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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淮河航道志》的出版发行，是我省航道工作乃至全

省水运事业的一件大事。淮河从河南省经安徽省流入江苏省，其

‘干流在安徽境内长371公里，其支流遍布半个安徽省。、自古以来，

淮河干支流给安徽北部以舟楫之利，对发展安徽对外交通，满足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对交通运输的要求，作出过可贵的贡

v献。然而，因黄水多次泛滥夺淮，尤其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黄

水带着大量泥沙经过颍河，涡河直奔淮河干流，致使淮河干流j乏

淮北几条主要支流的通航条件恶化，淮水为患年共一年。国民政

府虽然也进行“导淮"，但收效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沿淮各地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发动起千百万治淮大军，投入治淮工

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兴：；f·I除害，淮河面貌已基本改观，

通航条件也大有改善，从正阳关经蚌埠到红山头，直至洪泽湖，

大运河达长江实现渠化．江，河，湖之问可以常年通航。为了记

载淮河的变化历史，寻求淮河航道事业发展的轨迹，安徽省航遗

管理局淮河航道段根据省内河航运史编写委员会的安排组成《安

徽省淮河航道志》编写组，搜集资料，加工整理，反复校对，历

经5个春秋，终于编著完成本书。

本书共分概述和干流，支流，管理三篇及附录．采用横排门

．类，条目编写的体例。每个条目所记事件，都包括发生，发展和

一现状三部分，对淮河的干流和主要支流，均记明航道，航标，跨

＼二
；



河建筑，渠化建设，港口码头等内容，还附上谄要的地图，肫

片、表格等，图文并茂，可谓是淮河航道的“小百科”。

从《安徽省淮河航道志》所记事件中可以看出，自有文字记．

载以来直到1949年，经历过几十个王朝和国民政府时期，淮河一直一

处于天然状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短短的40年，淮河干、

支流就发生了巨大变化l不少天然航道改变为渠化航道，江淮分

‘水岭上和淮北大地上出现了可通航的人工河道，航道尺度在增’

加，通航期在延长’淮河干，支流的港口基础设施逐步建设，钢

筋混凝土框架式码头和浆砌块石重力式码头取代了自然岸坡，装．

卸工艺逐步由肩挑人抬向机械化“一条龙”转化，由依靠岸上的

大树、山岗，寺庙为标志引导航行，改变为电器化航标助航。这

一切变化，都雄辩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看到

是否综合利用水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在航道规划建设和管

理中，认真贯彻《水法》，“航道管理条例》的重要性和必要r

性。

《安徽省淮河航道志》编写组的成员，是从事淮河航道工作

数干年的老同志，他们对淮河航道的现状十分熟悉。加上对编写
· 志书的热情和辛勤笔耕，终于写出这样一部可供靓道工作者和关，

心淮河，关心航道事业的各界人士阅读，。可供史志部门保存史料

和史学研究者参考，可供水资源综合利用各部门尤其是交通，航一

运和航道管理部门今后工作借鉴，并可供航道职工业务学习的好i

书。 。 ．

当此出版之际，谨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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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徽省淮河航道志》(以下简称本志)是安徽省淮河
． 干支流航道的专业志，主要记述安徽省淮河干支流航道的历史，

现状及其变化历程。本志的编写贯彻“以干为主，以今为主，以

航道专业为主一的原则，对与航道关系不大的水利和航运方面的

内容一般不予涉及。

二，本志由概述、主文-(分干流篇、支流篇和管理篇3部
’

分)，附录三部分组成。干流篇主要记述淮河干流航道及其有关
’

方面的情况。支流篇主要记述各支流航道的历史、现状和变化情

况，并按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变化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等

，特点归类分章论述。管理篇主要记述淮河航道的管理体制，机构

和管理办法等。附录主要以专文和大事记形式，记述淮河航道历

史上所发生或突出或较大而又不便在主文中记述的事件。
景

三，本志编写中的一些具体事项说明如下1 ．。

。 1．本志所称“建国前(后)力，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前(后)。
． 2．本志所称“安徽省淮河干支流航道’’，是指安徽省所管

理的淮河干支流航道辖区，不是指行政区划的分界。

3．时限：上限因事而异，未作具体规定，下限一般止于

．：1989年，特殊事件延至成书时止。

4．高程系统t为废黄基面(已注明者除外)。

5．航道里程：均以安徽省交通厅l 931年元月编印的《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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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航道运输里程》为依据。
1

6．河源和河流长度：除参用1979年版《辞海》有关释豇

外，一般均依据水利部门的资料。 ．

7．对建国后新开挖的河(渠)道，新建的闸，坝，桥梁和．．

港口等地理名称，一般均以主管部门审批的命名为正名· ．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3省，

