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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国英

黄河古时被称为“四渎”之宗，百河之首。它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孕

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但是由于黄河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大

量泥沙年复一年输移至下游河道，使之不断淤积抬高，成为地上“悬河”。历

史上黄河泛滥频繁，三年两决1：2，百年一次大改道，因此也给两岸人民带来

过深重的灾难。

治理黄河，历来是一件安邦定国的大事。历代先民们为治理黄河水患

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创造了许多治河

技术，涌现了贾让、王景、潘季驯等一代代治河先驱。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技

术水平的局限，这些都未能改变洪水肆虐、决口改道频繁的局面。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理黄河事业，在解放战争中拉开了

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黄河问题，1952年10月

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1955年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

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黄河治理开发高

潮。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黄河得到

了进一步治理开发。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黄

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形势下的黄河治理开发指明了方向。

半个多世纪以来，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下游防

洪，初步建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夺取了黄河岁岁安

澜的伟大胜利，有力地保障了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顺利进行。黄河水资源的开发，使它成为西北、华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圣 ．

生命线。在黄土高原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改善了当地的生产条

件，有效地减少了入黄泥沙。黄河治理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

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但是，由于河情特殊，极其复杂难治，当前黄河洪水威胁依然是国家的

心腹之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根本控制，近年来，又出现了水资源

供需矛盾日益加剧、水污染严重等新的问题。展望新的世纪，实现黄河治理

开发“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奋斗目标，依然

任重道远。谋求黄河长治久安，以黄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流域及相关

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是新一代黄河入矢志不渝的追求。

为了编史续志，知古鉴今，黄河志总编辑室对原《黄河大事记》进行了重

新修订，并增补了20世纪90年代黄河上发生的重要事件，编成这部新的

《黄河大事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它一定能为21世纪的黄河

治理开发提供有益的参考。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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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黄河大事记》以时间为经、以事为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

照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编年体结合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记述自禹

治水至2000年有关治理开发黄河的一些较大事件，使广大读者对古今黄河

治理开发的历史获得较为系统的了解，并为广大黄河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

概要的资料线索和重要的黄河信息。

二、《黄河大事记》主要内容包括：

1．有关黄河治理开发重要方针、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2．重要的查勘、规划、设计及重大计划的制定、审定与实施；

3．重要会议的召开与决议事项；

4．国家领导人视察黄河活动及重要指示，国际友人、著名专家、学者的

重大黄河考察活动；

5．黄河建设的重大成就(包括防洪、防凌、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水运、水土保持、引黄灌溉、水量调度、泥沙利用、工程管理及

多种经营等)；

6．黄河重大的改道和决溢(包括扒口)、水旱灾害、抗灾斗争和自然变迁

等；

7．重大的抢险、堵口活动；

8．治河机构的设置、变革，正厅级以上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要的人事

任免；

9．黄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0．治黄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要学术活动，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11．有重大贡献的英模事迹；

12．重大的工程技术事故、安全事故；

13．流域各省(区)水利建设重要事件；

14．流域内发生的与黄河有关的大事；

15．其他大事。

三、本大事记为记述便利，按照历史纪元共分以下十个时期记述：

1．虞夏至春秋战国时期；



2．秦汉时期；

3．魏晋南北朝时期；

4．隋唐五代时期；

5．北宋时期；

6．金元时期；

7．明代；

8．清代；

9．民国时期；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为帮助读者明了各个时期黄河的大势大略及治黄的历史背景，在各个

时期具体事件记述之前均设一简短的概述。民国以前按朝代列述，民国以

后按年代分别列述黄河大事。

四、本大事记资料来源，古代部分一般在条目中注明出处，近代和当代

部分多查自档案资料和各类文件，有的查自有关报刊及地方志书，有的是流

域各省(区)有关单位提供。由于在编写过程中有许多资料都进行了考订、

修正和综合，故未再注明出处。有些需加以说明的问题，采用脚注方式处

理。

五、本大事记为叙述上的方便，对某些组织机构用了如下简称：

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国家计委——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委——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防总——中央防汛总指挥部

