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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淮南市水利志》为市水利专业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实事求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服务的精神，记述今市范围内水利事业的发生和发展全

过程。

淮南市是1 950年9月建市，今辖一县和五个县级区。志书取材

以今域为限，建国前的水旱灾害是发生在今市范围内的实情。建国

后的水旱灾害数字均为经过调整后今市范围内受灾数字。

志书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照片等，序言和凡

例设于卷首；志书结构，以工程分类，横排纵写，以事系物。全志分为

概述、大事记、正文、附录四块，后附编志始末。以章、节、目排列，目

下用字体分项；志书文体，以时为经，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适当结合记事本末体，以事附时，分段记述·

志书断限，上限追溯起源，下限断至1 992年底，也有断至1992

年以前或延至1 992年以后。

在志文中，以1 949年10月1日为界，以前或以后，简称建国前

或建国后。
、

志书纪年时间，凡历史纪年用当时的历史年号，并用括号加注

公元纪年。公元前和公元100年以内的公元纪年，加注“公元’’二字，

公元100年以后的不加。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编写。

志书中的高程、水位，均以废黄河零点为基面；志书中的计量单

位，除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照抄外，一律以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志

书中的地点名称，以普查后确定的地名为准。

志书的行文用第三人称。志文中的称谓，均以事件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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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谓为准，历代政权称号均为历史正称；建国后的各级政权机构

和各级水利机构的名称，以当时机构的全称为准。中国共产党地方

委员会，在志文中简称×××委，如安徽省委、淮南市委、凤台县委；

人物称谓，直书姓名，第一次使用时冠以职务，直到职务变更时，再

冠以变更后的职务。

志书中文字书写，以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

准；表示数量的数字，两位数以上，万以下的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万

以上的数字，以“万’’或“亿”作单位，如5万、50亿等；单独使用的个

位数，分数和世纪、王朝纪年、农历月日，一律用汉字表示。

志书中建国前的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市和有关县档案馆、

图书馆存放的历朝地方志、专志、图书、报刊等；建国后的资料，主要

来源于治淮委员会、安徽省水利厅和淮南市有关的文件、报刊、书

籍、手册等，以及淮南市水利局各科室和凤台县水利局提供的志稿

资料、设计文件、工作总结、工程验收、统计和档案资料等；并进行实

地勘查、调查访问、组织座谈等吸取的笔录资料。



·序·

序

《淮南市水利志》历经几度寒暑，数易其稿，终于编纂完

成了。自此，淮南有了第一部系统记述水利事业发展历程的

完整资料著述。金志共5章27万字，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

到淮南的先民们在水患的威逼下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也

可以看到前人为兴水利、除水患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可以看

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也可以看到全市

人民为战胜洪涝灾害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它是一部浓缩的

历史，必将为我市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鉴古知今、开

创未来的重要作用。

淮南地处淮河中游，历史上水患频仍；淮南又是一座重

要的能源城市，防汛抗灾任重道远。建国以来，我市的水利

设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发展。淮河大堤和城市工矿圈

堤逐步形成，防洪除涝、机电排灌等一系列重要水工程的兴

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被动

局面，有力地保障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

市的水利设施也经受了建国以来历次大的洪涝旱灾的考

验，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配套、完善，安全渡汛抗

灾的能力日渐增强，在1 991年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城市

和工矿区巍然不动，谱写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壮歌。

诚然，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建国

以来历次的洪涝灾害也留给我们许多的反思。这一切也都

见诸于志书的记载，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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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出的要求；同时，通过记述也成为留给后人两个文明建

设的宝贵财富。志书贵在存史，存史的目的是为了资治和教

化。

《淮南市水利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安徽省水利厅水利

志办公室、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和指导，凝聚了全市

水利职工的心血，编纂人员更是付出了超常的劳动。他们广

集资料，多方考证，完成了这部宏篇巨志。这部志书政治观

点正确，资料翔实丰富，体例朴实完备，具有鲜明的专业特

色，填补了我市水利工作方面的又一空白，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作为一部汇聚淮南水利事业发展历史的首创之

书，它尚有一些不足之处，相信会有更多的同志，在实际应

用中加以订正、完善。

值此《淮南市水利志》成书之际，我受编委之托撰写此

文为序。

淮南市水利局局长 倪泽寰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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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淮南市位于安徽中部，处于东经11 6。21
7 21"至117。11 7

