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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昆明城区的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内外两个方面构成。城内的主要街道都有排水沟。这些排水沟将

雨水、污水排入护城河，城外护城河都与天然河道相连，从而达到将城内洪水排往城外的目的。近代以后，

昆明城市排水系统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现代的水文观测以及制定详细的法规，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科学规

划、功能明确、雨污分离等现代排水系统的特点，虽未能完全避免城市内涝，但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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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排水系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城市排水系统就是将城市的污水、废水和雨

水有组织地排除与处理的工程设施，是用以除涝、防

渍、防盐的各级排水沟（管）道及建筑物的总称。考

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２３００年，今河南省内的早
期城市里就已经有排水系统存在，其是利用陶器制

作的铺设在街道下面的陶管地下排水系统。［１］郑晓

云的《古代中国的排水：历史智慧与经验》、杜鹏飞、

钱易的《中国古代的城市排水》、陈晓敏的《漫谈中

国古代城市排水设施》等研究中，详细梳理了中国

历史上排水系统的发展变化与诸多样式；而晏雪平

的《历史时期南昌城排水系统及其变迁———兼及南

昌城内及周边河湖的演变》、朱超的《隋唐长安城给

排水系统研究》、郑晓云的“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ａ
ｃ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则进
行个案研究，详细考察某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并兼及

城市周边水域的变迁。

昆明城依滇池而建，周围水系环绕。历史上，昆

明城洪涝灾害频仍，近年来更是多有城市内涝，显示

出昆明城排水系统存在一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关

注。其中，代表性的有方国瑜先生的《滇池水域变

迁》［２］、于希贤先生的《滇池地区历史地理》［３］，两者



关于昆明周边、滇池地区水域研究十分精湛；孟雅

楠的《滇池北岸六河区域水利研究》［４］，则系统梳理

了昆明周围六河水系，是关于六河水利的专门化研

究。但是，这些研究侧重于滇池海口疏浚和六河水

利在农业发展的作用，缺乏对六河在昆明城排水系

统发挥何种功能的考察；相关研究都重视昆明周边

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但忽视其防洪排涝功能。关

于昆明城内排水沟道的研究则由于材料所限，考察

清代以前情况的几乎没有，而清代之后的考察也较

弱。根据笔者搜集，专门研究该问题的有车辚的

《近代昆明城市供水与市政管理》［５］。该文第四章

专门研究昆明城市防洪与排水问题，然其重点仅限

于民国时期的发展，对明清时期城内排水则篇幅很

少，缺乏深入考察。此外，陈湛的《昆明城市排水系

统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６］，则对昆明排水系统的

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均有精湛研究，但对清

时期昆明排水系统缺乏系统考察，使读者难以了解

古代昆明排水系统状况及其在近代以来的发展。

本文在拟考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爬梳史料，钩

沉史实，通过利用地方志以及档案材料，考察昆明从

清代到１９４９年前城市排水系统，论述其主要构成，
考证其变化发展，尤其着重考察以往研究中所忽视

的城内排水沟渠建设以及近代以来技术方面的进

步，以完善相关问题的研究，从而希冀对今天昆明的

城市发展、城市防洪有所裨益。

一、昆明城市排水系统发展背景及必要性

（一）城市气候

　　昆明地区主要围绕昆明坝子和洼地———滇池，
形成一个局部的滇池流域区。其纬度低、海拔高，属

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冬春控制该地区的主要气流

为西方干暖气团，因而天气晴朗，日照充足，湿度小，

风速大，形成冬无严寒的特征；夏秋则主要受来自

印度洋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湿气流及北部湾的东南暖

湿气流控制，水汽含量充沛，大量降雨形成雨季，具

有夏无酷暑的特征。在降水上，昆明市区干湿季分

明，总体表现为冬干夏湿，雨量充沛。干季（１１月到
次年４月）受来自干燥的热带大陆气团控制影响，
晴朗少云，日照时间长，多风少雨，降水量仅占全年

降水量的１０％～１６％；雨季（５月到１０月）受印度

洋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湿气流和北部湾东南暖湿气流

影响，水汽充沛，降水集中，多大雨、暴雨天气，降水

量占全年降水量的８４％～９０％．

（二）城市水灾

正是由于昆明夏季多大雨、暴雨，使得水患频仍，

相关记录不绝于书。因此，相关研究也十分丰富，故本

文只做简单统计与分析。综合相关记载：从清代顺治

元年（１６４４年）至公元１９９０年的３４７年中出现一般水

灾５７次，平均６．１年出现１次，其中连续出现水灾的有

１８２９—１８３０年、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年与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同时期出现大水和特大水灾

