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内 外 江

一 内江总干渠

内江总干渠从鱼嘴分水起，至仰

天窝枢纽闸止长 1811 米，河底海拔

729．50 ～ 721．88 米， 平 均 比 降

4．1‰。内江进口河宽 121 米左右。其

间经过三个溢洪道 (现存飞沙堰、人

字堤二个)，一个宝瓶口咽喉工程 (内

江进口下 1070 米处)，一座南桥 (内

江进口下 1466 米处)。宝瓶口以上左

岸为玉垒山，右岸为分水堤，溢洪坝。

宝瓶口以下左岸为都江堰市街道，右

岸在南桥以上为离堆公园，南桥以下

为新建滨河路。河宽 40～60 米，岸高

5～7 米，平均流速 3～5 米／秒。仰天

窝枢纽闸位置 (1964 年建闸 6 孔，每

孔净宽 9 米) 在原太平鱼嘴分水处。

闸下左边流经 292 米到蒲柏闸 (原太

平桥下丁公鱼嘴处)，蒲柏闸下再分

蒲阳河、柏条河；仰天窝闸下右边流

经 180 米到走江闸 (原为锁龙桥位

置)，闸下再分走马河、江安河。

二 外江总干渠

外江总干渠从外江枢纽闸沙黑总

河进水闸起，至漏沙堰闸止长 2820

米，河底海拔 729．00 米～714．60 米，

平均比降 5．1‰。河宽 28～45 米。其

间沙黑总河进口下 1110 米处为小罗

堰枢纽闸 (包括灌溉闸、电站进 口闸 、

泄洪闸)。闸底高：灌溉闸、泄洪闸均

为海拔 724．00 米，电站进口闸海拔

726．00 米。在 沙 黑总 河 进 口以下

1690 米处为沙黑河电站厂房。

原沙沟河、黑石河、羊马河分别

在外江右岸引水灌溉，因进水口附近

的防洪工地黄家河心、鹅项颈、梁家

船等处常遭洪水冲毁，影响进水口或

淤积造成旱灾或洪水冲入造成水灾。

为此，1952 年冬将黑石河改在漏沙堰

进水，以后改羊马河 (原进口在梁家

船) 在黑石河布袋口进水。

1961 年冬在漏沙堰修建节制闸

分为沙沟河、黑石河。漏沙堰闸以上



为沙黑总河，进水口在小罗堰处改建

为钢架混凝土的“小鱼嘴”，直接在岷

江干流右岸引水。1973 年 11 月～

1974 年 4月修建外江临时枢纽闸时，

将沙黑总河的小鱼嘴向上延伸筑堤

185 米到外江闸，利用 7、8 两孔闸门

临时进水。1982 年 1～5月在外江闸

右边新建沙黑总河口进水闸 2 孔，每

孔净宽 12 米，与外江闸并列，闸底海

拔 729．00 米，与外江闸底高一致。设

计洪水流量 628 立方米每秒，校核洪

水流量 920 立方米每秒，洪水通过小

罗堰泄洪闸入外江 (岷江干流)；灌溉

闸设计流量 120 立方米每秒。

三 岷江干流 (金马河段)

