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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窝水库建成四十年， ~莲窝水库志》付梓出版。 感谢四十年来在莲窝水

库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付出聪明才智与辛勤汗水的水利工作者们!谨以此书

作为献礼，以资纪念。

莲窝水库兴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就存在着设

计与施工质量的不足，虽然历经了两次除险加固，但安全隐患问题并未得到彻

底解决，四十年来，水库管理者从未懈怠过对坝体安全的精心养护，从未放松

过对在窝水库肩负"防洪兴利、造福于民"历史使命的追求。 在窝水库历届领

导在辽宁省水利斤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改革创新，强化管理，治水兴库，

悉心监护，充分发挥水库的防洪、灌溉、供水和发电等综合功能，并得到有效的

利用，改变了太子河沿岸洪涝与干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历史状况，创造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为辽宁省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

的贡献。

在窝水库自 1972 年落闸蓄水， 1973 年投入运行以来，共拦蓄 1 000 旷/s

以上洪水 36 次， 3000 旷/s 以上洪水平均削峰达到 65% ，最大削峰达到 80% 。

由于在窝水库成功地调蓄洪水、削减洪峰，保证了太子河洪峰安全泄流，使水

库下游两岸人民和工农业生产免于洪水侵害，把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

的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累计供水达 347 亿 m3 ，累计发电量 30 亿 kWh ，实现总

收入 87062 万元。 莲窝水库四十年来润泽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水利工作者。

四十年来，莲窝水库历届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携手奋进，发扬自强不息、艰

苦奋斗的进取精神，把在窝水库各项事业推上了健康、文明、和谐、富强、持续

进步的发展轨道，使水库管理局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谱写了在窝水库开拓进

取、与时俱进的壮丽篇章。 在保证水库科学调度、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充分发

挥自身资源优势，全面发展水电生产与综合经营，不断提高水库综合实力，水

库效益从无到有，经济实力从弱到强 。 在窝水库正以崭新的面貌、勃发的英

姿、稳健的步伐走向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在窝水库在加强运行管理、改善库区容貌、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推进经

济体制改革、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机制建设、实施机构重组，为水库的创新发展

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 同时，加大力度整治水库周边环境，规范企业污染水库水

质的违法行为，努力推进徨窝水库第二次大坝、加固的工作进程，抢抓机遇，乘势

而上。 我们相信在在窝水库风景区已被批准为"国家 AAA 级景区"和"全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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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游示范点"的基础上，水库管理局领导携同广大职工定会把在窝水库建设得

山更绿、水更清、人水史和谐!让太子河上的这颗璀垛明珠更加光彩夺目!

四十年来，莲窝水库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齐抓共管，协调并进，实行"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党政和谐互助，干部廉洁勤政，关心职工生活，帮扶弱势群

体。 在实施铸造团队精神 、提升企业文化、树立水库形象等过程中，展现了在

窝人发奋图强、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通过水库管理局不断地探索 、创新和完

善，逐步培养和形成了具有莲窝人特点的企业文化与"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务

实奉献、争做一流"的在窝水库精神 。 莲窝水库先后荣获了"全省水利先进单

位"、"全省水利系统文明单位"、"辽宁省文明单位" 、"辽宁省先进集体"、"辽

宁省文明单位标兵"、"松辽流域水库管理先进单位"、"全国水利系统水利管

理先进单位"、"全国水利系统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

位"等荣誉。

《莲窝水库志》在编撰过程中，几经酝酿，几经修改，数易其稿，凝聚着全

体编撰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汗水。 此志书科学、系统、翔实地记述了徨窝水库建

设与发展的重要历史，再现了水库建设宏伟壮观的施工场面和水利建设者们

战天斗地 、勇于牺牲的拦河筑坝精神;客观地展示了水库运行与发展四十载的

辉煌历程和管理者奋勇拼搏、无私奉献的水利人风采。 值此《莲窝水库志》 出

版之际，向关心支持过此志书编撰和出版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希望这部志

书出版发行之后，能够成为治库管水的工具书，发挥服务当代、以史鉴今的重

要作用 。

回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窝水库现任领导集体任重而道远，倍感肩负使

命且责任重大。 我们将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不辱使命、责无旁贷地把在窝水

库建设和管理好，为辽宁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创造出在窝水库更

加美好的未来!