有２１次，平均１６５年出现１次，其中清咸丰七年至光

绪三十三年（１８５７—１９０７年）的５０年间，大水灾多达９

次，约５６年出现一次，在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出

现大水年７年，约５３年出现１次。①［７－１０］

这些记录表明，从清代到民国时期昆明地区水

灾发生频率较高，几乎每六年一次。这些洪涝灾害

势必对居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由于相关记载较

多，这里仅就造成城市内涝方面举几例：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滇中大水，导致“滇

民经此大浸，三十年元气未复”张允随此言在水

灾过后多年而发，可知三十年元气未复虽有夸张

亦非虚言。

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大水，淫雨六十日，导

致“民其为鱼，被迫卖儿鬻女”。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年，大水灌入城中，东

南两门几没，民房飘荡，水断厨房“八万人家泪

如雨”。

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房屋坍塌，一片

汪洋。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各河浸溢，省会四河六

坝，沟浍皆盈。［９］

昆明有降水记载后相关记载便更多了，笔者仅就

降水量方面择几例以证：１９２８年，雨水过多，西山区高

村全年降水１７４３ｍｍ；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昆明

全年降水 １４８９ｍｍ；１９３５年，昆明站年降水量

２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８月

①文中次为次／年，资料来源综合参考目前各项统计，并去除若干重复部分。



１５１５ｍｍ，其中有的地区仅８月降水量就超过５００ｍｍ．
昆明平均降水量一般在９８５ｍｍ左右，上文几例超过平
均降水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以上。这种远超过正常

值的降水，导致以上各年份均发生大的水灾，史载“洪

水泛滥，大水成灾，河岸决堤，房屋被损”［９］。

从上文所举中可以看出，这些水灾不仅会带来

传统研究中注重的对农业生产等的破坏，还有对城

市的破坏以及带来城市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因

此，建立功能更强大的排水系统对于减缓城市水灾

的就显得十分必要。

同时，据气象学家统计，昆明从１７００年到１９９０
年，“每过５０年，正常年份频率减少００７，干旱年份
增加００３，洪涝年份增加００４”，即水灾出现频率不
断增多，而正常年份的频率在逐渐减少。详见表１。

表１昆明各县区每５０年旱涝出现频率［１１］

项目 １７０１—１７５０年 １７５１—１８００年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１—１９００年 １９０１—１９５０年 １９５１—１９００年 ｂ ｒ

旱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９２

正常 ０８８ ０９２ ０８４ ０７３ ０５９ ０５８ －００７ －０９４

涝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８９

　　考虑到时间越往后，相关的方志及个人记载越
多，通过水旱灾频率回归系数的计算，显示昆明水灾

的回归系数要高于旱灾。这说明，越往后水灾在整

个非正常的出现频率中所占比例越大。因此，即使

考虑史料记载问题，也可以基本肯定，从清代到民国

这段时间内，水灾发生的频率大大地增加了。正是

因为昆明发生水灾的概率不断升高，城市的防洪排

涝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发展承担城市防洪排涝重要

任务的城市排水系统也就十分紧迫。排水系统的建

设对于城市建设、居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

（三）城市规模与人口扩大

清代时昆明城周围“九里三分，三百三十四步，

共一千九百六十七丈”，内外大小街道１５０多条，巷
道４００多条，面积约为３ｋｍ２，民国之后“东西广五·
四里，南北袤六·三里，全面积计十七·九六方

里”，面积约为４５ｋｍ２，较清代增加一半。当时，城
区分为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以及商埠一

区、商埠二区共六个区，计有街及正巷２８２条。［１２］到
１９４９年时，昆明城区面积已到了 ７８ｋｍ２，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到了７０ｋｍ２平方公里，至今日则到了数百
平方千米。城区面积的扩大也需要市政建设的跟

进，因此，排水系统也势必随之扩建。

关于昆明人口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国内人口史

的研究也变得十分成熟。因此，笔者仅参考相关史

料和一些较成熟的研究结果做一简单统计。详见表

２和表３．

表２　清代中前期云南府人口［１３］

项 目 户口数 人口数

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 ８９７８１ ２１３９２７

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 １２７３６０ ５６８３９５

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 １４６２７３ ６３０３７０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 １８６７７９ ７８３８６０

