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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铺水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

，； 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董铺水库修建与运行管理等情况，力
9； ．

”

求突出工程特点。
‘

．

’二、本志篇目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兼有纵横结合的方法编排。不

专设人物章节，人的活动以事系之。上限始于其发端，下限断至1988年底，

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o ，

三、本志中所述建国前、建国后，是指10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j， 国成立前、成立后。

。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合肥市水利局和水库管理处资料室，省、市有关

。 部门档案馆，部分系通过编者采访口碑资料，经考证核实后取用。

，‘ 五、本志所涉及的机构名称、人员职务，均系记事当时称谓。

． 六、本志采用的水准基点为吴淞基面。

， 七、本志编纂体例和书写规约，按<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执

’

．行。‘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概述⋯⋯⋯一⋯⋯⋯⋯⋯⋯⋯“⋯”⋯⋯⋯⋯⋯⋯⋯⋯⋯”⋯⋯“⋯⋯”·”(1)

大事记⋯⋯⋯⋯⋯⋯⋯⋯⋯⋯⋯⋯⋯⋯⋯⋯⋯”⋯⋯⋯⋯⋯⋯⋯⋯⋯⋯·(9)

第一章自然概况⋯⋯⋯⋯⋯⋯⋯⋯⋯⋯⋯⋯⋯⋯⋯⋯⋯⋯⋯⋯⋯⋯【15)

第一节南淝河⋯⋯⋯⋯⋯⋯⋯⋯⋯⋯⋯⋯⋯⋯⋯⋯⋯⋯⋯⋯⋯⋯·(15)

第二节气候、水文⋯⋯⋯⋯⋯⋯⋯⋯⋯⋯⋯⋯⋯⋯⋯⋯⋯⋯⋯⋯(16)

第三节地质、地貌⋯⋯⋯⋯⋯⋯⋯⋯⋯⋯⋯⋯⋯⋯⋯⋯⋯⋯⋯⋯(17)

第四节水旱灾害⋯⋯⋯⋯⋯⋯⋯⋯⋯⋯⋯⋯⋯⋯⋯⋯⋯⋯⋯⋯⋯(19)

第二章规划设计⋯⋯⋯⋯⋯⋯．．．⋯⋯⋯⋯⋯⋯⋯⋯⋯⋯“⋯⋯⋯⋯(22)

第一节兴建规划设计⋯⋯⋯⋯⋯⋯⋯⋯⋯⋯⋯⋯⋯⋯⋯⋯⋯⋯⋯(22)

第二节复核规划设计⋯⋯⋯⋯⋯⋯⋯⋯⋯⋯⋯⋯⋯⋯⋯⋯⋯⋯⋯(30)

第三节，安全保坝措施⋯⋯⋯⋯⋯⋯⋯⋯⋯⋯⋯⋯⋯⋯⋯⋯⋯⋯⋯(31)

第四节加固规划设计⋯⋯⋯⋯⋯⋯⋯⋯⋯⋯“⋯⋯⋯⋯⋯⋯⋯⋯(32)

第三章施工⋯⋯⋯⋯⋯⋯⋯⋯⋯⋯⋯⋯⋯⋯⋯⋯⋯⋯⋯⋯⋯⋯⋯⋯(44)

第一节组织领导⋯⋯j⋯⋯⋯⋯⋯⋯⋯⋯⋯⋯⋯⋯⋯⋯⋯⋯⋯⋯··(44)

第二节施工队伍⋯⋯⋯⋯⋯⋯⋯⋯⋯⋯⋯⋯⋯⋯⋯⋯⋯⋯⋯⋯⋯(46)

第三节土坝⋯⋯⋯⋯⋯⋯⋯⋯⋯⋯⋯⋯⋯⋯⋯⋯．．．．⋯⋯⋯⋯⋯⋯(47)

第四节泄水涵洞⋯⋯⋯⋯⋯⋯⋯⋯⋯⋯⋯⋯⋯⋯⋯··：⋯⋯⋯⋯⋯(58)

第五节溢洪道⋯⋯⋯⋯⋯⋯⋯⋯⋯⋯⋯⋯⋯⋯⋯⋯⋯⋯⋯⋯⋯⋯(59)

第六节工地布置与器材．．．⋯⋯⋯⋯⋯⋯⋯⋯⋯⋯⋯一⋯⋯⋯⋯⋯(61)

第七节移民安置⋯⋯⋯⋯⋯⋯⋯⋯⋯⋯⋯⋯⋯⋯⋯⋯⋯⋯⋯⋯⋯(64)

