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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松花江志>是中国江河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松花江治理和水资源
开发利用为中心，全面记述松花江流域地理环境、河流特征、水资源、水利

水电以及有关的社会经济、人文等历史和现状的江河专志o

二、本志坚持“评今略古、详近略远、统合古今、存真求实”的原则，

突出反映松花江自然地理和水利事业的特点，并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松花江治理开发的成就o

三、本志按流域治理分类论篇立章，不受行政管理限制，凡同类性质均

编入同一篇章。篇目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的编排，设卷、篇、章、节，

节以下的层次用序号表示。全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图、表等体

裁，以文为主，图文并茂，文表相依o ．

四、记事时间，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为阐明历史的演变过程，必要时，

追溯到有资料可考的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重大的或连贯性强的事，

根据需要延至1985年以后o
， 五、全志用第三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每章或节只在首次出现夹注)，凡未说明世纪年代，均按20世纪年代。

文内有称新中国建立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

称。

六、本志首次出现的名称均用全称，名称过长需简化者，第一次出现时

加注简称，再次出现时可使用简称。志中简称为“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

称为县委、地委、省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的组织。旧机关名称均系当

时名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满洲国简称“伪满”o

七、本志中的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均用当时具体名称，如有变

更夹注新地名，后则一律用现行地名。古地名并注明今名。人名一律直名其

名。

八、全志文字采用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的简化汉字，

标点符号执行1990年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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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数字的写法，按1987年1月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表

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后至多保留两位数。大事记事中有些数·1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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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系历史记载，不予换算。

九、全志数据，以统计部门数字为主，如缺，则用部门数字。计量单位，

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以国际标准化统一换算。记述历史事件

时，仍照实按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记载。

十、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广采博取，资料主要来自档案、正史、旧志、

专著等，新记史料，力求翔实可靠。文中不再注明资料出版o、

十一、本志高程，除注明外，均采用黄海基面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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