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 ２６０９４７ １３３４００５

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 ２６６４７５ １４４８１０１

表３　昆明城市人口统计［１３］，［１４］８１－８３，［１５］

项目 户口数 人口数

清中期 １４０４４ ５７７９６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 ６１２７ ７１６１４

１９３６年 １４２５４５

１９３７年 ３３００００

１９４９年 ３０８８００

从表２和表３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代以来昆明城
市人口的大规模增加，到了抗战期间还出现了一定

规模的人口迁入。人口的不断增多加大了城市压

力，市政建设也必须要适应人口增长，因此排水系统

也必须加速发展。

综上，因为昆明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使得洪涝

灾害频发，城市内涝对城市造成巨大破坏，同时从清

代到民国昆明市区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也急剧增加，

使得整个城市排水系统发展建设变得十分必要和

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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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六河”概念有多种界定，文中所述为学界主流观点，即清代黄士杰《云南省城六河图说》、雍正《云南通志》中观
点。除此外，还有清代孙髯《盘龙江水利图说》认为六河应为：金汁、明通、马料、白沙、宝象、海源，道光《昆明县志》则认

为是盘龙江、金棱（汁）河、白沙河、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

②因本文研究为昆明城市的排水系统，其范围为市区内及与市区排水相关者，故诸如盘龙江发展水利灌溉农田、海口
和滇池治理、盘龙江泛滥淹没城外农田与居民等，虽与下文论述之盘龙江密切相关，但因均不在研究范围内，故不赘述。

二、清代中前期昆明城市排水系统（１６８１—１８４０年）

（一）城内排水系统

　　昆明城自明初兴建，历明、清两朝，虽屡遭天灾
人祸但除个别地方略有增损更易之外，其余均相循

如故，依然保持了最初的基本格局。史载“拓基周

九里三分，高二丈九尺二寸，向南，城共六门环城有

河，通舟揖”［１６］，面积约３ｋｍ２．城区的东部到今盘龙
江西岸沿线，西部则在元代鸭池城的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到今小西门、大西门一线。南北方向的情况亦

