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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地处河西灌区上游，各大干渠均由此经过；每隔十公里左

右有排水沟道直入黄河，较为优越的灌排条件，是永宁成为全灌区高

产稳产富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以东部的黄河崩塌；西部的风沙延伸；

北部盐碱危害，都威胁或制约了农林牧业的发展。．早在清代就出现

了以裁顺黄河急湾，挽救灵武县城的先例。传说今之新华桥乡(张口

堰)曾是河西汉延渠灌区，遗迹显在。民国年间，黄河崩塌王洪一带，

逼近惠农渠及公路干线，曾专设河工处防治多年j收效不大，后以人

工裁顺河湾而见效。1983年以前，河塌东升，损失惨重，历时7年，

耗资近300万元，终以人工裁顺黄河急湾而奏效。故在治河；开沟排水

防治盐碱；开渠绿化防止风沙；建设园田畅利灌排等方面，永宁实开

先河。今将该县水利历史，现状，汇集资料，辑编成志，存史资治，

鉴往知今，实为水利建设与发展，不可残缺的有用册籍，特别是一些

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参与

编辑修订、现身说法，更为可贵。

。欣逢政通人和之盛世，治河，征沙，防治盐碱，任重道远，谨献

数语，并寄予厚望。

吴尚贤

988年8月24日于区政协

注：吴尚贤原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现任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水利志编委会名誉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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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不断

地与大自然拼搏。水利战线的同志，．历经千辛万苦，前赴后继，兴利

除弊，成果累累。因而各种水利设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始的

渠沟弯曲，排水不畅，庄田零乱，湖泊荒地成片；到如今之沟渠纵横，

灌排畅通，湖泊缩减，荒滩变良EH，耕地变园田的新面貌，其变化规

模之大，数量之多，效益之广，均前所未有，为水利史写下了新的篇章。

永宁县地处河西灌区上部，有西干、唐徕、汉延，惠农四大干渠

南北纵贯。又有团结、一排、中干、永清、永二等五大干沟横穿。加

之支、斗渠(沟)配套成纲，灌排条件优越、农业生产稳产高产。开

发新灌区，发展速度较快，效益也较显著，但对老灌区产生浸害，应

增设防范措施。水利管理工作尚不完善，影响灌排工程效益的充分发

挥，有待改进提高。

《永宁县水利志》以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记述了

永宁县水利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的成败得失实

例。便于今人及后人借鉴，今后改进水利建设和提高管理水平，使水

利更好地为农业，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再接再励，

愿共勉之，是为序。
’’

汤学文
· 一九八八年八月 日

注：汤学文现任永宁县政协副主席，县水电科科长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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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说

_、本志编纂；本着“详今略古”原则，在分门别类的同时，按

历史年表叙事，横排纵述o ．

二、取事：上限根据资料尽力追溯，下限截止1985年底。

三、本志章节以事类别，采取述、志、图、表、录、记、结构，

以志为主。

四、地理名称、政权、官职均按当时习惯称呼。 ．

五、历史纪年：建国前按习惯用法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志内数字除序数、历史年号用汉字书写外，其它一律用阿拉

伯文数字。． ，’

七、计量名称：除面积、粮食产量、历史里程，采用本地惯用的

市制外，其它均用公制。
4

八、资料主要采用县档案馆，水电科的档案和县农业区划资料，以

及区、县其它单位和部分口碑资料。引用古籍重要文献均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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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东靠黄河，西靠山，中间一片米粮川，年种年收水浇田”。这首

民歌形象地唱出了宁夏的美丽富饶。永宁县正是“米粮川"中主要产

粮基地。它土壤肥沃，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城乡经济繁荣、灌

排工程齐全。两次评为全国农田建设先进县。

第一节地 貌

永宁县背山面水、北邻银川市郊区，南与青铜峡市接壤。地理位 ．

置东经105。49’～106。23’；北纬38。08’N38。26’。总面积1015．43平

方公里，分山区和引黄灌区两大部份6山区57 1．89平方公里，引黄灌

区443．45平方公里，分别占总土地面积的56．33％和43．67％。 ．

一、山区：贺兰山地县辖区，北自榆树沟，南至红墩子，山高陡

峭，‘崎岖绵延。山脊多为岩石裸露，生长着零星的松、柏、榆、柳和

荞丛灌木，最高山峰海拔2512．6米，面积有80平方公里。山脊以东则

为洪积扇地，地面由西向东倾斜，呈1／26～1／50坡度，面积219．58平’

