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鬻
黧

|||奏 蓊
羹震
霞羹嚣

㈧
鬻

鬣
纛

囊黧

霆瑟

鹱

蘸

鏊

纂

鬻

鬻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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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成阳市位居八百里秦川腹地，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居重要地位。

境内以川原阶地为主体，泾渭两大水系所覆盖，水利资源丰富，灌

溉农业悠久。从秦汉之郑国渠、白公渠和成国渠，到今之泾惠渠、

渭惠渠和宝鸡峡，悠悠数千年，代代有兴复，可谓水利昭著，史不绝

书。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年来，政通人和，百废俱

兴，水利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有效灌溉面积由建国初的85．17万亩，

扩大到1986年底的381．17万亩，增加了四倍多。弹指一挥间，山

河易旧容。既有辉煌成就，又有深刻教训，既有认识上的差距，又

有工作中的失误，总之道路曲折，得之不易·古人云：“以铜为镜，可

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因此，

编修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水利志，其宗旨在于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系统地记述历代水利的兴衰

演变、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求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o

“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史所传约而精，志所载详而博”。在

编篡水利志中，采取横排竖写、纵述始末的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秉

笔直书精神，广征博采，反复修改，以期达到地方性、专业性、时代

性特点突出的社会主义新志要求。全书共10篇38章77节，约30

万字。内容涉及成阳市水利、水保、水产、水电等专业的发展历史。

由于资料残缺不全，查询阅读有限，加之缺乏编志经验，成书时间

仓促，因而在选辑资料、考证援引、编写体例和文字表述等方面纰

漏、错误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专家和水利工作者批评指正。

咸阳市水利局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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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咸阳市水利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存真求实，言必有据，反映客

观事实。

二、本志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突出特点，兼述一

般。

三、本志记事，上溯商殷，力尽发端，下限截止1986年底。统揽古今，以今

为主。

四、本志共分10篇38章77节，卷首设前言、凡例、概述和大事记，卷末设

附录和编志始末。

五、本志以记叙体为主，辅以史志结合的方法编写；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

图、表、照、录作补充。

六、本志文体，以现代语体为主，引用古籍记载中，所用文字、标点符号，均

以国家现行规范用法为准。

七、本志对历史朝代的称谓、年号沿用历史正称。历史朝代纪年统用汉

字，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八、涉及的地名，采用今地名，古籍中地名与今不同的，加注今名。

九、数字的使用，如时间、长度、重量、容积、面积、温度等的用法和计量单

位，均按国家公布的规定为准。

十、本志的记述方域，以今行政管辖范围为主，已经划出的县如周至、户

县、高陵，原则上不入本志。

十一、本志收列图表编号，均以篇为单位进行编号，并在正文中以括号注

明用处。

十二、凡与正文有关的且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文件，汇集在卷末的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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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咸阳市位居陕西中部，交通发达，山河壮丽，物产丰隆，是闻名全国的“八

百里秦川”腹地。界于东经107038’53”一109010’22盯，北纬34011 743"～35032’42”，

北依甘肃省，西连宝鸡市，南和东南与西安市郊毗邻，东和东北与铜川、渭南、

延安接壤。南北长1 23．1 45公里，东西宽65一l 06公里，总土地面积为

10317．9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5％o境内北高南低，起伏倾斜，渭河横穿南

界，(流域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65％)，泾水纵贯其中(流域面积占全市土地面

积35％)，两大水系羽状覆盖，地貌复杂，形成南北差异的地形特征。东北土

石山区。海拔1400～1800米，面积1137．5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11％，沟深坡

陡，耕地较少，林草茂密，植被良好。其中石门山主峰海拔为1856米，是全市

之最高点。中部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700～1400米，面积5506．7平方公里，

占全市53．40％，因属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土质疏松易蚀，原面支离破碎，丘陵

