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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
●一===，I

口

水是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

少的重要资源，没有水便没有生命。水既能造福

于人类，又能为患成灾，所以，自有人类以来，人

们便一直以兴利除害为目标，不间断地与水作

斗争，为此人类便开始对水进行观察，于是便产

生了水文这门科学。也可以说水文这门科学是

和人类的历史同时产生和发展的。

但在古代的水文观察和记载都是分散的、

不系统的。只有到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进步，为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才建立专

门水文科研和管理机构，系统地搜集水文资料，

探索水文变化规律，为兴利除害提供完整的可

靠的水文信息和科学数据，这便是现代化水文

科学的开始和形成。

呼伦贝尔盟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自冶区

东北部。幅员辽阔，河流众多，境内有嫩江和额

尔古纳河两大水系，河网密度和河流总长度都

居全区之首，水资源总量占全区的三分之二，这

种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解放前曾为帝

国主义侵略者所垂涎．

呼伦贝尔盟水文观测工作始于1899年。沙

皇俄国为侵略中国修筑中东铁路之需要，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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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拉尔、扎兰屯等地建立雨量观测站。伪满洲

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掠夺我国资源，于

30年代和40个代初，在本盟境内各主要江河

上建立了一些水位、流量、雨量观测站，收集了

一定数量的水文资料，但这些资料多是粗糙、零

乱和不连续、不完整的，质量低劣，解放后经整

理考证，刊印成历史资料。

呼伦贝尔盟水文科学事业的真正发展是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期，国家有关部门便在

本盟开始恢复和新建水文站点，1956年便成立

了全盟水文管理机构。自1956年至1958年开

始，按照国家制定的水文站网规划，进行大规模

的站网建设工作。以后经过几次规划和调整，在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引下，形成了初

具规模并有中国特色的、布局科学合理的水文

站网体系，站网的整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为本

盟和下游邻省的防汛抗旱、国防、科研、工程建

设和其他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水文信息和数

据，起到了尖兵和耳目的作用。

40多年来，在各级党政和上级业务部门的

领导和支持下，呼盟的水文事业有了长足的发

展。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培养造就了一支素质

好、作风硬、特别能战斗的水文职工队伍。广大

水文职工特别是终年备战在野外基层测站的职

工，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

发扬高度自觉革命精神，不畏艰苦，不怕牺牲，

长年累月，立足河畔，扎根边疆，坚守岗位，冒着

狂风暴雨，不避酷暑严寒，与洪水搏斗，经受住

了一次又一次的特大洪水的考验，为国家搜集

到了大量的宝贵的水文资料，并及时准确地提

供了水文情报和预报。真正做到了洪水面前“顶

得住，测得到，报得出’’的要求，创造出许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业绩和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l女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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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的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发的方针，把水文系统的改革步步引向深入。

一‘改过去死守断面，向站队结合逐步发展；水文

服务面从过去的为水利工程建设、防汛等，进一

步扩大到为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服务，并面

向社会全面服务；从过去单纯提供水文资料为

，主，扩大到资料经过二次加工，提供水文资料分

析成果。经过努力，逐步向水文科技现代化迈

进，配备了以长城计算机为代表的各种电子计

算机系统，建成了以单边带无线电台为主的无

线报汛网络，为进一步扩大服务提供了较先进

的手段。

呼伦贝尔盟水文的历史，是从无到有、由小

到大不断发展的历史。。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

的一，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广大水文工作者，

创造了呼伦贝尔盟水文事业的光辉历史。欣逢

盛世，盛世修志。《呼伦贝尔水文志》的编纂出‘

版，正是客观地、现实地反映歌颂创造呼伦贝尔

盟水文光辉历史的英雄们。科学地、系统地总结

创业者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才能告慰前辈人，

激励现代人发扬老一代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

为水文科技事业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我们

才无愧于子孙后代，教育他们懂得过去，珍视现

在，开拓美好的未来。

《呼伦贝尔水文志》记载了1899～1989年

呼伦贝尔地区的自然风貌、河流湖泊、水资源、

历史洪水、冰凌、水质等水文特征和数据；同时

也记载了水文站网、测验整编、水文情报与预

报、水文机构及水文工作方面的开展和演变情

况。上溯近百年，纵横数千里。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坚持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呼伦贝尔盟水文事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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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状。力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区特点、

