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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淮河上中下游的治理 

一、淮河上游的治理 

根据“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在1950至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期

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在山区修建了石漫滩、白沙、板桥、薄山、南湾等5座大型水库，同

期在平原修建了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潼湖、泥河洼等5个洼地蓄洪工程。其中石漫滩

水库于1950年冬开始规划、设计，1951年4月正式动工，1951年7月即建成，为淮河流域

建国后建成的第一个大型水库。板桥水库与白沙水库亦于1951年4月正式动工，至1952年
6月和1953年6月先后建成。薄山水库与南湾水库均于1952年动工，薄山水库于1954年5月
建成，南湾水库于1955年11月建成。南湾水库位于淮河南岸支流浉河上，总库容16.3亿立

方米，为淮河上游河南省的最大水库。其余石漫滩、板桥、薄山3水库，均在洪汝河上游；

白沙水库在颍河上游。5座大型水库建设工程详情见下表： 

表4-3 1950～1957年淮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工程统计表 

水库|河流|坝 型|坝高（米）|库容（亿立方米）|建设时间|主体工程工期（月）|主要工程

量（万立方米）|最高施工劳力数（万人）|扩建时间|总投资（万元）|灌溉农田（万亩） 

石漫滩|洪河|均质土坝|25．00|0．47|1951年4月～7月|4|土方120．0|4．0|1956年，

1959年|初建327．00|9．0 

板桥|汝河|粘土心墙坝|24．50|4．92|1951年4月～1952年6月|14|土方254．0|8．
5|1956年|2376．00|36．0 

白沙|颍河|均质土坝|47．88|2．95|1951年4月～1953年6月|15|土方591．0|10．0|1956
年|4294．00|23．0 

南湾|浉河|粘土心墙坝|35．00|16．3|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土方476．0|8．
3|1975年|4695．00 
|98．4 

薄山|汝河|粘土心墙坝|48．40|6．2|1952年10月～1954年5月|18|土方354．0|4．
5|1956年，1975年|5136．00|21．6 

资料出处：根据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6月编印《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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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看出，这5座大型水库的修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坝型上均为土坝。土坝修
建比较简单，投资省，工程一般是“三大件”布置，即土坝、隧洞和溢洪道。施工时以人
工为主，大坝挖填土方由人推小车或担抬完成。但大坝碾压已以羊脚碾和推土机为主；隧

洞开挖也以空压机手风钻为主，有了机械化施工的雏形。这与1947年基本建成的我国修建
的首座土坝甘肃鸳鸯池水库，完全以人力施工相比，已是进了一大步；二是由于治淮初期

洪水、地震等水文资料缺乏，工程设计标准普遍偏低。1954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

水，石漫滩、板桥、薄山等水库实际最大进洪量，超过了原设计的标准一至三倍。①故石

漫滩、板桥、白沙、薄山水库均于1956年进行了扩建、加固。 

淮河上游的水库工程建设，施工队伍主要是民工，以及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二师。②参加建
设的民工以受益区的农民为主，由原地方领导干部带队。其组织严密，政治工作深入细
致，领导带头。故虽经验缺乏，设备简陋，但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边学习、边施工，

而终能使工程质量好，工期短，费用省。从上表可看出，一般大型水库主体工程仅14～19
个月即可建成，而石漫滩水库仅4个月完成。 

建设水库大坝，工程质量是关键，尤其是库容较大的薄山水库、南湾水库，对工程质量的
要求更高。在修建薄山水库、南湾水库中，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二师承担了主体工程的修建
任务，部队认真制订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严抓工程质量，干部、战士牢固树立质量第一
的思想。为保证质量，精益求精，甚至不惜停工重来。如南湾水库施工的二师六团，因勘
测时打的钻孔少，没有摸清地质情况，大坝基础不能建坝，施工员与地质员产生了矛盾，
一个要求继续施工，一个要求搞清地质后才能施工，干部战士因不懂技术，感到很不好

办。地质员到北京拿回6本介绍美国倒坝事故的书给干部战士讲，大家听了深感质量问题的
重要。有的同志说，修大坝不讲质量，万一发生事故，千百万人怎么死的也说不清楚。为
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就要一丝不苟地为人民做好事。干部战士的认识统一了，工程停

