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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吕 国 琦 。。-

． 盛世修志，历代如此。八十年代，政通人和，国运

昌盛。水利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硕果累累。为

此，编纂我市的首部《水利志》对总结治水历史，展望

发展前景，将会起承前启后的作用o j

．， 纵观平凉历史，早期治水活动见于史料记载的从明

成化年问开始，在以后500多年的时间里，平凉市劳动

人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繁衍生息，与水旱灾害进行了

不屈不挠地抗争。从利民渠道的通水到平丰渠的筹建，

反映了历代地方政府中，不乏有仁人志士满怀忧国忧民

之心关注治水活动。但是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水利建设

并无多大发展o．至,1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仅有水浇地

4500亩，灌溉工程仅有土渠4条，且破旧不堪。其它水

利建设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 ．，

：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祖

国建设蒸蒸日上，百业俱兴，水利工程成为促进农业增

产和改变农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发挥着显著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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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水利志

水利战线的职工和全市人民以战天斗地的精神，白力更

生，艰苦奋斗“土、洋"结合，大办水利，取得了很大

成就。5个万亩灌区的建成，蓄、引，提水利设施遍及

平凉市农村，发展水浇地14．61万亩。这些成就既凝结

着全市人民的心血，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崆峒总干渠竣工通掘，白庙电灌站试水上螈，更体现了

我市水利事业发展的后劲所在。1983年以来，我受命负

责全市的水利工作，深感兴修水利，改造自然，遣福人

民的责任重大。治水工作，不论是山、螈区人畜饮水工

程，还是河道治理，以及修渠建库等，都对农业生产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改遣山河，兴利除弊，发展捉业

的长远之策。水利战线广大职工，特另1】是工程技术人页

不分严寒酷署，跋山涉水战斗在水利工作第一线，为全
市的捉业生产上台阶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将他们的功

绩裁入治水史册，以振奋当代，、激励后人，是很有必要

的。 ，

． 这本《志》书遵循以详今略古一尊重史实的原则，

较为详实地记述了平凉市古今水利建设兴衷起伏的大致

脉络，明晰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利成就，讴歌

了党关于水利事业的路线、方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了40年来水利工作的经验教训。

速些都恰当地体现了地方志“存史、·资政和教育殄的作

旃。 ，’-7 j．‘+o+
’

∥?，一r 一+_一

“，。：《志》书的鳊纂工作从1985年开始i一，初期因诸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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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编纂工作搁浅。1987年后季，局党委下决心抓这项工

作，又抽调人员组建新的写作班子。在资料缺，人员少

的情况下，经过近四年的艰辛工作，几经耕耘《志》书

终获脱稿，这无疑渗透着编《志》工作者的心血·

《志》书的出版，为研究我市水利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历

史资料，将对未来水利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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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平凉市水利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详今略古，寓理于

事，力求反映全市水利事业兴衰发展的全过程。

二、本志时限上溯至有史料记载的明成化年间，．下

限断止1989年，个别工程延至1990年。志书中的“现

有"， “现在"除原文引用资料外，均指1989年。 ．

三、全志分章节，并设有概述和附录，分门剐类，．

横排竖写，用语文体记述全市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图书馆文献部，地、市档案

馆，地区水利处，市水利局档案室，《平凉市志资料》

和旧志书。新中国成立后的资料不注出处，新中国成立

前资料酌一情加注，为省篇幅均采用篇末注。

五、新中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国号记年，并加注

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则以公元纪年。志书中的

“新中国成立万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1949年以后，平凉市、县机构几经合并，分

设，志书中有关“全市"“全县修的表述均以当时行政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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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水利志

区域为准。但现在不属于平凉市行政区域的水利工程，

没有单列入志。

七、志书中的“党”“省委"“地委”“市委"

“县委’’系指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委员会；省、地、

市，县，乡、 “政府”“专署”“行署"“革委会’’，

“人委"“公社"、系指相应的各级政府。

八、计量单位用公制、土地面积按习惯仍采用市

制。

九、地面高程除另有注明外，均采用黄海高程。

十、地名以《平凉市地名普查资料汇编》为准。同

一地方，古今名称有差异时，均加注现在地名。

十一、数字用法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

部门，1986年12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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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自然地理和社会概况

