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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永定河京津冀统一治理的认识与思考

龚秀英 张妙妙

(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 100165)

摘要 针对永定河的特点及功能定位的转变，结合历史治理经验，围绕流域管理，探讨永定河流域

历史与未来如何对接，分析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管理体制、规划遗留和治导工程等问题，并提出有针

对性的解决措施，更好地推动永定河京津冀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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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从河源至人海口全长747 km．发源于山

西、内蒙古，在河北两大支流桑干河、洋河汇合后，

穿北京经天津入渤海。永定河流域在地势上与黄河相

似：发源于高原，流经黄土高原时携带大量泥沙，横

穿山峡河谷直泻下游平原；进入平原后，河床展宽，

纵坡变缓．泥沙迅速在沿途淤积．使河床高出地面若

干米．形成地上河。故历史上的永定河曾有“小黄河”之

称。除淤积外。还易发生迁徙、改道，是一条“善徙、善

淤、善决”的河道。历史上的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洪

水灾害最严重的河流Ⅲ．是全国重点防洪河道之一，因而其

主要任务是防洪。

进入2l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治

理的需要．永定河的功能由防洪逐步扩展到防洪、供

水及生态建设。2015年4月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要求推进永定河等“六河”绿色生态河流廊

道治理．加大官厅等水库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永定

河成为京津冀核心区重要生态河流廊道．在海河流域

特别是在京津冀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永定河的功能定位中防洪仍处于首要地位，虽然在最

后一场洪水(1956年)后已整整60年再未产生洪水，但

其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在建设绿色生态河流廊道的同

时．认真审视永定河防洪问题，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有积极意义。

1 历史治理情况

从元代至民国时期永定河治理实行的是流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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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一体化管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地处

中下游的京津冀地区．属直隶管辖范围．永定河的治理

得到高度重视．清代的康雍乾3位皇帝均提出了自己的

治理主张．对永定河的治理从未间断：民国时期。也得

到了政府的重视。编制了第一本永定河综合规划《永定

河治本计划》(1931年)．范围涉及永定河整个流域。

1．1历史治理和管理情况

(1)历史治理。据资料记载．永定河的治理始于北

魏中期．辽金时期永定河的堤防逐步兴建。元代定都

北京．永定河的防洪安全受到关注，使永定河堤防工

程有了较大的发展。『元]延{；占三年(1316年)，对永定

河堤防进行了较大的修整，据《元史·河渠志一》记载：

“上自石径山金口(即今北京市石景山区)，下至武清县

(今天津市武清区)界旧堤，长计三百四十八里”[2]。[清]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河汇流，

势不能容，时有泛滥，圣祖临视”，并下决心根治之。

命直隶巡抚于成龙负责．“接原卢沟桥段堤防往下续修。

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迳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

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

沽人海．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

名‘永定”’。[3’从以上2次修筑堤防的范围看。没有上

下游、左右岸之分．而是统一完成。

(2)历史管理。在清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无专管机

构。康熙三十七年．永定河卢沟桥以下兴建堤防后，

设南北岸两分司各1员．南北两岸堤防各分八汛管理。

雍正四年(1726)2月．将永定河分司改为河道，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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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安县，总理永定河事务。民国三年(1914)10月，永

