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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营河灌区是全国大型灌区之一二西营河发源于祁连山东端冷龙7

岭北麓，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武威市区以西，是内陆河，‘属石羊河系较j

大的河流。’有着山川兼有、雨雪兴源，利于自流灌溉的良好条件，且’

地当中纬，气候温和，适合以春小麦、玉米、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

产。早在汉晋时期即已得到开发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灌溉农业，形成．：

灌区，’因而是一个古老灌区：特别是在清王朝盛治之期，‘大力开垦，-，

发展农业，使原有的五条坝河分划为。“怀、‘永两渠”、亦即民间俗称t。

搿前三坝，后七坝”十条大坝、二十四条仰沟，进行灌溉农田；j在用

水管理上也有了。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

刻一，．死水死时间的配水制度，“一直沿用到中华民国时期。由于水利

实权掌握在历届担任“水老一豪绅手中，因而实际获利者则是少数统

治者，水利失治非常严重，人民生活十分艰苦。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兴修水：

利。废除膏水老一及旧配水制度，建立新管理制度，进行合渠并坝。

这种办法在当时的农田灌溉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随着国力的恢复‘

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上游建库、修渠、平条田，下游打井，挑泉，在，

改变灌区面貌和保证农业稳步发展中，成绩斐然可观。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过程中，灌区水利工作也随之“转一

轨变型一，从一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一着手，进行管理制度

的改革。回顾40年奋斗，绩赫而效彰，无愧于灌区人民愿望。+展望今后’

一

．，．j11日■、u"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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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任重而道远，．有待我辈在改革浪潮中刻苦实践。一是依靠科学。

，·‘试验，进行先进的节水技术，加强水资源开发及利用的管理，实行计
‘ 划用水；，按方收费，计量到斗，走节水型农业的路子是势在必行。二一

：’。是灌溉系统还不完善，．特另9是量大面广的农田渠系配套工程达到近期

。。’标准的仅占18％，‘使水量浪费有碍于节水灌溉技术的实施。三是管理

7手段不硬，：工程设施老化和人为破坏严重，’使水利工程设施不能充分．

发挥效益：．．四是在改革的浪潮中思想不够解放，’特别是进·步加强和

，，完善经济责任制j’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一影响工程建’

-设速度和新技术引进。，7．。√．。≯。-。。j◆’．。2。．’‘；夕，一，；：。一

，、， ；o’《西营河灌区水利志》j以数年的功夫，广泛聚集了历史以来本

、，灌区水利的珍贵资料，分类别乱开章设节，如实反映了有史以来本
j 灌区的河流、水源以及水工程。水利管理和水利纠纷等产生、：发展及

：．其变化情况，援引广泛，1：内容丰厚；j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水利志

一：书。当然编纂这一志书、毕竟还是一个新的尝试，：．还缺乏经验，+j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谨向关心、』支持的所有部门：：单位和人士表示衷

1’心的感谢。 ：。 ?∥一i一： 。， ，‘_。： ’．j．≯? 。{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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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 一，‘《西营河灌区水利志》是一部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i

‘， 会主义新方志，系统的记载灌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灌区今

j 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便于考查的、实用的系统资料和有科学依

； ， 据的基本状况。 ． ，’
j+j：’，l 。’，’+一÷‘。。，，

。

尹 ．． o
。

I ，． 4

．‘

．7， ’二j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一坚持党的
。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

， 政策，‘贯彻“存真求实”1方针和水利改革精神，达到思想性、’科学．。’{
‘ 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1 +4’

．． ：“ 』
’

，：． ·7三、本志年代断限，上限汉朝元狞二年(公元前121年)， 下限j

公元1989年底。 ．， 0‘ 、l：，j。| J

、-

：

四、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兼收表、图、照片，除所引用原历史‘

。，材料外，，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j简体字，并加注标点符号。7 。一” 2

，‘ 五、本志共七章二十八节，分别记述西营河灌区的自然地理、河。+

。流、水资源、抗御灾害、水利工程j水电建设、水利管理的历史和现’
E{-

状，突出重点，兼顾一般。
。

．+。，

r‘
．；

’

