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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黑龙江省水利志》 (以下简称本志书)是一部系统记述

黑龙江省水利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为本省水利建设提

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以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书篇首设概述，以下根据黑龙江省水利事业的内容设

七篇、二十四章、九十一节，共四十五万字。各篇以类系事，以事

分篇，篇下设章，章下设节，节下因事制宜，有的设目，有的不

设。篇、章、节、目逐层统属。

三、本志书目录排列，以体现水利事业的因果和突出本省特点

为依据。篇首概述，从纵横两方面统领全志，阐明黑龙省水利事业

的兴衰起伏的发展趋势，彰明因果，体现规律。第一篇水利自然条

件，包括江河湖泊、水文特征、水资源和水旱灾害等自然情况，是

黑龙江省水利建设事业发展的自然依据。第Z-、三篇记述防洪除涝

和灌溉，是黑龙江省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本志书的主体部分。

第四篇区域水利建设，记述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两个重点区域性工

程，突出黑龙江省水利建设的地方特点。第五篇其他水利建设囊括

水土保持、小型水力发电和防病改水等三项水利建设，与第二、三

篇共为黑龙江省水利建设的基本内容。第六篇记述为水利建设服务

的各项水利业务．．技术工作和科研教育等。第七篇集中记述水利管

理，包括机构、建设管理和工程运用管理等。

四、本志书所用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以下简称建

国前)的历史部分，来自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图书馆，吉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

馆，哈尔滨、长春、沈阳市图书馆等所藏的档案、图书和报刊。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以下简称建国后)部分，来自黑龙江省档

案馆，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档案室，黑龙江省水利厅档案室，以及

采访，调查取得的口碑资料。

五、本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记述建国后的水利建

设事业为主；对建国前历史部分的记述，求略不求详，未作繁琐考

证。
．

六、鉴于黑龙江省历史上没有水利方面的志书，为填补空白，

本志书上限不定，尽量往上追溯；下限按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的统一规定，断至1985年。 ． ．，

．‘七、本志书建国前采用朝代、国号纪年，用括号注明公元年

号；建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八、本志书记述范围，以1 985年黑龙江省行政区划为准。

九、地名与机关名称均沿用当时名称记载，以括号加注今名。

乡(镇)名前一律冠以县名。
’

十、本志书所用统计数字，建国前来源于历史档案、文献，并

尽可能作了一些考证。建国后来源于黑龙江省水利厅刊印的《水利

建设统计资料》。

十一，本志书计量单位采用公制，数字及百分比均用阿拉伯

字。引用文献计量单位与数字按原文书写，必要时加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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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黑龙江省的水利事业，远在一千年前萌生。但因受社会制度与

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发展极为缓慢。尽管历代人民为除水害、兴水

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成效甚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

三十七年，黑龙江省的水利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水利工程种类增

加、数量增多、质量标准提高，兴利除害的效益远远超过过去。如今

已由“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到水利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的

新阶段。 ．．

黑龙江省境范围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育。以松花江、嫩江、

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为主干，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

小江河1918条，集水面积几乎囊括全省。此外，还有以兴凯湖、镜

泊湖、五大连池．．连环湖为主的大小湖泊泡沼6020个，水面面积

3500平方公里。

金省水资源主要来自降水，多年平均年降水量531．5毫米，折合

降水总量为249215立方米；多年平均年径流深139．8毫米，折合径流

总量655．8亿立方米，计入地下水资源在内，水资源总量为772．2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2093立方米，为全国人均2700立方米的
· 1 o



77．5％；耕地亩均占有水量504立方米，为全国亩均水量1800,：k方米

的28％，均低于金国平均水平。由于黑龙江省地处我国的东北边疆，

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其影响，降水在年内、年际和地

区I；-J的变化很大。一年内的降水量多集中在6—9月，约占年降水量

60一80％，其余月份降水量很少，有明显的雨雪型特征。而且地区间、

年际间也有明显的差别，高值区与低值区，降水量多的年份与降水

量少的年份，均相差2—3倍。降水的变化差异，直接导致径流年内

分配的极不均匀性，并在年际间有相差很大的丰水年和枯水年，以及

连丰、连枯，丰水年、枯水年交替变化的特点。
’

?

由于水资源时、空上的分布不均，黑龙江省自古以来就经常发

生水灾和旱灾。而且在一年之内常是先春旱、后秋涝；在多年间又有

连续旱、连续涝，旱涝交替的周期性；在地区上则有西部易旱，东

部易涝的区域性。据统计，自十八世纪(1701)至今(1985)相继

有资料记载的234年中，共发生水灾112年次，相当于2年出现1次；

旱灾76年次，相当于3年出现1 3：。其中连年发生水灾的24次，：旱灾

18次。黑龙江省在全国虽属少雨省份，但局部暴雨和大暴雨多，加

上受气候和河道等条件影响，出现冰坝，因而水灾出现次数多于旱

灾。．水灾多发生在夏季和初秋，冰坝发生在春季，毁灭性均较强，

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威胁。多少年来，生活在黑龙江省区域内

的各族人民，为抗洪救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32年大水，全省有

26个市县受灾，190万垧(核今2850万亩)耕地被淹，占当时全省

耕地的80％；哈尔滨市大部被淹，市内行船，全市38万人口有23．8

万人因受水害，流离失所，成为难民。旱灾多发生在春季和夏初，

强不像水灾毁灭性那样强，但往往影响适时播种和禾苗的生育，给

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威胁。民国五年(1916)至十年(1921)的连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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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造成“禾苗枯萎，有苗不秀，有秀不实”，有的地方甚至颗

粒不收。1954年金省性大旱，受灾面积1200万亩，减产粮食14亿

斤。此外，由于暴雨造成表土强烈冲刷，水土流失较为严重，也给

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大城市的生活用水受到污染；有的农村因长期

饮用含氟量高的地下水，而产生地方病，严重影响人民的健康等等。

这些江河湖泊和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形成的水资源特征，成

为黑龙江省历代人民除水害、兴水利，为之奋斗的基本缘由和基础

条件。

黑龙江省的水利建设，最远可追溯到唐代的渤海国(公元698—

719)时期。据《新唐书》记载，渤海国中京一带培育出来的“卢

城之稻”誉满海内。当时的卢城虽不在今黑龙江省境内，但渤海国

中京一带忽汗水流域(今牡丹江流域的宁安县东京城等地)已有水

利灌溉工程，今仍留有遗迹。此后，各朝代均未见兴修水利工程的

记载，仅有遭受水旱灾害的断断续续记载。直到十八世纪的清朝乾

隆年间，始见乾隆五十九年(1794)嫩江大水涌入齐齐哈尔城之

后，乾隆六十年(1795)在齐齐哈尔城南大民屯至五福玛屯和昂昂

溪附近，筑起两段防嫩江水的堤防的记载，开创了黑龙江省筑堤防

洪的起端。十九世纪中叶，清朝同治六年(1867)因连年干旱饥荒逃

到今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农民迁入我国爱辉，在法别拉河口纳金口

子，挖渠引水灌溉农田，试种水稻，使间断一千多年的水利灌溉事

业，在黑龙江省北部边疆又燃起火花。此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

纪初，清朝光绪和宣统年间，随着朝鲜农民的自然流入，水利灌溉

事业有所发展。最初多是在山间溪谷，利用小溪小河的水灌溉。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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