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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素有_七十二洼一之称的商河县，为，洪积黄土所覆盖。地形地

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历史上旱、涝、洪、碱灾害频繁。然而温和

的气侯、广阔的平原、丰厚的土壤，充沛的雨量，又蕴藏着巨大的

生产潜力，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勤劳耕耘，世世代代同灾害进行着抗

争，得以休养生息。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诸多因素，自然灾害威

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境况，延续了千百年之久。至建国前，当地

人民始终未能摆脱水旱灾害的侵袭，生活一直处在饥寒交迫极端困

苦之中。

建国以后，旧貌换新颜，党和政府把水利看作是整个国民经济

的命脉，生命的源泉。领导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水

利建设。先后治理河道，改造洼碱，打井，弓J河，发展引黄灌溉，经

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境内骨干排灌体系基本形成。兴建了邢家

渡引黄灌区二级沉沙池和输水干渠，县境成为引黄灌区。徒骇河沿

县境南端东行，建有营子闸，拦蓄径流和客水，作为抗旱灌溉用水

的补充。德惠新河横枕北界为总的排水出路，临商、跃进、改碱，

商东四条南北内河和千余条干、支、斗沟组成沟网，旱季引送灌溉

用水，汛期汇集洪、涝、沥水排入德惠新河。形成“南引北排”的

水利格局。境内的河道沟网工程属一沟三用，即蓄、灌、排合一，

使百分之八十的耕地旱能灌、涝能排，盐碱地得到改良，生产条件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工农业生产奠定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

总结三十六年来的水利建设经验和教训，是一项十分必要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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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工作，以达“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更好地改进和加强今后

的水利工作。但作为建国后第一部新的水利志书的编修，没有现成

的模式和经验，缺乏编纂志书的专门技能，加上历时较长，资料散

乱．虽力求向盯资治，存史，教育一，三项功能追求。也很难达到

预期目的，尚待有关学者、专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实践工作者，给

予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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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一，

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思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

是的记述商河县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点，实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达到教育、资政、存史

的目的。

。 二、本志是商河县第一部水利史实资料型的专志，为对水利大

事溯源循流，明其始末，上不立限，下限断于1985年。基本原则是

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

规律性。
。

三，本志体裁采用记、志、传、考、图、表、照、录八种，根

据记述的需要分别运用。文述其事，图示其意，表尽其详，以文

为主，行文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做到词句严谨，简练通畅。历

’史资料除作证据原文录用外，一般译成现代语原文录用的加注标

点。

四，本志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章为纬·

层次名称采用章、节，目，部分章节有子目； <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记事本末；(概述>记述并用，有叙有论；各章重在记叙，横

排纵述，叙而不论。

五，用字、词语、称谓、时间、数字，计量单位、图，表、注

释等，均执行(山东省水利志编纂工作试行规定>，力求合乎志书

规范。高程采用黄海基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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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志资料采自档案、文献、藏书．有关职能部门、知情

人、以及实地考察测绘，皆经严肃考证、查核，一般不述其出处·

弓f用原文者．尽量保其原貌，未经核实的资料，一律不予采用。

一2一

，雾矗，。．．剖玉∥引驯剖引涮湖剖—爿．，。∥一麟，．．，；弘，；；；；也◆一



目 录

’卷首大事记O O D O e Q D 8 O O O O 0 a D O Q O S Q?⋯⋯⋯⋯⋯⋯⋯⋯⋯⋯⋯⋯’(

概述⋯⋯⋯⋯⋯⋯⋯⋯⋯⋯⋯⋯⋯⋯⋯⋯⋯⋯⋯⋯一(2

第一章地貌与水系⋯⋯⋯⋯⋯⋯⋯⋯⋯⋯⋯⋯⋯⋯⋯(3

第一节地貌⋯⋯⋯⋯⋯⋯⋯⋯⋯⋯⋯⋯⋯⋯⋯⋯⋯(3

．’ 一、河滩高地⋯⋯⋯⋯⋯⋯⋯⋯⋯⋯⋯⋯⋯⋯⋯⋯(39)

