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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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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视察黄河

三门峡工程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

黄河三I]峡工程

邓颖超团长率全

国人大视察团视

察黄河三门峡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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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门峡原貌

工程局领导人

与外国专家在

截流现场

鼓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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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安

盛世修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的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新中

国成立后在黄河干流上建设的第一个大型工程，从施工建设到管理运用，已

经历了30多个春秋，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程，取得了突出成绩和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现在以志的形式，把它如实地记载下来，达到存史、资治，教

育的目的，这是一件值得称誉的好事。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黄河下游三年两决口，泛滥成灾，

使人民遭受了沉痛的灾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主席

亲临黄河视察，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

议》，规划中的第一期工程项目，就包括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当时苏联把

它作为援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

三门峡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峡谷，控制黄河流域面积68．8万

平方千米，为全流域面积的91．5％；多年平均水量占全河的89％，控制全河

来沙量的98％。1961年工程建成运用后，由于泥沙问题，造成库区淤积比

较严重，至1964年10月，335米高程以下库容由98．4亿立方米减少到

57．4亿立方米，潼关河床高程抬高4．5米，发展下去将影响到陕西关中平

原和西安市。面对这个严重问题，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亲自主

持召开了治黄会议，提出了“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指导原则，确定增建两

条泄流排沙洞和改原有四条发电钢管为泄流排沙管，水库运用由“蓄水拦

沙”改为“滞洪排沙”，以提高泄流排沙能力，缓解库区的泥沙淤积。增改后

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泄流排沙能力仍然不足。1969年6月，在三门峡召

开了陕，晋，豫、鲁四省会议，确定在两个确保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

淤，径流发电”的改建原则，进行了工程的第二次改建。打开了与河床高程

相同的8个施工导流底孔，下卧了1～5号发电引水钢管进口，进一步增大

了泄流排沙量，并安装了由我国自己制造的5台总容量为25万千瓦的低水

头发电试验机组，实现了发电生产。通过实践，还探索出“蓄清排浑”调水调



二_2·黄河三门峡水型壑塑查

沙的运用方式，使水库年内泥沙冲淤基本平衡，潼关河床高程下降1．8米左

右，海拔335米高程以下可以长期保持60亿立方米的有效库容。依靠我们

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成功。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和运用极为关心，周恩

来总理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三次亲临施工现场视

察，多次主持会议研究，并做出重大决策。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者，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取得了成功，使三

门峡水利枢纽发挥出综合效益。在1964年治黄会议上，周总理曾经指出：

“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

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

过早下结论”。“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

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

的雄心壮志。”20多年过去了，经过反复实践，证明改建后的三门峡水利枢

纽是成功的。

三门峡水利枢纽已经运行了30年。50年代动工兴建，蜚声中外；60年

代探索改建，初见成效；70年代试验发电；80年代加强管理，发挥综合效益；

1990年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作

为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重要控制工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30多年来的实

践为黄河治理开发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因为三门峡不但在黄河治理位

置上具有特殊性，同时运用之复杂，条件之恶劣，电力管理要求之严，改造技

术难度之大，在黄河上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就为我们研究黄

河，特别是研究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课堂和试验基地。三

门峡的问题解决了，不仅可作为其他水利枢纽建设、管理，运用的借鉴，更利

于推动黄河治理向高层次发展。30多年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和

运用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丰富经验，这主要是：

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参加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

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顽

强地同大自然做斗争，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

人事迹，有的人甚至为工程献出了生命。仅仅三年多时间，在峭壁雄流的黄

河天险三门峡，奇迹般耸立起长713米，高106米的混凝土重力坝。这种为

了治黄事业，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继承发扬

的。 ·

二、严字当头，质量第一的工作作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者，始终



坚持严字当头，质量第一，从而使这座水利枢纽工程不但建设速度快，而且

质量好，这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是屈指可数的。

三、不怕曲折，科学进取的求实态度。三门峡水利枢纽从建设到现在，

始终是处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如泄流建筑物的增建，改建，

汛期浑水发电科学试验，全部闸门启，闭时间的缩短，特别是水库运用方式

由“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再到“蓄清排浑”的转变。通过三门峡水利枢纽

逐步探索出适应黄河水情，沙情的运用规律，为治黄事业取得了宝贵经验。

四、统筹兼顾，发挥综合效益。三门峡水利枢纽处于黄河干流的特殊位

置，在确保黄河下游防洪安全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保证了下游凌期安全，并

利用凌期蓄水为下游3 000万亩农田灌溉和工业及城镇生活用水提供保

障。从1973年12月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到1990年已累计发电150．2亿

千瓦时，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综合效益是巨大的。

五、加强管理，制定了近期和长远的发展规划。1983年成立三门峡水

利枢纽管理局，实现了枢纽工程的统一管理、统一改建、统一调度运用，进一

步发挥了综合效益。建局以来，探索出大型水利枢纽管理运用经验。在此

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三年完成改建，五年完成扩机，十年完成技术改

造，实现现代化管理”和“工程管理为基础，电力生产是支柱，综合经营大发

展”的近期和长远的发展规划，使三门峡水利枢纽朝着现代化管理目标前

进!

