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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利委员会大事记



编写说明

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会)大事记编写工作从1984年开始，编写体

例是分类编年体，总的分为政工行政与生产技术两大类，上限起于1949年，下限

止于1983年。政工行政类已于1990年10月编印出版；生产技术类由于份量大，分

‘三册陆续编印出版。 ，

生产技术类大事记共九篇：第一篇综合篇；第二篇水文；第三篇水资源保护，

第四篇地质勘探；第五篇测绘，第六篇科研；第七篇防汛；第八篇规划；第九篇工程

设计与建设。一至七篇为第一册，第八篇为第二册，第九篇为第三册。

生产技术类大事记主要记述长委会(长办)的基本职能以及与之有关的生产

技术科研活动。逑选大事的范围和标准是：“力求通过大事记反映长委会(长办)治

江历史发展梗概及其主要活动，为全江职工和各级领导了解往事、总结经验、开展

今后工作提供素材和线索。”为便于进一步查找资料。我们在大事记条目后注明了

资料来源，凡来自本会所存档案资料的，均注明了档案资料号，例如(1960专家工

作室1—1]，即表示这条摘自长办1960年专家工作室档案第1卷第1册。凡条目

开头有“△”，表示该条大事发生时间与上条相同。

．大事记中关于货币的记述，在1955年2月底以前用旧人民币，3月以后用现

．在的人民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元。

生产技术类大事记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本会顾问林一山、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潘天达、总工程师王家柱，原长办副主任丁福五、文伏波、季昌化、原总工程师李镇

’南、洪庆余和本会各局、处领导、专家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些离、退

休老同志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谨致诚挚的谢意。 ，

由于资料不全和缺乏经验，大事记内容虽经反复查找核对，但仍难免有缺漏

‘及讹误之处，热诚欢迎指正。
。

。．

主 编：席 三 副主编：韩振国

责任编辑：须俊人、刘世德(第一册) 徐桐云、陈开泰(第二册) 严文骅、段

炼石(第三册)

本册(第三册)编写入：须俊人(第九篇第一、十四章) 段炼石(第九篇第二至

七、九至十三、十专r十八、二十八、三十章) 韩振国

(第九篇第八童) 宋晓岚(第九篇第十五、十九、二十

四章了 席 ．-(第九篇第二十、二十五至二十七、二十

九章)张信r第九篇第二十一至二十三章)。
’

本册审稿人：洪庆余(第九篇第一章) 邵长城(第九篇第二章) 李贻祖(第

一，．i第三章) 吴松樵(第九篇第四、九、十章) 严文骅(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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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七、十一、十五、十八至二十、二十五至二十七、二十九、三

十章) 张邦圻(第九篇第六、十二章) 司兆乐(第九篇第八、十

七章) 丁 琦(第九篇第十三章) 高正省(第九篇第十四章)
． 段炼石(第九篇第十五、十九、二十一至二十四章) 龙 燕

(第九篇第十六专、 方子云(第九篇第二十章) 曾本枢(第九

篇第二十八章)。

长江水利委员会档案馆
一九九三年六月



《大事记》采用的组织机构简称如下：

霹 一、本会(办)糸统：
长委会(长委、本会、我会)——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办(本办、我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长委会党组——中共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 。．

长办党委——中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员会

长办临时党委——中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临时委员会

革委会——革命委员会

上游局——上游工程局

中游局——中游工程局

下游局——下游工程局

规委会——长江汉江流域轮廓规划委员会

勘设院——勘测设计院

洞工处——洞庭湖工程处
”

总工室——总工程师室

三峡指挥部——三蛱区工作指挥部

施总——施工试验总队

陆管局——陆水试验枢纽管理局

设代处(组)——设计代表处(组)

综合处(室)——综合规划设计处(室)

规划处——规划设计处

枢纽处(室)——枢纽设计处(室)

施工处(室)——施工设计处(室)

水机处(室)——水力(利)机械设计处(室)

机电处——机电设计处

水计处(室)——水文水利计算处(室) ·

库区处——库区规划设计处

农灌室——农业灌溉室

交运处(室)——交通运输处(室) ．

专工室——专家工作室

科学院、长科院、长研院——长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科学院

水保局——长江水资源保护局

水土局——农村水利水土保持局 ，

．
，

水政局——水政水资源局

全质办——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

科技处——科学技术管理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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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财器处——计划财务器材处．

