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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包括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工程和北京配套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工程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最北端，南接河北段，自北京房山和河北涿州
分界处的北拒马河倒虹吸工程开始，经房山区，穿永定河，过丰台，沿西四环路，至团城湖，全长80
．4公里。
世纪之交，由于多年连续干旱，我国华北等地区水资源严重紧缺，中央决定加快建设南水北调工程。
为此，2004年7月，北京市政府设立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完善南水北调北京工
程前期工作，抓紧工程建设。
在此之前，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前期工作已历时10年，从1994年成立南水北调北京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开始，整个前期工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今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市计划委员会（今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利局（今北京市水务局）、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今北京市规划委）及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采集了大量技术数据，按照明渠、管涵两种输水方式，对不同路由、不同引水流量做了数十个方案
进行比较；各方面的专家通过多次会议论证，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论据。
经过集思广益，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认识水平，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形成了开工建设的工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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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前期工作纪实》阐述了北京地区的缺水状况及应对措施，重点对南水北调中
线北京工程建设的必要性、调水量的论证，以及北京段总干渠路由和若干重大技术问题在确定过程中
的不同方案和相应意见，如实作了记载；同时还叙述了北京的配套工程规划布局。
　　《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前期工作纪实》既有纪实性的史料记载，又有工程技术方面的科学探讨，可
供有关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和关心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建设的人们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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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引黄入淀向北京补水方案原规划将引黄人淀工程作为兴建引拒济京工程对河北省的补偿工
程，引水口在黄河白坡，终点为白洋淀；后又研究引水口与规划的黄河西霞院水利枢纽的灌溉引水闸
相结合，输水总干渠全长735公里，工程引水规模200立方米每秒，年引水量20亿立方米。
为解决北京市的缺水问题，曾考虑南水北调东线补水至白洋淀，然后继续修建白洋淀至北京玉渊潭的
引水工程，输水方式可采用明渠或埋管，线路长98公里，设4级泵站扬水，总扬程179米，规划年引水
量3亿立方米。
3．引黄济京方案从黄河上游山西万家寨修建水利枢纽及其南干渠，经桑干河、永定河向北京市供水
。
线路长约500公里，其中利用天然河道400公里，规划引水流量56立方米每秒，年平均引水量13．7亿立
方米。
4．引滦济京方案在滦河上修建大坝沟门水库，总调节库容4．42亿立方米，并修建向潮河（密云水库
）的输水干线，向北京市供水。
输水线路长160公里，以枯水年份限制北京市引水、特枯水年份先保证天津和唐山市区用水为原则，年
平均向北京引水2．7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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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北京市南水北调办的大力支持下，编委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本着客观实际、力求翔实的原则，
经反复研讨，数易其稿，终于编辑成册。
在编辑过程中，大家共同回忆了南水北调北京工程断断续续的整个前期工作。
在这期间，倪新铮、陈景岳两位编委十多年来始终参与这项工作，直至2002年和相继退休的刘汉桂、
王美君、李国钤、王桂关、李宝威同志一起于2004年，由刘汉桂同志牵头组成顾问组，继续为工程方
案的科学比选做了一系列组织协调工作。
为了写好“纪实’’这本书，除上述熟悉情况的人员外，还邀请了北京市规划院原副总工程师唐炳华
同志、市水利院原总工程师冉星彦同志、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书记李大为同志、市南水北
调办综合处巢坚同志组成编委会，各自完成了撰写和编辑的任务。
在书稿编写过程中，北京市水务局原总工程师吴文桂，市水利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张彤、副院长石维
新，市规划院主任工程师张卫红以及市水利院档案室等同志和单位，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意见，
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部分资料难以查找和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周之处，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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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前期工作纪实》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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