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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河志》第二卷为公益型水利工程卷，共设5篇。

该卷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海河流域防洪工程、水库工程、除涝治碱工程、水资源保护、

水土保持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简练而通俗，篇目编排科学合理。有

鲜明的流域特点和专业特色。既可为水利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史鉴，为重大水事决策提

供可靠的依据，又可供水利、水电、历史、地理等科研人员参考使用，是一部有学术价值

和历史价值的新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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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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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危害是海河流域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据史料统计，从1368"--1948年的

581年间，海河流域共发生较大水灾387次。严重而频繁的洪水灾害，对北京市、

天津市及河北省威胁甚大，给国民经济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

在水利建设中，自古以来，人们便将防洪视为头等重要任务。传说中大禹治水

的主要业绩就在华北平原。春秋、战国以及东汉时期，在今海河流域河北、山东、河

南境内就筑有多道堤防以御洪水。东魏迁都到邺，高隆之修漳水长堤以防泛溢《中国

水利史纲要》第90页)。自隋唐开辟南北大运河直至明清时代，运河成为南北水运的
’

大动脉i为确保漕运，早在初唐以来就在运河沿线不同地段开挖减河以分泄洪水

对漕运的威胁，以后历代不衰。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仅作了个别治标工程。

大运河位于平原东部自南向北流，阻断了海河水系的自然入海通道，从而使

各河从南、西、北三面汇集于天津附近，通过海河干流入海，致使河道泄洪能力上

大下小的矛盾更为突出，洪水对下游的危害极为严重。

建国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水利部门多次编制了以防洪为主要内容

的海河流域规划。规划中指出，河道泄洪能力上大下小是防洪的主要矛盾，下小是

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将解决洪水蓄滞和入海尾阁问题作为防洪工作的主攻方向。

1958年按照1957年编制的《海河流域规划(草案)》，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在

各河上游修建大中小型水库，给海河流域后来的综合性开发和治理奠定了基础。

“63．8"特大洪水以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水电部组

织有关单位于1966年编制了《海河流域防洪规划(草案)》，其防洪标准确定为：

海河南系按1963年型洪水，北系按1939年型洪水，滦河按1962年型洪水进行

治理。在“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治理方针指导下，在各河上游增建续建

和加固大中小型水库，广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中游疏通河道，增筑和加固堤防，

兴建闸涵和枢纽建筑物，修建蓄滞洪区工程，采取洪沥分流措施；下游开辟各河

单独入海尾闾，从而初步形成各河上、中、下相结合，洪水分流入海的流域防洪工

程体系。到1985年，山区已修建大中小型水库1900多座，总库容264．00亿立方

米，防洪库容140．50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29座，库容220．42亿立方米；中

型水库98座，库容30．12亿立方米)，控制山区面积83％。各河中下游地区已整

治利用蓄滞洪区26处，设计蓄滞洪总量177．62亿立方米；修建平原大中型水库

22座，霹容12．806亿立方米(其中北大港、草泊2座大型水库，库容6．21亿立

方米)；开挖、疏浚骨干行洪、排涝河道50余条；培修和增筑主要河道防洪堤防近

．万公里；修建主要调洪枢纽水闸48座。使各河设计防洪能力从1949年的3"---'5

年一遇，提高到20k50年一遇。海河水系的设计洪水入海能力由50年代初期的

2420立方米每秒增至24680立方米每秒，相当于50年代初期的10倍。

1965～1985年，20余年虽未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但局部洪水不断。由于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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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运用得当，发挥了山区各大型水库的防洪作用，共拦蓄超过下游河道安全

泄量的洪水133次，使海河干流及其一、二级支流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溃决和漫

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经过30多年的综合治理，流域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为流域的经济振兴和

腾飞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以下问题：

(1)各河的防洪工程由于年久失修，严重老化，河道泥沙淤积，以及地面沉降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防洪能力都已达不到原设计标准。已建水库淤积严重，