国家防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水电部——水利电力部

黄河防总——黄河防汛总指挥部

六、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按水利部办公厅1994年3月28日印发的办

秘[1994133号“黄河水利委员会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为

界，之前称“黄委会”；之后称“黄委”。

七、本书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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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王质彬、徐福龄；增订本主编栗志，副主编卢旭、李云奇、王梅枝。先

后参加编写的人员有：徐福龄、王质彬、徐思敬、朱占喜、王延昌、袁仲翔、卢

旭、栗志、陈晓梅、白洋、赵淑玲、王梅枝、铁艳、李云奇、千析、赵春香、刘建

英、杨亚军、张恭、渠性英、许灏、郭青梅、司毅民、宋传国。

十一、限于编者水平和经验有限，遗漏和讹误在所难免，恳请领导、专家

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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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决郓州(公元1000年)⋯⋯⋯⋯⋯⋯⋯⋯⋯⋯⋯⋯⋯⋯⋯⋯⋯⋯⋯(40)

夏州河决(1002年)⋯⋯⋯⋯⋯⋯⋯⋯⋯⋯⋯⋯⋯⋯⋯⋯⋯⋯⋯⋯⋯(41)

李垂上书(1012年)⋯⋯⋯⋯⋯⋯⋯⋯⋯⋯⋯⋯⋯⋯⋯⋯⋯⋯⋯⋯⋯，(41)

河溢滑州(1019年)⋯⋯⋯⋯⋯⋯⋯⋯⋯⋯⋯⋯⋯⋯⋯⋯⋯⋯⋯⋯⋯(41)

举物候为水势之名(1021年)⋯⋯⋯⋯⋯⋯⋯⋯⋯⋯⋯⋯⋯⋯⋯⋯⋯(41)

宋代卷埽(1021年)⋯⋯⋯⋯⋯⋯⋯⋯⋯⋯⋯⋯⋯⋯⋯⋯⋯⋯⋯⋯⋯(42)

河决横陇(1034年)⋯⋯⋯⋯⋯⋯⋯⋯⋯⋯⋯⋯⋯⋯⋯⋯⋯⋯⋯⋯⋯(42)

河决商胡(1048年)⋯⋯⋯⋯⋯⋯⋯⋯⋯⋯⋯⋯⋯⋯⋯⋯⋯⋯⋯．．．⋯·(42)

塞商胡回横陇故道(1056年)⋯⋯⋯⋯⋯⋯⋯⋯⋯⋯⋯⋯⋯⋯⋯⋯⋯(43)

黄河分出“二股河”(1060年)⋯⋯⋯⋯⋯⋯⋯⋯⋯⋯⋯⋯⋯⋯⋯⋯⋯(43)

闭北流开二股河(1069年)⋯⋯⋯⋯⋯⋯⋯⋯⋯⋯⋯⋯⋯⋯⋯⋯⋯⋯(43)

制定农田水利法(1069年)⋯⋯⋯⋯⋯⋯⋯⋯⋯⋯⋯⋯⋯⋯⋯⋯⋯⋯(44)

利用多沙河道大放淤(1070--1080年)⋯⋯⋯⋯⋯⋯⋯⋯⋯⋯⋯⋯⋯(44)

设疏浚黄河司(1073年)⋯⋯⋯⋯⋯⋯⋯⋯⋯⋯⋯⋯⋯⋯⋯⋯⋯⋯⋯(44)

河决曹村(1077年)⋯⋯⋯⋯⋯⋯⋯⋯⋯⋯⋯⋯⋯⋯⋯⋯⋯⋯⋯⋯⋯(44)

蒲津河堤创建埽坝工程(1078～1085年)⋯⋯⋯⋯⋯⋯⋯⋯⋯一⋯⋯·(45)

