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一个

基本条件。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水利

历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历代都作

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四川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水资源

十分丰富，大部分地 区年降雨量为

1000～1200 毫米，雨水较少的盆中丘

陵区也有 800～1000 毫米，多雨地区

则在 1400 毫米以上。

全 省大 气 降水 水 资 源 总 量 在

5800 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地表径流总

量 3100 亿立方米以上。据普查勘察，

全省地下水储量约 800 亿立方米，其

中成都平原地下水含量较丰，约 150

亿立方米。

四川江河密布，除长江横贯全省

外，有大小河流 1000 多条，称为“千水

之省”。省内河流，除北境若尔盖北流

的黑、白河属黄河水系外，绝大部分均

属长江水系。省境流域面积在 100 平

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 1419 条。长江上

源金沙江、川江及其支流雅砻江、岷

江、沱江、嘉陵江、与次一级支流大渡

河、青衣江、涪江、渠江等，流域面积均

在 2．5 万平方公里以上，河长均超过

600 公里。各河多年平均径流总量为

3131 亿立方米，约占长江径流量的

1／3，加上省外入境的水量，多年平均

年径流量为 4508 亿立方米，为全国径

流丰富的省区之一。

四川江河上游多崇山峻岭，河床

迂回曲折，具有河谷狭窄，切割深，陡

坎多，比降大的特点。水能资源丰富，

蕴藏量达 1．5 亿千瓦，占长江流域的



60 % ，占全国水能蕴藏量的 1／4，水能

资源可开发量为 9168 万千瓦，居全国

各省第一位。

四川水域广阔，类型众多，适宜发

展渔业，是全国内陆淡水养鱼的重点

地区。全省有天然淡水水面 1430 万

亩，而可供渔业生产的水域面积为

808 万亩，包括塘、库、河堰等人工可

养殖水面 385 万亩和天然可养殖水面

423 万亩；还有 5000 多万亩水田，其

中 1／3 是冬水田、囤水田，可发展稻田

养鱼；众多的小河溪沟也为养鱼提供

了有利条件。

四川天然湖泊多在西部，总数有

1000 处以上，其中以川滇界湖的泸沽

湖为最大，其次为邛海、马湖、小南海、

新路海等。川西高原区有冰川 200 余

条。

四川特有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

条件，给发展水利事业创造了有利因

素。但是由于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分布极不均衡，常常发生严重水旱

灾害。据近 500 年洪灾资料记载，发生

灾害性洪水就有 346 次，平均不到两

年就有一次。四川以旱灾危害最大，据

1951～1985 年资料统计，除 1954 和

1956 年基本无旱外，其余年份均有不

同程度的干旱发生。水旱灾害给国家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同时也反映了水利建设的迫切性、

