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

珏．酉滴姆一封一志
簿然誉帝拳．．耩_漆



士
JI梦



《哈尔滨水利忘》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乃华

副主任：柳松桂 ．

编著：郑应爽． ．‘

委 员C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沐 马 振 王明奎 石晓燕

刘忠福 刘恩林 刘松龄 成继善

任利群 孙治中 李锡祜 李成楠 ；’

居景贵 韩振杰 唐云护 徐雅庆

郭秀谭世泽

校 对：刘善宝 郑 秋 宋桂新 刘金凤

摄 影：陶’欣

．审 定：李乃华 柳松桂 唐云护 王明奎

● 、



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有着灿烂辉煌

的历史文化。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地方史志书籍是我

们民族特有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研究历史、学习历史、
总结历史经验，继承每份历史珍贵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曾多次倡导编修史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政治清明，民安物阜，恭逢盛世，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编修社会主

义新地方志，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后世借鉴。市委、市政府

根据中央精神作出了编修新方志的决定，我局根据决定精神即着

手编纂《哈尔滨水利志》。
：| -

‘．

哈尔滨市地处松嫩平原，为松花江及其支流逶迤环抱．它即给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哈尔滨市人民以舟楫之利、灌溉之便；但又往

往狂涛肆虐，吞噬财物，淹没良田，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

的危害。+
t

1932年哈埠洪灾之役，灾民流离失所，云集岗地，恶疫蔓延，

无医无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解放前松花江两岸人民寄望治理

江河，祈盼安居乐业。旧社会及日伪统治者，置人民死活而不顾，一不

修堤筑坝，天灾人祸，相伴而行。人民渴望幸福。，但均被无情的江水

所吞没，随着江水东流而逝。 j 一 ，．-

解放后，哈尔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了前人

所希冀的理想和愿望。40年来，在数次洪水泛滥中，。党和政府均投

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洪水泛滥．使灾害减少

到最低限度。1957年发生特大洪水，严重威胁哈尔滨市的安全，哈

尔滨市人民和解放军一道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在省委、市

委和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洪斗争，谱写

了无数壮丽的英雄业绩，为确保哈尔滨市的城乡安全．减少洪灾损
失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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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郊区地跨松花江南北两岸，土质肥沃、江河沟泡纵

横，有利于发展水利灌溉事业。但是，解放前，灌溉工程寥寥无几，
山林树木任意砍伐，葱郁山岗变成了光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涝

灾频繁发生。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治山治水，兴利除害，不断发展

水利事业，造福人民和子孙后代，大力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发展工

农业生产。40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修筑江河堤

防、水库、塘坝、灌区、打机电井、治理低洼易涝土地．造_三田”(条

田、台田、梯田)和治理水土流失。使哈尔滨市水利设施基本上形成

了拦、排、蓄、灌和城市保护等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随着城乡经济

体制的深入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水利工程设施，对繁荣经

济，发展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全市经济发展奠定了．
r定的物质基础。 ． j 。

’‘ √。
·‘，’

哈尔滨市历史洪涝灾害及水利建设事业，此前无系统的史志

记载，更无成书之作。有鉴于此．我局决定编纂这部《水利志》，将前

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记载下来；把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人

民抗洪救灾和在水利建设上的业绩记载下来j将经验、教训变为我

们的财富和智慧；把党、政府和人民的丰功伟绩永远载入史册i为’

后入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 ‘’

，

：为此，哈尔滨市水利局决定编好这部《水利志》。我局成立了

《哈尔滨水利志》编纂委员会，选任编辑人员、确定主编。经过四年

的努力，在省：市史志部门的指导下．在有关专家、学者和水利工作

者大力支持下，编辑人员勤奋工作，认真求实。广征博采．1搜集了大

量资料。挖掘了许多珍贵史料；系统整理了大量的零星散在的资

料。这些资料经过鉴别、整理I核实、编纂、校审等工作程序，哈尔滨

市第一部较系统、较完整反映水利建设和洪涝灾害的专业志书终

于与读者见面了：颇感欣慰。 ．。

．‘

。

，‘’’

