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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荆江河段位于

长江中游，上起宜昌枝城，下迄湖南城陵矶，全

长347.2 km（图1）。该航段由33个水道组成，

其中，有沙市太平口、马家嘴、周天、碾子湾、

窑监等重点碍航浅滩17处。荆江河段航道蜿蜒曲

折，洲滩演变剧烈，航道维护困难。50多年来，

该河段枯水期航道维护水深一直保持在2.9 m，大

大低于上下游同期航道维护水深。“两头深，中

间浅”的被动局面，已成为制约长江航道通过能

力进一步提高的发展瓶颈。“十五”以来，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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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先后实施了12个航道整治项目，有效遏制了

三峡蓄水运行后河势河床的不利发展态势，其中

8个重点碍航水道经整治航道条件明显改善；经过

10年的航道治理，荆江河段大的河势格局初步得

以控制，整治技术也日渐成熟，为系统治理、进

一步提高长江中游航道通过能力创造了条件。

1 “十五”以来荆江河段航道治理基本概况

长江中下游上规模的整治建设始于20世纪

90年代末。1995年2月—3月，长江中游荆江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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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荆江河段

碾子湾水道发生剧烈的河势变化。因泥沙淤积航

道出浅，前后断航达29 d，几百艘江轮与上万名旅

客相继滞留，沿江企业损失惨重，一度引起中央

媒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8年，长江流域的全流域特大洪水，导致

干线航道淤积泥沙２亿m3。荆江河段河势发生深

刻变化，多处航道出浅，长江运输大动脉再次面

临严重威胁。

这两起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荆江河段航道

畅通问题的深刻反思。2001年元月，原国家计委和

交通部联合投资２亿元，对长江航道13处重点碍航

滩险实施应急清淤工程，位于荆江河段的芦家河、

太平口、周天、马家嘴、藕池口、碾子湾等6处水

道位列其中。荆江河段的治理由此拉开了序幕。

“十五”以来，为解决荆江河段航道不畅

的问题，交通运输部先后投资17亿元，对荆江河

段碍航严重的8个水道进行了治理，涉及航道整

治项目12个。其中，“十五”期开工3个项目，

“十一五”期实施了9个工程。经过10多年的航道

整治建设，荆江河段的枝江—江口、沙市、瓦口

子、马家嘴、周天、藕池口、碾子湾、窑监等8处

重点河段的航道条件明显改善，航道通过能力提

高，中游不畅的问题得以缓解（图2）。

2 荆江河段航道治理的主要特点

荆江河段航道治理是在水运作用日益凸显、

N

图2 荆江河段整治工程滩险分布

上游三峡蓄水运行，而国家财政对长江航道投入

又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起步的。因此，具有非常鲜

明的时代特点。

1）单滩治理，将有限的投资用来优先解决重

点河段最为突出碍航问题。

荆江河段异常复杂，早期的治理还基本属

于“摸着石头过河”，需要“解剖麻雀”，积

累经验。加上国家对长江航道建设投入所限，

“十五”、“十一五”期荆江河段主要是单滩治

理，优先选择那些对通航产生重大影响、航道维护

压力大、严重碍航的“卡脖子”河段进行整治，如

沙市太平口、马家嘴、碾子湾、窑监等。

这种单滩治理尽管规模小、社会影响不大，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一个个单滩的探

索实践，在试验研究、工程布置、结构选型乃至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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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组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培养了一大批

大江大河治理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说，没有单滩

整治的探索，也就没有今天长河段系统治理。

2）控导先行，遏制三峡蓄水后航道变化的不

利态势，为系统治理创造条件。

三峡蓄水后清水下泄，近坝的荆江河段航道

条件出现了诸多不利变化，如控制性岸线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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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周天河段河势及控导工程平面布置

图4 瓦口子水道河势及控导工程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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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马家嘴水道河势及一期工程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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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滩心滩冲蚀、主支汊易位等。河势的变化引起

了航道条件的恶化，也给后期治理增加难度和变

数。为控制这种不利态势的发展，按照“先期控

导、分步实施、远近结合”的思路，荆江河段实

施了一系列的控导工程。如周天河段航道整治控

导工程、瓦口子航道整治控导工程以及马家嘴航

道整治一期工程等（图3~5）。

这些控导工程或护岸、或固滩、或堵汊。通

过促淤固滩、塞支强干，起到了控制河势发展、

归顺水流归槽的作用，较好地遏制三峡清水下泻

的不利影响，稳住了有利的河势格局，为系统治

理奠定了基础。

3）守护为主，意在稳住航道的边界条件，为

束水攻沙构建依托。

荆江河段的防洪问题高度敏感！航道整治建

筑物必须做到统筹兼顾，既要确保整治效果，又

不得明显抬高防洪水位。因此，航道整治工程大

多采用的是守护型低水整治建筑物。如护岸、护

滩、护底及潜锁坝等。仅在个别水道，如窑监等

水道，为了加快改善严重碍航被动局面，在守护

的基础上，布置了少量进攻型的丁坝。

在整治河段的一些关键部位，布置这些守护

型的整治建筑物，其基本思想还是通过守护航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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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塑造稳定的河势格局，调整好水沙二元关