第八节工程预算决算⋯⋯⋯⋯⋯⋯⋯⋯⋯⋯⋯⋯⋯⋯⋯⋯⋯⋯⋯(66)

第九节竣工验收⋯⋯⋯⋯⋯⋯⋯⋯⋯⋯⋯⋯⋯⋯⋯⋯⋯⋯⋯⋯⋯(67)

第四章工程管理⋯⋯⋯⋯⋯⋯⋯⋯⋯⋯⋯⋯⋯⋯⋯⋯⋯⋯⋯⋯⋯⋯(68)

第一节机构⋯⋯⋯⋯⋯⋯⋯⋯：⋯⋯⋯⋯⋯⋯⋯⋯⋯⋯⋯⋯⋯⋯··(68)

．第二节控制运用⋯⋯⋯⋯⋯⋯⋯⋯⋯⋯⋯⋯⋯⋯⋯⋯⋯⋯⋯⋯⋯(71)’

第三节维修养护⋯⋯⋯⋯⋯⋯⋯⋯⋯⋯⋯⋯⋯⋯⋯⋯⋯⋯⋯⋯⋯(71)

第四节观测⋯⋯⋯⋯⋯⋯m g"O g⋯⋯⋯⋯⋯⋯⋯⋯⋯⋯⋯⋯⋯⋯⋯(75)

第五节防汛抢险⋯．．‘⋯⋯⋯⋯⋯⋯⋯⋯⋯⋯⋯⋯⋯⋯⋯⋯⋯⋯⋯·(81)



第六节绿化⋯⋯⋯⋯⋯⋯⋯⋯⋯⋯⋯⋯⋯⋯⋯⋯⋯⋯⋯⋯⋯⋯⋯(82)

第七节财务⋯⋯⋯⋯⋯⋯⋯⋯⋯⋯⋯⋯⋯⋯⋯⋯⋯⋯⋯⋯⋯⋯⋯(82)

第八节综合经营⋯⋯⋯⋯⋯⋯⋯⋯⋯y⋯⋯⋯⋯⋯⋯⋯··：⋯⋯⋯·(84)

第五章效益⋯⋯⋯⋯⋯⋯⋯⋯⋯⋯⋯⋯⋯⋯⋯⋯⋯⋯⋯⋯⋯⋯⋯⋯(86)

第一节防洪⋯⋯“⋯⋯⋯⋯⋯⋯⋯⋯⋯⋯⋯⋯⋯⋯⋯⋯⋯⋯⋯⋯(86)

第二节供水⋯⋯⋯⋯⋯⋯⋯⋯⋯·‘⋯⋯⋯⋯⋯⋯⋯一一⋯⋯⋯⋯⋯(87)

第三节灌溉⋯⋯一?⋯⋯⋯⋯⋯⋯⋯⋯⋯⋯⋯⋯⋯⋯⋯⋯⋯⋯⋯⋯(88)

附录：
’

一、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室有关董铺水库技术设计的审批意

见 ，

、

．二、治淮委员会勘测设计院关于对董铺水库技术设计审核意见的复函

三、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补办董铺水库征用土地问题的批复

四、董铺水库土坝施工规范

五、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勘测设计院关于变更施工方案的请示复函

六、安徽省水利厅关于董铺水库尾工溢洪道技术设计的批复

七、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意蜀山湖大坝管理所征用土地的批复

八、水利电力部关于安徽省董铺水库加固设计的审查意见

九、国家地震局南京地震大队关于董铺水库坝址区地震基本烈度鉴定报
止
口

十、董铺水库加固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编后记



概 述

概 述

董铺水库建于南淝河上游，是一座以合肥城市防洪为主，结合城市供

水、郊区农菜灌溉及发展水产养殖业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库。枢纽工程位于

合肥市西北近郊，集水面积207．5平方公里。1956年建库时，．设计总库容

1．73亿立方米。1978年加高加固后，提高到2．42亿立方米。

南淝河是长江流域巢湖水系支流之一，发源于江淮分水岭南侧肥西县长

岗集一带，流经合肥城区，于施口注入巢湖。南淝河流域面积1700平方公

里。四里河和板桥河2条支流在老城东门以上与南淝河汇合，干、支3条河

在城区淮河路桥以上流域面积为606平方公里。该河流域内，因受暖湿气流

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有时也受台风低压影响，汛期暴雨强度大。多年

平均降水量962．8毫米(系董铺水库流域平均数，以下同)，汛期降水量占

全年60％左右。1975年最大年降水量1446．4毫米，1984年6月13日董铺

站最大日降水量168．5毫米。南淝河具有高丘雨源型河流特征，源头高，流

程短，比降大，每遇大雨或暴雨，洪水汇流时间短，经常给中下游造成洪涝

灾害，尤其是处于中游河段呈“轭弯湖”状的合肥城区低洼地带，历来洪涝

灾害十分严重。由于受旧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制约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影响，

