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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8_A1_A1_E6_c34_634603.htm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参观衡水湖。 衡水湖，俗称“千顷洼”，又叫“千顷

洼水库”，湖面75平方公里(在冀州境内57平方公里，桃城区

境内18平方公里)。面积与蓄水规模仅次于白洋淀，是华北平

原第二大淡水湖，单体水面积位居华北第一。2000年7月，被

国家林业局和省政府批准为河北省衡水湖湿地和鸟类省级自

然保护区。2003年6月，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河北衡

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河北省衡水市境内，位于衡水市

桃城区西南约10km处，北倚衡水市区，南靠冀州市区，京开

路(106国道)沿衡水湖边穿过。保护区总面积187.87km2。 据考

证，衡水湖为浅碟形洼淀，由太行山东麓倾斜平原前缘的洼

地积水而成，属黑龙港流域冲积平原中冲蚀低地带内的天然

湖泊。历史上，衡水湖是古代广阿泽的一部分，广阿泽包括

任县的大陆泽和宁晋县的宁晋泊。历史文献记载，衡水湖曾

称信都洚、博广池、冀州海子等。相传，周定王五年(公元

前602年)以前，在这里有一个大湖泊，黄河流经于此。河北

省地理研究所《关于河北平原黑龙港地区古河道图》表明，

在衡水、冀州、南宫、新河、巨鹿、任县、隆尧、宁晋、辛

集一带确有一个很大的古湖泊遗迹，古湖长约67公里，后来

湖泊渐淤，分成现在的宁晋泊(在宁晋县附近)、大陆泽(在任

县附近)和衡水湖。 河北衡水湖风光衡水湖在历史资料中多有

记载。《汉志》中提到：“信都县有洚水，称信洚”。《洪

志》中指出：“海子所谓河也，又称洚水，即冀州海子。”



《真定志》记载：“衡水盐河与冀州城东海子，南北连亘五

十余里，旧名冀衡大洼。”清代贺涛《冀州开渠记》中说：

“滏水自西南来，至州北境，折而东，横亘衡水界中。县城

俯其南，并岸而西四五里，左转至冀州城东。地淤下，广五

里，狭亦不减三里，北二十余里隶于县者曰衡水洼，南十余

里，隶于州者曰海子。”清代《吴汝纶日记》中也提到：“

冀州北境直抵衡水，地势洼下，乃昔日葛荣陂也。”据考证

，上面几处提到的“信洚”、“海子”、“洚水”、“冀衡

大洼”、“衡水洼”、“葛荣陂”等，就是现在的衡水湖。 

衡水湖在历史上曾为黄河、漳河、滹沱河故道，水灾频繁。

据《冀州开渠记》称：“冀中衡南之地无阡垄疃畛，而为耒

所不加者盖十余万亩也。《冀县志》中提到：“方四十里，

斥囟弥望，地不生毛。”故治理开发衡水湖就成了历代州官

利民成业的一件大事。隋朝的州官赵曾在此处修赵渠。唐贞

观十一年冀州刺史李兴利用赵渠引湖水灌溉农田。清乾隆年

间直隶总督方敏恪曾将衡水湖水“导使入滏，立闸以为闭纵

”，“建石闸三孔，宣泄得利”，使这片荒地变成沃田。知

州吴汝纶鉴于“嘉庆以后，闸废河淤”，于光绪十年开渠通

滏，挖成一条长六十余里、宽七丈、深丈余的泄水河，“泄

积水于滏，变沮洳斥囟之田为膏腴者且十万亩”。人们为了

纪念他，称此渠为“吴公渠”。清代州学岁贡生张楚航墓表

中谈到吴公渠修成后的情况时说：“自州城西北八里，尉迟

潭迤东北六十里至衡水县治增田十余万亩。斥囟泽洒悉变膏

沃。”，《冀州开渠记》中也说：“水既有归，田皆沃饶”

，“夏秋水盛，舟楫往来，商旅称便，州境遂富。”。《信

都竹枝词》中也有记载：“漳河水浊滏水清，二水同流静不



争。中有鲤鱼长尺半，为郎伴作解酲羹。” 尽管历代州县曾

多次治理衡水湖，以趋利避害，造福民众，但真正科学规划

、整体治理衡水湖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冀县对

衡水湖重新治理，在洼内筑西围堤，搞东洼蓄水灌溉，但因

工程不配套，提水能力差，长期高水位蓄水致使周围土质盐

渍化，故于1962年放水还耕。1972年冀县修建东洼水库。1974

年衡水地区又组织冀县、枣强、武邑、衡水四县重修东洼

。1977年扩建西洼，到1978年为止，将衡水湖建成了一个能

引、能蓄、能排的成套蓄水工程，习惯上称为“千顷洼水库

”。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参观，谢谢大家，欢迎再次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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