大致相似，即南部到今天的近日公园、东风西路、南

屏街一线，北部则延伸到圆通山北麓。

经过清代多次整修，昆明城郊共有三坊、十八铺

（或称为 ２４铺），城内外大小街道 １５０多条，巷道
４００多条，其中城内街道约４０条。街道两边大都建
有排水沟，即为城内排水系统。水沟多为石头砌成，

箱形，有些盖有条石盖板。这些沟渠大都连接护城

河。沟渠一般分为三种———明渠、暗渠、桥渠。明渠

开口暴露在外，并无遮盖，易受到人类活动影响造成

沟渠堵塞等。暗渠是指渠道上层为封闭状，且修于

地表之下的，如昆明有些街道上盖的条石盖板，密闭

性较好，能有效防止渠道堵塞。桥渠是为了使渠道

能够顺利通过河流及大的沟道而设计的。在清代的

排水系统中，桥渠用处不大。显然，暗渠在城市排水

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堵塞的概率更小。

然而，经过考察发现，在清代昆明城内明渠居

多，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城内水塘成为接纳污水所

在，部分河道过水面小，每逢雨季溢流成灾，同时部

分暗渠年久失修也无法发挥作用。据检索各项方志

数据库，未见清代中前期昆明城修缮街道沟渠的记

载，因此清初建设势必年久失修。有人形容当时的

昆明城“内外街巷，路面均为条石铺成；巷则间以碎

石，或泥土，多凸凹不平，宽窄曲直，没有规律。起风

则尘土飞扬。排水道尚多明沟，落雨便滥泥及

踝”［１４］１８６。这反映了当时排水沟并不能起到很好

的排水作用。此外，昆明城内的翠湖在五华之右，

位于当时昆明城西南，占地约１５ｈｍ２．昆明城内很
多沟渠通往翠湖，然后玉带河的一条支流与护城

河汇合后经瓦仓庄至小西门外，纳翠湖水向西北

分一支为采莲河，向西入草海。这样，城内的排水

系统便与城外的相连接。

（二）城外排水系统

昆明地处滇池盆地北部的缓斜地段，有数十条

河流穿越城区和郊区汇入滇池，其中盘龙江、金汁

河、银汁河、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六条主要河流被

称为“六河”①（见下页图１）。
六河位于滇池北岸盆地，东、西北三面环山，南

濒滇池，总体北高南低、东西高中间低。所以，盘龙

江、金汁河、银汁河、海源河大体是由北往南流，宝象

河与马料河从东往中间流。六河区域的水利系统始

建于元代，经过明代发展，最终在清代滇池北岸形成

了以六河为核心、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集防洪、灌

溉于一身的水利体系。清代昆明城即被六河水利体

系所包围。盘龙江是六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河流，六

河中的金汁河、银汁河都是其支流。同时，盘龙江也

是连接昆明城护城河的最重要河流，是将城内洪水、

污水排入滇池的最重要一环。因此，下文介绍盘龙

江在昆明城市防洪排水中的重要作用。②

盘龙江是滇池流域最大的河流。其主源为牧羊

河（又称小河），源于梁王山北麓，由黄石岩南流入小

河乡，长５４ｋｍ，径流面积３７３ｋｍ２，最大过水流量为
１２２ｍ３／ｓ；其支源为邵甸河（又称冷水河），源头在龙
马寺山箐，经苏家坟南流入小河乡，长２９４ｋｍ，径流
面积１４９５ｋｍ２，最大过水流量为６７２ｍ３／ｓ．两河在
小河乡岔河嘴汇成一河后才称盘龙江。盘龙江东流

三家村至松花坝，经过昆明府城东南入滇池。从主源

到滇池，长９５３ｋｍ，径流面积９０３ｋｍ２，其中在昆明上
游的有７２５ｋｍ２，多年平均径流量３５７亿ｍ３．此外盘
龙江有许多支流或子河，主要有马溺河、清水河、金汁

水、银汁河等。［１８］下页图２为清代盘龙江示意图。［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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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图 ２可以看出，清代盘龙江分为三个部
分，即从河源到昆明城小东门为上游，从小东门到分

水口为中游，分水口以下直到滇池为下游。清代孙

髯认为：“盘龙江自东门而上，溯流至嵩华（松花坝）

抵邵甸，无可议处，惟东门而下，弊患百出。”［１９］孙髯

之所以说上游“无可议处”，乃是因为自元代以来的

松花坝工程。元赛典赤修筑松花坝，此后明清两代

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将原来木质的水坝改成石

质，并派人看守，同时根据仿照运河水闸修建了符合

实际要求的开关水闸“以时启闭，缺则放水，治则索

蓄之”，使得盘龙江上游水道得以疏浚，并发挥了灌

溉、防洪等功能。而由于濒临昆明城区，所以自小东

门到分水口的中游则成为防洪、排水的关键所在。

因此，清代也着重整治了这一段水利。鄂尔泰曾派

黄士杰实地考察，并制定了整治盘龙江的计划。

“至修河事宜，自小东门至分水岭（口），由马蹄闸、

桂香桥转小泽口、鸡鸣桥入护城河……此河规模已

定，无可更易，惟杨家河头水势不顺，泥沙壅塞，水流

纾缓，应将河头改顺，修分水滩嘴一座，以均分金、

太、杨三河水，庶泥沙不致壅塞”，“王公闸、永昌河

闸、堕苴闸、四道坝闸、南坝闸、西坝闸、小西闸。以

上诸闸，多有淤圮，本朝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疏导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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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茄石岸、坝、闸，挖开子河，新筑堤埂”［２０－２１］，建

造石质堤坝以求稳固，增开子河以方便泄水分洪，新

修筑的堤埂以防止江水泛滥。此外，雍正年间，昆明

盘龙江始建金牛寺水标站。该站在盘龙江顺流右岸

设有石柱水标，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１２个字，字与字之间有８刻，“每刻１市
寸，合高９６市尺，座高２４市尺，共高１２市丈，与
河岸相平，座脚与河中心高差３市尺”［２２］５，用于测
量水位。乾隆年间孙髯曾建议仿照雍正年间鄂尔泰

