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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农田灌溉历史悠久。早在战国初期，就在河北省临漳县(古为魏

国邺地)附近兴建了海河流域历史上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西门豹引漳

溉邺十二渠。随后又兴建了督亢水利区，方圆25余公里。此后历朝历代，在海

河流域各条河系上，逐渐又兴修了多处灌渠。如西汉初期兴建的“太白渠"，三

国时期兴建的戾陵堰和车箱渠等等。这些灌渠的兴建，不仅使各河沿岸受到灌

溉之利，有的还沟通了河与河之间的航运联系。截止到1949年，全流域共有万

亩以上自流灌区29处，其中子牙河系的滏阳河灌区为大型灌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田灌溉事业越来越受到

党和政府的重视。除了在流域内整修和恢复了旧有灌溉设施，还在各河系分剔

兴建了民有、红旗渠、漳南、石津、滹沱河、房涞涿、唐河、沙河、易水、桑

干河、永定河、榆林庄、白河、潮河、新河、南红门、人民胜利渠、位山、潘

庄、李家岸、邢家渡、簸箕李，以及滦河下游等多处大型灌区。到1987年底已

袭9—1—1 海河流域实际年供用水情况

(单位：亿米3)

＼手劳
1980 1985 1987

项目 ＼ ＼

总供水量 403．02 349．56 384．87

小计 198．76 143．88 164．36

地表水 当地水 158．90 106．19 109．17

实 际
引 黄 39．86 37．69 55．19

供水量
小 计 204．26 205．68 220．51

地下本 浅层 180．53 184．98 194。92

深层 23．73 20．70 25．59

总用水量 403．02 349。56 384．87

城镇生活 9．48 16．47 18．35

实 际 工 业 48．62 44．19 19．31

用水量 其 中 菜 田 13．93 14．80 16．54

种植业 309．63 245．71 265．68

其 它 21．36 28．39 34．99

实际灌溉面积(万亩) 8425 8605 8767

粮食产量(亿公斤) 267．90 351．62 351．41

粮食单产(公斤／亩) 165 211 205

人均粮食(公斤／人) 273 334 325

建成万亩以上灌区477处，有效灌

溉面积3743．29万亩。其中30万亩

以上大型灌区27处，有效灌溉面积

1654．28万亩。建成机电井99．76

万眼，已配套91．47万眼，装机

958．28万千瓦。固定灌排站2万余

处，装机143．8万千瓦。基本形成

了三大灌溉体系：一是主要分布在

山前区以水库及河道为水源的渠灌

区，灌溉面积约3400万亩；二是分

布在平原的井灌区，井灌面积达

6200余万亩；三是引黄灌溉系统，

分布在沿黄地区，灌溉面积在1500

万亩以上。现有水利设施的引

(提)水能力从建国初期的几十亿立

方米增加到1987年的385亿立方

米(包括引黄55亿立方米左右)。当

年农业用水量约317亿立方米，占

总用水量的82％。地表水资源和地

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多年平均达

67％，均居全国首位。海河流域实

际年供用水情况见表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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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全流域有效灌溉面积已发展到9635万亩，是建国初期水浇地面积

1290万亩的7．5倍，耕地灌溉率达57％。这些灌溉工程设施，对促进农业增产起

到了重要作用。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95亿公斤增加到1987年的351亿公斤。．