了半年，重新进行地质勘探。③正是由于注重工程质量，薄山水库在遭遇“75.8”特大洪水

时，④水位超过坝顶0.66米，距防浪墙顶仅0.34米，未发现 

①傅作义：《1954年的水利工作总结和1955年的工作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

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201页。 
②195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部队中抽调两个师，组建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一、第二师，
参加治淮。第一师参加佛子岭水库建设，第二师参加薄山水库和南湾水库建设。 
③任润余：《千里淮河永远在我心中——原水利二师部分老战士回忆治淮》，《中国水利·
水利史志专刊》1985年（总7期）。 
④1975年8月4～8日受7503号台风影响，河南省西南部山区的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
发生了我国大陆罕见的特大暴雨，造成淮河上游洪汝河、沙颍河特大洪水，导致板桥、石

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垮坝，下游7个县城遭到毁灭性灾害，淹死26000人，京广铁路冲毁102
公里。 
⑤河南省确山县志办 张同忠：《薄山水库》，《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4期。 
—————————————————————— 

重大问题。⑤石漫滩和板桥水库质量也较好，1975年8月水库失事的主要原因，是河南暴

雨造成的洪水洪峰流量分别为设计标准的4及2.6倍，加上运行管理不当，导致漫顶溃坝，

并非由于工程质量差造成的。①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土坝，特别是石漫滩、板桥、白沙三座大坝，不仅是治淮工程的第一
批，也是新中国第一批近代化的水工建筑，虽其规模和技术稍逊于以后各大工程，但其意

义却很重大。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曾希圣在总结1951年治淮成就时说：“有两个突出的工程
必须特别提出加以说明的，就是石漫滩水库工程和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石漫滩水库蓄水量

4700万立方米，容量并不太大，但是在解放以后却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举办的第一个水
库，而且是修筑土坝来拦蓄水流的水库，特别适合我们目前的经济情况，除去防洪的效益

以外，还有9万亩左右的灌溉的利益。我们为了提倡修筑土坝的水库，今年特别决定先行修
筑这个水库，借以取得经验，培养干部。这一个水库能够顺利完成，以后就可有更多的更
大的水库陆续完成，所以这个水库的本身对治淮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大，但却是我国水利事
业从除害到兴利，从单纯的防洪，向兼顾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的多目标工程发展的一
个转折点。它的影响之大远过于它的实际的效益。”② 



除在山区建水库，淮河上游还兴建了五处洼地蓄洪工程。其中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三

处在洪汝河上游，于1950年冬至1951年春建成，以老王坡蓄洪量2.0亿立方米为最大，蓄
洪作用也最明显。吴宋湖作用不大，后来停止使用。蛟停湖后因汝河裁弯取直，蓄洪区范

围缩小，蓄量减少，作用也不明显。潼湖在淮滨县的淮河干流左岸，也在1950年冬至1951
年春建成，因蓄洪量很小作用不大。泥河洼蓄洪工程在1954～1955年建成，位于漯河市西

沙河本干右岸与澧河交会处，蓄洪量2.3亿立方米，建成后使用次数最多，对削减沙、澧河
洪峰流量作用很大。 

淮河上游河道整理工程，着重进行了洪汝河与沙颍河的整理，另外对惠济河、包河等也进

行疏浚。洪汝河整理工程，在1951～1954年进行。1951～1952年整理三岔河（在新蔡县

洪汝两河会流处）以上的洪河与汝河，工程内容有筑堤、疏浚、分洪、裁弯等。1953年治
理三岔河以下的洪河干流，工程内容有裁弯取直、 

①《中国水力发电史料选编》，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1998年印，第377页。 
②《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61页。 
———————————————————————————————— 

裁弯分洪、拓宽河身及培修堤防等，使洪河本干的泄洪能力从400立方米/秒增加到1000立
方米/秒（包括方集分洪200立方米/秒），以上3年共做土方2980万立方米。沙颍河治理工

程在1951～1955年进行，整理工程以颍河整理与汾河治理为重点，对黑河、新蔡河、新运
河及沙河险工等也做了初步治理。颍河整治工程包括颍河本干及支流清流河、清潩河等，