二，缓平坡地⋯⋯⋯⋯⋯⋯⋯⋯⋯⋯⋯⋯⋯⋯⋯⋯．(39)

三、浅平洼地⋯⋯⋯⋯⋯⋯⋯⋯⋯⋯⋯⋯⋯⋯⋯⋯(40)

第二节古今水系⋯⋯⋯⋯⋯⋯⋯一⋯⋯⋯⋯⋯⋯⋯⋯·(41)

． 一、古河道⋯⋯⋯⋯⋯⋯⋯⋯⋯⋯⋯⋯⋯⋯⋯⋯⋯(42)

二、当代水系⋯⋯⋯⋯⋯⋯⋯⋯⋯⋯⋯⋯⋯⋯⋯⋯·(48)

第二章水资 源⋯⋯⋯⋯⋯⋯⋯⋯⋯⋯⋯⋯⋯．，．．⋯(52)

第一节地表水⋯⋯⋯⋯⋯⋯⋯⋯⋯⋯⋯⋯⋯⋯⋯⋯⋯(52)

一、降 水⋯⋯⋯⋯⋯⋯⋯⋯⋯⋯⋯⋯⋯⋯⋯⋯⋯。，(52)

二，地表水可利用量⋯⋯⋯⋯⋯⋯⋯⋯⋯⋯⋯⋯⋯<57)

第二节地下水⋯⋯⋯⋯⋯⋯⋯⋯⋯⋯⋯⋯一⋯⋯⋯⋯(59)

。 一、地下水动态⋯⋯⋯⋯⋯⋯⋯⋯⋯⋯⋯⋯⋯⋯⋯(59)
。

二、水文地质条件⋯⋯⋯⋯⋯⋯⋯⋯⋯⋯⋯⋯⋯⋯(59)

l 三、水文地质参数⋯⋯⋯⋯⋯⋯⋯⋯⋯⋯⋯⋯⋯⋯(62)

f 四、地下水可利用量⋯⋯⋯⋯⋯⋯⋯⋯⋯⋯⋯．．⋯·(63)

第三节水量供需状况⋯⋯⋯⋯⋯⋯⋯⋯⋯⋯⋯⋯⋯⋯(65)

第四节水质⋯⋯⋯⋯⋯⋯⋯”⋯⋯⋯⋯⋯⋯⋯⋯⋯⋯·(66)

叫一 l i



第五节深层地下水⋯⋯⋯⋯⋯⋯⋯⋯⋯⋯⋯⋯．．．⋯⋯(71)

第六节水利区划⋯⋯⋯⋯⋯⋯⋯⋯⋯⋯⋯⋯⋯⋯⋯⋯(71)

第三章⋯水旱灾害⋯⋯⋯⋯⋯⋯⋯⋯⋯⋯⋯⋯⋯⋯⋯⋯(73)

‘
第二节旱灾_。⋯⋯⋯⋯⋯⋯⋯⋯⋯⋯⋯一⋯⋯⋯⋯(73)

，～第=节．雨涝⋯⋯⋯⋯⋯⋯⋯⋯⋯⋯⋯⋯⋯⋯⋯⋯⋯⋯(79)

．．，第三节洪灾⋯⋯⋯⋯⋯⋯⋯⋯⋯⋯⋯⋯⋯⋯⋯⋯⋯⋯(85)

， 第四节雹灾⋯⋯⋯⋯⋯⋯⋯⋯⋯⋯⋯⋯⋯⋯⋯⋯⋯⋯(89_)

第四章，河道治理⋯⋯⋯⋯⋯⋯⋯⋯⋯⋯⋯⋯⋯⋯⋯·(91)

：4第一节徒骇河流域的治理⋯⋯⋯⋯⋯⋯⋯⋯⋯⋯⋯(100)
7

一、干流⋯⋯⋯⋯_⋯“⋯⋯⋯O O e—O@⋯⋯⋯⋯⋯·(100)
一 、二、支流⋯⋯⋯O e@0 D@O O O O O e l g@@@0⋯⋯⋯⋯⋯⋯．．．⋯·(1 07)