系，最大限度利用水流的动能冲刷航槽。做到淤我

所（想）淤，冲我所（想）冲，斗智而不斗勇。

4）结构轻型，适应沙质河床冲淤变化，具有

较好的抗冲促淤性能。

荆江河段地处沙质河床组成的冲积平原上，

河道冲淤变化明显。因此，“十五”以来荆江河

段航道整治建筑物，大多采用能够适应河床变形

的轻型、柔性结构。如土工织物软体排护底、透

水框架促淤固滩以及钢丝石笼网垫护岸等。与沿

海港口的重型结构相比，此类轻型整治结构能够

较好适应象长江这种具有一定流速和含沙量的二

元水流结构的内河航道整治。

3 荆江河段航道治理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1）“卡口”河段的航道条件明显改善，中游

航道通过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通过多个航道整治工程的实施，一些严重

碍航滩险航道条件明显改善。枝江—江口、沙

市太平口、瓦口子、马家嘴、周天、碾子湾、窑

监、藕池口等8个水道最小航道尺度均提前达到

“十二五”期的规划标准。一些水道的整治更是成

为成功典范。如：1995曾发生严重阻航事件的碾子

湾水道，历经两轮治理，航道条件根本改善。目

前，当地航行基面下5 m等深线全年贯通（图6）。

的腊林洲守护工程，不仅稳住了桥头屏障“三八

滩”，荆州长江大桥转危为安，而且主航道再次

回归北汊主通航孔。该水道整治后枯水期航道最

小水深超过5 m。

整治效益的多年累积，成就了长江中游航

道尺度的显著提升。2009年，荆江河段枯水期水

深从2.9 m提高到3.0 m，打破了延续56 a的历史。

2011年元月，荆江河段最低维护水深再次从3.0 m
提高到3.2 m。据测算：区区2寸水的改变，提高长

江宜昌至武汉河段航道通过能力近千万吨，每年

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1.3亿元，带动地区GDP增长

60多亿元。

2）有效遏制了三峡清水下泄条件下，荆江河

段航道不利发展态势，为系统治理创造了条件。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由于清水下

泄，加上中等流量频率增加，荆江河段岸线崩退

加剧、边(心)滩冲失、分汊河段主流摆动等。为有

效遏制这些不利发展态势，2006年以来，先后实

施了马家嘴水道、瓦口子水道以及周公堤—天星

洲水道等多个航道整治控导工程。这些控导工程

的实施，及时有效地遏制了三峡蓄水后对航道造

成的不利影响，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整治河段的

通航条件。一些有利的洲滩得以守护，而这些有

利的滩槽格局，正是荆江河段系统治理、进一步

提升航道尺度的必要条件。

3）推进了大江大河整治技术进步，形成了一

系列适应内河航道特点的关键技术。

荆江河段航道整治针对沙质河床的特点，

摸索出一系列适应性强的整治建筑物“三新”

成果。如：护滩工程广泛使用的透水框架促淤

技术，实现了事半而功倍的整治效果；江心滩

（洲）分流鱼嘴扭王字块压顶护面结构，大大提

高了滩头分流区域建筑物的抗冲性能；在马家嘴

等多个项目实施的钢丝石笼生态护坡技术，践行

了建设绿色航道的新理念（图7）。

图6 碾子湾水道河势及工程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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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下荆江的窑监水道，因“年年战枯

水、年年保畅通”，其碍航问题曾引起国家领导

人高度关注。2009年以来，窑监水道经过两期工

程的实施，目前航行基面下5 m等深线也是贯通

的。工程实施以来，再未发生碍航问题。

再如，著名的沙市太平口水道。曾几何时，

主流左右摆动、航道频频出险，一度是中游战枯

水的重点河段。经过沙市一期工程实施以及后来 图7 透水框促淤固滩及钢丝石笼生态护坡工程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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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顺水流沉排工艺、水下隐蔽工程检