修盘龙江的方法，从小东门开始往下疏浚河道，“究

其由来，何莫非水利之未讲耶？今者宜法鄂公旧典，

疏江自小东门起，环明远桥与城河会处，约六、七里

……深凿三尺为则……谓之疏壅者此也”［１９］。孙髯

提出根治的五条建议：一是“疏壅畅流”。即主张对

每段河道都组织当地百姓深挖，铲平滩阻，具体规定

要“挖宽一丈，挖深４—５尺”，分段包干，对未完成
或不合规定要求者予以深究，并给予处罚，同时要建

立岁修制度。二是“分势防溢”。孙髯建议在要害

地段修建泻水闸及涵洞，使“环城一水，七脉分流”，

有节制地泻入滇池，以减杀水势。三是“闭引水为

害”。即坚决制止盲目堵坝蓄水，并注意防止堤坝

倾倒淤塞，着力疏挖龙须河和兰花沟等河道，使其免

遭积雨而不致酿成大患。四是“改一水，锁群流”。

孙髯力主查明昆明六河（他认为的六河与上文所言

之六河不同，详见上文）形势，通过彻底根治盘龙

江，从而对六河河水流量加以控制。五是“因时得

所”。孙髯认为兴修水利、根治水患，施工要抓紧水

涸季节和农闲时进行，工程要讲求实效和质量，因此

必须引导得宜，布置有方，既不伤农又见成效。这些

在盘龙江中游的水利工程虽然有灌溉、交通等功能，

但防洪仍是第一位的：“议者于夏秋间冲溢时查勘，

辄以创始之时立法未善，河底太浅，河身太窄，非挖

深挖开难以畅流，其说近理，盖以盘龙一江环护城

市，所最要紧者，专防水害，弗论水利。”［１７］由这段材

料即可见当时盘龙江水利的主要工程就是挖深挖宽

河道，以使水流通畅，其最重要目的在于城市防洪。

综上，清代时昆明城区的排水系统主要由排水

沟、城内外大小水塘、护城河等几个方面构成，排水

沟将雨水、污水（清代时污水主要是居民生活用水）

排入城内外大小水塘，然后流入护城河，而在昆明城

的东面、西面、西南面这些护城河都与天然河道相连

（主要为盘龙江及其支流银汁河、玉带河等），最终

将水排入滇池。

三、近代以来昆明城市排水系统的发展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英法等国
无不觊觎云南。之后的１８７６年《中英烟台条约》，
中法战争后 １８８５年《中法天津和约》，之后在
１８８９—１９０５年间强迫清政府先后将蒙自、思茅、河
口、腾越、昆明开放为通商口岸并设立海关，１９０５年
昆明开放为商埠，之后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通车，这些
都极大地促进了昆明的近代化步伐，也推动了昆明

市政建设。辛亥革命后，昆明近代化步伐加快，及至

抗战爆发，大量人员迁入昆明，也促进了昆明的进一

步发展。在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这百年间，昆明城开启了
近代化进程，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排水系统的进一步

发展。

这一时期，昆明城区的排水系统的建设基本是

在原来排水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这一时期的

排水系统建设情况，如盘龙江治理等，其治理方法与

前一节即清代中期治理方法大致相同者，兹不赘述。

本节着重近代以来昆明排水系统的发展情况，即与

传统方法之不同乃至进步之处，以体现排水系统近

代化之意义。同时，按照前文的结构，这一部分仍按

城外、城内两个部分分别论述。

（一）城内排水系统

这一时期城内的排水系统的发展主要为雨量监

测以及对城内排水沟渠的改善。

１雨量监测方面
１９０１年７月徐家汇气象台在云南府法国交涉

委员署设置临时测候所，这是云南近代气象事业的

开端。１９０６年１月开始，法国传教士普库林自己设
置测候所测候 ６年。１９２７年 ７月，陈一得自购仪
器，在昆明钱局街５３号创立了“私立一得测候所”，
兼测天文、气象两科，每日６、１４、２１时 ３次观测气
压、气温、湿度、蒸发、雨量、风向、风速、能见度等。

此外，《昆明市志》中“气候”一节有甲种农校附近所

设气象观测所监测的民国九年、十年、十一年三年

（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的气温、湿度、雨雪量、风向等精确
数据［１２］，与今日监测之数据相比尚无较大出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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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当时的监测还是十分准确的。１９３６年 ６
月，云南省建设厅训令昆明县长购置雨量器，除在厅

内设一站观测外，并于县境内，照现行自治区，每区

的区公所各设一站，由各区公所人员切实负责办理，

以便观测。之后的１９３７年又建立昆明省立气象测
候所［２３］，这时昆明才有了完整、连续的降水记载，从

而为城市防洪提供了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有利于

城市提前预知暴雨到来，做好防洪排涝工作。

２沟渠的改造及现代排水管道修建
清末在修理沟渠方面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在

《云南省商务总会王总理、陈总理，施协理任内一切

卷》中，关于修筑排水沟渠的记录也非常多，如“钦

命二品衔云南巡警道杨为移送事，准贵公会移开修

理福照街沟渠经费……特委张、杨绅经历修沟事

务”［２４］。

民国时期，尤其是１９２２年８月政工所成立后，
昆明拆去部分旧有城垣，实施整理城南交通工

程。［１２］１９２８年昆明市政府成立，接着昆明自治实验
县成立，昆明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民国十九