第二节德惠新河流域的治理⋯⋯⋯⋯Q O O Q g@Q@OI m@6 aO⋯(114)

i： 一、千流∥⋯⋯⋯⋯⋯⋯⋯⋯⋯⋯⋯⋯⋯⋯⋯⋯(114)

? 二、支流⋯o⋯⋯⋯⋯⋯⋯⋯⋯⋯⋯⋯⋯⋯⋯⋯·(儿7)

第五章治涝改碱⋯⋯⋯⋯⋯⋯⋯⋯⋯⋯⋯⋯⋯⋯⋯⋯(1 26)

：第一节治理涝洼⋯⋯⋯⋯⋯⋯⋯⋯⋯⋯⋯⋯⋯⋯⋯(1 27)

一， 搿三田一建设⋯⋯⋯⋯⋯⋯⋯⋯⋯Q Ot@40@．．．⋯(1 31)

二、疏挖河道沟网⋯⋯⋯⋯⋯⋯⋯⋯⋯⋯⋯⋯⋯(1 37)

三、方田配套⋯⋯⋯⋯⋯⋯⋯⋯⋯⋯⋯⋯⋯．．-．⋯(1 42)

第二节改良盐碱⋯⋯⋯⋯⋯⋯⋯o o o O OB 0 O O⋯⋯⋯⋯：··(1 43)

一、治碱经验⋯⋯⋯⋯⋯⋯⋯⋯⋯⋯⋯⋯⋯⋯⋯(1 44)

二、改良利用措施⋯⋯⋯⋯⋯o u o o o o O o m o 6 0 0 0o⋯⋯⋯(1 44)

．． 三、综合治理旱、涝，碱⋯⋯e e e e¨⋯o e e e e o
g e e⋯¨·(147)

r 2一



———————————————————————————————————————————————一

第六章 灌溉工程e o o e o e o o e'0 o e e e e o o e eo-o@o o o：⋯⋯⋯⋯⋯m：，·(1 51)

第一节’井灌⋯⋯⋯⋯．．．⋯⋯⋯⋯··j⋯⋯⋯⋯⋯⋯(1 52)

一．砖井⋯⋯⋯⋯⋯⋯⋯⋯⋯⋯j⋯⋯⋯⋯⋯⋯”(1 5|2)

二．机井⋯⋯⋯⋯o o o eoo ooooogo·o o o 6⋯⋯⋯．．．·⋯．．．··(154)

第=节引水灌溉eoo e eo oOB．．⋯⋯⋯⋯⋯⋯⋯⋯⋯⋯⋯··(1 60)

一，引黄⋯⋯⋯⋯⋯⋯⋯⋯．．．⋯⋯⋯⋯⋯⋯⋯⋯(1 61)

二、引蓄水河道沟网⋯·e．e oo oo小⋯⋯⋯⋯⋯⋯⋯”(1 64)

三，扬水站与提水灌溉⋯⋯⋯⋯⋯⋯⋯⋯⋯⋯⋯(164；)

第三节喷灌⋯⋯⋯⋯⋯⋯⋯⋯⋯⋯．．⋯⋯⋯⋯⋯⋯·(1 72)

第四节清水洼水库⋯⋯⋯⋯⋯⋯⋯⋯⋯⋯⋯⋯⋯⋯(1 73)

第七章水工建筑物⋯⋯⋯⋯⋯⋯⋯⋯⋯⋯⋯⋯⋯⋯⋯(176)

第一节桥⋯⋯⋯⋯⋯⋯⋯⋯⋯⋯⋯⋯⋯⋯⋯一⋯⋯·(1 76)

第二节涵洞o 0 o o Oo"⋯⋯⋯．．．⋯⋯⋯⋯⋯⋯⋯⋯一⋯(196)

第三节节制闸⋯⋯⋯⋯⋯⋯⋯⋯⋯⋯⋯⋯·，：⋯⋯⋯(．206)

