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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史》采取按照水利科学技术的门类分章、按各门类重点内容设节的体例。
在内容取材上，尽可能避免繁琐考证。
有分歧的历史问题采用比较公允的结论，让读者充分了解水利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更好地把
握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水利建设的客观规律，充分借鉴历史上丰富的治水思想与实践的成功经
验与失败教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以达到加快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水利事业建设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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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种类 5.2.4古代对堤防工程的设计要求 5.3古代埽工 5.3.1埽工技术的沿革 5.3.2宋代卷埽的制作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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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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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3.3航运渠线的规划 中国古代人工运河，自春秋时期就已逐步形成区域性水网。
以后跨流域的人工运河相继出现。
迄隋唐，全国性的大运河通畅无阻。
这样规模的运渠建设成就，是以科学地规划运河渠线为基础的。
古代在航运渠线规划中，具有注意利用分水岭地形、充分利用天然河湖、着力解决水源、认真解决泥
沙淤积等方面的特点。
 1.在分水岭中寻找捷径 古代对于沟通两个不同水系的人工运河，在渠线规划时，大体都注意在两个水
系分水岭上去寻找合理的位置。
本书前面述及的灵渠工程的渠线规划，就是选择了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间分水岭的最低
处。
在此附近，湘江上源的海洋河与漓江支流始安水距离最近处仅1.7km。
只要凿开分水岭，两个水系就被贯通了。
 另一个在分水岭中寻找捷径的例子，是西汉时期开通褒斜道的尝试。
当时，关东通往关中的漕运要通过黄河三门峡的险阻，经常造成巨大水损。
为此，有人提出避开三门峡河段、绕道转运的方案。
即将东方粮食改从南阳郡溯汉水西上，一直到南郑（今汉中）的褒谷口，又逆褒水而北上，至褒水与
渭水支流斜水的分水岭。
中间一百余里改用陆路转运。
翻过分水岭后，顺斜水入渭水，然后顺流而下抵长安。
这一规划认为：“如此，汉中谷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
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儇于巴蜀”。
这是一个水陆联运的规划方案。
这一方案经御史大夫张汤审定上奏，被汉武帝采纳，指派张汤的儿子张邛主持这项工程。
绎讨几万人的开凿和整治，褒斜道开成了。
但由于褒水和斜水河床比降陡峻，河中多礁石，行船十分困难，预期目的没有达到，但这一水陆联运
的规划思路却是很有创意的。
 2.充分利用天然河湖 充分利用天然河流和湖泊，减少人工开挖渠道的工程，这是古代在航运渠线规划
中的又一个特点。
 最早一条沟通江、淮的人工运河邗沟，就是利用了射阳湖等一系列湖泊。
公元前486年，吴国动员人力，开挖邗沟。
《水经·淮水注》记载说：邗沟“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
，下注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
可见，邗沟行经这一带地方湖泊很多。
它正是利用了湖泊河流相互邻近的自然形势，用人工渠道巧妙地加以沟通所形成的。
为了利用天然湖泊，减少运河开挖长度，邗沟最初的路线是北过高邮后，折向东北，出射阳湖后又改
向西北，绕了一个Q形的大弯道。
东汉时，才向西改道，更近便些（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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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史》力图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观点，以历史的眼光，去总结认识古代水利
科学技术的内容，对中国水利科学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做了简明的介
绍和初步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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