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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利科学研究

第一节 水利科学试验

一、水工试验

四川境内水利科学研究机构，始于抗战初期。民国26年(1937)

’底，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水工试验所西迁重庆；次年机构精简，水工

试验所改属经济部；民国31年(1 942)1月，更名为中央水利实验处，

郑肇经任处长。实验处下设试验、研究、制造、测验、编译5组。

于民国27年(1938)设立磐溪水工试验室及水文研究站；民国28年

(1939)又设石门水工试验室；民国29午。(1940)设土工试验室；民

国30年(1941)复与四川省水利局合办灌县水工试验室；民国33年

(1 944)又在长寿县划出河工实验区。磐溪水工试验室位于嘉陵江

左岸磐溪，谭葆泰任主任。试验室成立后，曾完成长寿龙溪河水力

发电站拦河坝、綦江船闸、洪雅花溪渠跌水等模型试验，以及砂

砾推移，砂岩冲蚀等试验。试验室最早建造砂砾试验槽，用以测定

水流、水深与砂砾移动的依赖关系，研究水槽宽度对临界拖引力的

影响等。在水工建筑物方面，曾研究过滚水坝，潜坝j挑水坝、溢

流堰、水闸、船闸、跌水、陡坡、消力槛：一筏道等结构及合理的建

造方法，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为了查明四问河道情况，还组织人

员，对川江及一些大支流进行了实地查勘。

石门水工试验室位于嘉陵江右岸石门，建成后下设水工试验及

土工试验两个组①，曾完成川江宜宾筲箕背航道整治、+小南海浅滩

①水工组主任谭兴典。土工组主任薛履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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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等模型试验，提出了国内最早的航道定床、动床模拟试验成

果。同时，还为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提供水力学教学实验场地。

水文研究站亦位于石门，主要任务为统筹西南各地水文气象测

验工作。金沙江水文总站设于云南省富民县，四川省内设有嘉陵

江广元、昭化、苍溪、南部、武胜等5站；乌江、酉阳、彭水等2

站。研究站对水文特征值、河床糙率以及各地蒸发量、渗漉量作了

一些分析。并曾制订《水文水位测候规范》、《水文测读及记载细

则》、《雨量气象测读及记载细则》等技术规程，收集了国内．较早

的一批水文气象资料。 ，，

土工试验室位于磐溪。建成后，成为国内最早的土力学研究机

构；当时以对黄土的研究深度为最大，同时也研究了土坝、挡土墙、

长江土堤等结构。民国30年(1941)2月对重庆江北郭家沱页岩和

石门页岩所作的剪切压缩试验，是国内首次进行的岩土物理力学分

析。此后又作了昭化黄土试验及农田灌水法的研究。

灌县水工试验室位于灌县南门外苟家磨①，建成后曾作过都江

堰鱼嘴及内外江冲刷试验等。民国34年(1 945)抗战胜剩后，磐

溪、石门水工试验室及士工试验室随中央水利实验处先后迁返．南

京，灌县水工试验室迁至四川大学新建的试验馆内，更名为成都水

工试验室，张有龄任主任。所作试验有遂宁南北坝溢水工程，什邡

朱李火堰等，并提出《都江堰内江回水之研究》等论文。建国后．，

试验室移交川西行署水利局。

民国27年(1938)，中央水工试验所设立水利文献研究室，进

行古代水利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曾校补增订了《行水全鉴》，并由

郑肇经主持收集清官档案、 公私藏书、河臣著述等编成《再续行水

①李赋都、张有龄曾先后任主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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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鉴》初稿，起草《水利工程名词》一书，编印了《中国河工辞