平凉市地处黄土高原，位于陇山东麓，泾河上游。

市境总面积1936．18平方公里。东西长约75公里(东径

1060257--107 0217)，南北宽约51公里(北纬300127—
35。417)东部和东北部与泾川、镇原县相邻，南部和东

南部与华亭县，崇信县接壤，西部和北部与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泾源县，固原县相依。

全市总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呈阶梯形下降，最高点是

太统山无量祖师大殿，海拔为2246米，最低点是花所乡

苏陈村，海拔为1089米，相对高差1157米。地质年代可

划分为三代九个群系，其中以安国一崆峒一王各村一水

泉子一线最为明显，以南为基岩山区，以北为中，新生

代盆地。南部基岩由石灰岩，各色砂岩、页岩构成，沟

谷深切，断层明显，基岩裸露。北部上层为第四级黄土

所覆盖，地形按自然状况可划分为河谷川区地形，黄土

残原地形和中山丘陵地形三大类o

∥



平凉水利志

． 河谷川区地形分布于市区中部，以泾河河谷为主，

西起安国白杨林，东至花所八里堂。长75公里左右，是

由泾河长期冲积形成的漫滩以及一至四级阶地组成。一

级阶地从七里店附近泾河以北的一片较大，长5公里，

宽100一200米，其它地段较少，阶地前缘高出河滩1—

2米，除表面有薄层砂和亚砂土外，其余全是砂砾石

层，层厚10—15米，二级阶地最为发育，连续不对称的

分布在泾河两岸，南岸较宽，一般在1000--2000米之

间，最宽处在四十铺鄙岘一带，达到2500米，北岸一般

宽500—1000米，阶前高出泾河滩4—10米，不少地段

与河滩无明显陡坎，呈大缓坡倾向河床，阶地上部为厚

10--15米的亚砂土，下部为厚6—20米的砂砾石层；三

级阶地多以连续不对称存在，主要分布在崆峒乡一

带，泾河南岸和四十铺乡窑峰头附近，阶地宽300—500

米，前缘高出二级阶地】O一20米，并有明显陡坎，阶地

上部为风成黄土，一般厚为5到10米，下部为亚砂土，

厚10到15米，四级阶地主要分布在泾河南岸，阶地前缘

高出"／gL阶．1E50到60米，有明显陡坎，阶面在安国乡一

带宽500w1000米，其它地段宽约100一300米。

黄土残原地形，按地貌不同分为残原发育的黄土高

原沟壑地貌。掌形地发育的黄土丘陵地形和梁峁与沟壑

相间的黄土丘陵地貌。残原发育的黄土高原沟壑地貌主

要分布在泾河以北，黑家庄、刘庙、寨河，高寨一线以

东，泾河以南、四十铺沟以东，石壁山以北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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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残原主要有白庙原，香莲原，草峰原、索罗原、大寨

原。原面一般呈条状，走向西北一东南。原面延伸形成

．很多梁峁，原面海拔高度西部为1850米，东部为1400

米。原面坡度为千分之六，宽约2—3公里。原面平

坦，原侧梁峁坡度15。一20。o V字形冲沟十分发育、切

割深度150—200米。沟长1—2公里，多见崩塌，落水

洞。掌形地发育的黄土丘陵地形，分布于泾河以北，黑

家庄、刘庙、高寨一线以西，海拔1500米到1700米，梁

顶浑园，梁坡在10。左右。掌形洼地呈长条状分布于冲

沟沟头，一般长0．5公里到1公里，宽200米到500米，

彼此断开，V字形冲沟较短直，长l到2公里，切割深

度30—50米。梁峁与沟壑相间的黄土丘陵地貌，分布于

泾河南岸，崆峒山、太统山，山口子、大庄一线以北，

四十铺沟以东，朔原侵蚀形成梁峁，与沟壑相间地形。

黄土梁走向东北一西南，呈长条状，梁面倾向泾河，海

拔高程1500到1700米。V字形冲沟长1到2公里，朔原

下蚀作用强烈，深约150米。

中山丘陵地貌，分布于泾河南岸，在崆峒山，太统

山、山口子大庄、石壁山一线以南，为泾河南岸和三内河

支沟的分水岭，海拔1800米至']2200米，最高点位于太统

山(海拔2241米)相对高差以西部崆峒峡谷最大，在500

到600之间。沟岸上陡下缓，基岩裸露，灌木连片，植

被较好·

平凉市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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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水利志

