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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党的十二大在制订“六五。规划时把编

写地方志列入重点基本建设项目。在此情况下，全国各省、+市、县

掀起了编写地方志的热潮，我县亦积极行动。 ；，、

《河津水利志》是河津县志的一部分，于八三年五月着手编‘

写。’编写水利志的目的在于总结水利事业的历史经验，鉴往知来，

·既了解河津人民兴修水利、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英雄气概，又认识大

自然的变化规律以及水利工程的成败原。因，以对今后水利事业的发

展起正镜旁鉴、循规继辙、扬长避短的作用。

编写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iN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的，力求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点。

本志是按水利事业发展的特点，以类系事，横排竖写j纵横

相兼来按排的，远起相传的大禹治水，近至1 98 1．年的治黄工程。对

古代的略述，对解放后的详论，务求有征可考，有据可查。

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足，笔者管见，加之时间仓促、，遗漏和

舛错在所难免。殷切地希望知情人士批评指正。并借此谨向指导、

帮助我们的县志办、挡案馆、统计局等单位以及提供资料的同志表

示由衷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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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水资源 ，

●

‘

‘

本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北倚吕梁山，．南接峨嵋岭，‘酉边有黄

：弼径流，境内有汾水贯通。自然地形由吕梁山区、南北坡高垣骱地

．及黄河汾河河谷等地貌单元组成。，水利资源除·降雨和地下水外，还

有来量丰雷的地表径流，兹分类略述于后：·

’

第一节地下水

本县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雨及基岩山区裂隙水和峨嵋台地

，一孔隙水的补给(局部地区并受地表水的补给)。其量除吕梁山区和

北坡高垣的北方平．僧楼，贺家巷．北王一带较小外，其余地区较

为丰富，优富者为近河近山地带。全县的潜水和混合水流向基本一

一致，南北坡垣皆向河谷地带运动，并排泄于此。总体水质较好，．但

化学类型复杂。，

基岩山区：’本区，-44。-围为下化公社和张吴、僧楼、樊村、禹门公

社的北部。；k T夕k以基岩裂隙水为主。下化公社一带，由于地质构

造条件所致，几乎每沟都有泉水出现，，但量不大。水愿类型一般为

重碳酸根、硫酸根一一钙、镁、钠型，矿化度小于o。5克／升m’在

石灰岩系的地层中，因受煤层和黄铁矿的侵染，矿化度小于2克／

．升．吕梁山的南坡和西桤口到阎家洞一带，在隔水层上下降泉水出

．现较多。遮马峪、瓜峪和神峪即因此层泉水的汇集而形成较大流量

蚋泉水径流。此外，在阎家洞等地亦有小股泉水出露。此区水质



’

矿化度小于0．5克／升，类型为重碳酸根～～-钙、镁型。吕梁山南‘

麓，西段的王家岭、，裴方岭一带水量较小，动态变化较大。

基岩山伛潜水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并以泉的形式排泄。

山前倾斜平原区：本区范囤为张吴、僧楼、+樊村、禹门公社北。

部和中部，一地下水以孔隙水为主。北午芹至史家窑一带水位埋深

50．~80米，单位涌水量100 1 5吨／时米，渗透系数为8√‘io米／昼一

夜，6影响半径1 50米左右。’洪积扇轴部、，水量充沛，扇间洼地水量则‘

，差。水质矿化度小于0．5克／升，类型为重碳酸根一一钙：镁型。
、

瓜峪西到神前村一带水位埋深60～gO米，水质良好，类型为重碳酸

．根～钙、镁型水。张吴．南午芹、1固镇二带水位埋深为30～50米、，。

．t 单位涌水量5～i 0吨／时米，影响半径1 oo～200米，渗透系数4～。

1 o米／昼夜，影响半径900 1 80米。自东向西水质矿化度由0：．7克／

升增加到‘I．7克／升，类型为重碳酸根、硫酸根～钙、镁：钠型

．水。尹村、侯家庄村南一带j、水位埋深20----3。0米，单位、涌水量为
·

u．6『吨／时米，渗透系数为0．3～o．5米／昼夜，影响半径1 60～2 1◇

米，水质类型为重碳酸根～钙、镁型，矿化度／j、、于0．5克‘／升。

．1上『前倾斜平原区的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基岩裂隙水的荆一

、给，径流条件良好，并补给了汾北高阶地和黄河阶地区。

高阶地区：本区范围为赵家庄、小梁公社以及张呆、僧楼、樊

村公社的南部和禹门公社东南部，地下水以孔隙水为主。水位埋深

在樊村、北方平、北王村北为3 0----50米。北方平、僧楼、北王村以

南为5 o～i 00米，潜水单位涌水量0．7～3．6吨／时米，变化甚大。樊

村、僧楼一线水质矿化度大于2克／升，类型为氯酸根一钙， 镁．

型，其它地区为重碳酸根一钙、镁型，矿化度为0．5～l克／升。汾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北三爨阶地躲中南部，一般水位埋深80,--．i oo米。局部稍大干ioo米，’