岷江干流是自然河道。都江堰渠

首以下至新津大桥称“外江”，又称

“金马河”。上段在都江堰市城南，有

“正南江”之称。曾兼顾左右两岸 127

万亩农田灌溉。1952 年以后，右岸沙

沟河、黑石河、羊马河逐步合并为一

个进水口称“沙黑总河”，在渠首统一

分水。左岸江安河于 1958 年春由从

外江张家湾引水，改到内江宝瓶口以

下与走马河并列引水。同时，外江左

岸杨柳河 (进口段称“扬武堰”) 原在

温江河坝场玉石堤尾张扉滩引水，改

到江安河右岸骆家滩引水。此后，岷

江干流成为单一的行洪河道。

都江堰渠首外江枢纽闸至新津大

桥长 72．7 千米，河底海拔 729．00～

453．3 米，平均比降 3．8‰，其中上段

30 千米比降 5‰左右，新津大桥以下

比降 3‰左右。河宽大体分 6 段：

1 段，外江枢纽闸～青城桥河长

3．22 千米，河宽 515 米。

2 段，青城桥～温江赵家渡河长

26．48 千米，河宽 651 米。

3 段，温江赵家渡～天星渡河长

17．97 千米，河宽 812 米。

4 段，天星渡 ～新 津锅 滩河 长

13．39 千米，河宽 733 米。

5 段，锅 滩 ～ 新 津 大 桥 河 长

11．64 千米，河宽 690 米。

6 段， 新 津大桥～ 双河场 河 长

11．05 千米，河宽 938 米。

岷江干流金马河段经过都江堰

市、温江、崇庆、双流、新津五县市

的 险工地段较多。沿河两岸 皆是农

田、场镇。1949 年洪水冲开左岸都江

堰市陶家湾，水入江安河造成严重水

灾；1954 年洪水冲毁右岸都江堰市鹅

项颈，水入黑 石 河 造成 严 重 水 灾；

1957 年洪水带下大量泥沙堵塞江安

河进口，造成严重旱灾；1977 年洪水

再次冲毁右岸鹅项颈，水入黑石河再

次造成严重水灾。



第二节 蒲 阳 河

蒲阳河进口在宝瓶口以下 1078

米，在仰天窝闸下 292 米的蒲柏闸。

闸共 7 孔，其中蒲阳河 4 孔，柏条河

3 孔，闸底海拔 720．74 米。仰天窝闸

～蒲柏闸河床平均比降 3．9‰。蒲阳

河进口以下 24．5 千米处的左岸，为

人民渠一至七期灌区的总引水口。在

此以下 11 千米的石坝子处，为锦水

河 枢纽闸。从石坝子起至金堂赵镇

止，称“清白江”，长 70．1 千米，实

为蒲阳河的中下游。蒲阳河进口～金

堂县赵镇全长 105．6 千米，河床平均

比降 2．6‰，其中上段～人民渠进口

比降 4．0‰。

清白江因接纳上游山溪洪水形成

自然排洪河道，也是沟通岷江水去沱

江的重要通道之一。西汉景帝末年

(公元前 145～前 141 年) 蜀守文翁

“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才凿

通清白江以上河段到都江堰内江渠首

引岷江水灌溉。1952 年以前，蒲阳河

(包括清白江) 灌溉都江堰市、彭州

市、原崇宁、郫县、原新繁、新都、广

汉、金堂 8 个县市。1958 年以后，在

清白江中游地带，新建四川化工厂、

成都钢铁厂、成都磷肥厂、成都化纤

厂、成都化肥厂，并修建马棚堰工业

用水渠等，对行 政 区划 作了调整。

1958 年崇宁并入郫县 (原崇宁县城改

称“唐昌镇”)；1965 年新繁并入新都

县 (原新繁县城改称“新繁镇”)。1960

年在金堂、新都划出部分乡镇新成立

成都市青白江区。蒲阳河受益县由此

变为 7 个县 (市区)。1973 年水利工程

大检查时，蒲阳河有支渠 25 条，斗渠

295 条，农 渠 1533 条， 灌 溉 农 田

62．54 万亩。1984 年“三查三定”时，

蒲阳河支渠为 19 条，斗渠为 367 条，

农渠为 1122 条，灌溉农田 64．67 万

亩。

蒲阳河进口在 1951 年以前靠丁

公鱼嘴自然分水，灌溉时用竹笼或杩

槎临时调节。1952 年春新建蒲柏闸

后，用闸门调节水量。蒲阳河进口河

宽 26 米，以下逐渐增宽 为 40～ 60

米。左岸沿周边山区一段，接纳部分

山溪水，都江堰市～彭州市庆兴乡之

间在 25 千米范围内有灵岩沟、万丈

沟、铜马河、龙安河、石槽沟、麻柳

林河、南溪河、挨山河、土溪河、青

波河等山溪河沟从左岸注入蒲阳河；

因而中下游集水面积加大，河宽增至

80～210 米。1958 年 9 月 4 日，岷江

涨水，蒲阳河口最大洪峰流量 261 立



方米每秒，由于沿山无暴雨，没有出

现险情。1960 年 9 月 30 日，蒲阳河进

口流量 163 立方米每秒，因沿山暴雨

洪水入汇蒲阳河，在人民渠进口以下

的 蒲 阳 河 新 桥水 文站 洪 峰 流量 达

1050 立方米每秒；下游广汉向阳桥流

量增至 1200 立方米每秒。说明蒲阳

河 (包括清白江) 的洪水灾害，主要

是沿河山区暴雨造成。

蒲阳河进口在 1953 年以前，仅

在丁公鱼嘴观测水位，1954 年才建立

水文测站。1954～1985 年 32 年平均

流量 94．0 立方米每秒，平均年径流

量 26．42 亿立方米。其中，最大年平

均流量 115 立 方米 每秒 (1977 年，

1979 年)，最小年平均流量 67．7 立方

米每秒(1959 年)，年平均流量最大最

小值较差 1．7 倍。最大月 平均流量

188 立方米每秒 (1977 年 6 月)，最小

月 平均流量 26．6 立方米每秒 (1955

年 3 月)，月平均流量最大最小值较

差 7．07 倍。最大洪峰流量 261 立方

米每秒(1958 年 9 月 4 日)，最枯流量

断流。由于蒲阳河进口每年冬春要断

流岁修，灌溉按计划调节，分洪也受

人为控制。平均每年断流 40 天进行

岁修工程，平均通水天数也只有 325

天 (详见表 3－1)。

第三 节 柏 条 河

柏条河，古称“郫江”，是秦时

“穿二江成都之中”的人工河流之一。

引水口在宝瓶口以下 1078 米，在仰

天窝闸下 292 米的蒲柏闸。闸底海拔

720．74 米。柏条河从进口起，经都江

堰市、彭州市、原崇宁、新都境到郫

县石堤堰止，长 44．8 千米，河宽 25～

45 米，河岸高 2．5～3．5 米，河底海拔

720．74 ～ 535．15 米， 平 均 比 降

4．1‰。石堤堰上游有走马河支流徐

堰河出口与柏条河相汇，下分两条

河，左为毗河，右为府河。柏条河左

右两岸有支渠 20 条，斗渠 110 条，

1984 年“三查三定”时，有效灌溉面

积 11．26 万亩。主要作用是向东风渠

一至六期灌区输水，保证成都市工业

与生活用水及柏条河、府河、毗河的

农业用水输水；还担负水运漂木经府

河到成都洞子口贮木场。春灌期间，

东风渠及府河农业用水和成都工业与

生活用水，主要从走马河经徐堰河输

水；6 月以后加大柏条河水量兼顾水

运漂木。

柏条河进口，1953 年以前，是在

丁公鱼嘴观测水位，1954 年才建立水

文测站。1955～1985 年 31 年平均流



量 41．5 立方米每秒，年平均径流量

11．76 亿立方米。其中：最大年平均流

量 67．3 立方米每秒 (1955 年)，年径

流量 18．08 亿立方米；最小年平均流

量 26．9 立方米每秒 (1966 年)，年径

流量 7．48 亿立方米；年平均最大最

小值流量较差 2．5 倍。最大月平均流

量 96．4 立方米每秒 (1955 年 11 月)，

最小月 平均流量 1．00 立 方米每秒

(1983 年 2 月)；最大洪峰流量 150 立

方米每秒 (1958 年 6月 26 日)，最枯

流量断流。年平均断流岁修 37 天，年

平均通水 328 天 (详见表 3－2)。

一 府河

府河古为通向成都的航运河道，

曾在石堤堰设专人管理船筏过堰。成

都北门为木材集散经营场地。东门望

江楼为航运水码头，通向彭山江口入

岷江干流再到乐山等地。望江楼以下

约 15 千米处，曾于 1937 年 4 月修建

船闸，设置姐儿堰船闸管理所，每日

集中开闸 7 次，上下来往船筏收费。

1952 年以前，府河与毗河在石堤

堰用竹笼拦河坝分水，坝中留一个缺

口入毗河，洪水翻坝从毗河泄去金堂

赵镇入沱江干流。1953 年春撤去竹笼

拦河坝，毗河分水口修建毗河船闸和

冲沙闸，两闸之间建混凝土滚水坝。

府 河新开进水河槽，在分水口以 下

480 米处结合公路桥、豆章堰倒虹管

修建府河进水闸。由于府河进口一段

按发 展规划设计流量 108 立方米每

秒，河底比毗河低 0．8 米，闸下老河

道过水能力仅通过流量 70 立方米每

秒左右，工程完工开水时就存在防洪

问题。采取在分水口用竹笼控制进

水，后改用木料夹干卵石缩窄，由原

宽 20 米缩窄为 5 米的制口控制。

1961 年冬重新在府河进口修建进水

闸，闸底海拔 535．15 米。为适应东风

渠一至六期工程的农田灌溉和成都市

工业与城市生活用水的需要，1986 年

冬开始改建石堤堰枢纽闸；重建毗河

泄洪节制闸，府河进水闸，并扩建衬

砌府河，增大过水能力，由原通过流

量 70 立方米每秒增大到 125 立方米

每秒。

1955 年以后，成都市郊工业迅速

发展，为保证工业用水，在成都洞子

口的府河左岸修建沙河工业用水进水

闸，专供成都热电厂、四川制药厂、成

都市自来水公司、四川第一棉纺厂、

成都无缝钢管厂等 33 个工业用水单

位和城市生活用水，用水量由 3．5 立

方米每秒，发展到 15 立方米每秒

(1988 年增为 18 立方米每秒)。输水

路线在春灌时由走马河、徐堰河、府

河输水到洞子口。走马河岁修工程

时，由柏条河、府河输水到洞子口。柏

条河断流岁修时，由走马河、沱江河

输水到府河雍家渡出口入洞子口，其

余时间由柏条河、府河输水到洞子

口。

府河进口以下 10千米的左岸为



东风渠一至六期工程的总进水口，称

东 风渠“总 干 渠”。设 计灌 溉面 积

337．92 万亩，有效灌面 224．03 万亩，

占 72．2 % 。

府河自石堤堰起至望江楼河长

41．9 千米，河宽 28～45 米，河岸高

2．5～4．0 米，两岸有支渠 7 条，斗渠

62 条，灌溉农田 7．38 万亩。望江楼至

彭山江口河长 75．02 千米，河宽 45～

70 米，河岸高 3～5 米。望江楼以上有

走马河尾水入成都市区，经南河汇入

府河。望江楼以下约 25 千米有江安

河尾水汇合府河。由此，府河便形成

一条排泄成都平原中部洪水入岷江干

流的通道。

二 毗河

毗河是沟通岷江水去沱江的重要

通道之一，是柏条河的下游。进口在

石堤堰枢纽闸下，闸底海拔 535．50

米，出 口在 金 堂 赵镇 入沱 江干 流。

1953 年春撤除竹笼拦河坝，在毗河进

口用钢筋混凝土修建左岸两孔船闸，

右岸两孔冲沙闸，中间为混凝土滚水

坝，坝高 1．8 米。1986 年冬～1987 年

春撤除原建闸坝，重新修建毗河泄洪

节制闸 5 孔，每孔净宽 12 米。设计洪

水流量百年一遇 883 立方米每秒，校

核洪水流量 1150 立方米每秒。1981

年 7 月 13 日实际最大洪峰流量 566

立方米每秒。

毗河流经郫县、金牛区、新都、青

白江区、金堂 5 县 (区)。由石堤堰～

金堂赵镇河长 65．6 千米，河宽 45～

70 米，河岸高 3～5 米。两岸有支渠 9

条，斗渠 41 条，灌溉农田 10．14 万

亩。毗河曾经是通船到赵镇运输物资

与沱江联通的重要航道，由于陆路交

通运输的发展，都江堰灌区迅速扩

大，水资源按计划统一调配，毗河水

运事业遂停止。

第四节 走马河

走马河，古称“检江”，是秦时

“穿二江成都之中”的人工河流之一。

在宝瓶口以下 966 米，在仰天窝闸下

180 米的走江闸进水。闸共 8 孔，其中

走马河 5 孔，江安河 3 孔，闸底海拔

720．50 米。仰天窝～走马河闸河床比

降 7．7‰。走马河流经 26．7 千米到郫

县永兴乡两河口闸与沱江河分水以下

称“清水河”。沱江河又名“插板堰”、

“九曲江”。尾水到成都市金牛区雍家

渡入府河；除沱江河灌溉外，还担负

岁修期间由走马河、沱江河输水到洞

子口供应成都工业和生活用水的任

务。沱江河进口闸底海拔 593．30 米，



上游河床比降 4．4‰ (聚源闸～两河

口闸)；正常进流量 20 立方米每秒，

最大进流量 28 立方米每秒；两岸有

支渠 15 条，斗渠 44 条，灌溉郫县、金

牛区农田 11．48 万亩。

走马河进口于 1954 年建立水文

测站，1955 年～1985 年 31 年平均流

量 92．9 立方米每秒，年平均径流量

26．61 亿立方米。其中：最大年平均流

量 132 立方米每秒 (1955 年)，年径流

量 35．47 亿立方米；最小年平均流量

62．8 立方米每秒 (1959 年)，年径流

量 16．87 亿立方米；年平均最大最小

值较差 2．1 倍。最大月平均流量 200

立方米每秒 (1955 年 7 月，1963 年 7

月)，最小月平均流量 9．60 立方米每

秒，月平均流量最大最小值较差 20．8

倍。 最大洪峰流量 287 立 方米每秒

(1955 年 5 月 29 日)，最枯断流岁修。

年平均断流 34 天，年平均通水 331

天 (详见表 3－3)。

走马河从进口起，至望江楼以上

长 64．1 千米，两岸共有支渠 30 条，

斗渠 190 条，灌溉都江堰市、郫县、金

牛区、温江、双流 5 县 (市、区) 农

田 63．20 万亩。

一 清水河

清水河是走马河干渠的下游，流

到成都草堂寺附近龙爪堰分水后再流

经百花潭、青羊街到成都老南门大

桥、新南门大桥，此段称“南河”又

称“锦江”；再流到望江楼以上合江亭

汇流府河。清水河口以下河长 37．4

千米，河宽 35～50 米，河岸高 3～4．5

米，两岸共有支渠 15 条，灌溉郫县、

金牛区、温江、双流 4 县 (区) 农田

26．19 万亩。清水河最大泄洪量在两

河口段出现 100 立方米每秒。

二 徐堰河

徐堰河是走马河上段排洪经毗河