侵占部分防洪库容，降低了水库防洪标准。据70年代后期对23座大型水库观测资

料的统计，总淤积量达17．1亿立方米，占总库容的8％，占堆沙库容的60％。其中

官厅水库淤积6．15亿立方米，占总库容的27％；册田水库淤积2．15亿立方米，占

总库容的37％；关河水库淤积量占总库容的47％。流域内主要行洪河道，多数按

20"--'50年一遇洪水标准进行整治，但由于堤防年久失修，河床淤积严重，阻水障

碍多以及地面沉陬等原因，造成不少河道泄洪能力大幅度降低。尤其是一些入海

尾闾河道，除受以上因素影响外，还受潮汐作用和入海径流显著减少的影响，冲

淤失去平衡，淤积严重，泄洪能力减少。如永定新河淤积量达1487万立方米，其

泄洪能力由原设计的1400立方米每秒减为610立方米每秒；海河干流淤积量达

2561万立方米，行洪能力由原设计的1200立方米每秒减为300立方米每秒；独

流减河防潮闸下淤积厚达5米，淤积量240万立方米，行洪能力由原设计的

3200立方米每秒减为2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子牙新河、漳卫新河淤积也较严

重，行洪能力均有降低。此外，有的河道尚未按规划要求进行整治(如蓟运河、漳

河干流)；有的河道虽进行过整治，但遗留工程较多(如白沟河、滏阳河、卫河)a

(2)在水库设计修建中防洪保坝标准偏低(已建的29座山区大型水库中，

除密云、潘家口、大黑汀、于桥、朱庄、庙宫、海子、后湾、云州等9座水库已达到

1978年水利电力部颁布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中规定的

防洪标准外，其余20座均未达到部颁标准的要求)。而这些水库多位于京广铁路

西侧太行山或京山铁路北侧燕山山口，万一失事，将给下游农田、城镇村庄和铁

路造成毁灭性灾害。

(3)蓄滞洪区的工程措施和蝴施与治理要求相差甚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威胁。流域内规划运用的蓄滞洪洼淀32处，其中整治利用的26处，面积7767．2

平方公里，设计蓄滞洪总量177．62亿立方米。1964年以来，海河流域没有发生过大

洪水，绝大多数洼淀未蓄滞洪水，洼淀内人口骤增，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有的洼淀已成

为石油基地，给洼淀的治理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据1983年统计，26处洼淀内现有人

口270．59万人，耕地611．03万亩。当前蓄滞洪区内存在的具体问题是：洼淀周边

堤埝不齐全、标准低；安全设施年久失修，质量差，达不到设计要求，更不能适应人口／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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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需要；预警预报系统很不健全，撤退交通不配套，加之对进入蓄滞洪区的人口

及石油、铁路和其他开发项目的建设未能实行有效控制，给蓄滞洪调度带来新的困难。

(4)中下游主要河道经过整治培修或增筑的近万公里堤防，设防标准不高，

一般均为土堤，穿堤建筑物多，加之年久失修，未经受过大洪水的考验，隐患严

重，不可掉以轻心。

海河流域各河系主要工程汇总见表4-0—1。

表4-0—1 海河流域各河系主要工程汇总表

声叉
河道堤防 山 区 水 库

河段 堤防 险工 座 数 总库客
防洪

长度 长度 处数 库客

(公里) (公里) (处) 大 中 ·J’ 合计 (45米3)
(45米3)

海河干流 73．O 154．56 92

滦河 80．O 71．57 32 5 9 385 399 48．06 19．51

蓟运河 542．5 536．73 105 3 4 63 70 20．49 14．76

潮白河 211．4 321．22 39 3 6 59 68 48．31 20．87

北运河 195．2 243．93 62 2 9 11 1．14 O．57

永定河 322．4 412．63 58 3 18 528 549 37．69 15．99

大清河 785．4 1096．73 91 6 11 124 141 36．87 25．46

子牙河 1554．4 2154．39 199 5 21 375 40l 43．65 26．34

漳卫南运河 1701．6 2590．06 561 4 27 297 328 27．79 17．OO

徒骇马颊河 1015．4 1854．44 17

合 计 6481．3 9436．23 1256 29 98 1840 1967 264．00 140．5

声夫
平原水库 水 闸 蓄滞洪区

座数 库容(亿米3) 座 数
处数

设计

蓄量
大 中 大 中 合计 合计 调洪 蓄水 其他

(处)
(亿米3)