? 六、志述历史年代以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为主，并注以公

、 ．] 元纪年。
‘．。 ：，， ，0 ．，

．‘

j。。， 七，涉及古代地名，一律以原地名为准，并加注今名，现代地名17

。-．，。 ])以1981年出版的《甘肃省武威县地名资料汇编》刊载的地名为准，并。，’
一，7 根据1985年撤区并乡体制调整后的地名书写。 o ．，，．

：， ．。j ，’’，，_：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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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涉及计量单位，历史上的引用原名称，注明折算的公制单
。

位，现代的以国家规定的单位名称为准。。，。
‘

j

九，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史籍、旧志书、民间水老笔记

及省：地、．市档案馆的档案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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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营河灌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武威城西6公里，介于东径

101。457-'-'102。407，北纬37。30，,---38。107之间，’东南邻金塔河灌

区，．东邻金羊i永昌两灌区，北邻永昌县东大河灌区，西南与甘肃省

张掖地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铧尖乡接壤。西营河属内陆河，。是石羊河

水系中二条较大的河流，山内段发源于祁连山东端冷龙岭北麓的主干

流宁昌河，支干流水管河，均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

县境内，沿青海、甘肃两省边境流入甘肃境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铧尖乡水关口处汇合始称西营河；一支流青羊河、托骆河、龙潭河注入

t宁昌河中，支流响水河、’’土塔河注入西营河中。地表迳流补给来源主

，要是大气降水占61％，地下水占31％，冰雪融水占8％，全年平均迳

流量3．895亿立方米，出山口进入山前洪积扇地带多年平均流量12．17

立方米／秒。．在东西长70公里，南北宽35公里的农业灌溉区内，总面

-积1455平方公里，海拔高程1510N2130米。境内兰新铁路和甘新、武

九、双西、西丰4条公路贯穿，交通便利。西营河灌溉着武威市西营

乡、松树乡、怀安乡、永丰乡、丰乐镇全部耕地以及永昌镇、．双城

镇、洪祥乡、四坝乡、青林乡、金山乡、柏树乡、金羊乡、永昌县水

源乡大部分或部分耕地：，共14个乡镇、104个村、986个村民小组，耕地

面积38．46万亩，占武威市总耕地面积的25％。现有人口13．8万人，

劳力5．7343刀-人，人均耕地2．72亩，每个劳力负担耕地6．5亩；是·

．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农业灌溉区，主要农作物有春小麦、大麦、爷



，

’ ’

．
}。

1_ ． ·0
’

， 7， ? ，～‘

‘

子，糜子、’荞麦、’马铃薯和玉米，’复种和问种作物有黄豆、蚕豆、豌
『’

豆、甜菜、‘大麻、‘烟叶1』苜蓿等；油类作物有胡麻、油莱；蔬菜作物
、一

有白菜、茄子、辣椒、萝卜、甘兰、’芹菜、‘西红柿、韭菜、葱、7蒜、7 j一

番瓜、西瓜等。’』 ．一 ，。!_，1
、

，’

‘、+ ’．

?j’灌区是一个古老的灌区，t．早在汲、晋时代称；r“土弥干川：，为 ，‘

鲜卑族语，译意： “髓日土弥干川，，言此川土肥美如髓一《甘肃旧通

．志》：。据历史记载，远在aooo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河流两岸生息j劳 。．

： 动和繁衍；。秦朝时期为匈奴族占领，开始种植。“谷稼?j，黍襟一7．和 √i

“定居生活。’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 。+。

o，匈奴，设置郡县，移民屯田，浚河开渠，?引水灌溉，一发展生产，西汉 ’。：一’