‘李家庄到。．审辛兴村以北单位涌水量6．I 6吨／时米，渗透系数

4．44米／昼夜，影响半径为1 54米，以南涌水量1 0．·35吨／时米，渗透

系数4．7米／昼夜，影响半径1 06米。．矿化度北部0．5～1．o：g／升，

南部01---0．5克／升．‘属重碳酸根～一钠或钠、镁型永。，汾南小梁

公社水位埋深11 o一1 30米，矿化度小于1克／升，水质类型为重碳
．酸根一～钠型水。

、
·

． ，

高阶地区的地下水主要受降雨以及山前倾斜平原孔隙水和峨嵋．

L口-,地孔隙水的补给，径流条件良好，向低阶地孔隙水区一排泄。

低阶地区：本区范围‘为太阳、．城关、柴家、．黄村公社的南部和

小梁公社的河滩部分，地下水以孔隙水为主“在太阳．、．城关、樊家

坡、西王以及柴家公社一带水位埋深；一级阶地l～3米，二级阶

地1 o～20米。单位涌水量5．-vl o吨／时米，渗透系数7--一10米／昼

夜‘，影响半径1 oo～l 5 Dr米，矿化度为l～2克／升，冰质类型为重

碳酸根、硫酸根～一钠、镁型。汾河两岸水位埋深i。．5米，单位

7涌水量·1．o～20吨／时米，渗透系数10---．30米／昼夜，，影响半径：80。

‘12 0米。由‘于水位埋深浅，地表呈盐碱化。 一
二．

本低阶地区的地下水主要受降和雨地表水的补给，水力坡度

小，径流条件差，·以垂直排泄为主。 。-

黄河阶地区：本区汜．-44--围为禹』、．】公社西南部、太阳公社北部。北

。帮水位埋深爱。鲞左右，单位涌水量3～7吨．／时米，影响半径1 00

---,1 3 0米，渗透系数7～1 2米／昼夜。南部水位埋深1 5～20米，，4单

位涌水量8～1 2吨／时米，影响半径70一1 oo米，渗透系数1 2～20

米／昼夜， ， ?‘j



黄河阶地．区地下水以孔隙水为主，主要受大气降雨的补给，北

部东部亦接受山前倾斜平原及高阶地区孔隙水的补给，西部接受黄

河水的补给，7并排泄于黄河。清涧湾一带水量丰富，其北部水质，

矿化度1～2克／升，类型为重碳酸根一～钠．镁型，其余地区水

质类型为重碳酸根一一钠、镁型。
-，。

．

．

√

附： 全县地下水储量情况 ．

单位： 万亩亿．方／年
●

，

宜井面积 可开采量 开采储量 静储量 动储量 调节储量

18．220 0．612 0．612 ’31．600 0．489 0．123

本表数字摘自1．9 7 4年省水利厅资料

‘

第二节 降 水．
‘

●

本县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气温多年平均13．．3。c，最高为

42．5。c，最低为一1 9．8。C。随气温的变化降水形式有雨、雪、

冰雹三种。雪降于冬季，雨降于春夏秋三季，冰雹多降于夏、 秋

季。一年内降雨量分配极不平衡，据1 945年’4月统计，冬季(1 2月

一～2月)降雨1 5毫米，春季(3—5月)．降雨7 l毫米，夏季(6

—8月)降雨2 72毫米，秋季(9～1 1月)降雨73毫米。年降水量

多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汛期)。汛期最大日降水量可达8 8．4

毫米(19 58年8月1 2日)，常形成特大径流(洪水)。全县降雨量

多年平均为4 96．2毫米，最大997．5毫米(1 9 58年)，最小33 1．4毫

米(1 96’5年)，降水量的年际分布极不平衡，区域分布多寡亦有差

．4．



异。’现将各区域年降水量列表如下：

丰水年 平水年 枯水年
雨量站 所， 辖 区 域4·

(mi／1) (mIn) (m m)