六、为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培养造就了队伍。30多年来，通过三门峡

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运用培养造就了一批能打硬仗的水电队伍，为我国水利

水电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志》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从开工到管理运

用以及库区治理30多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严

谨，语言朴实，是一部比较好的志书，也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非常珍贵的

史料。对于存史、资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治理开发黄河以及其他水

利工程的建设、管理、运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1992年7月



编辑说明

治理黄河是一项伟大而艰巨复杂的事业。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

上建设的第一个大型工程。．从三十年代提出到现在近60年期间，经历了论

证、勘测、设计、建设、改建，管理、运用的漫长过程，是治黄的一次伟大实践。

经过改建后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探索了泥沙

运动和多泥沙河流治理的规律，为中国水利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三

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的历史与现状编成志书，对搞好工程的管理运用，发挥工

程的更大效益和进一步加强治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志》的编纂工作，从1986年开始搜集资料，1988

年7月成立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志编辑室，1989年10月成立了有代表性的

编纂委员会。参加编纂的同志大多数是长期从事治黄工作的老专家、老同

志，有的同志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但是他们有志于治黄事业，积极进行本志
书的编纂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现存的大量历史档案资料，走访了参

加工程建设的领导和专家，如刘子厚、张海峰、王化云等，进一步丰富了志书

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委会组织讨论本志书编纂的提纲和目录，以及编纂

的方法，按照章节分工组织编纂工作。初稿编纂后经有关方面专家审查，并
邀请全国水利史志专家、学者，召开了审稿会议，对志书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历经多年，数易其稿。最后，经本志书编委会主任杨庆安终审定稿。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黄河志总编室袁仲翔、叶其扬、徐福龄、王质彬以及

《黄河防洪志》主编高克昌、高级工程师罗庆君、陈舁辉等审阅志稿，提出了

许多宝贵意见；黄委会移民办公室刘福祥、十一工程局党委办公室季文选、

三门峡市志总编室陈常斌和我局张勤劳等提供了有关资料。值此志书出版

之际，对关心、支持、指导、帮助我们的领导、专家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历时较长，既包括工程方面的内容，又有与工程密

切相关的库区治理问题，门类复杂，几经起伏转折，了解熟悉全过程的人已

为数不多，且经“文化大革命"之灾难，原始资料多有散失，加之我们水平所
限，虽数易其稿，在材料、观点、体裁、文字等方面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熟悉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领导、专家和职工，以及水利界，史志界的

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意见，以臻完善。



凡 例

凡 例·1·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准确反映历史，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全书结构为：“综述”下设10章。每章层次

为：章，节，目、子目。另附“工程大事记”及“附录”。

三、在时间上，上限自1935年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挪威籍主任工

程师安立森和中国工程人员共同查勘孟津至陕县的黄河干流河段始，下限

至1990年全面加强枢纽工程管理发挥综合效益止，某些事件根据需要，适

当上溯或下延。

四、“综述”从宏观立论，把工程的特点、经验，成败得失，集中概括，冠于

10章之首。

五、“10章”为本志的主体部分。以枢纽工程为重点，以两次改建及枢

纽运用管理和库区管理为主线，突出重点，记述发展始末。

六、人物：主要记载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中外水利专家

和工程建设单位、枢纽管理单位的主要行政领导人。建设单位领导人截至

1983年管理单位成立。

七、“大事记”是志所述重大事件的佐证。“附录”选录了有关的重要文

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重要文章等，从宏观上进一步了解工程建设的指导

思想、目的意义和它在黄河干流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

八、本志书采用的简化字以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

以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

用法为准。图、表、记、传、录，注等形式相互配合。

九、资料来源：主要来自有关本枢纽的文献典籍、各种文件、竣工资料、

历史案卷和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以及事件亲历者的口述等。凡引文，一般

原文照录，并冠以引号，注明出处。需要解释的文字，节后加注。引用资料，

两说不一者，或辨真伪取其一，或两者并存注明出处。

十、本志书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标明公元某

年某月某日后，加括号注明中华民国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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