到沱江的通道，在走马河进口以下 9

千米的都江堰市聚源闸分水，闸底海

拔 671．50 米，闸上游河床平均比降

5．4‰。徐堰河进口段最大过洪流量

80 立方米每秒，因河道地势低，两岸

区间径流汇入，河床逐步增宽。下段

出现过洪峰流量 120 立方米每秒。徐

堰河长 35．1 千米，两岸有支渠 12

条，灌溉都江堰市、郫县农田共 8．79

万亩。

第五节 江 安 河

江安河，古称“阿斗河”，又名

“酸枣河”，后称“新开河”。传系蜀汉

时所建。江安河进口原在岷江干流左

岸，都江堰市城南附近的木观音下



(现青城大桥上) 引水。1933 年 10 月

9 日岷江上游地震湖“小海子”溃坝洪

水冲毁江安河进口，年冬下移 6 千米

在都江堰市聚源乡张家湾开口引水。

1949 年 7 月 17 日洪峰流量 4430 立

方米每秒，冲毁了陶家湾防洪堤，大

量洪水倾入江安河，发生严重水灾。

1957 年 11 月动工把江安河进水口改

到内江宝瓶口以下 966 米的走马河进

水闸右侧加修 3 孔并列引水，称“走

江闸”；每孔净宽 5．6 米，闸底海拔

720．61 米。同时新开进水口一段河槽

6 千米，到都江堰市新城乡安顺桥与

原江安河干渠衔接，1958 年 2 月 26

日竣工。同时把外江左岸温江县玉石

乡张扉滩引水灌溉的杨柳河，改到江

安河右岸玉石乡的骆家滩引水；新开

杨柳河进口河槽 2．5 千米，到大船滩

与原杨柳河衔接。

江安河从走江闸起，流经都江堰

市、郫县、温江、金牛区、双流 5 县

(市、区)，尾水到双流县中兴乡二江

桥汇入府河；全长 95．8 千米，有支渠

26 条，斗渠 196 条，灌溉农田 63．65

万亩 (包括杨柳河 18．58 万亩，牧马

山灌溉渠 13．80 万亩)。河床在进水

口段宽 20～35 米，河岸高 2．5～3．5

米；中下游河宽 30～50 米，河岸高 3

～4．5 米，河床比降上段约 3．5‰左

右，下段约 2．5‰左右。

1955 年在都江堰市聚源乡何家

桥设水文测站 (原江安河进口下 1000

余米处)。1958 年改在走江闸下新开

江安河进口段重新设站测流。1956～

1985 年 30 年平均流量 34．1 立方米

每秒，年平均径流量 9．65 亿立方米。

其中：最大年平均流量 40．7 立方米

每秒(1962 年)；年径流量 10．55 亿立

方米；最小年平均流量 23．8 立方米

每秒 (1957 年)；年径流量 6．87 亿立

方米，年平均最大最小值较差 1．71

倍。最大月平均流量 69．6 立方米每

秒 (1958 年 5 月)，最小月平均流量

4．36 立方米每秒 (1957 年 11 月)，月

平均最大最小值较差 15．96 倍。最大

洪峰流量 88．4 立方米每秒 (1957 年

6 月 20 日)，最枯断流。年平均断流岁

修 37 天，年平均通水 328 天 (详见表

3－4)。

杨柳河在 1970 年渠系改造时下

移到江安河右岸温江县青龙嘴新开进

水口引水。1976～1978 年彻底改造了

杨柳河，达到工程配套，河渠顺直，减

少大片低湿潮田，公路顺河堤而行，

路边树茂密。改造后的杨柳河长 52．3

千米，比旧杨柳河缩短约 30 千米。改

造段河宽 10～15 米，下游未改造段

河宽 25～45 米 (河床位置低，形成自

然排洪道)。两岸有支渠 14 条，斗渠

99 条，灌溉温江、双流、新津 3 县农

田 18．58 万亩。尾水到新津县岷江大

桥下左岸毛家渡入岷江干流。



第六节 沙 沟 河

沙沟河，古名“石牛堰”。为秦时

“穿羊摩江灌江西”的河系之一。进水

口创建时在都江堰渠首韩家坝附近；

清末下移在外江 (岷江干流) 右岸黄

家河心；民国时上移至小罗堰；1950

年冬下移至漏沙堰；1961 年 11～12

月修建了漏沙堰节制闸 7 孔，右 4 孔

为沙沟河进水，左 3 孔为黑石河进

水。1978 年修建沙黑河电站，整治沙

黑总河进口段河道时，对漏沙堰节制

闸进行了改造，重新修建为沙沟河 2

孔，黑石河 1 孔共 3 孔的节制闸，每

孔净跨 5．2 米，闸底海拔 714．60 米，

上游河床平均比降 5．1‰。

沙沟河中段的都江堰市民兴乡二

江桥闸下，原分沙沟河 (左)，泊江河

(右)，尾水流至崇庆县元通镇分别入

西河。1970 年渠系改造后，沙沟河旧

道已废，仅存泊江河。沙沟河 (包括

泊江河)全长 31．7 千米，河宽 30～50

米，河岸高 2．5～4．5 米，两岸共有支

渠 5 条，斗渠 15 条，农渠 449 条，分

水洞 13 个，灌溉都江堰市、崇庆县农

田 18．80 万亩。还担负向外江灌区的

西河 33．76 万亩，三合堰 27．50 万亩

共 61．26 万亩的灌溉输水任务。

沙沟河水文测站，1955 年开始建

在进水口以下约 1．5 千米的玉堂乡以

上，1962 年上移至漏沙堰闸下。1956

～1985 年 (缺 1958 年，1961 年，1962

年) 27 年年平均流量 42．5 立方米每

秒，年平均径流量 11．84 亿立方米。

其中：最大年平均流量 71．1 立方米
每 秒(196 3年)，年 径流量17 ．81亿 立

方米；最小年平均流量 24．8 立方米

每秒 (1959 年)，年径流量 6．32 亿立

方米，年平均最大最小值较差 2．87

倍。最大月平均流量 100 立方米每秒

(1963 年 7 月 )，最 小月 平 均 流 量

1．82 立方米每秒 (1959 年 10 月)，月

平均最大最小值较差 54．95 倍。最大

洪峰流量 181 立方米每秒 (197 2 年8

月 24 日)，最枯断流。年平均断流岁

修 43 天，年平均通水天数 322 天 (详

见表 3－5)。

沙沟河右岸沿山有螃蟹河、石岷

江、药王山沟等山溪水汇入。平时无

水，最大洪峰流量石岷江达 230 立方

米每秒，其他两河最大洪峰流量 30～

70 立方米每秒。



第七节 黑 石 河

黑石河，古称“黑石江”，为秦时

“穿羊摩江灌江西”的河系之一。1932

年在外江右岸黄家河心引水；1952 年

改在漏沙堰引水，扩大外江支渠徐堰

河一段改为黑石河干渠进口段。同时

在外江右岸的都江堰市梁家船引水的

羊马河进口改在黑石河布袋口进水，

扩大穆江河一段为羊马河干渠。

黑石河自都江堰市玉堂乡漏沙堰

闸起 (闸底海拔 714．60 米)，流至崇

庆县三江镇纳羊马河尾水，再流到新

津县龙王渡汇入西河，全长 76．4 千

米，河宽 20～35 米，河岸高 2．5～3．5

米，两岸共有支渠 20 条，斗渠 111

条，农渠 1198 条，分水洞 11 个，灌

溉都江堰市、崇庆、温江、双流、大

邑、新津农田 36．79 万亩。对位居下

游靠南河山溪水灌溉的通济堰，可补

充水源。

黑石河水文测站，1955 年设在进

水口以下 1000 米处，1962 年上移至

漏沙堰闸下。1956～1985 年 (缺 1961

年，1962 年) 28 年年平均流量 28．0

立方米每秒，年平均径流量 7．69 亿

立方米。其中：最大年平均流量 43．9

立方 米 每 秒 (1963 年)， 年 径 流 量

10．66 亿 立 方米，最 小 年 平均 流 量

20．0 立方米每秒 (1977 年)，年径流

量 5．55 亿立方米，年平均最大最小

值较差 2．2 倍。最大月平均流量 63．2

立方米每秒 (1963 年 7 月) 最小月平

均 流量 1．53 立方米每秒 (1971 年 2

月 )，月 平均 最 大 最 小 值 较 差 41．3

倍。 最大洪峰流量 102 立方米每秒

(1969 年 6 月 10 日)，最枯断流。年平

均 断流岁修 46 天，年平均 通水 319

天 (详见表 3－6)。



表 3－1 蒲阳河进水口历年流量特征值统计表 单位：立方米每秒

亿立方米



表 3－2 柏条河进水口历年流量特征值统计表 单位：立方米每秒
亿立方米



表 3－3 走马河进水口历年流量特征值统计表 单位：立方米每秒
亿立方米



表 3－4 江安河进水口历年流量特征值统计表 单位：立方米每秒
亿立方米



表 3－5 沙沟河进水口历年流量特征值统计表 单位：立方米每秒

亿立方米



表 3－6 黑石河进水口历年流量特征值统计表 单位：立方米每秒
亿立方米



第一节 人民渠一至七期

人民渠原名官渠堰，古名万工

堰。为唐代武后时期益州长史刘易从

所创建，灌溉彭州市和原崇宁县部分

农田，后因工程失败而失效。虽经历

代多次计划修复，都未能实现。建国

后，在都江堰老灌区基础上第一个延

伸扩建人民渠新灌区，由一期工程扩

建到七期工程。

一 扩建过程

第一期工程——1953 年 1 月 25

日开工在蒲阳河进口以下 24．5 千米

处左岸彭州市庆兴乡境内挖开进水

口，用竹笼在蒲阳河筑坝拦截引水，

设计流量 37．7 立方米每秒。从进水

口原万工堰起至彭州市城北濛阳河止

新挖总干渠长 19．51 千米，控灌面积

23．5 万亩。投工 43．36 万工日，投资

30．49 万元。5 月 25 日竣工。当年受

益农田 16．41 万亩。

第二期工程——1954 年 1 月 13

日开工。分三个工段进行，自渠首至

新润河 13．3 千米为岁修工程段；自

新润河至濛阳河 6．21 千米为扩修段；

自濛阳河至小石河 5．11 千米为新修

段。投工 159．34 万工日，投资 17．15

万元，控灌农田 38．43 万亩，设计引

水流量 38．4 立方米每秒，于 3 月 31

日竣工，4 月 6 日通水。当年增加受益

农田 18．6 万亩。

第三期工程——1954 年 11 月 6

日开工。工程分三段进行，渠首至濛

阳河为岁修段，濛阳河至马牧河为扩

修段长 5．82 千米，马牧河至石亭江

为新修段长 31．51 千米。投工 74 万

多工日，投资 82．8 万元。控灌面积 51

万亩。设计引水流量增为 44．2 立方

米每秒。于 1955 年 3 月 27 日竣工，4

月 4 日 通 水，当 年 增 加 受 益 农 田

51．27 万亩。

第四期工程——1955 年 10 月 15

日开工。对一、二、三期渠道工程进

行扩建 49．15 千米，新修石亭江至绵



远 河之间干渠长 31．98 千米。投工

1135 万工日，投资 125 万余元。扩灌

绵竹、德阳市中区、广汉市农田 43 万

亩。设计引水流量增大到 60．2 立方

米每秒。于 1956 年 3 月 13 日竣工，

当年又增灌面积 42．97 万亩。

以上一至四期工程进展快速，当

年施工，当年受益。在四年内，新开

干渠 88．11 千米，并同时完成支、斗、

农、毛渠配套工程。人民渠经过多次

工程改善，渠首进水口设计流量 150

立方米每秒，一至四期工程干渠长度

89．56 千米，支渠 35 条共长 550．75

千米，斗渠 1199 条，农渠 5613 条，分

水洞 206 个，加上红岩渠、前进渠分

干渠，共计灌溉彭州市、什邡、绵竹、

广汉、新都、德阳市中区、金堂 7 个

县 (市、区) 164．78 万亩，其中水田

151．58 万亩，占 91．99 % 。

1958 年 11 月 20 日开工改建渠

首引水工程。将原建于蒲阳河万工堰

临时竹笼坝拦水的进水口上移 470

米，重新用钢筋混凝土改建为引水闸

坝枢纽工程，包括混凝土拦 河坝、进

水闸和冲沙闸。进水闸共 5 孔，每孔

净宽 5．2 米，闸型为胸墙封闭式，闸

轴线 总 长 30 米；闸底 海 拔 621．52

米。闸门高 2 米，闸前水深设计 2．53

米，设计流量 135 立方米每秒，弧形

钢闸电动卷扬机启闭。于 1959 年 4

月主体工程完成通水。1971 年冬撤除

蒲阳河混凝土拦河坝，下移 42 米改

建为弧形钢板节制闸共 7 孔，每孔净

宽 10 米，用电动卷扬机启闭，闸底海

拔 621．32 米，闸高 3．5 米，闸总长

77．2 米；闸前水深设计 5．55 米，设计

泄洪流量 1300 立方米每秒；校核流

量 1396 立方米每秒。1972 年 4 月竣
工。

由于人民渠是边施工、边受益、

边扩展，故进水口设计流量也随工程

进展不断增大。1953 年进水口引水流

量为 37．7 立方米每秒，1954 年增为

38．4 立方米每秒，1955 年增为 44．2

立方米每秒，1956 年增大为 60．2 立

方米每秒，1970 年再增大到 90 立方

米每秒，1975 年四川水利局确定人民

渠总干渠进水口设计流量 135 立方米

每秒，校核流量 150 立方米每秒。总

干渠内的小石河 110 立方米每秒，慈

母山 90 立方米每秒，石亭江 75 立方

米每秒，绵远河 55 立方米每秒。1986

年开始进行都江堰灌区工程第一期扩

改建时，人民渠即开始进行从一期工

程到三期工程的总干渠三面光水泥衬

砌，增大流速，于 1990 年春完成一至

三期衬砌 48．5 千米；引水流量由原

90 立方米每秒左右，到 1989 年 5 月

23 日最大引进流量 139 立方米每秒，

1990 年 5 月 25 日最大引进流量 150

立方米每秒，达到设计指标。

1966 年 9 月 9 日开工在总干渠

三、四期工程左岸扩建红岩分干渠，

将石亭江原有的朱李火三堰 (今前进



渠) 灌区和绵远河上官宋硼堰 (今工

农渠) 灌区一部分纳入红岩分干渠灌

溉。红岩渠进水口建在彭州市万年乡

境内官仓电站引水闸前总干渠右岸，

进水闸 1 孔，宽 3．26 米，高 2．9 米，

闸底板海拔 606．76 米，平板钢闸，螺

杆启闭，设计流量 12 立方米每秒。渠

线跨越鸭子河、石亭江，至绵竹县富

兴乡境内入绵远河。渠道长 56．31 千

米，于 1969 年 4 月竣工。有支渠 45

条，共长 211．7 千米，斗渠 771 条，农

渠 2421 条，分水洞 91 个，灌溉彭州

市、什邡、绵竹 3 县 (市) 农田 21．21