这部水利专志是编辑人员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它具有资料

性、知识性的特点；亦具有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的长处，。
。

，．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尤其是象这样一部较大型的、有学术价

值的专志，我们深感学识‘经验之不足，加之资料不金，又无现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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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鉴，故错误难免。恳请读者赐教，以便修改，使之日臻窑善。
借此作序之机，我仅向《水利志》编著者袭矛敬意；向为《水利

志》编写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及有关同志表示谢忱。

。耸棠纛纛磊型磊墨藿李乃年《哈尔滨水利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1990年12月2日



凡。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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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水利志》全志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共11章，50节，计

41．2万字。除卷首钋，正文分章、节、日，分门别类记载哈尔滨市地
‘

形、地貌、气象、水文、河川、洪水和旱涝灾害及防洪、灌溉、苗水、除

涝、水土保持、科研等各项工作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一、本志书断限：‘遗溯上限，尽力做到上限通顶，下限截止
1990年。

‘

二、本志书采取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本着“详今略古"、“古为。 ．7

今用"、“以类系时”．“以类系事”、“以事立题"的原则，分门别类的

表述方法。叙事采用记事本末体，每章各有表述重点，各节也围绕

重点进行。在记述上，采取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并随文配以必要的

图、表、像，力求图文并茂。目录排列以体现水利串业的因果和突出

哈尔滨市的特点为依据。 ．

．

’三、本志二}；文体除引用历史资料外，一般采用语体文。引用史

料，皆忠于原文，注明出处。书写用词和专用语及文字、标点：符号’

等，均以国家正式出版的词书和工具书为准。

‘四、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称谓，一律以《中国通史》及其他正
式史书为准，或按通用的习惯称谓，不加政治性评语。

五、历史纪年，在民国以前，均按《中国通史》用法，并注明公元

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
‘

六、地名，一律以地图出版社j{{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团地l习册》

最新版本为准，文中古代或几经变动的地名，皆注明今名。

七、记事涉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历史人物、官耿一律直书其

名，按当时习惯称呼书写，不加褒贬；涉及到当代人，一般不冠头

衔，个别需要的地方加以职称。
。

．

八、志书正文及图表，．足．用数字、欺据的．均分另《夕≈汉字和阿拉

伯数字填写；凡夏历年月日，世纪年代。律用汉字，数字、表格一我：

用阿拉伯字，百分比用符号“％"裹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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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位高程。，志书中所用松花江、阿什河等江河的水位高程．

除注明者外，一律采用大连海拔高程。。，

十、计量单位：一律使用1984年4月国家颁布的法定标准计

量单位。历史上的旧计量单位，如“丈"、“斗、石”、“英尺”、“俄丈”
等，均如实记载。计度计量单位及化学元素符号_律用汉字书写，

如。平方米”及“汞，，“氰"等；公式中用国际单位符号，如“M’’“CM"
等，用英文符号时亦注明汉字。，．

十一、大事记起迄时间。上限通顶．下限至1990年·哈尔滨水

利大事、要事，按时间排序。分条例举，《志》有则简，《志》无则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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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是祖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位于黑龙江省1=}7部，座

落在松嫩平原上。地处北纬45。207至．，16。207；东经】．2G。15’至】27。

30’，市中心位于北纬d5。42’与东经126。40’东、商与阿城市为邻、

西与双城市接壤；北与呼兰县相邻，东西最大长度为68公里，南北
最大长度为38公里。

⋯ ‘

-， 哈尔滨市交通便利，京哈、滨洲、滨北、滨绥、拉滨5条铁路干

线向外辐射，有19条国象级公路和59条乡镇级公路形成fJ，J交通 ·

．网；空运有东北最大的哈尔滨航空港，已开通I曰内25条航线；水路

运输，哈尔滨是松花江上最大的河港，逆水上朔可抵古林省的火

。安，顺水东下，可直达佳木斯、同江，又可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哈尔滨市总面积1637平方公里，其中市区156平方公里，郊

