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龙头水车-甘肃经典黄河水车

产品名称 黄河龙头水车-甘肃经典黄河水车

公司名称 甘肃经典黄河水车景观有限公司

价格 .00/套

规格参数 类别:黄河水车
材质:樟子松
工艺:传统工艺

公司地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王家坪7号

联系电话 13919448967

产品详情

类别 黄河水车 材质 樟子松
工艺 传统工艺 纹饰图案 书法字画
适用场所 办公、宾馆/饭店、商场、

娱乐场所、展览馆、礼堂
、广场

制作方法 纯手工

加印LOGO 可以 规格（长*宽*高） 10*3*10
品牌 经典水车 产地 甘肃
使用场合 会议庆典、开业典礼、节

日庆祝、家居摆挂件、纪
念收藏品、其他

送礼对象 送父母/长辈/老师/领导、
送朋友/同学/同事、其他

是否提供加工定制 是

龙头流水黄河水车

一、简介

兰州市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具有带状盆地城市的特征，干旱少雨。黄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河面距地面
有十多米至二十多米落差，由此带来丰富的天然水力资源。

兰州水车又叫"天车"、"翻车"、"灌车"、"老虎车"，自明嘉靖年间，即公元1556年由段续发明了适合于本地
使用的黄河水车，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

兰州水车是一种利用黄河水流自然的冲击力的水利设施，水车轮幅直径达16.5米，辐条尽头装有刮板，
刮板间安装有等距斜挂的长方形水斗。水车立于黄河南岸，旺水季利用自然水流助推转动；枯水季则以
围堰分流聚水，通过堰间小渠，河水自流助推。当水流自然冲动车轮叶板时，推动水车转动，水斗便舀
满河水，将水提升20米左右，等转至顶空后再倾入木槽，源源不断，流入园地，以利灌溉。这种通过水
车转动，自动提水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是古代的"自来水工程"。



二、溯源

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是由明代兰州段家滩人段续所创。"续里居时，创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
致有巧思。船河农民皆仿效焉。"段续，字绍先，明嘉靖二年进士。他在出任云南道御史期间，对当地的
筒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派人绘成图样，保存在身边。后来因为他在朝廷疏奏论事获罪，被贬为
河南郾城县县丞，又迁为杞县知县。在此期间，由于他革除积弊卓有政声，又被擢升为湖广参议、密云
兵备副使等。晚年回归故里，致力于水车的仿制，经过多次反复，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
获得成功。

公元1556年，段续借鉴云南通河的筒车灌溉技术，在兰州创制了适合于本地的水车。开始架设在现今广
武门外的黄河北岸。以后又在现今镇原路北口架设了三轮，以灌溉附近的六百年多亩菜畦果园。"水车园
"这个地名即由此而来。

黄河水车利用水流冲力工作，成为一种廉价高效的灌溉工具。水车小者直径十七八米，大者二十多米，
有单辆车、双辆车和多辆车等类型，一辆水车可灌溉农田七八百亩。明末以后，大水车在黄河流域的皋
兰、白银、泾川、平凉、银川及陕西得到了广泛使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主要特点

与南方的龙骨水车不同，兰州水车酷似巨大的古式车轮。轮幅半径，大的将近10米，小的也有5米。轮辐
中心是合抱粗的轮轴，轮轴周边装有两排并行的辐条，每排辐条的尽头装有一块刮板，刮板之间挂有可
以活动的长方形水斗。轮子两侧筑有石坝，其主要用途，一是为了固定架设水车的支架，二是为了向水
车下面聚引河水。水车上面横空架有木槽。水流推动刮板，驱使水车徐徐转动，水斗则依次舀满河水，
缓缓上升，当升到轮子上方正中时，斗口翻转向下，将水倾入木槽，由木槽导入水渠，再由水渠引入田
间。

虽然它的提灌能力很小，但因昼夜旋转不停，从每年三四月间河水上涨时开始，到冬季水位下降时为止
，一架水车，大的可浇六七百亩农田，小的也能浇地二三百亩，而且不需要其他能源，所以很受农民欢
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期内，成为兰州黄河沿岸唯一的提灌工具。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兰州黄河水车形成了自身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由于兰州黄河水车当时的技术先进，成本低廉，是很好的水利灌溉工具，改变了黄河两岸靠天吃
饭的局面，因此具有依附性特征。

第二，由于外藩的迁入和军队驻扎当地屯垦戍边，再加之黄河流域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因而具有广泛性
特征。第三，兰州黄河水车是由段续宦游西南诸省时，见当地用竹制筒车汲水灌溉，回兰州仿制而成，
因而具有摹拟性特征。

第四，段续在制作水车时因地制宜，改用榆木、槐木、柳木等，所以具有简朴性特征。

第五，自从水车创制以来，一直都屹立在黄河岸边，随着黄河水的流动和惯力，带动水车的转动，因此
具有观赏性特征。兰州水车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兰州及下游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对兰
州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传承意义

黄河大水车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为中国农业文明和水利史研究提
供了见证。水车的发明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基础。



1952年，兰州黄河岸边仍有水车252辆。自电力灌溉技术普遍应用后，水车逐年减少，制作者后继乏人，
面临濒危状况，对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进行保护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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