导洛通汴(1079年)⋯⋯⋯⋯⋯⋯⋯⋯⋯⋯⋯⋯⋯⋯⋯⋯⋯⋯⋯⋯⋯(45)

河决小吴埽(1081年)⋯⋯⋯⋯⋯⋯⋯⋯⋯⋯⋯⋯⋯⋯⋯⋯⋯⋯⋯⋯(45)

回河东流(1081～1094年)⋯⋯⋯⋯⋯⋯⋯⋯⋯⋯⋯⋯⋯⋯⋯⋯⋯⋯(45)

东流断绝(1099年)⋯⋯⋯⋯⋯⋯⋯⋯⋯⋯⋯⋯⋯⋯⋯⋯⋯⋯⋯⋯⋯(46)

宽立堤防(1101年)⋯⋯⋯⋯⋯⋯⋯⋯⋯⋯⋯⋯⋯⋯⋯⋯⋯⋯⋯⋯⋯(46)

瀛州、沧州河决(1117年)⋯⋯⋯⋯⋯⋯⋯⋯⋯⋯⋯⋯⋯⋯⋯⋯⋯⋯(46)

何灌引邈川水灌田(1118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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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饬河防(1187年)⋯⋯⋯⋯⋯⋯⋯⋯⋯⋯⋯⋯⋯⋯⋯⋯⋯⋯⋯⋯⋯

河决阳武(1194年)⋯⋯⋯⋯⋯⋯⋯⋯⋯⋯⋯⋯⋯⋯⋯⋯⋯⋯⋯⋯⋯

颁布《河防令》(1202年)⋯⋯⋯⋯⋯⋯⋯⋯⋯⋯⋯⋯⋯⋯⋯⋯⋯⋯⋯

决黄河寸金淀(1234年)⋯⋯⋯⋯⋯⋯⋯⋯⋯⋯⋯⋯⋯⋯⋯⋯⋯⋯⋯

修复古渠(1264年)⋯⋯⋯⋯⋯⋯⋯⋯⋯⋯⋯⋯⋯⋯⋯⋯⋯⋯⋯⋯⋯

郭守敬勘测黄河提出“海拔”概念(1275年)⋯⋯⋯⋯⋯⋯⋯⋯⋯⋯⋯

都实考察河源(1280年)⋯⋯⋯⋯⋯⋯⋯⋯⋯⋯⋯⋯⋯⋯⋯⋯⋯⋯⋯

开凿运河(1282--1293年)⋯⋯⋯⋯⋯⋯⋯⋯⋯⋯⋯⋯⋯⋯⋯⋯⋯⋯

河决开封等县(1286年)⋯⋯⋯⋯⋯⋯⋯⋯⋯⋯⋯⋯⋯⋯⋯⋯⋯⋯⋯

河决蒲口(1297--1298年)⋯⋯⋯⋯⋯⋯⋯⋯⋯⋯⋯⋯⋯⋯⋯⋯⋯⋯

宁夏立河渠司(1309年)⋯⋯⋯⋯⋯⋯⋯⋯⋯⋯⋯⋯⋯⋯⋯⋯⋯⋯⋯

编著《河防通议》(1321年)⋯⋯⋯⋯⋯⋯⋯⋯⋯⋯⋯⋯⋯⋯⋯⋯⋯⋯

河决白茅口、金堤(1344年)⋯⋯⋯⋯⋯⋯⋯⋯⋯⋯⋯⋯⋯⋯⋯⋯⋯

贾鲁堵口(1351年)⋯⋯⋯⋯⋯⋯⋯⋯⋯⋯⋯⋯⋯⋯⋯⋯⋯⋯⋯⋯⋯

七、明 代

河决曹州(1368年)⋯⋯⋯⋯⋯⋯⋯⋯⋯⋯⋯⋯⋯⋯⋯⋯⋯⋯⋯⋯⋯(60)