但是，从灌溉工程设施现状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

(1)灌溉水源不足，灌溉保证率低。全流域万亩以上灌区，大多数由于水

源不足，不能按高产灌溉定额进行灌溉，一般年只能浇一两次水。水源条件好

一些的灌区，一般年也只能浇3次水左右。由于灌溉保证率低，远远不能满足

作物高产需水要求，结果绝大部分灌区粮食亩产总是在二三百公斤之问徘徊。地

下水井灌区由于多年来大量超采，已形成流域性地下水位下降。除滨海平原区

以外，其余各区均产生不同规模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个别地方已出现地面下

沉和海水倒灌现象。 一

(2)渠系工程和灌溉设施不配套。流域内大部分灌区的渠系及渠道建筑物

工程不配套，完好率低，有些灌区甚至只建了骨干工程，没有支、斗、毛渠，闸、

涵、桥等建筑物也不配套，遗留的尾工很多，致使灌区长期不能充分发挥应有

的效益。据对水源条件比较好的13处10万"-'30万亩及17处1万～10万亩灌

区配套情况的统计，基本配套面积仅占设计灌溉面积的1／6，有23％的灌区没

有工程配套面积。

(3)渠系渗漏损失大。目前流域内灌区大部分渠道没有采取防渗措施，灌

溉水的有效利用系数一般只有o．4左右。据对流域内28处大型灌区的不完全统

计，1980年引用灌溉水量71．62亿立方米，渠首到田间水的有效利用系数按0．4

计算，则当年渗漏损失水量42．97亿立方米。渗入地下以后虽有部分水量能够

再提取，但必然增加动力投资。

(4)引黄灌溉的泥沙问题和盐碱化问题仍是很大威胁。海河流域从50年代

开始引黄河水灌溉农田，虽收到黄灌之利，但因缺乏经验，大水漫灌，致使大

部分引黄灌区产生土壤次生盐碱化，被迫停止引黄灌溉。70年代复灌后，各灌

区在治沙防碱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如

果处理不当，仍是威胁引黄灌溉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 ，

(5)现有灌溉工程设施老化失修，供水能力下降，灌溉面积减少。海河流

域灌溉工程设施大部分兴建于五六十年代，许多工程处于“先天不足’’、“超龄

服役"、“带病运行"的状况。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必将造成灌溉效益衰减

的不良后果。

纵观海河流域农田灌溉事业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坚持科学办水利，流域内农田灌溉事业的发展定

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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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灌溉事业的沿革

海河流域内降水量较少，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勺，旱灾频繁。在稳定和发展

农业生产中，农田灌溉事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少雨偏旱，更促进了

灌溉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建国前灌区建设概况

战国初期兴建的西门豹引漳溉邺十二渠，是海河流域历史上兴建最早的大

型引水灌溉工程。这项工程，建在河北省临漳县(古为魏国邺地)附近，距今

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比李冰所筑的“都江堰"还早160多年。这项工程由进

水闸、干渠和十二渠组成。进水闸工程全部用石块砌筑，10公里长的于渠引出

十二渠。口门都能蓄能泄，旱时可以灌，涝时又能排。整个工程可以“溉田五

百余顷’’。灌溉范围包括现在安阳市漳南灌区中的幸福渠及临漳县一部分。

战国时期修建的督亢水利区，在今固安县境内的南部、西部和新城县的东

部及涿县东南部，方圆25余公里。历史上因战乱曾几度荒废，再加上永定河的

多次冲淤，灌溉面积逐渐缩小，到了明代末年仅有3000亩。1644年清兵人关后，

督亢水利灌区彻底荒废了。

西汉初期，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开凿了“太白渠”，自今平山县引绵曼水

(今冶河)，经晋县、入斯汶水(已消失)到郧(今束鹿县东)注入漳河，全长

约75公里。太白渠不仅灌溉了两岸农田，而且沟通了滹沱河与漳河，以利航运。

西汉初期，开始用井水灌溉，随着陶井的出现(井筒由陶瓦衬砌)，提水方

式由“抱瓮汲水"、“桔槔打水”改为辘轳提水，园圃种菜成为专业。

三国时期，魏嘉平二年(250年)，在梁山(今北京石景山)西麓的潦水

(今永定河)上，修建了开发永定河最早的大型引水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

工程是在永定河上傍河筑堰，于堰东端开挖车箱渠，经石景山金顶街一带向东

延伸，到紫竹院注入高粱河，灌溉沿渠两岸农田15万多亩，后经改建灌田达100

万亩。

隋初，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利用附近的淀泊修建了广润陂、鸬鹚陂、毛象

陂等灌溉工程。

唐代，海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大多是古灌区的扩展，如引漳十二渠和太白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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