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河志·第三卷4

淮河
水文·勘测·科技

一

—．-
—__JL·-一

，C≯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沾
《淮河志》编纂委员会司田

i栩

讲半业崴扯

I，ff；f：



内容简介

《淮河志》是中国江河志的组成部分，共分七卷，各卷独立成书。内容包

括《淮河大事记》、《淮河综述志》、《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淮河规划

志》、《淮河治理与开发志》、《淮河水利管理志》、《淮河人文志》。

本卷为《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全书共分水文、勘测和科技三篇，

主要记述淮河流域水文、水利测绘、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水利科学技

术方面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本卷可供水利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高等院校师生

参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河志．第3卷，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水利部淮

河水利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委员会编．一北京：科
学出版社，2006
ISBN 7—03—018167—0

I．淮⋯ Ⅱ．①水⋯②淮⋯Ⅲ．①水利史一淮
河②水文学一淮河③地质勘探一淮河④水利工程一淮河

Ⅳ．TV8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5225号

责任编辑：陈露谭宏宇／责任校对：连秉亮
责任印制：刘 学 ／封面设计：一 明

辫譬●层叠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I 100717

http：／／wv慨sciencep．corn

江苏省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11月第一版

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 400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插页19

字数：490 000

定价：200．∞元



内容简介

《淮河志》是中国江河志的组成部分，共分七卷，各卷独立成书。内容包

括《淮河大事记》、《淮河综述志》、《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淮河规划

志》、《淮河治理与开发志》、《淮河水利管理志》、《淮河人文志》。

本卷为《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全书共分水文、勘测和科技三篇，

主要记述淮河流域水文、水利测绘、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水利科学技

术方面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本卷可供水利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高等院校师生

参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河志．第3卷，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水利部淮

河水利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委员会编．一北京：科
学出版社，2006
ISBN 7—03—018167—0

I．淮⋯ Ⅱ．①水⋯②淮⋯Ⅲ．①水利史一淮
河②水文学一淮河③地质勘探一淮河④水利工程一淮河

Ⅳ．TV8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5225号

责任编辑：陈露谭宏宇／责任校对：连秉亮
责任印制：刘 学 ／封面设计：一 明

辫譬●层叠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I 100717

http：／／wv慨sciencep．corn

江苏省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11月第一版

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 400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插页19

字数：490 000

定价：200．∞元



《淮河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钱敏

副主任委员 汪斌 薛显林江兆航徐俊仁刘勇毅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琪 万 隆王忠阳付华伍海平 刘玉年

李玉强 李 平 李建军 肖 幼 汪安南 张嘉涛

陈光临 苗建中 罗泽旺 周志强 周 虹 姜永生

顾洪徐英三唐涛葛海燕储德义

顾 问 蔡敬荀 赵武京杨民钦吴本瑞 王玉太

h乞．
一泣厂

l，，-}ij鼾}：％飘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淮河志》系列志书总编、副总编

总编汪斌

副总编伍海平 葛海燕

《淮河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伍海平

副主任葛海燕

成员周正涛 曾素华柯锐



《淮河志》系列志书总编、副总编

总编汪斌

副总编伍海平 葛海燕

《淮河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伍海平

副主任葛海燕

成员周正涛 曾素华柯锐



《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编写人员

主 编 葛荣彬 罗泽旺

副主编蒲中汉

主 审吴本瑞

撰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凤呜徐荣昌 王忠年 蒲中汉

李良义赵萍张克贤

插图编制孙勇 王忠年

电脑绘图丁韶辉

封面摄影樊宝璇

·3。

。巧



序

淮河流域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降雨时空分

布不均。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长期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系遭到巨大的破坏，

人海出路受阻，干支流洪水排泄不畅，造成淮河流域水旱灾害频繁，“大雨大

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全流域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大水，面对严重的灾情，中共中央在抗美援朝的