宁夏修汉、唐旧渠(1370年)⋯⋯⋯⋯⋯⋯⋯⋯⋯⋯⋯⋯⋯⋯⋯⋯⋯(60)

兰州建黄河浮桥(1372年)⋯⋯⋯⋯⋯⋯⋯⋯⋯⋯⋯⋯⋯⋯⋯⋯⋯⋯(60)

开广利渠(1374年)⋯⋯⋯⋯⋯⋯⋯⋯⋯⋯⋯⋯⋯⋯⋯⋯⋯⋯⋯⋯⋯(60)

河决开封(1375年)⋯⋯⋯⋯⋯⋯⋯⋯⋯⋯⋯⋯⋯⋯⋯⋯⋯⋯⋯⋯⋯(61)

耿炳文浚泾阳洪渠堰(1375年)⋯⋯⋯⋯⋯⋯⋯⋯⋯⋯⋯⋯⋯⋯⋯⋯(61)

河决兰阳、封丘等地(1378年)⋯⋯⋯⋯⋯⋯⋯⋯⋯⋯⋯⋯··：⋯⋯⋯(61)

河决原武、祥符等地(1381年)⋯⋯⋯⋯⋯⋯⋯⋯⋯⋯⋯⋯⋯⋯⋯⋯(61)

河决朝邑、荥泽等地(1382年)⋯⋯⋯⋯⋯⋯⋯⋯⋯⋯⋯⋯⋯⋯⋯⋯(61)

僧宗泐路经河源(1382年)⋯⋯⋯⋯⋯⋯⋯⋯⋯⋯⋯⋯⋯⋯⋯⋯⋯⋯(62)

黄河连决河南各地(1384--1397年)⋯⋯⋯⋯⋯⋯⋯⋯⋯⋯⋯⋯⋯⋯(62)

修筑河南各地堤防(1404年)⋯⋯⋯⋯⋯⋯⋯⋯⋯⋯⋯⋯⋯⋯⋯⋯⋯(63)

开封、陈州河决(1409--1410年)⋯⋯⋯⋯⋯⋯⋯⋯⋯⋯⋯⋯⋯⋯⋯(63)

宋礼修浚会通河(1411年)⋯⋯⋯⋯⋯⋯⋯⋯⋯⋯⋯⋯⋯⋯⋯⋯⋯⋯(63)

河南黄河继续决溢成灾(1418年)⋯⋯⋯⋯⋯⋯⋯⋯⋯⋯⋯⋯⋯⋯⋯(64)

宁夏灵州河患(1428年)⋯⋯⋯⋯⋯⋯⋯⋯⋯⋯⋯⋯⋯⋯⋯⋯⋯⋯⋯(64)

浚封丘荆隆口河道(1431年)⋯⋯⋯⋯⋯⋯⋯⋯⋯⋯⋯⋯⋯⋯⋯⋯⋯(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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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阳武等县河堤(1437年)⋯⋯⋯⋯⋯⋯⋯⋯⋯⋯⋯⋯⋯⋯⋯⋯⋯

