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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年洪水．哈尔滨市一片汪洋

道里中央大街

932年洪水，哈尔滨市进电中央大街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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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松花汀下游1998年洪水

嫩江肇源县境内1998年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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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林竹白城地隧盐碱地

内蒙lll阼伦腆棚JfElf j：游站北

淘小流域水r流火现状



i￡。j：省风城县袁家沟1985年7月山坡型泥石流冲毁村庄

辽宁省凤城县袁家沟1985年7月¨』坡型泥石流远眺山体l。多处滑坡



)81年4月松仡}J：F游冰凌洪水



松花江哈尔滨防洪堤

第二松花江吉林市防洪堤



Uf‘|『F游防洪堤

_i：￡宁省浑河大伙膀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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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林省第二松花江白山水库在1995年大洪水一f1泄洪

吉林省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库在1995年大洪水中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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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尔森水库下游洮儿河灌区

吉林省永舒榆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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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新金县小流域治理

内蒙古库伦旗平安小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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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水旱灾害的成因与规律，研究防、减水旱灾害的对策与有

效措施，是水利部门和广大水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东北区幅

员辽阔，有12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商品粮基地和林、牧业产区。由于降雨时空分配不均，春季风大少

雨，历年春旱严重，有时春、夏连旱；夏季7。9月雨量集中，加

以台风袭扰，洪水与洪灾频繁发生。据统计，松、辽两流域每隔2

。3年就有一次水旱灾害，如1951、1953、1957、1960、1985等年，

均是东北全区性较大范围的洪水与洪灾；70年代和1982、1989年

均出现了全区性严重旱灾。水旱灾害及其他自然灾害给东北区国民

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影响，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很大损失。近期

1995年东北区中南部的特大洪水和1998年东北区北部嫩江和松花

江发生的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给沿江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影响和威胁，人们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和防治水旱等各种

自然灾害，从规划着手，实行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除害兴利、洪涝

治理与农牧灌溉抗旱并重的方针，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工程措施与非

工程措施，使东北区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比较合理利用，并防治了一

般的水旱灾害。截止1998年，东北区松辽流域共建成大、中、小

型水库2600余座，总库容700多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43座，

总库容480多亿立方米；河道堤防近4万公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5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40万公顷，为松辽流域的防洪和

农田灌溉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虽然东北区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可以防治一般的水

旱灾害，但远远不能起到满足东北区从根本上减免水旱灾害的作

用。江河的防洪体系尚未建成与完善；主要城市和广大农田的防洪

标准偏低，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水土流失仍待大力治理，农牧业

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雨养农牧业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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