测、远程视频实时监控以及中洪水整治施工等，

也都是在荆江河段率先取得了技术突破。

通过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大型冲积平原河流

整治技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蜿蜒宽

浅河段的护滩技术、分汊河段江心洲守护技术、

土工织物软体排护底等已日渐成熟。而长江航道

特有的护滩技术、分汊河段治理、江心洲守护、

顺水流沉排施工工艺以及固滩促淤成套结构等在

国内乃至国际处于领先水平。

4）坚定了国家对长江航道投资建设的信

心，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

共识。

荆江河段属于典型的蜿蜒型冲积平原河流，

河床演变剧烈，河势极不稳定，崩岸、切滩、撇

湾时有发生。三峡清水下泄后，更是加剧了航道

变化的不确定性和治理难度。历经10 a的整治，该

河段多处严重碍航的“卡脖子”河段通航条件明

显改善。航道维护压力减少了，航运企业的效益

提高了。显著的整治效果、巨大的综合效益，赢

得了社会的信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

度重视。

2009年，温家宝总理作出“长江航道建设要

加强”的重要批示，2010年12月和2011年3月，张

德江副总理两次亲临荆江河段，明确提出加快发

展“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内河航运。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和沿江

七省二市多次召开协调会议，共同推进长江黄金

水道建设。2011年元月，国发2号文件的颁布，更

是提出利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畅通、高效、平

安、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加快长江等内

河水运发展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

可以说，正是以荆江河段为代表的航道治理

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经

济效益，才赢得了国家加大长江航道建设投资的

信心；也正是长江航道整治技术的持续进步，荆

江河段系统治理才会在今天付诸实施。

4 荆江河段系统治理、进一步提高通过能力的思

路与对策

10 a整治建设，荆江河段大的河势格局基本得

以控制，建设能力大幅提高。开展长河段系统治

理，进一步提高荆江河段的通过能力已水到渠成。

近日获悉，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

（3.5 m）工可报告已通过了国家发改委审查。该

项目总投资约48亿元。要求在3 a左右的时间内，

对昌门溪至熊家洲280.5 km范围内的13个浅险水道

进行系统整治。2015年，荆江河段航道尺度可望

全面达到3.5 m×150 m×1 000 m（水深×航宽×

弯曲半径）的建设标准。

长河段系统治理，是个全新的理念与实践。

由于滩险之间联系密切、彼此相互影响，航道治

理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因此，要坚持做到以下

几个方面：

1）巩固成效，实施必要的后续完善工程，是

荆江河段系统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荆江河段业已整治8处重点碍航滩险，其大的

河势格局虽基本稳定，但受到上下游河势发展变

化的影响，特别是一旦遭遇最为不利的水文年，

某些浅滩河势、航道条件仍有可能再度恶化。因

此，荆江河段系统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客观、

科学分析已实施工程的作用与效果，对整治滩险可

能出现的新变化作出预判，依托已建工程，及时跟

进后续工程，巩固并完善滩险整治效果。

如沙市河段。沙市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和

腊林洲守护工程完工后，沙市河段“南槽-北汊”

的通航格局基本形成，主航道回归北汊主通航

孔，航道尺度提高、通航安全改善。然而，由于

“三八滩”上游缺乏控导工程，一旦遭遇不利的

水沙组合，杨林矶边滩向下淤长封堵北汊口门，

从而造成北汊恶化、南汊再次发展的可能性依然

存在。因此，荆江河段系统治理工程必须未雨绸

缪，抓住目前有利的河势格局，依托腊林洲守护

工程，在其中下段布置必要的挑流整治建筑物，

以形成“中高水腊林洲挑流、低水三八滩分流”

的河势格局。中高水挑流切割杨林矶边滩尾部，

确保枯水期北汊口门通畅；低水三八滩分流以维

持北汊必要的分流比（图8）。

何传金：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治理思路、对策及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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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窑监水道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该

水道由“两汊三槽，多槽争流”调整为“两汊两

槽、右汊为主、中槽发展”有利格局，右汊存在

向微弯单一稳定航槽发展的良好态势。然而，一

旦长江中游出现类似1998年的区间大洪水，该水

道右汊新河口边滩仍有可能出现滩体切割、右槽

冲刷，从而右汊航道再次发生恶化的不利局面。

因此，系统治理工程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及早对

新河口边滩进行必要的守护，以控制右槽发展；

另外，该水道出口岸线受水流顶冲崩退，采取必

要的守护措施，彻底解决窑监水道“上浅下险”

