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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照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江

苏省地方志行文规范》的规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坚持“求真存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江都水利

枢纽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年限，上限从1958年“引江济淮，江水北调”，

跨流域调水规划开始，下限记到2002年底，彩照记事延伸至

2004年。

三、本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全志设概述、10章43节和

附录。概述位于正文之首，为全志的窗口；正文一般设章、节、

目、子目4个层次，辅以图、表；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按时序编排。大事年表设在附录中。序与凡例等列于卷

首，编纂始末设在卷末。

四、本志历史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所记高程，采用“废黄河零点"。

六、为了行文简略，本志所提省，均特指江苏省。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记载、部门提供，有些资料是与

有关当事人座谈获得，并参考《江苏省水利志》。



序 一

江都水利枢纽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有灌溉、供水、排涝、

泄洪、通航、发电、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性功能。它既是整个淮

河治理工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江水北调工程体系

的龙头。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伟大号召，党中央、国务院就对治理淮河作出了重要部署，江

苏人民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治淮高潮，兴建了一大批治淮防洪骨

干工程。同时，淮北地区干旱缺水的矛盾逐渐显现，“淮河用水

不可靠，长江有水用不到”，“江水北调"的重大构想也从此启动。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举世瞩目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从1961年挥土动工，历经17年建设，40年运行，从规划布局、设

计施工，到运行管理，堪称江苏乃至全国治水的典范，是江苏水

利的瑰宝，江苏人民的骄傲。

江苏水利枢纽工程贯穿江淮两大流域，沟通京杭运河，连接

新老通扬运河及里下河水系，实现了江水北调、江淮互济。江都水

利枢纽建成运行以来，已累计抽引江水i000亿m3，自流引江水

950亿m3，安全泄洪9000亿m3，排涝300亿m3，不仅大大促进了

里下河地区和淮北地区农业耕作制度的变革，而且有效地解决了

苏北地区水资源紧缺问题，为江苏特别是苏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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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水利枢纽志》是目前我省第一部大型水利工程志，它

内容全面系统，资料翔实丰富，全面记载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了工程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为全

面了解江都水利枢纽工程，进而了解江苏治水历史和治水成

就提供了重要窗口，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相信这部书的编

撰完成，对于提升江苏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水平，促进江苏

水利现代化建设，将会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

江苏省副省长 董荔
2004年



序 二

在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全面实施和新一轮治淮建设高潮

到来之际，《江都水利枢纽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省水利事业发

展中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伟大号召，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淮河作出了重要部署，江苏人

民由此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治淮高潮，江水北调的重大构想也从此

启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举世瞩目的江都水利枢

纽工程从1961年挥土动工到现在，历经17年建设，40年运行，为

江苏特别是为苏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

辉煌夺目的成就。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从规划布局、设计施工，到

运行管理，堪称江苏乃至全国治水的典范，是江苏水利的瑰宝，江

苏人民的骄傲。

江都水利枢纽作为一个特大型的水利工程，具有灌溉、供水、

排涝、泄洪、通航、发电、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性功能。它既是整

个淮河治理工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江水北调工程体

系的源头。该工程贯穿江淮两大流域，连接里下河水系，实现了

江水北调，引江济淮，水资源跨流域调度，优化配置。江都水利枢

纽建成运行以来，已累计抽引江水1000亿m3，自流引江水950

亿m3，安全泄洪9000亿m3，排涝300亿m3，不仅为淮河洪水下

泄和里下河地区排涝提供了安全保障，而且还有效地解决了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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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水资源紧缺问题，为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水资源保障。

正在实施的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在江苏江水北调工程

基础上的扩大和延伸。以江都水利枢纽为源头抽引江水，通过

13级泵站和黄河隧道，将长江水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地，以

缓解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江都水利枢纽经过

几十年跨流域、长距离、大流量的调水实践，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水资源调度和水工程管理办法，将为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