至洪泽湖经三河闸入长江，全长1000公里，是我国7大河流之

一o
：

淮河从淮源至洪河口长360公里，为上游段，落差174米，比

降0．5‰，洪河口至三河闸长490公里，为中游段，落差16米，比

降0．03‰，三河闸至三江营长150公里，为下游段，落差6米，

比降0．04‰。
。

． 淮河干流豫，皖，苏3省航道管理辖区的划分为t

三河尖以上为河南省管辖。其中三河尖以上至洪河G57公里

河段，为豫皖两省界河。三河尖以下至红山头，．长371公里，为

安徽省管辖。其中浮山以下至红山头4l公里，有多处河段为皖．．

苏两省界河，红山头以下属江苏省管辖。

淮河干流安徽省辖区，属淮河中游的中部，流经阜南，额

上，霍邱、寿县，凤台，怀远，凤阳，五河，嘉山9县和淮南，

蚌埠2市境内，流域面积6．7万平方公里，占安徽省总面积约

48．5％。流域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沿淮两岸支流

众多，具有发展水运事业的优越条件。

淮河南北的地下资源极为丰富：两淮煤田的煤炭储量已查明

多达220多亿吨，现已进行大规模开采，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地处淮河南岸的霍邱周集铁矿储量约10亿吨，。辽阔的淮北平原，

是安徽省的重要商品粮基地，是黄淮平原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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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处于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区，平均温度14N16℃，无霜期200～240天。千流一般不封冻，

北部支流严冬有冰。每年6～9月为多雨季节，雨量占全年的

60％多，称汛期，12月至次年3月，雨量少，为枯水期。枯水季

节缺水现象突出，严重时，干支流普遍关闸或拦河筑坝，河道断

流，航运有时被迫中断。

淮河流域湖泊、河流众多，据淮河航运管理局1957年航道普查

资料统计： “安徽辖区内淮河水系及滁河等各干支流，共有河流

147条，全长6598公里，其中常年通轮船6条，长664公里，季节

通轮船2条，长131公里。常年通木船38条，长2380公里，季节

通木船16条，长378公里，通排筏3条，长157公里。以上通航河

流中滁河水系河流6条，长299公里。

支流的分布z直接汇入干流的较大支流，左岸有洪，颍，西

淝，涡，濉，沱、浍等河，右岸有史、沣河(城西湖)，汲河

(城东湖)，淠河，东淝河(瓦埠湖)，池河(女山湖)和白塔

河。左岸支流，除洪、颍河源自河南省伏牛山区外，余大都发源于

河南省黄河南侧平原。这些支流，除洪河外，在黄河夺淮期，无

不受到黄泛的影响。右岸支流，大都源自皖境山区和丘陵地区．

受黄泛的影响较小j ．

淮河航运历史悠久，因介于黄河，长江两太河流之间，且有

众多支流分布在豫、皖，苏3省的广大地区，具有发展航运的优

越条件。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的水

运；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十年)，鸿沟开挖，沟通了黄河的水运，

并从而使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水运通过淮河这一中间纽带连结
起来。

公元605年，隋炀帝开通济渠(又称汴渠)，渠道起自河南

洛阳，经安徽宿县、灵璧，至江苏盱眙入淮河。江南漕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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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邗构，过淮河，入汴渠，以达黄河。这条渠遭，自隋至北宋数

