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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盛世修志，此举功在千秋。 ．

．

内蒙古是水资源贫乏地区：干旱和洪涝灾害交替频繁发

生。要管好、用好、保护好有限的水资源，水文工作是非常重
-’

要的。 ．

， ．±， L．

广大水文职工几十年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在艰苦的环

境中为自治区收集了大量的水文资料，这是社会的宝贵财

富；提供的水文分析和水资源评价成果，为自治区的经济建

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水文情报预报为保护人民的生命

财产和防灾减灾做出了巨大贡献。
j

一’

本志书忠实的记录了内蒙古水文的历史。愿后来者在前

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注：张廷武同志为内蒙古自



序二

我区的水文事业，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差

不多两代人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发展到今天，在全区建成了布局合理

的水文站网，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水文数据，向社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

水文分析及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为我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

是水利建设和防汛抗旱做出了巨大贡献。

水文工作是一项极为艰苦平凡的基层性工作，广大水文工作者

长期战斗在江河治理第一线，风里来、雨里去，一大批同志为此付出

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水

文之歌；水文工作又是一项具有科学性的基础工作，是科学决策的重

要依据。在全区水利建设及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我们不能

忘记水文这块基石的作用。把这段历史记述下来，无论对告慰为自治

区水文事业做出贡献的前者，还是对激励将把水文事业推向新的历

史阶段的后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自治区水利建设的一部

重要专业志，《内蒙古自治区水文志》的出版恰好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她的出版，必将对全区水利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积

极的作用。

2

以此为序

注：云峰同志为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厅长．



序三

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水文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数十年

的辛勤劳动，搜集积累的水文数据是自治区珍贵的历史财富。而这部

“水文志”，它概括了这批历史财富形成与发展中，人们的活动记录以

及与社会发展的各种联系，同样是一份重要的财富，对我们健在的水

文工作者和未来的水文人都是值得阅读的。”
。

当您读过这本“水文志”后，除了知道大量水文史料和增加许多

知识外，还会了解到我区水文事业的发展是一段不平坦的历程，既取

得过可喜的成绩，也有过值得牢记的教训。水文做为一门科学，有它

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我们尊重科学并与实际相结合，就会把水文事

业办得更好一些。在当前我们要努力深化水文改革，使水文事业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水利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全面优质

的水文服务。

我以一个在内蒙古工作三十七年的老水文人的身份，向编写这

部“水文志"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样也向一切关心支持这项

工作的各级领导表示谢意。：．。 ．
．． 、

·

．．

祝愿内蒙古自治区的水文事业在全区水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一” _

T，

眨



召

组

础

工

分

站、实验站)均要编写水文志．这次会议后，各盟市水文勘测大队(分站和实验站)先后组建

了编写小组。从此，在内蒙古自治区水文系统中，普遍展开了水文志的编修工作。

1984年内蒙古水利厅召开了全区水利志编写工作会议，会上水文总站介绍了编写海

河水文志方面的经验，同时确定各盟市水利志中的水文篇章，由所在地的水文勘测大队(分

站)提供。内蒙水文总站负责自治区水利志中的水系河流和水文篇章，已分别在1989年和

1990年交稿。为了确保全区修志工作顺利进行，1987年内蒙水文系统成立了编委会，由水

文总站站长巩学智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为马国栋、王义魁；杨振业任总编辑；聂耀文、郑国

臣、l董明山l、岳德懋为顾问；王努达等十七人为委员；7-5淳(特邀)为编辑室顾问，刘福源为

编辑。

1989年春在包头市召开了全区第二次水文志编写工作会议，会上交流了前一段各地

编写中的经验。根据各地进度不齐，经费不足等情况，进一步强调了凡起步较晚尚未完成任

务的，一定要加快步伐，力争在1991年完成，所需经费由各大队在水文事业经费中支出。

1991年初，根据水利部水文司水文综(1990年)109号文件的精神，又重新研究修订了

自治区水文志的纲目，并重新组建了编委会，新编委巩学智为总编辑(于1992年底提前退

休)，李经遗、杨振业为副总编辑；杨振业、刘福源、冯淳为撰稿人；丁剑洪为联络员。1991年

8月．又参照水利部水文司(1991)62号文件，对纲目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在总站和各水文勘

