，到1990年改水受益人口达13．37万人。非高氟区的农民也普遍用上了自来

水。

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确定大兴县黄村镇及其

附近地区逐步建成首都卫星城以后，城镇水利建设改善了给排水条件。大兴地区原来地下水位

埋深1至2米，一般是挖土砌砖造井或压水机提水，饮水卫生条件很差，随着机井建设的发展，

城镇和乡村逐步改为机井提水，埋设管道送水到户。水利局的王树德与大兴县卫生防疫站的刘

行昌和北京农机学院的王茂共同研制设计无塔压力罐，开始普及简易自来水供水系统。1981

年至1982年8月按国家标准建成黄村卫星城第一座自来水厂，4眼水源井日供水量9860吨，

铺设输水管线10677米，可供6层楼用水，投资2000万元，1985年、1989年先后在黄村以北芦

城附近增设2眼水源井，在黄村五街、兴丰大街开凿2眼基岩井，铺设输水管线31．52公里，日

供水量增到1．5万吨。1979年以后城镇工业迅速发展。1989年工业用水量2790．12万吨，工业

与生活用水都由水厂供应，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长期超采，地下水位下降1米以上，出现地下水

大面积降落漏斗，黄村以北水质硬度升高，已超过饮用水标准，补给条件若无变化，二十一世纪

初地下水可能枯竭。其他乡镇供水也有类似发展趋势。

1黄村卫星城原来地势低洼有坑塘积水，遇雨道路泥泞。疏浚大龙河后黄村镇积水问题有所

缓解，1975年按雨水、污水分流的原则开始市政排水工程建设，兴建黄村东西大街排水工程

1000米，1976年兴建兴华街排水工程10．2公里，1977年兴建商场南巷、兴华路排水工程，

1978年填平兴丰大街原址积水坑并建成2米见方大排水沟切断了龙河系排水系统，1978年还

兴建排污一干线、排雨水一干线4．5公里，到1990年建成排污干线26公里，排雨水干线29公

里，污水管道排入流量标准为4立方米每秒，雨水管道排放流量标准为一次降雨200毫米4小

时内排除。以废水回收综合利用为目标，1983年至1990年在黄村卫星城东南建成日处理4万

吨污水处理厂。

大兴县水资源贫乏。降水的主要特点是枯水年多于丰水年，雨量偏少，1956—1984年的29

年间小于350毫米的有4年占14％，小于450毫米的有7年占24％，450一700毫米的有13年

占45％，700—800毫米的有4年占14％，大于800毫米的有1年占3％。平均年降水量为564．2

毫米，平均年径流水量为o．963亿立方米。天然地表水完全来自降雨，雨量集中在汛期，峰高量

大难以控制利用，主要靠河道上的28座节制闸和埝坛水库拦蓄，这些工程一次实际拦蓄能力

为540万立方米，占平均年径流水量的5．7％，为保证汛期行洪安全，大汛时不能闭闸蓄水，只

在汛末有条件时拦蓄部分径流。因地下水位埋深已下降到10米以下，所以拦蓄的水量很快补

给地下水，天然地表水没有实际的供水意义。永定河引水1985年起已经断绝，全县除有限的自

然降水以外，地下水源成为供应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全社会需水的唯一有效水源。

大兴县水文地质条件在地表下100米以内的松散沉积物主要是永定河冲积、洪积而成，地

貌位置属于冲积扇的中、上缘，西北部的芦城、黄村以北，红星西部地区含水层以粗颗粒砂卵

石、砾石为主，卵石直径3—5厘米，鹅房一带10厘米左右，滚园状，厚度25—30米：庞各庄以南、

青云店以南逐渐过渡到中、细砂区，含水层出现多层次结构——亚砂土、亚粘土的夹层及透镜

体。含水层的颗粒粗细，在平面分布上受地貌位置、基底构造控制，砂砾石在平面分布上有两条

舌状凸起，一条是东磁各庄——杨各庄——永合庄，另一条是大庄——四各庄——加禄垡，反

映了第四系全新地质年代中永定河的流径途径。当年古河道的位置依稀可辨。

浅层含水层的垂向分布有三层：第一层顶板埋深10至20米，岩性以砂为主，由粗到细厚

度5至10米，水位埋深o．5至2米，为潜水或承压水；第二层是主要含水层，芦城至杨各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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