‘元帝(公元前48,'-'33年间7)筑龙夷城(，在怀安乡驿城村)j。设戊己校 ；

：I 尉掌管河西屯田事务《太平寰宇记·姑臧县》；”西晋怀帝永嘉三年 。

，。

。

，(公元309年)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讨伐了鲜卑族的反叛，在丰乐j一．

镇附近设置武兴郡，7安置大批流民，进行农业生产，，兴建农田水利； 、：

，’唐、』宋年间已形成灌溉网络，，元世祖忽必烈占据武威后，曾在至元二 ，7，

。 十五年(1288年)诏西夏行省郎中董文用“西凉；+毋得阻坏(怀)河；’ ．

⋯渠●《续通典》、．《元史》，。6说明当时已名怀河渠引水灌田；-明朝洪，“ ，|．

，7 武五年(1372年)平定河西后，：大量移民屯垦，t使农田水利得到恢复j 。．

与发展；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刊《凉镇志》载，’土弥干川已

，、发展为“头项、二坝i三坝、四坝、．五坝”5条坝河，乾隆十四年 ‘

1749年)《武威县志。·水利图说》载： _境西西把截(西营乡’营儿‘ ．疆

- 村)山，。，共渠二：怀安、永(昌)出川，分水齐浇，⋯⋯怀有头坝’：=， j

二坝、三坝、小二坝、|大二坝、五坝、六坝，永有上三坝、下三坝j+一‘‘
。

‘

上四坝、r下四坝、上五坝⋯+⋯，此怀、永二渠大略也一，说明已由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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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坝河，发展到两渠十条坝河弓}水灌田；’‘中华民国后期，。怀、永渠改’
7

，名西营河《甘肃水剂林牧公司；同仁通讯21期》一，当时由于连年战

t乱，．兵匪骚扰，灾害频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渠道常年失修，
-，。‘ “渠身未尽通顺，．’堤岸多所塌陷，渠水泛溢，道路阻滞一，“。缺水之岁

’

则各争截灌，水旺之年则随意挖泄，只图目前，不为远计"《甘肃通

． ，志稿·民政·水利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虽由当时水利部河 ，．，

’， 西水利工程总队提出《西营河改造旧渠整理计划》，但未能实现，后

由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武威工作站在怀渠三坝河脑修建平交道工程一’

一处，’。头仰沟修建了防洪渡槽，缠山仰沟上游整修了部份渠道，永渠整 r

‘。：修了上三坝南河沟，上四坝茨沟，杨家沟等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并

无大的变化：一’ ：．。j．
．；

-
：。

_

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沿用怀渠、永渠，怀安河名称，+

”1952年合渠并坝后被批准启用西营河名称，随着土地改革，行政区划‘

’，tr的变更，’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兴起，7原有的输水渠道已不能满足，

，’灌溉的需要，1957年原张掖专署水利局、甘肃省水利厅设计院第一勘

?。 ?测队先后勘测、”规划、设计了西营河四沟咀水库、渠首以及干砌卵石‘

渠道工程，于1956年秋季动工修建西干渠，1957年修建渠首工程，随

．’即东总千渠及一至七千输水渠道改造工程全面开始，并配套了部份建

， 筑物和启闭设施，于1958年先后完成渠首1处，东总干渠及西干渠

25 j 64里，．干渠9条96．9公里∥支渠90条208．64里，斗渠145条、

∥ ，．217．1公里，干砌卵石渠道工程的建成，在防渗、防冲、节省水量等

． ，：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西营河地表水流出山口后，由于输’水渠道过．|．
。

。、 长，：渗漏严重，再加时空的分布极不平衡，要提高渠道水的利用率和

充分利用水资源，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渠道衬砌标准和兴建调节水库，_
’

’ ，

．。

‘
．

．
弓’ _。

‘

～‘{7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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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开始逐年进行浆砌卵石渠道和西营河水库工程的修建，．至，．

’1989年完成四沟咀水库1座，总库容2350万‘立方米，总干渠l条j‘

10．．92公里，4干渠5条82．84公里，支渠69条218．93公里，斗渠506条

1141．42公里。由于大气环流诸因素影响，?河源来水下降，用水矛盾

日益突出，自1965年以后，在灌区下游地下水位较高的乡村开始打机

?井灌溉，使原灌溉山水的洪祥乡、永昌镇、’金羊乡部份村成为山、井

。水混灌区^经普查已打成机井355眼。。水库建成后蓄水和浆砌干：。’支

。‘渠的修建，冬季不能放水，灌区群众及牲畜的冬、春两季饮水矛盾显

得非常突出，为了解决人：畜饮水困难∥1983年采取国家、地方财政

和群众自筹相结合的办法，’兴修人、：畜饮水工程j，共打吃水井58眼，。

修涝池541个，蓄水窖170个，饮水管道8条8§．37公里，修建地下截

．引水工程4处j基本上解决了6．9572万群众和4．034万头牲畜的吃

水。为了更好的利用水力资源，7造福于灌区人民，1974年以后，建成

9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年发电量1419万度，其中与市农电并网供电的
1； ‘

