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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县水利志》在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编

纂人员的辛勤耕耘下出版了，这是六安县水利史上的第一

本专志，我作为有关人员应约撰序，以示祝贺o．

全县境内南山区，中丘陵，北平畈，江淮分水岭横贯

县境，东南之水入长江，其余之水入淮河。建国后六安地

区兴建的五大水库(佛子岭，磨子谭，响洪旬，梅山，龙

河口)，有充足的水利资源可利用·

建国后兴建的淠史杭灌区(淠河灌区，史河灌区，杭

埠河灌区)始于六安地区，跨安徽，河南两省十三个县

(市)，设计灌溉面积1198万亩(其中：安徽省1100万亩，

河南省98万亩>，是国内最大的灌区，也是世界的大灌区

之一。六安县是唯一有三个灌区的县(淠河灌区，史河灌

区，杭埠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 60多万亩，其他县(市)

只能利用其中一个灌区o

《六安县水利志》记录了公元前190年(汉惠帝五年)

到1987年六安县的水旱灾害。对古塘堰与河流水系作了大

量的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以前志书，文献，著作中不明

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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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壅塞墨壅型蠢一一

确的地方做了补充，错误的地方作了更正，变化了的地方

加了记述。真实而客观地记叙了淠史杭工程从开工到现在

29年中的发展变化过程，不仅可以看到举世瞩目的浩大工

程，而且可以看到人民付出的高昂代价；不仅可以看到长

远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看到潜在的严重问题；不仅可以

看到当今改革的变化，而且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

顾往面今，由于上游山区森林砍伐失控，植树造林措施

不力，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六安县境内的苏家埠下游淠河

河床淤高1米多，淠河灌区横排头渠首枢纽工程库区淤高2

米多，而且在继续恶化。．如不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据专家

测算到2110年前后，全县境内的河床将会淤平，横排头渠

首枢纽工程也将在此之前淤平报废，由此而产生的洪、涝、

旱、疫等灾害，将不堪设想。寄厚望于正在进行的封山，

造林，停垦还林，小流域治理和清除积淤，以造福后人。

六安县建国前除淠河沿岸有断续的小堤外，没有其他

防洪排涝工程。沟塘堰坝因年久失修多数淤浅，蓄水量很

小。洪、涝、旱灾频繁发生。1 950～1957年相继兴建和改

建了一批蓄水工程，淠河、汲河、丰乐河修筑了防洪堤，!

初步改善了水利条件，但易旱，易涝的局面仍未改变· ．

1958年开始兴建淠史杭工程，除兴建和续建·大批小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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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并对淠河，汲河、丰乐河续建防洪和排涝工程。经过29

年的努力，易旱，易涝的情况已有好转，抗洪能力亦有所

提高。但是在取得明显成效的过程中，也走过弯路，有过

失误，并存在着许多问题。六安县的水利事业，在艰难中

发展，在曲折中前进。

《六安县水利志》回顾和再现了水利的历程，可以使

人有所鉴、有所思，．有所得，有所为。经验和教训的正确

汲取，是通向更高阶段成功之路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

《六安县水利志》在改进水利工作和帮助正确决策方面，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借《六安县水利志》的．-角，衷心向为淠史杭工程献

身．．献力的人们致以悼念和敬意，向关心和支持六安县水

利事业的人表示真诚的感谢。

李德先

1989年3月21日

作者简介。李德先河北省石家庄市人，1929年12月24日生，4

1958年任六安县淠史杭工程指挥部政委(县委副书记)，1979盔F-任

六安县委书记，1984：年-任六安地区绿化委员会主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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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事根据需要上溯，下限至1987年·

二，以类系事，以事立章。除概述篇从纵横两个方面

概括全志，大事记以时系事外，其他各章则章下设节，．节

下设目，目下设子目，按需要向下延伸，逐层统属。不宜

入章，．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编入附录。

三，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资料，主

要来自省、地，县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

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县水电局资料室、地区水电局资料室，

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资料室，县统计局以及有关单位等。

为了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四，以公元纪年o 1 911年以前，月，日为农历多1911年