该河水患不可能得到整治，在漫长的岁月里，“城圮漂庐舍，市井人行以筏，

货财悉付东流”的惨景二次次重演。何日才能消除合肥城市洪涝灾害?古庐

州府城的人们，世世代代翘首期盼着。

很多年份，江淮梅雨季节结束后，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

高，蒸发量大，经常形成夹秋旱；或者梅雨期短，雨量很小，甚至在6月和

7月，副高很快西升北抬，雨带从江南跃过淮河，江淮之间形成空梅，少雨

或无雨。如果副高在8月下旬南退以后，又受大陆高压控制，就可以形成夏

旱加秋旱的严重旱灾。这些年份．往往农业绝收，人畜用水也发生极大困

难。历史上的旱灾，多发生在这种年份。

7 f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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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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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省会定在合肥o 1952、1954两年，

合肥城区又遭洪水袭击，损失严重。中共安徽省委、合肥市委(以下简称省

委、市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合肥市人民政府对此都高度重视，指示省、

市两级水利、城市建设部门(以下简称城建)，对于合肥市防洪问题，迅速

组织调查研究，提出治理规划意见。

安徽省水利厅对南淝河流域实地查勘和对流域内水文、气象、社会经济

等资料分析研究后，于1954年10月，编成<合肥市防洪工程初步意见书》

(以下简称<意见书》)，提出三个方案：一、在南淝河上游(包括两条支流)

建水库蓄水滞洪，辅以市区河段修筑堤防；二、另开分洪道，将四里河、板

桥河两条支流洪水引到市区下游稍远处再归老河道；三、在市区河段修筑堤

防，初步达到低标准防洪能力，待条件许可时，再采取措施，提高防洪标

准。‘

<意见书：》受到省委的重视，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自1955年下半年至

1956年4月，多次亲自主持召开省计划、水利、城建和合肥市委、市人民

委员会(1955年4月，省、市人民政府均改称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省、

市人委)、市政建设部门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员会议进行讨论。当时正值我

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省委认为，合肥是省会城

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消除洪涝灾害，保持城市运转正常，至

关重要。同时，合肥是新兴城市。市政建设开始起步。50年代．巢湖无枢

纽工程控制蓄水，枯水季节，不能向市区引水，而城市工业的发展，人口的

增加，对水的需求十分迫切。水，已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必需的、最

重要的物质基础。省委高瞻远瞩，通盘考虑，决定采用第一方案，既要消除

南淝河水患，又要充分利用其水资源，解决城市供水和郊区农菜灌溉问题，

使其发挥多功能综合效益。

董铺水库是省委决定对南淝河进行综合治理开发利用的首批骨干工程，

和大房郢水库作为姊妹库，由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计委)列为第

---5、五年计划期间实施的工程项目，决定分期于1956年兴建董铺水库，

1958年兴建大房郢水库。两水库在确定合肥市防洪标准、供水能力上，统

一规划设计。在分担防洪、供水和灌溉任务上，各有独自的工程规划设计o～

董铺水库工程，经过兴建、防洪复核、临时保坝和除险加固四次规划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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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计。兴建规划设计，根据省委和省人委对城市防洪、供水及灌溉的要求，由