计财处——计划财务处

勘总——勘测总队

地勘处——地质勘探处

工大(长江工大)——长江工程大学

职大(长江职大)——长江职工大学

水校(长江水校)——长江水利水电学校

襄总——襄阳水文总站

丹总(丹实站)——丹江水文总站(丹江水库实验站)

重总——重庆水文总站

汉总——汉口水文总站

汉实站——汉江河床实验站

南实站——南京河床实验站

宜实站——宜昌水文实验站

葛实站——葛洲坝水利枢纽水文实验站

荆实站——荆江河床实验站

河口站——长江口水文实验站

二、会(办)外系统：

中共中央、党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人大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政协常委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中央军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计委——计划委员会

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经委——经济委员会

农委——农业委员会

财委——财政经济委员会

建委——基本建设委员会

总参——中国入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国环办——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土局——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办公室

防总——防汛总指挥部、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军管会——军事管制委员会

中科院——中国科学院

×机部——第×机械工业部

建工部——建筑工业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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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部、建设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建材部——建筑材料工业部

人委——人民委员会

水电部——水利电力部．

科技委(司、局)——科学技术管理委员会(司、局) ·

水总(水电总局)——水利水电建设总局 ：

基建总局——基本建设总局

水规总院(水规院、规戈0院)——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

水管司——水利管理司

工管司——工程管理司

水电部(水利部、电力部、能源部)X局——水利电力部(水利部、电力工业部、能源部)第×
工程局

水电厅(局)——水利电力厅(局)
’

电管局——电业管理局

血防办——血吸虫防治办公室 ．

·

黄委——黄河水利委员会

淮委——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

太湖局——太湖流域管理局
’

，

珠委——珠江水利委员会 ．

北京院——北京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天津院——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上海院——上海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

华东院——华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东北院——东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昆明院——昆明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中南院(长沙院)——中南(长沙)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成都院(成勘院)——成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水科院(北研院、北科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南科院(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所) ．

西(天)科院(所)——交通部西南水运科学研究所、交通部天津水运科学研究院(所)、宜宾
留守处

水运规划院——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黄科所——黄河水利委员会科学研究所

三峡开发总公司(筹)——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备处、组)

清华——清华大学，
。

华水——华东水利学院

武水(武汉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武大——武汉大学



浙大——浙江大学

南大——南京大学

同济——同济大学

复旦——复旦大学

武医——武汉医学院

武测——武汉测绘学院

川医——四川医学院

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

上海师院——上海师范学院

华师——华中师范学院

成都科技大——成都科学技术大学

华工——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

水生所——水生生物研究所

地理所——地理研究所

地质所——地质力学研究所

地物所——地球物理研究所

岩土所——岩土力学研究所

湖北中试所——湖北省电力中心试验所

南京自动化所——南京自动化研究所

建材科研院——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

东方厂——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

南京水工厂——南京水工仪器厂

长航——长江航运管理局、长江航运公司

长江航道局——长江航道管理局

内航局——内河航运管理局

大桥局——铁道部大桥工程局

铁四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丹江局——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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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耳 录

第一册

综合篇⋯⋯⋯⋯⋯⋯⋯⋯⋯⋯⋯⋯⋯⋯．．．⋯⋯⋯⋯⋯⋯⋯⋯

水文⋯⋯·⋯⋯⋯⋯⋯⋯⋯⋯⋯⋯⋯”·⋯·⋯⋯··一⋯⋯⋯⋯⋯··：

水资源保护⋯⋯⋯⋯⋯⋯⋯⋯⋯⋯⋯⋯⋯⋯⋯⋯⋯⋯⋯⋯⋯⋯⋯

地质勘探⋯⋯⋯⋯⋯⋯⋯⋯⋯⋯⋯⋯⋯⋯⋯⋯⋯⋯⋯⋯⋯⋯⋯⋯

测绘⋯⋯“·⋯”⋯·⋯“⋯⋯⋯⋯·⋯⋯⋯·?一?⋯⋯⋯··一⋯”一⋯··

科{开⋯⋯·一⋯⋯”⋯⋯⋯·””··⋯⋯”··⋯⋯·⋯⋯⋯⋯⋯⋯”⋯“

防汛⋯⋯···⋯⋯·一“⋯·⋯””··⋯·⋯⋯⋯····?·”·”一·⋯⋯·⋯⋯··
一 +缸．

第二册 (第八篇规划) ．-
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O G,00 Ill0·⋯⋯⋯⋯⋯⋯⋯⋯⋯⋯⋯⋯⋯⋯·