同时，毅然作出治理淮河的决定。同年10月14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治理

淮河的决定》。中央针对淮河上、中、下游存在的客观矛盾以及在治淮问题上

的种种争议，明确了豫、皖、苏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团结治水的原则，以

后，又将沂沭泗流域纳入治淮范围。这些英明决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

护，从此，一场规模宏大的人民治淮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千百万治水

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治淮战场，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治水的序幕。

40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广大群众、科技人员团结

协作、艰苦奋斗、战严寒、斗酷暑、风餐露宿、年复一年，战斗在水利工地上，用

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初步建成了具有防洪、排涝、灌溉、发电、航运等相结合的

治淮工程体系，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全流域国民经济的发展，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淮河流域从全国的著名重灾区，变成了国家的重要农业基

地，很多地方的农村已解决温饱，走向小康。

在伟大的治淮斗争中，既改造了山河，又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几十年来，

在治淮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动模范。

他们不仅在治淮战线上建功立业，而且把当年治淮工作团结奋斗，吃大苦耐大

劳，关心国家胜于关心自己的主人翁精神带到全国各地水利建设战线上，为全

国的水利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这是新中国治淮的又一大成果。

40多年来，治淮取得了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原定治淮规划中，还有一些重大的骨干工程没有开工建设，如淮河

人海水道、中游洪水控制工程以及上游支流的～些水库；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

工作也有很大差距。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原定规划中对

有些问题，例如行蓄洪区的处理和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等，还有不够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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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继续研究解决；而不少已建工程由于种种原因，老化失修严重，致使防洪、

排涝、灌溉、航运等效益衰减；在经济发展中还引发了一些新问题，如水质污染

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流域的抗灾能力和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还不能适应流

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洪水和大干旱的威胁仍很严峻，有些地方至今仍未

能摆脱贫困的袭扰。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极为重视农业，把水利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产业。1991年淮河大水后，国务院对治淮作出了新的部署，如何抓住机遇，在

完成“新决定’’各项任务的基础上，将治淮工程继续推进，使淮河流域人民彻底

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使淮河流域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时代赋予当代治淮

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编写《淮河志》是治淮的一项基础工作。淮河水利委员会按照水利部的部

署，组织治淮老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流域四省的大力支持下，历经十年，完

成具有时代和流域特色的新型淮河系列志书。志书客观记述淮河的自然面

貌、水土资源、河道变迁、自然灾害、社会经济、治理与开发的历程等，通过这些

记述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治淮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新志书的出版，不仅起

到“存史"的价值，而且可为今后治淮工作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相信，新的一代治淮传人，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扬光荣传统，创

造更大辉煌。

钱正英

199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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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是我国中原大地上的一条古老河流。古代它与黄河、长江、济水齐

名，并称为“四渎”；在当代被列为我国七大江河之一。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它与秦岭山脉构成了我国的南北

物候分界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人类

活动历史悠久，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灿

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淮河流域在我国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始终占有极其

重要的位置，素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悠久的治水历史，丰富的人文景

观和一批古代水利工程遗产，无不闪烁着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征服淮河的

智慧之光。

淮河儿女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多次燃起农民

起义的烈火，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无数历史

事实证明，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淮河流域的战略地位。在改朝换

代的纷争年代里，淮河流域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许多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

想家活动的历史舞台。一批历史风云人物，在淮河大地上，施展他们的雄才大

略，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淮河在12世纪以前，独流人海，尾闾通畅，水旱灾害比较少，民间流传着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赞美；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长期夺淮的影响，

使淮河流域逐渐沦为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历代劳动人民在与黄、淮洪水进

行不懈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经验，这些

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

党从人民利益出发，作出了根治淮河的英明决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

《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庄严号召，

从此，开创了人民治淮的新时代。1991年江淮大水之后，国务院及时召开治

淮、治太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并连续四次召开治

淮工作会议，掀起第二次大规模治淮高潮。50多年来，淮河的治理与开发，在

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经过流域四省人民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用智慧和勤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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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手，在全流域初步建成了具有防洪、排涝、灌溉、发电、航运等相结合的工