定河设河防局专管。民国八年(1919)，永定河河防局

改组为永定河河务局．下分4个分局．分局以下分段

管理河道。直隶改称河北省后。河务局设2科，下设工

巡段分管两岸堤防。1933年．永定河两岸共设18个

工巡段．左右岸各9个(包括泛区两岸堤防)。1946年

设河北省河工局后．各河务局裁撤．改名为各河工程

队．至1947年河工局改为河北省水利局后．永定河工

程队的建制不变。1949年2月．永定河工程队由北京

市军管会接管。同年11月成立永定河河务局，隶属河

北省水利局。1954年初．河北省各专署成立水利局．

永定河河务局撤消．人员及档案并入通县专署水利局。

1958年省、市区划调整，通县专区撤消，所辖各县分

别并人北京市和河北省。

综上所述．永定河自清朝康熙有专管机构以来．

其机构建制、工段划分、地域及人员管理等始终密不

可分．采取京津冀一体化管理。建国后才逐渐分开。

京津冀以及上游的晋、蒙均分别建立了各自的管理机

构．划定相应的河道管理范围。从管理效果上分析．

流域实行一体化管理，便于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标

准一致．有利于河道管理正常运行。

1．2历史规划情况

民国时期，永定河发生了几次洪水，如1917、1924

及1939年等．但比清朝时频次有所减少。民国时期，

相继成立了海河流域专管水利的管理机构．即顺直水利

委员会(后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负责流域各河系的

管理。华北水利委员会于1931年组织编制了《永定河治

本计划》，这是海河流域的第一部规划。治本计划中规

划修建官厅水库．并且考虑到官厅水库难以容纳永定河

上游泥沙，所以同时规划兴建石匣里水库。这两部规划

内容和范围，均从永定河流域出发，根据河道特点，运

用蓄、疏、排、滞的方针，对上下游统一布局，而不是后

来的人为分段、按行政区划界、各自为政的局面。

2存在问题

永定河从历史上的流域化管理，逐渐转变为按省、

市、区分段管理，在项目计划及资金安排等方面有一

定的灵活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

2．1管理体制问题

目前永定河管理，从整个流域来看，按5个省、

市、区分段管理，没有流域管理机构；在北京市管辖

范围内，存在着分段、多行业交叉管理问题，形成了

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以及防

洪调度等方面。不能统筹考虑、全面安排、分期治理，

造成的后果是各段治理的重点、内容和进度不统一，

发展不协调．制约着永定河健康发展。有的省市边界

存在交叉管理问题．例如为便于调配水量，保证下游用

水．1956年经保定专署水利局与通州专署水利局协商

同意．将原良乡县管理的金门闸连同闸下游至韩营长

为2．356 km堤防段由涿县管理．1957年省、市区划调

整时．良乡县并入房山县划归北京市，但此段堤防未

收归北京市管理．形成省市界与河道管界分离现象，

遗留至今。为解决此问题．北京市水利局、房山区防

汛部门曾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专题报告，但一直没有

得到解决．

2．2规划遗留问题

永定河的几次防洪规划都有新建陈家庄水库的安

排。在1988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海河流

域综合规划》中，新建陈家庄水库有具体规划方案；

2008年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原水利

部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做的《海河流域防洪

规划(永定河系防洪规划)》中，以及2005年北京市水

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做的《北京市永定河综合规划》中，

仍然对新建陈家庄水库进行了方案规划。陈家庄水库

的规划目的是控制官厅山峡产生的洪水。据统计，在

永定河的历史洪水中．曾经有7次是由官厅山峡区间

产生的．分别是1925、1929、1931、1939、1950、

1956和1958年．这7次洪水给下游两岸居民的生命

财产带来很大损失，尤以1929、1939和1956年为甚，

三家店洪峰流量分别为4 170、4 665和2“0 m3／s，而官

厅山峡洪峰所占比重分别为91．4％、88．4％和85．8％。[41

规划中的陈家庄水库坝址在三家店以上7．5 km处．

可控制流域面积1 509 kmz．占官厅山峡流域面积的

94％．它是控制官厅山峡洪水的有效措施，其防洪效

益显而易见。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没有实施。

2．3治导工程问题

官厅水库建成后．水库泄洪及山峡洪水下泄由浑

变清．下游河水挟沙能力增大。引起河道冲刷，造成

河滩地坍陷．险工险段频出．为此。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于1958--1959年对永定河进行了整治实验研

究．依据将多沙的游荡性河道向稳定的弯曲型河道演

变规律、造床流量及造床河宽理论．制定了治导线规

划，提出了固定河道、滩地、险工和束窄河槽的“三固

一束”河道整治设计方案。于1960年11月，规定了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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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桥至梁各庄间的治导线．明确提出在官厅水库下游