第八章抗旱防汛⋯⋯⋯⋯⋯⋯⋯⋯⋯。⋯⋯⋯“⋯⋯‘(21 2)

第一节抗旱⋯⋯⋯⋯⋯⋯⋯⋯．．．⋯·⋯⋯小⋯⋯⋯··(21 2)

第二节防汛⋯⋯⋯⋯⋯⋯⋯⋯⋯¨⋯⋯．．．⋯⋯⋯⋯(2l 4)

一，汛前准备工作⋯⋯．．．⋯⋯⋯⋯⋯⋯⋯⋯⋯⋯’(2t 5)
。

二，汛期的组织管理⋯⋯⋯⋯⋯⋯⋯”⋯⋯⋯”“(217)

第九章水利管理⋯⋯⋯⋯⋯⋯⋯⋯⋯⋯⋯⋯⋯⋯⋯⋯(220)

第一节施工管理⋯⋯⋯⋯⋯⋯⋯⋯⋯⋯⋯⋯⋯⋯⋯(220)

一、土方工程⋯⋯川⋯⋯⋯⋯⋯⋯．．．⋯⋯⋯⋯⋯，(220)

二，建筑物工程⋯⋯⋯⋯⋯⋯⋯⋯“⋯⋯⋯⋯⋯’(224)

三，农田水利工程⋯．．．⋯．．．⋯⋯⋯⋯⋯⋯⋯⋯⋯(224)

q—lf钐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正程管理‰“⋯⋯．．⋯“⋯⋯⋯⋯⋯⋯⋯⋯⋯(。2j5，)

，《’t：．+一．“河道orate·⋯一⋯⋯⋯⋯⋯⋯⋯⋯⋯⋯⋯-J O D O OO(225)

i：。0 jj二一桥o‘涵≮‘闸建筑物⋯⋯⋯⋯⋯⋯⋯⋯¨⋯⋯r(228)

‘：‘√．j‘三‘’，‘机井⋯⋯⋯⋯⋯⋯⋯⋯⋯⋯⋯⋯⋯⋯·，’⋯⋯··(228)
j

四l、“扬水站”⋯⋯⋯⋯⋯⋯⋯⋯⋯⋯⋯⋯⋯⋯⋯·(229)

+第三节。’灌排管理⋯⋯⋯⋯⋯⋯⋯⋯⋯⋯14111·⋯⋯⋯·(．230)

≯√：一、灌溉制度⋯⋯⋯⋯m⋯⋯_⋯⋯⋯⋯·。⋯⋯··(239)
：‘。

’二、用水计划⋯⋯⋯⋯⋯⋯⋯⋯⋯⋯⋯⋯⋯一：··(230)
f一．。 三j‘灌排运用⋯⋯⋯⋯⋯⋯⋯⋯⋯⋯⋯⋯⋯⋯⋯(232)

．‘第西节一财物管理⋯⋯⋯⋯⋯⋯⋯⋯⋯⋯⋯⋯⋯⋯．．·。(233)

．√ 一、资金⋯⋯⋯⋯⋯⋯⋯⋯⋯⋯⋯0 0·II O O 011 O O OI O O OO(233)

；一．． i_物资ii：．t。-!一-．‘’：⋯·’j；⋯。?jfjj。jjjj，·。⋯⋯⋯⋯⋯⋯(，234)
．， 三、水费_．⋯⋯⋯⋯⋯⋯⋯⋯⋯⋯⋯⋯⋯⋯⋯⋯·(235)

‘。 · ‘E ～t：-、、l f：E‘二z 0．●●●， ‘ ，：o ：
、

第十章水政人文⋯⋯⋯⋯⋯⋯⋯⋯⋯⋯⋯⋯⋯⋯⋯⋯，+(240)

第一节水利机构．．．⋯⋯⋯⋯⋯⋯⋯⋯⋯⋯⋯⋯⋯⋯(240．)

·、二水利局及领导成．员更迭⋯⋯⋯⋯⋯⋯⋯⋯⋯(240)

二、．局址及基层单位驻地⋯¨?⋯⋯⋯⋯⋯⋯⋯⋯(243)

： 第二节。水利队伍⋯⋯”⋯．．，w．一．．．．．⋯⋯⋯⋯⋯⋯．．．·(244)

．，第三节⋯治水人物⋯_⋯”，⋯．⋯⋯⋯．⋯⋯⋯⋯⋯⋯⋯⋯(246)

第四节水利法规文件⋯⋯⋯⋯⋯⋯⋯⋯⋯⋯⋯⋯．．．(259)
． -!