沟壑交错，水土流失严重。南部台原川地区，系泾、渭冲积平原，海拔370～700

米，面积为3673．7平方公里，占全市35．6％，其中三原县大程乡清峪河出境处

海拔362米，是全市之最低点。区内由南向北梯级抬高，地势平缓，土壤肥沃，

灌溉水源充足，农业潜力很大，自古迄今均属经济发达地区和文化荟萃之乡。

咸阳古属沣、镐。春秋战国名渭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迁都于

此。因位九螋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秦都咸阳，历经七世

144年，汉唐又属京畿之地，帝王陵寝，昭著于世。由于披山带河，地处险要，

四通八达之衢，丝绸必由之路，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建国初设咸阳专

区，以后几经分合至1984年将专署改为市，共辖秦都、杨陵、兴平、武功、三原、

泾阳、乾县、礼泉、永寿、彬县、长武、旬邑、淳化13个县区、227个乡镇、3054个

行政村，市治秦都区。总人口397．3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40．87万人，人口

密度平均373人，平方公里，是全省的2．6倍，其分布由南向北递减，南部泾渭

平原高达1035人／平方公里，北部马栏山区少至18人／平方公里。截止1986

年底，全市农村人均耕地2．16亩，人均有效灌溉面积1．12亩，人均旱涝保收

面积O．67亩，水地占总耕地面积52％，是全省水利发达地区之一。

咸阳市地处内陆中纬度地带，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候征显著。春暖多风，夏热少雨，秋凉多涝，冬寒少雪。无霜期17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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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年平均日照为2017～2346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567．1l毫米，集中于七、

八、九三个月，占总量之50．60％，降雨趋势呈马鞍型，旬邑马栏山区和彬县

西庙头山区偏高，中间地区较低。本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不稳定性突出，自

然灾害频繁，其灾情莫过于干旱、雨涝和水土流失三大类别，其它次之。干旱

灾害，危害最烈，受灾面积约占各类灾害面积的40％。建国后据1959～1984

年26年资料分析，“年年有小旱，三年一中旱，十年遇大旱，五十年特大旱”为

本市重现规律。其特征：按地区分，北部高原次数多、小旱多；南部地区旱情

重，大中旱频率高。依季节论，春旱多而强度小，秋旱少而灾害重，冬旱多而灾

情轻，春夏连旱少而危害烈。雨涝灾害，尤以洪涝为主，威胁亦甚，受灾面积约

占各类灾害面积的30％。在这26年间，其中除1959、1977、1978三年外，其余

年份均有雨涝灾害，甚至与干旱交替出现，造成多种灾害。既危害农作物生长

成熟，严重时河水泛滥，山洪暴发，淹没庄稼，冲毁工程设施，危及人民生命安

全。水土流失灾害，北部地区因处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土质疏松，原面破碎，植

被较少，辄遇暴雨，地表侵蚀，沟壑加剧，大量泥沙随水东逝，水土流失严重。

全省48个流失重点县中，咸阳市占到8个(彬县、长武、永寿、淳化、旬邑、乾

县、礼泉、三原，总计流失面积8291．4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81．2％。干

旱、洪涝和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的存在，从客观上决定了水利建设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亦属本市经济建设一个突出的特征。

咸阳水利源远流长。据历史考证，境内之武功镇，是四千年前农业始祖后

稷教民稼穑的地方，北部彬、旬一带原是周族部落经营的古农区，南部平原地

区之灌溉事业尤为悠久。周代初期已有引水灌稻田记载，秦修郑国渠，西汉开

白公渠、成国渠、樊惠渠，隋唐以后，清、浊、冶、漆诸河水利相继开发，明、清时

代，小型水利和打井灌田已普遍兴起。尤其是秦修郑国渠，史家誉为古代三大

水利工程之一，曾与四川之都江堰、广西之灵渠同享盛名。

公元前246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开渠，遣数万之众，积十年之功，建成

了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首起瓠口沿仲山绝冶、清、漆、沮诸水，而入于洛，史称

灌田四万余顷，亩收一钟，关中自此变为沃野良田。汉太始二年(公元前95

年)，赵中大夫白公上移渠口，由谷口东行二百里，尾入栎阳注渭中，灌田四千

五百顷，名日白公渠。自汉迄明，历代修复，大抵皆因堰口毁坏而上移。凿石

成渠，屡易其名，而下游则仍因白公渠之旧，如宋之丰利渠，元之王御史渠，明

之广惠渠、通济渠皆是。至清乾隆二年，以泾水屡毁堤堰淤废渠身，始于大龙

山洞之下筑坝拒泾，专引泉水，改名龙洞渠，灌田减至七百顷，至清末溃漏失

修，灌田逊及二百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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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于渭河建成成国渠，三国时魏·卫臻又重新开渠，“自陈仓至槐里(兴