洪水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之前．永定河的治导线应作

为一项过渡措施。整治工程采取植树造林与建筑工程

相结合的措施．采用修丁坝、顺坝及植雁翅林束窄

河道来固定河槽⋯。治导工程于1961年建成后已运行

50余年．除部分丁坝经过历年维护还基本完好外，治

导线的范围已不明晰．雁翅林等造林工程因各种原因

几乎消失，大大减弱了其应有的作用。

3对策及建议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要求，推进永定河等“六河”绿色生态河流

廊道治理．加大官厅等水库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按

照总体方案．支流洋河和桑干河、永定河、永定新河

等各段共547 km均要进行相应治理．结合目前河道现

状，在总体方案实施前，提出几点建议供参考。

3．1进一步推动流域管理

目前永定河仍处于行政区域管理模式．多年来流

域化管理的呼声始终未停，但进展不大。《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纲要》给永定河流域管理带来了新机遇。建议

上级主管部门在考虑永定河生态河流廊道建设方案的

同时．考虑永定河流域管理问题。组织制定永定河流

域管理体制规划．近期可以从北京市管理范围入手，

作为试点．成立北京段统一管理机构，确定机构与沿

河各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权责；远

期从整个流域上研究统一管理问题．在借鉴北京段及

其他省市统一管理经验基础上．成立永定河流域管理

机构：另外，对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建成后的运行管理

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为以后的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3．2复核历史规划
前面提到的几次历史规划中都有新建陈家庄水库

的方案规划．1993年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编制了《陈

家庄水库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陈家庄水库做了大量的

前期工作．但至今未得到实施，建议上级有关部门组

织力量对历史规划进行复核．对建设陈家庄水库的必

要性进行论证．对水库实施面I临的问题和建成后的效

益进行比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保障永定

河生态河流廊道建设的顺利实施．对水库的任务、效

益和投资等进行重新规划．为以后的治理提供坚实的

技术支撑。

3．3修建陈家庄水库
防洪是永定河的首要任务．尽管多年未产生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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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洪水产生的地势、气候等条件始终存在，尤其官厅山

峡地区是著名的暴雨中心．其产生的洪水峰高流急、来

势凶猛．洪水传播时间极短。作为控制官厅山峡洪水的

有效工程措施．修建陈家庄水库具有重要意义： (1)滞

蓄山峡洪水．最大限度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进一步提

高北京中心城的防洪标准：在百年一遇洪水时可使小清

河分洪区不启用：可减轻下游主河道的洪水威胁；(2)滞

蓄的洪水可以作为水资源。可蓄可泄．还可以改善山区

水环境：(3)下游河道的治理成果可以得到保障，也为两

岸的经济进一步开发提高安全保障，减轻洪水威胁。

3．4恢复整治永定河治导工程

卢沟桥以下治导线是控制官厅山峡洪水的过渡性

措施．在陈家庄水库没有建成前．建议对卢沟桥以下

河道治导工程进行恢复性整治。结合河道多年的变化．

如地形、河道断面上的变化等，按照“三固一束”的原

则．梳理各项治导措施，并进行恢复，增加一些跨河

工程，在此基础上．进行河道生态治理规划。

4 结论

史料表明永定河流域(主要京津冀范围)历史上的

规划治理都是采用一体化管理方式．目前分段和区域

管理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着河道健康、可持续

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在建设永定河生

态河流廊道之前．找出防洪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相

应对策是必要的．诸如修建陈家庄水库，官厅山峡无

控制性措施前．对永定河卢沟桥以下治导工程进行恢

复性综合整治．对永定河成为京津冀核心区重要生态

河流廊道起着积极的作用。作为一条关系首都安全、

防洪为首要任务的河道．在防洪安全的基础上，巩固

永定河及周边生态环境改善等建设成果．保障永定河

生态河流廊道建设项目顺利完成．对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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