艰巨性和重要性。

水资源季节分布不均。四川大部

分地区冬春少雨，汛期雨量又过于集

中，每年 11 月至次年 4月，降雨量仅

占全年降雨量的 10～15 % ，5～10月

降雨量占全年的 80 % 以上，且多暴

雨。这种天然分配雨量的情况，给农业

生产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春耕需水时

少雨，形成大面积干旱；夏季暴雨，产

生洪涝。

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四川东部

气候温暖，农耕发达，集中了全省

90 % 以上耕地，95 % 以上人口，除成都

平原有都江堰水利灌溉外，广大丘陵

地区田高水低，降雨不均，径流很少，

水资源严重不足，可利用的水资源量

人平仅 295～410 立方米，亩平仅 317

～433 立方米，造成工农业需水的矛

盾十分突出。

因为各种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

影响，四川盆地丘陵和周围山区地形

复杂，森林植被覆盖率低，土壤抗蚀能

力差，在降雨集中的季节，水土流失严

重，大量泥沙进入江河，并发生滑坡、

岩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

四川治水历史悠久，水利事业发

展甚早，在公元前 3 世纪，蜀郡守李冰

引用岷江丰富水源，修建了都江堰，使

成都平原一带成为“水旱从人”的“天

府之国”。都江堰一开始就是综合利用

工程，并且灌溉区域日益发展，汉代灌

区灌田“万顷”，约合今 70 万亩；经过

唐、宋扩建，元、明更新，至清代已控灌

成都平原 14 州县，灌溉农田面积达



200 多万亩。

古代都江堰的成功经验，为四川

盆地引水工程提供了借鉴。另一引用

岷江水源控灌新津、彭山、眉山的通济

堰，始于西汉，盛于唐宋，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下简称“建国”)后的扩

建，灌溉面积成倍发展，达到 52 万亩。

唐代还在盆地内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引

水工程，如蟇颐堰、鸿化堰、广济陂、云

门堰等，至今仍在受益。提水机具除上

古的桔槔、戽斗外，龙骨车和筒车很早

就用于提灌。继唐宋时期农田水利较

大发展之后，至明清时，各类水利设施

已广布于盆地之内而且延伸到西部地

区的东北缘和东南部。

四川东部盆地丘陵地区，农耕发

达，耕地率一般在 35～40 % 以上。为

抗御干旱，早在唐宋时期以前，已经发

展冬囤水田，秋冬蓄水，以待来年插

秧。民国时期，四川 1 亿亩耕地中，冬

囤水田达到 4000 万亩，占全省水田总

面积的 80 % 。

自古以来，四川水资源开发形式

就有多样化的特点，引、蓄、提三种手

段很早就全面运用。东汉时兴建的望

川原(今双流牧马山地区)引水工程

“结诸陂池”，是最早的引蓄结合。东汉

姜诗宅旁泉水(在今德阳)，可灌田六

顷，至今犹存，是早期开发利用地下水

的灌溉工程。冬囤水田则是小小型蓄

水工程，龙骨车是最普遍的提水工具。

古代水利工程，结构种类繁多。都

江堰有着独特的竹笼卵石结构和羊圈

(木笼填石)工程。早期的土堤，土坝，

已作成梯形断面。现存中江县凯江上

明代修建的干砌石“蓑衣坝”，更富有

地方特色。至迟在宋代已有用竹，木、

石等不同建材构成的渡槽、输水管。明

清时期兴建石渡槽、隧洞、水闸、石倒

虹管，大都至今仍在运行。清乾隆时涪

江堤基设有“铁蜈蚣”，与现代消能工

程如出一辙。

古代工程建设，重在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材料，

具有经济合理的特点。传统的干砌卵

石技术，很早就用于建造拱涵、拱桥和

砌护堤岸。

古代水利管理方法，亦多因时因

地制宜，颇有成效。各地渠堰工程皆有

管护和岁修制度，历经千百年未曾间

断。早在两汉三国时期，都江堰即设有

专管堰务的官员。宋代以来，各处民堰

均推举堰长，建立堰簿，按受益田亩多

少摊派岁修经费和劳力；用水管理采

取轮灌制，并刊碑立约，以资遵行。

四川很早就注意到水情观测和试