金沙江流域规划⋯⋯⋯⋯⋯⋯⋯⋯⋯⋯⋯⋯⋯⋯⋯⋯⋯⋯⋯⋯⋯

岷江流域规划⋯⋯⋯⋯⋯⋯⋯⋯⋯⋯⋯⋯⋯⋯⋯⋯⋯⋯⋯⋯⋯⋯

赤水河流域规划⋯⋯⋯⋯⋯⋯⋯⋯⋯”⋯⋯⋯⋯⋯⋯⋯⋯⋯⋯⋯·

嘉陵江流域规划⋯⋯⋯⋯⋯⋯⋯⋯⋯⋯⋯⋯⋯⋯⋯⋯⋯⋯⋯⋯⋯

乌江流域规期⋯⋯⋯⋯⋯⋯⋯⋯⋯⋯⋯⋯⋯⋯⋯⋯⋯⋯⋯⋯⋯⋯

清江流域规划：⋯⋯⋯⋯⋯⋯⋯⋯⋯⋯⋯⋯⋯⋯⋯⋯．．．．．．⋯⋯⋯”

洞庭湖综合治理规划⋯⋯⋯⋯⋯⋯⋯⋯⋯⋯一⋯⋯⋯⋯⋯⋯⋯⋯
汉江流域规划⋯⋯⋯⋯⋯．．．⋯⋯⋯⋯⋯⋯⋯⋯⋯⋯⋯⋯⋯⋯⋯一
赣江流域规划⋯⋯⋯⋯⋯⋯⋯⋯⋯·一⋯⋯⋯⋯⋯⋯⋯⋯⋯⋯⋯⋯

青弋江、水阳江流域规划⋯⋯⋯⋯⋯m⋯⋯⋯⋯⋯⋯⋯⋯⋯⋯⋯⋯

滁河流域规划⋯⋯⋯04D0 00·4P—I,O,OQO QO4Q⋯⋯⋯⋯⋯⋯⋯⋯⋯⋯⋯⋯⋯⋯

太湖流域规划⋯⋯⋯⋯⋯⋯⋯⋯⋯⋯⋯⋯⋯．．．⋯⋯⋯⋯⋯⋯⋯⋯

防洪规划⋯⋯⋯⋯⋯⋯⋯⋯⋯⋯⋯⋯⋯⋯⋯⋯⋯⋯⋯⋯⋯⋯⋯⋯

水能开发规划⋯⋯⋯⋯⋯⋯⋯⋯⋯⋯⋯⋯⋯⋯⋯小⋯⋯⋯⋯⋯⋯

灌溉规划⋯⋯⋯⋯⋯⋯⋯⋯⋯⋯⋯⋯⋯⋯⋯⋯⋯⋯⋯⋯⋯⋯⋯⋯

航运规划⋯⋯⋯⋯⋯⋯⋯⋯⋯⋯⋯⋯⋯⋯⋯⋯⋯⋯⋯⋯⋯⋯⋯⋯

南水北调规划⋯⋯⋯⋯⋯⋯⋯⋯⋯⋯．．．⋯⋯⋯⋯⋯⋯⋯⋯⋯⋯⋯

水士保持规划⋯⋯⋯⋯⋯⋯⋯⋯⋯⋯⋯⋯⋯⋯⋯⋯⋯⋯⋯⋯⋯⋯

( 1 )

(3 0)

(4 2)

(5 2)

(5 7)

(7 0)

(7 7)

(8 5)

(9 4)

(107)

(113)

(122)

(130)

(143)

(165)

(191)

(213)

(250)

(262)

第三册 (第九篇工程设计与建设)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1)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4 1)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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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陆水蒲圻水利枢纽⋯⋯⋯⋯⋯⋯⋯⋯⋯⋯⋯⋯⋯⋯⋯⋯⋯⋯⋯⋯(134)

唐白河鸭河口水利枢纽⋯⋯⋯⋯⋯⋯⋯⋯⋯⋯⋯⋯⋯⋯⋯⋯⋯⋯(161)

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1 73)