程体系，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

新中国治淮不仅取得了伟大成就，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和应该记取

的教训，通过编写《淮河志》，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是治淮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

项基础工作，也是时代赋予当代治淮人的历史任务。

在我国，历来就有“盛世修志”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积极倡导修志工作。1956年，编纂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12年

规划20个重点项目之一。1980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倡编纂地方

志。1985年，国务院正式把编修地方志工作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七五"计划。“八五"治淮初见成效，为《淮河志》编纂工作提供了机遇，注入了

活力。

原水电部和水利部对编纂江河水利志工作很重视，先后多次召开修志工

作会议，部署水利系统开展编纂江河水利志。淮河水利委员会根据水利部的

要求，组织了一批批治淮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编纂《淮河志》的工作。20

多年来，《淮河志》编纂工作，经历了建立组织、搜集资料、制定编纂大纲、志稿

撰写、审查修订、编辑总纂等多项工作程序。这些工作在《淮河志》编委会的领

导下，在流域四省水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编纂人员按照志书编写体例的要

求，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述而不论”的原则，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克

服诸多困难，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全面记述淮河流域自然地理面貌、

水土资源、河道变迁、自然灾害、治淮方略、治理与开发、水利管理的发展历程、

流域经济状况、人文景观与水环境等，重点反映新中国治淮取得的伟大成就和

经验教训。

新编《淮河志》，是新中国治淮史上的盛事，也是淮河流域人民的一项文化

建设。在水利部的亲切关怀下，淮河水利委员会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

力。淮河水利委员会领导和委内有关编写单位，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劳动，

还有12位同志为修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淮河志》在编写过程中，水利部档案处，安徽省档案馆，豫、皖、苏、鲁四省

水利史志办公室，为志书编写提供了许多宝贵文献资料。在志书三审修订的

每个阶段，《淮河志》各编委，各有关专家、学者，都给予热诚的指导和帮助，提

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江河志，既要遵循古人修志的规范，又要体现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的

特点，这对当代治淮人来说是一件新事物，缺乏经验。又由于是众手成志，各



个编纂者的水平和掌握资料不同，编写思路各异，各卷出版时间有先有后，这

些因素都给志书总纂带来了困难。各位主编、副主编、总编、副总编、主审、副

主审以及顾问等虽尽心尽责，认真细致地进行审查修改、统稿和编辑加工，但

是，由于水平有限，志书中仍难免有不足之处，热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体，并配有大量的照片、图、表，以增强志书的可读

性，体现了新型志书的时代特点和江河志特点。

《淮河志》计划编写七卷约260万字左右，各卷独立成书，自成一本。1997

年出版第一卷，2000年出版第二卷，2004年出版第五卷，2005年出版第四卷，

其他各卷将陆续出版。

第一卷 《淮河大事记》

第二卷 《淮河综述志》

第三卷 《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

第四卷 《淮河规划志》

第五卷 《淮河治理与开发志》

第六卷 《淮河水利管理志》

第七卷 《淮河人文志》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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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并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在使

用时，一般采用中文名称的全称。公元前21世纪至1949年历史上使用的旧

计量单位，仍按原资料记载；1950年以后则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书历史纪年时间，1912年(民国元年)以前，一律用朝代年号，用