河决范县(1437年)⋯⋯⋯⋯⋯⋯⋯⋯⋯⋯⋯⋯⋯⋯⋯⋯⋯⋯⋯⋯⋯

宁夏修浚古渠(1439年)⋯⋯⋯⋯⋯⋯⋯⋯⋯⋯⋯⋯⋯⋯⋯⋯⋯⋯⋯

王永和奉命治河(1448年)⋯⋯⋯⋯⋯⋯⋯⋯⋯⋯⋯⋯⋯⋯⋯⋯⋯⋯

宁夏河决汉、唐两坝(1448年)⋯⋯⋯⋯⋯⋯⋯⋯⋯⋯⋯⋯⋯⋯⋯⋯

徐有贞治河(1453年)⋯⋯⋯⋯⋯⋯⋯⋯⋯⋯⋯⋯⋯⋯⋯⋯⋯⋯⋯⋯

河续决开封等地(1456～1460年)⋯⋯⋯⋯⋯⋯⋯⋯⋯⋯⋯⋯⋯⋯⋯

开封、兰州黄河决溢(1461年)⋯⋯⋯⋯⋯⋯⋯⋯⋯⋯⋯⋯⋯⋯⋯⋯

项忠修郑、白旧渠(1465年)⋯⋯⋯⋯⋯⋯⋯⋯⋯⋯⋯⋯⋯⋯⋯⋯⋯

专设总理河道之职(1471年)⋯⋯⋯⋯⋯⋯⋯⋯⋯⋯⋯⋯⋯⋯⋯⋯⋯

沁河发生特大洪水(1482年)⋯⋯⋯⋯⋯⋯⋯⋯⋯⋯⋯⋯⋯⋯⋯⋯⋯

平凉一带引泾开渠(1485年)⋯⋯⋯⋯⋯⋯⋯⋯⋯⋯⋯⋯⋯⋯⋯⋯⋯

白昂治河(1489年)⋯⋯⋯⋯⋯⋯⋯⋯⋯⋯⋯⋯⋯⋯⋯⋯⋯⋯⋯⋯⋯

刘大夏治张秋决河(1493年)⋯⋯⋯⋯⋯⋯⋯⋯⋯⋯⋯⋯⋯⋯⋯⋯⋯

河南归德连续决口(1500年)⋯⋯⋯⋯⋯⋯⋯⋯⋯⋯⋯⋯⋯⋯⋯⋯⋯

修筑蒲州黄河堤(1506年)⋯⋯⋯⋯⋯⋯⋯⋯⋯⋯⋯⋯⋯⋯⋯⋯⋯⋯

黄河河道北徙(1509年)⋯⋯⋯⋯⋯⋯⋯⋯⋯⋯⋯⋯⋯⋯⋯⋯⋯⋯⋯

南流北流之议纷起(1526年)⋯⋯⋯⋯⋯⋯⋯⋯⋯⋯⋯⋯⋯⋯⋯⋯⋯

刘天和治河(1534年)⋯⋯⋯⋯⋯⋯⋯⋯⋯⋯⋯⋯⋯⋯⋯⋯⋯⋯⋯⋯

河决野鸡冈夺涡人淮(1540年)⋯⋯⋯⋯⋯⋯⋯⋯⋯⋯⋯⋯⋯⋯⋯⋯

