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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黄委会在北京

中南海举办治黄展览，上图为毛泽东主席参观展览；下图为刘少奇委

员长在会议期间与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交谈。 (新华社稿)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

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

报告》。上图为邓子恢副总

理代表国务院于7月18日在

大会上作关于黄河综台规划

的报告；下图为7月30日全

f#代表通过关于黄坷综合规

划的决议。 (新华社稿)



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三

门峡主持召开三门峡工程现场会议，

上图为周总理在工地视察；下图为

周总理听取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

程师汪胡桢介绍工程情况。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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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黄委会组织对

黄河河源地区考察，上左

图为查勘队员在河源区拉

不泽南北山口处测量地形。

1954年编制黄河规划

期间，黄坷查勘团深入实

际考察，上右图为查勘团

的中苏专家查勘刘家峙坝

址；中图为中苏专家查勘

三门峡坝址；下图为歪勘

团成员在神仙沟查勘黄河

≥．入海口．右二为查勘团

=：：团长、水利部副部长李葆
二华。 (王新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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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调水到黄河

及其以北地区的南水北

调工程有西线、中线、

东线三条引水线路，上

图为1978年黄委会人员

在西线黄河源地区查勘

(刘军摄)；中图为1988

年7月黄委会人员在西

线沿雅砻江查勘(崔荃

摄)；下图为80年代水

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人

员研究东线南水北调第

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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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鹏

黄河，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衍源地。黄河与华

夏几千年的文明史密切相关，共同闻名于世界。

黄河自古以来，洪水灾害频繁。历代治河专家和广大人民，在

同黄河水患的长期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但是，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改变

黄河严重为害的历史，丰富的水资源也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黄河十分重

视。1 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

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

代领导人心系人民的安危祸福，对治黄事业非常关怀，亲自处理

了治理黄河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经过黄河流域亿万人民及水利专

家、技术人员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防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

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黄河流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治理和开发黄河，兴其利而除其害，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事业，

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治黄事业虽已取得

令人鼓舞的成就，但今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黄河的治理开发，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继续作出艰苦的努

力。黄河水利委员会主编的《黄河志》，较详尽地反映了黄河的基

本状况，记载了治理黄河的斗争史，汇集了治黄的成果与经验，不

仅对认识黄河、治理开发黄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其他

大江大河的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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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钱正英

黄河是世界上泥沙最多的河流，也是著名的难治之河。黄河

的水土资源，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黄河决口改道的灾害，

也是中华民族的忧患。自大禹治水的传说起，中国历代的有志之

士，献身于黄河的治理，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不可能根本控制黄河的水害，更不能全面开发水利。

新中国的成立，为治黄事业开辟了新的历史条件。早在50年

代初期，国家就组织力量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

告》。这是我国第一部大江大河综合治理开发的规划报告。1955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

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在规划指导下，进行了大

规模的治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经历了失败与挫折。经过不

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对原规划进行了不断地修改。治

黄规划的修订过程，也是对治黄道路的不断探索的过程。其中成

功与失败的实践，正确与错误的认识，都含有丰富的内容，是中国

水利事业的宝贵财富。

因此，《黄河规划志》的出版问世，不仅为治黄事业提供了珍

贵的史料，对其他江河也有借鉴的价值。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进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对黄河的认识和改造

能力还将继续提高。在这个意义上，《黄河规划志》不仅标志治黄

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也宣告了治黄的又一个历史阶段的开



始。我相信，在新的历史阶段中，黄河将进一步焕发“母亲河”的英

姿，以丰富的水沙资源和动能资源，造福于中华民族，并成为中华
民族的骄傲。

1990年8月1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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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吞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万里巨川，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黄河流域在100多

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活动，是我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黄河流域

自然资源丰富，黄河上游草原辽阔，中下游有广阔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大平

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地。沿河又有丰富的煤炭、石油、铝、铁等矿藏。长

期以来，黄河中下游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河哺育了中华民

族的成长，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黄河是世界上闻名的多沙河流，善淤善徙，它既是我国华北大平原的塑