区1481平方公里。总人口282．71万人，其中市区为244．34万人，
：

郊区为3s．37万人。
’

．．

I·

’

．

．

一’ (一)? 。

‘-哈尔滨人类文化渊源流长，历史悠久。。据考古提供的资料，从

旧石器晚期，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顾乡屯是著名的IFJ石器fl¨屯

遗址；荒山遗址、半拉城子遗址以及闫家岗j”土的古人类头骨、骨

片化石及石核等，距今已有2．2万年的∥j史。出土文物证哕J，从遥

远的古代起，这里就是我国北龙各民族人民劳动生息V,I地方。f{有
’

，历史记载以来，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约)商殷
时代j哈尔滨地区最初建立了“家居邑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

1

时代，满族的祖先就以肃慎的名称和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肃慎人以其独特的武器“未{}矢、石箬”向周朝贡献，表示l互服’。经春
一 ．——9——

．．。p

r
，



秋战国时期逐年由东向西游动、迁徙，到秦、汉朝时期，其活动中心
已移至哈尔滨东南。公元三世纪(公元220—280年)时以挹娄之名

通北魏；到魏晋南北朝(JA-元420—589年)时期即以勿吉之名通北

魏、东魏、北齐和南朝的刘宋王朝，勿吉的一个部族一一安车骨部

即居住在哈尔滨一带，安车骨部以水得名，安车骨水即今阿什河。

七、八世纪隋、唐时期(公元581一一6i8年，618一一907年)勿吉

又音转为棘鞠，继续与中原王朝通贡。公元713年，唐朝先天二年，

开元元年，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即渤海国)王，哈尔滨为其辖

区，隶属唐朝渤海郡的-海古勒地’’，公元926年，契丹人辽太祖耶

律阿保机，灭勃海郡，哈尔滨为辽之东京道所辖。 ．

，：． ．

公元11 15年，满族的先人女真族，统一了北方各部族，建立了．
金朝。于1124年金朝在上京会宁府(阿城市白城乡)建立了都城·

哈尔滨为其管辖。 -． 一，．．一_、
，十三世纪初，蒙古军占金上京路，哈尔滨为成吉思汗三弟斡赤

斤家族的领地，元朝建立后，曾在这里设立哈儿滨驿站，．明朝时t哈

尔滨地区划归奴儿干都司管辖。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十月·

明朝将哈儿滨驿站改名为扎拉奴城站。～ ，，．

．

：十七世纪中叶，女真人建立后金王朝，于公元1636年后金始

改国号为清，始称满族一 ～；+一， ．
．：．j‘

清朝于1644年入关。1725年(清雍正三年)，哈尔滨地区属清

朝阿拉楚喀(阿城)副都统管辖，恢复了古地名，汉语译作“哈拉

滨"，1785年(光绪元年)后称．“哈尔滨班。这时已有满，汉农民在此

耕牧，顾乡屯早在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即有汉人垦殖‘，清

代自嘉庆年间，随着“京旗移垦”以及此后开禁放垦．到了十九世纪

末，在哈尔滨地区已建立了许多满、汉族移民村落．在这里从事耕、

牧和渔业生产。并形成秦家岗(南岗)、宙家烧锅(香坊)、傅家甸(道

外)，顾乡屯等几处村落。据光诸二年(公元1876年)统计，仅水营

官庄附近各官屯(满族村落，现前进乡)即有3730户，28275人。这

时在哈尔摈香坊地区：已有烧锅等手工业作坊和店铺，形成为居民

较多的村镇．总人口达5万余人二这些村镇为哈尔滨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并为其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j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俄政府，迫
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约》，获得了东清铁路(民国后
称中东铁路)二的筑路特权矗：． ． ，j -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沙俄确定以哈尔滨为东清铁路的