周用倡沟洫治河议(1543年)⋯⋯⋯⋯⋯⋯⋯⋯⋯⋯⋯⋯⋯⋯⋯⋯⋯

河决曹县(1547年)⋯⋯⋯⋯⋯⋯⋯⋯⋯⋯⋯⋯⋯⋯⋯⋯⋯⋯⋯⋯⋯

河决徐州(1552年)⋯⋯⋯⋯⋯⋯⋯⋯⋯⋯⋯⋯⋯⋯⋯⋯⋯⋯⋯⋯⋯

陕西华州发生强烈地震(1555年)⋯⋯⋯⋯⋯⋯⋯⋯⋯⋯⋯⋯⋯⋯⋯

河再决曹县(1558年)⋯⋯⋯⋯⋯⋯⋯⋯⋯⋯⋯⋯⋯⋯⋯⋯⋯⋯⋯⋯

古鹳雀楼被洪水围困(1562年)⋯⋯⋯⋯⋯⋯⋯⋯⋯⋯⋯⋯⋯⋯⋯⋯

朱衡开新河(1565年)⋯⋯⋯⋯⋯⋯⋯⋯⋯⋯⋯⋯⋯⋯⋯⋯⋯⋯⋯⋯

兰州创制天车提黄河水灌田(1566年)⋯⋯⋯⋯⋯⋯⋯⋯⋯⋯⋯⋯⋯

河连决沛县、邳州等地(1571年)⋯⋯⋯⋯⋯⋯⋯⋯⋯⋯⋯⋯⋯⋯⋯

汉、唐渠以石建闸(1572年)⋯⋯⋯⋯⋯⋯⋯⋯⋯⋯⋯⋯⋯⋯⋯⋯⋯

万恭治河(1572年)⋯⋯⋯⋯⋯⋯⋯⋯⋯⋯⋯⋯⋯⋯⋯⋯⋯⋯⋯⋯⋯

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河(1578年)⋯⋯⋯⋯⋯⋯⋯⋯⋯⋯⋯⋯⋯⋯⋯

潘季驯四任总河(1588年)⋯⋯⋯⋯⋯⋯⋯⋯⋯⋯⋯⋯⋯⋯⋯⋯⋯⋯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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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防一览》刊印成书(1591年)⋯⋯⋯⋯⋯⋯⋯⋯⋯⋯⋯⋯⋯⋯⋯⋯