年……将由正义门以东、护国门以西一段城墙完全

拆卸……旧有护城河一段，即以拆城所得之土填筑，

以拆城所得之砖，镶水沟二条，沟绑没边宽一法尺，

共宽二法尺，沟深宽二法尺，共计四法尺，位置于南

北两廊步道之下，以泻东西城河之水，及东南城内街

面之水，每沟隔二十丈，镶砌沉淀池一个，比沟底深

下二尺，上罩钢铁盖，以便排除沟中游泥”［２５］。后

来，将这段街道改为南屏街，形成了一个长５００ｍ、
宽２２ｍ跨径的砖拱下水道。［１０］１３０除当时建设排水
沟渠外，昆明同时还建有沉淀池以便清除淤泥。整

个设计十分全面，避免了之前容易堵塞的缺点，使得

城市排水系统向着科学化、系统化、有序化的方向

发展。

１９３３年，昆明市政府制定《昆明市建筑条例》对
各种建筑物规定了设计标准。其路面修筑规定：

“本省产石最富，石质坚实，价值低廉，故本市修筑

街面材料，车道纯用石质，计分石块路、碎石路、沙石

路三种，车道两旁，修筑沟道，盖以条石，分干沟、支

沟两种，行人道则多修为三合土路。”［２６］之后，又开

始大规模的修理或新建沟道，主要街道的排水沟渠

几乎全部整修。以下将能搜集到有明确记录的整修

沟道街下水道的街道及其长度列于表４之中。

表４民国时期昆明整修沟渠情况［２７－２８］

时间 街道名称 沟道长度

１９３０年 南屏街 一百五十丈

１９３２年 塘子巷、太和街、福德街 五百四十丈

１９３４年 兴仁街 六十二丈一尺

１９３４年 尚义街 四十五丈

１９３４年 金马街 九十二丈九尺二寸

１９３４年 三市街 六十二丈九尺四寸

１９３４年 大观街 二百二十六丈六尺

１９３５年 继续修筑金马街 二百八十六丈四尺五寸

１９３６年 小西城 三十九丈二尺一寸

总计
一千五百零五丈二尺二寸

（约５０１７ｍ）

由于资料缺失的原因，可能还有更多排水沟渠

修建的工程无法统计。表４中沟道都是伴随着修路
进行的。当时全城经过改造，较清代面积有所增加，

面积约为４５ｋｍ２，较清代增加一半。城区则分为第
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以及商埠一区、商埠二

区共六个区，计有街及正巷２８２条［１２］，远大于表４
所列之街道。另外，从下页图３也可以看到，诸如武
城路、华山西路等都是民国期间整修的，但材料中并

无明确记载，因此有理由认为当时整修的沟道应该

远大于笔者所统计的５０１７ｍ．但仅按照上文所统计
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民国之后尤其１９３０年后，昆明
开始对城市排水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很多是伴

随着城市改造，尤其是道路的改造进行的），新的沟

渠更加标准、统一和系统，对整个排水系统的近代化

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必然会在城市防洪排涝

中发挥更大作用。

１９３９年，昆明市政府《中心工作报告》提出：
“市容之整洁，不独为观瞻所系，且有关群众利益，

以市容有关之市街整洁，自应积极办理……如拓展

街道，疏通下水道，培植行道树，及公告牌广告牌之

设置，摊贩之取缔，均经认真举办。”之后的 １９４０
年，昆明市政府《中心工作计划书》中也有“全市下

水道系统”一项：“查下水道关系市民卫生甚大，自

应辟定全市下水道系统，务使污水不积留于市内，随

时向一定地点宣泄，以保市民健康，俟市区测量完成

后，即可着手进行”。１９４２年颁布的《昆明市建筑规
则》第六十九条规定：“建筑基地应具有适当阴沟以

排泄雨水及污水”。１９４６年，市政府组织力量测量
了全市下水道，分乌龙、兰花、明通三河系统，计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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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但最后未能实施。虽然如此，我们仍可以认

为随着昆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快速增加和

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昆明的城市排水系统也在不断

地发展，并具有了一定科学规划、功能明确、雨污分

离等现代排水系统的特点。

（二）城外排水系统

城外盘龙江系统，晚清民国时昆明对盘龙江的

治理除了有传统的疏通河道、整修河闸等，更多的是

现代的水文观测以及制定详细的法规。

水文观测方面，古代多以目估水势和灾情为准，

并无严格的观测手段。昆明之前最早的水文报警系

统是铜犴。据道光《云南通志·祠祀志》记载：“城

东盘龙江堤上……昔人铸铜牛……以镇水怪，其形

独角。”《昆明县志》载，铜牛“其形独角，卧地，昂首

视江水，起足作欲斗状，高五尺许”。“金牛”最早建

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明末清初被毁后，于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年）又重铸了铜牛，俗称“金牛”。其位于金
牛街南端盘龙江西岸上，牛体黄铜铸成，身长约

