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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附光盘)(精)》由俞孔坚等人著，本书以丰富的田野调查记录
，以及对京杭大运河历史、自然地理特征和遗产资源的深入整理成果，为这一项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提供了直接依据和建设性的方案，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重要贡献，也是世界文化
遗产研究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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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2 北运河 北运河，常称白河，约自汉末三国起开始通漕运。
元代时北运河属白河运道下游，即从通州境至天津静海县界的部分。
明朝时北运河被称为白漕，当时政府主要通过不断地堵决修堤、挑浚淤浅来维持航运。
清朝时，由于北运河常在河西务、南蔡村及杨村一带决口，故为防洪水泛滥冲毁运河，清政府于康熙
四十三年（1704）在杨村以北筐儿港建坝，并开减河，又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河西务东开新引河
，次年开直河。
建国以后，政府继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1960年建成北运河拦河闸；1963年建成北关分洪闸；1963年开挖运潮减河，分泄从北运河上游温榆河
来的洪水，以缓解北运河的洪水压力；1972年10月至1974年汛前，分两期对北运河进行了工程治理。
1989年经北京市水利局批准，将北关至杨坨村3．1km的左堤西移（《北运河水旱灾害》，2003）。
 1．3．3 南运河 南运河是指京杭大运河临清至天津段。
南运河从西南流向东北，在沧州进入河北境内，直抵天津。
流经河北省临西、清河、故城、景县、阜城、南皮、泊头市、沧县、沧州市区、青县等县市和山东省
的临清、夏津、武城、德城区，在天津市与子牙河、北运河合流汇成海河。
建国后将四女寺水利枢纽以南河段称为卫运河，以北称为南运河。
本书所言南运河仍指大运河临清至天津段。
 南运河可追溯至建安九年（204）曹操兴建的白沟水运工程。
建安十八年，曹操凿利漕渠，引漳水人白沟，使白沟与清河和河北诸水联成水运网。
隋大业四年（608）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长约1000km。
北宋后永济渠更名为御河（也称卫河），指临清到天津段运河，后形成目前的卫运河与南运河。
宋元时期都曾以漳河济卫（李连生等，1998；《漳卫南运河志》，2003）。
明朝对卫河最重要的措施是开凿减水河，曾先后于德州城西北、德州西面四女寺、沧州城南捷地镇以
及兴济县（今河北沧州北兴济镇）等处开凿减水河以分流洪水（陈璧显，2001）。
明后期至清初，卫河常常干涸，故康熙（1662—1723）时又以漳河入卫，但由于河道淤塞而有决溢之
苦。
乾隆五年（1740），在吴桥县境开凿宣惠河，作为南运河泄水人海干流。
由于南运河地势较高，且河道曲折，经常决溢，乾隆时，在大堤危险地段加固或修建月堤以缓解地面
险情（陈璧显，2001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漕运停止后，南运河仍可通航。
1970年代，卫运河水源减少，航运功能渐失。
1982年德州航运局撤销，南运河停止通航（李连生等，1998；《漳卫南运河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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