以疏浚培堤为主。汾河则对本干及支流进行了全面治理。在1951～1955年中，沙颍河整理

河道土方共计3887万立方米，其中汾河1930万立方米，颍河及支流清流河、清潩河1244
万立方米，黑河527万立方米。① 

这一时期在修建水库、洼地蓄洪工程和整理河道中，条件十分艰苦。建设者居在席棚，食

在露天，席棚曾因河涨而数徙，吃饭常为急务所打断。在1953年以前，因沿袭战争动员民

工制度，民工工资待遇一般偏低，带有义务劳动性质，且后方补贴较重。1953年12月改为
低工资制，“根据计件工资折算，民工所得，原则上除足够维持本人在工地的一切消耗外

还能养活一个人至一个半人”，②一般不多于5斤小麦或大米。农忙时适当提高，但仍不过

0.4～0.7元/工。③“并应注意在农忙季节尽量避免动员民工。按此原则执行后，后方义务代

耕及其他负担应一律取消。”④然就在此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建成高质量的工程，主要
是靠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党政干部、土改翻身的农民，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及参建部队
的高涨热情，从而克服了物质条件上的不足。当然，建国初期，坝址条件比较优越，工程
移民数少，附属工程量小，也是投资省，工期短的一个原因。 

二、淮河中游的治理 

淮河中游主要在安徽省境内，包括洪河口以下至洪泽湖之间的淮河干流和南岸淮南丘陵区
及北岸准北平原区各河流，其中以淮河干流的防洪和淮北平原区的除涝最难治理。这里有

历史和自然的多方面原因。从历史原因看，由于12世纪到19世纪700多年的黄河夺淮，淮
河干流下游失去入海故道，形成了洪泽湖，抬高了淮河干流中游的洪水位，使淮河堤防容
易溃决，造成洪水灾害，而淮北平原排水不畅，造成内涝灾害。黄河夺淮期间，黄水多次
在淮北平原泛滥，使淮北平原河沟都被淤废，水系紊乱，排水系统被破坏，加上国民党统

治时期，经历了1938年至1947年的9年黄泛，更加重了淮北平原河沟的毁坏，因而造成了
淮河干流和淮北平原区“小雨小灾，大雨大灾”的多灾局面。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
3月印，第188页。 
②李葆华：《四年水利工作总结与今后方针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

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141页。 
③《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6月编印，第40页。 
④李葆华：《四年水利工作总结与今后方针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

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141页。 



———————————————————— 

从自然原因看，在地理上，上游河南省的山丘平原来水，均需流到中游安徽境内。淮河干
流来水，峰高量大；淮北平原上游来的客水，先占据了所有排涝河道，使本地区的主水无
从排出，容易造成涝灾。在气象上，淮河流域是我国南北冷热气团经常交锋地区，平均年

降雨量为880毫米，时空分布极其悬殊。冬春季节常干旱少雨，夏秋6～9月的雨量常占年

雨量的80%以上，且常以暴雨形式短期集中下降，故汛期淮北平原地区容易出现大暴雨。

这样，使淮北平原地区，上游来水压境，下游排水不畅，因而造成严重洪涝灾害。1952年
汛期降雨量不很大，但中游安徽省受灾面积达1028万亩。①1956年汛期淮河发生大洪水，

干流没有决堤，然中游安徽省水灾面积达2356万亩，②主要是涝灾。就是1950、1954两
年淮北大堤溃决，造成重大洪灾，但淮河洪灾只限于沿淮低地，其他受灾面积主要还是涝
灾。 

治淮初期，对中游淮北地区的涝灾认识不足，对除涝不够重视，在治理工程中有重干流、

轻支流，重防洪、轻除涝的偏向。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

中游的治理主要着重于干流的防洪问题，而对淮北地区的除涝问题则重视不够。1951年4
月淮委工程部提出的《治淮方略》，也存在同样的缺点。当时皖北行署对此意见颇大，曾
经在治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对工程部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防洪保堤，除涝才能保收，