管理与运行提供宝贵的经验。相信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

理、运行的实践经验，将会走出江苏，走向全国。

《江都水利枢纽志》上溯工程发端，内容全面系统，资料翔实

丰富，全面记载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了工

程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为全面了解江都水利枢纽工程，进

而了解江苏治水历史和治水成就提供了重要窗口，具有较高的存

史价值。这是我省第一部大型水利工程志，相信这部书的编撰发

行，对于进一步提升江苏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水平，促进江苏

水利现代化建设，将会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

忆往昔，江都水利枢纽铸就了昨天的治水丰碑；看未来，江都

水利枢纽还将不辱使命，在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伟大实践中，创

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江苏省水利厅厅长 【睡很象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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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在长江与淮河的下游，苏北平原的南端，有一座闻名中外的工程——江都水利

枢纽。她就像一个神奇的“调节阀”，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使江淮互调互

济；她又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在苏北大地，担负起改变苏北贫穷落后面貌的历

史使命；她更像一座丰碑，镌刻着一代代水利人成功治水的智慧和艰辛⋯⋯

r一、＼ ／

江都水利枢纽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以东14 km的江都市境内，其主体工程江都

抽水站位于京杭大运河、新通扬运河和淮河入江尾问芒稻河的交汇处。它既是伟

大治淮工程中一项综合利用的重要工程，也是江苏省“江水北调东引”的“龙头”工

程，又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起点站。

江都水利枢纽以总装机容量49800 kW(改造后为53000 kW)的4座大型电力

抽水站为主体工程，以京杭运河、新通扬运河和三阳河为输水干河，以江都西闸、江

都东闸、宜陵闸、宜陵北闸、芒稻闸、芒稻船闸、邵仙闸洞、运盐闸等15座水上建筑

物为配套工程，形成一个具有灌溉、防洪、供水、排涝、发电、航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江都水利枢纽的主要作用和任务是：抽引江水北上，送至京杭大运河沿线和苏

北灌溉总渠自流灌区，并向淮北地区补给水源；提供大运河航运、沿线工业和城镇

生活等所需水量；增加里下河地区排涝出路；自流引江水至里下河腹部灌溉，补给

沿海垦区水源，实现冲淤保港和改良盐碱地；改善淮北地区和里下河地区水环境；

在淮河有余水下泄时，利用江都第三抽水站(以下简称三站，江都第一抽水站、第二

抽水站、第四抽水站以下分别简称一站、二站、四站)的可逆式机组倒转发电。这一

工程的实施，为彻底改变苏北地区的多灾低产面貌，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加速发展

农业创造条件；为苏中、苏北城镇工业、生活用水和京杭大运河通航提供了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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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也为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奠定了基础。

江都水利枢纽经过17年的建设，40年的运行，实践证明工程规划设计合理，

施工质量优良，管理规范科学，工程效益显著，具有一水多用、一闸多用、一站多用

的优点。该工程于1981年荣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奖，1982年荣获国家优质工程

金奖，1984年被评为“江苏省十佳建设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在规划、设计、建设和