百绰来，一直是连结中原和江南的水运干道；4上述通航渠道的开

挖，虽然大部均在豫苏境内。但对发展安徽水运事业起了很大作
、用。

《史记·货殖列传》载t“郢之后，徒寿春，亦一都会也，

而合肥受南北朝，皮革，鲍，木输会也。一说明古时濒临淮河的

寿春与邻近长江的合肥间，曾有水运进行物资交流活动。《三国

．志》载： “建安十四年(209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

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刀“谯"，今安

徽毫县， “肥水为东淝河的古称。这一历史记述‘更具体地表

明，曹操的军队，是从毫县由水路经涡河，淮河，东淝河向合肥

一进军的。这进一步说明古代江淮之间的这一地区，很可能有一

沟通江，淮的水运通道。这一水运通道，后称“江淮运河黟。或

“施肥运河，，。“施，，即南淝河， “肥，，即东淝河，两河均发源

于江、淮分水岭的将军岭附近。南肥河南流，经合肥，巢湖，裕

溪河入长江，东淝河北流，经寿县入淮河。但是，历史上是否确

有“施肥运河”的问题，尚有争论。不过，开发“施肥运河’’，
一开辟江，淮间的第二水运通道，则是人民世世代代所盼望的。

建国后，中央和安徽有关部门已进行了大量的“引江济淮力和

．“开发江淮运河弦的规划、论证．工作，并待付诸实施。

黄河夺淮是黄、淮历史上的大事。安徽淮河干支流处淮河中

游，自金末元初，直至明清，数百年问，曾不断受到来自颍，涡

泛道的黄水南泛入淮的侵害。但史载不详，尤其是黄泛对安徽淮

河千支航道所产生的影响，记述更少。

1938,--'19—17年，国民党军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花园口黄河南

堤而造成的黄泛，给豫、皖、苏3省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黄水

泛滥而死亡的人数达89万之多。这次黄泛，主要是从颍，涡泛道

．入淮，对皖境淮河干支航道的影响很大。干流正阳关及其以下沿

3



’淮各支流航遭j(除颍河外)无不因黄水倒灌而严重淤塞，且使千

流在正阳关上端改道，并曾造成迎水寺至沫河口段淤塞断航。黄

水挟带了大量泥沙，造成航道的严重淤塞，但同时由于黄水浦

进，水位抬高，航深增加，从这一意义上说，黄泛，带来了丰富

的水源，又有利于航运。黄泛期间，干流正阳关以下可常年通航

轮船，支流部分河段航道状况也有所改善。不过就总的趋势而

言，害大于利。淮河在长期的水流冲刷，泥沙沉积等演变过程．

巾，河床淤高比较显著。沙滩连绵，航道淤浅。1947年黄河回归．

故道后，淮河干支航道处于严重淤塞状态。据1955年的淮河航道

调查资料，干流三河尖至红山头，共有碍航浅滩20处。

1949年元月，沿淮重镇蚌埠市解放。1950年3月。皖北淮河

航务管理局在蚌埠成立，、统一管理淮河水系航务工作。各地，

市，县航务管理机构也开始陆续建立。同年10月政务院作出“关：

子治理淮河的决定刀，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治淮工程。与此同时，

淮河航运部门为保证治淮物资等运输任务的完成和航行安全，开。

始清除淮河航道障碍和打捞沉船、沉物，挖滩扒浅，设置简易航．

标。这些工作，当时都是在物资和技术条件均非常不足的情况

，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以极其简单的工具和原始的方法来

完成的。例如：用大铁扒和刮板挖滩扒浅维持枯水期通航的治滩

方式，一直延用到1960年蚌埠闸建成蓄水，正阳关以下淮河渠化
通航后，始告结束，．历时达lO年之久。

1955年4月交通部颁布了《内河航标规范》。是年，淮河干

流正阳关至蚌埠142公里河段上，即按《规范》设置了二等标

志，这是安徽省航道最早的正规设标河段。1958年5月蚌埠至红’

山头段设标工程相继完成。至此淮河从正阳关至红山头278公里f

的航标，，全部实现了规范化，并逐步走上了电气化。

1963年国家颁发了《全国天然，渠化河流及人工运河通航试‘

行标准》，淮河干支流航道即按《标准》进行了规划分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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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支流列为五六级-淮河千流正阳关以下按三级航道标准进

行技术管理和维护，但有部分跨河建筑，如蚌埠老铁桥通航净空

，高度不够，蚌埠船闸，闸槛水深不足，此外尚有部分浅滩航深不

足，经过治理后，航道水深满足2．3米的要求。
’

建国40年来，在冶淮工程中，淮河干支流上修建了大批水

』库，闸坝，河堤，进行了大量的河道疏浚，开挖新河和建设灌区

工程；调整了排灌系统，对防止洪涝灾害，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

很大作用。同时，水利，交通部门也修建了很多过船设施。据统

计，至1989年共建有船闸21座、升船机1座，套闸通航1处，使

淮河，颍河，涡河，池河，泉河等部分河段和茨淮新河，新汴

词f、淠河灌区部分航道实现了渠化通航。据安徽省交通厅1979年

的航运普查资料统计，淮河水系共有通航河流43条，共长4128公

里，通航里程2836公里。其中：淮，颍，涡、茨淮新河，新汴

河i淠河总千渠，列为主要河流，共长_1191公里，通航里程

1166公里，一般河流37条，共长2937公里，通航里程1670公里．

上述通航河流中，航深1米以上的航道达1671公里，航道状况得

到很大改善。但是，由于水库，闸坝的兴建(据统计，在通航河

流上共建有各种闸坝50余处)’也造成水源被截和闸坝碍航，使

一些河流或局部河段失去了航运功能。如史河，淠河，颍河、西

淝河、浍河，沱河、濉河等；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原淮河干支

流大都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天然河流，如今已几乎全部为闸坝所控

制，使原有天然河流的特性和规律发生了变化。如涡河(皖境)

历史上曾长期受到黄泛侵扰，但并未产生严重淤塞，可是，涡河

建闸后，河南省在其上游引黄灌淤数年，就使两河I：I以下淤积泥

’沙多达7500万立方米。因此，如何根据淮河这一新的变化，除弊

兴利，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水资源，发展淮河航道事业，是今后

儒要解决的新课题。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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