万亩。

第五期工程——是人民渠总干渠

过绵远河后 末端的 分水工程之 一。

1958 年 2 月 23 日开工，当年 5 月开

始受益。进水口建在第四期工程的 25

+ 280 千米处，改建第四期工程干渠

8．7 千米 ，北过绵远 河至德阳市中 区

广富乡境止。五期在绵远河以下干渠

全长 47．64 千米，设计流量 8 立方米

每秒，设计灌溉面积 12 万亩。1970 年

10 月七期工程开工后，利用五期工程

进水口以下渠道 26 千米扩宽加大，

五期与七期合并用水，改称“五、七

期”工程。

第六期工程——1959 年 12 月 15

日开工，1960 年 4 月 16 日停建。1962

～1965 年春复工，修筑野坝堰至谭家

坝大填方渠道工程，及以下干渠长 67

千米。 1965 年 11 月 续 建 干 渠，长

33．9 千米，并扩建野坝堰进水口以下

67 千米的渠道，于 1966 年 4 月竣工。

第六期工程干渠全长近 100 千米，故

称“百里渠”。

1966 年 12 月中旬开工扩建五、

六期分水闸以上干渠 3．08 千米，新

建 6 期工程进口至野坝堰干渠 20 千

米，1967 年 5 月竣工。又于 1969 年起

对干渠进行扩建。1979 年建成团结水

库及左右干渠。六期工程共分三次建

成，进水口在德阳市中区略坪乡境

内，进水闸共 2 孔，每孔净宽 2．4 米，

闸底海拔 554．42 米，闸前水深设计

2．4 米，闸门宽 2．4 米，闸门高 3．6

米，为胸墙式，平板钢闸，螺杆启闭。

设计流量 15 立方米每秒，校核流量

18 立方米每秒。由渠道东北至安县塔

水镇南入秀水河，再由秀水河野坝堰

起水，折向东南，连接谭家坝水库；在

谭家坝跨宝成铁路沿凯江与涪江的分

水岭南下，至三台县金石乡境内入团

结水库，全长 125 千米。据“三查三

定”成果资料，六期干渠总长 95．64

千 米，有支渠 22 条共长 407．13 千

米，斗渠 159 条，农渠 403 条，分水

洞 187 个。灌溉德阳市区、中江、绵

阳 市 中 区、 三 台、 安 县 五 县 (市、

区) 农田 42．05 万亩。

第七期工程——进水口一段是利

用第五期工程干渠扩建 26 千米，向

龙泉山以东川中丘陵发展灌区。第七

期工程于 1970 年 10 月开工，1974 年



建成进水口至中江县境内刘家沟上

段，干渠长 117 千米。1974 年 10 月至

1976 年底，建成刘家沟至三台县境内

鲁班水库的下段，主干渠长 65．8 千

米。1977 年 1 月至 1980 年 12 月建成

继光水库 (中型) 和 鲁班水库 (大

型)枢纽。1982 年基本完成配套工程；

并于 1979 年 10 月～1985 年又进行

扩建整治进水口至中江县兴隆乡境内

的干渠长 77 千米。进水闸共 4 孔，每

孔净宽 2．4 米，闸底海拔 554．37 米，

闸门高 3．6 米，为胸墙式，闸前水深

设计为 2．4 米，平板钢闸，卷扬机启

闭。设计进水流量 35．2 立方米每秒，

校核流量 36．2 立方米每秒。五、七期

干渠全长 183．06 千米，尾水入鲁班

水库。五、七 期 有 支 渠 36 条 共 长

709．29 千米，斗渠 49 条，农渠 45 条，

分水洞 257 个，灌溉德阳市中区、中

江、三台农田 39．67 万亩。

人民渠一至七期工程灌区设计灌

溉面积 400．56 万亩，实灌 269．97 万

亩，占 67．4 % 。1985 年受益的县 (市、

区) 达 12 个，即彭州市、新都、广汉、

金堂、什邡、绵竹、安县、德阳市中

区、 绵阳市中区、中江、三台和 射

洪。

二 工程规模和特点

人民渠是一条由南向北平行等高

线沿龙门山边缘横穿沱江上游支流湔

江、石亭江、绵远河等及其小支流、溪

沟共 24 条，引岷江水灌溉沱江上游

冲积平原的大型灌溉工程。总干渠与

山溪河流立交工程 13 处，排水沟与

干渠立交 129 处，沿渠受山溪洪水冲

决和淤塞的威胁十分严重，成为长渠

引水的“拦路虎”。交叉工程的成败，

关系全渠运行的安危。人民渠的交叉

工程有两种独特的建筑，即干砌卵石

暗拱涵和平板连锁闸门与弧形闸门组

合的平交泄洪设施。

(一) 卵石拱涵

为了管理方便，避开天然河道的

洪水和泥沙进入渠道，采用都江堰传

统工程技术干砌卵石拱涵，作为立交

工程。一种是用干砌卵石拱暗涵输水

从河道下面穿过。如小石河、石亭江

的卵石拱暗涵从河底以下穿过的交叉

工程。小石河距渠首 24．73 千米，是

总干渠穿越彭州市最大行洪河道湔江

的主河道。自 1955 年至 1980 年之间

经先后四次修建成从小石河底以下穿

过的卵石拱涵洞及水泥预制块暗涵共

7 孔，其中，卵石拱涵洞为三心蛋形拱

有 5 孔，孔宽 3 米，净空高 2．5～3．1

米，涵洞进口闸底海拔 609．97 米，设

计水深 1．95 米，单孔流量 12．7 立方

米每秒。混凝土拱涵有 2 孔，孔宽 4

米，净宽高 2．7～3．1 米，涵洞进口底

海拔 609．97 米，设计水深 2．15 米，

单孔流量 23．7 立方米每秒。暗涵轴

线长 553．7 米，暗涵 7 孔共可通过流

量 116 立方米每秒。

(二) 平交工程



1．木桩挡水堰——栽木桩两排，

桩距 3 米，排距 1．5 米，埋深 1．5 米。

在木桩上用铅丝绑扎顺木和横木，再

立斜木、檐梁、签子、捶笆、篾席和

粘土断流。拆除时，先砍断檐梁结点，

再拉倒撑木，土埂即被水冲开。此种

形式一般用于临时挡水工程。这种挡

水工程建于渠道与山溪河流平交处。

人民渠总干渠曾修 14 座，由于工程

材料简单，管理不便，已全部改建成

连锁闸、泄水闸工程等。

2．连锁闸——一般以 3～8 扇闸

门为一组，平时关闭挡水。洪水来临

时，每组打开一扇，其余各扇就会连

续自动开启泄洪，有启闭迅速、启闭

机少、造价低廉的优点，特别适用于

洪水猛涨猛落的山溪河流。人民渠兴

建的特点是两组连锁闸门之间，用 1

～2 孔开敞式的弧形闸门或平板闸门

隔开，联合运行。洪水来时，先开弧

形闸门，使下游形成一定水深，然后

再开连锁闸门，以避免洪水对下游护

坦的严重冲刷。连锁闸门底板高于弧

形闸门底板 0．5 米，闸门关闭时，应

先关连锁闸门，渠道余水从弧形闸门

排泄。如马牧河连锁闸门平交工程，

全长 137 米，在左右两端及中部各建

开敞式弧形冲沙闸门 2 孔，共 6 孔，

孔宽不等，两端为 5 米，中部为 4．5

米，门高 3．8 米，采用卷扬机启闭。闸

底海拔 610．30 米，钢筋混凝土闸礅

高 4．58 米。冲沙闸之间建连锁闸 4

组共 18 孔，孔宽 4．5～5 米，除左端

一组 5 孔为闸墩支撑外，余为钢筋混

凝土框架结构，平板钢闸，高 3 米，宽

4．52～6．34 米；门轴分别固定于框架

立柱上，相互搭接，第一扇用门闩锁

住。采用电动葫芦和木绞车提升。闸

底为溢流坝，坝顶高于冲沙闸底 0．48

米，坝后建有消力池，设计泄洪流量

800立方米每秒。今马牧河已报废，连

锁闸仍保存。

人民渠一至七期工程是长藤结瓜

式大型灌区。 “藤”在上游平原，

“瓜”在下游丘陵，故囤蓄水库的反调

节作用，十分重要。该渠有大型水库

1 座——鲁班水库，设计库容 2．78 亿

立方米；中型水库 5 座，设计库容共

1．45 亿立方米；小(一)型水库 21 座，

设计库容共 0．42 亿立方米，小 (二)

型水库 128 座，共库容 0．40 亿立方

米；山平塘 13657 口共可蓄水 0．97

亿立方米。总计可蓄水量 6．02 亿立

方米；其中人民渠每年平均输水 4．5

亿立方米 。人民渠一至四期工程还充

分利用干、支渠跌水落差修建小水电

站 40 座，装机 71 台，总容量 18488

千瓦。其中，人民渠管理处一座，装

机 3 台，容量共 1890 千瓦，年发电量

1209 万千瓦小时；成都市一座，装机

5 台，容量共 6470 千瓦；什邡县一座，

装机 4 台，容量共 5000 千瓦，年发电

量 2460 万千瓦小时。余为乡办 9 座，

部队办 1 座，村办 27 座。



第二节 东风渠一至六期

东风渠原名“东山灌溉渠”，是建

国后修建的。它由都江堰老灌区延伸

向东面，引都江堰内江府河水，由平

原到东山丘陵灌溉一至四期工程的农

田；再由四期工程延伸修建五、六期

工程，从龙泉山南端、中部打通隧洞，

穿过龙泉山灌溉川中丘陵。

一 扩建过程

第一期工程—— 1956 年 3 月 3

日开工。进水口在郫县安靖乡境内的

府河中游左岸的双飞堰，新挖总干渠

和北干渠共长 46．6 千米，工程于 3

月 31 日完成，4月 8 日通水。当年有

金牛区、新都、金堂的农田 9 万余亩

受益，在修建第一期工程时，只维持

总干渠进水口临时通水。

第二期工程——1956 年 10月 28

日动工修建。利用原凤凰河段上伸

700 米，至府河左岸高桥下 1000 米的

郫县安靖乡，新建总干渠进水口，上

距石堤堰府河进口约 10 千米。为避

免府河漂木与东风渠总干渠进水的矛

盾，进水闸位置设在凸岸。修建胸墙

式进水闸共 4 孔，每孔净宽 5．4 米，

闸底海拔 514．00 米，闸门为平板钢

闸，高 1．8 米。1962 年冬，在左岸扩

建两孔，每孔净宽 5．4 米。闸底海拔

514．50 米，平板钢闸门，高 2．3 米，闸

前水深设计 2．40 米，设计流量 80 立

方米每秒。启闭机型 Q PQ×5。1982 年

春，加高闸礅和胸墙 70 厘米。1988 年

冬至 1989 年春，结合府河扩建 11．13

千米河道，增大过水能力，进行渠首

枢纽工程配套，在东风渠进水闸前修

建了府河节制闸 3 孔：中孔净宽 10

米，闸底海拔 515．0 米，以利漂木；两

边孔每孔净宽 7 米，闸底 514．35 米。

第二期工程修建总干渠一段，上起南

北闸，下至龙泉驿区麻石桥长 23．6

千米；修建东干渠、南干渠共长 93．3

千米。工程于 1957 年 4 月 28 日完

成。灌溉金牛区、原华阳、简阳、金

堂县农田 33 万亩。

第三期工程—— 1958 年 2 月 动

工，3 月底完成，修建下麻石桥～仁寿

县红花乡渠道长 46．2 千米，增加灌

面 14．2 万亩。

第四期工程——1959 年 12 月 1

日开工，1960 年春停工；1965 年 12

月复工，1973 年进行扩建，1978 年春

完成。

东风渠总干渠长 54．3 千米，有

支渠 12 条，共长 81．72 千米，斗渠 20

条，分水洞 117 个，灌溉郫县、新都、



金 牛 区、龙 泉 驿 区、 双 流 等 5 县

(区)农田 19．4 万亩。北干渠长 35．97

千米，有支渠 2 条，共长 15．36 千米，

斗渠 8 条，分水洞 208 个，灌溉新都、

青白江区、金牛区、龙泉驿区农田

9．62 万亩。东干渠长 53．6 千米，有支

渠 12 条，共长 108．23 千米，斗渠 17

条，分水洞 188 个，灌溉青白江区、金

堂、龙泉驿区、双流县农田 18．92 万

亩。老南干渠长 59．76 千米，有支渠

7 条共长 70．6 千米，斗渠 33 条，分水

洞 240 个，灌溉金牛区、龙泉驿区、双

流县农田 18．92 万亩。新南干渠长

76．96 千米，有支渠 8 条共长 27895

千米，斗渠 62 条，分水洞 196 个，灌

溉双流、仁寿、彭山、眉山农田 36．25

万亩。

东风渠总干渠进口设计流量，初

建时为 36 立方米每秒，1972 年扩建

总干渠时增大设计流量为 80 立方米

每秒。设计灌溉面积一至四期为 102

万亩，截止 1985 年实际受益农田达

107．39 万亩。

第五期工程——东风渠第五期为

“黑龙滩水库灌区”，从第四期工程的

新南干渠进口以下 56．7 千米处的勤

劳闸分水，进口地点属 仁寿县杨柳

乡。进水闸 1 孔，净宽 6 米，闸底海

拔 489．29 米；闸门高 3．2 米，为弧形

钢闸，闸前水深设计 3．20 米，设计流

量 35 立方米每秒。启闭机型 Q PQ2×

5。勤劳闸下引水渠长 3．6 千米入黑

龙滩水库。从黑龙滩水库放水入南总

干渠，再分为 4 条干渠，入东总干渠

再分为 3 条干渠，输水到水库灌区。

实行引蓄结合，以蓄为主，先蓄后灌。

黑龙滩水库正常水位为 484．00 米，

相应库容为 3．0 亿立方米。水库工程

于 1970 年 7 月 1 日开工，1972 年 1

月 25 日完工。输水隧洞 1970 年 11

月开工，1972 年 1 月完工；引水渠道

1970 年 12 月开工，1972 年春完工输

水入水库。1973 年 3 月 22 日水库开

闸 放 水 发 挥 效 益。设 计 灌 溉 面积

106．06 万亩 (包括井 研 县 2．28 万

亩)，有效灌面已达 75．44 万亩 (仁寿

及井研)，占 71．1 % 。

第六期工程——东风渠第六期为

龙泉山灌区。进水口在东风渠总干渠

末端，新南干渠进口处的双流县太平

乡罗家河坝。进水闸一孔净宽 6 米，

闸底海拔 501．92 米。弧形钢闸门高

2．7 米，闸前水深设计 2．61 米，设计

流 量 31 立 方 米 每 秒。启 闭 机 型

QBP Q D2×2．5。引水隧洞工程在龙泉

山中部，于 1970 年 2 月开工，1972 年

4 月全部打通，隧洞长 6274 米，是穿

过龙泉山最长的隧洞。1972 年 10 月

临时通水抗旱，1973 年 8 月全部完

工。引水总干渠、南干渠、北干渠、养

马干渠、江源干渠等均于 1970 年 10

月动工，1973 年 5 月完成。张家岩水

库是龙泉山隧洞出口处第一个中型水

库，总库容 1445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300 万立方米。于 1970 年 11 月开

