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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大伙房水库志》出版，特撰文以志贺。

水是生命之源，，4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水不仅给人类以饮用、

舟楫、灌溉、发电等恩泽，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

原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上善若水"。这些先贤圣人充满哲理的名

言，道出了水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源泉。

大伙房水库是我国“一五’’期间的重点水利工程，具有防洪、供水、养

鱼、发电等多种功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

施工的大型水利枢纽。水库自1958年投入运行以来，兴利除害，先后调蓄了

26次较大洪水，特别是在抗御“95．7"千年一遇洪水中，实现减灾效益75亿

元；累计为工农业和城市生活供水476亿立方米，发电近19亿千瓦时，每年

灌溉农田150万亩，年产鲜鱼200万公斤，为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被誉为“浑河明珠"。

2002年8月，水利部批准大伙房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开工，经过广大工程

建设者的努力，顺利于2005年竣工。通过加固，水库加高了主副坝，库容达

到22．68亿立方米；改建了第一、第二非常溢洪道，改造了水雨情测报、自动

化观测系统；环境美化，工程面貌焕然一新，步入了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先

进行列。
。

可以说，经过几代水利人的艰苦奋斗，大伙房水库创造了一流的管理业

绩，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

盛世写史，清平修志。《大伙房水库志》翔实地记述了水库建设、管理和

经营发展的历史，展示了水库近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这部志书，既是一部

反映水利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一部治水、管水的工具书，尤其值得广大水

利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这部志书，也是献给老一辈水利工作者的一份珍贵礼物和永久纪念，

为水库建设和管理付出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同时，我真诚地期

库管理者，弘扬先进的水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辽宁省的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信，大伙房水库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辽宁省水利厅厅长

l

，jlI_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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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大伙房水库已经度过了48年的光辉历程。半个世纪以来，水

库管理者在辽宁省水利厅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科学管理，

精心养护，使水库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综合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结束

了浑河沿岸洪涝、干旱灾情频发的历史，实现了水利造福人民、人水和谐的

美好夙愿。

水库自投入运用以来，先后调蓄了洪峰流量超过1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

26场，其中洪峰超过35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6场，防洪效益达100多亿元；

累计为工业及城市居民供水166亿立方米，累计灌溉供水310亿立方米，累计

发电18．8亿千瓦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辽宁省的经济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水库破土动工的炮声轰响之日起，工程建设者们历尽艰辛、挥洒汗水，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精心设计、科学施工、严格把关、确保质量，创造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水利史上的一个壮举。如今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

雨沧桑，水库工程依旧傲然挺立，而且愈加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它将为辽宁

省的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几十年来，水库的每一届管理者秉承老一代

水利人的光荣传统，发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精神，励精图治，开

拓进取，使水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水库的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2005年水费收入超过亿元，正在逐步走向新的辉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伙房水库志》翔实地记述了水库工程规划、设

计、施工、控制运用和经营管理等情况，客观地反映了水库发展的光辉历程，

为水库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纵览水库过去和现在的有利平台，相信它一定可以

成为未来水库管理的珍贵宝典。

在水库建成50周年前夕，我们在辽宁省水利厅各级领导的悉心指导下，



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大伙房水库志》的编写工作，谨

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水库建设者和管理者。

辽宁省大伙房水库管理局局长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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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大伙房水库管理局成立了库志编撰委员会，局领导多次召

开会议研究、布置，组织部分人员参加编写工作。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初

稿，初稿完成后，经局领导及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修改

和补充。参加水库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对库志编写内容提出了宝

贵建议和意见。

大伙房水库志以原库志(1988年刊印)为基础，以档案资料为依据，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务求史实可靠，言必有据，翔实地记述了水库工程规划、

设计、施工、控制运用和经营管理等情况，客观地反映了水库发展的历程。

库志在编写工程中，查阅了500多卷工程技术及文书档案。此外，还到抚

顺市图书馆、抚顺市林业局、抚顺县土地局、林业局，清原县、新宾县环保

局、林业局、土地局、统计局，包括水库库区内的温道林场、甲邦林场及大

伙房林场等单位调查、收集资料。

抚顺市知名作家、原大伙房水库工会副主席汤士安同志为大伙房水库志

编写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库志编写过程中，得到辽宁省水利厅、水库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为

大伙房水库志写序，各处室为库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参与补充修改。在

大伙房水库志完成之际，向支持此项工作的各位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在水库投入运用50周年前夕，我们编撰大伙房水库志，目的是总结经验，