由于受到季风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形成了四季分明的气，

候：春季降雨不足，且多受寒流霜冻袭击，冷暖无常，

夏季干旱高温，雷雨、冰雹频繁；秋季低温，阴天多

雨；冬季干燥少雪，盛行西北风。在时间分布上，全年

大部分时间受高空西风环流影响，冬季盛行西北风，夏

季盛行东南风。冬半年(10月至4月)地面受蒙古高压

控制，干冷的极地大陆气团使降水稀少，天气晴朗而寒

冷，夏半年(5月至9月)高空西风带波动活跃，地面

气压改变多为移动性的低压(气旋)型，降水机会多，

但不均匀，盛夏副热带高压强盛时，常北跃和西进，造

成高温、晴朗干燥的伏旱天气。境内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11．2亳米，年际、年内和空间变化均较大。年内降水，

主要集中在了、8、9三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58．4％，并多以暴雨形式降落，11月至来年3月降水很

少，仅占年全年降水量的6．9％o主要农作物小麦最需

水的5月份，平均降水量48．2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盼

9．4％o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1466．9毫米，是年平均

降水量的2．82倍。气温的南北差异不大，但垂直差异较

明显，西南部的山区和西北部的原区气温较低，东部

川、原区气温较高。全年大于0℃和10℃的活动积温，

东部和西部相差在1100℃左右。多年平均气温为8．6℃，

最冷月元月份平均气温5．2℃，最热月7月份平均气温

21℃，气温年较差26．2℃，年平均最高气温15℃，年极端

最高气温35．3℃(1973年7月23日)，年极端最低气温



概 述

一24．3℃(1975年12月13日)。年平均无霜期161天，平

均初霜期为10月5日，最早在9月8日，最晚在11月1

日。平均终霜期为5月1日，最早为4月6日，最晚为

5月22日。无霜期最长为210天，最短为139天，无霜期和

终霜期与初霜期平均日期的分布与海拔高程呈负线性

相关，海拔高程每升高或下降100米，无霜期缩短或

延常3天，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763．4小时，日照百分

率为55大于0℃的光照时数为1763．44、时，占年总量的

73％，大于10℃的光照时数为1172．9小时，占年总量的

48％o

平凉气候特征是，海拔高，日照常、蒸发大、光有

余、水不均。

平凉市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

住。前秦永兴二年苻坚进攻前凉，置平凉郡(初治高平

镇、后治鹑阳)取平定凉国之意，平凉之名始见于史

册。此后，历代曾在平凉建府、州、县。新中国成立

后，市、县建制多次更替。1983年国务院批准恢复平

凉市。

平凉市是平凉地区行署和地委的所在地，也是全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兰公路横穿全境，西去可

达兰州入河西走廊，东进可下西安入关中平原，又依六

盘山，三关口之险，在战略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陕、甘、宁地区较为出名。全市总

人I：／38．28万人，其中l非农业人口9．63万人，占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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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水利志

口的25．15％；回族10．02万人，占总人口的26．18％。

有22个乡(镇)和三个街道办事处。1989年全市工农业

总产值1．7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0．99亿元。

全市耕地面积105．66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3．75

亩。有效灌溉面积14．61万亩，保证灌溉面积13．26万

亩，1989年实灌面积11．14万亩。粮食播种面积88．51万

亩，总产量11．27万吨，平均亩产127．36公斤。

二、历代水利事业发展简况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特别是对禄业

生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中，平凉

人民越来越重视对水的利用。]火500多年前的明成化十

三年间到清代的光绪年问，先后修建了利民渠，普济

渠、皇渠、老官渠、磨河渠等。到中华民国时期，地方

官员也曾与省上商议修建纵贯泾河川的平丰渠。这些灌

溉工程，大多都建成并发挥了一定的效益。在明代修建

了防洪工程水夹城。历代人民群众还自发修建了一些土

堤，裁种树木，抗御洪水灾害。历史上倡导修建水利工

程的有地方官员、乡绅富户和宗教人士。但无论从工程

规模、标准、效益那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大的发展。只

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修旧利废，仅限於对沟岔水泉的利

用，而对常年奔流不息的泾河水利用不多。到1949年新

中国成立时，仅存磨河渠、老官渠，灌溉效益只有4500

亩。

6



概 述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建设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发展水利事业当着一项