工，1973 年 2 月完工。通过张家岩水

库 放水输至三岔水库、石盘水库囤

蓄。再转输小型水库和塘堰囤蓄。三

岔水库于 1975 年 3 月开工，1977 年

3 月完工，正常蓄水位 461．00 米，相

应库容 1．85 亿立方米。石盘水库于

1977 年 2 月 开工，1980 年 10 月完

工。正常蓄水位 459．00 米，相应库容

6960 万立方米。龙泉山灌区设计灌面

120．25 万亩 (包括简阳、资阳、资

中)，有效灌面 61．20 万亩 (简阳) 占

50．9 % 。

东风渠一至六期工程灌区设计灌

溉面积 333．7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已

达 244．03 万亩，占 73．1 % 。受益范围

包括：郫县、新都、青白江区、金牛

区、龙泉驿区、双流、金堂、仁寿、彭

山、眉山、简阳、资阳、资中和井研

等 14 个县 (区)。

二 工程规模和特点

一至六期工程，主要灌溉东山和

川中丘陵，大部分渠道盘山而行。丘

陵地区居都江堰灌区下游，气温偏

高，降水偏少。东风渠一至四期虽有

蓄水设施，但无大中型囤蓄水库。小

(一) 型也只有 5 座，蓄水量仅 1000

万立方米，小 (二) 型水库 88 座，蓄

水量也只有 1680 万立方米，山平塘

有 16000 多口，可蓄水 5600 万立方

米，共有 8200 多万立方米蓄水量，但

不能满足灌溉需要，很多山平塘成了

盘子塘。故东风渠一至四期靠都江堰

长流水比例分配。东风渠五至六期属

川中丘陵，有大中型骨干水库囤蓄，

并有小 (一)、小 (二) 型及大量塘堰

囤蓄，引都江堰水先在大中型水库囤

蓄起来，再分蓄小型水库。实行引蓄

结合，以蓄为主，先蓄后用。

东风渠一至六期渠道和各种水工

建筑物都在丘陵山地，交通不便，运

输困难，民工食宿都有难处。简阳、仁

寿等都是川中干旱地区，一旦少雨缺

水，人民生活无保证；只有引到都江

堰水源，才是解决干旱的根本办法。

其中最艰巨的工程是打通龙泉山隧

洞，而隧洞的位置在龙泉山中部，山

高隧洞长，进口在双流太平乡东阳

桥，出口在简阳县五指乡南山庙；隧

洞全长 6273．72 米，设计引水流量 31

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 33 立方米每

秒。设计采用三心拱直墙式料石衬砌

的结构型式。隧洞进口在东风渠总干

渠末端罗家河坝进水闸以下，流经

1146 米明渠后，才开始进隧洞。隧洞

进 口 海 拔 498．94 米，出 口 海 拔

491．10 米。隧洞轴线两端有 60 米半

径的曲线段，中部为 4373 米长的直

线段。隧洞净高 4．6 米，净宽 3．4 米，

只通水不通航，设计水深 3．55 米，流

速 2．54 米每秒；空高 1．05 米，空高

面积占隧道面积 15 % 。隧洞的拱圈、

边墙、底板均用条石衬砌，长 6110．73

米，占全长 97．4 % 。隧洞进口段因岩



层较破碎，拱圈用混凝土衬砌，边墙

和底板采用条石衬砌，长 163 米，占

全长 2．6 % 。东风渠在建筑物中有两

项新技术，应用效果较好。

无电源全自动泄洪闸——是参考

日本稻田敏夫等所著《无电源全自动

闸》的先进技术，在东风渠制作试验

的。是用水力作用自动启闭闸门，不

需任何启闭机械和动力，汛期能自动

开闸泄洪，洪后自动关闭保证灌溉。

1972 年在总干渠雷打店泄洪闸上试

验运行，性能较好。1977 年又在总干

渠南支三洪门铺大填方泄洪闸改建了

一处水箱，在斜向轨道上运行无电源

全自动泄洪闸，经过多年运行，效果

良好。

无电源全自动泄洪闸的构造简

单。闸门与水箱用滑车的钢丝绳联

接，在闸前警戒水位处安置充水管，

到警戒水位时，充水管开始向水箱注

水。注水到定量时，水箱下降牵动闸

门开启泄洪。渠道水位降低到充水管

口时停止充水，箱内水由箱底排水孔

排出后，闸门自动关闭。

浮体闸——东风渠干渠扩建后，

因渠道增宽，水位降低，在相同流量

时，水位下降，出现了分水洞，因水

位低洞口高的问题，1972 年冬至

1974 年 2 月在总干渠雷打店建成一

座跨度 19 米，拦水高 2．4 米的钢筋

混凝土活动浮体闸 ，利用水的动力自

动升降。特点是以弯梁板式代替调压

室的翻板闸；在渠道小流量时，能

“浮”起抬高水位进行灌溉；大流量

时，能“沉”于渠底，不阻碍水流，既

解决了水低洞高影响灌溉的矛盾，又

保证了防洪安全和通航等问题。浮体

闸不用闸礅、工作桥和大型启闭机

械，仅靠两组小闸门充、排水，即可

调至所需高度。具有操作简便，工程

量省的优点。

浮体闸的结构，由上游联结段、

下游联结段、闸体及预埋岸墙内的控

制系统四部分组成。上下游联结段同

一般水闸，闸体是浮体闸的主体，是

胶结于密封室直墙顶端 135 度折角的

梁式肋闸板和密封室组成。闸底下部

伸入密封室内，密封室有内外两层。

调节内外密封室的水量，借水的作用

闸体按设计升降。

第三节 三 合 堰

三合堰是都江堰老灌区向平原南

面新发展的灌区。1954 年 12 月 1 日

动工兴建，1955 年 3 月 12 日完工放

水。进水口在西河上游右岸崇庆县公



议乡泉水村，引都江堰沙沟河水出口

落入崇庆县元通镇西河，再由西河引

进三合堰。进水闸 7 孔，每孔净宽 2．2

米，闸底海拔 557．64 米，设计流量 32

立方米每秒。1981 年将进水口上移至

元通大桥下 400 米处，改建为引水枢

纽工程，由拦河坝、进水闸、冲沙闸

组成。进水闸改建为 3 孔，每孔净宽

6．6 米，闸底板海拔 566．60 米，胸墙

式平板钢闸，门高 2．3 米，闸前水深

设计 2．2 米，设计流量增到 56 立方

米每秒 (结合发电)。冲沙闸 3 孔，闸

底板海拔 566．20 米，开敞式平板钢

闸，宽 6 米，高 3 米，闸前水深设计

5．6 米，设计泄洪流量 600 立方米每

秒。进水口上移改建后新开渠道长

3．2 千米；干渠总长为 40．3 千米。有

支渠 16 条，共长 131．04 千米；斗渠

108 条，分水洞 82 个。灌溉崇庆、大

邑、邛崃农田 27．50 万亩；加上西河

灌区 (包括文井江) 灌面 33．76 万亩，

合计 61．26 万亩。

历史上西河从文井江出山口以下

到新津大小支渠有 31 道，灌面 41．13

万亩，其中最大支渠刘公堰灌溉 7．90

万亩，最小支渠横河堰灌溉 195 亩。

在右岸引水的支渠 22 道，左岸引水

的支渠 9 道，用文井江山溪水和都江

堰沙沟、泊江河的余水灌溉。由于水

量不足，经常发生水利纠纷。三合堰

建成后，由都江堰列入配水计划，统

一安排三合堰、西河的灌溉用水。西

河右岸的支渠调整到三合堰灌区。直

接在西河引水的支渠经过调整合并

后，“三查三定”时仅有 8 条，灌溉崇

庆、大邑、邛崃、新津四县农田 33．76

万亩。

第四节 通 济 堰

通济堰创建于东汉，唐代重建。

堰名曾有多次改称。建国后，对通济

堰进行扩改建设，使灌区由 16 万亩

发展到 51．99 万亩。

通济堰的取水枢纽处于南河、西

河交汇的岷江干流中游地带的新津县

城附近，其位置非常特殊。南河上游

的水从邛崃县 # 江和蒲江而来，西河

上游的水从崇庆县文井江、大邑县斜

江而来。这些都属于暴雨区的山溪河

流，源流短，集水面积小，冬春干旱

时处于断流状态，夏秋暴雨洪水猛涨

千倍以上。岷江上游丰富而稳定的水

资源，通过都江堰外江(岷江干流)灌

溉系统的沙沟河、黑石河灌溉以后，

其尾水均落入西河，对通济堰的用水



起补充作用。因此，历史上通济堰与

都江堰有密切的水源关系。

通济堰的创建年代，最呈记载于

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蜀志》，“武

阳县郡治 (今彭山县东) 有王乔、彭

祖祠，蒲江大堰灌郡下六门”。唐代李

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卷三十二，在

眉州条文的州属彭山县记载：“馨堰，

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拥江水为大堰，

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公孙述僭号，犍

为不属，述攻之，功曹朱遵拒战于六

水门是也”。据此研究通济堰的创建

时间，应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公

元 25 年)。“六门”、“六水门”等都是

通济堰早期创建之名。宋代欧阳修著

《新唐书·地理志》，在新津县条文中

记载：“西南二里有远济堰，分四筒

(分水口) 穿渠，灌溉眉州通义、彭山

之田。开元二十八年，采访史章仇兼

琼开”．始有通济堰的又一名称“远济

堰”。

通济堰在唐代以前有衰废，唐代

时有发展；唐末因战争又告衰废。南

宋绍兴元年 (1131)，四川安抚制置使

李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复，眉人感之，

绘像于堰”，这时灌溉新津、彭山、眉

山农田达 34 万亩，是通济堰在历史

上最大的灌面，但不久又衰废。南宋

时几次大修恢复灌溉之利，元末因战

争荒废。明宣宗宣德七年 (1432) 进

行修缮，但仅灌溉 2．5 万亩。明末清

初又因战争荒废。清雍正十 一年

(1733) 修复工程灌面到 3．65 万亩，

清乾隆十八年 (1753) 再次修复工程

恢复灌面到 7．31 万亩。到解放前通

济堰灌面达 16 万亩。

建国后，1951 年冬在新津县上游

外江 (岷江干流) 右岸许筏子修建闸

坝拦引水源，开渠 1．3 千米引水至西

河白溪堰以上落水。修进水闸 2 孔，

用浆砌条石建成，每孔净宽 1．5 米，

以木质叠梁闸启闭，引水流量 6 立方

米每秒。1961 年 6 月 27 日～7 月 8

日，岷江上游洪水冲毁许筏子进水

闸。

1954 年冬 降低通济堰进口前面

的竹笼拦水坝，深挖渠道，取消筒车，

集中提灌，扩建干渠，增大引水流量

为 40 立方米每秒。1955 年冬将通济

堰进口底板降低 1．8 米，扩建干渠共

长 33 千米，新开干渠 31．5 千米，工

程分五期进行延伸扩建，1960 年后扩

大灌溉面积为 43．92 万亩。

通济堰进口前的拦河坝历史上长

期采用竹笼，但易毁损。1959 年将拦

水坝改建为埋木桩夹钉干砌卵石坝，

1973 年改为水泥浆砌卵石与混凝土

护面，坝底海拔 453．65 米，坝高 2．65

米，长 365 米；进水闸建为 5 孔，每

孔净宽 2．5 米，高 10 米，闸门宽 2．3

米，闸门高 3．08 米，平板钢闸上用胸

墙挡洪水，闸底海拔 451 米，设计流

量 40 立方米每秒。1977 年进行渠系

改造后，实际过水能力达到 48 立方



米每秒。

据《四川省水利工程“三查三

定”》成果资料，通济堰总干渠长 13．5

千米，西干渠长 40．6 千米，东干渠长

34 千米，支渠 65 条共长 368．9 千米。

总干渠设计引水流量 40 立方米每秒，

实际 48 立方米每秒。有渡槽 6 座长

147．5 千米，涵洞 1 处长 286 千米，跌

水 5 处，分水洞 60 个，节制闸 23 处，

泄水闸 16 处，小 (二) 型水库 1 座，

库容 60 万立方米，山平塘 613 口，共

库容 532 万立方米。灌溉新津、彭山、

眉山、青神农田 51．99 万亩，其中田

44．14 万亩，土 7．85 万亩。灌区农业

稳定增产，粮食平均亩产建国后已由

200 公斤左右增至 700 公斤左右。

通济堰利用渠道修小型水电站