59"，北纬

32。32745"至33—0 24"之间，今辖潘集、大通、田家庵、谢家集、八公山

五个县级区和凤台县，计有37个乡镇19个街道，总面积2126平方

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49．8万亩(农业区划调查数：耕地面积194万

亩)，人口186．5万。淮南市东边为凤阳县，西为颍上和利辛县，南和

长丰县、寿县为邻，北由茨淮新河与蒙城县隔水相望，东北是怀远

县，以黑河和上窑山为界。淮河由西向东，曲曲横贯全市，其支流左

有西淝河、架河、泥黑河；右有东淝河、窑河，并有焦岗湖、花家湖、瓦

埠湖、高塘湖、石涧湖以及部分采煤塌陷成湖。

市境有山丘、岗地、平原和湖洼，地貌可分为丘陵和平原。淮河

以南市界一带，丘陵绵延，面积132．7平方公里。丘陵为灰岩、页岩、

砂岩，以灰岩为主，其残积坡积土壤多为石灰(岩)土。平原面积
1940．7T方公里，其中淮河以北的河间平原，地面高程为1 7至25

米，基质为古河流沉积物，所演生的土壤多为砂姜黑土。淮河沿岸的

湾地为河谷平原，基质为近代黄泛冲积物，经旱耕熟化成潮土类土

壤。丘陵与河谷平原的缓坡带，面积为53平方公里，岗洼相间，起伏

不平，称之为岗地，基质是下蜀系黄土，形成黄棕壤土。总之表层土

壤，种类繁多，有机质低，缺磷氮，钾较丰富。

淮南市地处淮河中游，属北半球亚热带和暖温带季风气候的过

渡带，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冬季干旱，夏季多

热，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境内降水量多年平均为924毫米，但年际之差很大，1 956年降

水，田家庵1522．6毫米，峡山口1171．4毫米。1 978年降水，田家庵

483．6毫米，峡山口474．9毫米。一年之内，夏季多雨，平均占年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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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50％；春秋次之，分别占年降水量的24％和18％；冬季仅占

8％。6至9月为淮河汛期，其降水量占年平均降水量的60％左右。

30天最大降水量为1 991年6月10日始，田家庵756毫米，峡山口

681毫米。

淮河是淮南市主要水源，于鲁台孜水文站附近入境。1954年鲁

台孜淮河流量：汛期平均为3770立方米每秒，年平均为1630立方

米每秒，年最大为12700立方米每秒，年最小为122立方米每秒。

1 978年鲁台孜淮河流量：汛期平均为224立方米每秒，年平均为

128立方米每秒，年最大为1330立方米每秒，年最小为0．5立方米

每秒。

1 978年8月至1 979年4月，淮南站降水292毫米，蚌埠闸关闸

247天，鲁台孜平均流量为30立方米每秒，田家庵淮河水位最低时

仅1 5米，低于控制水位2．5米，低于最高水位9米。淮河基本断流。

自公元前1 90年至1 949年，市境范围共发生水灾1 66次，旱灾

88次。洪水之年，淮河两岸平地行舟，人畜尸体顺水漂流；遇大旱，

淮河数百里绝水无鱼，湖泊井泉干涸。灾年频繁，饥民载道，死徒盈

路，地荒人散。沿淮和淮河以北部分洼地，芦苇丛生，常有盗匪出没。

淮南历史源源流长，汉置淮南国，唐设淮南道，宋改淮南路，民

国时有淮南煤矿。淮南市是建国后为开发煤炭资源发展起来的能源

城。

解放初期的淮南市，仅有九龙岗、大通、田家庵三个小镇。工业

仅有大通、九龙岗、新庄孜三个手工操作的小型煤矿，一座0．82万千

瓦的田家庵发电厂和几家面粉、碾米、卷烟等作坊。街道短窄，商业

无几。水利工程，在淮河沿岸仅有局部、断续、低矮、单薄的小堤和小

型涵洞，丘陵山地有灌溉用水塘。农作物以旱粮为主，农业生产靠天

收，农村贫困落后，农民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遇到天灾就逃荒的艰

难生活。

建国后，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

开拓前进，经过43年的努力，淮南市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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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淮南市被中央批准为较大城市。现已建成以能源为主体，

兼有化工、建材、造纸、纺织、机械、食品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1992年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为56．62亿元，原煤产量为1155万吨，发