造者，同时也给该地区人民造成巨大灾害。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黄

河下游有记载的决溢达一千余次，并有多次大改道。以孟津为顶点北到津

沽，南至江淮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均有黄河洪水泛滥的痕迹，被称

自古以来，黄河的治理-9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盛衰紧密相关。为了驯

服黄河，除害兴利，远在四千多年前，就有大禹治洪水、疏九河、平息水患的

传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修筑堤防、引水灌溉。

历代治河名人、治河专家和广大人民在长期治河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留下了许多治河典籍，为推动黄河的治理和治河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黄河失治，决溢频繁，西方科学技术虽然逐步引进我

国，许多著名水利专家也曾提出不少有创见的治河建议和主张，但由于受社

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限制，一直未能改变黄河为害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是从1946年开始的，在解放战争年

代渡过了艰难的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人民治黄工作也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十分关怀治黄X-作，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要一

g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治黄工作的重大问题。为

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从50年代初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黄河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1954年编制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

合规划的决议》，人民治黄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

新阶段。在国务院和黄河流域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亿万群众和广

大治黄职工的艰苦奋斗，黄河的治理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黄

河下游基本建成防洪工程体系，并组建了强大的人防体系，已连续夺取40

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在中

上游建成了许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流域内灌溉面积和向城市、工矿企业

供水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黄土高原地区开

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为当地兴利、为黄河减沙的明

显成效；河口的治理为三角洲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如今，古老黄河发生了历

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些成就被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治理和开发黄河，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过程。治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黄河本身未被认识的领域还很多，有待于人们的继续实践和认识。

编纂这部《黄河志》，主要是根据水利部关于编纂江河水利志的安排部

署，翔实而系统地反映黄河流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古今治河事业的兴衰

起伏、重大成就、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以及经验教训，从而探索规律，策励将

来。由于黄河历史悠久，治河的典籍较多，这部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既概要地介绍了古代的治河活动，又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

河治理开发的历程。编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

础，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黄

河的历史和现状。

《黄河志》共分十一卷，各卷自成一册。卷一大事记；卷二流域综述；卷三

水文志；卷四勘测志；卷五科研志；卷六规划志；卷七防洪志；卷八水土保持

志；卷九水利工程志；卷十河政志；卷十一人文志。各卷分别由黄河水利委员

会所属单位及组织的专志编纂委员会承编。全志以文为主，图、表、照片分别

穿插各志之中。力求文图并茂，资料翔实，使它成为较详尽地反映黄河的河

情，具体记载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艰苦斗争史，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型志

书。它将为今后治黄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并使关心黄河的人士了



解治黄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在伟大的治黄事业中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

新编《黄河志》工程浩大，规模空前，是治黄史上的一项盛举。在水利部

的亲切关怀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流域各省(区)水利(水保)厅(局)投

入许多人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得到流域内外编志部门、科研单位、大专

院校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热心治黄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于对大

规模的、系统全面的编志工作缺乏经验，加之采取分卷逐步出版，增加了总

纂的难度，难免还会有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恳切希望各界人士多加指正。

黄河志编纂委员会

1991年1月20日



凡 例

一、《黄河志》是中国江河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准确地反映史

实，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国

江河水利志研究会《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的要求编写，坚持“统合

古今，详今略古”和“存真求实"的原则，突出黄河治理的特点，如实地记述事

物的客观实际，充分反映当代治河的巨大成就。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考、图、表、录、照片等。

篇目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兼有纵横结合的编排。一般设篇、章、节

三级，以下层次用一、(一)、1、(1)序号表示。

四、本志除引文外，一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简洁、明快、严

谨、朴实，做到言简意赅，文约事丰，述而不论，寓褒贬于事物的记叙之中。

五、本志的断限：上限不求一致，追溯事物起源，以阐明历史演变过程。

下限一般至1987年，但根据各卷编志进程，有的下延至1989年或以后，个

别重大事件下延至脱稿之日。

六、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广采博取资料，并详加考订核实，力求做到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准确完整，翔实可靠。重要的事实和数据均注明出处，以备

核对。

七、本志文字采用简化字，以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古

籍引文及古人名、地名简化后容易引起误解的仍用繁体字。标点符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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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八、本志中机构名称在分卷志书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加括号注明简

称，再次出现时可用简称。

人名一般不冠褒贬。古今地名不同的，首次出现时加注今名。译名首次

．1．乡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