龙门站 下化、禹门公社 656．4 516 346．5

三峪站． 嫫村、，僧楼、张吴公社及遮马峪、瓜峪‘ 638．9 ’507 332．6

百底站 柴家、小梁、黄村城关太阳、赵家庄公社 561．2 443．4 541．’3

因气候干燥，水分蒸发量年平均214 6．5毫米，为年平均降雨量

妁四倍多。．．．
·

、．。

．
第三节地表径流

．本县地表径流有汛期洪水、山区泉水和河川径流。

1、，洪水：- 。

一

●

●
、

’
●

●

洪水由降雨径流形成。根据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特点，金

．县分为汾河，黄河两个流域。汾河流域有北坡、南坡、河槽三片，

．所辖行政区为城‘关、柴家、黄村、赵家庄、太阳、张吴、僧楼公社

．及瓜峪、神峪，面积为54 8平方公里；洪水量平水年6 46．5T立米，

枯水年26 3．i T立米。黄河流域为下化、樊村、禹门公社及遮马

峪，区辖面积307．7平方公里，洪水量平水年7 30．4万‘立米，枯水年

"322．2T立米。全县洪水量平水年137 6．sT立米，枯水年5 85．5万立

，米。 ．

洪水量大势猛，然却含泥质肥，人们多以临时性工程引其灌

溉。遮马峪．瓜峪下游大涧的洪水利用率可达50％，洪水利用量全

县平水年352．9万立米，枯水年154．2J)-立米。其中：汾河流域平水



年206．4万立米，枯水年90．2万立米；黄河流域平水年1 46．5万立’

。米，枯水年64万立米。 。

，

，

i 2，、泉水：
。

吕梁山区各大沟都有泉水出露‘，然大部分流量甚小，唯雨季有

较大暂时性水流形成。水量大而稳定者仅有遮马峪、瓜峪、神峪，

习称三峪。平均流量遮马峪0．1 67立米／秒，瓜峪0．084立米／秒，

神峪0．04 73立米／秒。其它地区亦有零星小股泉水，但随地下水位

，下降而干涸。

地表清水径流主要为三峪泉水，坝下、井义沟亦有泉水， ．

然水量较小。径流量乎水年-823．1万立米，枯水年586．6万立米。其

中：汾河流域平水年287万立米，枯水年239．7万立米。黄河流域平

水年536．1万立米，枯水年346．9万立米。

清水径流，从唐贞观-f--年(648年-、)开始，人们就引其灌

溉饮用，可利，用率为1 00％。



附：遮马峪．瓜峪、神峪清水流量逐年测计表

遮 马峪 瓜。峪‘ ，神’峪
浏流年份

am 3／移 am 3／秒 am 2／移 备 ·考

1955．6 0．185 0．093 0．037 <0，315m 3／耖

1956．11 0．230 O．120 0．100 <0．455 一

57’．2 O．305 O．121 0．103+ <0．529

58．9 0．250 0．120 0．100 <0．,t50
。

59．9 、0．224 0．130 0．110 <0．466

1960．2 0．203 0．090 0．064 <0．357

61．9 0．130’ 0．020 0．，028 <0．178
、

62． 0．140 ．0．060 0．049 <0．249．

63． 0．234 0．110 O．065 <o．409
1‘

64． 0．285 0．1．52 0．0581 <O．4951

65． 0．230 0．135 0．050‘ <0．415

66． ’0．158 0．107 0．045 <O．31．O

67． 0．176 ‘0．123 0．047 <0．3,16

68． 0．150 O：080 0．060 <0．290

69． ‘0．200 0．088 0．060 <0．348

1970． 0．170 0-．066 0．042 <．0．278

71．． 0．160 0．0686 0．0384 <0．267

72． 0．159 0．0498 0．0392 <0．248

73． 0．150 0．077 0．041 <0．268

74． 0．100 0．040 0．040 <0．180

75． 0．090 0．020 0．031 <O．141

76． 0．170 0．067 0．047 <0．284

77． 0．221 0．092 0．052 <0．365

78． 0．205 0．110 0．050 <0．235

79． 0．183 O．030 0．047 <0．260

1980． 0．110 0．030 0．050 <0．190

81． 0．100 0．020 ‘0．040 <0．160

·7 。



3、洞川径流：’

黄河、汾河径流为本县外来水资源。禹门口黄河径流曾在周定

王二十一年(5 86年)，战国周考王二年(43 9年)，一周显王二年

(3 67@-)，枯竭三日，尔后未曾断流。其水向自北向一南．，午径流

量多年平J：匆233．8亿立米，最小为24．2亿立米。水质混浊，含沙量

平均37公斤／立米，最大含沙量993公斤／立米(1966年)，年平

均输沙量1 6亿吨。 、

‘

。

汾河径流自东向西流经黄村、。柴家、城关、太阳公社。清崇德

寸四年(1 641年)5月曾发生断流，t 9 71#．pJ,后因上游拦蓄工程增

加，断流现象较多，连续断流时间久者可达两月余。：年径流量多年

平均14．5-f,a'立米，最大3 3．5 6-fL立米(1 964年)，最小4．892亿立米

’(‘1 974年)，最大含沙量28 6’公斤／立米(1 95 7年)。：

： 本县黄河、，汾河1 934年～～1 9811年最大(高)、最小(低)流

量、水位及含沙量统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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