电量103．8亿千瓦时，化肥8．94万吨，合成氨16．95万吨，水泥66万

吨，机械纸4．92万吨，棉布2117万米，城市绿化面积1825公顷，各

类学校868所，医院病床位8223张，市内电话用户1．13万户，燃气

用户7．29万户，生产粮食67．2万吨。

淮河给淮南市工农业生产和城乡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淮河堤

．防是淮南煤矿、淮南电厂等工矿企业和城乡御洪的屏障，淮南市

91％的面积位于历史最高洪水位以下。没有淮河堤防就没有今天的

淮南市。淮南市的水利工程是全市工农业发展的可靠保证。

淮南市境内治水历史久远。传说夏时为畅淮洪，大禹开凿峡山

口。三国魏时筑大淙陂、鸡陂、黄陂、茅陂、湄陂，以灌田。’南北朝时

开挖超河。明代开挖西淝河入淮段新河和淮河分支套子河。宋、元、

明、清时，黄河南徒，市境淮河沿岸，沦为洪水走廊，水利工程，修而

复毁。清代筑鲁村湾上下坝、焦岗湖圩堤、永安坝、王叶家巷东西坝

及其涵闸，御洪保地。疏浚湿泥黑濠河、依沟等以畅内涝。民国时期，

以工代赈筑陆便段、便峡段、禹山坝、石姚段、黑张段、平三段、三芡

段、六坊堤，开挖疏浚内河沟，但工程标准低质量差，后遭1938年至

1947年黄泛，堤防溃毁，河沟淤塞，涵闸堵弊，形成大雨大灾，小雨

小灾，不雨旱灾的局面。

建国伊始，百废待举，经济困难，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是修复和

兴建淮河堤防涵闸，治理水患，以保证城乡农田和工矿不受洪水威

‘胁。1950年大水，仅老应段保矿堤未溃，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作出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蓄泄兼筹’’治淮方针，发动大规模治淮

运动，市和凤台县，计动员5万多民工和干部，吃住于堤防工地，顶

风冒雪，修复加固陆便段、便峡段、永安坝、禹山坝、黑张段、老应段、

石姚段、平三段、三芡段、六坊堤等，兴建峡凤段、凤平段、田家庵圈

堤，堤顶高出1950年(田家庵淮河水位22．56米)洪水位1米。1954



淮南市水利志

年大水(田家庵淮河水位24．03米)，除老应段和田家庵圈堤，余均溃

漫，沿淮淮北，汪洋无际。为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定要把淮河

修好”的宏伟目标，当年冬，治淮委员会组织技术人员，收集资料，重

新规划，分类设计。淮南市和凤台县，一方面组织生产救灾，一方面

组织民工筑堤，加高加固备类堤防，兴建西淝河左右堤和凤台城防

小堤，1 956年汛前基本完竣。是年春，始建汤渔湖遥堤及其涵闸，平

芡西段形成汤渔湖缕堤。是年汛期大水，行洪堤按计划行洪，确保堤

第一次安全渡过大汛。汛后汤渔湖遥堤及其涵闸复工完竣。1957年

兴建行洪堤耿石段和幸福堤。I 962年行洪堤黑张段，加固成黑李段

工矿圈堤，六坊堤分割为上六坊堤和下六坊堤。1966年窑河封闭堤

及其涵闸建成。1973年茨淮新河淮南市段河道竣工，形成右堤长

44．4公里。1992年底统计，完成各类堤防计长709公里，已经绿化

377公里，保护市境耕地142万亩。淮南市辖颍淝堤圈和淝涡堤圈

计长120．42公里，建有涵闸44座；六处城市工矿圈堤计长42．04公

里，建有涵闸44座；六处行洪堤计长98．65公里，建有涵闸15座，堤

内有庄台11处，顶面积27．24万平方米；保村圩堤4处计长7．88公

里；尹沟右格堤长8．4公里，建有涵闸2座；生产圩堤102处计长

389公里。筑堤建闸国家累计投资8800余万元，完成土方6100余

万立方米，石方75余万立方米，混凝土4．3万立方米。堤防管理机构

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建国初期，修筑堤防，疏浚西淝河、港河、架河、依沟、泥黑河、瓦

沟、东淝河、窑河，并于河口建闸，使洪患基本得到控制，内涝也有减

轻。但是在淮河水位高于内河湖水位时，内涝无法自流排泄，又遇
1 953和1 958年大旱，涝、渍、旱成为水利工作的突出矛盾。发展排

洪、治涝、防渍、抗旱工程，扩大水浇地成为水利建设的重点。在治水

实践中，逐步探索出高水高排、低水低排、深沟引水、打灌溉井、修建

水库、大力发展抽水泵站，排灌结合、蓄泄兼筹、旱涝兼治的治水方

略。 、

1956年于沿淮和淮河以北开始打井，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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