平)，引汗、漆灌田三千余顷”，《晋书·食货志》o至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

除引汗、渭二水外，又汇集“苇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灌田二万余顷”，时称

渭白渠，言其利与泾白渠相媲美。成国渠不仅灌溉农田，而且兼负关中漕运，

辅渭而行，达抵河汴，舟楫往来如梭，代免车挽之役，后淤废无迹。

中华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陕境大饥，死亡无计，李仪祉先生恻然悯之，以

复兴陕西水利为己任，于民国十九年十月开工，二十四年四月建成了泾惠渠，

可灌田50万亩，郑国古渠得以复苏。民国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又

修成了渭惠渠，可溉田30万亩，成国故渠重得新生。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八日，

李仪祉先生赍志而殁，水利界同仁继承遗志，遵照建设方略，完成未竞之业，至

民国三十五年(1946)相继于关中建成洛、黑、梅、沣、涝、泔共八条灌溉渠道，史

称“关中八惠”，灌田120余万亩。同期，民间打井挖泉、修筑渠堰，经营小块

水地，亦有较大发展。纵观几千年历史，如李仪祉先生所云：“郑国筑渠，秦以

富强，白公引泾，汉世兴盛，史迁书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量其富什

居其六，而今欲求救济农村，办水利灌溉之事业，别无他求，又岂仅衣食万家，

灌溉田地而已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咸阳市之

水利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达到新的水平o

1949—1968二十年为小发展时期，在中央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

为主方针指引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由点到面，蓬勃兴起。灌溉面积由

建国初之85．17万亩发展到204．81万亩，年平均增加6．3万亩，年递增率达

到4．73％，高于全省发展水平。其中1958～1960三年中，以渭高抽水工程的

建成和各地小型水利的蓬勃发展，全市范围内出现第一个水利建设高潮，三年

共发展水地32．14万亩，年均增加10．71万亩，为同期的近两倍。渭高抽水灌

区高速建成，标志着咸阳市水利跨入一个新的阶梯，引渭灌溉面积由原57万

亩增加到153万亩，其中咸阳市有138．7万亩，(占到1968年全市总面积

204．81的67．72％)，为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9～19r78十年为大发展时期，有效灌溉面积由204．81万亩猛增到

399．8万亩，年平均增加19．50万亩，约等于前二十年平均增加面积之三倍，年

递增率达到6．92％，属全省水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尤其是19r70～1974

“四五”期间，在国务院北方农业会议精神推动下，为改变干旱落后面貌，全市

出现第二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五年共发展有效灌溉面积113．67万亩，

平均年增22．73万亩，设施灌溉面积达到钔2万亩。不仅蓄、引抽水工程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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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而且水电、水保以及水产事业均有空前发展。五年中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由1500平方公里达到2348平方公里，占总流失面积的20．8％，平均每年净增

152平方公里，增长速度为六十年代的两倍。水产品产量亦由100余吨提高到

200吨左右。泾河干流首开局面建成三个水力发电站(朝阳、枣渠、绛山)装机

8200千瓦，年发电达3200万度。其中尤以泾惠渠改建、宝鸡峡引渭和羊毛湾

水库三大灌区的建成，使全市水利建设又跨上一个更高的阶梯，灌溉面积增加

202万亩。大型骨干工程为主体，小型配套相结合的水利工程体系基本形成，

联合运用大见其效。一举改变了旱原地区，千百年来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1979～1986七年为综合发展时期，水利建设由于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水利