验。李冰时即曾在都江堰首设立三石

人，观察水位消长。《宋史·河渠志》记

离堆之址已经有了带有刻度的“水

则”，作为水量定量测度的依据，开现

代水文测站、水位标尺的先河。清代成

都水利同知均按规定时间将都江堰宝

瓶口水划逐日上报省督，形成制度。元

代都江堰结构改造时，还曾在水沟中



作过砌石鱼嘴的模型试验。

古代治水人士亦曾注意技术经验

总结和推广。都江堰自古留有治水的

“六字诀”、“三字经”、“八字格言”等。

清初著作《农书》、《农事说》、《三农纪》

等，都讲到水利技术。灌县二王庙道士

王来通所编《灌江备考》，是最早的都

江堰文献总集。其中记载都江堰的元、

明、清历代工程建设、维修、管理的经

验，为都江堰发展提供了借鉴。

纵观四川两干多年水利发展历

程，证实了前人“治蜀必先治水”这一

特定规律。凡是历史上水利事业发展

的时期，也必然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的时期。水利事业对于巴蜀经济的进

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所谓“国

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重则农

重，农重则水利重”。四川水利事业的

兴衰过程，与政治经济形势的起伏，有

着同步关系。在治水实践中，历代都出

现过一些杰出的治水人物，史载有战

国时的李冰、汉代的文翁、唐代的高

俭、章仇兼琼、宋代的魏了翁、元代的

吉当普、明代的刘之勃、清代的杭爱，

以及民国时的邵从桑、建国后的王希

甫等，都为四川水利事业发展作出了

贡献。明清以来，还出现了不少捐俸禄

兴工程的官吏，倾家产办水利的士绅。

清初大朗和尚苦行募化，创建了灌田

6．8 万亩的大朗堰；道士王来通一生

植树数万株，并仿李冰凿崖，建成灌溉

青城山麓的长同堰。省内许多大小渠

堰，全都凝注着历代仁人志士和人民

群众的心血和智慧。

四川古代水利事业以农田水利为

主体，以引水技术为先行，实行引蓄结

合、兴利与除害结合，因时制宜、就地

取材、综合利用的原则，从成都平原发

展到盆地丘陵区、边缘山区和安宁河

谷，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发挥抗旱

御洪作用，促进了四川农业生产和社

会经济的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又带动

了治河、水运、水产、水能利用的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繁荣和轻工业的进

步。成都建城时留下的取土坑，改造为

蓄水池，早在汉晋时即用以蓄水养鱼，

并供城市消防、生活用水，盛世可泛舟

旅游，战时可操练水兵。成都锦江更是

古代造纸、织锦、印刷等工业水源，促

进了成都地区工业的发展。

在水利建设和管理的历史长河

中，治水先辈累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成为留传后世的珍贵遗产。因受历史

条件的限制，工程建设多凭经验办事，

不少古代工程寿命短促，屡兴屡废，且

争水纠纷频繁。凡此种种，致使省内水

利工程面虽广，量虽多，但保证率低，

耐久性差，岁修维护，历年付出的劳动

代价特大。

辛亥革命以后，引进现代工程技

术和建筑材料，四川水利建设有了一

定改进。抗战期间四川成为大后方，水

利技术人才云集，为发展水利事业提

供了条件，曾一度兴起水利建设热潮，



新建和重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涪江、安

宁河等大中河流兴建和改建了一大批

引水灌溉渠堰，同时还建成一些河道

渠化工程。至 1948 年，省内有 46 县曾

新建堵水坝(壅水石河堰)244 处，堰

塘 3900 余口，全省水利工程有效灌溉

面积最大时达 868 万亩。

建国后，四川水利事业开创了历

史的新纪元，广大人民进行了大规模

水利建设，全省兴 建 各类水 利工程

77．28 万处，其中大、小水库共有 9500

多座，库容量超过 1 亿立方米的大型

水库 7 座(包括水力发电水库 3 座)