发挥优势，进一步提高水库管理水平，提高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6年8月



凡 例

一、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大伙房水库志》客观真实地记述

了大伙房水库建设管理的发展历程，力求翔实可靠，言必有据。

二、本志包含原库志(1988年出版)水库建设部分的全部内容，对原库

志水库管理部分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延伸。

三、本志继承原库志的写作手法，即采取以类系事，横排竖定的方法，

尽量做到纵横兼顾。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的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基本

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同一事件在不同时间发生的，则尽量以追述和补述的

办法编排在一个条目中。

四、本志记述时限的上限起于1949年，为照顾内容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限止于2005年12月，部分内容略有延伸。

五、大事记年内无明确日期的事件不书月日而以●号表示之。

六、本志对历代政权按当时称呼书写，但在满洲国前加“伪"字。

七、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纪年，采用当时的年号称谓，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公元后则省去“公元"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中华民国纪年用“民国"加上阿拉伯数字，清代以前的历史

纪年则以汉字表示之。

八、本志记述采用第三人称编写，行政区划、机构、地名等均按当时称

谓，人物以事发时职务或直书其名。

九、本志所用计量单位、文字符号、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均

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为保持历史统计口径一致，属历史资料部分的

计量单位采用当时的计量单位。

十、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

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凡新币发行前的人民币值均注以“人民币旧币"

字样。

十一、本志使用高程的基准面为大连海平面。

．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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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伙房水库位于辽河的大支流浑河中上游，坐落在辽宁省抚顺市东部，是我国

“一五”期间修建的重点水利工程，1954年动工，1958年竣工并投入运用，总库容22．68

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5437平方公里，是一座防洪、供水、灌溉、发电、养鱼等综合

利用、多年调节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水库上游流域为山岳地带，山岭海拔高程一般为400～800米。地区洪水主要发生在

6～9月，洪水成因主要是此期间的大暴雨。流域的降雨系统可概括成西南系统、西北系

统、东北系统。坝址以上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15．1亿立方米，变差系数0．49。坝址以上

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812．1毫米，年最大值1098．4毫米，最小值557．7毫米，降雨主要

集中在7、8月，此间降雨约占全年降水的48％。

水库枢纽工程有主坝、一副坝、二副坝、主溢洪道、非常溢洪道、三副坝、输水道。

大伙房水库坝型为碾压式黏土心墙坝，坝顶高程139．8米，最大坝高49．8米，心墙

顶高程136．8米，防浪墙顶高程141．0米，坝长1367米。主溢洪道堰顶高程125．0米，

最大泄流量4511立方米每秒，非常溢洪道堰顶高程125．0米，最大泄流量8624立方米

每秒。

水库自投入运用以来，科学管理，精心养护，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调蓄了大于

1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26次，防洪效益显著。特别是抗御了超设计标准的“95．7”洪

水，为下游减少直接经济损失74．89亿元。累计供工业及城市居民用水166亿立方米；累

计灌溉供水310亿立方米；累计发电18．8亿千瓦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辽宁省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1995年浑河发生了特大洪水，设计洪水成果增大很多，大伙房水库实际抗御洪

水标准已达不到原设计标准，且浑河下游抚顺、沈阳及农田防洪标准均达不到原设计防洪

标准，大伙房水库已成为Ⅲ类险库，需要进行除险加固。2002年水利部规划总院审查通

过了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大伙房水库除险加固初步设计报告》。水库自

2002年8月至2005年9月为除险加固施工期。

大伙房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项目有挡水坝段全线加高0．6米、改造主溢洪道、改

建第一非常溢洪道、改第二非常溢洪道为挡水三副坝、全部更新老化机电设备、全面实现

水库管理自动化等。工程结束后，水库可恢复原设计标准(千年设计，可能最大洪水校

核)，增加防洪库容0．81亿立方米，工程总投资19760万元。通过除险加固工程，水库雨

水情测报和大坝监测自动化水平全面提高，工程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几年来，大伙房水库始终把加强工程管理和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以经济发展促进

工程管理，明确了“抓住水费，壮大实体，利用水库自身水土资源优势发展新的经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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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经济发展思路，狠抓水费征收和综合经营。大伙房水库担负着沈阳、抚顺两市工业

和城市居民用水任务，灌溉下游150万亩农田，水费收入逐年提高，由不足千万增加到

2005年的1．5亿元，利税由1994年的4100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8899万元。下属企业也

按照“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方针，逐步壮大，养殖总场年捕鲜

鱼200万公斤，年产值2606万元，被命名为水利部明星企业、省无公害水产品基地。

2005年全局综合经营收入4500万元。

大伙房水库管理局隶属于辽宁省水利厅，现有职工1100人，连续三届荣获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一直保持全国水利行业文明服务示范单位和省、市先进集体、先

进党委、文明单位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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