源》、《水利工程设计手册》、《水利工程计划汇编》、《中国水

道地形图索引》、《中国水利图书提要》，以及《水利珍本丛书》

等。 一

民国29年(1 940)冬，以实验处内水工仪器修理组为基础，在

重庆寸滩建立了水工仪器制造工厂；，设机工、钳工、木工、修理四

部进行试验、水文、测量等类仪器的修理和制造，当年曾制成国内

第一台国产的旋杯式流速仪；民国32年(1 943)、，又制成光学靠丙

式”水准仪。抗战胜利后。，仪器厂迁往南京。

民国30年(1941)，四川省水利局在灌县苟家磨建立四川省水

利局高地灌溉机械试验场①，专门从事旧式提水机具的改良，并研

制新式提水、水力机械，承办提水灌溉工程及水力发电工程。工程

师刘补曾研究竖轴离心式水力提水泵成功，，当时命名为“刘补式抽

水机”，即为现代水轮泵的前身。这种新式水力提水机械，曾用于三

台可亭堰、杨家蝙、东山六坝、李村坝、桃子园及彰明长青堰、华

阳沙河堡等高地灌溉工程，其中以华阳沙河堡工程为最大，共装机

4台，提水量约每秒0．4立方米．，灌田5000亩左右。这种提水机械利

用渠道水流落差冲动水轮，再带动同一立轴上的离心泵抽水，试用

成功后曾成批生产，用于实际。民国34年(1 945)，商地灌溉试验

场撤销停办。
7+

建国后，，在重庆石门水工试验室的基础上，于1950年成立了西

南水利部重庆水工试验室，，由许传经任主任。西南水利部曾选派一

批大学毕业生赴南京水利实验处学习，以充实其技术骨干。经过一

番筹建努力，1951年就开展了武胜长滩寺提灌水泵性能测验、泸州

①负责人刘外。



蓝田坝虹吸管模型试验等工作。1 952年冬，西南水利部决定调整设

于四川大学内的成都水工试验室，人员合并于重庆水工试验室，且

进行改组①，下设水工、土工、水机三个业务组。此后，试验室迭

次改变隶属关系，先后由西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

局、西南行政委员会水利局等领导，但工作性质仍未改变。1953年

4月，重庆水工试验室曾对当时农民创制的竹筒水车、抽水竹筒

等机具加以试验研究。

1954年9月，重庆水工试验室移归省水利厅代管。1956年1月，

试验室改由水利部直接领导，定名为水利部西南水工试验室。此

后，又在成都罗家碾征用近40亩土地，修建水工试验厅、士工试验

室等，于1957年建成，称水剩部西南水工试验所②。重庆试验室全

部职工及设备迁往成都，开展当时上马的紫坪铺水电站水工模型试

验及宝成铁路上的安昌河桥渡河工模型试验等工作。1 958年水

利、电力部门合并，水利部西南水工试验所与电力工业部成都勘测

设计院试验室合并，改归成都勘测设计院领导，更名为成都勘测设

计院科学试验所，1978年改称科学研究所，保持至今。所内设有水

工室、土工壁、岩基室、结构室、材料室、仪器室、修制车间等。

曾围绕西南地区水电开发的特点，承担深厚复盖层筑坝技术、地卞

洞室围岩稳定、高坝泄洪消能、泄水建筑物防止空蚀、水电枢纽处

卵石推移质问题、碾压混凝土性能、水坝安全监控等研究项日。

1963年建立的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内此后亦设有试验室，承担工

程设计中常规的试验任务；院属地质勘探队亦设有试验站，作岩土

材料及水质等分析试验。1974年，省水利电力学校开始兴建水工模

①许传经任主任；

②许传经任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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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试验厅，1977年开展试验工作，1982年全部建成。

7-0年代中，省内各地区亦陆继设置试验机构。1 973年，内江地区

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队建立试验室，内有土工、粗料二组。1975年，

绵阳地区水电局勘测设计队设立试验室，进行岩土物理力学性质的

常规试验；同年，宜宾地区水利勘测设计队设立土工试验室；升钟

水库勘测设计领导小组亦建立试验室，l977年更名为升钟水库现场

指挥部试验室，后由南充地区水电局主管。1 979年。达县地区水电

局设计队建立土工试验室；1980年，涪陵地区水电局设计队亦建立

试验室，1 981年4月，重庆市水剩规划队建立士工试验室。这些基

层试验机构，为当地工程规划设计及时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了水

利工程科技的发展，保证了工程建设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也产

生了许多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与革新经验。

省内水利工程试验机构，还有成都工学院试验室(后为成都

科技大学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水电部第七工程局科研所，西南水

运工程研究所(位于宜宾南岸)，铁道部科学研究所西南研究所

(原位于峨眉，现迁成都)，四川省水力发电设备研究所(位于重

庆李家沱)等。

二、灌溉试验

1 953年初，水利部、农业部联合提出《加强全国灌溉试验工作

意见》、并编制了《灌溉试验方法提要》。四川省水利厅在两部文

件的指导下，于1 953年4月在成都实业街成立了需水量试验站，①

站内设有需水量组、土壤地下水组、业务研究组等。随即在省内选

点布站，培训人员，充实设备，同年5月中旬，在成都平原上建立

了“个需水量试验站点，次年扩为13个。1956年有站点16个，其中

①王明松任主任，1955年汤树久任副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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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区10处，盆地丘陵区4处；I958年站点又扩大为1 8个。各

