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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云：经纬天地曰文。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水文是自然界中水的各种变化和

运动现象的总称。

湖南有三湘四水、八百里洞庭。自1904年岳州

海关在城陵矶设立水尺观测水位至今，湖南水文事业

历经百年，逐步发展，不断壮大，为社会经济的发

展、水利水电建设、防汛抗旱减灾、水资源管理保护

作出了突出贡献。

古人云：志者，记也。记者，寄也。物不能以自

传，必有所托以传之。湖南省水文局历经10年努力，

数易其稿，编纂完成了湖南省第一部水文专业志书

《湖南省水文志》。这部志书系统地记述了湖南水文事，

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湖南省在水文管理、站网建设、测验整编、水文情报

预报、水环境监测、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水文实验

研究、水文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展现了湖南

水文人艰苦创业、不断探索、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编纂《湖南省水文志》，旨在“存史、资治”，认识水文

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发展现代水文，服务现代社会。

湖南水文人所奉献的不只是水文的本身，而是赋

予了江河一种独特的生命，并构就了一部“湖南百年

水文志"。谨此，欣然作序1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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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湖南省水文志》是湖南水文事业的专业志。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述湖南水文事业的发

展历程，力求史实准确，重点突出，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二、本志按照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

(修订本)》、《湖南省地方志质量标准》和《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

的要求，坚持“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寓论于史、经世致用"的原则，以湖

南水文事业发展为中心，以当代水文事业的进步和成就为重点，兼及事物的

客观环境和时代背景，力求突出行业特色和时代特色。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考、录、图表及照片等。按水文学

科专业特点确定章节，一般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并有《湖南水文

要事辑录》单独成篇。章节采取横排门类，兼有纵横结合编排，在节或目中

依时纵述。节以下层次用一、(一)、I等序号表示。 ，

四、本志除引文外一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据事直述、言必有

据，文字准确、朴实，图文、文表相辅相宜。
‘

五、本志所叙事物尽可能溯其发端，以阐明历史演变过程。下限一般断

至2000年。重要延续性工作(如第二次水资源调查评价)和《湖南水文要

事辑录》记述至2003年。
’

六、志中名词、名称的使用均遵照相关规范规定。水文专业术语使用国

家标准GB／T 50095--98《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与水文专业相关的

其他专业术语以学科词典为准。水文行业内广泛使用的专业活动简称，如

“执行第二部水文规范”、“第三次水文站网规划”等，则与《中国水文志》

保持一致，并在首次使用时予以注明。

七、志中文字采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重

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修

订发布的GB／T 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八、志中计量单位遵照国务院1984年2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的规定》，其中千米、平方千米仍采用现行报刊通用的公里、平



方公里。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仍照实记载，未作换算。正文中的单位

名称均使用汉字，图表中使用符号，并按水利部1998年6月发布的行业标

准SL2．1～2．3—98《水利水电量和单位》表述。

九、志中数字书写遵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修订发布的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清代及以前的历史纪年使用汉

字，并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在同节或同页中出现较多且易于推算的，则

不予屡注。在公元前及公元100年以内的纪年冠以“公元前"或“公元"

字样。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后)"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后)”，

并酌情使用“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等词语。

十一、本志史料主要来源于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的文书档案和技术

档案，湖南省水利厅的文书档案，以及湖南省档案馆所存民国时期省建设

厅、省水利委员会档案，在文中未一一注明出处。其他史料来源则以文内加

注或页下加注形式注明出处。在部分篇章后附有参考文献目录，以备查考。

十二、机构名称以记事年代的称谓为准。省级水文机构名称按不同记事

年代分别简称为水文测量队、水文总站、省水文分站、省水文总站、省水文

局。对志中出现较多的其他主要机构只使用简称，并将主要机构不同时期全

称、简称对照及使用时段列于下表。其他有关机构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明

简称，其后则用简称。

主要机构全称、简称对照和使用时段说明表

使用时段
机构全称 机构简称

(年．月)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 中央水利部(内设水文局) 1949．10"--1954．2

水利部 水利部(内设水文局) 1954．2～1958．2

水利电力部 水电部(内设水文局) 1958．2～1967．7

水利电力部军事管制委员会 水电部军管会 1967．7～1970．6

水利电力部革命委员会 水电部革委会 1970．6～1972．3

水电部(内设水利司) 1972．3～1978．1
水利电力部

水电部(内设水文水利管理司) 1978．1～1979．2

水利部 水利部，(内设水文局) 1979．2～1982．3

水利电力部 水电部(内设水文局) 1982．3～1988．4



续表

使用时段
机构全称 机构简称

(年．月)

水利部(内设水文司) 1988．4～1998．6

水利部 水利部(内设水资源水文司) 1998．6～1999．6

水利部(内设水文局) 1999．6～迄今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 中央防总 1950．6～1978

中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中央防总 1978～1991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国家防总 1991"-"迄今

水利部水文水利调度中心 部水利调度中心 1981．1～1982．3

水电部水文水利调度中心 部水利调度中心 1982．3～1988．4

水利部水文水利调度中心 部水利调度中心 1988．4～1993．11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 部信息中心 1993．11～迄今

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 中南水利部 1949．10～1953．1

中财行政委员会水利局 中南水利局 1953．1～1954．4

长江水利委员会 ’ 长委会 1950．2～1956．3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长办 1956．3～1989．6

长委 1989．6～1996

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委 1996",-迄今

湖南临时省政府 临时省政府 1949．8～1950．4

湖南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 1950．4～1955．2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
‘

省人民委员会 1955．2～1968．4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省革委会 1968．4～1979．12

湖南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 1979．12～迄今

湖南省农林厅水利局 省水利局 1949．10,-一1954．6

湖南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 1954．6～1958．3

湖南省农业厅水利水电局 省水电局 1958．3～1959．3

湖南省电力工业局 省电力工业局 1959．3～1960．6

湖南省水利电力厅 省水电厅 1960．6～1968．10



续表

使用时段
机构全称 机构简称

(年．月)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水电服务站 省水电服务站 1969．3～1970．6

湖南省水利电力局 省水电局 1970．6～1980．3

湖南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 1980．3～1983．4

湖南省水利水电厅 省水电厅 1983．4----2000．4

湖南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 2000．4～迄今

湖南省防汛总指挥部 省防汛总指挥部 1950．6～1958．4

湖南省防汛防旱指挥部 省防汛防旱指挥部 1958～1993．7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1993．7～迄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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