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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航道整治的方法提高赣江下游及中游

河段的航道等级已经在赣江实施多年 [1]，赣江的

航道等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已经成为全国

高等级航道网和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2]。2000—2002年，樟树—南昌河段进行了Ⅴ

级（300吨级）航道整治[3]，设计的航道维护尺度

为1.5 m×80 m×340 m (航深×航宽×弯曲半径，

下同)，通航保证率为95%，配置内河一类航标，

中洪水位可通航500吨级双排双列顶推船队。航道

整治工程由整治丁坝、航槽疏浚及护岸等工程措

施组成，整治后的航道已经超过Ⅴ级航道标准，

基本达到了Ⅳ级航道的低限（设计水深1.6 m）水

平。对2003年航道测图分析表明：樟树—南昌河

段航道全程达到设计水深1.8 m的约占92%，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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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樟树至南昌河段的航道等级，满足快速发展的航运需求，在分析赣江下游重点浅滩—泉港滩群河床

演变特点的基础上，开发了河工模型，利用整治丁坝、疏浚、护岸等工程措施，对该河段2个Ⅲ级航道整治工程的设计方案

进行分析，对比了2个不同整治方案的效果，并优化了航道整治工程的布置。该整治工程于2006—2007年实施。对航道竣工

图的分析表明：该河段的碍航浅区消失，达到了设计的航道维护尺度，航道整治效果明显，为全河段航道整治工程设计提

供了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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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luvial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llow area of Quangang 
waterway in the Ganjiang river,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model experiment for determining the waterway regulation 
scheme for the lower shallower area Quangang.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during 2005—2007, the 
shallow area disappeared and the waterway condition was improved obviously: The waterway not only reaches the 
present maintenance dimensions, but also satisfies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stipulated i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the wate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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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航道标准的约占83%，为樟树—南昌全河段

