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slI；AN

jr／／＼rH／A／＼／侈售掀厂＼佑必／
eoNGeHENG

蕴_{|

露卜▲甾龋
■一
r一誊
|叁÷一■舅舅鼍舅

亘到马山引虹



安徽省大型水N T．程志丛书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

1 998年1 2月



皖内部图书99一045号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
安徽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

合肥大众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i／16印张：16．9插页：6

插图：28字数：270／千

1999年6月第1版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一1000

聊，弘魄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丁吉岷

副组长梁发源徐业平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人员

主编梁发源

副主编袁子元徐业平

编写人员孙荣芳雍家树左行玉丁吉岷张良志

徐泽林姚可明 王宏士秦德修匡困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审稿人员

审稿钱荣寰

审定郭旭异胡廷洪徐为公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其他工作人员

校对徐泽林

绘描图 陶涛聂松泉段宗安程茂林段良庭

摄影韩贤智孙道清王焕平刘祥松丁新

初稿打字：李莉节豢苍，⋯ar专，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丁吉岷

副组长梁发源徐业平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人员

主编梁发源

副主编袁子元徐业平

编写人员孙荣芳雍家树左行玉丁吉岷张良志

徐泽林姚可明 王宏士秦德修匡困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审稿人员

审稿钱荣寰

审定郭旭异胡廷洪徐为公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其他工作人员

校对徐泽林

绘描图 陶涛聂松泉段宗安程茂林段良庭

摄影韩贤智孙道清王焕平刘祥松丁新

初稿打字：李莉节豢苍，⋯ar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丁吉岷

副组长梁发源徐业平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人员

主编梁发源

副主编袁子元徐业平

编写人员孙荣芳雍家树左行玉丁吉岷张良志

徐泽林姚可明 王宏士秦德修匡困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审稿人员

审稿钱荣寰

审定郭旭异胡廷洪徐为公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其他工作人员

校对徐泽林

绘描图 陶涛聂松泉段宗安程茂林段良庭

摄影韩贤智孙道清王焕平刘祥松丁新

初稿打字：李莉节豢苍，⋯ar专，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丁吉岷

副组长梁发源徐业平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编纂人员

主编梁发源

副主编袁子元徐业平

编写人员孙荣芳雍家树左行玉丁吉岷张良志

徐泽林姚可明 王宏士秦德修匡困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审稿人员

审稿钱荣寰

审定郭旭异胡廷洪徐为公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志》其他工作人员

校对徐泽林

绘描图 陶涛聂松泉段宗安程茂林段良庭

摄影韩贤智孙道清王焕平刘祥松丁新

初稿打字：李莉节豢苍，⋯ar专，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全

面、系统地记述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志书上限为1957年，下限断至1988年。水、旱灾害和抗灾设施内容上溯

至明清时期；典型水、旱年和切岭滑坡等重要内容，则延伸至1994年。

三、志书所用资料，除原驷马山引江工程指挥部档案资料外，其余资料取自当

年参加过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的座谈会发言以及他们写的

回忆材料。灌区配套工程的资料，均由各受益县提供。

四、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图、表、照片、附录，按《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

试行规定》编纂。

五、志书文体，除引用原文外，均用语体文记述。

六、本志第五章配套工程提到的地点名称，均为1979年体制改革后的乡

(镇)、村名称。

七、本志所用的计量单位，一律为公制。长江流域范围内采用吴淞基面；淮河

流域为废黄河口基面。

八、本志中建国前的纪年用当时的历史年号，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

后一律以公元纪年。志书中的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

九、本志书中记述的工程完成基建投资数额，均为当时人民币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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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抽水站机房



引江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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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是以提引长江水灌溉为主，结合滁河分洪、航运的大

型水利工程。灌区分布在皖东江淮分水岭两侧的长江下游左岸支流滁河上、中游

及淮河支流池河上游地区。地形自西向东起伏于90～8米高程，丘圩交错，耕地

率高，有水源的地方，农民习惯种水稻。灌区面积5306平方公里，其中滁河流域

4036平方公里，池河流域1270平方公里。灌区跨安徽省来安、滁县、全椒、和县、

含山、巢县、肥东、定远等8个县和江苏省的江浦县，共有人口200余万人，耕

地500余万亩。灌区范围内有津浦铁路和合浦、合蚌公路以及312国道。1972年

前，滁河干流仅能季节性通航木帆船。灌区内多年平均降雨量为900-'--1000毫米，

年际雨量变幅大，年内降雨不均衡。灌区上游的八斗岭站和下游的来安站，年降

雨最高值分别为1954年的1388毫米和1975年1750毫米；最低值分别为1966年

的642毫米和1978年的538毫米；5至9月的降水量为年降水量的60％以上。多

年平均蒸发量亦为900---,1000毫米，平均气温15℃左右，适宜农业生产。 +i’