方公里。被各个山水沟洪水冲击切割，地势起伏破碎．干旱缺水。继

续向东则为河成阶地，面积有272．45平方公里(包括风沙地带)，海拔

高在1 130—1 150米之间，沿东西方向呈1／350～1／450的缓坡，地势平

坦开阔，土质为粗细粉沙。平吉堡以东旱草洼，芦草洼一带有沙丘分
——l——‘



布，高3—5米，最高达lo米。丘与丘之间有小块平坦地。(河成阶地

与山洪冲击平原相连，统称为洪积扇地)因长期干旱荒芜，建国后沿

洪积扇边缘种植防沙林带，成效显著。洪积扇地外边缘，与黄河冲击

平原形成明显的陡坎，高达12米，就其遗迹现状验证：古黄河曾流经

此处，将洪积扇边缘冲成台阶，后河道东移，遂成今之平原。

， 1960年新建的西干渠穿过河成阶地，陆续才有玉泉营、黄羊滩、兰

铁干校、银铁干校等农场和园艺、机械化、增岗乡、胜利乡、水电科等单位

的林场兴建。实行农林兼作，以林固沙，已开垦农田8．7万亩，林地8．1万

亩，颇有效益。成为我县的新灌区。1983年泾源县移民，亦在旱草洼定居。

二，黄河冲击平原(黄灌区)，面积有443．57方公里，折合665，200

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人口集中、庄点密布，是永宁县的精华区。

1985年实有耕地面积38．37／亩，(农业区划在册面积28万亩)较建国初

。增)bil9．3万亩。

第二节气 候

永宁县的气候特征是：雨量少、蒸发强。据县气象站资料：1950年

以来，年平均降水量20 1．4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787．4毫米，相当于降水

量的8．9倍。降水又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古年降水量的62．2％。

无霜期为150～170天。一般早霜于9月25日左右出现，最早是1965年

．9月6日，最迟是1974年lO月7日。晚霜于4月底至5月初出现，最

早是1966年3月19日，最迟是1955年5月22日。

永宁县的小区气候，总的来说：日照充足，气候温暖、昼夜温差大，无

霜期较短，冬春风沙多。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气象因素是对农业有利的。
——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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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镇人口

全县辖有仁存、望洪、增岗、杨和、胜利、望远、通桥七乡，李

俊、杨和两镇，县属望洪、杨显、机械化林场、园艺场、鱼场；区属

玉泉营、黄羊滩、农学院实习农场。1985年底总人口160，062人，其中

农业人口142，600人。共有大型拖拉机446台，小型2l 96台，播种机1620

台，点播机577台，脱粒机1803台，农用电扇1 1 89台，农业机械化水平

较高。

第四节水资源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切生物都离不开水，农

业更是与水息息相关。本节主要谈农业上直接或间接利用的一部份水

资源。

按永宁县自然状况，水资源主要是大气降水(雨、露、霜．雪)、

引用外来水(渠道灌溉水)及地下水(各项漏渗补给水)。

永宁县有得天独厚的引黄灌溉优越条件，和完善的排水工程，旱

可灌、涝可泄，按作物生长季节需要，进行调节，有效地控制自然气

候的影响，因而使水对农业生产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气象站、水文站资料：本县大气降水、引用外来水、地下水总