赣江万安水利枢纽⋯⋯⋯⋯⋯⋯⋯⋯⋯⋯⋯⋯⋯⋯⋯⋯⋯⋯⋯⋯(1 82)

乌江乌江渡水利枢纽⋯⋯⋯⋯⋯⋯⋯⋯⋯⋯⋯⋯⋯⋯⋯⋯⋯⋯⋯(1 92)

乌江构皮滩水利枢纽⋯⋯⋯⋯⋯⋯⋯⋯⋯⋯⋯⋯⋯⋯⋯⋯⋯⋯⋯(2 1 6)

乌江彭水水利枢纽⋯⋯⋯⋯⋯⋯⋯⋯⋯⋯⋯⋯⋯⋯⋯⋯⋯⋯⋯⋯(219)

金沙江虎跳峡水利枢纽⋯⋯⋯⋯⋯⋯⋯⋯⋯⋯⋯⋯⋯⋯⋯⋯⋯⋯(226)

清江高坝洲水利枢纽⋯⋯⋯⋯⋯⋯·．．．⋯⋯⋯⋯⋯⋯⋯Q00 0 0 000 00⋯·(232)

汉江王甫洲水利枢纽⋯⋯⋯⋯⋯⋯⋯⋯⋯⋯⋯⋯⋯⋯⋯⋯⋯⋯⋯(237)

湍河青山水利枢纽⋯⋯⋯⋯⋯·：⋯⋯⋯⋯⋯⋯⋯⋯⋯⋯⋯⋯⋯⋯·(240)

澧水皂市水利枢纽⋯⋯⋯⋯⋯⋯⋯⋯⋯⋯⋯⋯⋯⋯⋯⋯⋯⋯⋯⋯(256)

荆江分洪工程⋯⋯⋯⋯⋯⋯⋯⋯⋯⋯⋯⋯⋯⋯⋯⋯⋯⋯⋯⋯⋯⋯(258)

汉江下游杜家台分洪工程⋯⋯⋯⋯⋯⋯⋯⋯⋯⋯⋯⋯⋯⋯⋯⋯⋯(274)

华阳河流域蓄洪垦殖工程⋯⋯⋯⋯⋯⋯⋯⋯⋯⋯⋯⋯⋯⋯⋯⋯“(290)
湖北观音寺、万城灌溉闸⋯⋯⋯⋯⋯⋯⋯⋯⋯⋯⋯⋯⋯⋯⋯⋯⋯⋯(302)

湖北汉川闸⋯⋯⋯⋯⋯⋯⋯⋯⋯⋯⋯⋯⋯⋯⋯⋯⋯⋯⋯⋯⋯⋯⋯(304)

湖北白潭湖蓄洪垦殖区土司港闸⋯⋯⋯⋯⋯⋯⋯⋯⋯⋯⋯⋯⋯⋯(31 0)

湖北白潭湖蓄洪垦殖区罗家沟闸⋯⋯⋯⋯⋯⋯⋯⋯⋯⋯⋯⋯⋯⋯(31 4)

湖北张渡湖蓄洪垦殖区张渡湖闸⋯⋯⋯⋯⋯⋯⋯⋯⋯⋯⋯⋯⋯⋯(318)

武汉市东西湖李家墩排水站⋯⋯⋯⋯⋯⋯⋯⋯⋯⋯⋯⋯⋯⋯⋯⋯(322)

安徽凤凰颈闸⋯⋯⋯⋯⋯⋯⋯⋯⋯⋯⋯⋯⋯⋯⋯⋯⋯⋯⋯⋯⋯⋯(327)

安徽自荡闸⋯⋯⋯⋯⋯⋯⋯⋯⋯⋯⋯⋯⋯⋯⋯⋯⋯⋯⋯⋯⋯⋯⋯(334)

安徽梳妆台闸⋯⋯⋯⋯⋯⋯⋯⋯⋯⋯⋯⋯⋯⋯⋯⋯⋯⋯⋯⋯⋯⋯(338)

援阿富汗帕尔旺灌溉工程⋯⋯⋯⋯⋯⋯⋯⋯⋯⋯⋯⋯⋯⋯⋯⋯⋯(343)

斯里兰卡·马杜鲁欧亚水库工程水工机械设备合同号3A⋯⋯⋯(359)

