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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水资源紧缺的国家之一，加之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导致水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缺水已成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通过建设适度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重要任务。
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统筹规划、多措并举，实行开源节流、优
化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
在资源性缺水的地区，开源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而跨流域调水又是开源的主要手段。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以南水北调为标志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已成为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组
成部分。
山东省是一个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并存的省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344m3，不
足全国人均水平的1／6、世界人均水平的1／25，按照国际评价标准，属于严重贫水区。
为有效解决山东水资源紧缺的“瓶颈”，早在20年前，山东省就建成了引黄济青调水工程，目前正在
加紧建设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山东段、胶东地区引黄调水工程、治淮东调南下、黄河二期标准化
堤防、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河道治理、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等六大重点工程，总投资达600多
亿元，以尽快形成南北贯通、东西互济的T形调水大动脉，实现长江水、黄河水、当地水的联合调度
，加快构筑起山东水网大框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引黄济青及其对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启示>>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分七篇介绍了引黄济青工程。
每一篇章都是由引黄济青工程亲身建设者和在调水工程运行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撰写，既总结了
工程规划设计及其建设施工的成功做法，归纳出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概括提炼出引黄济青设计方案
的独特之处；又全面总结了引黄济青工程运行管理的成熟经验；还系统总结了引黄济青工程运行20年
的基本经验和对我国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启示，对其他跨流域调水工程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具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书可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者、跨流域调水工程决策者和管理者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者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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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
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水资源南北沟通不畅。
因此，为满足军事、漕运、交通以及灌溉等需要，我国早在25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跨流域调水的历史
。
在我国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秦王朝建立以前，早期的调水工程多以战争和争霸为目的，相继开挖
了一批载兵运粮的人工运河。
早期的运河开挖多在黄河以南。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486年，当时的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兴建了自今扬州至淮安的邗沟工程，沟通
了长江与淮河的水运。
4年后，又开挖了自今山东鱼台至定陶的菏水，把济水和泗水连接起来，实现了淮河与黄河间的通航
。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兴建了引黄河水入淮河的鸿沟工程，自黄河向南沟通了淮河北岸各支流，向东连
接了泗水，又经济水向东通航，形成了隋代以前黄淮之间最重要的水上通道。
秦始皇完成统一南北大业以后，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又相继开通了一系列运河。
公元前219年，秦代修建了引湘江水入珠江水系漓江的灵渠工程。
至此，自黄河经由鸿沟、古汴水，通泗水入淮河，经由邗沟入长江，再通过长江支流湘江过灵渠入珠
江水系，初步形成了黄河、淮河、长江和珠江四大水系南北沟通的大水网。
在东汉献帝时代，曹操为满足向北方用兵的需要，逐次开凿了沟通黄河、海河流域的一系列运河。
经过30多年的接力开凿，逐步形成了早期沟通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各大流域直至钱塘江的
水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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