测大队(分站)全体在职和离退休职工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

1993年完成了志书的初稿．

内蒙古自治区水文志是一部专业志同时兼有部门志特点的当代志书．其目的在于：对

内蒙古自治区水文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热爱水文专业思想教育提供教材；对内蒙古自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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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今后水文工作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资料l对自治区水文系统各级领导掌握情况和执行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关心内蒙古自治区水文事业的有关领导和广大同志们，提供

一部内容较丰富、资料较翔实的水文志书．

本志书第三至八篇由刘福源执笔，其中第四篇第三章的第五至七节为张学海撰写；第

十二篇由冯淳执笔I其余为杨振业执笔．内蒙古水文大事记由冯淳、杨振业编写，丁剑洪汇

纂，于1991年9月完稿并报水文司史志办．志书初稿予1992年底基本完成，从1993年初

开始由丁剑洪、徐剑峰、孙秀堂、邹树权、张学海对各篇进行初审。杨振业于1993年9月至

11月完成对全稿的统审，1994年6月李经遗终审完毕，1994年11月至1995年2月由内蒙

古自治区水利史志办及区内外有关单位和专家对送审稿进行了审查，1995年5月最后修

改定稿刊印．

志书封面由李经遗设计：照片除包头、赤峰、哲盟、呼盟、兴安盟等勘测大队提供外，为

南力增、刘惠忠、李经遗等拍摄． ．

内蒙古自治区水文志是全区水文工作者的集体创作，虽然力求客观反映全面情况，但

因编纂人员水平所限，加之其它一些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志书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

题．虽如此，但因它是建国后第一部水文志书，仍不失是过去全区广大水文工作者留给后人

的一部有价值的文献．但愿它能在今后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以表达老一代水文

工作者的心愿和嘱托． ，

年青的战友们l江河的水流永远是后浪推前浪，而且是一浪高一浪，望你(嫁)们踏着他

(她)们的足迹，为今后内蒙古自治区水文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开创新局面，做出新贡献，写

出新篇章。
、

’

，
。

、

编者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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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或参加自治区以上科学技术会议交流的材料，它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反映了自治区水文科

学技术发展概况和水平，专门设篇较为困难，但弃之又较可惜，故将其收入到附录中。

七、现内蒙古自治区是1954年由原内蒙古和原绥远省合并而成，1955年又将原热河

省热北地区划归内蒙古．志书中对原内蒙古和绥远省的水文工作，是从建国前分别记述的，

而对原热河省热北地区和1958年由水电都东北勘测设计院移交内蒙领导的嫩江流域水文

站，则是从移交后记述的。

八、1969年至1979年中央将原内蒙东部呼、哲、昭三盟和西部阿拉善盟分别划归黑龙

江、吉林、辽宁、甘肃四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这期间的水文工作是由这些省区领导开

6



晨的，恚书中虽尽力想把这时期的工作全面记述，但由于资料的短缺，嚣习i和断眼之处在所 ，

难免．

九．奉春书本着立足当代．侧重现代．近代的原刚．在水文事韭的发展和管理等方面．上

限从1949年开始，而站罔建设则始于建站之日·下限截止翔1990年．职工培调．人员，经费

等项目则列至1993年．
。

十．本志书的水文专业术语和计量单位·一律执行有关规范的规定．各种水文特征值除
’

暴雨洪承采用‘内蘩古自治区防汛承情资瓣汇编'(建国翦""1981年)．其余均采用‘内蒙古

自治区地表水资源卜书(1956"-'1979年)． 一

十一，本春书巾全区总面积使用的数字为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中量算的数字115．8万

平方公里．与自治区统计部门使用的118-3万千方公里有出入．

十二，本畚书的结构层次，零着。横捧竖写”和。横不精习f，竖不断限”的要求，分嬲采取
’

编年体和叙事体，将全书分为篇，章，节．甘，依时序捧列而写．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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