要求重视治理涝灾。1952年汛期，安徽淮北地区发生一次较大涝灾，引起了治淮委员会对

治涝的重视。在1952年9月召开的治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着重研究了淮河流

域除涝问题。并于1952年11月召开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三省治淮

干部及农民代表300人出席。会议集中广大群众对解决淮河流域内涝问题的意见，讨论研

究了消除淮河流域内涝的方针、方法及实施步骤。③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
3月印，第201页。 
②《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骆承政等主编，中国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第

213页。 
③《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

30、33页。 
—————————————————————————————— 

1953年5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会后由主任谭震林、①副主任曾希圣、
吴芝圃、管文蔚等向中央写了《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认为，由于中央治淮的方针是正确的，因此成绩亦就是基本的，但在具体执行中还存
在着缺点：“对除涝保收未能达到应有的要求。因为破坏不堪的排水系统，没有进行必要
的治理；其已做的河道疏浚整理工程，则因标准太低（排除麦作水），不能解决普通洪水
的问题，不仅过洼地区积水无法排出，即一般较洼的平原，亦有因干水高于支水，支水高
于平地，内外水顶托而积涝成灾，若遇非常洪水，则内涝更为严重，这是个严重的缺点。
产生这个缺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内涝的全面性、严重性、频繁性、复杂性及除涝的重要
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亦即由于中国传统的重视防洪保堤，忽视除涝保收的片面思想没有
受到批判和纠正，以致放松了治涝问题的研究，所以未能与改善当前农业生产的要求密切

结合，其结果亦就不可能培植与提高群众抗灾治水的力量。直至1952年涝灾发生后，深深
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召开了治涝会议，并紧张地为治涝进行了全面的测量、勘察和
对每一支河进行流域性的规划。” 

《报告》提出了治涝的方针、方法和步骤：“在消除内涝问题上，仍然是以蓄为主，以排
以辅，采取尽量蓄、适当排、排中带蓄（在河沟上建控制涵闸，以蓄水抗旱）、因地制
宜、稳步前进的方法。分言之，除在山谷及湖泊洼地进行重点蓄水工程外，首先必须在内
涝区域建立全面的、起码要求的、完整的排水系统，以消除经常发生的普通洪水的涝灾。
并结合堤防工程，做到在非常洪水情况下不致漫溢泛滥。至于彻底达到根治之目的，须俟
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扩大蓄水工程及普遍推广群众性的蓄水保水工程之后来求得实
现。”② 

在1954年冬至1956年5月进行第二次淮河流域规划时，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都提出消除

内涝的要求，河南省要求第一期达到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并考虑采取更高的除涝标准。

安徽省要求达到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1956年5月完成的《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
中关于防止水灾的规划，都包括防洪与除涝两个部分。除涝规划对各支流进行全面治理，



达到当时水文计算2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淮河流域的除涝工作，由于中游淮北地区上游有
河南来水，存在着洪涝的矛盾，即主客水矛盾，下游在汛期受洪泽湖和淮河干流水位的影
响，排水出路不畅，加上历史上黄河数百年泛滥，排水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淮河流域
中，中游淮北地区是内涝最严重，最难治理和工程最艰巨的地区。逐步认识到除涝的重要
性和艰巨性，在国民经济恢复后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结合淮河中游修建山谷水库、湖
泊洼地蓄洪、淮河干支流河道整治等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洪除涝工程建设。 

①1953年5月治淮委员会改组，曾山调北京工作，由谭震林兼任主任。 
②《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1953年5月25日，治淮委员会编印《治淮汇刊》第3辑。 
———————————————————————————— 

1．修建山谷水库。在此时期，安徽省境内淠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等3座
大型水库，在史河上修建了梅山水库。详情见下表： 