海河干流 4 o．959 0．959 3 2 1

滦河 1 1．21 1．21

蓟运河 2 0．475 o．475 18 6 ’11 1 2 3．85

潮白河 2 1．096 1．096 8 1 6 1 1 5．71

北运河 13 13 1 5．80

永定河 4 3 1 2 5．01

大清河 1 9 5．oo 2．373 7．373 11 8 2 1 6 74．92

子牙河 1 O．32 O．32 22 6 14 2 4 64．00

漳卫南运河 2 1．376 1．376 25 9 lO 6 lO 18．33

徒骇马颊河 38 38

合 计 2 20 6．596 12．806 12．486 】42 48 82 12 26 177．62

注1．资料以海河流域防汛资料汇编(第三部分)为基础，再根据流域内已出版的省、市及地市或县编纂

的水利志有关资料补充订正．然后整理成此表。

2．资料截止到1985年已建成的主要工程，其中蓄滞洪区不包括小清河分洪区，同时南运河柳围坡、

长虹渠滞洪区均单列统计。



第一章漳卫南运河系

第一章漳卫南。运河系

漳卫南运河系由漳河、卫河、卫运河、南运河及漳卫新河组成，流经山西、

河南、河北、山东4省及天津市，分别经南运河、漳卫新河入渤海，流域面积

37584平方公里。原由古代的清水和白沟经历代开挖治理而成，1958年后才统

称为漳卫南运河。它是世界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长的历史

时期内，对促进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同时，它也是

洪害频繁严重的河道，几乎“每岁必决"，长期为患。

由于元、明、清均建都北京，依赖南粮北运，为确保漕运畅通，以漕运为

主，将防御洪涝摆在服从的位置，所修防洪工程也都是为保运河畅通服务的。开

挖减河、增辟新入海口，在重要河段上筑堤等防洪措施可上朔到初唐时期。但

直至明朝堤防尚不完备，清初除重要河段堤防修筑较好外，沿河还多是民埝。千

百年来，均未修建治本性的防洪工程。

建国后，在1957年编制的《海河流域规划(草案)》中，对漳卫南运河制订

了治河方针和综合治理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又根据1956年、1963年两次大水

的实际情况对规划进行了补充修订，于1966年提出了《漳卫南运河防洪规划》。

在统一的防洪规划指导下，沿河广大人民在上游兴建水库；中游疏通、扩挖河

道，加高培厚堤防，护险固滩，整治和利用沿岸坡洼滞洪缓沥；下游新辟入海

尾间，修建控制性枢纽工程。到1985年，在山区修建大中小型水库328座，总

库容27．7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17．oo亿立方米(其中4座大型水库均在漳河，

库容15．75亿立方米，控制漳河流域面积99．8％；中型水库27座，库容9．16亿

立方米)；修建调洪、供水、航运为主的重要枢纽、水闸25座；整治利用蓄滞

洪坡洼10处，总蓄滞洪容积18．33亿立方米；培修和增筑堤防2590公里；疏

浚和开挖了卫河、卫运河、漳卫新河等骨干行洪河道。这样，漳卫南运河已基

本形成蓄泄兼施，“单独入海”的防洪工程体系。使漳卫南运河的设计防洪标准

达到30"--'50年一遇，设计入海能力较50年代初提高10倍。

但是，到1985年，水库设计防洪标准仍然偏低，淤积严重；蓄滞洪区安全

防护措施未能到位；治理后的河道、堤防未经受大洪水考验；穿堤建筑物太多

(据1983年统计，仅穿堤涵管及涵闸就有1698座)，质量差、问题多，堤防存在

严重隐患；加之河道及入海口淤积、河道阻水障碍物多等的影响，河道设计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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