能够反映呼伦贝尔盟水文事业全貌的科学著

作。这是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汇集，也是

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带有一定学术性的专业志

书。

《呼伦贝尔水文志》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始

于1988年，经过努力，1990年完成初稿，历时

二年。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水文

总站、呼盟史志办公室的悉心指导；呼盟水文勘

测大队各科室和有关人员、部分水文测站人员、

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和职工等，都为本志积极

地、热情地收集和提供资料。总之，《呼伦贝尔水

文志》凝结了广大水文职工的心血和汗水，是集

体辛勤劳动的成果，是群众智慧的结晶。谨此，

向所有为《呼伦贝尔水文志》的编纂和出版做出

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呼伦贝尔水文志》的问世，是全盟水文系

统广大职工及家属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这是

一项上对祖宗、下对子孙，有益于当代又造福于

后世的千秋大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古知

今，兴利除弊。随着时间的推移，《呼伦贝尔水文

志》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功能和作用，在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资治，教化、

存史努的作用；为呼伦贝尔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和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资料，历史将充分

显示出这部专志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继往

开来，开拓进取，谱写呼伦贝尔盟水文事业更加

壮丽辉煌的篇章。

马焕章 李富年

1991年11月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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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呼伦贝尔水文志)是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第一部专

业志，是一项兼有实用性、科学性和文化性的工作，也

是一项显示呼伦贝尔盟水文工作成果的总结性文献．

本志书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与思想性的

统一，实事求是地记述本盟水文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

求反映客观规律，使本志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区

特点、图文并茂、能反映本盟水文事业全貌的科学著作．

二、编纂原则

。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原则精神，参照

‘江河志编写工作暂行规定>的有关内容，结合呼盟具体

情况，运用区域性水文观测、调查和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加以系统性的综合，使本志能反映全盟的水文规律和特

征。力求达到内容丰富完备、资料翔实可靠、详略得当的

要求，经世致用，以便更好地发挥志书的基本功能作用．

三、编纂体例

本志书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图、表、录．本着继

承和创新的精神，按专业事以类从，横排门类；通贯古

今，纵述事实．本志为科学著述，带有一定的学术性．故

其文体视有关部分内容记述的需要，采用相应专业学科

的表达形式．语言一律采用语体文，书面语。同时力求文

字严谨、朴实、通顺、流畅、简明、易懂，使其能雅俗共赏，

增强可读性．坚持如实地、准确地、科学地记述事物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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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用事实明是非、表功过、寓褒贬。

四、篇目设置

本志在总体上设章、节、目的结构形式。章以下设节，

节以下条目分一、(一)、1、三级序号。每章之首设概述或

有一段概括性文字，其作用为概要说明本章内容或阐明

义例。为突出地区特点，对河流、水资源、呼伦湖等升格

设章，详加记述。

五、记述断限

因无·日志，本志书上限不限，根据志书内容需要和

资料，据实上溯；下限断在1989年。坚持详今略古、古为

今用的原则，建国后本盟水文上事业的发展为本志记述

重点。

六、名号称谓

历史朝代一律用通称，如“清代”、“民国”等。1931

年9月至1945年8月，为东北沦陷时期，称伪满洲国。

历史纪年用公元纪年，并在其后括号内注明当时通用年

号．

七、人物说明

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已故人物因不具备立传条

件，所以不单设人物传，只列人物表。采用以事系人的办

法，志书引用人名，均直书其名，直述其事，不加褒贬

之词，不记职务职称。

八、数字资料

凡入志的水文数据、资料均来源于水文系统正式刊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年鉴》、《水文特征值统计》以

及各种资料汇编、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之类，并经认真

校对考证，翔实可靠．其他数字、资料来源于各种档案和

有关书刊等．对部分数字、资料的引用，采用脚注或章后

注方式说明，以备查考，一般数字和资料未注明出处．

九、关于河流的数据

过去对呼盟各主要河流的河源、流域面积、河长、比

降等数据，未经精确量算，诸说不一。本志书以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于1971年和1981年绘制出版的