２３ｍ，高１５ｍ，背上有一圆孔，腹部中空，牛腹下
原有井，直接通往盘龙江。每当江水涨至一定高度，

灌至铜牛下的井中时，就会发出奇特的“报警声”，

曾有“铜牛吼三声，水淹大东门”之说［２２］９－１０。１８８７

年，昆明县政府在盘龙江金牛寺设立水文观测站。

这是云南最早的水文观测站，主要为观测盘龙江水

情，为昆明防洪排涝服务。此后民国时期，类似水文

站、监测站修建非常多，诸如：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中央水工试验所及云
南省水利局和滇中勘测队等部门，先后在南盘

江、金沙江上分别建有松华坝、敷润桥、大观楼、

中滩、海口大烟囱、石龙坝、昆阳、晋宁、呈贡、高

古马等水文、水位、雨量观测站。设备为木质或

石刻水尺、流速仪、２０厘米口径雨量筒、８０厘米
口径蒸发皿、沙量筒和简单的气象仪器。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央水工试验
所在昆明设立昆明水文实验室，用于检测昆明

境内河流水文。

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龙云对建水文站或由
云南省建设厅水利局接管水文站等事宜发云南

省政府指令：令建设厅……据呈请转咨经济部

令饬中央水工试验所在盘龙江上游设立水文站

一案所示由，呈及附件均悉。应准加请转咨经

济部查核办理。［２２］１０－１５

这些现代的水文检测设施的建设及使用，使得

当时有了较为科学的第一手材料，对于观测盘龙江

水情、做好防洪排涝的预案十分有利。

此外，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３日，经省政府修正核准，
昆明市政府颁布《云南省昆明市县各河道防洪实施

办法》《云南省昆明市县防洪总队组织规程》《云南

省昆明市县河道限制捞取河沙规则》，进一步从法

律上规范了各个河道防洪的具体实施办法，使之更

规范化，有利于城市排涝的统筹安排。

四、近代昆明排水系统的局限和影响

虽然昆明市排水系统经过不断地发展，排水功

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仍动辄城市内涝。我们前

文论及昆明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内和城外两个方面构

成。昆明城内的主要街道都有排水沟。这些排水沟

将雨水、污水（清代时污水主要是居民生活用水）排

入城内外大小水塘，然后流入护城河，在昆明城的东

面、西面、西南面这些护城河都与天然河道相连，最

后排往滇池。但有时盘龙江水位高涨，不仅雨水无

法排除，有时河水甚至回灌，形成内涝，低洼地区被

淹。如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五月到七月连续降水，
河水猛涨，“泛滥数十里，灌入城东南低洼处，东南

两门几没，人坐在城楼上可以洗脚”。又如同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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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８７１年）的昆明水灾“先是淫雨浃旬，六河涨溢，
东南门不没者数版，浸坏东城小鼓楼，坏居民无

数”［３０］。当时水势汹涌，直接灌入城内，东、南、西三

门俱进水，甚至浸坏了东门的小鼓楼，大东门城郭也

陷落，城楼垛口多有倒塌，出入城门甚至用舟船，城

内绣衣街、报国寺等街道水深四五尺，很多人爬上城

墙求生，史载为“滇省从未有之奇灾”。

由此可见，当时发生洪涝的关键不在城内的排

水，而是城外河流排水不畅倒灌至城内导致城内内

涝，关键则在城外的盘龙江水系。在此我们以昆明

２０１３年“７·１９”特大暴雨为例，做一下相关测算。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昆明１２小时内降水达１２９ｍｍ．
假如此次降水发生在清代，当时城区面积大概为

３ｋｍ２，市区的土壤水径流系数为０７～０９５，积水会
在２７３万～３７０５万ｍ３，而根据前文盘龙江水文资
料计算，盘龙江当时最大过水量为１８９２ｍ３／ｓ，平均
流量为１１３２ｍ３／ｓ，假如城内雨水全部排往盘龙江，
理想状态下所需最短时间不过１５３５～２０８３秒，也就
是半小时左右，几乎不会造成城内的积水与内涝。