19 座，总装机 1530 千瓦。在经营管理

上利用处于“暖水区”的水温条件和

渠道水源条件，大力发展集约化养

鱼，养鱼水面达 2 万多平方米，年产

成鱼达 250 多万公斤，成为鱼米之

乡。管理处还抽调 60 余人经营黄连

素加工厂、羽毛粉厂、饲料加工厂和

机修、发电、流水网箱养鱼等；1992

年综合经营总收入达 146 万元，为提

高职工福利待遇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五节 牧马山灌渠

牧马山在龙泉山西南侧面，距龙

泉山 16～25 千米，是一座中低丘陵。

与龙泉山之间上有府河、江安河两条

河相隔；江安河尾水到双流中兴乡

(现华阳镇) 二江桥汇入府河后，牧马

山与龙泉山之间仅有府河相隔。牧马

山由北向南，北起双流，经新津，南

到彭山，长 41 千米，南北两端宽各 2

千米左右，在新津境内最宽 13 千米，

山体面积约 292 平方千米。

牧马山的灌溉在民国时开始规

划，1938 年勘测牧马山时规划提灌 2

万亩。1941 年 9 月原四川省水利局制

订了“四川省牧马山灌溉区水利委员

会简章”，终因财政困难未能实现。

建国后，于 1956 年对牧马山进

行定线测量设计，1957 年 11 月 5 日

动工修建牧马山灌溉渠，1958 年 2月

10 日竣工，3月 4 日通水。进水口在

双流县金花乡金花桥下 150 米的江安

河干渠右岸。修进水闸 2 孔，每孔净

宽 2．5 米，以木质弧形闸门控制。闸

墩及边墙用四合土预制块安砌。干渠

南行 7 公里到牧马山脚，然后渠道沿

牧马山腰盘山而行，经新津县境内黄

泥渡入浅丘区，到普兴乡跨越龙溪



河，再由徐家埂至彭山县复兴乡而

止，干渠全长 63 千米。为保证牧马山

灌溉，在江安河干渠上用木桩夹钉卵

石修拦河坝，坝右端修冲沙闸 2 孔，

孔宽 2．2 米。1960 年改建为水泥浆砌

卵石拦河坝。1975 年洪水毁坝，重新

改建为氯丁橡胶坝，坝袋拦水高 2

米，坝袋长 36 米，锚固于坝底及两

岸，坝袋底高出河床 1 米，底板下设

检修排水孔，下游设消力池。同时改

建进水闸为 1 孔，宽 6．8 米，闸底板

海拔 497．59 米，平板钢闸门高 2．1

米，闸前水深设计 2．0 米，设计流量

8 立方米每秒。闸门启闭形式 QP Q2×

5。

牧马山丘陵灌区有小 (二) 型水

库．3 座，山平塘 1310 口，共可蓄水

815 万立方米。在干支渠内还有提灌

站 20 处，装机 23 台共 2116 千瓦，柴

油机 7 台共 114 马力。在江安河设提

水点 4 处，府河设提水点 1 处，杨柳

河设提水点 2 处，共装机 12 台 869

千瓦。在提水灌溉范围内有小 (二)型

水库 9 座，山平塘 3137 口，共可蓄水

1363 万立方米。

据“三查三定”资 料，牧 马山 干

渠长 63 千米，有支渠 7 条共长 68．52

千米，斗渠 31 条，分水洞 194 个。设

计流量 8 立方米每秒，实际流量 10

立方米每秒，灌溉双流、新津、彭山

的牧马山丘陵 13．80 万亩，其中水田

11．47 万亩，旱地 2．33 万亩。



第一节 沙黑羊河进口合并

外江右岸有沙沟河、黑石河、羊

马河三条干渠的进水口，均受到岷江

洪水的直接威胁。沙沟河清末在黄家

河心 (今青城桥上游外江右岸) 引水，

民国时上移至小罗堰引水，1950 年冬

下移至漏沙堰引水。1961 年 11～12

月修建漏沙堰节制闸，沙沟河改在闸

右边分 4 孔引水。黑石河 1932 年在

黄家河心引水，1952 年改在漏沙堰引

水，扩大外江支渠徐堰河一段为黑石

河干渠进口段，同时在都江堰市以下

11．9 千米的外江右岸引水的羊马河

改在黑石河布袋口进水，扩大穆江河

一段为羊马河干渠。1961 年建漏沙堰

节制闸时，黑石河改在闸左岸分 3 孔

引水。

1965 年在黑石河内布袋口修建

黑石河与羊马河分水节制闸，1970 年

渠系改造时废除羊马河干渠，原羊马

河在布袋口闸分水的进口作为支渠进

水口。

1965 年在沙沟河内二江桥修建

沙沟河与泊江河分水节制闸。1970 年

渠系改造时废除沙沟河干渠，原沙沟

河在二江桥闸分水的进口为支渠进

口；由泊江河担负向外江灌区的三合

堰、西河输水任务。沙沟、黑石、羊

马三条河，经过调整合并在漏沙堰分

水节制闸引水。羊马河于 1970 年渠

系改造时废除以后，总称“沙黑河”。

在漏沙堰闸以上为一条沙黑河总干

渠，在渠首建沙黑总河进水闸与外江

闸并列引水。

从此，外江右岸只有一条沙黑总

河引水。外江右岸和左岸均无灌溉引

水干渠，外江就此形成单一的行洪河

道。



第二节 江安河杨柳 河调整

一 江安河

江安河进水口，原在今都江堰市

青城大桥以上左岸的外江木观音引

水。1933 年 8 月 25 日岷江上游以茂

县叠溪为中心发生 7．5 级大地震，形

成地震湖 8 个，其中“小海子”地震

湖于 10 月 9 日溃坝，都江堰渠首推

算洪峰流量 10200 立方米每秒，冲毁

江安河进水口。当年 12 月 13 日外江

断流岁修时，江安河进水口下移 6000

米至都江堰市聚源乡的张家湾开口引

水。1949 年 7 月 17 日洪峰流量 4430

立方米每秒，冲毁了外江左岸陶家湾

防洪堤，洪水倾入江安河造成沿河严

重水灾。1957 年 6 月 20 日洪峰流量

2010 立方米每秒，冲下沙石严重淤塞

江安河口，造成江安河旱灾。

为避免江安河的水旱灾害，1957

年 11 月开工把江安河进水口由外江

左岸的张家湾，上移至内江走马河节

制闸右边与走马河并列引水。新建江

安河胸墙式进水闸 3 孔，闸底板海拔

720．61 米，闸门宽 5．6 米，门高 3．0

米，设计流量 100 立方米每秒，平板

钢闸，电动卷扬机启闭。闸下新挖进

口一段河道长 6000 米到安顺桥与江

安河老河道衔接，全部工程于 1958

年 2月 26 日竣工。从此，江安河成为

都江堰内江灌溉系统。

二 杨柳河

杨柳河原在温江县玉石乡 (河坝

场) 的外江左岸玉石堤尾端进水。进

水口一段又名“扬武堰”。河道处于低

洼地带，两岸下湿田较多，河湾也多，

洪涝灾害严重。1957 年冬随着江安河

改到内江引水，杨柳河同时改到玉石

乡境内的江安河右岸骆家滩开口引

水。新建闸门 4 孔，每孔宽 2．5米，设

计流量 20 立方米每秒，新开渠道

2000 米在大船滩与原杨柳河衔接。

1971 年渠系改造时，温江县把杨柳河

作为渠系改造的重点，在县境内的杨
柳河全部改直，新开河道 23．5 千米，

结合修建公路，进行绿化，并将进水口

下移 20 千米至温江县城附近江安河

青龙嘴连接水电站拦河闸，在闸上游

右岸新开进水口建闸 3孔，每孔净宽

3米，闸门高 1．2米，设计流量 20 立

方米每秒。拦河闸 5 孔，每孔净宽 5

米，闸门高 2 米，与杨柳河闸同为平

板钢闸门。温江县改造杨柳河经过三

期施工于 1978 年完成，根治 5 万亩

下湿田和“水肿田”。沿河 8 个乡 31

个村 90 个生产组 1．88 万亩下湿低产



田，原每亩平均产量 311 公斤，根治

后提高到 413 公斤。处于杨柳河中游

的双流县，于 1978 年 9 月动工，从温

江新开的杨柳河尾端的柑梓树起到黄

水川藏公路桥，新开的杨柳河 13 千

米，并结合同时建设公路、绿化、桥

梁、水电站等。经过 107 天紧张施工，

于 1979 年 1 月 4 日全部竣工。

杨柳河改造后顺着河岸形成一条

端直公路，路两边绿树成荫，从双流

黄水河场沿杨柳河边公路经温江到都

江堰市很方便。

江安河、杨柳河经过改造到内江

走马河并列引水后，外江左岸的灌溉

也纳入内江系统。

第三节 平原渠系改造

都江堰老灌区除岷江干流是自然

形成外，其它负担灌溉的干、支流都

为人工开凿，随地面自然坡降与等高

线垂直成渠。在两千多年长期私有制

的社会条件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

下，干、支渠都开得宽大，逐步形成

灌溉排洪两用渠道，而且渠道越来越

多，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存在很多

不合理地方。特别是干渠两岸的支渠

是承上转下的一级重要渠道，从干渠

引水，通过斗农毛渠到田间。由于支

渠存在“长、宽、多、浅、弯、乱”的

问题，输水不畅，浪费水严重，缺水

时轮灌一次要 2～3 天。支渠进口一

般用竹笼在干渠拦河扎水，有的用导

水埂也占了半边河。上游近水楼台用

水方便，浪费水大，中游水小拦断干

渠，下游缺水问题年复一年不能解

决。1970 年四川省革委会和原温江地

区革委会、温江军分区集中技术力

量，动员两百万农民用 1970 年和

1971 年两个冬春农闲季节，对都江堰

老灌区支渠以下的渠系进行了彻底改

造。

一 旧渠系的特点

(一)旧渠系一般分为干、支、斗、

农、毛 5 级，但有些渠道级别不很分

明，越级开渠较多，同级渠道灌溉面

积悬殊很大。由于干、支、斗各级渠

道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开渠，因而

平行渠道多。有些渠道甚至互相串

通，灌溉、排洪范围不清。

(二) 渠道都是灌排兼用，迂回曲

折，弯曲大，堤岸破损，断面宽浅，输

水能力低。

(三) 渠系工程简陋，进水口均无

闸门控制，一般用竹笼木桩等临时工

程作鱼嘴壅水灌溉，因而岁修任务繁

重。

(四) 灌区狭长，跨县、跨乡的渠



道多，管理不便，输配水困难。灌溉

时上游多用水，下游常缺水；洪汛时

往往上游畅排、中游满渠、下游淹田。

因而矛盾多，容易引起水利纠纷。

(五) 渠道缺乏量水设备和控制

性的建筑物，调配水量不准确，水的

利用率低。

(六) 渠道占地多，机耕不便，桥

涵需要量大，给布置交通带来困难。

二 新渠系布置

改造后的新渠系仍分为干 (分

干)、支、斗、农、毛渠 5 级。其中干、

支、斗渠属于规划范畴；农、毛渠为

用水渠道，与田块、道路、村庄等属

于土地规划范畴。各级渠道的布置如

下：

(一) 干渠——垂直等高线布置，

灌排兼用，利用已有干渠加以整治，

弯曲度大的渠段进行截弯取直。充分

利用自然坡降，集中落差修小水电

站。

(二) 支渠——基本上平行等高

线布置，除进水口便于引水有一定角

度外，渠道线基本与干渠垂直。支渠

之间的间距为 4～6 千米，控灌面积

约 25～35 平方千米。把旧支渠的狭

长灌区划为较方整的灌区，使灌溉范

围明确，用水管理方便，并可接收回

归水和利用部分地下水。

(三) 斗渠——垂直等高线布置，

控灌一侧或两侧。控灌一侧的斗渠，

间距 300～500 米；控灌两侧的斗渠

之间设排水沟 (称斗排沟)。斗渠上的

农渠引水口间距 400～600 米，尽可

能两边开渠。

(四) 农渠——平行等高线布置，

间距 400～600 米。

(五) 毛渠——垂直等高线布置，

也可控灌一侧或两侧田块。田块的长

边为毛渠间距，使每一田块都有毛渠

进水缺口。消灭田块之间的串灌串

排。

(六) 田块——长边平行等高线

布置，以减少平整工作量。为便于机

耕，田块尽可能方整，每一田块约 2～

3 亩 (田块边长 50～80 米，宽 25～30

米)。由于水稻田的水层较浅，要求田

面平整。

三 河渠排洪

(一) 主要排洪河渠

都江堰渠首以岷江干流金马河段

为主要行洪河道。外江沙沟、黑石两

干渠保持正常分水，兼排区间洪水。

沙沟、泊江河负担右岸沿山地区山溪

洪水的排泄。

内江四大干渠，受到宝瓶口咽喉

工程的自然控制。岷江上游洪水威胁

不大，并有毗河、清白江沟通排泄沱

江干流。一般洪水可在四干渠分洪减

灾，特大洪水采取工程措施保证成都

市不受岷江上游洪水威胁。成都市周