l：5万地形图，经过重新精确量算的数据为准．

十、计量单位

水文上常用的计量单位，按水利电力部颁布的《水

文测验规范：}和<水文年鉴编印规范>的规定书写．其他计

量单位则按国家规定的通用写法．



目 录 l

目

综述

第一章自然地理
第一节 地质⋯⋯⋯⋯⋯⋯⋯⋯⋯⋯⋯⋯⋯4

一、地质构造⋯⋯⋯⋯⋯⋯⋯⋯⋯⋯⋯⋯4

二、地层巾坳⋯⋯⋯⋯⋯⋯⋯⋯⋯⋯⋯5

第二节 地貌⋯⋯⋯⋯⋯⋯⋯⋯⋯⋯⋯⋯⋯5

一、大兴安岭山地⋯⋯⋯⋯⋯⋯⋯⋯⋯⋯6

二、呼伦贝尔高原⋯⋯⋯⋯⋯⋯⋯⋯⋯⋯7

三、嫩江右岸河谷冲积平原⋯⋯⋯⋯⋯⋯8

第三节 土壤⋯⋯⋯⋯⋯⋯⋯⋯⋯⋯⋯⋯⋯8

第四节 植被⋯⋯⋯⋯⋯⋯⋯⋯⋯⋯⋯⋯⋯9

一、大兴安岭东麓森林草原区⋯⋯⋯⋯⋯9

二、大兴安岭山地泰加林区⋯⋯⋯⋯⋯⋯10

三、呼伦贝尔草原区⋯⋯⋯⋯⋯⋯⋯⋯⋯10

第五节 气候⋯⋯⋯⋯⋯⋯o⋯⋯⋯⋯⋯1l

一、气候分区⋯⋯⋯⋯⋯⋯⋯⋯⋯⋯⋯⋯11

二、日照和云量⋯⋯⋯⋯⋯⋯·：⋯⋯⋯⋯·12

三、降水⋯⋯⋯⋯⋯⋯⋯⋯⋯⋯⋯⋯⋯13

四、湿度⋯⋯⋯⋯⋯⋯⋯⋯⋯⋯⋯⋯⋯14

五、蒸发⋯⋯⋯⋯⋯⋯⋯⋯⋯⋯⋯⋯⋯15

六、风⋯⋯⋯⋯⋯⋯⋯⋯⋯⋯⋯⋯⋯⋯一·15

七、灾害性气候⋯⋯⋯⋯⋯⋯⋯⋯⋯⋯⋯16



2 呼伦贝尔盟水文志

第六节 自然资源⋯⋯⋯⋯⋯⋯⋯⋯⋯⋯⋯19

一、植物资源⋯⋯⋯⋯⋯⋯⋯··：⋯⋯⋯⋯19

二、动物资源⋯⋯⋯⋯⋯⋯⋯⋯⋯⋯⋯⋯21

三、矿产资源⋯⋯⋯⋯⋯⋯⋯⋯⋯⋯⋯⋯21

四、水利资源⋯⋯⋯⋯⋯⋯⋯⋯⋯⋯⋯⋯22

五、旅游资源⋯⋯⋯⋯⋯⋯⋯⋯⋯⋯⋯⋯22

第二章河流与湖泊

第一节水系概况⋯⋯⋯⋯⋯⋯⋯⋯⋯⋯⋯23

一、嫩江水系⋯⋯⋯⋯⋯⋯⋯⋯⋯⋯⋯⋯23

二、额尔古纳河水系⋯⋯⋯⋯⋯⋯⋯⋯⋯23

第二节河同特征⋯⋯⋯⋯⋯⋯⋯⋯⋯⋯⋯24

一、河网形成⋯⋯⋯⋯⋯⋯⋯⋯⋯⋯⋯⋯24

二、流向特点⋯⋯⋯⋯⋯⋯⋯⋯⋯⋯⋯⋯24

三、河网结构与河网密度⋯⋯⋯⋯⋯⋯⋯25

四、河道特征⋯⋯⋯⋯⋯⋯⋯⋯⋯⋯⋯⋯26

第三节 主要河流概述⋯⋯⋯⋯⋯⋯⋯⋯⋯26

一、嫩江水系⋯⋯⋯⋯⋯⋯⋯⋯⋯⋯⋯⋯26

二、额尔古纳河水系⋯⋯⋯⋯⋯⋯⋯⋯⋯28

第四节湖泊⋯⋯⋯⋯⋯⋯⋯⋯⋯⋯⋯⋯33

一、湖泊特征⋯⋯⋯⋯⋯⋯⋯⋯⋯⋯⋯⋯33

二、湖泊的成因⋯⋯⋯⋯⋯⋯⋯⋯⋯⋯⋯34

三、主要湖泊溉况⋯⋯⋯⋯⋯⋯⋯⋯⋯⋯35

第三章水资源