建国前，灌区内利用小型塘坝灌溉，极易受旱；而滁河河道排水能力小，汛

期经常发生洪涝灾害。据史籍中对和、滁州范围内的水旱灾综合统计：白1449年

到1949年的500年间，共发生旱灾110次，平均不到五年就发生一次；发生水灾

79次，平均6年多就发生1次。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修建了水库656座，

其中有黄栗树、沙河集2座大型水库和屯仓、城西、岱山等中型水库，整修和增建

塘坝12．9万处，库塘总容量15亿立方米，初步改善了灌区的灌溉条件；加高增

厚了滁河圩堤，圩区的防洪能力有所提高。但蓄水能力不足，塘坝和小水库的调

节性能差。在1959年型旱情时，仅有五分之一的耕地有水源灌溉。滁河干流未曾

治理，河道弯曲浅窄，圩堤单薄，1954年大水时，堤防全部溃决，淹没农田94万
—-k
田o’

“’

j． ．一 ：。

滁河在金银浆附近的河道走向基本上与长江平行，距离约30公里左右。江、

河之间除有局部低山和圩田外，大多是丘岗。长江水源丰富，在枯水季节，长江

和滁河的水位差仅5～6米，汛期江水位往往高于河水位。因此，只要充分利用这

一十分有利的地形条件和水文特点，切开江、河之间的丘岗和低山，开挖一条引

江水道，设站提引长江水入滁河，再沿滁河设站逐级上提，就可增加灌溉水源，并
1

、



且还可以利用引江水道分泄滁河洪水，大大提高皖东江淮丘陵地区农田的抗旱能

力和滁河两岸圩区的防洪能力。全椒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就曾开挖过“从和县

分水岭由赭乐山前达大江"的人工渠道。1970年开挖驷马山引江水道时，在切岭

段发现一条5---,6米宽、6～7米深的旧河痕迹，证明古人已有此实践。

根据滁河两岸人民的要求，治淮委员会于1958年编制了《巢滁皖流域规划》

报告初稿，提出了治理滁河的意见。1965～1968年，安徽省水利厅先后编写了

《滁河流域治理的初步意见》、《滁河干流上中游防洪及引江灌溉规划意见》等文

件。1969年皖苏两省又共同编制了《滁河流域水利规划报告》上报国务院，是年

8月经国务院同意。1969年11月，水利电力部(以下简称水电部)军管会电报批

准可在冬季施工。接着，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会)组建了安徽省

驷马山引江工程指挥部，12月动工兴建。第一期工程于1976年完成后，1978年

出现特大旱情，已建工程提引的长江水使灌区范围内100多万亩农田获得大丰

收，灌区范围外严重减产，部份农田颗粒无收。1978年10月，安徽省编制了《安

徽省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续建、扩建规划报告》及《上游灌区抽水灌溉工程扩大

初步设计》等文件，经水电部批准，灌溉面积从原规划的173．7万亩扩大到365．4

万亩。 一 ’，
，t．，

，。 一‘， ‘．t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在规划上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一是以灌溉为主，结合

分洪、航运等综合利用功能，为滁河上、中游地区解除严重水旱灾害发挥关键作

用，也可调水到淮河水系的池河上游补给水源，并为跨越滁河及两岸圩区的津浦

铁路提高防洪标准，还可以减轻江苏省江浦县和六合县境内滁河中游下段和下游

河道两岸圩区的洪水灾害；二是按照以蓄为主，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供水原

则，在丰、平水年份，首先利用山丘区的各类蓄水工程和驷马山引江水道以及滁

河上兴建的节制闸控制和拦蓄的当地径流进行灌溉；如径流不足，长江水位高于

滁河襄河口闸上最低蓄水位时，开启乌江节制闸自流引进江水，补给滁河水源；在

干旱季节或非汛期，当地径流不足，长江水位又低于滁河引水灌溉水位时，则利

用乌江枢纽抽水站及各级泵站抽引江水入滁河和丘陵地区，以满足灌溉需要。大

早年份，水库蓄水量严重不足时，水库灌区的尾部可以提引江水补给，发挥大旱

之年夺丰收的关键作用；三是按高水高灌、低水低灌的原则，充分利用各类蓄水

工程拦蓄当地径流。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坝，自流灌溉高岗地区的农田。低丘

和圩区则利用滁河和引江水道上节制闸拦蓄的径流，分散设站提水灌溉。河道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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