其他工程附表⋯⋯⋯⋯⋯⋯⋯⋯⋯⋯⋯⋯⋯⋯⋯⋯⋯⋯⋯⋯⋯⋯(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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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

第一节建国前有关三峡工程勘测研究的追述

(1918—1947)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巨大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的综合利用

效益，是开发治理长江的主体工程，它的建设对我国四化大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长江干流西起四JiI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约200km长的河段，由瞿塘峡、巫

峡、西陵峡组成，统称三峡。三峡水利枢纽位于西陵峡，坝址选在宜昌三斗坪，在宜昌上游约

47km处；枢纽控制的集水面积约100万km2，占长江流域总面积180万km2的56％；坝址平

均年径流量4 500多亿m3，约占长江平均入海年径流量9 600多亿m3的一半。

早在1918年，孙中山以英文撰写了一篇振兴中国实业的论著。1921年译成中文正式出

版，题为《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其中第二计划第四节《改良现存水路及运

河》中，就提出了改善川江航道，在宜昌以上筑坝建闸，发展三峡水力发电的设想。1924年8月

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说《民生主义》第三讲中进一步阐述了长江三峡

水力资源的丰富，开发三峡水电的重要性和用途。他说：“象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

’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象这样大的电力，比现

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I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

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
7

对三峡的第一次勘测研究工作始于1930年初，当时，国民政府工商部拟在长江上游筹设

水力发电厂，并着手收集有关资料和图表。事隔两年后于1932年lo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

发起，国际设计委员会主持，交通部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赞助，组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

队。勘测队由电气工程师恽震、水力工程师曹瑞芝、水利工程师宋希尚3人筹组，扬子江水道整

理委员会派测量总工程师美国人史笃培和技术员陈晋模参加襄助；勘测队在三峡地区经过两

个月的勘查和测量，编写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报告分析：水力发电厂以愈近宜

昌愈好，夔州以下，牛肝马肺峡以上，因水位涨落较大，一般为50"--'60m，建坝极不方便，无筑坝

之可能，报告拟定了江面较阔，江岸较平坦，有适当地基可建筑滚水坝及发电厂的葛洲坝和黄

陵庙两处；勘测队返南京后，由于当时人力、财力的限制，只拟具了一个设计发电容量为30万

一kW规模的方案，经比较葛洲坝全部工程概算较黄陵庙为低。

1933年3月，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根据上述方案拟定《长江上游水力发电计划》呈交通

部，同年5月交通部批复“存案备查一．同年4月，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商请军政部航空署及

陆地测量总局施测三峡地区地形图，完成了宜昌到重庆段测图。

193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35年4月组成)顾问工程师奥地利人白郎都在研究改良峡

江航道问题时，也研究了开发三峡水力资源问题，但他认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凋敝，是项巨

大工程，殊难举办，即或成功，而是项巨量电力亦不易推销⋯⋯”。 ．

1944年4月，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写了《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

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建议在长江三峡建造l 000万kW的水力发电厂，同时兴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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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947 第一章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节

产500万t的化肥厂，由美国投资并提供器材设备，以生产的化肥在15年内偿还债务。

1944年5月，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请访华抵渝。萨

凡奇是世界著名的坝工专家，在来华前约40年间，经他设计建成的大小水坝总数已在60座以

上，包括美国著名的鲍尔德水坝、大古力水坝，他曾视察和研究过世界许多大河。萨凡奇来中国

在察勘了都江堰、大渡河及龙溪河，听了资源委员会介绍长江三峡的水力形势和潘绥的《报告)

后，引起他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兴趣。9月，萨凡奇率领资源委员会技术人员前往三峡查勘，当时

因日军占领宜昌，只查勘了石牌至平善坝河段，未能到南津关峡口。查勘结束回长寿后，依据有

关单位提供的资料，编写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建议。建议拦河

坝坝址在宜昌峡内，即宜昌上游5一-lSkm范围内的南津关至石牌之间的南津关上200m的坝

址。计划设想建议水库正常高水位为200m，最大装机容量为l 056万kW，其中可靠电力为

600万kW，供电区域东到芜湖、南达桂林、西抵天水、北至太原I灌溉宜昌以东、汉口以西、襄阳

以南、常德以北土地648万亩I根本消除长江洪患；万吨海轮可通过船闸直达重庆f还有给水、

游览等方面的效益。萨凡奇认为三峡水力除南美洲亚马逊河的某支流外，这段水势湍急的长江
无疑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水力资源，他在递送报告时并对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致信说：“扬