第一节地表水资源⋯⋯⋯⋯⋯⋯⋯⋯⋯⋯40

一、河川径流的地区分布⋯⋯⋯⋯⋯⋯⋯41

二、河川径流的年际变化⋯⋯⋯⋯⋯⋯⋯43

三、河川径流的年内分配⋯⋯⋯⋯⋯⋯⋯44

四、洪水和枯水⋯⋯⋯⋯⋯⋯⋯⋯⋯⋯⋯45

五、泥 沙⋯⋯⋯⋯⋯⋯⋯⋯⋯⋯⋯⋯⋯46

第二带 出境入境水量⋯⋯⋯⋯⋯⋯⋯⋯⋯48

一、入境水量⋯⋯⋯⋯⋯⋯⋯⋯⋯⋯⋯⋯48

二、出境水量⋯⋯⋯⋯⋯⋯⋯⋯⋯⋯⋯⋯48

第三节 地表水水质⋯⋯⋯⋯⋯⋯⋯⋯⋯·48
一、污染源⋯⋯⋯⋯⋯⋯⋯⋯⋯⋯⋯⋯⋯49

二、水质状况⋯⋯⋯⋯⋯⋯⋯⋯⋯⋯⋯⋯49

三、水质特征⋯⋯⋯⋯⋯⋯⋯⋯⋯⋯⋯⋯SO

四、水污染防治工作⋯⋯⋯⋯⋯⋯⋯⋯⋯5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3

第四节地下水资源⋯⋯⋯⋯⋯⋯⋯⋯⋯⋯52

一、水文地质条件⋯⋯⋯⋯⋯⋯⋯二⋯·．．．52

二、地下水主要类型分布⋯⋯⋯⋯⋯⋯⋯53

三、地下水循环条件⋯⋯⋯⋯⋯⋯小⋯”60
四、地下水水质状况⋯⋯⋯⋯⋯⋯⋯⋯⋯62

第五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63

一、草原牧区供水条件⋯⋯⋯⋯⋯⋯⋯⋯63
· 二、岭东农区供水条件⋯⋯⋯⋯⋯⋯·Ogg·63

三、水能源开发利用条件⋯⋯⋯⋯⋯90·010 64

第四章历史洪水

第一节调查工作的开展⋯⋯⋯⋯⋯⋯⋯⋯69

第二节历史大洪水概述·o·goo⋯⋯⋯⋯⋯⋯69

第三节 调查资料成果有关问题说明⋯⋯⋯73

第五章冰 凌

第一节概述⋯⋯⋯⋯⋯⋯⋯⋯⋯⋯⋯⋯77

第二节 结冰期⋯⋯⋯⋯⋯⋯⋯⋯⋯⋯⋯⋯78

一、结冰⋯⋯⋯⋯⋯⋯⋯．．．⋯⋯⋯⋯⋯78

二、流冰⋯⋯⋯⋯⋯⋯⋯⋯⋯⋯⋯⋯⋯78

三、水内冰和冰花⋯⋯⋯⋯⋯⋯⋯⋯⋯⋯79

第三节 封冻期⋯⋯⋯⋯⋯⋯⋯⋯⋯⋯⋯⋯79

一、封冻过程⋯⋯⋯⋯⋯⋯⋯⋯⋯⋯⋯⋯79

二、封河形式⋯⋯⋯⋯⋯⋯⋯⋯⋯⋯⋯⋯80

三、封冻日期和封冻天数⋯⋯⋯⋯⋯⋯⋯80

四，冰情特征⋯⋯⋯⋯⋯⋯⋯⋯⋯goB ooo ooo 81

五、冰厚⋯⋯⋯⋯⋯⋯⋯⋯⋯⋯⋯⋯⋯82

第四节解冻期⋯⋯⋯⋯⋯⋯⋯⋯⋯⋯·00 000 83

一、融冰⋯⋯0·00IQ⋯⋯⋯⋯⋯⋯⋯⋯⋯83

二、开河形势OQO 000009⋯⋯⋯⋯⋯⋯⋯⋯⋯83

三、开河El期⋯⋯⋯⋯⋯⋯⋯⋯⋯⋯⋯⋯84

第五节 特殊冰情⋯⋯⋯⋯⋯⋯⋯⋯⋯⋯⋯85

