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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至汉代(公
元前21-公元3世纪) 

三国至唐宋(约3-13
世纪) 

元明清时期(1271～
1368年) 

清末至民国时期
(1850-1949年) 

结 语 

附录 中国朝代与
公元纪年对照表 

盐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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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清口接中运河向东北经今涟水(古称安东)，北至海州入海的运河今称运盐河，古称盐河。是一条以运

盐为主，兼有防洪泄水之利的运河。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嗣圣五年(688年)“开涟水县新漕渠，以通海、沂、密等州。”《宋史·王

宗望传》记载：“楚州沿淮至涟州，风涛险，舟多溺。议者谓开支氏渠，引水入运河，岁久不决，宗望始成



之，为公私利。”这里涉及所开运河都是盐河的前身，元明以来多有开浚维修，发挥盐运和转输之利。但自

北宋末黄河南徙以来，此运河常受洪水和泥沙的侵害，所以挑浚修筑甚勤。清康熙二十六年(1689年)，总河

靳辅开中河自宿迁张庄运口起，至清河西仲家庄口入黄河。又自中运河尾开河，平行黄河经安东县城北，迄

平旺河，两岸建堤，河口建双金门大闸，分泄黄河涨水，兼利盐运，取名下中河，后来就称盐河。康熙四十

二年(1705年)，改挑清河县中河尾，移仲庄运口于杨庄，随之移盐河口门于杨庄以北的花庄，建盐闸一座，

后来又改筑草坝。民国时期，也多次修筑盐河。民国20年(1931年)还在盐河下游修建了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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