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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赵新河梁山闸水文站的水文测流缆道

鲁北地区实行站队结合后，水文人员进行流量巡回测验



黄河洛口站施测洪水流量

黄河水质监测取样



目前全国最大的蒸发实验基地——南四湖蒸发实验站

水面漂浮筏蒸发实验场



山东省水文总站水文仪

器检修站流速仪校正间

山东省水文总站研制的水文缆道测量仪、水文缆道

信号无线传输装置、超声波测深仪三项国家专利产品



V

A
X

J山

11东
／毽
730水
计文
算总
机站
房
——

角



。II_黑。“一
5、目-_，l

《山东省水文事业志》评审会议会场

《山东省水文事业志》编纂委员会编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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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东省水文事业志》的编纂出版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山东省

的第一部水文事业方面的专志，它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以翔实的资料，比较全面地如实反映了山东省水文

工作的发生和发展历程。立足当代，叙古颂今，寓成败得失和经验

教训於实事求是的记述之中，不但可以起到存史、咨政和教化作

用，而且对今后水文工作的发展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认为这部专志写的比较成功，很有特色。指导思想正确，内

容全面，资料翔实，层次清楚，结构严谨，体例得当，文字简洁，

朴实流畅，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称得是一部较

好的志书。

水文工作是水利建设的尖兵，抗旱防汛的耳目，水资源开发、

利用、管理、保护的参谋，是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国家

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和超前期工作。水文事业的发展，既受当时

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又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以全面了解水文事业的发展过程，分析其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

训，并以此为借鉴，促使水文事业的健康发展，使其在生产建设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我作为一个水文战线的老兵，在长期从事水利建设的实践中，

对此深有体会，谨为之序。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忠于史实，叙而不议。

二：依据立足当代，侧重近代，上溯从简，详近略远，叙古颂

今的原则予以记述。上限追溯到山东省水文事业的发端，下限断于

1 9 90年底。

三、编纂体例采用通纪体。按章节横分门类，然后纵向记述各

类事物的发展历程。纵不断线，俱见始末。

四、内容范围：有关山东省水文事业的历史发展概况、机构沿

革、站网布设、水文测验、资料整编、情报预报、试验研究及科技

成果、职工教育、人物传略等方面，均按章节、依事分类予以记

述。

五、水文人物主要将l 9 90#-底以前已经去世的行政职务科长以

上和技术职务工程师以上，以及对本省水文事业有重大贡献和在水

文测报工作中因公牺牲的人员，简要叙述其生卒年月，从事水文工作

时问及主要事迹与生平。另外对省水文管理机构和山东黄河水文管

理机构历届领导干部、高级技术人员，以及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先进工

作者、劳动模范、优秀科技工作者、 “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的

人员，均列表予以记述。

六、本志采用的历史资料主要采自山东省图书馆保存的有关报



刊及古籍馆收藏的有关书籍；现代资料采自山东省档案局及山东省

水利厅、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山东省水文总站和黄委会济南水文总

站档案及黄、淮、海流域水文资料，并以各地(市)Tk文分站(队)

所搜集的资料予以补充和佐证。

七、文字规范：单位称谓采用全称；历代政府应用正式名称j

简化汉字以1 964年2月4日国务院批示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

准，不采用废异字和自造字。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使用方法》的规定为准。但引用古代的计量单位仍予保留，

并用中国码表示，以保持原貌。

八、海洋、气象、地理、地矿、环保、交通、城建、部队等部

门，单独进行的一些与陆地水文有关的工作，本编未予记述。但与

水文部门配合进行的一些水文勘测、实验研究和水文分析工作，则

将事实始末予以记述。

九、因省水文部门与山东黄河水文部门各成系统，隶属关系不

同，故本志中能够汇总记述者尽量汇总记述，实在无法汇总记述

者，则在有关章节中分别记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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