重要的工作来抓，在短短的四十年间，用于水利事业的

投资达7909万元，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发展以泾河川区为重点的灌溉农业。泾河川区川大

地平，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平凉市发展水利事业的

重点。四十年来，已建成了崆峒、柳湖，颉河，南干和

北干五个万亩灌区。泾河川区已形成了干，支、斗、农

配套，路、渠、路齐全的园田化格局，为泾河川区的农

业增产创造了较为优越的条件。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

的0．45万亩上升到1989年的14．61万亩。灌区粮食亩产

量由1949年的72公斤，上升到1989年的418公斤。

修水塔建除氟站，改善饮水条件。全市约有20万人

饮水条件不好。这些地区的群众祖祖辈辈饮用着不合卫

生标准或含氟量严重超标的窖水、泉水、沟水，致使地

方病患者较多。为了改善饮水条件，／'／,．70年代起，党和

政府就投入了大量财力，先后修建了一批人畜饮水和病
区改水工程。使部分地区群众不仅吃上了符合了卫生标

准的水，还实现了吃自来水的愿望。

修库打坝增强抗御洪、旱灾害的能力，为了加强调

蓄能力，抗御洪，旱灾害，防止水土流失，／,&50年代起

全市就兴起了修建水库和塘坝的高潮。虽然，有些工程

半途而废或者遭到水毁。但是，仍有一些水库和塘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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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一定的作用。如。50年代修建的纸坊沟水库，水桥

沟水库，郑家沟水库在保障城区安全中发挥了主要作

用。70年代修建了崆峒水库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

发电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口还有近30座塘坝除部分遭水毁

外，其余均完成了拦泥造田的任务。

打井灌溉，充分利用地下水资源。平凉市地下水资

源较为丰富，随着抽水机械种类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ZLTO年代开始了打井的高潮。全市曾打机井796眼，这

些井在抗御灾害和人、畜饮水方面发挥了很大的效益。

特别是70年代末柳湖渠遭到严重污染停用后的近10年时

间内，柳湖乡蔬菜区的土地，基本是靠机井进行灌溉

的。

兴修梯田，植树种草，治理水土流失。平凉市地处

黄土高原沟壑区，大部分地方水土流失严重，／,／,．50年代

开姥流域治理工作。广泛开展挖水平沟、鱼鳞坑活动，

再辅助于植树造林措施，在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失方

面初见成效。60年代到70年代初又掀起了兴修塘坝和水

平梯田的高潮，虽然由于“平调风"和“超负荷"的作

法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但就取得的成绩来看，还是不

可否认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水土保持工作走

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以家庭为主的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荒沟荒坡连片治理和植

树种草责权利的明确，都给小流域治理工作注入了新的

活力。到1989年底，全市已治理面积述640．1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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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占已治理面积的36％。兴修梯条田46．62万亩，占

耕地面积的44．1％。

四、主要经验教训

40年的水利建设道路，有辉煌的成果，也有深刻的

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水利事业建设基础非常薄弱。50

年代初，党和国家就投入了很大的人、财、物进行水利

建设，先后修建了一些防汛、灌溉工程，安装解放式水

车，发展井灌面积，到1958年建成泾河南干渠，就此一

项工程，可灌地6万亩，灌溉效益较好。在此后的一段

时间里，水利建设，忽视了容观现实的可能性，草率地

地开始了崆峒(柳树沟坝址)水库、田家河水库，范家

河水库和海寨渠上山工程。这些工程终因盲目上马，半

途而废o 60年代修建了两条万亩渠道，虽然受到了“文

化大革命"的冲击，但在水利战线的广大职工和农村干

部群众的努力下坚持建成。70年代的水利建设，是以打

井和修建水库为先导的，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助长

了盲目蛮干，不分重点，不讲究经济效益，山原到处打

井，造成了人、财、物的大量浪费。在水库建设中，先

后开工7座，最后建成至今保留和发挥效益的只有崆

峒、寺沟两座。进A．80年代后，水利建设工作走上了

“注重客观实际，遵循经济规律，严格建设程序矽的道

路，对5条万亩渠道进行了改建配套，1984年新开崆峒
总干渠工程，翌年就部分发挥效益j到1989年通过省地

9

R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