子江三块计划之初步报告，实为愚从事工程四十年来之一大快事，愚研究此项计划至为欣幸，

盖其所需工作巨大，空前未有，其所产生之利益，复为中国切需也。”他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钱昌照讨论了美国垦务局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技术协助的办法和训练中国技术

人员的纲领；他还推荐美国联邦动力会议总工程师柯登到中国来协助工作。
。

1945年5月，资源委员会邀请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中央实验处、农林部中央

农业实验所、交通部航政司、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单位组成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

会，主任委员钱昌照，各单位担任委员的有陈中熙、黄育贤、鲍国宝、包可永、吴兆洪、何墨林、须

恺、孙辅世、郑肇经、沈宗瀚、李春昱、柯登。6月12日在重庆资源委员会内召开了三峡水力发

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钱昌照介绍了筹备概况，讨论了柯登所拟的三峡计

划报告要目以及三峡的航运、灌溉、库区淹没、人口迁移、肥料制造和库区测量等问题。同年7

月，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四川省长寿县正式成立；处长为黄育贤，总工程师为柯登。总处下

先后成立了2个工程处、4个勘测处、5个勘测队。8月正式成立三峡勘测队，负责三峡工程地

区的实地测量，筹备坝基钻探工作．1946年2月该队迁往宜昌，同年10月，扩编为三峡勘测

处，全处共50余人，主任为张昌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

1946年2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调派4个测量队至三峡水库区域补测地形，并调查收集

库区内财产、人口资料，至1947年6月完成重庆以下的外业工作，并编写了《长江三峡水库测

勘报告》．

萨凡奇再次来华，于1946年3月底到重庆，4月到宜昌详细复勘三峡坝区，筹组三峡坝区

的勘测设计等工作，拟订了坝区的勘测设计方针；4月18日去上海与美国马力森公司总工程

师邓查理商谈三峡钻探工作，并由黄育贤代表资源委员会与邓查理签订合约，由该公司承担坝

址地质钻探．资源委员会又与美国垦务局正式签订合约，从本年6月1日起，合作设计三峡工

程，由丹佛市垦务局设计研究中心主持，中国派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设计工作全盛时期，中国

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4名．本委杨贤溢顾问，当时是派出人员之--)。同年5月，水电总处与

经济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合作，对三峡库区进行了经济调查，年底调查工作完成，编制了《三峡

·3。



第一章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节 1918—1947

水库区经济调查报告'。7月水电总处与美国洛杉矶费其艾航测公司签约，由该公司承包航空

摄影，该公司于10月至12月派员来华在三峡坝区进行了实测。秋，水电总处与国防部测量局

签订合约，委托该局航测三峡水库区域地形及淹没城镇相片镶嵌图。10月，中央地质调查所三

峡地质调查队，由侯德封、陈梦雄率领到三峡坝区进行野外调查；1947年春，调查结束后，撰写

了《宜昌峡的地质》。 ·

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结束三峡设计工作，中央社发布新闻说：。⋯⋯最近颁布经

济紧急措施以来，凡属非短期内可见成效之工作，其需要经费均在停拨或缓拨之列，故三峡水

力发电计划实施工作，资源委员会已奉国府令暂时结束’’8月，设计工作全部停止，在美国参

加三峡设计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大部分批返回。在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于1948年2月离

开南京，由上海返美。兰峡计划，先后经过两年时间，花费了大量外汇，终于被迫停止了．

以上1921年至1947年为三峡工程早期设想与初步研究阶段，作为追叙，以资衔接。

[‘长江志通讯}1987．3增刊。长江三峡工程前期工作大事记”．以下各条目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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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长江防洪战略部署的研究与治江
轮廓方案的制订
(1949—1954)

1 94 9

5月下旬淫雨连绵，江河水位开始上涨，沙市7月9日最高水位达44．49m，为1931年

以来最高纪录，汉口7月12日最高水位达27．12m，为80年以来第4位的高水位，长江中下游

洪水情势为1931年以来所未有，若干堤段溃决成灾，荆江大堤，险象环生，在郝穴附近的祁家

垸发生大滑坡，半边堤身塌入江中，所幸滑坡发生后，洪水开始回落，经大力抢护，未酿成决口。

今年防汛的紧张形势，暴露了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河段防洪问题的严重性．

11月8日至18日 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各解放区

水利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流域为单位，组织流域性的水利机构，并拟先设置黄河、长江水利委