第十一章其它水利事业：．．⋯一．．．．。⋯⋯⋯⋯⋯⋯⋯⋯．．(265)
。7

第一节、‘边界水衬一⋯⋯⋯⋯⋯⋯～⋯⋯⋯⋯⋯⋯⋯⋯(265)

‘第二节，水种科投⋯⋯⋯⋯u．⋯⋯v⋯·一⋯⋯⋯⋯⋯⋯·(287)

、 一、‘。水利科：技队伍～rIIII'c·⋯⋯⋯⋯⋯⋯⋯一jj⋯·；¨，(287)
}

l

／』：

Ⅲ，“●●；

{

1●●l_■l蕾雾棼暑蟊琴o

，，毒*^彗馨lI{●●，



=、科研项目及成果⋯⋯⋯e o·o e e 6 66⋯6 6 6 J o e 6 6 e e e e o e e

第三节水利迁占⋯o 0 o o 0 o·0 0⋯⋯⋯⋯⋯⋯⋯⋯⋯⋯⋯

卷末附录e e o o o o o e o eo o o o o o o o o：⋯⋯⋯⋯⋯⋯⋯⋯⋯⋯⋯⋯⋯⋯·

一，水利谚语、成语⋯⋯⋯⋯⋯⋯⋯⋯⋯．⋯⋯⋯

二，轶 文⋯⋯⋯⋯⋯⋯⋯⋯⋯⋯⋯⋯⋯⋯⋯⋯

编后记⋯⋯⋯⋯_⋯⋯⋯⋯⋯⋯⋯⋯⋯⋯⋯⋯⋯⋯⋯⋯⋯·

(290

(297

(S04

(304

(30 6)

(31 0)

一5一

．f乙、

／’



，。卷首大事记

大事记记载了上自公元前138年，下至1985年，其I@2123年的

有关商河的水利大事、要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86年共选

入85条，建国后的37年间选入128条。

(一)公元前1 3 8年(汉成帝·建元三年)春、黄河水溢平

原郡，大饥。

(二]公元前3 9年(汉元帝·永光五年)黄河在清河郡灵县

(今高唐)7的鸣犊口溃决，向东北冲出一条新河，史称鸣犊河．屯

氏河随之淤绝。 (《路氏集泳录》)

(三)公元前2 9年(汉成帝·建始四年)黄河大决于东郡金

堤，泛滥平原，济南、千乘等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 t

4

深者三丈，坏官民室庐四万所一死者甚多。

(四)公元前1 7年(汉武常·，鸿嘉四年)“秋，渤海、清河、
’

信都三郡黄河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丞相史孙

禁以为可决平原金堤，令水入笃马河，许商恐失禹河故迹，遂止一。

(《路氏集泳录》)

(五)公元11年(新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大决于魏郡、。“泛

清河以东数郡’’，王莽以为，河水东去，从此乡审城(今河北大名附

近)的祖坟可以不再受黄河之害，于是不予堵塞，任其改道自由泛

滥达60年。流经路线大体是县境的沙河一线，也即历史上黄河第六

次大改道。 ．

， (《_山东黄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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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元69年(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东汉初，黄河水灾愈

愈烈，Ⅳ兖、豫百姓怨叹一指责当局。不先民急一。同时东汉初建

洛阳，迫切需要修治黄河与汴渠，以沟通与东方各郡的漕运。于是

发卒数十万，谴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一，对黄河和汴渠进行了一

大规模的治理，修筑了“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黄河大

，以及栽弯、疏浚等其它工程，同时兴建汴渠水门，疏浚汴渠以通

漕运。全部工程于次年四月完工。从此河、汴分流，黄河出现了一

个相对的安流时期。王景主持治理后的黄河，大致经过今河南新

乡、浚、滑、濮阳、范县、进入山东境，经阳谷、东阿、聊城、茌

平、高唐、临邑、商河、惠民、滨县等由利津入渤海。这条河道直

到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始大改道，维持了近千年。

(《山东水利大事记》)