量为：

2．051-I-7．938+2．88 18=12．872亿立米

一、地表水(即：降水和外来水)：



I．降水。多年测得平均降水量为202．2毫米。降水地表年径流量经

查区水文总站多年径流深值线图量算，年径流深为2．3毫米，降水面积

1015．43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每毫米产水1000立米，则地表径流为：

2．3 X 1015 X 1000=0．0233亿立米／年径流量。

2．外来水：主要来源是引灌黄河水量。按各渠管理所实测，1983

年～1985年三年平均值，年引用总量为7．938亿立米。

二、地下水：指再生利用的各项补给水量(亦即灌溉水、大气降

水等渗入深层的地下水)。

永宁地势较复杂，外来水受地理条件制约，地下水埋深度各地区

差异明显。贺兰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埋深大于16米，储量还不足500

万立米，水源较贫乏。引黄灌区平原有渠系、田间、降水等渗漏补给，

地下水埋深1．5～2米左右，水源较丰富。山前倾斜平原面积有219平

方公里，沿贺兰山脚下一带是含砂砾石层，随地势向东延伸，为中沙、

细沙、粉沙。质地具有南粗北细的变化规律；厚度则自西向东由薄变

厚，一般约在27N40米左右。园砾石中砂含水率极低，深层渗漏强，

蒸发量大，因此地下水补给条件差。虽然年降水量有0．604亿立米，但

．95％以上仍被蒸发流失。个别年份遇暴雨洪水，皆一阵而过，地表积

水甚少。按公式计算：

降水渗入补给+山前倾斜补给+山洪渗入

=0．Ol I+0．026+0．012=0．0446亿立米
’-

河成阶地面积有272平方公里，含水层为中沙、细沙，粉沙，为多

层承压水，隔水层厚度一般I～3米，埋深27--40米之间，’因有西干

渠及扬水灌溉和大气降水渗入，地下水较山前倾斜坡地丰富，埋深浅。

lEl灌区黄河冲击平原，有面积443．45平方公里，含水层为细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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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粘性土，地下水多为双层结构，潜水—_承压水，埋深浅，储量大。

．河成阶地；黄河冲击平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储水盆地。由于渠 I

道灌水次数频繁，渗漏补给水量充沛，个别低洼地区形成沼泽湖泊。
、

参照有关水文资料：补给模数37．5／万立米／平方公里计算：

则：．715．4平方公里×模数37．5兰2．68亿立米，再加降水补给量

0．106亿立米+山前倾向补给O．015亿立米=2．801亿立米，为本地区地 ，

下水总量。可见，永宁县水资源丰富，潜力大，只要因地制宜，科学

地去控制、开发利用，其效益无穷。
。

第五节水利设施

●

一、灌溉渠：

县境有唐、汉、惠、西干渠纵贯南北，有支斗渠224条。唐汉惠渠

历史悠久，负有盛名，经历代修浚，延用至今。旧时渠道，设施简陋、

弊端多，引水不足，灌水不及。，．i j

：．：一

建国后，干渠裁弯取顺，扩正断面，引水倍增，灌溉面积扩大。

为进一步防冲防渗，提高水的利用率，自1958年以后在唐徕渠险要段

试用片石砌护4处，长约800米，1963年后又改用混凝士板砌护，护岸

范围扩大，效果明显，汉延渠亦开始采用。至1J1982年以后．·砌护方法

又作了改进．在砌混凝土板时，先铺衬一层塑料薄膜防水防冲防冻胀，

效果又提高一步，并把这一经验推广到重点支渠的砌护工程上。片石、

混凝土板砌护渠堤，稳定性好，坚固耐用，是渠道工程上的一项改革。

部份高斗高地，设有小型扬水站13处．配合供水。

各渠供水，克服了旧时的弊端，是按节令、按用水面积编制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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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推行计划用水，按量收费，多用多收，公平合理．是水利走向