方针，在其投资、规模和进度方面处于低潮，甚至有效灌溉面积出现下降之势，

但是以“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水利管理工作却得到了加强

和发展，全市25个重点灌区1500处抽水站和2万余眼机井均建立了多种形

式的管理责任制，加强管护，开源节流，实行核算，扩大受益，为经济建设服

务。水土保持贯彻了1982年全国第四次水土保持会议提出的“防治并重，治

管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除害兴利”治理方针，普遍推行了小流

域治理和户包治理责任制，调动千家万户的积极性，治理面积由1979年的

2862平方公里增加到1986年的3967平方公里(占总流失面积47．8％)，平均

年增加144平方公里。水产养殖事业坚持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办的方针，

养殖水域有了较大发展，水产品产量由200余吨提高到485吨，创历史最高水

平。除此之外，河道治理，灌区方田建设和人畜饮水、改水等工程建设和管理

都有新的突破和提高。

历经“三个时期”三十余年的艰苦创业，咸阳市之水利成就，是历史上任何

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对于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历史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

据1986年年报统计，建国后，全市水利总投资5．6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3．6亿

元，社队自筹2．08亿元，投入劳力14．82亿个，建成大中小型水库111座，其

中有100万立米以上重点水库45座，有效库容达4．38亿立米，有大小陂塘442

座，蓄水能力达1451万立米；建成大小抽水站1487处，其中5000亩以上的有

58处，装机容量45519．6千瓦；配套机井20585眼，装机26．22万马力。建成

万亩以上灌区25处，其中以宝鸡峡、泾惠渠、羊毛湾水库三大灌区为主体，惠

及南部八县(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356．O万亩，为全市总有效面积的

93．4％，对全市农业生产作用极大。总计各类工程设施控制有效灌溉面积

1986年达到381．1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2％。在兴利除弊原则指导下，因

害设防，治理水患。共建成河道防护堤100余公里，修短丁坝1025座，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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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万亩，可护农田20．82万亩，保障沿河44万人口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老

灌区排水除涝36．55万亩，占应排面积89．6％，改良盐碱地4．51万亩，占应治

面积81．1％。使灌区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在水土保持事业中，

修建“四田”202．74万亩，植树造林种草233．32万亩，封山育林15．54万亩，总

计水保治理面积累计达到3966．7平方公里，占应治理面积47．8％，有效地减

轻了水土流失灾害。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已建成人饮站1288处，解决了110．

69万人和15．53万头家畜的饮水困难，占到应解决的61．2％o在开发利用水

力资源上有较大的起步，已建成水力发电站8处，装机容量达1l钔。千瓦，年

发电加00万度。水产品1986年达到485吨，养殖面积2．5万亩。所有这些水

利事业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保证了粮食产量的稳步提

高。以粮食为例，产量由建国初期亩产165斤、总产lO．23亿斤，提高到1986

年亩产302斤、总产33．4亿斤，其中水地面积占总耕地52％，而总产达26．4

亿斤，占到全市总产近80％，水利和农业的关系，历来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回顾建国后水利建设曲折历程，成效辉煌，前所未有，水地面积由建国初

之85．17万亩发展到381．7万亩，决非易事。但教训和问题亦不容忽视。特

别是两次建设高潮中，暴露的更加突出，简而言之，主要有两点：一是认识上的

差距；二是工作中的失误，实质问题是不实事求是。不尊重科学和不按章办

事。表现有四：其一兴办水利工程，缺乏整体规划和可行性论证，不按客观规

律办事，往往草率定案，一哄而上，顾此失彼，造成浪费。其二基本建设不按程

序和技术要求进行，准备不足，仓促上马，甚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造成工

期一拖再拖，投资一加再加，设计不够合理，工程质量不高，长期不能发挥设计

效益。其三工程施工中长期存在重速度、轻质量，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

实效的“三重三轻”倾向，致使有的工程虽然竣工，而质量极差，尾工很大，“后

遗症”不少，甚至有的险病库至今未能根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成了“包

袱”o其四灌溉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只管水、不管产，浪费大、效益差，不讲求综

合经营，不扩大收入，多数管理单位经费不能自给，靠国家补贴维持。近年来

水利管理改革，不能适应农村所有制变化需要，导致水利工程人为破坏和设备

老化，灌溉面积锐减，经济效益低差。失误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搞水利建设必

须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形式主义那

一套。所有工程要以效益为上，讲科学、重质量，求实效，做到建一项，成一项，

受益一项。总之，水利事业要发展前进，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问题和矛盾，而

且只有不断认识和解决，才能促进水利科学大发展，获得水利建设的新成就o

1985年中央农村水利工作座谈会指出：“我国耕地资源有限，搞水利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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