一、冰坝⋯⋯⋯⋯⋯⋯⋯⋯⋯⋯⋯⋯⋯85

二、冰塞⋯⋯⋯⋯⋯⋯⋯⋯⋯⋯⋯⋯⋯86

三、冰‘脊··o··o ooo．．．⋯⋯⋯⋯⋯⋯⋯87

第六章呼伦湖

第一节概述⋯⋯⋯⋯⋯⋯⋯⋯⋯⋯⋯⋯88

第二节 自然地理特征⋯⋯⋯⋯·．．．⋯⋯⋯⋯9l

一、呼伦湖的形成与变迁⋯⋯⋯⋯⋯⋯⋯9l



4 呼伦贝尔盟水文志

二、地貌⋯⋯⋯⋯⋯⋯⋯⋯⋯⋯⋯”⋯·94

三、气候⋯⋯⋯⋯⋯⋯⋯⋯⋯⋯⋯⋯⋯96

四、土壤⋯⋯⋯⋯⋯⋯⋯⋯⋯⋯⋯⋯⋯97

五、植被⋯⋯⋯⋯⋯⋯⋯OO@ODO⋯⋯⋯⋯98

六、交通⋯⋯⋯⋯⋯⋯⋯⋯⋯⋯⋯⋯100

第三节水系⋯⋯⋯⋯⋯⋯⋯⋯⋯⋯⋯⋯101

一、河流湖泊⋯⋯⋯⋯⋯⋯⋯⋯⋯⋯⋯101

二、时令河湖⋯⋯?⋯⋯⋯⋯⋯⋯⋯⋯”103

第四节水量⋯⋯⋯⋯⋯⋯⋯⋯⋯⋯⋯⋯104

一、呼伦湖的来水量⋯⋯⋯⋯⋯⋯⋯⋯104

二、呼伦湖的去水量⋯⋯⋯⋯⋯⋯⋯⋯106

第五节水位⋯⋯⋯⋯⋯⋯⋯⋯⋯⋯⋯⋯106

一、近百年来水位变化⋯⋯⋯⋯⋯⋯⋯106

二、年内水位变化⋯⋯⋯⋯⋯⋯⋯⋯⋯107

三、水位变化特点⋯⋯⋯⋯⋯⋯⋯⋯⋯107

第六节水质⋯⋯⋯⋯⋯⋯⋯⋯⋯⋯⋯⋯108

一、水质变化⋯⋯⋯⋯⋯⋯⋯⋯⋯⋯⋯108

二、变化特点⋯⋯⋯⋯⋯⋯⋯⋯⋯⋯⋯108

三、水质现状⋯⋯⋯⋯⋯⋯⋯⋯⋯⋯⋯108

第七节 波浪⋯⋯⋯⋯⋯⋯⋯⋯⋯⋯⋯⋯109

一、波浪类型⋯⋯⋯⋯⋯⋯⋯⋯⋯⋯⋯110

二、风浪的危害⋯⋯⋯⋯⋯⋯⋯⋯⋯⋯110

第八节泥 沙⋯⋯⋯⋯⋯⋯⋯⋯⋯⋯⋯111

第九节 冰 情⋯⋯⋯⋯⋯⋯⋯⋯⋯000 Q00 III

一、封湖和开湖⋯⋯⋯⋯⋯⋯⋯⋯⋯⋯111

二、冰体龟裂⋯⋯⋯⋯⋯⋯⋯⋯⋯⋯⋯112

三、青眼和暖泉⋯⋯⋯⋯⋯⋯⋯⋯⋯⋯113

第十节 地下水⋯⋯⋯⋯⋯⋯⋯⋯⋯⋯⋯⋯113

一、潜水⋯⋯⋯⋯⋯⋯⋯⋯⋯⋯⋯⋯113

二、承压水⋯⋯⋯⋯⋯⋯⋯⋯⋯⋯⋯⋯115

第七章水文机构

第一节建国以前⋯⋯⋯⋯⋯⋯⋯⋯⋯⋯⋯120

一、清代和民国时期60·@OO 000⋯⋯⋯⋯⋯120

二、伪满洲国时期⋯⋯⋯⋯⋯⋯⋯⋯～120

第二节建国以后⋯⋯⋯⋯⋯⋯⋯⋯⋯⋯⋯120

一、站网恢复和发展时期⋯⋯⋯⋯⋯⋯120

二、下放旗(县)领导时期⋯⋯⋯⋯⋯⋯121



目 录 5

三、上收水利电力部领导时期⋯⋯⋯⋯

四、划归黑龙江省时期⋯⋯⋯⋯⋯⋯⋯

五、站网改革时期⋯⋯⋯⋯⋯⋯⋯⋯⋯