省水利厅和合肥市政建设局联合组成董铺水库设计组，在治淮委员会勘测设

计院指导下，参照国家城市建设总局顾问、苏联专家索洛诺维奇从城市防洪

要求提出的水库应建在离城区7公里的意见，于1956年8月，编制完成

<董铺水库技术设计书>o枢纽工程，由拦河大坝、泄水涵洞和溢洪道三部分

组成。工程标准，按二级水工建筑物设计。防洪标准为百年一遇洪水设计．

水位31．95米，千年一遇洪水校核，水位32．78米，万年一遇洪水保坝，水

位32．93米。总库容1．73亿立方米，兴利水位28．90米，兴利库容0．82亿

立方米。大坝为均质土坝，坝顶设计高程33．95米，坝长2581米。泄水涵

洞为矩形钢筋混凝土结构，最大泄量60立方米每秒。开敞式溢洪道利用天

然凹冲，最大泄量418立方米每秒。工程完成后，市区防洪标准可以提高到

40年一遇洪水，河槽水位降低1米。向城市日供水8．1万吨，灌溉农田菜

地4000亩。

1963年海河大水后，按海河雨型进行复核，枢纽工程从二级提高到一

级建筑物，洪水标准改按千年一遇设计，万年一遇校核。当时淠河灌区滁河

干渠和大蜀山分干渠即将复工，原规划从董铺水库提水灌溉的农田，可改从

淠河灌区渠道自流引水。因此将兴利水位从原规划28．9米降为汛后28米，

汛限水位从29．85米降到27．5米，以增加水库蓄洪容量。按此调整后，大

坝高度仍不够安全，决定在坝顶上加筑高1．2米防浪墙，并开挖宽50米的

溢洪道。·

1975年河南省伏牛山区林庄大暴雨后，根据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

的部署，鉴于水库下游为合肥市区和淮南铁路，为确保水库安全，先按林庄

雨型加高大坝和开挖溢洪道，以安全渡汛。接着对水库枢纽全面复核，进行

加固规划设计。按设计，原一级水工建筑物标准不变，防洪标准改为千年一

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可能最大洪水不漫坝。汛限水位27．50

米，汛后兴利水位28米，万年一遇洪水位32．10米，可能最大洪水位

34．50米。总库容由原1．73亿立方米，提高到2．42亿立方米。坝顶高程由

原33．1米加高到35．8米，坝顶上再加1．2米高防浪墙，墙顶高程为37．00

米。坝长由原2581米延长为2976米。溢洪道底宽由原50米加宽至100米，

底高程30．00米不变。进口加筑长115米溢流堰一道，堰顶高程30．6米。

大坝抗震能力，根据南京地震大队对坝址的鉴定，未来100年内基本烈度为

6度，考虑水库大坝位置的重要性，抗震按7度设防。水库经过四次规划设

计，至此基本定型o

3 ＼

rI‘-·。。‘。’‘‘‘-·-‘。‘‘‘‘’--u。



概 述

董铺水库工程，省人委1956年列为省地方财政投资项目，省人委工交

办批准于该年11月动工兴建。省委确定由合肥市委负责实施。工程总指挥

由市委第一书记兼任，第一副指挥由副市长担任，坐镇工地指挥。大坝土方

， 工程，由治淮委员会工程总队第三支队承担。泄水涵洞和护坡等混凝土、石

方工程，由安徽省水利厅工程总队直属工区承担。工程指挥部各职能办事机

构，从省、市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

董铺水库施工，具有工期短，质量高，造价低三大特点o

在抓施工进度方面，指挥部在施工领导、工地布置、土料储备、进度计

划、现场调度、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都抓到实处，因而工程进度很快。原设

计大坝填筑土料需104万立方米，在施工中因经费不足，经批准修改断面后

土方量为94万立方米。为保证上坝土料的最优含水量和粒径，全部土料都

经过碎土和封闭保管。指挥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储备了足够的土料，

整个施工期间，未发生过停工待料现象，因而保证了在取用合格土料的前提

下，施工得以顺利地按计划进行。根据水文资料分析，枯水季节南淝河上游

一般不产生地面径流，河槽仅有细流或断流。这是施工有利时机。于是决定

集中力量，突击施工，在1957年3月出现“桃花汛”前，大坝抢筑到24米

高程，6月底大汛前，抢筑至27．2米高程，相当于100年一遇洪水位，汛

期起到了拦洪作用。由于大坝在汛前抢筑至洪水位以上，汛期施工未受洪水

影响。1957年12月，大坝筑至31．95米，1958年4月，筑至33．00米高

程，完成了修改断面后的大坝填筑任务。大坝施工条件，是一个人多(2．5

万人)、范围小(1．5平方公里)、工具混杂(扁担、土筐、平板车、翻斗

车)的状况。为了井然有序地施工，指挥部科学地布置施工场地，并制定了

一系列运行规则，使各工种运作互不干扰。如轨道斗车运行，定有上料稳、

行车稳、下料稳“三稳”的规则；平板车运土，定有重车、轻车分道的规

、则；人工上坝运土，定有重担右上，空筐左下的规则等。由于现场调度及

时，工种配合协调，工序衔接紧凑，工场从未发生过拥挤窝工现象，也未发

生过工伤和工程事故o ，

’

由手指挥部工作扎实，部署合理，指挥得力，施工进度能按计划进行，

经局部修改后的大坝94万立方米土方任务从1957年11月开工，到1958年

4月大坝筑到高程33米，336天全部填筑完成。

l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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