以后，。月，日为公历。

五二历代政权称谓，用历史正称。事件称谓，用所处

时代的称谓o。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姓名。志书中第一次出

现的称谓使用全称，以后酌用全称或简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多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2。 壅塞墨壅型查

六，建国前的各种数据均取自旧档，旧志，遇有记载

不一则取其中较为合理者。建国后的数据以县水电局、县

统计局为主，与有关单位和邻县有联系的数据，在尊重事

实和客观地讨论的基础上求同存异。

·一·七，文中灌溉、防洪、排涝、耕地和受灾等统计面积，

凡以亩为单位的均为习惯亩(长期传下来的土地面积)，．

并非标准亩(面积为666．7平方米)。习惯亩一般是标准亩

的1．25～1．95倍。水利工程中灌溉，防洪、排涝等规划或

设计面积为标准亩o ．

’

八，高程基准面，江难分水岭以北为废黄河口，江淮

分水岭以南为吴淞口(淠杭干渠及建筑物高程基准面仍为

废黄河口)o

九，除正文外，随文配以图，表、照片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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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六安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淮河以南江淮丘陵西缘。总面积

3488．23平方公里，跨东经116。---1160507，北纬31。167～320057。东邻肥西，

西接金寨，南与舒城、霍山接壤，北和寿县，霍邱毗连。， ．

． 六安县古名“英，六"，传说夏禹王封皋陶的后代于靠英、六"。公元

前121年汉武帝置六安国(封胶东王之子刘庆为六安王，都六县)，是最早的

六安名称·三国时属魏，建六安县。元朝，明朝、清朝改县为州，民国时改

州为县。1949年1月22日，六安解放，六安城关曾立为六安市，境内南、北

建六合和六北县，同年合并为六安县。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六安县城

关及郊区部分社、队划为地辖六安市，县人民政府设六安市内o

．境内地势由南向北渐低·南部为低山，面积584．2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16．75呖，海拔一般在300"-'500米。东部和西部是丘陵和岗地，面积2167．9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62．15呖，海拔一般在50,'--'100米。西北和东南为洼地，面

积148．2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4．25％，海拔一般小于22米·淠河、汲河，丰

乐河沿岸呈带状湾畈，面积587．7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16．85呖，海拔一般在

30"-'40米o ．。．．。． 一，，

‘江淮分水岭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县境，将六安县分成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淮河水系有汲河、淠河、、山源河、东淝河西支等北向入淮河o，长江水系有张