企业化的第一步，也是灌溉管理工作上的一大改革。

二、排水沟：

旧时排水沟甚少，西沟、黑阴沟、黄羊沟、西大沟。沟身弯曲、

窄而浅，排水不畅。建国初，全县有湖泊面积10．5万亩，盐碱荒地6．j8

万亩。素有“夏天水汪汪，春天白茫茫"之说。

建国后，舍旧谋新，在改造旧渠的同时，大兴排水工程。1951年首建第

一排水沟，效果明显。自治区成立后，‘于1959年提出土壤盐碱化治理

意见，1962年又指示水利工作应贯彻“灌排并举，以排为主"的方针，

及时扭转了“重灌轻排"思想j从此，一些大中型排水工程相继建成。

1965年建永清沟，1966年开挖团结沟，1971年建永二干沟，1974年建

中干沟。并开挖支斗沟197条，全长71 1公里，形成了较健全的排水系统。

1980年在杨和乡永红村三、’八两队的低洼、·盐碱区，作暗管排水

试点。埋管长11，570米，控制排水面积331亩。1976_1985年又在全县

范围内建机井6621]曼，既发挥了降低地下水的作用，又为早期水稻育苗

开辟了水源。

据两次土壤普查资料证实：开沟排水前后对照，效果显而易见。

开沟前的1962年全县无盐害的耕地占总面积的22．8％，开沟后的1981

年，全县无盐害的耕地增)Jl至'J72．4％。湖地面积也大大缩小。

三、农 田： ，

旧时土地高洼不平而又零碎灌排不便，还影响机耕作业。建国后，

结合水利工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过1960～1966年和1973～1979

年两次大规模平整， 合理布局灌排设施，出现了田平埂直，

的新面貌。整个灌区，沟渠纵横，林网密布。荒滩变成了良田，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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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绿洲。1985年粮食总产达到25 332万斤，相当于1 950年的5．05 ．

‘倍。

全县农田经规划平整后，实行农林牧副渔结合，粮油瓜果全面发
l

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已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塞上江南，鱼米之

乡"了。
●

～

第六节灾 害 。．

．t
●

’

本剀听述主要指渗浸、风沙、暴雨、冰雹、．渠道决口等所造成的

灾害，‘至于河洪、河崩、盐碱危害等分别于有关章节详述。

一，渗 浸： 一
’

1960年西干渠建成后，开发引灌高出旧灌区约12米的洪积扇区，

导致西部、宁化、李庄、宋澄、北渠、靖益、金星、先锋、五渠、杨

显，陆坊、丰盈等村的三万亩农田受浸，产量下降，近万亩农田荒废。

如宁化村，西干渠未建前的1958年粮食总产是295万斤，到1965年总产

只有133万斤。1

旧灌区内同样存在高渠道、高稻田、插花种稻的旁浸侧渗的影响， ，

还有渠道管理不善，灌水不合理等造成的渗浸也屡见不鲜。

二、沙压淤塞： ’。

西部旱草洼至芦草洼一带沙丘密布，每逢冬春，风吹沙移、危害

农田村庄i使西部沿山的靖益、先锋、杨显、陆坊一带沙逼人退、青 啊

苗遭沙侵害。清末民初，杨显堡内尚有烟火，后因沙压人迁堡废。新

开渠、西大沟因受风沙淤塞、几经改移。建国后新建的二一支沟也因

受此害，‘被迫改道。． ，



建国以来，．沿受灾区一线，植树固沙颇见成效。
‘

三，暴 雨： ．、’一
。

1976年8月2日23时30分至3日7时，连续降雨79．2毫米，覆盖

全县，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次降水。农田受淹23038亩，倒塌房屋155间，

’搬迁9l户，倒塌畜棚300间，死伤大牲畜7头，猪58头，羊53支。望洪

一 村六队受灾最重。雨水沟水汇集泛滥成河。对低洼地的危害曾几次出
●

现。一 ．‘ ．， ．．．．

，-

四，冰． 雹

永宁地区三十多年来，出现冰雹次数有14次，差不多每两年发生

一次。冰雹虽是局部性的，，但却是一种毁灭性的灾害，来势猛，防不

及防。j／H1981年7月29日晚，胜利乡受巨大暴风雨夹冰雹袭击，使3380

亩水稻、玉米、高梁、大豆作物和瓜菜遭灾，损失2—3成，其中有

65亩糜子、大麻颗粒无收。

五、决口事故： 一

1古老渠道上的鼠穴、．獾洞、古墓穴，朽树根等隐患难以予防。往

往堤内出现--N，洞外多处漏水。斗口暗洞，弯段接头出现事故较多。

1962年区水产局由外地引进猞鼠400只，投放黑泉湖。其鼠繁殖甚快，

随水流窜，时隔不久遍布全县。各干渠因猞鼠钻洞发生的险情增多。

引鼠为患，后应慎重。现列举决口数例：

1．1950年7月中旬，：唐徕渠火石墀中部右岸决口。淹坏民房56间，·

，．．
． 压青苗约2430亩，冲垮渠堤长1．5公里。宁夏省建设厅长郝玉山J水利

局长张兴，科长李景牧、技术员郑忠孝，永宁县长刘俊谦、水利局长，

黄金镛等现场研究，采用弃旧更新另筑新堤的方案，裁弯取顺长500米；’

放弃原弯曲连续的旧渠。经两千军民奋战十一天，堤成水通，坚实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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