站点业务由需水量组负责。土壤地下水组配有土壤调查队、地下水

调查队及土壤试验室，进行土区划分，地下水位变化观测及土壤的化

学、物理力学性质分析等。省需水量试验站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广

泛吸取群众中的先进灌溉技术，通过试验，‘总结提高，及时示范推

广；并通过观测试验，逐步寻求不同土壤及地下水位条件下的作物

需水规律，研究合理的灌溉方法。大春作物以水稻为主，小春作物

以小麦、油菜为主。研究项目包括：测定作物生长良好、产量提高

的灌水技术及灌溉制度；测定作物在高产条件下各生育阶段的叶面

蒸发、科间蒸发、地下渗漏量等；研究影响作物生长或耗水量的各

种气象因素，包括田间水温、地温．气温 空气湿度、气压、日照

时数、风压、降水量等。

1 953～1 955年，需水量试验站编印了《业务学习资料》1 7期，

并组织试验成果的示范推广。及时总结下属站点收集的各地模范丰

产经验，实行多点示范，示范中不断验证和修改，将研究成果化为

具体措施。

灌溉制度试验是将田块划为小区，以顺序排列式随机排列、三

次重复的方法，在田内安设水尺，每日测读田间水位，确定耗水量，

在灌水沟上设量水堰以计量水量。需水量通过田测法，、筒测法、坑

测法取得成果，以田测法为主。1953年提出初步试验报告，归纳出

适用于平原区的水稻腾发量与气温的经验关系式，从而将当时水利

规划中每万亩农田设谴供水流量每秒1立方米的偏大数据，更正

为每秒0．51立方米，显著缩减了工程规模；节约了建设资金；并为

都江堰灌区的扩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泡田用水中稻田用水量中所占比重较大，且较集中。1953年春
6



耕期间，发现了绵阳街子乡跪才第互助组有良好的省水泡田经验。省

需水量试验站及时用这一泡田方法与平原区原有泡田方法相比较，

证明其确有省水、保肥、增产的作用。次年4月，又抽出20余人组

成3个泡田水测量示范组，在成都平原上从南到北的1 7个县、23个

点上进行推广，并称之为“新法泡田”。1954年又在13个灌溉试验

站下属的40余个点上验证；1955年推广到57万亩农田上；通过分析对

比资料得知，新法泡田效果良好。为此，1956年3月，省水利厅召开

了专家教授座谈会，讨论新法泡田。省内土壤学家、水土保持专

家、肥料专家、农学家杨开渠、彭家元、侯光炯、陈祥、陈禹平、

冯天铭、万安良、梁禹九等应邀参加，会上肯定了新法泡田的作

用，指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957年，省需水量试验站与西南农学

院土壤农化系合作，在重庆北碚西南农学院农场划出田块，对新法

泡田的科学性作进一步研究，提出《新法泡田省水增产效果的理论

探讨》一文。1 96 1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又再版了t 955年四川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新法泡田与浅水灌溉》一书。

建国前，平原区小春作物无灌水习惯。1953年冬，在1 3个灌溉

试验站上进行了小春灌溉试验。结果表明，在正常气候条件下，立

春前后作一次充足的灌水，小麦可增产I 1～l 3％，油菜可增产8～

1 7％，这一成果立即引起了注意，从而对都江堰渠首岁修断水时间

作出了新的安排。

j 1955年，除进行小区试验外j又在较大面积、相对封闭的渠系

条件下，进行系统的全年水量平衡观测试验。曾在温江县公平乡、

灌县崇义乡各选一条斗渠进行必要的整理，使所有田块均从一个进

口取水，一个出口排水，逐日观测渠道及田块进出水量、耗水量以

及雨量、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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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同时，土壤地下水调查组在侯光炯、陈祥等指导下，编成7

《土壤调查规范》、《四川盆地土壤调查方法提纲》、《涪江流域

土壤调查方法》等基础文件，至1957年6月以前，共调查5．1万平

方公里的面积，取得了一定成果。

1957年，又将1953年以来的水稻灌溉试验资料加以整编，作出

成都平原的土壤分区图、作物分布图、地下水变动图、农业需水量

综合分布图等，反映了需水量试验的主要成就。但这一成果当时未

及付印。

。1 957年秋，对需水量试验站点加以调整，建立了一些重点站。

平原区重点站设于郫县犀浦乡；丘陵区重点站设于遂宁县上宁乡，

并作出全省站网布局规划。1 958年4月，水利与电力部门合并，农

田水利业务移交省农业厅，原省水利厅所属需水量试验站亦遭解

体，土壤调查队及试验室移凌勘测设计部门；土壤化验部分移交省

水文总站，需水量试验部分包括两个重点站由当时的省农业厅农田

水利局代管；并将部分人员仪器设备下放到12个专区。与此同时，

又将设在都江堰、东山灌渠、官渠堰等一般需水量试验站，交由灌

区管理处领导。1 9 59年1月，部分人员及设备又划归四川省农业科

学研究所，并成立农田水利系①。同年秋，两个重点试验站撤销，

散至各灌区、各专县的试验站亦逐步撤销，仅有儿个大堰灌区所管

的试验站，尚在勉力维持工作。

农田水利系成立后，于1959：争在两个重点站地区进行了水稻灌

溉类型试验，得知实行湿润灌溉，结合分蘖末期晒田，这一模式产

量最高。次年继续在郫县进行水稻灌溉制度试验，着重研究中稻分

蘖、孕穗、抽穗阶段适宜的田间水分状况与水肥相互联系，以及晒

①张代树代行主任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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