第八章水文站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水文站网规划⋯⋯⋯⋯⋯⋯⋯⋯⋯

一、水文站网规划的编制⋯⋯⋯⋯⋯⋯

二、水文站网规划技术的发展⋯⋯⋯⋯

第三节 站网建设⋯⋯⋯⋯⋯⋯⋯⋯⋯⋯⋯

一、清朝时期⋯⋯⋯⋯⋯⋯⋯⋯⋯⋯⋯

。二、民国时期⋯⋯⋯⋯⋯⋯⋯⋯⋯⋯⋯

三、满洲国时期⋯⋯⋯k⋯⋯⋯⋯⋯⋯

四、建国以后⋯⋯⋯⋯⋯⋯⋯⋯⋯⋯⋯

第四节 站网管理⋯⋯⋯⋯⋯⋯⋯⋯⋯⋯⋯

一、清代和民国时期⋯⋯⋯⋯⋯⋯⋯⋯

二、伪满洲国时期⋯⋯⋯⋯⋯⋯⋯⋯⋯

三、建国后⋯⋯⋯⋯⋯⋯⋯⋯⋯⋯⋯⋯

第九章水文测验 j

121

121

122

123

124

125

128

134

134

134

134

136

143

143

143

144

第一节概述⋯⋯⋯⋯⋯⋯⋯⋯⋯⋯⋯⋯⋯151

第二节 测验项目⋯⋯⋯⋯一瓴⋯⋯⋯⋯⋯152

一、清代和民国时期⋯⋯⋯⋯⋯⋯⋯⋯152

二、伪满洲国时期⋯⋯⋯⋯⋯⋯⋯⋯⋯152

三、建国以后⋯⋯⋯⋯⋯⋯⋯⋯⋯⋯⋯152

第三节 测验设备⋯⋯⋯⋯⋯⋯⋯⋯⋯⋯⋯153

一、清代和民国时期⋯⋯⋯⋯⋯⋯⋯⋯153

二、伪满洲国时期⋯⋯⋯⋯⋯⋯⋯⋯⋯153

三、建国以后⋯⋯⋯⋯⋯⋯⋯⋯⋯⋯⋯154

第四节 测验技术标准⋯⋯⋯⋯⋯⋯⋯⋯⋯159

一、水文测验规范⋯⋯⋯⋯⋯⋯⋯⋯⋯159

二、测验技术管理⋯⋯⋯⋯⋯⋯⋯⋯⋯160

第五节实验研究⋯⋯⋯⋯⋯⋯⋯⋯⋯⋯⋯161

一、径流⋯⋯⋯⋯⋯⋯⋯⋯⋯⋯⋯⋯161

二、降水·⋯⋯⋯⋯⋯⋯⋯⋯⋯⋯⋯··162

三、蒸发⋯⋯⋯⋯⋯⋯⋯⋯⋯⋯⋯⋯163

四、冰凌⋯⋯⋯⋯⋯⋯⋯⋯⋯⋯⋯⋯163

、五、桥J--溺'l流⋯⋯⋯⋯⋯⋯⋯⋯⋯⋯⋯164

六、比降面积法j⋯⋯⋯⋯⋯⋯⋯⋯⋯”164



6 呼伦贝尔盟水文志

七、湖泊水量平衡⋯⋯⋯⋯⋯⋯⋯⋯⋯164

八、农业水文⋯⋯⋯⋯⋯⋯⋯⋯⋯⋯⋯164

第六节 水质化验和监测⋯⋯⋯⋯⋯⋯⋯⋯165

一、常规水化学成分测验⋯⋯⋯⋯⋯⋯165

二、水质污染监测⋯⋯⋯⋯⋯⋯⋯⋯⋯16I

第十章资料整编

第一节概述⋯⋯⋯⋯⋯⋯⋯⋯⋯⋯⋯⋯168

第二节历史资料整编⋯⋯⋯⋯⋯⋯⋯⋯⋯169

一、建国前的整编概况⋯⋯⋯⋯⋯⋯⋯169

二、整编历史水文资料⋯⋯⋯⋯⋯⋯⋯169

第三节 手工整编⋯⋯⋯⋯⋯⋯⋯⋯⋯⋯⋯171