表4-4 1950～1957年淮河中游控制性水库工程统计表 

水 库|河流|库容（亿立方米）|坝型|坝高（米）|主要工程混凝土量（万立方米）|修 建 时 

间|投资(万元)|效益 

佛子岭|淠河东源|4.83|连拱坝|74.40|23.0|1952.1～1954.11|7755.0|可削减100年一遇洪

峰。与响、磨共用灌溉500万亩。发电装机3.1万千瓦 

梅山|史河|22.75|连拱坝|88.24|35.2|1954.3～1956.4|9268.0|可削减1000年一遇洪峰。

灌溉371万亩。发电装机4.0万千瓦。 

响洪甸|淠河西源|26.31|砼重力拱坝|87.50|30.0|1956.4～1958.7|6163.0|可削减1000年
一遇洪峰。发电装机4.0万千瓦。 

磨子潭|淠河东源|3.37|双支墩大头坝|82.00|33.0|1956.9～1958.6|4396.0|可削减100年一

遇洪峰。与佛、响共用可灌溉500万亩。发电装机1.6万千瓦。 

资料来源：根据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6月编印《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第41～
42页资料；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
年2月第1版，第206～209页资料综合整理。 

从上表可看出，这4座水库库容较大，其中响洪甸水库总库容26.31亿立方米，梅山水库总

库容为22.75亿立方米，是淮河流域两座最大的水库。4座水库的防洪、灌溉、发电等效益

都很大，特别是灌溉效益，安徽的史、淠河灌区和河南的史河灌区，灌溉面积达到871万
亩，成为我国丘陵区最大的灌区。4个水库共装水力发电机组12.7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

3.1亿度。更值得注意的是，4座水库均为混凝土高坝，其坝高远超淮河上游各水库土坝。
其中，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的大坝都是混凝土连拱坝，响洪甸水库大坝为混凝土重力拱
坝，磨子潭水库大坝为混凝土双支墩大头坝。这些大坝是建国后修建的第一批混凝土坝，
且在坝型上有所创新。它们的主要特点是： 

除响洪甸是重力拱坝以外，其他基本属于轻型坝。轻型坝设计和施工技术的要求较高，这

在建国初期来说，困难很大。特别是1952年1月开工的佛子岭水库，以治淮委员会工程部
部长汪胡桢为首的一批中国专家建议采用混凝土轻型连拱坝方案。这种坝型当时在美国的
拜尔雷特建成了，但其它地方还很少见。就新中国来说，当时刚开始修建几座土坝，还没
有修建过一座混凝土坝。轻型连拱坝的设计和施工，一般说比重力坝还要复杂些，特别是
抗地震的性能如何，存在各种不同看法，苏联专家组也不赞成。但经过中国专家多次计算
论证，证明技术上是可行的，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果断地决定：“既然中国专家提出的方
案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 ①佛子岭水库采纳了轻型连拱坝方案，从而

取得了多快好省的成果，混凝土方量仅为重力坝的1/5，工期仅两年另10个月，比同时期西
方国家兴建的工程并不逊色。尤其是继起的梅山水库，不仅是我国最高的，也是当时世界
上最高的轻型连拱坝，这在科学技术上比较落后的我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为治淮委
员会主任的曾山，作为主持水库设计和施工的汪胡桢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佛、梅、响、磨4坝的建设，主要由成建制转业的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一师及民工1万多人进
行。建设期间，正值抗美援朝之初，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物资禁运，人才不准回国。加
以旧中国科技基础薄弱，在今日已属司空见惯的设计方法，已可成套供应之施工设备，在
当年均属凤毛麟角。特别是第一个兴建的佛子岭水库，所倚以制胜者，在于建设者们的毕
路蓝缕，竭忠尽智。工程设计人员自力更生地完成了一整套连拱坝设计，并对国外尚未完
全解决的问题——如连拱坝横向地震力计算等，有所创新。采用了以水灰比定则为主的砼
②配合比设计代替了传统的容积配比。从香港购进样机而仿造成振捣器，从苏联杂志看到
报导而试 

①钱正英：《治淮工作的好领导——回忆曾山同志》，《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

会1985年9月编印，第4页。 
②即混凝土。 
—————————————————————————— 

制成加气剂及膨胀水泥。学习了苏联工业管理经验而实行了流水作业等，从而保证了工程
质量。①可以不夸张地说，佛子岭水库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化水利水电工程的诞生。 

4坝成功的另一关键在于重视科学，重视人才，蔚然成风。当年佛子岭流传着“三顾茅芦”