凡例

一、体例 。 本志书是一部专业志，全书以志为主，全志除序、概述、大事记、附录、编后

记外，正志部分分水库规划设计与建设、运行管理、行政管理、党群建设与荣誉典范、水库

与库区地域历史文化等五篇。 均以篇、章、节为序排列，并辅以记、图、表、录。 采用以类系

事、横排竖写的方法，尽量做到纵横兼顾。

二、时限 。 上限自 1960 年，为照顾内容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部分内容适当上溯 。 下限

至 2010 年底，个别内容略有延伸。 1 970 年以后为编志重点 。

三 、大事记。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一般以事件发生的先后按年、月、日顺序排列 。 同一事件在不同时间发生的，贝IJ尽量以追

述和补述的办法编排在一个条目中 。 时间不明确但可以肯定月份的，置于该月 最后。一

旦发生两个以上事件(或同月而无确定日期的) .贝IJ从第二个条目起以 A号表示。 全年综

合事件和大事记年内无明确日期的，放在i亥年最后，以 · 号表示。

四、称谓 。 本志记述采用第三人称编写。 行政区划、机构、地名等均按当时称谓。 人

物以事发时职务相称或直书其名 。

五、图表。 附于各有关章节之中，并力求按人志要求选用。

六、附录。 与本志密切相关，又不能编入正志的文件，则收录于附录之中 。

七、水准高程系统。 本志书一律采用黄海水准高程系统。

八、注释。 本志书采用篇末注或夹注。

九、数字计量单位与符号。 本志书所采用的计量单位、文字符号、数字，基本按罔家规

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为保持历史统计口径一致，少数历史资料的计量单位，仍采用了当时

的计量单位。

十、资料来源。 主要来自本单位的各类档案，省市水利部门、省市档案馆等有关单位

和调查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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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太子?可发源于新宾县红石破子山，是辽河流域左侧一大支流，与浑河共称东部独立水

系 。 太子河全长 413 km ，流域面积 13 883 km2 。 地理坐标为北纬 40 029' - 41 039' ，东经

122026' -124053' 。

太子河流域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 多年平均气温 6. 2 "c ，最高气温 35. 5 "C, 

最低气温 -37.9 "C;月平均气温最低(1月)为- 14. 3 "c ，最高 ( 7 月)为 23. 1 "C ; 年均蒸

发量 1 370 mm; 降雨量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 6 -9 月，约占全年

降水量的 72% ， 7 -8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60%左右 ，年均降水 800 mm 以上;多年平均径流

量 40.57 亿 m3 0

太子河具有水量丰实、洪峰偏大、洪灾较多等特点，素称不驯之河。 据史料记载， 自

1888 年的 100 多年间 ，太子河共发生 8 次特大洪水。 辽阳站自 1870 年以来的统计数据，

发生 10000 m3/s 以上洪水共 7 次，其中 1960 年高达 18 100 m3/s ，居辽河流域之首。 淹

地 28.4 万 hm2 ，受灾人口 55.5 万人(其中死亡 1 700 多人) ，房屋倒塌 1 1. 5 万间，减产根

食 29. 75 万 l; 长大 、辽读铁路被冲断，大量桥梁建筑和输电线路被冲毁。 本溪、辽阳 、鞍山

的部分工业生产被迫停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4 亿多元。 这次特大洪水还对正

在施工中的覆窝水库，造成 393 万元的物资损失和停工下马的严重后果。 太子河水灾，已

成为制约辽宁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根治太子河水患灾害，造福太子河两

岸人民，已成为辽宁人民最热切的期盼和强烈的愿望。

早在 1934 年伪满时期就有过修建在窝水库的打算，并且进行了建库勘查测量 、地质

钻探等工作， 1942 年编写的《太子河治水工事计划》和《辽河水系治水工程计划概要》 中，

都明确列有修建太子河在窝水库工程的项目，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资金缺乏等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 1 年，在党中央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怀下，正式开始了檀

窝水库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经过 1960 年一次特大水患停工下马 、六次水库初设修改，于

