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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水是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物质，也是必不可少的无可取代的物

质。兴水利、除水害历为治国安邦的大计所在，史书不乏记载，传

闻更为广泛。人类的文化文明史均与水利息息相关。水虽属再生资

源，但亦属有限的资源，地区分布的差异，季节分配上不适农时的

需要，时有早涝灾害出现。为了兴利除害，调节余缺，善于利用水

资源。就妊须通过水文工作来研究认识水在自然界中的循环过程与

规律。故水文工作者是水利的尖兵，水文资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宁夏青铜峡黄河的报汛水位志桩记载的洪水，始自清·康熙四

十八年(j 709年)，延续200余年(事见《故宫档案》)，宁夏各大

干渠的刻字水则即水尺，可远溯到400多年前明代，汪文辉将汉、

唐二坝闸易木为石后即设有水尺。旧时的水尺以5市寸为J分，也

称一刻，逢5寸进J分，各水尺均系相对水位，是灌溉供水和渠道

输水安全准则，应用延续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可见水文资料的实用

价值自古皆然o

随着科学技术的演进，水文的观测手段、设施、计算分析、数

据时序系列的延长累积等日趋精确。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水文资

料的需要更为迫切。今宁夏水文总站领导及热心修志的张云图诸同

志编写出《宁夏水文志》，汇集了宁夏水文的历史资料，记述了当

地水文事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盛世修志，功在千秋。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愿后来者居上o ，

吴尚贤

1993年4月于区政协

．注：吴尚贤原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现任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兼任宁夏水利史志编委会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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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部地区干旱缺水，灾害频繁，在无水利即无高产、优

质、高效粳业的严酷自然条件下，兴修水利是宁夏人民赖以为生、

发展经济的基础。宁夏平原，早于秦、汉时即募民实边，沿河套屯

垦。兴修水利，经历代劳动人民辛勤开发，使荒漠的塞上平原，变

为牛羊塞道，鱼米之乡的绿洲o ．

建国后。水利事业迅速发展，建成了青铜峡水利枢纽和一大批

防洪、灌溉、排水、水保、人畜饮水、盐土改良等工程体系，其成

就之大，效益之显著，远非历代所能比拟。与此同时，宁夏水文职

工，建设站网，长期进行野外观测，开展水情测报预报，·整编资

料，科学分析，为加速水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

是针对宁夏自然特点，积极开展水文调查计算、水资源评价、地下

水动态观测研究、水文科研等工作，为水利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第一

手资料，为宁夏发展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水文志翔实地记述了宁夏有水文记载特

别是建国以来水文事业发展历程，寓功过成败于事实叙述之中，对

存史资治、有益当前、后人借鉴、促进水文事业发展，无疑会有重

要的裨益作用。

水文工作是治水的基础，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很多水文工作

者为此作出毕生的奉献，其功绩永载史册。在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

过程中，宁夏的水利建设任务更加繁重，进一步发展水文事业，任

重道远，需要大家再接再厉，愿共勉之，是为序。

沈也民

1993年5月6日

注：沈也民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厅长，兼任宁夏水利史志编委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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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必将继续得到加强，水文工作．必须继续推向前进。我们深信，在

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通过全区水文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水文工

作将为造福宁夏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汪梅君

1993年8月25日

注：汪梅君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总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兼任《宁
夏水文志))编委会主任。



凡 例“

一、《宁夏水文志))本着详今略古、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忠

于史实，叙而不议，力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的统
一0 ，

·

。．

‘

¨

二、采用章、节，目编排形式，以水文专项业务分门别类，按’ 鲁

历史年表，横排纵述，以横为主，立足当代，摘要记述o
”

三、，取亨年限，上限根据资料追溯，下限一般截止1990年。

部分科研专项及获奖成果，适当延长至课题完成为止o p

四、行政区划以1990年的管辖县(市)为准o

五、本志为语文体、记述体，采用述、志、图、表、序、录、

记形式，以志为主记述o

六、时间数字除引文，历史年号、年代用汉字书写外，其它均

用阿拉伯文数字。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专业技术名词应用规定的

科技术语，．计量单位除引用原用的市制和原著的旧制外，，其它均采

用公制和国务院公布统一实行的法定计量单位o

·．七、本志主要采用水文部门文档材料、试验报告，刊印年鉴资

料，其次为《宁夏区情》．及有关综合部门的区划、统计年报等，所

引古籍文献，均注明其出处o．，

八、黄河干流测站及其兼测的引水渠道，气象台站所观测的雨

量项目，因隶属关系各成系统，故除加入统计其站点外，其工作状

况不再记述o， 一

九、单位名称，、开始引用列出全称，后一律用简称，如黄河水

利委员会，用简称黄委会。解放前后用建国前后；宁夏回族自治区

水利厅用水利厅等，以此类推o 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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