’修筑和管理中心o，．．．； 。 一，，
：

¨．一。

·，H：1918．年至1920年问哈尔滨仍处在沙俄残余势力统治之下，

人口近16万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沙俄残余势力继续以哈尔

滨为中心进行反苏活动。这期间从苏联各地约5万多俄罗斯人涌。

入哈尔滨定居，哈市人口达26万人。 i：!： ．j一‘
‘

．’：。o 1，922年12月8日。我国北京政府公布“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公署办事条例大纲”，于哈尔滨市设行政长官公署，置行政长官兼

-护路军总司令，总揽东省特别区军政事务。，1926年，成立哈尔滨特

别市。至此，被沙俄及其残余侵占长达28．年之久的哈尔滨行政权

完全收回。、j ．‘ ，
．

，，，．
√ i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占了哈尔滨，将哈尔滨分为哈尔滨特别

市和东省特别区(1933年改为北满特别区)附属地。1936年1月实

施所谓“哈尔、滨特别．市大都市制”，统一市政建制，并扩大了区域，

将原4个部分及吉林省阿城县内的31个村屯和黑龙江省呼兰县

内的、lo个村屯合并成立哈尔滨特别市。总面积为929．5平方公
里。较旧市街面积增加1 O倍。他们霸占了大片农田修建机场-仓

库和兵营。人口总数达42万人。 ： 、
．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哈尔滨市68万人民重归祖国怀

抱a，_ ‘¨o+? 、√ 。‘，，， ·’j

．：：1946年4月28日；中国人民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滨市。
√_’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

j j‘．1953年．8月，、1．日!，哈尔滨市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6月19

日-t啥尔滨市为黑龙江省省辖市。1984年哈尔滨市定为中央经济
计划单列市。，o：：-： ¨，二．_．

’
”，，



(二)

哈尔滨市位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松嫩沉降带东南隆起区，

中部为吉黑地槽中松辽坳陷断层带。松花江以北为第四系上更新

纪冲积洪积层。地处松嫩平原的东南部边缘，向东逐渐过渡到张广
才岭山麓地带。

哈尔滨地貌特征受松花江水系控制，地形稍有起伏，由西向

东，从北往西南逐渐升高。南部靠近丘陵，最低115米。最高200

米，最大高差为85米。其地貌类型按成因分为河漫滩、阶地和高平
原。

河漫滩分布在松花江与阿什河两岸．包括南岗陡坎以下的道

里、道外、太阳岛、松浦以及太平区北部、三棵树化工区一带、地形

比较平坦，标高(大连基面。下同)松花江漫滩为115一_125米．阿

什河漫滩为1 15米二130米。
?