然而，如果把整个盘龙江上游的来水考虑进去，则情

况就完全不同了。盘龙江在昆明上游的径流面积有

７２５ｋｍ２，郊区的土壤水径流系数为０２５～０４０［３１］，
那么整个上游的来水将是２３５６２５万～３７７０万ｍ３，
盘龙排水江约需要３５～５５小时。这是在盘龙江能
以最大径流排水的时间。若按照盘龙江下流复杂的

水文以及极易堵塞的情况来看，实际需要时间要远

远大于该时间，因此倒灌至城内就无法避免。如果

灌入超过１０％的水量，如前文提到的街道积水四五
尺将会发生，对整个城市也将是极大的破坏。

当然，由于昆明特殊的气候与地理位置，即使在

今天，拥有３４００ｋｍ排水管道、１２１个排水泵站、全
日几百万立方米排水能力的昆明也不能避免城市内

涝，我们自不能过分苛责古人。同时，应该看到，古

人疏通盘龙江、兴建市内排水沟渠的整个思路从现

在来看也比较正确的。今天，昆明排水系统的发展

也是从提高排水管道水力、改进排洪河渠、增加盘龙

江的行洪能力入手的，与古代的治理方法基本

一致。［３２］

除此之外，近代昆明的排水设施还存在其他问

题，主要是管理不善，以及不具有排污功能。如当时

有外国人记录说，“昆明没有下水道设施，没有排水

管，粪便往往在粪坑里留下好几个星期，散发着要命

的气味，成了疾病的发源地”［３３］。这反映了当时的

排水管道在排污上有很大缺陷，并影响了当时的市

容。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也成了当时中国城市的通

病。如史明正认为，“与西方新型的水冲式污水排

泄方法相比，中国的沟渠明显逊人一筹。它是砖式

建筑，没有斜坡，管道经常被淤泥堵塞，极其难于清

理”［３４］。从一定程度上看，这说明当时中国在市政

建设的排水方面的整体落后，昆明也无法幸免。

清代到民国昆明市排水系统总体无法避免城市

内涝与洪灾的发生，但是在整个系统的近代化、规则

制定、管网沟渠建设、疏通河道上是基本成功的，对

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和近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实际

上，当时很多的沟渠建设和河道的整修在今天仍发

挥着一定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城

市的快速发展，已将原来明渠大都整修为暗沟。

五、结语

清代昆明发生水灾的概率非常高，动辄有暴雨

导致洪涝灾害，承担城市防洪排涝重要任务的城市

排水系统的发展变得十分重要。当时昆明城区的排

水系统主要由城内和城外两个方面构成。城内的主

要街道都有排水沟，这些排水沟将雨水、污水排入城

外护城河；城外护城河都与天然河道相连，从而达

到将城内洪水排出的目的。但当时由于疏于管理，

导致大量城内沟渠堵塞，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城外

的工程则有一定效果。昆明盘龙江水利的主要工程

就是挖深挖宽河道，以使水流通畅，其最重要目的在

于城市防洪。同时，这一时期的排水系统雨污合流，

虽然带来城市市容不洁、有碍观瞻等弊端，但若面对

昆明城连年大旱、严重缺水时，也展现出合理利用废

水的运输能力达到节省水资源的一面。

晚清以后昆明城市排水系统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时，昆明有了完整、连续的降水记载，从而为城市

防洪提供了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有利于城市提前

预知暴雨到来，做好防洪排涝工作。民国之后，昆明

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伴随着公路修筑，昆明

整修了大量的排水沟渠，使得城内排水能力得到很

大提高；在城外方面，对于盘龙江进行了现代水文

观测并制定出详细的法规，总体上具有了如科学规

划、功能明确、雨污分离等一些现代排水系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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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后，昆明又提出了全面的市政建设计划，最后

虽未能施行，但这些努力仍对城市建设、发展起到了

一定积极作用。

排水系统作为市政建设中的重要部分，许多西方

学者更将其视为衡量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在某种

角度上看，从１８５０年法国巴黎建设现代意义上的下
水道开始，城市“文明的差距有时只在一条下水道”。

排水系统的落后不仅造成水患频仍，而且还导致整个

城市发展水平的落后。从排水系统这一市政建设角

度探索城市和国家的近代化乃至文明的进程有着重

要的意义，仍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考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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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灾害．昆明：云南省水利水电厅，１９９９：８６．

［３１］余钟波，黄勇．地下水水文学原理［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１１．

［３２］吕萍，孟令武．昆明城区防洪减灾问题探讨［Ｊ］．人民长

江，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３．

［３３］帕桑提诺．昆明：中国的西南门户［Ｍ］．昆明：云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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