0．1～1 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 106 座，

成为全国兴修水库最多的省份之一。

引水渠堰共 6．41 万处，灌溉面积在万

亩以上的有 89 处。修建的小型水利设

施石河堰共 2．65 万处，山平塘 61．11

5万口。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经过不

断整治扩建，灌区范围由建国初的 14

个县、市发展到 34 个县、市，灌溉面积

由 200 多万亩增加到 850 多万亩。全

省各类水利工程总有效水量达 206 亿

立方米，其中蓄水工程占 45 % ，有效

灌溉面积由建国时的 868 万亩增加到

4173 万亩。同时，国家在主要江河上

新建堤防工程达 1930 公里，群众自建

堤防 2000 多公里。水产事业由过去天

然捕捞为主发展为人工养殖为主，从

自给性生产发展为商品性生产，修建

的水库提供养鱼水面 246 万亩，加之

引进优良鱼种，推广科学养鱼，建立成

鱼高产基地，1985 年全省成鱼产量年

达 18 万多吨。

四川水利建设对农田灌溉、抗旱

防洪、城乡供水、发展水产、水力发电、

保持水土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

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效益

显著。

水利建设对农业的效益最为突

出。一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建国初期

全省冬水田约 4000 万亩，靠关冬水和

春雨保栽。现由于有了水利设施，1985

年冬水田已减至 2045 万亩，而水旱轮

作的两季田，由原来的 1000 万亩增加

到 2800 万亩。许多地方兴修水利以

后，改造大量低产田土，耕地复种指数

有很大提高。二是全省粮食总产量由

1949 年的 1495 万吨增长到 1985 年

的 3830 万吨(1984 年为 4080 万吨)，

在耕地由 104 9 万亩减少到 9614 万

亩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得到增长。全省

水利工程有效灌溉面积只占全省总耕

地面积的 44 % ，而粮食总产量却占全

省的 62 % 。三是农田有水利灌溉，提

高了粮食单产。据 1981 年对全省国家

管理的 613 处水利工程灌区资料统

计，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型灌区每亩

521 公斤，中型灌区 485 公斤，小型为

469 公斤。在水利工程灌区内粮食单

产为 469 公斤，而没有水利设施的耕

地粮食单产为 344 公斤。

兴建的各类水利工程，尤其是修

建的近万座大、小水库，增强了抗旱能



力，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国家和集

体修建的江河堤防，一般情况可抗御

中，小洪水，保护大多数沿江城镇和两

岸 352 万亩农田，361 万人口，以及重

要铁路和公路的安全。

为城市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提供

水源，各地建成的水利工程，年供水量

达 33．7 亿立方米。都江堰每年供应成

都市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近 7 亿立方

米，约占全年引水量的 10 % 以上。自

贡市的工业和城市人民生活用水，主

要依靠长沙坝和葫芦口两座水库供

应。

水利建设促进了中、小水电的发

展。各地结合兴修水利，利用水库、渠

道落差兴建水电站，1985 年全省地方

电力装机容量达 109．5 万千瓦，县县

都办起了小水电，其中有 36 个县的装

机容量超过 1 万千瓦。

为发展水产事业创造了条件。全

省建成的水库共有水面 115 万亩，大

多距城镇较近，交通方便，已发展成为

城市商品鱼的生产基地。水库养鱼单

产 1985 年达每亩 11．9 公斤，名列全

国第二位。

建国以后，四川水利事业的发展

历程，是由平原到丘陵、山区；由自流

引水到蓄、引、提相结合；由群众性的

小型水利到兴建大、中型工程；由单一

农田灌溉到防洪、发电、水产等综合利

用，全面为国民经济服务。大致经历了

四个阶段：

恢复国民经济和“一五”计划时期

(1949～1957 年)。在农村土地改革运

动的推动下，主要是开展群众性的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采取农民自办，政府

补助的办法，积极修复过去荒废的塘

堰，淘修泉凼，整治水沟，安装筒车，改

良潮田等，同时重点抓了年久失修、灌

溉效益下降的都江堰的整治。不久，全

国兴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促进了大办

水利。在全省耕地集中，主产粮食和经

济作物地区，开始兴建山平塘、石河

堰、挖泉、打井等小型工程，并选择地

形好，投资少、灌面多、效益大的项目，

修建了一批骨干小型水库。在都江堰

灌区修建了人民渠、东风渠等引水工

程。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1966 年)。“大跃进”中水利建

设出现了群众性的高潮。在“苦干三

年，实现全省水利化”的口号下，四川

各类水利工程纷纷开工，丘陵地区几

乎县县修建水库，千百万农民和干部

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1958 年到 1960

年的 3 年中，全省共建水库 3952 处，

小型塘堰 36 万多处，使四川水利有较

快发展。在这时期水利建设面铺得太

大，上了许多可上可不上的工程，全省

开工的全民、回龙、乌木滩、青云、星花

等中型水库就有几十座，终因超过国

家和群众的实际负担，在国民经济调

整时期不得不缩短战线，停建缓建了

一批项目。1960 年以来，省内持续干



旱，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以机电提灌

为主，提蓄结合，综合利用”的水利建

设方针，将兴修水利重点放在修建水

电站和提灌工程上，仅两三年时间，全

省建成 15 处地方骨干水电站。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两年时期

(1967～1978 年)。“文化大革命”初

期，全省各级水利机构受到冲击，大批

干部和技术人员下放劳动，水利建设

和管理，虽然受到很大干扰，但是在全