员会和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由水利部直接领导． [‘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49～195f))]

1 950年

2月初根据各解放馐水利联席会议决定，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农林水利部分出部分人

员，组成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会)．下设长江上游工程局、中游工程局、下游工程局、洞庭

湖工程处和荆江工程处。3月7日，政务院任命林一山为长委会主任。 [19so办公室2、5

1950人事处7]

8月 本会编拟了‘长江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草案>，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

防洪计划作为治江的第一阶段计划。

12月 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荆江安全会议，会议认为长委会提出的荆江分洪工程，原则

上可以实施，作为荆江地区防洪安全的治标办法之一． ．

1 9 51年
。·

．．

年初本年开始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及三峡工程设计进行水文基本资料的准备，至

1957年9月，长江历史水文资料的整编刊印工作全部完成，共整编水位、流量、降水量等资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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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二节 1951—1953

一—————————————————————————_——————————————————————————————一
23 863站年。 [《长办水文局大事记)]

8月 本会编制完成《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计划争取在1952年大汛来临以前，完成进洪

闸及节制闸工程。

12月至26日 林一山提出《治江计划简要报告》，以防洪排渍作为第一阶段治江计划的

主要任务。 [规ol一1一lo一75]

1 9 52年

3月15日 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决定》中指出：经有关部

门负责人商讨，“一致同意荆江分洪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的方针是照顾全局，兼顾了两省，对

两湖人民都是有利的”

3月3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其中指出：“为保障

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

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旋”。 [荆江分洪总指挥部2]

4月5日至6月20日 荆江分洪工程的主体工程北闸、南闸和分洪区围堤的主要组成部

分黄天湖大堤开工并以75天时间完建。

下半年长江上游局和西南水利部开始对金、岷、嘉、乌4条重要支流，进行兴建控制性水

库的方案研究工作，1953年第二季度提出了四江控制性水库的研究报告。据当时研究：四江控

制后，如将1935年7月清江地区五峰暴雨移置至三峡地区，宜昌洪峰流量仍将达10万m3／s左

右，故需在三峡建坝。

lO月 中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及苏联专家布可夫等查勘丹江口和三峡大

坝坝址。布可夫建议三峡大坝可考虑先用来防洪。 ．

1 9 53年

2月19日至22日 毛泽东主席乘“长江”舰由“洛阳”舰护航，从武汉至南京视察长江，多

次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规划问题的汇报，对治江方案作了广泛研究和全盘考虑。在讨论防洪

问题时，林汇报了在长江上游4支流修建控制水库和在三峡修建控制水库以解决长江中下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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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问题的两种方案后，毛泽东说：“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

林回答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主席指着地图上的三峡口说：“在这

总口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明确提出了在三峡修建大型水利

枢纽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设想。 [‘林一山治水文选>‘长江志通讯)1985年第1期]
●

●

6月19日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指示，林一山在北京起草第二次治江方案报

告，即《关于治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报告》在远景计划中列入了三峡水库，并提出。上游各

支流除与本地除害兴利有结合价值者外，均应先与三峡大坝作出比较结论后才能确定计划的

程序”。 [规oi-1一IO-75]