一、水文年鉴⋯⋯⋯⋯⋯·@00@@000@@00⋯171

二、编印阶段分主⋯⋯⋯⋯⋯⋯⋯⋯⋯172

三、组织管理⋯⋯⋯⋯⋯⋯⋯⋯⋯⋯⋯173

第四节 电算整编⋯⋯⋯⋯⋯⋯⋯⋯⋯⋯⋯175

‘一、电算整编的优点⋯⋯⋯Ooo oo·OOO OOO Oo@175

二、采用机型⋯⋯⋯⋯⋯⋯⋯⋯⋯⋯⋯175

三、技术培训⋯⋯⋯⋯⋯⋯⋯⋯⋯⋯⋯176

第十一章水文情报与预报
‘

第一节概述⋯⋯⋯⋯⋯⋯⋯⋯⋯⋯⋯⋯177

第二节水情报汛站网⋯⋯⋯⋯⋯⋯⋯⋯⋯178

一、站同分类⋯⋯⋯⋯⋯⋯⋯⋯⋯⋯⋯178

二、水情站网布设⋯⋯⋯⋯⋯⋯⋯⋯⋯178

第三节 水文情报⋯⋯⋯⋯j⋯⋯⋯⋯⋯⋯一179

一、水情报汛项目和要求⋯⋯⋯⋯⋯⋯179

二、报汛办法⋯⋯⋯⋯⋯⋯⋯⋯⋯⋯⋯180

三、报汛设施⋯⋯⋯⋯⋯⋯⋯⋯⋯⋯⋯181

四、执机员培训⋯⋯⋯⋯⋯⋯⋯⋯⋯一182

第四节水文预报⋯⋯⋯⋯⋯⋯⋯⋯⋯⋯⋯182

一、水文预报内容⋯⋯⋯⋯⋯⋯⋯⋯⋯182

二，水文预报的发布程序⋯⋯⋯⋯⋯⋯184

三，水文预报技术的研究和发展⋯⋯⋯184

第五节水情站网管理⋯⋯⋯⋯⋯⋯⋯⋯·一190

第十二章水文计算
第一节概述⋯⋯⋯⋯⋯⋯⋯⋯⋯⋯⋯⋯192

第二节 编制水文手册和水文图集⋯⋯⋯⋯193

一、水文手册⋯⋯⋯⋯⋯⋯⋯⋯⋯⋯⋯193



目 录 7

二、水文图集⋯⋯⋯⋯⋯⋯⋯⋯⋯⋯⋯194

第三节 水资源调查与评价⋯⋯⋯⋯⋯⋯⋯194

一、水资源的功能和作用⋯⋯⋯⋯⋯⋯194

二、水资源调查评价初步成果⋯⋯⋯⋯195

三、水资源调查评价正式成果⋯⋯⋯⋯196

‘四、水资源调查评价依据的基本资料⋯196

五、统计参数的分析确定⋯⋯⋯⋯⋯⋯197

六、分区地表水资源计算⋯⋯⋯⋯⋯⋯198

第四节水文特征值统计⋯⋯⋯⋯⋯⋯⋯⋯199

第五节 防汛水情资料统计分析成果⋯⋯⋯199
。‘

一、防汛水情资料汇编⋯⋯⋯⋯⋯⋯⋯199

二、暴雨洪水查算手册⋯⋯⋯⋯⋯⋯⋯199

三、24水时以下短历时暴雨洪水分析

成果⋯⋯··⋯⋯⋯⋯⋯⋯⋯·⋯⋯⋯200

’四、冰期资料统计·：⋯⋯⋯⋯⋯⋯⋯⋯·200

五、产、汇流分析探讨⋯⋯·60t00 00·B⋯⋯200

第十三章水文科技的国际合作
第一节五十年代⋯⋯⋯⋯⋯⋯⋯⋯⋯⋯⋯201

一、签定的协定和建议⋯：⋯⋯⋯⋯⋯”201

二，赴苏学习考察．．．·”≯⋯⋯⋯⋯⋯⋯·201

三、第二次《建议)⋯⋯⋯⋯⋯⋯⋯⋯⋯202