和“佛子岭大学”的故事。前者是说1949年底水利部总工程师须恺函邀浙江大学教授汪胡
桢参加治淮。解放前汪胡桢曾参与国民政府的导淮察勘设计工作，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
败及战乱，他的才华和热情无法施展，故起先对新中国刚刚成立是否有力量治理江河，曾

抱有疑虑。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邀汪胡桢参加治淮，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

部长刘宠光登门请汪胡桢出山治水的事。②后者是说佛子岭的技术干部自己组织，互教互
学，学以致用的事。③由于新老知识分子感于党的知遇，故能竭忠尽智，意气风发，没有
假日和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内外，精心设计，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同时能兼
采众长，而较少受某些“框框”及“左”的影响。例如在坝型、砼的含钢率、坝体上游防
渗层厚度等方面采用了欧美的标准，而在消能、过汛以及加气剂等方面则接受了苏联专家
的建议。这就不仅使工程获益，而且为水利建设树立了积极进取和大胆创新的良好风尚，
丰富了水利科学，培育了一代水利建设人才、技术力量。 

当然4坝建设的道路不是笔直的，也存在弯路和失误。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库设计防洪标
准偏低，而两库共同运用，仍嫌控制流域面积偏小，说明规划上存在问题。梅山水库拱垛

曾先后出现1000余条裂缝，④则说明勘查和设计方面的失误。作为历史教训，是应该记取
的。 

2．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治淮初期，根据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洪河口至正阳
关之间，修建了城西湖、城东湖、濛河洼地三个蓄洪区；在正阳关以下的东淝河出口，修

建了瓦埠湖蓄洪区。城西湖蓄洪区在淮河右岸沣河出口处，于1950年冬初动工，蓄洪量为

28.7亿立方米，蓄洪水位26.5米。在润河集修建了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1951年春季建
成，包括进湖闸、 

①汪胡桢：《沸腾的佛子岭——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回忆》，《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

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40～76页。 
②陈国才：《回忆治淮二三事》，《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

第158页；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汪胡桢先生对治淮的卓越贡献》，《中国水利》1989年
12期。 
③蔡敬荀等：《怀念“佛子岭大学”的老校长汪胡桢先生》，《中国水利》1989年12期。 
④《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2月第

1版，第209页。 
———————————————————————————— 

拦河闸、固定河槽及堤防培修等工程。城东湖蓄洪区在淮河右岸汲河出口处，于1950年动

工，1951年完成拦河堤坝工程，先用临时拦河坝启闭蓄洪，至1953年建成城东湖闸，可以

进洪和退水。城东湖蓄洪量，当蓄洪水位26米时为15.8亿立方米。瓦埠湖蓄洪区在淮河右

岸东淝河出口处，1951年动工，于1952年汛前建成，主要工程有拦河堤坝与东淝河闸。瓦

埠湖蓄洪水位没有明确规定，治淮初期曾定为22.0米，蓄洪量为13.5亿立方米。濛河洼地

蓄洪区在淮河左岸，王家坝至史灌河入淮处之间，于1951年冬开工，至1953年汛前建成，



蓄洪工程包括筑堤与进洪闸和退水闸，当洪水位27.5米时蓄洪量为17亿立方米。以上四个
湖泊洼地蓄洪区，以濛河洼地使用次数最多，其次为城东湖与城西湖，瓦埠湖未经有计划
蓄洪。拦洪作用以城西湖为最大。 

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是控制淮河中游洪水的锁钥。淮河中游的根本问题，是蓄泄不当。安

徽正阳关以上可泄12000立方米/秒。以下则仅6500立方米/秒，相差达一倍。正阳关以上

原有城西湖、城东湖、濛河洼地等8个湖泊，总容量72．12亿立方米，但因没有控制，先
期来的洪水，虽河道尚可下泄，湖中却已蓄满。待高峰到来，河湖均已饱和，无能为力，
造成破堤成灾。而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使河湖分家，控制正阳关以下泄量不超过安全泄
量。该控制工程位于安徽省霍邱县淮河干流上。由拦河闸、进湖闸、固定河床、拦河土坝
组成。平水时由固定河床下泄，涨水时利用拦河闸启闭，调节入淮水量及濛河洼地蓄量。
当来水超过下游安全泄量时，开启进湖闸，分水到城西湖等地。该控制工程由水利部顾问
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具体设计。 