(七]公元6 1 2年(隋·大业八年)山东旱疫，死人甚多。

弘(八)公元693年(唐武后·长寿二年)五月，黄河在棣州决口

(商河属棣州)，溢坏民居。

： (九]公元722年(唐玄宗·开元十年)博、棣二州，黄河决口。

．J，_：(十]。公元960年(北宋·建隆元年)十月，黄河决口，冲坏居

民庐舍。 。。

(十一]公元10 10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黄河在棣州决

I：I(商河属棣州)，公元1012年黄河又在棣州大决，河势高民屋丈

余≯徙州于阳信界。 e

’，、 (《路氏集诼录》)
：一 (十二]公元1322年(元·至治二年)五月， “淫雨连句”，

庄稼受害，民大饥。

(十三]公元1 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山东无麦，赤地千里

一2一



(十四)公元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

居民漂溺光数。
’

(十五)公元1373年(明·洪武六年)，八月黄

齐河溃至商河、棣州，境南洪波七十余里一。

二．r(十六]公元1 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夏，

升斗，小者亦过鸡卵”。

，7 i。’(十七)公元1 55 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五

坏田舍一。

t(十八]公元1 60 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夏五月，大旱，

赤地七百余里一．

(十九)公元16 1 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夏，武定、阳信，

商河大旱。

(二十)公元1 6 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 “山东大

旱，、人相食，．八月霜，晓禾尽伤，诸州邑大饥"。

(二十一]公元1647年(清·顺治四年)“夏、秋连雨四十余

日糟．．

(二十二]公元1 650年(清·顺治七年)黄河决荆龙口， “溃

张秋堤，入大清河，自长清东北流入齐河，平地汪洋，由禹城，l盗

琶趋商河、惠民、沾化入海。所经州县，庐舍、田禾漂没无数，运

河舟楫直抵泺口，五年水土始平"。

(二十三]公元1652年(清·顺治九年)，五月前后，连雨四

十余日： 一

(二十四)元公1 653年(清．·顺治十年)黄河水泛至武定州城

(今惠民县城)，县境东北部被淹。

(二十五]公元1 654年(清·顺治十一年)， “黄河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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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1，．

(二十六)公元1 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黄河在沽化：决

口j !海泛武定，远近州邑汜没，舟行平地一。 ，‘-

(《路氏集泳录》)

1。!(二十七]公元．1 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春雨未遍，二

麦无收一。

(二十八]公元1730年(清·雍正八年)秋，大清河溢，武定

州各县淹没田禾(商河属武定州)。公元l731年(雍正九年)户

部议准拨奉天(今沈阳)存谷粟二十万石，从海运至山东平粜，由

利津县入口运交历城、章丘、济阳、青州、商河、沾化g O 0 0 01等十万．

石。
．．

(二十九]公元1 743～1 744年(清·乾隆八年、九年)“连年

大旱，饥民载道，诏免田租十之九”。

(三十]公元1747年～1 748年(清·乾隆十二年、十三年)春

旱，，夏、秋涝，山东全省自上年八月至本年四月无雨，六至七月连雨

两月，九十四州县成灾，“麦禾全无，民多外流”。公元1748年(清

乾·隆十三年)，武定州属各县大饥。奉旨蠲免全省田租。

．： ．．

．．

，

； (《山东清代旱、涝、洪．潮》)

．．(三十一]公元1 771年～1 772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七

年)连续两年大水灾。

：(三十二]公元1 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秋，大水。

(三十三]公元1 785．～1 786年(清·乾隆五十、五十一年)连

续两年大旱．

[三十四]公元1 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夏五月，旱后连

雨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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