围及市区遇暴雨洪灾时，只有关闭石

堤堰府河进水闸和走马河内的徐堰河

分洪通过毗河泄去沱江干流，并淘修



成都市府河、南河，加大泄洪量减

灾。

(二) 支渠排洪

渠改后的支渠平行等高线开挖，

只灌溉不排洪，但截断了原垂直等高

线的旧渠道，因此对旧支渠已经形成

的低洼渠道，区间暴雨径流自然流入

支渠排泄，这部分支渠还需要继续发

挥排泄区间暴雨的作用。其它支渠以

下的灌溉区域遇区间暴雨洪水，首先

是大面积田间自然滞洪，漫溢出来后

也通过各级渠道自然排走。

四 渠改效果

(一) 提高灌溉效率

渠系改造后，渠线端直，流程缩

短，工程输水、配水及时，调节水量

方便；利用了回归水和地下水，提高

了灌溉效率，减少了水量损失。

(二) 提高区间排洪能力

渠改后，渠道顺直流畅，区间暴

雨洪水入新渠以后，能分片就近排入

干渠流走。改变了以往大小渠道流量

沿程累加现象，减少了区间受淹面

积。

(三) 促进条田建设

渠线改直后，提高了过水能力，

并结合渠堤修建机耕道，渠傍路傍植

树绿化，形成“渠端、路直、树成

行”的条田建设。土地利用率也相应

增大，耕地面积的利用由原来的 72％

提高到 77 % 。

(四) 改造了下湿田

旧渠系中，大多数处于低洼地

带，渠道弯曲度大，排水不畅，造成

渠傍两岸有 80 万亩以上的下湿田，

影响农业产量。渠改后，降低了渠底

高程，地下水位下降了，对改造低产

下湿田，促进农业增产，起到了良好

的作用。

(五) 消灭钉螺

旧渠道两岸杂草丛生，钉螺密

集，流行血吸虫病。改造后的渠道端

直，渠底两岸三面光，钉螺无容身之

地，保护了人民健康。



建国后，都江堰扩建发展的丘陵

灌区，是在成都平原东部边缘的东山

和龙泉山以东的川中丘陵，属于少雨

缺水的干旱地区。只有利用丘陵地形

条件修建库、塘等蓄水工程和引水渠

道，把都江堰丰水期间的水量通过上

中游干渠输水到库、塘囤蓄，实行引、

蓄、提结合，以蓄灌为主。

据 1986 年 10月统计，都江堰丘

陵灌区已建成蓄水工程设施计有：大

型水库 3 座，总蓄水库容 8．46 亿立

方米，这就是分布于人民渠五、七期

工程灌区的鲁班水库，东风渠五期工

程灌区的黑龙滩水库，东风渠六期工

程灌区的三岔水库。中型水库 7 座，

总蓄水库容 2．47 亿立方米，即分布

于人民渠六期工程灌区的团结水库，

人民渠七期工程灌区的继光水库、响

滩子水库、元兴水库，东风渠五期工

程灌区的李家沟水库，东风渠六期工

程灌区的石盘水库，张家岩水库。共

有小 (一) 型水库 35 座，总蓄水库容

0 ．6 5亿立方米；小 (二 )型水库25 1

座，总库容 0．68 亿立方米；山平塘

38756 口，总蓄水量 2．0 亿立方米；石

河堰 4521 口 ，总蓄水 0．35 亿立方

米；泉堰 103 处，共蓄水 0．0015 亿立

方米；固定提灌站 617 处，共提水

0．24 亿立方米。大部分分布于完全蓄

水灌区的人民渠五、七期，东风渠五

期、六期；其次是人民渠六期，东风

渠一至四期；人民渠一至四期仅少量

蓄水。据以上资料统计，全部蓄水设

施的总蓄水量为 14．85 亿立方米。



第一节 大型水库

一 黑龙滩水库

黑龙滩水库位于成都平原东南边

缘，龙泉山南端余脉二娥山西麓的仁

寿县境内，在岷江中游支流的鲫江河

上游，集水面积 185．5 平方千米，多

年平均降水量 1036 毫米，多年平均

径流量 7286 万立方米。水库总库容

3．25 亿立方米，故大部分库容由都江

堰东风渠的新南干渠输水充蓄。黑龙

滩水库工程主要由充库引水渠、水库

枢纽和大坝三部分组成：

(一) 充库引水渠——在东风渠

新南干渠勤劳分水闸引水。干渠上设

有节制闸和进水闸各一孔，孔净宽各

6 米，闸门高 3．20 米，闸底板海拔

489．2 米；闸前水深设计 3．20 米，设

计引水流量 35 立方米每秒。均为钢

质弧形闸门，启闭机型 QP Q2×5。充

库引水渠长 3．6 千米进入水库。

(二) 水库枢纽——由大坝、副

坝、溢洪道、放空隧洞和放水隧洞组

成。

大坝为浆砌条石弧形重力坝，坝

高 53 米，坝顶长 271 米，蓄水总库容

3．25 亿立方米 (见表 3－7)。

副坝 12 座，坝高 3～19．5 米。其

中条石坝 8 座，土坝 4 座。

溢洪道一座 4 孔闸，每孔净宽 8

米，底板海拔 479．90 米。钢质弧形闸

门，门高 5 米。设计溢洪流量 492 立

方米每秒。最大泄洪水深 5．00 米，最

大泄洪流量 764 立方米每秒。

放空洞，直径 2×2 米，洞长 108

米，进口底海拔 450．00 米，出口海拔

449．80 米，最大放水流量 50 立方米

每秒，用高压平板钢闸门控制。

放水隧洞，洞净宽 3．8 米，高 4

米，为三心拱无压隧洞，洞长 1318

米，底板海拔 468 米。设计放水流量

30 立方米每秒。放水隧洞前设计挡水

坝一座，挡水坝与隧洞之间长 100 米

为明渠连接。挡水坝高 13．7 米，迎水

坡内设圆形竖井塔一座，内径 5．2

米，塔内设钢质平板闸门控制放水。

在放水隧洞出口以下分为东干渠和南

干渠两条。另有龙正支渠在水库直接

引水，引水洞底海拔 477．0 米，设计

流量 4 立方米每秒。

黑龙滩水库大坝枢纽于 1970 年

7 月 1 日动工，1972 年 1 月 25 日竣

工。由于大坝工程因基底有软夹层，

设计采用摩擦系数值 0．55 偏高，在

运行中廊道内出现裂缝。1974 年 2 月

19 日动工加固大坝，在大坝下游坡加



宽坝基 13 米，加高 35 米，共浆砌条

石 8．5 万立方米，于 1975 年 9 月 20

日竣工。

二 三岔水库

三岔水库位于简阳县三岔区境

内，沱江支流绛溪河的上游，是都江

堰东风渠灌区六期工程中的大型囤蓄

水库。水库以上集水面积 161．25 平

方千米，多年平均 降水量 891．0 毫

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4442 万立方米，

设计 (校核) 蓄水位海拔 461．56 (近

期) 米，相应库容 2 亿立方米；大部

分靠引都江堰东风渠水囤蓄。水库枢

纽由大坝、溢洪道、引水充库隧洞、放

空洞、灌溉高低放水洞 2 个和 27 座

副坝组成。

主坝为粘土斜墙石渣坝型，最大

坝高 35．5 米，坝顶长 1030 米。溢洪

道坝顶 海 拔 458．50 米，坝 顶 宽 18

米，最大溢洪水深 3．06 米，最大溢洪

流量 138 立方 米每秒，平板钢 闸 3

孔，每孔净宽 6 米，高 3．5 米，用电

动卷扬机 3 台启闭。引水充库隧洞设

计流量 28 立方米每秒。放水洞进口

海 拔 440．00 米，出 口 海 拔 430．53

米，洞长 260．4 米，闸门宽 2．4 米，高

3 米，平板钢闸，启闭卷扬机 1 台，螺

杆机 1 台。最大放水流量 89 立方米

每秒。大坝于 1975 年 3 月开工，1977

年 3 月竣工 (见表 3－7)。

三 鲁班水库

鲁班水库枢纽位于三台县涪江水

系凯江支流绿豆河上游，水库以上集

水面积 21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降水

量 886 毫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476 万

立方米，是人民渠七期工程干渠末端

的一座大型囤蓄水库。设计正常蓄水

位海拔 460．00 米， 相应 库容 2．78 亿

立方米，全靠引都江堰水充蓄。水库

枢纽有主坝 1 座、副坝 6 座、放水压

力隧洞 3 条、放空管道 1 条。于 1977

年 1月开工，1978 年开始蓄水，1980

年 12 月建成。

主坝为钢筋混凝土斜墙干砌条石

坝。坝高 68 米，坝顶长 315 米，坝高

海拔 462．00 米，坝顶宽 8 米，最大坝

底宽 122 米 (详见表 3－7)。

副坝共 6 座，总长 949 米。其中

2 座为浆砌条石重力坝，4 座为粘土

斜墙石渣坝。

放水隧洞共三个，均为钢筋混凝

土压力管道，以锥形阀控制。分别为

鲁联干渠隧洞，洞径 2．8 米，长 112

米，进口洞底海拔 437 米，设计放水

流量 18 立方米每秒；鲁香干渠隧洞，

洞径 2 米，长 122 米，进口洞底海拔

441．5 米，放水流量 7．5 立方米每秒；

鲁西干渠隧洞，洞径 2 米，长 266 米，

进口洞底海拔 448 米，设计流量 7．5

立方米每秒。

放空管道设在主坝左段，为直径

2 米、长 108 米的有压底孔放空管道，

设计最大流量 60 立方米每秒，首尾

分别安装钢质平板闸门和锥形球阀控



制。

鲁班 水库 工 程总 投 资 4911．8 万

元，其中国家投资 2963．19 万元，农

民投劳 6497 万工日。 于 1977 年 6 月

开 工， 1980 年 5 月 竣 工 (见 表 3－

7)。

表 3－7 灌区大型水库主要技术指标表



第二节 中型水库

都江堰引蓄灌区兴建了一批中型

水库，除拦蓄当地径流外，主要囤蓄

从都江堰引来的水量。此外，还 对下

游分干渠起中转调节作用。

一 团结水库

团结水库位于三台县金石乡，是

人民渠六期工程干渠末端的一座中型

囤蓄水库，集水面积 2．32 平方千米，

多年平均径流量 55 万立方米，设计

水位海拔 476．50 米，相应库容 2273

万立方米。水库枢纽由大坝、副坝及

放水洞、水电站、电灌站和鱼场组

成。

大坝一座为均质土坝，坝高 29

米，坝顶长 273 米，坝顶海拔 478．00

米 (见表 3－8)。

副坝 4 座为均质土坝，最大坝高

13 米，坝总长 454 米。

放水洞为钢筋混凝土压力涵洞，

内径 1．6 米，洞身长 147 米，设计最

大流量 9 立方米每秒。检修闸为竖井

式，平板钢闸门，工作闸设于坝后，安

内径 1．4 米的锥形阀放水。涵洞后分

出支渠 3 条。

水库枢纽始建于 1970 年 10 月，

因工程质量问题拖延，于 1979 年初

建成。

二 继光水库

继光水库位于涪江支流郪江上流

的 龙台河上，大 坝在中 江县继光乡的

观音桥，是人民渠七期工程骨干囤蓄

水库之一。水库总库容 8900 万立方

米。水库枢纽以上集水面积 59．1 平

方千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300 万

立方米，主要依靠人民渠输水囤蓄。

枢纽工程主要由大坝、溢洪道、导流

放空隧洞和放水隧洞组成。

大坝为钢筋混凝土斜墙面板干砌

条石坝型，最大坝高 45 米，坝顶海拔

478．00 米 (见表 3－8)。

溢洪道为开敞式，堰顶海拔 476

米，堰顶宽 20 米，最大溢洪流量 115

立方米每秒。

导流放空隧洞设于大坝左岸山体

内，为钢筋混凝土有压管道，洞径 1．7

米，长 241 米，设计最大排洪流量

25．7 立方米每秒。

放水隧洞二座：库南右干渠引 水

隧洞为圆拱型，洞底海拔 465．1 米，

最大放水流量 12 立方米每秒；库东

左干渠引水隧洞为圆拱型，洞底海拔

456 米，最大放水流量 3 立方米每秒，

其出口有小水电站一座。

水库工程始建于 1977 年 5 月，



完成于 1979 年 1 月。国家 总投 资

2156．9 万元，农民投劳 2944．4 万工

日。

三 张家岩水库

张家岩水库位于沱江水系绛溪河

支流上的简阳县五指乡。是东风渠六

期囤蓄与中转水库。龙泉山引水隧洞

一出口就进水入张家岩水库。集水面

积 17．02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571 万立方米，总库容 1445 万立方