’阶地标高为130一140米，分布在哈尔滨站、顾乡屯、半拉城

子、骆斗屯、张家店一带，阶地宽1—3公里，略向松花江及其下游

方向倾斜，与河漫滩有明显的陡坎分界。
。

高平原，标高为150—200米，分布在南岗、香坊、动力区和杨

马架子、平房、荒山咀子一带，与一级阶地呈缓坡接触，从烈士纪念

馆到文化公园一段与河漫滩直接接触，形成高差达20米的陡坡，

地形南高北低，坡度一般为1％一1．5％。由于西河沟、东河沟、马

家沟的切割，地形呈波状起伏，河沟两侧的坡度大，一般为40％一
一70％。．

哈尔滨市在大地构造上，处于松辽台地的东部边缘上。白垩系

岩地层很厚。其上部分布着与地貌形态关系密切的第四系地层。．

河漫滩上是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具有两层构造。上部为亚粘

土或亚砂土}下部粉细砂层和中粗沙层．当挖地基遇地下水时则出

现流砂现象。在12米深以下方有较稳定的中粗砂层。地基的容许

承载力(R)，。般每平方米为小于15吨：地层相变较大，局部有较

厚的(R)值每平方米小于10吨的淤泥质软土层。漫滩上地下水位

浅，一般为2—4米，属于潜水。靠大气降水补给；含水层厚度一般
一12一 一



20—30米，涌水量一般11 00--2300吨／日。

阶地上是第四系更新统晚期冲一一洪积层。上部为亚粘土呈

黄褐色，土质不均匀，土层厚度为1 0--20米，(R)值每平方米为16
--20吨。

·

，'．‘，

，平原上是第四系更新统晚、中期洪积、冰水沉积层。上部是较

厚的黄土状亚粘土层，厚度25--50米，(R)值每平方米为1．8--22

吨。局部土质干硬，遇水有湿陷性，一般为非自重湿陷性黄土。下

部是透水性较强的中粗砂层，含水层较厚，水量丰富，具有承压水
的性质。地下水位较深，市区为21—55米，郊区平房：黎明一带最

深可达60米以上，地下水贫乏。
‘

‘。’j ．’．

(三) ，．·

．

哈尔滨地处中温带，距离海洋较远，属半湿润性大陆性季风型
4

气侯，四季分明，地面高程在海拔1 15—200米之问，这里因受西伯

利亚冷空气和副热带海洋气团的影响，低压气流自贝加尔湖地区
、 移入，形成较强的低气压，频繁地出现季风。风向随季节变化而变

化，春季多风，干旱；夏季短暂，炎热，多东南风，空气较为千澡，雨

量较少；秋季时间短促，多雨；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多西北风。哈尔

。 滨年平均气温为摄氏3．5度。5--9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18．6度。

适于农作物生长。全年1月为最冷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19．

7度，7月为最热，月平均气温为摄氏23．1度。极高值为1907年7
月最高气温达摄氏4l度。极低值为1931年1月10日，曾出现零

下41．1度的低温日，为哈市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温度。气温的

年差为摄氏11 0．2度。在季节分配上，春、夏、秋3季短促，而冬季

长达7个月。无霜期为135天，最多为141天，通常9月末见霜．5
月上旬还有晚霜，有霜期为221天。日平均气温低于摄氏零度以下

日数约占全年日数的45％以上；低于零下10度的历年平均日数

约121天，最长为212天，低于零下20度的日数约66天；抵于零
下30度的日数一般在6—7天，1967年较多，达23天；江河结冰

i 期最长为，4个半月。
。 哈尔滨地面温度7月份为最高，1 950年最高为摄氏28度，平

一

一。 ，
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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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摄氏26．4度；1月份地面温度最低，1957年最低为摄氏零下

19．2度；平均为摄氏零下20．3度；水温夏季为摄氏23度·冬季为

摄氏1—3度。

土壤温度，哈尔滨8月上旬是全年土温最高期，土温达到摄氏

25度，2月中旬为土温最低期，平均为摄氏零下15度。在10厘米

耕作层内’，全年平均土温为摄氏4．8度。土壤冻层3、4月份为最

深。从3月下旬起土壤逐渐解冻，形成“返浆期"。哈尔滨历年地层

冻结深度，最深为2．12米，最浅为1．54米．平均为1．9米。松花江

冰冻厚度为1．2—1．5米。

哈尔滨市多年平均年日照时数为2636．3小时。5、6月份日照

时数最多，每月达258小时以上，7月份为259．9小时。1月份日照

最短，为182．9小时。。 一

夏至日照时间最长，早晨4时日出．晚8时左右日落，长达16

小时，冬至日照时间最短，早晨7时30分日出，晚4时30分日落，

仅9小时。 一
～ ，

、 ．一

一哈尔滨市濒临松花江，江水的涨落与这里人民息息相关。哈尔

滨市人民具有运用水土资源为人民造福和与洪水斗争的经验。百

余年来历+代人民为兴利除害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因受社会制度与

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发展缓慢．收效颇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哈尔滨市水利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取得光辉成就，水利工

程门类较为齐全，种类数量增多，质量标准提高。兴水利、除水害的

工程效益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入80年代以来，水

利事业随着国民经济改革前进的步伐得到空前发展。到1990年

(此志书下限止)的41年间，已由“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到“水

利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历

史新阶段。 ：
‘

．。‘

(一) ，。。

哈尔滨市座落在松嫩平原、松花江干流中上游，地形南高北

低，地跨松花江南北两岸。境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育．丘陵河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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