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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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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清代后期农田水利建设获得较大的发展之后，民国年间又有兴建。旧式渠系一般工程较为简陋，拦河

坝、进水口和渠系施工多凭经验。水量控制和渠系防渗设施尤其粗糙，因而，往往建成不久，就因施工不良

或缺乏管理而废弃。抗战期间，近代水工技术引入新疆，1938年至1943年间，完成了水利工程15处，共计灌

溉面积达140多万亩(参见表12-3)①［注：  参见倪超《新疆水利视察报告》，载《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月刊》

二卷七至十期，1945。］。不过所用材料和设备仍较简陋，多数工程的实际效益未能达到设计指标。1944年

全国水利委员会对新疆水利进行指导，振遣水利勘测总队对沙湾县新盛渠进行测量和施工。新盛渠利用旧渠

的一段干渠，在原进水口上游重新修建拦河坝，引用玛纳斯河水，灌溉县城西北荒地约8万亩。干渠长34公

里，设计流量8立方米每秒，进口处1公里设有沉沙池1座。新盛渠完成后，成立灌区管理处，由水利技术人员

实行科学用水管理，按灌溉面积收取水费，用以养护渠道。灌区按渠道系统规划乡村建设，新盛渠因此成为

当年新疆模范灌区。 

  新疆天池蓄水库是利用天然高山湖泊的蓄水灌区。天池东西南三面为高山环抱，北岸为一天然堰坝，堰

顶宽200多米，其下为三工河，1942年在北岸堰坝上修建拦水坝，以增加天池蓄水量，同时在坝东端修建泄水

溢洪闸门，堰坝下游修建木质引水道，计划灌溉阜康县农田22500亩。不过由于工程质量不高，拦水土坝漏水

严重。天池本身漏水竟占它蓄水量的70%以上。 



  就新疆全境而言，灌溉最发达的还要属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地区当年下辖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

以吐鲁番县为例，据1944年统计，全县有水渠7条，灌溉面积16.5万多亩(参看表12-4)。除引用山溪径流的渠

系灌溉外，更加著称的是坎儿井。1944年全县共有坎儿井379道，灌溉面积共有17万多亩。其中较大型的坎儿

井约占总数的10%，每道坎儿井约灌800～1000亩；中等坎儿井每道灌溉300～500亩，小型坎儿井则可灌溉70

～100亩。小型坎儿井约占总数的20%。由手灌溉发达，全县农作物亩产达二石之多。 

  关于新疆水利的特点和发展规划，王鹤亭曾在《新疆水利建设与屯垦员之责任》一文中作了比较透彻的

分析②［注：载《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月刊》，二卷11～12期合刊，1945年。］。他认为新疆灌溉主要依靠夏

季雪水，如气候转暖较迟，则将延误春耕灌水，因此，首先应注重蓄水工程修建；新疆冰资源贫乏，灌溉限

制在若干内陆河附近地区内，充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也早能创造更多的绿洲，但绿化全疆的设想是不可能

的；新疆各处沙地较多，蒸发量较大，只注重建设渠系工程是不全面的，应注重开探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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