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于1951年3月开工，7月基本完成。1952年继续修建闸下静水池。但

由于设计中的失误，在1954年7月的淮河大洪水中，放水不到一天，洪水就将进湖闸静水
池冲毁。为保闸身安全，不得不关闸，于大堤扒口分洪入城西湖。整个控制工程和城西湖
遂失去了对洪水的有效控制，给中游防汛造成很大困难和被动。①以后城西湖渐被围垦，
润河集分水闸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告终。但从技术角度看来，润河集工程也有其成功
的方面。如学习苏联经验控制闸不打基桩等，不仅克服了材料设备困难，而且大大缩短了
工期，节约了投资。②更重要的是使技术人员解放了思想，为以后一系列水闸工程不用基
桩的滥觞。在规划上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设计标准偏低，消能工过薄，以致始用而毁。 

①傅作义：《1954年的水利工作总结和1955年的工作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

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201页。 
②《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67页。 
———————————————————————————— 

3．淮河干支流治理。淮河干流治理以筑堤为主，包括淮河干堤、行洪堤和淮南、蚌埠两市

圈堤，其中以淮北大堤为重点。淮河干流堤防，在本时期经过两次大培修。第一次是1950
年冬至1951年春，是按1950年洪水位修建的，堤防标准低，堤顶宽3～6米，总长903公
里，共筑堤土方2281万立方米。第二次是在1954年大洪水以后，经过流域规划于1955年
冬至1956年夏进行，加高培厚淮北大堤，部分堤段退建，堤顶高出1954年洪水位2.0米，

堤顶宽6～10米，共计筑堤土方4334万立方米。另外，还有1954年洪水后堤防修复工程，

于1954年冬至1955年春进行，包括淮河干流及行洪堤、蓄洪堤，共计土方3812万立方

米。以上三项合计，共做筑堤土方10427万立方米。①其次为开挖泊岗引河工程。1951年
4～5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了淮河在五河以下干支流分治的原
则，要求五河内外水分流，以解决内水排涝问题。故开挖泊岗引河工程是将淮河干流在浮
山窑河口、泊岗集和下草湾三处分别堵断，淮河另由泊岗以南开挖引河下泄，使五河地区
的内水全部经由漴潼河、窑河、下草湾引河直入洪泽湖，以解决宿县地区的内涝问题。泊

岗引河在浮山以下，自浮山至泊岗进行切滩放宽河槽，泊岗以下开挖新河，长7.35公里，

底宽262米，中泓水深9.26米。该工程包括引河、切滩、拦河坝及退建堤等，共计土方

2747万立方米，是淮河干流的一项巨大工程。工程于1952年10月动工，至1954年汛前完

成。第三为行蓄洪区修建庄台工程。1953年至1954年期间，在4个蓄洪区和部分行洪区修

建了一些低标准的庄台，每人居住面积8～10平方米，共计土方1163万立方米。 

淮河中游支流治理工程，主要在淮北平原区。在1950年冬至1952年期间进行治理的河道有
西淝河、濉河、沱河、安河、赵王河、港河、奎河、拖尾河等，并开始进行五河内外水分
流中的漴潼河治理工程。漴潼河疏浚工程包括漴潼河扩大、峰山切岭和护坡、下草湾引河

工程，于1951年冬开工，1954年汛前全部完成，共计土石方2524万立方米，使淮北平原

增加了一条直接入洪泽湖的排水河道。1953年起，根据1952年11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的三
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的精神，在淮北平原区各支流进行全面查勘和规划，开始对各支流进
一步治理。除继续进行五河内外水分流工程外，对濉河、北淝河、泉河、泥黑河、西淝河
与港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
3月印，第193～194页。 
—————————————————————————————— 