管理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合理布局，巧妙规划，充分利用“地利"优势

江都抽水站站址最初选在万福闸下游，后来为了兼顾里下河地区、沿海垦区和

高宝湖地区的灌溉、排涝，经调查论证后，决定迁到江都，从而使江都水利枢纽的功

能更加完善，既可引江济淮，溯京杭运河北上，向苏北大面积供水，又可排除里下河

涝水入江，一举多得。她充分利用了京杭大运河、芒稻河和新通扬运河等原有河道

及其设施，大大减少了工程量。首先是利用1958年拓浚的京杭大运河的里运河段

作为送水干河，增建和改建了部分工程，使原来淮水南送灌溉的河道又成了江水北

调的纽带。其次是分段利用芒稻河，下段作为引江工程的总口门，上段作为江都抽

水站向北送水至大运河的衔接段。历史以来，芒稻河是淮河的一条排洪河道，利用

这条河道引水可以防止口门淤积，保证引排水畅通。三是利用了具有自流引江灌

溉功能的新通扬运河，通过建闸控制，使之又成为里下河地区抽排涝水入江的排涝

干河。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扩大工程效益

江都水利枢纽自1961年开始建设，1977年基本建成。这17年的建设是一段

自力更生的历程。作为全国第一座大型泵站，江都抽水站尤其是一站的建设，没有

任何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而这样一座大型泵站的建设却涉及到土建、机

械、电力、水利、交通各个方面，综合技术性高。面对这些难题，建设者们迎难而上，

自力更生，反复探索，不断试验，逐步攻关。如一站采用的虹吸式出水流道在全国

尚属首次，如何进行断流，防止机组倒转是当时的一道难题，为此，技术人员查资

料，做试验，最终研制出真空破坏阀进行断流，并攻克了真空破坏阀灵敏、可靠的难

关。在三站、四站的建设过程中又不断进行改进，为大型泵站出水流道断流积累了

很多技术数据。

这17年的建设也是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期间，工程建设经历了3年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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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文化大革命”等特殊时期，不但经济困难，而且施工安装的技术设备也很落后，

如此巨大的施工安装任务靠人力去完成，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17年的建设又是一个逐步完善，不断扩大效益的过程。随着4座抽水站的逐

步建成，抽水能力不断提高，加之与之相关配套工程的逐步建设，枢纽的整体功能

也随之增加。如三站建成时增加了发电功能；江都西闸、五里窑船闸、宜陵船闸建

成后，自流引江向东送水得到调节和控制；邵仙闸洞的建成，初步完成了引邵伯湖

水输送通南地区灌溉；芒稻船闸的建成，邵伯小船闸下游调向，高水河与京杭运河

衔接，沟通了长江、京杭运河与里下河水系，促使苏北地区水运事业的繁荣发展；江

都船闸的建成，沟通了原芒稻河与通扬运河的航运。由于江都水利枢纽规模大，建

设周期长，为了使建好一个工程就能发挥一个工程的效益，建设者和管理者统筹安

排，合理调度，使主体工程与配套工程密切配合，既做到分期工程的全面配套，又做

到单项工程及时投产。 ·

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提高工程管理水平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管理同建设一样是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的。因此，江

都水利工程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从工程建设的初期，就开始摸索管理方法，并

在实践中总结完善。管理人员在多年的建设中，全过程地参与了设计、施工、安装

等各个环节，与其他部门一道攻克技术难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工程管理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管理处从1964年制定的《抽水站管理规程(草案)》、《观测暂行规

程》、《技术档案管理暂定办法》，到2001年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管理规章制度汇

编》，管理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内容更齐全，适用面更广。同时，管理处还制定并

不断完善了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为工程的运行管理提供更好的服务。由于管理

处的建设与管理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在水利电力部组织编写第一部《泵站技术规

范》时，管理处派员参加，并把管理处在建设与管理中积累的资料和经验纳入技术

规范，成为其他泵站建设与管理的样本。

管理处在工程的更新改造中大力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提高工程运行

管理水平。截止2002年，二站、四站、江都东闸已实现了微机自动监控，一站实现

微机自动监测。尤其是一站、二站在全国大型泵站的首次成功改造，在土建基本不

动的情况下，使单机容量增加2．2 m3／s，不但节省了成本而且增加了效益。

管理处还十分注重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工程运行管理的需要。从建

处初期的以岗前培训为主的教育，到后来的岗前培训、技术专业培训、“每月一课"、

“每月一试"等多种形式教育活动，使职工的素质不断提高，促进了工程管理水平的

提升。在先后举办的两届全省闸门运行工、泵站运行工技能比赛中，管理处参赛选

手都是勇摘桂冠，周明亮还在全国闸门运行工技术比武中荣获一等奖，被授予“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