杨一魁分黄导淮(1596年)⋯⋯⋯⋯⋯⋯⋯⋯⋯⋯⋯⋯⋯⋯⋯⋯⋯⋯

袁应泰大修广济渠(1600年)⋯⋯⋯⋯⋯⋯⋯⋯⋯⋯⋯⋯⋯⋯⋯⋯⋯

河州黄河见底(1602年)⋯⋯⋯⋯⋯⋯⋯⋯⋯⋯⋯⋯⋯⋯⋯⋯⋯⋯⋯

贵德黄河断流(1602年)⋯⋯⋯⋯⋯⋯⋯⋯⋯⋯⋯⋯⋯⋯⋯⋯⋯⋯⋯

李化龙开洳避黄(1603年)⋯⋯⋯⋯⋯⋯⋯⋯⋯⋯⋯⋯⋯⋯⋯⋯⋯⋯

曹时聘大疏朱旺以下河道(1605年)⋯⋯⋯⋯⋯⋯⋯⋯⋯⋯⋯⋯⋯⋯

徐州上下接连溃决(1616年)⋯⋯⋯⋯⋯⋯⋯⋯⋯⋯⋯⋯⋯⋯⋯⋯⋯

河决河南阳武(1619年)⋯⋯⋯⋯⋯⋯⋯⋯⋯⋯⋯⋯⋯⋯⋯⋯⋯⋯⋯

灵州河大决(1622年)⋯⋯⋯⋯⋯⋯⋯⋯⋯⋯⋯⋯⋯⋯⋯⋯⋯⋯⋯⋯

徐州、淮安一带连年泛滥(1626年)⋯⋯⋯⋯⋯⋯⋯⋯⋯⋯⋯⋯⋯⋯

河决曹县、睢宁(1629午)⋯⋯⋯⋯⋯⋯⋯⋯⋯⋯⋯⋯⋯⋯⋯⋯⋯⋯

河决原武、封丘等地(1631年)⋯⋯⋯⋯⋯⋯⋯⋯⋯⋯⋯⋯⋯⋯⋯⋯

孟津及泗州等地河水泛滥(1632年)⋯⋯⋯⋯⋯⋯⋯⋯⋯⋯⋯⋯⋯⋯

总河刘荣嗣等获罪(1635年)⋯⋯⋯⋯⋯⋯⋯⋯⋯⋯⋯⋯⋯⋯⋯⋯⋯

沿河连年大旱(1641年)⋯⋯⋯⋯⋯⋯⋯⋯⋯⋯⋯⋯⋯⋯⋯⋯⋯⋯⋯

开封为黄水沦没(1642年)⋯⋯⋯⋯⋯⋯⋯⋯⋯⋯⋯⋯⋯⋯⋯⋯⋯⋯

． 八、清 代

河决温县等地(1644年)⋯⋯⋯⋯⋯⋯⋯⋯⋯⋯⋯⋯⋯⋯⋯⋯⋯⋯⋯

杨方兴出任河督(1644年)⋯⋯⋯⋯⋯⋯⋯⋯⋯⋯⋯⋯⋯⋯⋯⋯⋯⋯

河决考城等地(1645年)⋯⋯⋯⋯⋯⋯⋯⋯⋯⋯⋯⋯⋯⋯⋯⋯⋯⋯⋯

河决兰阳(1648年)⋯⋯⋯⋯⋯⋯⋯⋯⋯⋯⋯⋯⋯⋯⋯⋯⋯⋯⋯⋯⋯

河决封丘荆隆(1650年)⋯⋯⋯⋯⋯⋯⋯⋯⋯⋯⋯⋯⋯⋯⋯⋯⋯⋯⋯

封丘、祥符、邳州河决(1652年)⋯⋯⋯⋯⋯⋯⋯⋯⋯⋯⋯⋯⋯⋯⋯⋯

河决祥符、陈留(1657年)⋯⋯⋯⋯⋯⋯⋯⋯⋯⋯⋯⋯⋯⋯⋯⋯⋯⋯

河决山阳、阳武(1658年)⋯⋯⋯⋯⋯⋯⋯⋯⋯⋯⋯⋯⋯⋯⋯⋯⋯⋯

河决陈留、虞城(1660年)⋯⋯⋯⋯⋯⋯⋯⋯⋯⋯⋯⋯⋯⋯⋯⋯⋯⋯

河决原武、祥符等地(1662年)⋯⋯⋯⋯⋯⋯⋯⋯⋯⋯⋯⋯⋯⋯⋯⋯

河决睢宁(1663年)⋯⋯⋯⋯⋯⋯⋯⋯⋯⋯⋯⋯⋯⋯⋯⋯⋯⋯⋯⋯⋯

河决杞县、祥符(1664年)⋯⋯⋯⋯⋯⋯⋯⋯⋯⋯⋯⋯⋯⋯⋯⋯⋯⋯

河决河南及安东等地(1665年)⋯⋯⋯⋯⋯⋯⋯⋯⋯⋯⋯⋯⋯⋯⋯⋯

河决桃源、萧县(16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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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河再决桃源(1668年)⋯⋯⋯⋯⋯⋯⋯⋯⋯⋯⋯⋯⋯⋯⋯⋯⋯⋯⋯⋯