1969 年 12 月，中央审查通过了《覆窝水库设计任务书》 。

1970 年 10 月 1 6 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兴建蓓窝水库。

在窝水库是太子河流域内主要的控制性工程，其功能以防洪、灌溉为主，并改善下游

农田排涝条件、供给工业用水、结合灌溉与工业用水发电的国家大( n) 型水利枢纽工程。

水库控制面积 6 175 km2 ，占太子河流域面积的 44.5% 。 水库坝址位于辽阳市弓长岭区安

平乡境内太子河干流中部，在本溪与辽阳两市之间，距辽阳市 39 km o 坝址地理位置为东

经 1 23 03 1 ' ，:l t纬 41 0 1 4' 。



. 2. J主窝水库志

在窝水库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 最高洪水位 102.0 rn ， 最大库容

7. 91 亿 m3 ; 正常高水位 96.6 rn ，兴利库容 5. 33 亿旷;防洪限制水位 77.8 rn ，调洪库容

7. 26 亿 rn3 ;净调节水量 7.80 亿 rn3 。 主体工程由重力式?昆凝土挡水坝、溢流坝、电站坝段

和底孔四部分组成。 坝顶高程 103.5 rn ，最大坝高 50.3 rn ，坝顶全长 532 rn 。 溢流坝上设

14 个溢流孔，采用弧形钢闸门控制。 闸墩中间布置 6 个世流底孔，以平板闸门控制 。 最

大泄量为 23 150 m3/5 ，采用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 水电站为坝后式，装机三台，总装机

容量为 37 200 kW，设计年发电量 8000 万 kWh 。

水库建成后，初期在在窝、汤河两座水库联合调度下，取得了防洪与兴利方面的重大

效益。 年农业供水量 10 亿 m3 ，工业供水量1. 12 亿 m3 ; 同时还对保护下游辽阳、鞍山、海

城、营口、盘锦等城市及长大、沈大高速公路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水库的调节作用，使覆

窝站 20 年一遇洪峰流量由 9050 rn 3 /5 削减为 3 720 rn3
/5 ; 100 年一遇洪峰流量由 15 300 

rn 3 /5 削减为 9 820 rn 3 /5 。 配合下游堤防整修，使太子河下游农田防洪由现状 5 年一遇提

高到 20 年一遇标准，保护农田 10. 9 万 hm2;辽阳市城市防洪由现状 20 年一遇提高到 100

年一遇标准; 1996 年，上游的观音阁水库建成后，使下游农田及城市防护标准相应提高到

50 年一遇和 100 年一遇 ;2004 年，水库大坝经过两次加固后，通过与观音阁水库的联合调

度，设计标准由 100 年一遇提高到 300 年一遇，校核标准由 1000 年一遇提高到 10 000 年

一遇。

在窝水库自 1973 年投入运行后，成功地发挥了拦蓄调节作用。 多次减轻、消除了洪

水对水库下游的威胁; 1999 -2002 年连续四年大旱 ， 经过水库优化调度，基本确保了下游

10. 7 万 hrn2 水田的丰收;水库的防洪效益尤为突出，共拦蓄 1 000 旷/5 以上洪水 36 次 。

1975 年太子河再次发生较大洪水，峰量较大，水库充分发挥了拦蓄错峰减灾的重大作用，

泄量 1600 rn3 /5 ，削减洪峰 61% ，安全度汛，保证了下游人民生命的安全、财产免受损失，

避免了严重水患的发生。 1973 、 1975 、 1977 、 1981 、 1982 、 1985 、 1986 、 1994 、 1995 、 2010 年洪

水较大，峰量都在 3000 旷/5 以上 ; 1986 年洪水峰值 4600 旷儿，达到水库运行以来最大

值，最大下泄流量 2 250 旷/5，削减洪峰 51 % ; 1994 、 1995 年洪水，平均削减洪峰 61 % 。

2010 年发生了 6 次入库流量超过 1000 rn 3 /5 的洪水，平均削峰率为41% ，最大削峰71% , 

其中对三次较大洪水的拦蓄量为 4.91 亿旷，汛期水位达到建库以来的最高值 98.9 1 rn , 

水库最大泄流量 2 120 旷/5 ，河滩地虽受损，但为以后的河道清障及生态、建设创造了有利

条件。

四十年来，在窝水库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明显改变了太

子河沿岸旱时无水、遇涝成灾的自然状态;充分体现了水利事业特别是水利工程建设"功

在当代、和l在千秋、造福民生、惠及子孙"的丰富内涵。

蓓窝水库修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施工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点 。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于 1970 年 11 月 18 日组建了覆窝水库施工会战指挥部，施工队