，母桥河、陈家河，思古潭河等汇流入丰乐河东向经巢湖入长江o ，．
。

六安县属北亚热带北部边缘的东亚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季风明显，

。气候温和，温差较大，‘雨量适中，时空不均I光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年平

。均日照时数大部分地区在2200d、时(县城为2225．6小时)，．全年日照百分率为

50％左右。年平均气温(海拔100米以下)15．50C，最高年份16．6·C(1961年)，

．最低年份14．5·C(1956年)。冬季最冷，一月份平均气温2．1·C，平均最低

气温一1．2。C。夏季最热，七月份平均气温28．20C，平均最高气温30．10C·

春，秋季凉爽，四月份和十月份平均气温分别为15．4。C和16．7。C。年平均

降水量为1095毫米，．最多年份1807．1毫米(1954年)，最少年份609．2毫米

乙，7
l



县内地质构造比较复杂，成土母质的形成以变质岩为主，沉积岩次之，

兼有岩浆岩。残积母质多分布于南部低山区，东部和西部丘陵岗地的成土母

质主要为第四系黄土状沉积物，沿河弯畈区一般为运积母质。黄棕壤主要分

布于低山、高丘。紫色土多分布于丘陵。潮土呈带状分布于汲河、淠河、丰

乐河两侧。水稻土广泛分布于各地长期植稻的水田。

六安县辖苏埠镇、11个区，84个乡(镇)。人口133．61万人，其中男

70．86万人，女62．75万人。耕地面积223．38万亩。

1949年可用的塘堰坝32406处，总蓄水量2．06亿立方米。淠河沿岸只有

断续小堤，汲河，丰乐河沿岸无堤。塘堰坝多数年久失修渗漏淤浅，可用的

塘堰坝蓄水量亦很小。雨水缺时，出现旱灾。山洪暴发时，河流泛滥成灾。

雨量集中时，形成涝灾。有效灌溉面积55万亩，粮食总产200880吨，亩产120

公斤·

1950年起，六安县把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治县的基本方针之一，

坚持自力更生，争取水利工程当年施工当年受益。除平时对水利工程进行小

的维修外，每年春耕以前和秋收以后，全县广泛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兴修水利工程。至1957年全县兴建、扩建和维修塘堰坝70821处，总蓄水

量2．8亿立方米。淠河修筑防洪堤，两岸累计长度111．5公里o 1957年有效灌

溉面积78万亩，保证灌溉面积8万亩，旱涝保收面积8万亩，有效防洪面积

5万亩。1957年粮食总产329015吨，亩产125公斤。

1958年大旱，六安县和邻县一起开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统一治水、

团结治水，兴建淠史杭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是以大别山区淠河上游的佛子

岭水库、磨子潭水库、响洪甸水库，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和杭埠河上游的龙

河口水库为水源，以灌溉为主结合航运、发电、养鱼和城市供水的大型综合

利用工程。淠史杭工程的灌区以其引水枢纽所在河的名称分为淠河灌区，史

河灌区和杭埠河灌区。六安县既有淠史杭工程大型的淠河灌区，史河灌区和

杭埠河灌区，又有非淠史杭工程小型的灌区。

淠史杭工程的灌区范围跨安徽、河南两省计13个县，市(六安县、六安

市、寿县、霍邱县，金寨县、舒城县，肥西县、合肥市、肥东县、长丰县、

庐江县、固始县、商城县)，设计灌溉面积1198万亩(其中安徽省1100万亩，

河南省98万亩)一一以下凡提到淠史杭工程或淠史杭灌区除注明者外，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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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河南省。灌区总面积13130平方公里，终期设计灌溉总面积1100万亩，总

引水流量550立方米每秒。六安县灌区面积2418平方公里(其中六安市86平方

公里)，终期设计灌溉面积168．8万亩(其中六安市3．5万亩)o

县内淠河灌区总千渠1958年开工，1959年放水抗旱，1960年开始灌溉，

1970年通航。同时开工的瓦西干渠1960年开始灌溉，淠东干渠1961年开始灌

溉，淠杭干渠1964年开始灌溉。史河灌区汲东干渠1958年开工，1965年开始灌

溉。杭埠河灌区杭淠分干渠1969年开工，1971年开始灌溉。从1960年开始在

总干渠和干渠上陆续兴建机、电灌站提水灌溉高地上的农田。自流灌溉的分

干渠和支、斗、农渠基本上和总干渠、千渠同时通水灌溉。淠史杭灌区分干渠以

上渠道先按通水灌溉要求施工(暂时切岭处底宽较窄，填方处堤顶较低．)，

然后按设计要求分期分批续建，使渠道的断面逐步达到设计标准o
’’

至1987年六安县淠史杭工程总干渠，干渠5条，总长209．7公里，已做土

石方5598．8万立方米，尚需做土石方351．4万立方米。分干渠4条，总长92．7

公里，已做土石方251．9万立方米，尚需做土石方75．1万立方米。支，斗、农

渠(自流灌溉和提水灌溉)1071条，总长2838．3公里，已做土方1325万立方

米，尚需做土方1149．32万立方米。农渠以上已做各类主要建筑物(渠系水工

建筑物和交通桥涵)5115座。六安县淠史杭灌区有效灌溉面积113．44万亩

(其中淠河灌区63．24万亩，史河灌区42．40万亩，杭埠河灌区7．80万亩)，

累计灌溉面积1789．88万亩(不包括非淠史杭灌区)。全县抽水站194处(其中

抽灌站180处，抽排站14处)——骨干抽水站一级或多级抽水均为一处，其他抽

水站一级抽水为一处，小水库400座，塘堰坝37235处，河道防洪堤(两岸长

‘度)长188．96公里，排涝区圩堤长20．2公里，小水电站11座；变电所12处o

1987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129．18万亩，保证灌溉面积73．47万亩，旱涝保收面