9月 林一山等到重庆了解长江上游工程局工作情况时，嘱咐该局继续加强研究三峡工

程和支流水库计划． 。

10月 上游局党组书记饶兴向中共西南局财委报送了有关长江上游治理工作的设想，提

出将来三蛱水库的蓄水高程可能在190m左右，请西南局向沿江城市和搞建设的单位打招呼，

不要在190m高程以下设厂或建设较重要的工程，获财委同意。

1 9 54年

4月 上游局组织10余人查勘三峡坝区，技术上由李镇南负责、饶兴带队。从宜昌启程，

先后查勘了葛洲坝、南津关、平善坝、南沱、黄陵庙、三斗坪、茅坪、太平溪和兵书宝剑峡等9处

坝址，认为三斗坪、茅坪等火成岩坝区在内的黄陵庙坝区最为有利，值得认真研究；并编写了

‘关于长江三峡水库情况的简要说明》。《简要说明》还提出了在葛洲坝修建航运梯级的建议；

“为了配合水库坝址选定南沱或南沱以上的花岗岩地区，使长江中下游的货轮，无需换船，直接

驶入水库，需维持南津关至水库坝址间的洪水比降在1：15 000至1：20 000之间，消除峡谷中

急流，因此在南津关的下游，葛洲坝的北端，距宜昌二码头6．Ikm勘选渠化坝址”．

5月至8月 今年汛期，长江流域连续发生暴雨，中下游地区，是有记录以来特大洪水。特

别是7月中旬，上游地区连降大雨，而中游一带降雨仍未停止，沿江湖泊及干支流河槽的蓄水

尚未宣泄，上游的3次洪峰便接踵而来，三峡、清江一带又相继大雨，使宜昌出现连续洪峰，形

成水情极为严重的局面。为了解除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经中央批准，先后3次运用1952年

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降低沙市最高洪水位约Im，保证了大堤安全。但沙市最高水位仍达

44．67m，超过历年最高水位(44．49m)，又先后12次运用人工扒口分洪，缓减了武汉洪水上涨

速度，最高水位止于29．73m，争得了加高堤防的时间，保住了武汉主要市区。但是，由于洪水超

过防御标准很多，在高水位长期浸泡之下，长江、汉江干堤仍有61处溃口．据同年11月17日

统计，全流域受灾面积5 900余万亩，受灾人口2 700万人，死亡34 684人，损失仍甚巨大，由

此尽快兴建三峡工程就愈加显得紧迫和重要． [A一847 1954计划处83‘长江流域历年水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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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参见第二册p6)

9月27日 上游局向长委会报送《关于长江三峡水库情况的简要说明》。《简要说明》对南

津关至茅坪36kin间11个坝址(解放前选的6个，本年4月间选的5个)进行了分析比较，并

对今后水文、测量及地质勘探工作提出了建议。 E1954计划处sol
‘

9月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水利，

工作时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

⋯⋯"●

’

9月 林一山编写完成《关于治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报告》提出：“长江大三峡水

库、汉水丹江口水库、沅水五强溪水库”是“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水库容量较大带有控制意义’’

的3个水库。“三处水库建成后，其有效蓄洪量总计约700亿m3以上，与中下游蓄洪垦殖工程

结合使用，则可完全控制长江洪水不使造成灾害。”并提出三峡坝址拟选在黄陵庙附近，蓄水位

以不淹成渝路九龙坡车站为控制，拟选为191．5m，坝高180m。 [《林一山治水文选》]

10月 中央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共同组织，参加黄河技经报告编制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

长克罗廖夫和地质专家阿卡林等到长江三峡地区进行查勘。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林一山及

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地区的领导参加了查勘。查勘后苏联专家认为：在黄陵背钭东翼石灰岩区

建坝，工程地质条件十分复杂，另行考虑比较坝区是正确的，但黄陵庙坝区因尚未勘探，推测可

能有深厚风化壳存在。根据原有地质资料，美人沱片麻岩可能风化较浅，建议进行研究，这是苏

联专家在查勘后对三峡坝区工程地质条件的最初评价。

11月28日至12月18日 本会测量钻探总队奉令与上游局合组查勘队对三峡地区进行

地质查勘，主要任务是了解黄陵庙坝址地质，并希望能发现更好的坝址。查勘后，编写出《长江

三峡沿江地质及筑坝意见报告》。《报告》提出：“就地质观点，我们主张选在南沱或茅坪一带，因

为⋯⋯风化情况可能好一些。一’

12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武汉返京途中，于火车上听取了

林一山关于三峡水利枢纽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的汇报。在技术问题上，林一山表示如果中

央要求在较早的时期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如果不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库枢纽工程建成以

后。在坝址查勘情况问题上，林说：由于已对宜昌以上的上游干流进行了初步的水文分析研究

和地质踏勘工作，发现黄陵庙一带为花岗岩区，应作为坝址的选择对象。因此，初步认为过去萨

凡奇所选南津关石灰岩区的坝址是不适宜的。林重点汇报了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

基础情况。毛泽东对花岗岩的风化情况，询间得很详细，由于当时还没有进行钻探，仅作了些

坑探工作，无法作出具体回答，林说：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2Skin火成岩坝区河段，总会

选到好的坝址。从此，中央决定立即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并开始对三峡进行系统的勘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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