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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及价值评估》介绍：大运河沟通中国东部平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
、钱塘江，甬江是以都城为目的地的，以粮食运输为主的水利工程。
大运河是实证两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的标志性工程。
《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及价值评估》基于大运河兴建与运用的自然与社会背景，对大运河历史沿革、
运河与大江大河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依据运河与江河关系，分河段研究了运河遗产构成，阐释了蕴含其中的自然与文化价值。
为读者提供了从水利学、历史学认知大运河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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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又将王家务减水坝的坝顶高程降低一尺，以增大
排洪流量。
乾隆帝有诗记述这一工程的防洪效益：“金门一尺落低均，疏浚引河宣涨沦，通策略同捷地闸，大都
去害贵抽薪。
”。
至今在原坝址还可见到当年的御制诗碑碑座。
 王家务减水坝在2。
世纪20年代在原来坝址基础上改造成一座四十孔的排洪闸，自此以后即被称作土门楼闸。
1974年，在老闸以北约100多m处修建了新的土门楼闸，青龙湾引河取水口亦随之北移，不久老闸被炸
毁。
现在在老闸基础附近还可以找到当年王家务减水坝的一些遗迹。
主要是一部分砌坝的条石，蝶形铁（左提手右局）以及右岸坝肩附近的乾隆御制诗碑碑座。
 青龙湾减河现在属于市级管理的一级季节河道。
全长180km。
经1951年、1972年两次疏浚复堤，河道宽140m，河底海拔4.6～1.19m。
顶高15.54～9.15m，两堤相距280m，通过流量1330m3／s。
香河县境内流域面积36.3km2。
在正常输水情况下，沿河乡村可灌溉耕地6万亩。
因宝坻县潮自河及青龙湾河蓄水，尚能引进一部分水量。
河道有防洪、蓄水、供水灌溉和田间排水作用。
此河在香河县境内有闸、涵、扬水站13座，有铁路、公路桥各1座。
 2.3.3 三岔口：河运与海运的交通枢纽 天津三岔口是指南运河、北运河的合流点，也是海河的起点。
其合流处在今天津市中心狮子林桥附近，现称为老三岔口。
这一带地势相对比较高，一般均在海拔6～8m以上（大沽水平），水患威胁相对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漕运事业的发展，天津最初的聚落就应运而生了。
三岔河口是天津最早的居民聚居点之一。
先是有以捕鱼、晒盐为生的人家，至北宋中叶，这里形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聚居地。
 北宋时期海河成为宋辽两大政权对峙的界河，永济渠等仍为重要运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黄河改道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
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人海，海河河口大体延伸到今大沽一带，三岔口
附近的基本形势已经形成。
 金、元时期黄河南徙，不再由渤海湾人海，天津的海岸及河流基本稳定。
自海河口到三岔口约60km、三岔口至杨村20km的潮汐河段，成为一条可通航海、河漕船的良好的港
内航道。
金泰和五年（1205）韩玉开凿新运渠，创造了一个以燕京为终点，“信安海埂”为枢纽的新漕渠网络
。
从河道结构看，此“信安海埂”就是今天津市区三岔河口，天津（金代称直沽）作为京师漕运咽喉的
地位由此奠定，并在随后元明清三代漕运中迅速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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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及价值评估》适用于从事工程类遗产保护、水利专业人员，以及对工程史、历
史、地理、考古等有兴趣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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