Ⅲ级航道整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泉港滩群是赣

江樟树—南昌河段重点碍航浅滩河段，该浅滩群

河段浅滩密布，河道演变复杂，是樟树—南昌河

段Ⅲ级航道重点整治河段，因此对设计的2个航道

整治方案，采用了河工模型试验分析方法，对比

设计的2个航道整治方案及整治效果并对设计方案

进行优化分析。依据2008年该河段航道竣工图，

对实施2年后的Ⅲ级航道整治效果进行了分析。

1 河段概况

泉港滩群位于樟树—南昌航道的上段，上起樟

树铁路桥，下迄拖船埠，全长约17 km，河道顺直微

弯，弯曲系数为1.3。中上段偏左侧有4个江心洲，

即花艳洲、张家洲、牛湾洲、白萝洲（图1），左

汊为支汊。中部左岸有消江通过泉港船闸汇入。

右岸有韩家窑和渡头上、下2个边滩，之间相距

1 400 m，边滩中间高左右低，枯水航槽从边滩

左侧河槽通过。下段有下洲滩、金坊滩和拖船埠

滩。本河段河道宽浅，洪水时河面宽阔，大洪水

时河宽达3 000 m，一般洪水时河宽为1 300～2 000 

m，枯水时水面宽350～700 m，枯水时河面宽度

相差悬殊。由于江心洲的分流汇流，形成四码

头、牛湾、韩家窑、泉港、下洲、金坊、拖船埠

7个浅滩。前3个滩属于汊道浅滩，泉港属河口浅

滩，下洲、金坊、拖船埠属复式浅滩。

图1 泉港滩群河段河道

本河段河床质以中粗沙为主，少数为沙挟

砾石或砾石质河床，全河段岸线多为沙壤土组

成，间有黏土、山丘及石质岸线。浅滩平均粒径

d50=1.3 mm，属粗沙。其中，金坊滩粒径较粗，

d50=0.6～4.93 mm，属沙挟砾石。本河段河漫滩高

程在21～25 m，由细沙组成。

2 浅滩演变及碍航情况

泉港滩群河段自上至下，依次有四码头滩、

牛湾滩、韩家窑滩、泉港滩、下洲滩、金坊滩、

拖船埠滩7个浅滩。依据1997年和2003年实测地形

图资料分析浅滩变化。

套绘2003年和1997年地形测图(图2)并进行

比较得知：四码头滩的洲、滩、航槽基本稳定，

上深槽河宽缩窄100 m，过渡段河宽缩窄100 m且

向左岸拓展约100 m，向下游移动350 m，航槽水

深由0.8 m冲深为1.5 m，下深槽河宽向左拓宽约

100m，见图2a）。表明前期整治是有效果的。

牛湾滩、韩家窑滩2个滩相距较近均为汊道浅

滩。由于多汊道的分流，右岸边滩外高内低，内

低处分流；洪、中、枯水流向不一致，使2个浅滩

范围内的流态紊乱，相互耗能，泥沙落淤，难以

形成完整的深槽，产生一些零乱的小深槽，小深

槽之间的过渡段较长，枯水河面宽浅而成滩，牛

湾滩枯水航深仅1.4 m，韩家窑因航宽仅45 m而碍

航，见图2a）。

泉港滩左右岸、江心洲、边滩基本稳定，航

槽基本走向也较稳定，仅是深槽、航槽有小范围

的上、下、左、右变化。通过前期整治，航宽和

弯曲半径均大于设计标准，但航槽枯水航深普遍

在1.3～1.7 m，见图2b）, 成为本段最严重的碍航

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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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洲滩、金坊滩、拖船埠滩3滩位于上下2个

弯道顶点之间的直线过渡段，两岸圩堤与航槽一

直较稳定，前期整治前左侧近岸有零星残缺的小

边滩、沙包和串沟。边滩内侧有不正常的有害小

深槽，影响水流分散，下洲滩过渡段长1 200 m，

金坊滩过渡段长1 800 m，拖船埠滩过渡段长850 m，

整治后左岸零星残缺的小边滩、沙包和串沟消失

或萎缩，下洲滩过渡段上游缩短400 m，金坊滩过渡

段上游缩短300 m，拖船埠滩过渡段上游缩短200 m，

下洲滩、金坊滩深槽2.5 m等深线拓宽明显，拖船

埠滩深槽2.5m等深线则由1997年的230 m缩窄为

100 m，航道条件恶化，主要是下游河床较窄而

产生壅水，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淤积而成。过渡

段过于顺直的状况未完全改观，2.5 m等深线不能

连成片，枯水航深只有1.7 m而碍航, 见图2b）。

3 Ⅲ级航道2个整治方案对比分析

3.1 航道整治设计方案

泉港滩群河段Ⅲ级航道整治工程主要有整治

丁坝、疏浚、护岸等工程措施，其整治思路是

充分利用前期整治工程和目前的航道路线，提

高汛后退水过程中的水流冲刷能力，满足枯水

通航条件，尽量减小两岸圩堤附近的流速和不

增加两岸堤脚负担。参照赣江中下游优良河段

航道整治经验，并通过理论计算分析，初步确

定整治线宽度为260 m，整治水位为设计水位加

1.5 m，相应整治流量樟树为1 214 m3/s。Ⅲ级航

道标准为2.2 m×60 m×480 m，通航保证率为

95%。

提出的航道整治设计方案有2个，见表1。

设计方案1为新建24条丁坝、其中左岸12条，

右 岸 1 2 条 ， 加 长 老 丁 坝 1 4 条 ， 护 岸 4 处 ， 挖

槽 6 处 ； 方 案 2 为 新 建 2 4 条 丁 坝 、 其 中 左 岸 1 2

条，右岸12条，加长老丁坝15条，护岸4处，

挖槽6处；方案2布置同方案1，差别仅在四码头

滩加长老坝，下洲滩的3个老坝延长长度小于方

案1。

图2 泉港滩群地形套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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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整治方案的试验对比分析