四、协议的执行情况⋯⋯⋯⋯⋯⋯⋯⋯202

第二节六十年代⋯⋯⋯⋯⋯⋯⋯⋯⋯⋯⋯203

第三节八十年代⋯⋯⋯⋯⋯⋯⋯⋯⋯⋯⋯203

第十四章水文职工队伍
第一节概述⋯⋯⋯⋯⋯⋯⋯⋯⋯⋯⋯⋯205

· 第二节队伍结构⋯⋯⋯⋯⋯⋯⋯⋯⋯⋯⋯206

第三节职工教育⋯⋯⋯⋯⋯⋯⋯⋯⋯⋯⋯207

一、基础训练⋯⋯⋯⋯⋯⋯⋯⋯⋯⋯⋯207

二、专业培训⋯⋯⋯⋯⋯⋯⋯⋯⋯⋯⋯207

三、入校深造⋯⋯⋯⋯⋯⋯⋯⋯⋯⋯⋯209

四、岗位自学⋯⋯⋯⋯⋯⋯⋯⋯⋯⋯⋯209

五、思想教育⋯⋯⋯⋯⋯⋯⋯⋯⋯⋯⋯209

第四节 工作和生活⋯⋯⋯⋯⋯⋯⋯⋯⋯⋯210

一、测站环境⋯⋯⋯⋯⋯⋯⋯⋯⋯⋯⋯210

二、工作方式⋯⋯⋯⋯⋯⋯⋯⋯⋯⋯⋯211

三、生活条件⋯⋯⋯⋯⋯⋯⋯⋯⋯⋯⋯213



8 呼伦贝尔盟水文志

四、默默奉献⋯⋯⋯⋯⋯⋯⋯⋯⋯⋯⋯216

第五节人物表⋯⋯⋯⋯⋯⋯⋯⋯．．．．⋯⋯⋯218

第十五章大事记⋯⋯⋯⋯⋯⋯⋯⋯⋯⋯221

附 录
一、附表⋯⋯⋯⋯⋯⋯⋯⋯⋯⋯⋯⋯⋯⋯237

建国前呼伦贝尔盟水文站网一览表⋯⋯238

建国后呼伦贝尔盟雨量站网一览表⋯⋯241

建国后呼伦贝尔盟水文站网一览表⋯⋯246

嫩江水系各站水位、流量历年特征

值统计表⋯⋯⋯⋯⋯⋯⋯⋯⋯⋯⋯⋯⋯249

额尔古纳河水系各站水位、流量历

年特征值统计表⋯⋯⋯⋯⋯⋯⋯⋯⋯⋯251

嫩江水系各站开、封河日期及水情

统．i十表⋯⋯⋯⋯⋯⋯⋯⋯⋯⋯⋯⋯⋯⋯253

额尔古纳河水系各站开、封河日期

及冰情统计表⋯⋯⋯⋯⋯⋯⋯⋯⋯⋯⋯255

嫩江水系各站降水量、蒸发量特征

值统计表⋯⋯⋯⋯⋯⋯⋯⋯⋯⋯⋯⋯⋯257

额尔古纳河水系各站降水量、蒸发

量特征值统计表⋯⋯⋯⋯⋯⋯⋯⋯⋯⋯260

二、呼伦贝尔盟概况⋯⋯⋯⋯⋯⋯⋯⋯⋯⋯261

疆域政区⋯⋯⋯⋯⋯⋯⋯⋯⋯⋯⋯⋯⋯261

人I了⋯⋯⋯⋯⋯⋯⋯⋯⋯⋯⋯⋯⋯⋯262

民族⋯⋯⋯⋯⋯⋯⋯⋯⋯⋯⋯⋯⋯⋯263

建置沿革⋯⋯⋯⋯⋯⋯⋯⋯⋯⋯⋯⋯⋯266

1989年呼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270

三、主要地名录⋯⋯⋯⋯⋯⋯⋯⋯⋯⋯⋯⋯275

四、本志参阅文献要目⋯⋯⋯⋯⋯⋯⋯⋯⋯281

《呼伦贝尔水文志》编纂始末⋯⋯⋯⋯⋯⋯28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