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掀起了第二

个水利建设高潮，各地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兴修了一大批

中，小型水利工程，还新建了黑龙滩、

三岔、鲁班三座大型水库及玉溪河大

型引水工程，开始建设升钟水库。在连

续遭受干旱的情况下，为了急于解决

四川的水利第一步在两三年内主攻小

型水利和喷灌，抗御普通干旱；第二步

兴建长征渠大型工程，进一步提高抗

旱能力。经过实践证明，喷灌仅是一种

省水的灌溉方式，缺乏水源作用不大。

兴修长征渠，又因规模、投资太大、被

迫下马，使水利建设走了一段弯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时期

(1979～1985 年)。1979 年 4 月，中共

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稳步

实行各项改革。为贯彻这一指示，四川

水利事业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级水

利部门通过拨乱反正，清除水利工作

中“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贯彻水利部

“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

利方针，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

理上来，改革管理体制，推行各种形式

的经济责任制，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

程的作用。“五五”计划期间，对全省水

利工程在建项目进行调整，缩短基建

战线，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取得成

效，如玉溪河引水工程很快建成通水，

升钟大型水库工程进展也较顺利。“六

五”计划期间，深入进行水利改革，主

要是改革过去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办水

利的作法，提倡多种形式集资办水利，

水利基建管理，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和

投资包干的办法；并把过去安置性移

民的作法改为开发性移民。

建国以来，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

逐步建立健全各级水利机构，市、县先

后成立水利电力局，并扩充或新建水

文、设计、施工、防洪、电力、水产、水土

保持、科研、管理等专业机构。到 1985

年止，全省共建有水文站 196 处，水位

站 246 处，雨量站 916 处，蒸发站 83

处，泥沙站 75 处。水文站网的建设，为

水资源开发，水情预报和工程设计提

供了科学依据资料。全省建立的基层

水利水电管理站，区级有 961 个，乡级

有 1106 个。此外还建有水土保持试验

场、站，水工和需水量试验室、试验所，

渔种场、站，水库大坝观测点等共 261

处。兴办了省水利电力学校，水利经济

学校、水产学校等中等专科学校。全省

水利系统的勘测设计、工程施工、防汛

抗旱、地方电力、水产、水土保持、科研



等部门的工作均作出重大成绩，为四

川水利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建国以来，四川水利事业取得巨

大成绩，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水利建设

的几度起落，也有可吸取的教训。水利

建设曾一度过分看重和强调“群众运

动”，忽视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的

作用。在“大跃进”期间兴建的有些工

程，缺少必要的前期工作，是边勘测、

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结果有

的中途停工补作规划设计和技术论

证，有的虽已建成，亦是病害工程。制

订的水利方针政策有的失之片面，曾

有一段时间，提出“以机电提灌为主”、

“大力发展喷灌”等来解决四川的水利

问题，结果走了一些弯路。缺少从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实行蓄、引、提和大、

中、小相结合、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

式，而搞“一刀切”。广大丘陵地区是全

省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产区，耕地集

中、干旱频繁，径流不足、需水量大，过

去修建的多是小型水利，缺少大型引

蓄水工程，难以抗御干旱灾害。同时，

相当长一个时期存在重建轻管的指导

思想，工程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人员

不稳定，管理规章制度未认真执行，水

费征收困难，水事纠纷不断，以致许多

工程未能发挥应有效益。

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的自然

资源。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

理，不仅直接关系农业生产，而且同整

个国民经济息息相关。随着社会进步，

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水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目前水利建

设现状，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

由于水利设施不足，全省不仅农田有

水利灌溉的面积少，而且保证程度低，

至今灌面还不到耕地总数的一半，农

业人平只有半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小型工程多，缺少大型引蓄骨干工

程。不少工程，运行二三十年，长期失

修，自然老化，病险工程多，加之配套

不齐，人为破坏情况亦有发生。江河治

理和水土保持任务十分艰巨，水源污

染状况有待改善。所有这些，都有待从

战略高度来看到水的问题的严重性，

应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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