米。放水洞出口后分南、北两干渠，放

水流量 32 立方米每秒。北干渠设计

引 水流量 7．4 立方米每秒，在里程

17．37 千米处，引水充蓄石盘水库。南

干渠设计引水流量 28 立方米每秒，

在里程 13．5 千米处引水充蓄三岔水

库。

水库枢纽大坝为粘土斜墙石渣

坝，坝高 52 米，坝顶海拔 494 米，坝

顶长 155 米。正常蓄水位 491 米 (见

表 3－8)。

四 石盘水库

石盘水库位于沱江水系绛溪河支

流上的简阳县周家乡。是东风渠六期

工程的中型囤蓄水库，集水面积 84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1500 万

立方米，总库容 6960 万立方米。水库

放水渠在杨家沟与充水的北干渠连

接，以下为养马分干渠，设计引水流

量为 4．5 立方米每秒，控灌耕地 18．4

万亩。

水库枢纽大坝为粘土斜墙石渣

坝，坝高 43 米，坝顶海拔 461 米，坝

长 253 米，正常蓄水位海拔 459 米

(见表 3－8)。

五 李家沟水库

李家沟水库位于仁寿县元通乡，

集水面积 3．13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

径流量 94 万立方米。为均质土坝，高

25 米，坝顶海拔 450 米，坝长 345 米。

引水流量设计 5 立方米每秒，设计水

位海拔 446．7 米，总库容 1150 万立

方米 (见表 3－8)。

六 响滩子水库

响滩子水库位于中江县干柏乡，

集水面积 81．2 平 方千米。土坝 高

41．0 米，总库容 2150 万立方米(见表

3－8)。

七 元兴水库

元兴水库位于中江县元兴乡，集

水面积 37．3 平方千米。土坝高 23．6

米，总库容 1175 万立方米 (见表 3－

8)。



表 3－8 灌区中型水库主要技术指标表



第三节 其他蓄水工程

灌区丘陵蓄水工程以大、中型水

库蓄水为主，共蓄水量 10．93 亿立方

米，占 73．6 % 。其它蓄水工程包括小

(一) 型水库、小 (二) 型水库、山平

塘、石河堰、提灌站，以及很少量的

泉堰，共蓄水量 3．92 亿立方米，占

26．4 % 。以引都江堰水源囤蓄为主，

并利用当地部分径流，充分发挥各种

蓄水设施的作用。

蓄水工程设施，主要分布在东风

渠五期工程 (黑龙滩水库灌区)、六期

工程 (龙泉山灌区)、人民渠五、七期

工程的川中丘陵地带。其次是东风渠

一至四期的东山丘陵及平原南面的牧

马山丘陵，人民渠六期工程的丘陵。

据水利工程 “三查三定” 资料， 全灌

区各种蓄水工程的总蓄水量为 14．85

亿立方米。其中： 大型水库 3 座共蓄

水 8．46 亿立方米，占 56．7 % ；中型水

库 7 座 共 蓄 水 2．47 亿 立 方 米， 占

16．63 % ； 小 (一) 型水库 35 座共蓄

水 0．65 亿 立 方 米， 占 4．38 % ； 小

(二) 型水库 251 座共蓄水 0．68 亿立

方米，占 4．58 % ；山平塘 38756 口共

蓄 水 2．0 亿立方米，占 13．47 % ；石河

堰 4521 口共蓄水 0．35 亿立方米，占

2．36 % ； 固 定 提 灌 站 617 处 共 蓄 水

0．24 亿立方米，占 1．62 % ；泉堰 103

处共蓄水 0．0015 亿立方米。



建国后，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

的需要，在成都市东郊兴建工业区。

1954 年 8 月 8 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

部据西南水利局转送四川省水利厅编

拟的《成都市工业区用水计划任务

书》，以水利部计综字第 73519 号文

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经国家计委审

查后，并经全国重点城市会议确定，

由水利部门负责勘测设计和设计文件

审核工作，成都市城市建设部门负担

工程经费。又据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

局于 7 月 12 日转送成都总甲方办公

室对于成都工业区水源问题的意见：

(一) 供水方面，从 1956 年起，必须

保证沙河不断流，并提出需水量在

1955 年为 0．5 立方米每秒，1956 年

为 2 立 方 米 每 秒，以 后 逐年 增 加 ，

1960～1962 年均为 7．8 立方米每秒，

对于各工厂扩展后的用水未予估入；

(二) 排洪方面，须解决沙河流域的防

洪问题；(三) 漂木问题，因涉及的面

较广，越出总甲方工作范围之外，建

议由有关部门另案解决。随即于 10

月 5 日由成都市东郊工业区工程设计

总甲方 (甲方)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水

利厅签订勘测设计合同。1954 年 10

月 18 日，由水利厅编制出《成都市东

郊区工业用水工程临时措施初步设计

书》。1955 年 1～3月结合都江堰内江

断流岁修，进行沙河工业用水工程全

面施工，3月底完成水下工程，5月底

全部完成。沙河河道按供水流量 15

立方米每秒及百年一遇洪水设计。

成都市沙河工业用水工程经三期

设计和施工于 1957 年 5 月完成后，

接着于 1958 年开发了成都市第二个

工业区——青白江 (原金堂) 工业用

水工程设让和施工。对这两个工业区

的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都列入

都江堰灌区配水计划，在都江堰渠首

统一按计划调配水量。



第一节 沙 河

沙河位于成都市东北郊区，进水

口在金牛区洞子口街道附近的府河左

岸，设计流量 15 立方米每秒，河道经

过宝成铁路桥、八里桥、双水碾、羊

子山、驷马桥、上三洞桥、府青路大

桥、麻石桥、沙板桥、跳蹬河、多宝

寺、五桂桥、成仁桥，出口后入洗瓦

堰，尾水入府河，全长 20．86 千米。

沙河原有旧河道灌溉农田，兼排

一些区间暴雨洪水。1955 年以后对沙

河进行了大规模扩改建设。东郊工业

区的工厂分布于沙河两岸便于取水，

使沙河变成了工业用水专门河道，沿

河两岸直接在沙河取水的工厂企业达

30 余个。

沙河扩改工程于 1955 年 2 月 26

日正式动工。第一期工程扩建驷马桥

上成渝铁路桥至跳蹬河牛龙公路桥段

的有跳蹬河节制闸、杨家碾、麻石桥

跌水。第二期工程分两段进行，第一

段洞子口至驷马桥河段的扩建；第二

段跳蹬河至多宝寺河段的扩建。主要

建筑物有双水碾节制闸、冲沙排洪

闸、滚水坝、砖头堰灌溉进水闸、万

年桥跌水 (现刘家碾闸)、新河村跌水

(现羊子山闸)。第三期工程为多宝寺

至沙河出口河段的扩改建；双水碾至

金花桥排洪河渠的扩建及洗瓦堰、砖

头堰灌溉渠道的改造。主要建筑物有

洗瓦堰冲沙闸、滚水坝、进水闸。第

三期比一、二期工程总量还大。整个

沙河扩建工程于 1957 年 5 月竣工。

洞子口沙河进水口原为府河砖头

堰支渠的进口，建有条石砌体的进水

闸 1 孔；扩建沙河时改为 2 孔，每孔

宽 2．6 米，高 2 米。1960 年又改建为

丝杆启闭的木闸门。1969 年再改建为

平板钢闸 2 孔，每孔净宽 3 米，高 2．1

米，用手动葫芦启闭，并建闸房 63 平

方米。沙河引进流量一般 15 立方米

每秒，1986 年最大进流量达 21．2 立

方米每秒。

为保证沙河工业用水，满足府河

漂木及正常排洪，1959 年在沙河进口

处的府河兴建拦河闸 7 孔，中孔净宽

5．3 米以利漂木，左右各 3 孔，每孔净

宽 3．38 米。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3 月，改建闸上游条石截流墙和卵石

护底，及下游条石消力池，降低闸礅

1．2 米，闸前鱼嘴提高 2．4 米，建钢筋

混凝土梁板和闸房，新安平板钢闸 7

扇，中孔闸门高 2 米，闸底板降低

0．48 米，余 6 孔闸门高 1，52 米，用

机械和手动葫芦启闭。1983 年 8 月至



1984 年 12 月，拆除旧梁板和闸房，新

建钢筋混凝土梁板和框架结构的双层

闸房与控制室 672 平方米，安设动力

控制液压启闭和电器设备。

第二节 马 棚 堰

马棚堰原是清白江排洪河道中游

右岸的灌溉支渠，进口在广汉向阳镇

境内。为了建设成都市青白江工业

区，1958 年 12 月上旬选定利用马棚

堰渠道引水，并在引水口处的清白江

郑家河坝进行清白江河道的裁弯取

直，在马棚堰内部分出工业用水渠和

农业用水渠。当即进行施工，在清白

江河道修建竹笼拦水坝和冲沙闸、马

棚堰进水闸，利用马棚堰旧渠扩建和

新开一段渠道共长 7000 米，引水入

工业区。1959 年 4 月完工后，当年被

洪水冲毁闸坝，进水闸以下渠段淤塞

不能通水。1959 年 9 月由省水利设计

院进行勘测设计，10 月提出设计要点

报告，10 月 30 日四川省计委、成都市

建委召集有关单位开会，确定投资

21．1 万元复建。开始设计马棚堰进口

流量 12．1 立方米每秒，包括工业用

水流量 8 立方米每秒，农业用水 4．1

立方米每秒；以后农业用水流量设计

增大到 8 立方米每秒 (其中上马棚堰

2．5 立方米每秒，下马棚堰 5．5 立方

米每秒)，进口流量设计增为 16 立方

米每秒。清白江竹笼拦河坝设计长 94

米，高 1．6 米，冲沙闸 3 孔，每孔各

宽 2．2 米，均用木制弧形闸门，人工

绞车启闭。设计清白江流量 1000 立

方米每秒，校核流量 1200 立方米每

秒。复建工程于 1959 年冬施工，1960

年春 完工。1961 年又 被 洪 水冲 毁。

1961 年 11 月 29 日由四川化工厂、成

都钢铁厂联合报告，要求改清白江竹

笼拦水坝的临时工程为混凝土滚水坝

的永久性工程，获得省批准后，分两

期工程施工：第一期工程于 1961 年

冬开工，1962 年 9 月上旬完成改建清

白江混凝土滚水坝，扩宽冲沙闸，改

马棚堰进水闸等；第二期工程于 1963

年冬动工，1964 年春完工。当年经受

1964 年 7 月 22 日 清白 江洪峰流 量

1200 立方米每秒考验后，工程完好。

1984 年 3 月进行维修改建，1985 年 5

月完成改造冲沙闸、进水闸，安装电

动卷杨机，修建闸房共 117 平方米，

修建进口段浆砌卵石护坡长 96 米，

维修大坝下游两岸护坡工程等。

改建后的马棚堰清白江混凝土滚

水坝长 115 米，坝底海拔 486．16 米，

坝顶海拔 487．76 米，坝高 1．6 米；冲



沙闸 4 孔，每孔净宽 2．4 米；马棚堰

进口闸 5 孔，每孔净宽 2．4 米，渠底

海拔 485．50 米，均为弧形钢闸。马棚

堰渠道内有 2 个分水闸，进水闸以下

到富顺桥为第一分水闸，共 4 孔，其

中工业用水渠 2 孔，下马棚堰 2 孔；

以下第二分水闸为安乐桥共 4 孔，其

中工业用水渠 2 孔，上马棚堰 2 孔。

马棚堰进水口至四川化工厂渠道共长

6880 米。









都江堰建成后，历代都有主管水

利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建国以后，都

江堰延伸扩建迅速发展，已成为水资

源多功能效益的综合利用工程。组织

管理工作逐步加强，由都江堰管理处

管理老灌区，新发展的灌区另成立管

理处。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成立后统

管全灌区。现有职工 3912 人，其中专

业技术人员 1212 人，占 31 % ，工人

2470 人 (包括固定及合同工、计划外

用工) 占 63．1 % 。都江堰管理局下设

人民渠一处、二处、东风渠、外江、黑

龙滩、龙泉山 6 个管理处分管灌区；设

渠首管理处，专管都江堰渠首工程。

各管理处下设共 50 个管理站，分段管

理干渠和支渠分水口。各支渠以下到

田间设有群众性管理组织。灌区内市

(地)、县 (市、区) 设水利电力局，乡

设水利站或专职人员。工业用水设成

都市河道管理处、青白江工业供水渠

管理站。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水

源到田间、到工厂的管理系统。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特点是就地取

材，利用竹、木、卵石和传统技术，建

成杩槎、竹笼、羊圈、干砌卵石等各

种工程，达到截流、岁修、淘河筑堤、

保护河岸、导流引水、分水灌溉、输

水畅通、防洪安全的目的。但这些材

料不耐久，必须年年维修，故建立了

岁修制度。从多年实践中，总结了一

整套科学的岁修维护方针、原则和措

施办法，写成治水“三字经”、“六字

诀”、“八字格言”，刻石立于二王庙门

内墙上，成为治理都江堰的准则。建

国以后，继往开来，重点放在扩大灌

区效益上。为保障安全渡汛，改进和

巩固工程设施，兴建枢纽闸、节制闸、

进水闸、泄洪闸，衬砌主要输水干、支

渠；改造老灌区“长、宽、多、浅、弯、

乱”的旧渠系，为渠、路、树结合，直

端输水的新渠系。丘陵地区利用山弯

地形条件修建各种蓄水工程，兴建大



型水库 3 座，中型水库 7 座，小型水

库 286 座，山平塘 38756 口等，总库

容 14．85 亿立方米。在目前岷江上游

还未修建水源工程的情况下，丘陵的

库塘蓄水设施，起到了反调节作用。

用水管理，是都江堰灌区管理工

作的主要内容。建国以前灌区的用水

管理组织不健全，各级渠道无闸门设

施，用水无统一计划，调水非常困难，

上游用饱水，中游水不足，下游闹缺

水。中下游群众一般在支渠内部由堰

管会组织轮流灌溉，日夜用水来解决

矛盾，有时等到上游栽完水稻后才能

用上水。建国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工

农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灌区不断扩大，对水的需用量越来越

多。必须加强用水管理，实行计划用

水，节约用水，统一调度，分级管理，

运用各级渠道闸门和水文观测资料，

根据灌溉面积多少等进行科学地调配

水量。平原灌区按多年实践比例分

水，丘陵灌区实行头年引丰水期的水

量囤蓄，次年春灌放出蓄水。成都地

区重点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按签

订批准的协议供水。灌区各县 (市、

区) 地方工业、动力站、小水电站用

水，漂木用水等，在不影响农田灌溉

和成都地区重点工业用水与城市生活

用水及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综合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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