有2座。 ‘，4
“．．’ ，‘_ ‘-5 。 ’，

，‘， ’。+．
-一

。．”随着水利工程建设的进展，‘水利管理呈现出新的面貌。1952年配

。合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水规制度，灌区用水制度逐步改为按行政区配
’

水和搿死昼夜活水加调剂一的配水方法，虽已较前有所改进，但仍不’+

够科学合理，1956年成立西营河水利管理所，1962年实行专业管理与。

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办法，‘灌区成立由各乡、镇水利代表选举产生的水

利委员会，，干渠组成选举的管理委员会，村(原系大队)组(小队)‘，

组成联络小组，’用水管理实行。水地对口∥，适当控制夏、，秋禾作物，

种植比例，。优先保证农作物的用水，在各干、支渠分水口实行测水， 。

‘正确处理上、下游，山、泉水，‘集体与自留地的关系，逐步实行沟



1，．’ 。』-
，

，

，’罐0块、灌，4’竞服草j：漫灌的佰习，．按
．●

． ， ，f

。

者。‘1964年成立西营河水利管理处，‘
●’

。

、’的?。四改一建”灌溉管理制度，j即改

，．一 T|6|， ．’

盲征收水费，咎罚抢水、．浪费水

1966年全面推行金塔河灌区总结

按行政区划配水为按渠系配水，

。。’ 改过分集中轮灌为合理分组轮灌，改串，1漫灌为沟畦灌，改按亩收费-。

为按方收费，建立群众管理组织，从而在计划用水、科学用水方面向，

．’前跨进二步。1975年又推广本灌区第四管理站总结的搿四护、两管、·，

‘． 二固定巩的工程管理制度，．即护渠、‘护路、护树、。护通讯线路， 管
。

．。 水、’管工程，相对固定养护人员；实行分段定人，任务到头，更进一；

步明确了职工职责，加强了管理，。保证了工程设施的维修养护，提高，：

了工程完好率。：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灌区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试行经济责任 j?

制，1986年公布执行岗位责任制细则，把社会效益、本单位的经济效
’

．． ．、益同职工的奖金、’工资、．职责挂钩，调动了职工积极性。1987年开始。．

进行-节水增产灌溉技术示范推广”的工作，截至1989年完成示范田

。8．9614万亩，与对照田相比每亩平均增产18公斤，盲节；水35．8立方
．’ 米，在走“节水型”农业的道路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西营河水利管理处职工与灌区人民一道 ，

t，在自力更生，勤劳奋战，取得了水利工程和水利管理方面显著成果，’

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效灌溉’

面积达到37．55万亩，保灌面积25．5万亩，实灌面积37．35万亩，建成．

条田19．7064万亩，水利工程完好率水库、渠道都达到91．4％j各类
”

? ’建筑物达91．3％，渠系利用率提高到63．2％，每立方米水量产粮由
。

， o．16公斤提高到o．58公斤，粮食作物产量逐年上升，由1950年的单产

75公斤；总产2050万公斤提高到1989年单产353公斤，．总产12728．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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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万公斤，．比1950声增长6。2倍，·．自1980年以来，‘每年平均提供’商品粮，；．。．
。2872万公斤，：随翳农村经济收入的增长，农业机械化程度进二步提’ ～，。。

j 0，⋯禹，、机耕面积这强9．529万亩j占总耕地面积31．_76％4，机撸1√1§6万’，?‘”：‘。．
，：l亩i、占|／3、謇播种声衣3．￡19％，j机收5．11方亩，”，，占小麦坡获云积1；％_z。一。|t。：··
·．事实使人们认识到只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如此辉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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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亨，遵重科学知识，：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走群众路线，发扬艰，，．： ．，

一：：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才能使水利管理工作再上一层楼，、今后的工’． i：’

：?。作任务更加艰巨而光荣，灌区水利职工愿继续和广犬群众共同努力，_1．i‘+^

。，_加强水利管理，i更好地做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n科学用水，，提高水。：一。^，
。+： 的剩用率，‘坚定地走好。节水型：，农业的路子，。依靠科技。兵水，促进 ’。：。’

?：‘灌区粮食的稳产、高产，。7为振兴武威市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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