河等进行全面治理，包括开挖部分大、中、小沟，在入淮河口建闸，防止淮水倒灌等。以

上淮北地区各支流治理工程在1951年至1956年期间，共做土方19426万立方米，初步改善

了淮北平原区的排水条件。① 

三、淮河下游的治理 

淮河下游的治理，重点是开挖苏北灌溉总渠。 

淮河原由江苏涟水云梯关入海，自黄河夺淮，被迫改道入江。1855年黄河北归后，遗留下

一条长170多公里的废黄河。由于淮河尾闾不畅，导致多灾。故自清末起多有恢复入海水

道之议。方式不外两种：一是疏浚故道，一是另辟新道。②然故道由于自金迄清700余年

淤塞，已高出两岸地面6～8米，且多系流沙，疏浚不仅费功且难持久。新道水势较顺，然
需占农田及新修建筑物。建国以前，由于土地多为地主豪绅所有，新道之议阻格难行。故

国民党统治时期江苏省政府在1934～1936年主办的导淮入海工程，仍是疏浚故道。设计河

底宽162米，实际完成35米。③这在宽达4～5公里的故道来说，无异挑了一条小沟。加以
坡系流沙，风雨冲徙，不久即废。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土地归人民所有，才有了选择
和开辟最合理入海水道的条件。 

根据1950年10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

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的精神，④治

淮初期，淮河下游就积极准备开辟入海水道，以保下游防洪安全。但由于1951年4月底治

淮委员会工程部完成的《治淮方略》中采用了1950年和1921年洪水作为淮河干流治理的设
计洪水，防洪标准偏低，曾经否定了下游入海水道的开辟，而改为开挖洪泽湖至黄海的苏

北灌溉总渠。规划苏北灌溉总渠结合灌溉能排泄洪泽湖洪水700立方米/秒。这项规划在

1951年7月26日水利部召开的第二次治淮会议上得到确定。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
3月印，第195页。 
②参见《淮河水利简史》，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编著，水利电

力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296～300页。 
③《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2月第

1版，第181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
第1版，第426页。 
—————————————————————— 

苏北灌溉总渠位于废黄河之南，射阳河之北。可不打乱原有水系，上起洪泽湖的高良涧闸

经江苏淮阴、淮安、阜宁、滨海等县下至六垛由扁担港入海，全长168公里，底宽60～80
米，工程采取两岸筑堤，漫滩行洪。平时可从洪泽湖引水500立方米/秒，灌溉农田300万
亩。汛期则可分泄700立方米/秒洪水入海。土方工程于1951年11月2日全面开工，分冬春

两期进行，动员盐城、南通、扬州等地区民工119万人次，于1952年5月10日竣工，完成

土方6322万立方米。①并修建了高良涧、运东和六垛南北闸等节制闸以及涵洞等工程。苏

北灌溉总渠建成后，因断面冲深能泄洪800立方米/秒。同期还在苏北灌溉总渠北另建排水

渠133公里，遂成为三堤两河。整个工程完成后，对排洪、排涝、灌溉、航运、发电确起

了很大作用。如1954年7月淮河发生大洪水，苏北灌溉总渠分泄了803立方米/秒。当然，
从整个规划来说，苏北灌溉总渠究竟代替不了入海水道，其设计流量是偏小的。淮河未开

辟入海水道，使淮河下游治理走了弯路。虽然1954年大洪水以后，在1956年5月制订的
《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中，重新确定了开辟入海水道工程。但始终未付诸实施。 

淮河下游的治理工程还有：1950年冬到1951年春，动员泗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

江都等县民工31.7万人，进行了里运河和中运河的复堤工程，完成土方653万立方米，并

培修了洪泽湖大堤；对入江水道高邮毛塘港进行切滩，土方41.8万立方米；对淮阴以下的



废黄河进行疏浚，土方36.7万立方米。②1952年10月1日，开工修建洪泽湖拦洪蓄水控制

工程三河闸，于1953年7月25日竣工。三河闸在洪泽湖最高水位15.32米时可下泄流量

8000立方米/秒，以控制淮河入江水道流量，保证运河堤防安全。该闸闸身总宽697.75
米，共分63孔，每孔净宽10米，闸底高程7.5米、顶高17米，计土方939万立方米，混凝土

5.14万立方米，参加建设的民工有15.8万人。③1954年冬至1955年春，进行了1954年汛
后恢复工程，包括洪泽湖大堤加固、三河复堤、运河堤恢复等工程。 

①《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

24页。 
②《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

18页。 
③《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

3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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