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在同篇中出现较多、时间接近，便于推算，则不必屡注)。

1912年以后，只用民国加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只用公元纪年。

十一、本志书海拔高程均采用废黄河零点基面。



编 辑 说 明

《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是淮河流域水文、水利测绘、工程地质和水文

地质勘察、水利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统合古今、详今

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突出淮河流域的特点，如实记述客观实际，充分反映

水文、勘测与科技方面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力求具有鲜明的专业性和时代性。

《淮河水文·勘测·科技志》由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下

属三个单位承编，其中水文篇由淮委水文局和规划设计院承编，勘测篇由淮委

规划设计院承编，科技篇由淮委科教处承编。由于编写志稿所需资料涉及的

学科多、历时长、范围广，加之部分资料各省参差不齐以及机构变动等多种因

素，使资料的收集困难重重。通过承编单位，尤其是撰写者的不懈努力，终于

较圆满地完成了资料的收集任务。

本卷所附淮河流域水文、水位站网图，水准测量网络图由孙勇、丁韶辉、王

忠年等编绘。

一、关于水文篇的编写

按照1992年《淮河志》编纂大纲要求，水文篇分三章，即水文站网、水文测

验与资料整编、水文分析计算。为使志稿系统性更强，撰写者将水文测验与资

料整编分成两章，这样水文篇改成四章。前三章于1994年底完成初稿，第四

章于1995年完成初稿。经杨民钦、吴本瑞审阅，在对初稿给予充分肯定的同

时，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1997年4月，在《淮河志》第三卷编审工作会议

上，议定水文篇再增加一章“水文管理机构’’。同年底完成这一章的初稿。

本篇前四章由淮委水文局李凤鸣编写，第五章水文分析计算由规划设计

院徐荣昌编写。初稿经修改后于1998年10月完成送审稿。1999年1月，志

稿分送流域四省水利厅有关单位征求意见。1999年8月，在淮委主持召开的

有淮委及四省水利厅专家参加的审稿会上，本篇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会后，根据四省反馈的书面意见和与会专家的审稿意见，撰写者对志稿进行了

一力侈“2



全面的调整、补充与修改。经主审审阅，撰写者再次修改后分别于2001年5

月、2004年12月完成本篇前四章和第五章终审稿。

前四章资料主要来源：流域四省水文局提供的书面资料，撰写者到各省

收集的资料，《治淮汇刊》、《淮讯》、《淮河志通讯》、各省水利志和水文志等其他

资料。

第五章以淮委主持的水文分析计算工作为主，尽可能吸收流域各省重要

的水文分析计算工作。淮委20世纪50年代的资料，主要查阅河南、安徽两省

的档案，淮委重建后收集的资料，《治淮汇刊》以及1956年淮河流域规划报告；

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主要来自《导淮工程计划》、《淮河志通讯》以及南京档案

馆；各省提供的洪水调查成果和大型水库设计洪水成果以及各省水利志、水文

志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二、关于勘测篇的编写

本篇编写大纲原定三章，即测绘、查勘和地质勘探。因历史上的查勘总结

材料很少，编委会决定删除查勘一章。关于地质勘探，《淮河志》编委会认为

“地质”一词比较笼统，以分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为好，但如把两者放在一章

中，篇幅必定太长，为此决定分为两章。这样，本篇仍为三章，即测绘、工程地

质勘察和水文地质勘察。

测绘方面资料主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前及1949----1958年淮委所完成的测

绘方面的资料由淮委20世纪50年代时期负责人吕尊鲅提供；流域四省提供的

水利测绘志及水利测绘资料；淮委重建后的资料来自淮委规划设计院。

受资料所限，本章志稿对测绘史迹从略，侧重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的测绘业

绩。在内容上，以淮委的测绘工作为主，四省的测绘工作为辅。

本章由淮委规划设计院王忠年编写。1995年完成原始稿，经吕尊钱改编

后完成初稿。1996年起，根据主审和其他专家的审查意见，进行多次修改，于

1998年10月完成送审稿。1999年，四省水利厅专家及淮委召开的审稿会分

别对送审稿提出审查意见。此后，进行了内容调整、补充和文字修改，并经主

审审阅，于2000年形成第三稿。2004年9月，完成第三稿的再次修改。2005

年10月，经主审审阅和作者修改，完成终审稿。由于多种原因，原始稿对各阶

段各部门测绘史迹的编述难免厚薄，内容也有错漏，幸得吕尊铉鼎力相助，才

使本章得以顺利完成，且内容全面，获专家肯定。

工程和水文地质勘察：涉及这两章的资料较少，所用资料大都选自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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