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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水旱灾害系列丛书》编写说明

《北京水旱灾害》作为《中国水旱灾害系列专著》之一已于1 999

年量0月娄版。2001年6月北京市水剥局决定蛊叛由各区(县>及永

定河、潮囱河、北运河组成的《北京水旱灾害系列丛书》。本丛书系

《北京水旱灾害》专著的深入与细化，它将进一步为市、区(县)政

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及防汛抗旱决策时提供科学

依据。

本丛书继续遵蓬“突耋灾害、分析畿鑫、撬惠规律、研究对策”

的编写指导方针，基本资料统计年限截止到1990年，部分资料做了

适当延长。

本丛书出各区(县)水利(水资源)局及各河道管理处分别组成

领导小组与编写委员会负责编写，j邑京市水利局成立了《北京水旱灾

害系列丛书》领导小组及指导委员会，以加强丛书的编写工作。

北京市水利局

2002年6月



序

从古至今，水利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产业和基础

设施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兴利除害不仅是人类抵御自然、抗御自

然，为了生存与发展同自然界抗争的积极活动，也是历史发展的永恒

主题。

房山历史悠久，素以“龙的故乡’’著称。数十万年前，北京猿人

从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走出来，演绎了人类生生不息、可歌可泣的历

史话剧。据历史资料记载和实物考证，从董家林村的燕周遗址挖掘出

用卵石砌成的排洪沟，到清朝修建的永定河防洪石堤和金门闸，都是

古代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有力见证。

房山是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在2019km2的地域范围内，山

区占2／3，地势最大高差达2000m。受季风影响，降水年内年际分布

很不均匀，连旱连涝、旱涝交替成为房山地区水文、气象的特征。特

殊的自然地理、地质条件，造成频频为虐的水旱灾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水利建设。半个世纪

以来，房山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筑堤治河，平地改

土，打井修渠，筑坝建库，除涝治碱，推广节灌，开展了大规模的兴

修水利工作，增强了抗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生产条件、社

会经济发展条件、人民生活及生存条件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粮

食逐年增产，农民逐年增收，社会经济逐年健康发展，其成效有目共

睹，贡献巨大。

21世纪，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我们的智

慧和创造力建设首都的现代化水利事业，提供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安

全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前水利工作的任务和水利工作者



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房山水旱灾害》一书，对房山的自然地理状况，从明清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几百年中发生的水旱灾害，抗灾斗争等作了比较

详细的记载，并对其中较大的自然灾害成因进行了分析。知古鉴今，

着眼明天。《房山水旱灾害》一书的出版，为今后房山区水利发展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必将起到“资治、育人、存史’’之作用。

刘同光

2003年2月



前 言

洪水与干旱是自然界中两种主要的灾害之一，是任何地区都有

可能发生的灾害。人们只能进行防治，使其减轻，而不能根除。水旱

灾害是影响社会稳定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灾害造成的损失将会越来越大。因此，防御

灾害发生更为重要。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办秘i-1 991-1 52号和北京市水

利局京水汛1-1 991-1 1 7号文件精神，房山区水利局于1 991年底成立

了《房山水旱灾害》编写小组，依《北京水旱灾害》编写提纲要求，

结合房山区具体情况，开始进行资料搜集、调查、整理、分析、编写

等工作。

房山历史上水旱灾害发生较多，危害也很大，人们与自然灾害进

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制定了大量的治水政策

和法规，它们在防御水旱灾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

供了重要保障。但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条件下，受当时政策、国力、

人们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房山区部分水利工程标准偏低、技

术落后、施工质量差，再加上工程老化、年久失修、管理工作滞后等，

使现有水利工程设施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还不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

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水旱灾害资料，探索研究水旱灾害的成因

及发生规律，总结抗灾斗争的经验，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防汛抗旱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我们编写了《房山水旱灾害》一书。全书共六篇，

即总论、洪水灾害、涝渍灾害、干旱灾害、水污染灾害及对策与展望。

水利是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产业，是人们赖以生存

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不积极对水旱灾



害进行防治，将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书总结的防灾

减灾经验、教训，将对房山区今后抗御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

《房山水旱灾害》的编写，得到北京市水利局、北京市水利规划

设计研究院及房山区档案局、气象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房山水旱灾害》一书，其涉及面广，基础资料数量大，时间跨

度长，编写技术难度大，书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望批评指正。

编 者

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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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房山水旱灾害及早涝特征

第一节地区概况

一、自然地理

房山区在东经115。257～116。15 7，北纬39。307～39。55 7，位于北京西南部，地

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脉交界地带。全区总面积2019kin2，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西北部为山区，最高峰为白草畔，海拔2035m。东南部为平原，地势低，最低

处为琉璃河的立教村，海拔仅26m。以lOOm等高线为界，山区面积1327．2km2，

占全区总面积的65．7％，平原面积691．8km2，占全区总面积的34．3％。

境内有永定河、小清河、大石河和拒马河四条主要河流及东沙河、周口店

河、挟括河、北泉水河、南泉水河、刺猬河、哑巴河和丁家洼河等一些支流。四

条主要河流中除大石河发源境内外，其他三条均发源于境外，为过境河。除永

定河外，其他河流均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山区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植被

稀疏，易造成水土流失和暴发山洪、泥石流。平原地势平缓、低洼、易涝。

全区处于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大陆性季风气候十分明显，春、夏、秋、

冬四季分明，冬季多行西北风，天气晴朗少雨，寒冷干燥。夏季多行偏南风，炎

热多雨，尤其多暴雨，易发生洪涝灾害。春季干旱少雨，增温快。秋季秋高气

爽，少雨，降温快。区内各地温度变化较大，年平均气温随海拔高度增加而下

降。平原地区多年平均气温11．6。C，无霜期200天，山区多年平均气温10．8。C，

无霜期150天。大石河以西山前丘陵地带是北京市“山前暖区”之一，年均气

温在12。C以上，无霜期185天。

受大陆季风气候和地形、地势影响，降水量在年际和地区间分布不均。多

年平均年降水量610．7mm，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汛期(6～9

月)，多年平均汛期降水量519．1mm，约占全年降雨量的85％。

房山的土壤种类可分为7个土类，21个亚类，山区及低山区土壤主要以砂

质轻壤及砂质砂壤土为主；土层厚度小于30cm；丘陵、坡岗地区以砂质砂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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