积73．05万亩，有效防洪面积9．9万亩，有效排涝面积7．3万亩。全县粮食总

产541659吨，亩产265公斤。到六安参观和考察淠史杭工程的有朝鲜、印度，

伊朗、日本，苏联、捷克、波兰、英国、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几内

亚，马里、美国等30多个国家。 ．，，。

建国后经过38年的努力，1987年有效灌溉面积129．18万亩，为1949年55

万亩的2．35倍，保证灌溉面积从无到有，比1949年增加73．47万亩，旱涝保

收面积从无到有，比1949年增加73．05万亩，有效防洪面积从无到有，比1949

年增加9．9万亩，有效排涝面积从无到有，比1949年增加7．30万亩。粮食总

l‘}7‘”一．-一‘}’哺¨阻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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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541659吨，为1949年的200880吨的2．7倍。粮食亩产265公斤，为1949年

120公斤的2．21倍。我县易旱易涝的情况已有好转，抗旱、防洪、排涝的能

力亦有所提高，初步建成了蓄、引，提农业灌溉系统。但是，在水利发展的

过程中也走过弯路和有过失误。

1960年以后淠史杭工程的总干渠、千渠、分干渠陆续通水灌溉，主管部

门规定从上述渠道直接引水的支渠和越级斗、农渠的进口建筑物孔径及底板

高程，按上一级渠道设计流量的水位作为引水位计算，结果不是放不上水就

是放不满水。支、斗，农渠本身的配套建筑物亦如此。这一情况在多次会议

上向主管部门反映，未得到解决。每批兴建的支、斗、农渠配套建筑物大部

分出现这样情况：兴建一一不适用一一改建一一适用一一存留。张寿支渠进

口涵曾二次下降涵底高程和扩大孔径。从1960年至1980年主管部门关于支渠

和越级斗，农渠引水位的规定一直未变。淠河总干渠除偶然瞬时可以达到设

计流量外，日平均流量达不到设计流量。其他干渠、分干渠连瞬时流量亦达

不到设计流量，日平均流量更小于设计流量。人们逐渐认识到总干渠、干渠、

分干渠的流量、水位与全区降水的时空分布、渗漏，蒸发有关，受发电、灌

溉、航运的调度情况和灌区的工程和管理状况所制约。无论是过去、现在或

将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总干渠、干渠、分干渠其设计流量和水位仅是反

映渠道过水能力的指标，并不是常年可以达到的实况。从1981年开始，主管

部门开始对支渠和越级斗、农渠引水位的规定作了客观的初步修改，但尚未

完全解决问题，仍在继续研究和有待进一步修改。

淠史杭灌区塘堰坝在规划时作为供水的主要水源之一要求修好管好o

1960年淠史杭工程开灌后，水费按亩征收。用塘水和不用塘水每亩水费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灌区内废塘为田的情况变得十分严重(非淠史杭灌区塘堰

坝有所增加)，从而影响了灌区的抗旱能力。淠史杭灌区水费按方征收，t可

保护塘坝并促进其发展，然而尚无方便有效的量水设备，认识这一问题虽早，

但尚未解决。

淠史杭工程在自流灌区和提水灌区的支、斗、农渠规划，设计上，1980

年以前主管部门强调渠线在地形平面上布置的合理性，一条渠道可以灌溉的

不要布置二条渠道。结果形成了很多跨区、公社、大队的渠道，旱情严重时

争水纠纷多，渠道和建筑物损坏严重，不便于管理。经过多年实践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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