河决清河(1669年)⋯⋯⋯⋯⋯⋯⋯⋯⋯⋯⋯⋯⋯⋯⋯⋯⋯⋯⋯⋯⋯

河决曹县、单县(1670年)⋯⋯⋯⋯⋯⋯⋯⋯⋯⋯⋯⋯⋯⋯⋯⋯⋯⋯

宁夏河溢(1670年)⋯⋯⋯⋯⋯⋯⋯⋯⋯⋯⋯⋯⋯⋯⋯⋯⋯⋯⋯⋯⋯

萧县、清河黄河溢决(1671年)⋯⋯⋯⋯⋯⋯⋯⋯⋯⋯⋯⋯⋯⋯⋯⋯

河决萧县、邳州等地(1672年)⋯⋯⋯⋯⋯⋯⋯⋯⋯⋯⋯⋯⋯⋯⋯⋯

河决桃源(1674年)⋯⋯⋯⋯⋯⋯⋯⋯⋯⋯⋯⋯⋯⋯⋯⋯⋯⋯⋯⋯⋯

河决徐州、宿迁等地(1675年)⋯⋯⋯⋯⋯⋯⋯⋯⋯⋯⋯⋯⋯⋯⋯⋯

河决宿迁、清河等地(1676年)⋯⋯⋯⋯⋯⋯⋯⋯⋯⋯⋯⋯⋯⋯⋯⋯

靳辅出任河督(1677年)⋯⋯⋯⋯⋯⋯⋯⋯⋯⋯⋯⋯⋯⋯⋯⋯⋯⋯⋯

河决宿迁杨家庄(1677年)⋯⋯⋯⋯⋯⋯⋯⋯⋯⋯⋯⋯⋯⋯⋯．．．⋯⋯

河决萧县(1678年)⋯⋯⋯⋯⋯⋯⋯⋯⋯⋯⋯⋯⋯⋯⋯⋯⋯⋯⋯⋯⋯

靳辅治河获奖(1678年)⋯⋯⋯⋯⋯⋯⋯⋯⋯⋯⋯⋯⋯⋯⋯⋯⋯⋯⋯

建立河防营(1678年)⋯⋯⋯⋯⋯⋯⋯⋯⋯⋯⋯⋯⋯⋯⋯⋯⋯⋯⋯⋯

建砀山等处减水坝(1679年)⋯⋯⋯⋯⋯⋯⋯⋯⋯⋯⋯⋯⋯⋯⋯⋯⋯

河决宿迁(1682年)⋯⋯⋯⋯⋯⋯⋯⋯⋯⋯⋯⋯⋯⋯⋯⋯⋯⋯⋯⋯⋯

康熙帝南巡河工(1684年)⋯⋯⋯⋯⋯⋯⋯⋯⋯⋯⋯⋯⋯⋯⋯⋯⋯⋯

靳辅议修中河(1684年)⋯⋯⋯⋯⋯⋯⋯⋯⋯⋯⋯⋯⋯⋯⋯⋯⋯⋯⋯

靳辅巡视河南堤工(1685年)⋯⋯⋯⋯⋯⋯⋯⋯⋯⋯⋯⋯⋯⋯⋯⋯⋯

朝廷命浚海口(1686年)⋯⋯⋯⋯⋯⋯⋯⋯⋯⋯⋯⋯⋯⋯⋯⋯⋯⋯⋯

工部劾靳辅治河不力(1686年)⋯⋯⋯⋯⋯⋯⋯⋯⋯⋯⋯⋯⋯⋯⋯⋯

靳辅免职(1688年)⋯⋯⋯⋯⋯⋯⋯⋯⋯⋯⋯⋯⋯⋯⋯⋯⋯⋯⋯⋯⋯

中河成后康熙帝肯定靳辅功绩(1688年)⋯⋯⋯⋯⋯⋯⋯⋯⋯⋯⋯⋯

康熙帝再次南巡河工(1689年)⋯⋯⋯⋯⋯⋯⋯⋯⋯⋯⋯⋯⋯⋯⋯⋯

陕西大旱，沣、渭断流(1690年)⋯⋯⋯⋯⋯⋯．⋯⋯⋯⋯⋯⋯-⋯⋯⋯·

靳辅复任河督(1692年)⋯⋯⋯⋯⋯⋯⋯⋯⋯⋯⋯⋯⋯⋯⋯⋯⋯⋯⋯

河决仪封、安东等地(1696年)⋯⋯⋯⋯⋯⋯⋯⋯⋯⋯⋯⋯⋯⋯⋯⋯

《河防述言》刊印成书(1698年)⋯⋯⋯⋯⋯⋯⋯⋯⋯⋯⋯⋯⋯⋯⋯⋯

康熙指示蒙古宜引水灌田(1698年)⋯⋯⋯⋯⋯⋯⋯⋯⋯⋯⋯⋯⋯⋯

康熙巡河指示方略(1699年)⋯⋯⋯⋯⋯⋯⋯⋯⋯⋯⋯⋯⋯⋯⋯⋯⋯

张鹏翮出任河督(1700年)⋯⋯⋯⋯⋯⋯⋯⋯⋯⋯⋯⋯⋯⋯⋯⋯⋯⋯

康熙帝议修石堤(1702年)⋯⋯⋯⋯⋯⋯⋯⋯⋯⋯⋯⋯⋯⋯⋯⋯⋯⋯

《禹贡锥指》刊印成书(1702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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