伍于 1970 年 11 月 4 日全部进场，由辽宁省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一、二、三团及辽阳、海城、

营口、沈阳等地区的民兵组织联合组成，计 17 000 多人。 广大工人、战士和民兵怀着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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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根治水患、造福人民的强烈愿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历时两年，于 1972

年 10 月 1 日 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11 月 1 日 底孔和电站闸门落闸蓄水 ; 1973 年 6 月，电站

机组开始安装， 1974 年 7 月 l 日，在窝电厂 3 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成并网发电; 1974 年 10

月工程全面竣工。 但由于受时代背景限制，加之施工设备简陋、技术经验不足，存在一些

设计和施工质量缺憾。 当时工地在"三年任务两年完 ，两年工期再提前"的 口号鼓舞下 ，

采取"土洋结合"、"施工大会战"的办法，施工高峰期 17000 多人全部同时参战。 浇筑大

坝棍凝土并没严格按照施工工艺和流程来控制，结果导致坝体出现大量裂缝和渗漏问题，

为水库后来的运行和管理遗留了很多隐患。

水库建成后经过 5 年左右的运行，裂缝已增加到 800 余条，其中有 104 条的贯穿性裂

缝严重影响了大坝的安全和稳定，迫使正常高水位降至 93 . 5 m ( 设计 96.6 m ) ，最高洪水

位降至 95.5 m ( 设计 102.0m) ，水库达到安全运行非常困难，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 自

1980 年以来 ，水电部 、辽宁省水利厅多次派专家到现场勘察研究，对在窝水库大坝提出补

救措施，但由于受技术条件和资金限制，没有落实。 1982 年，在窝水库被列为全国 43 座

病险水库之一。 1985 年水利部为加大加固力度，派全国权威专家对在窝水库大坝工程质

量进行检测评估，认为工程质量直接影响了大坝的安全运行，因此投资 1 403 万元，开始

了第一次除险加固 。 这次加固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大坝坝体稳定和裂缝漏水，同时针对金

属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观音阁水库建成后，在窝水库与观音阁水库联合运用的条

件，进行了金属结构的改造与大坝加固。 经过这次大坝加固，大坝恢复了正常高水位运

行，水库各方面的事业随着库水位的恢复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济效益和水库运行初期

相比有明显的提高。

在窝水库第一次除险加固后，水库的病险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尚存在溢流面

冻融破坏、坝体上游面防渗、坝基渗漏等问题，防洪标准低的问题待上游修建观音阁水库

后可提高至万年一遇 。 1999 年 3 月， 在窝水库管理局领导考虑到第一次加固的遗留问

题，会同省水利厅组织专家组对在窝水库大坝进行了安全鉴定，松辽委于 1999 年、2001

年两次批复了对在窝水库进行除险加固的初步设计和概算，两次投资计5 300. 76万元。

这次加固主要对工程质量缺陷、自动化设施的完善和水库容貌的改观等方面进行了解决，

针对溢流面冻融破坏、大坝渗漏、弧门检修门和底孔启闭设备更换等问题进行了技术处

理，同时结合工程措施大力改善库区容貌。 经过工程建设者们三年多的攻坚克难，于

2003 年 9 月外业通过竣工验收。

在窝水库大坝经过两次加固后，工程安全有了根本上的保障，各方面功能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库区面貌焕然一新，加之水库后期对库区环境的建设 、陆续的绿化与美化，如今变