泉港滩群河段水流泥沙运动复杂，整治工程

较密集，对上述2个设计的整治方案采用河工模

型试验进行对比分析。模型试验包括定床模型和

动床模型试验，模型范围上起樟树市军用码头，

下迄拖船埠，全长约16 km，由于本河段护岸后岸

线已趋稳定，所以岸线以上为定床，仅黄海高程

10 m以下的河床及洲滩做成动床。模型平面比尺

λL=270，垂直比尺λH=60，模型变率η=4.5。模型沙

选用密度ρs=1.15 t/m3，d50=1.35 mm的塑料沙。

3.2.1 定床模型方案试验

在定床模型中，对上述2个方案进行洪、中、

枯水流量的试验结果表明，工程后航槽内流态平

顺，流速普遍增大，在整治流量下，断面流速增

大0.1～0.3 m/s，且流速沿程递增，说明整治工程

对于提高浅区汛后水流输沙能力有明显作用。整

治工程对试验河段洪水位、近岸流速影响较小。

方案2的金坊滩与上游泉港、下游拖船埠两个反

向弯道之间形成长达4 km的顺直过渡段，泥沙易

淤积，航道整治效果不大好，经比较分析，推荐

方案1。对设计方案1进行了初步优化，取消白萝

洲洲头左05-5丁坝，适当加长左01-3，使洪水

水流顺畅；为减小白萝洲支汊汇流阻力取消洲尾

05-8，05-9丁坝。为使中低水流平顺过渡，减轻

对赣东大堤的影响，取消拖船埠左05-12，下移右

05-11，方案优化后进行的水流试验表明，其流态

更为平顺，进一步减小了工程的行洪影响。

3.2.2 动床模型方案试验

动床模型试验初始地形为2004年9月，验证试

验水沙过程为2004年10月—2005 年8月，在模型

验证相似的基础上，对定床模型试验阶段推荐的

方案及优化方案进行丰、平、枯及连续3个平水年

的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表明：2个方案实施后，至枯

水期2.5 m深航槽均能够上下贯通，但方案2的最窄

宽度80 m，小于方案1的100 m，方案1优于方案2。

优化工程方案后，水流运动顺畅，上下游河道输

沙能力接近，河槽普遍冲深，在丰、平、枯及连

续3个平水年各种水文条件的造床作用下，2.5 m航

深均能全线贯通，航宽一般在100 m以上，整治工

程效果明显。

4 Ⅲ级航道整治效果分析

为衡量Ⅲ级航道整治工程效果，进行了对该

航道整治效果的分析。效果分析的主要依据是泉

港滩群河段工程前后的2次实测地形图，其中，

2003年5月测图反映了工程前的河道地形，2008
年10月测图反映了工程竣工2 a后的河道地形，

赣江河床演变的一般规律为汛期河床淤积，汛后

河床产出冲刷[3]，2008年的测图对应的是当年汛

期淤积后、汛后冲刷开始时的情况，从航道角度

看，是对航道安全不利的地形。航道整治效果分

析主要从等深线平面变化、纵向变化（深泓线对

比）、槽冲淤总量和冲淤分布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4.1  平面变化

从2008年10月航道测图可以看出（图3），工

程后河床经过2个水文年的冲淤调整，浅区基本消

失，丁坝群间普遍淤积，航槽内流速加大，2.5 m
深航槽上下贯通，河段内2.5 m等深线最窄的为100 m，

位于张家洲村附近，其余部位的2.5 m等深线宽度

为130～300 m，航道实际情况与动床模型试验结

果基本一致，达到了设计航道尺度，航道整治效

果明显。

表1 2个整治工程方案特性

滩名
方案1 方案2

新建丁坝 老坝延长 新建丁坝 老坝延长

四码头滩 3（左） 3（左） 1（右）

牛湾滩 8（左2/右6） 6（右） 8（左2/右6） 6（右）

泉港滩 4（左） 1（右） 4（左） 1（右）

下洲滩 7（左5/右2） 7（左5/右2）

金坊滩 5（左1/右4） 5（左1/右4）

拖船埠滩 4（左2/右2） 4（左2/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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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纵向变化

整治工程实施后，沿程的深泓高程普遍存在

下切降低的趋势，见图4a)，下降值在0.3～3.0 m。

以整治流量条件的各断面平均水深来评价，泉港

滩群河段内的断面平均水深均增加，增幅有大有

小，表明航深普遍增加，见图4b)。

分别为493.4万 m3和249.7万 m3, 河床平均冲深分别

为0.45 m和0.18 m。整治工程后航槽冲刷，滩地及

坝田淤积明显。

5 结语

赣江下游泉港滩群河段河道形态及演变复

杂，是樟树—南昌河段的重点碍航浅滩段，采用

了定动床河工模型试验对设计的Ⅲ级航道2个整治

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及方案优化，对竣工后实测 
航道地形图的分析表明：泉港滩群河段航道达到

设计的Ⅲ级航道要求，模型试验与航道实际情况

基本一致，说明本河段制定的航道整治方案是符

合实际的，设计方法是符合其自然条件和工程特

点的。该浅滩群航道整治工程方案的分析为类似

航道整治工程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 文志华. 对赣江 (樟树—南昌) 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

与防洪水利关系的认识[J]. 水运工程， 2000(2)：34-38.

[2] 罗春，秦柯. 赣江东河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研究[J]. 水运

工程， 2007(8)： 130-134.

[3]  唐洪武. 赣江泉港滩群Ⅲ级航道整治工程定、动床模型

试验报告[R]. 南京: 河海大学, 2005.

 [4]  谢鉴衡, 丁君松, 王运辉. 河床演变及整治[M]. 北京: 水

利水电出版社, 1990.

 (本文编辑 郭雪珍 )

图4 泉港滩群竣工前后深泓线和水深变化

4.3 航槽冲淤量

设计水位条件下：该河段内河床冲刷量为

540.3万 m3，河床平均冲深、下切0.67 m。整治水

位和整治水位加2 m的条件下：河段内河床冲刷量

图3 2008年泉港滩群2.5 m等深线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