得亮丽而颖致。 当时成功地安装了大坝、闸门集中控制和远程监视系统、数字化微波通信

系统、水'情自动化测报防汛系统、大坝真空激光自动化监测系统等现代化管理设施，发挥

了独特的 自动化管理功效。 后期水库在此次自动化建设基础上增加了水库局域网建设、

水库与办公区视频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水量自动计量及远程传输系统等，建成一

体化的数字信息平台，这些自动化管理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水库管理局工程管理的自动

化、数字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用专业创造精品工程，用责任成就辉煌业绩。 在窝水库的两次大坝加固工程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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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完美结合，练就了一支业务强、技术精 、综合素质

高的专业人员队伍，参加工程建设共 60 余人。 二次加固工程竣工后被评为"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 大坝工程加固期间，技术人员的加固技术不断得到提高井有

所创新，特别是棍凝土大坝裂缝、横缝、水平施工缝渗漏处理技术达到了同内先进水平，为

?昆凝土大坝病害的防治、修补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 申报的"膨胀浆塞法大坝横缝堵漏

技术"科研项目，在 1998 年获辽宁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建立的防汛调度同步

卫星、大坝监测自动化系统和安装的用引张线法大坝自动化监测系统，当时都是国内领先

技术，参加技术培训并成为专业领军人才近 10 人 。 "在窝大坝外部变形监视IJ分析评价系

统的研究与应用"科研项目，2009 年 6 月获辽阳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多年来，水库管理局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指导方针，在使

用人才的同时，更注重培育人才。 截至 20 10 年年底，全局共有 93 人参加后续学历教育，

其中，硕士研究生 4 人，本科生 42 人，专科生 48 人，中专生 31 人;各类专业队伍也逐步壮

大，从 1983 年技术干部仅有 13 人，且只包含两三个专业，发展到 119 人，其中教技级高级

职称 9 人，高级职称 40 人，中级职称 35 人，初级职称 35 人，且专业齐全，岗位合理，发撑

着主力军的作用。 科研项目获市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以上 8 项 。 为水库科技健康持续

发展储备了深厚的技术实力 ，对水库的科技进步起到了全面的椎动作用。

四

四十年来，在窝水库管理局历届领导带领水库职工发扬"献身 、负责、求实"的水利精

神。 蝉精竭虑谋发展，兢兢业业搞建设。 在水库关键转折和重大决策面前，运筹帷握、高

瞻远瞩，把握和引领水库走上和谐、富裕、繁荣、宽广的发展道路。

水库的经济发展和建设管理在大坝病险逐步得到改善、水库运行功能有所提高的基

础上，有了空前的变化与发展。 水库经过第一次加固后，供水能力逐渐增强、效益逐步提

高 。 特别是第二次加固后与观音阁水库的联合 ì}i3f]度，蓄水能力有所改观，为水库开拓了更

为广阔的供水市场和发展前景，除工、农业用水外，增加了私营采选矿企业的供水收费。

供水计量管理手段由最初的派人到水点看水改变为安表"科学计量、按量收费农业水

费征收因地制宜，采取"抓大户、抓重点、抓难点、抓增长点"的有力措施;连续 15 年超额

完成省供水局下达的水费收缴指标 ;年供水量由 6 亿旷增至 12 亿 nJ ，水费年收入由 70

多万元增至 4200 多万元。 累计供水量 347 亿 m3 、水费收入 6 亿多元，成为水库管理局最

主要的经济收入支柱。 供水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增强了水库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为水

库下游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服务和水库正常运营管理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保障。

水库电站自 1973 年年底运行以来，大修约 15 次 、技术改造 10 余次;自 1985 年首次

突破年供电量 l 亿 kWh 大关，至 20 \0 年年底再创 8 次超 l 亿 kWh; 1994 年，水库职工采

取集体集资入股的形式，兴建了两台装机容量为 640 kW 的发电机组，机组从 3 台增至 5

台; 1999 - 2002 年，对 3 台机组进行增容改造，总装机容量从 37 200 kW 增至 43800 kW; 

1999 年，为使电站适应企业发展需求、增强企业生产能力，按民营全部股份制改造，水利

系统近4000 名职工入股。 年收入从 1981 年的 218 万元，提高至 2010 年年底历史最高值

3497万元;累计发电量 305 789 万 kWh ，累计收入 31 321 万元;年纳税总额突破 8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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