的问题十分必要（图9）。

进。由于相邻浅滩联系密切，上个浅滩冲刷的泥

沙会在下游浅滩淤积。长河段的航道尺度的调整

是一个渐进调理过程。如果13处滩险同步开工建

设，现有的技术手段很难预测13处滩险以外不出

现新的浅滩，也很难预测一些优良河段不出现条

件恶化。因此，在前期研究中，必须做到统筹兼

顾，深入研究，摸清各个滩险的演变规律和彼此

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开工顺序；实

施阶段要跟踪观测，系统科学分析，及时发现河

势河床新变化；要坚持动态管理，不断优化工程

设计、完善整治措施。要始终把长河段的整治效

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3）统一规划、远近结合，是荆江河段系统治

理不能放弃的基本思路。

随着沿江经济的发展，对长江航道的通过能

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到“十二五”末，荆江河

段系统整治工程（3.5 m）完成后，航道水深还能

否进一步提高，沿江地方政府提出的“6 m”建设

标准能否实现？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经过多年的探索，对荆江河段的研究逐年深

入，整治技术也日渐成熟。从实践看，一些曾严

重碍航的滩险经过治理，也都实现了4～5 m等深

线全年贯通。因此，只要找准河道的演变规律，

抓住有利时机，遵循科学的整治思路，该区间最

小水深由3.5 m进一步提高到4～5 m，在技术上是

可行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需求，还是整治技术

方面，在荆江河段系统治理工程(3.5 m建设期)实施

后，到“十三五”期，进一步提高荆江河段航道

尺度、实施后续治理工程是完全可能的。

N

0 m
3 m
5 m

图9 窑监河段河势及工程平面布置

5 m

N
0 m
3 m

图8 沙市河段河势及工程平面布置

2）统筹兼顾、动态管理，是荆江河段系统治

理的必须坚持的治河原则。

荆江河段九曲回环、湾湾相连，是长江航

道最为复杂的河段之一。所谓“一湾变、湾湾

变”，说的就是其复杂性。长河段系统治理在中

下游也是属于“第一次吃螃蟹”。在2 a的时间内

完成13处滩险整治。并且，到2015年，347.2 km的

荆江，整段航道尺度整体提高到3.5 m。如何确保

整治效果？这无疑是一个挑战！

大江大河的治理必须坚持因势利导、循序渐



 • 17 •第 10 期

因此，对于荆江河段的治理必须实行统一规

划，在实施中期目标的同时，科学制定远期建设

目标。在3.5 m建设期，一定要结合远期目标，做

到远近兼顾、统筹考虑，特别是在工程布置和结

构设计方面与后续工程要能够实现平顺衔接。

4）攻守兼备、有攻有守，是进一步提高荆江

河段航道尺度的重要举措。

下荆江的窑监水道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就是较好地处理了攻与守的辩证关系。乌龟

洲护岸与心滩鱼骨坝就是绝妙的“攻守”结合。

总体看，护岸工程控制乌龟洲岸线的崩退，是

“守”。心滩鱼骨坝促进滩体淤积完整，控制分

汊河段进口宽度和主流左右摆动，也是“守”。

然而，构成鱼骨坝的3#，4#，5#丁坝组成的丁坝群

正好处于右汊弯道凹岸，又促进中水及时归槽，

束水攻沙，担当起提高航道水深的主体作用，

“守”的背景中隐藏着攻的因素。

过去的10 a，荆江河段治理的主要目是守护

有利的滩槽格局，遏制三峡蓄水后河势河床的不

利发展。因此，基本采取以守护为主整治思路。

然而，要进一步提高荆江河段航道尺度，特别是

“后3.5 m”建设期，仅仅靠“守”是不够的。必

须做到攻守兼备，有攻有守。所谓“守”，就是

要通过促淤固滩，守护岸线，将影响河势变化的

“洲”与“滩”守护起来；而攻是在“守”的基

础上，通过布置一定的进攻型的整治建筑物，改

变水流流路和冲刷强度，或束水攻沙、或促进水

流及时归槽，延长造床流量下航槽的冲刷时间，

以实现提高航道尺度的目的。

5）科技创新，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是荆江

河段系统治理的历史期盼。

长江航道早期整治建设物的建设标准普遍偏

低。这导致整治建筑物使用寿命不长，运行期的

维护成本偏高。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陆续开展

了新型整治建筑物结构的研究。在工程的关键部

位有选择地布置了一定重型结构，来增强建筑物

的抗冲能力。如沙市三八滩头部的扭王字块压顶

护面、嘉鱼—燕窝的防冲墙以及武穴水道的箱体

坝等。这些结合内河航道特点进行二次创新的中型

结构，对于提高整治建筑物的耐久性效果很好。

荆江河段紧邻三峡大坝，清水下泄加剧了水

流对整治建筑物的冲刷损毁。因此，荆江河段系

统治理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按照“全寿命

周期成本最低”的建设理念，积极探索适合沙质

河床特点的新结构、新工艺、新材料。从提高整

治建设物的使用寿命、降低维护成本方面不断推

进技术创新，在平原游荡型河流整治技术方面要

取得新的突破。

6）转变观念，完善协调机制，为荆江河段系

统治理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

前已提及，布置适度的进攻性的整治建筑

物，对于进一步提高荆江河段的航道尺度是必要

的。然而，一直以来荆江河段是防洪统领一切，

航道治理始终受到防洪的制约，进攻性的整治建

筑物及建筑物的高程更是受到严格的限制。要在

这方面取得突破，必须转变观念，建立有效的协调

机制，妥善处理好航道整治与荆江防洪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三峡工程蓄水运行，荆江河段

的防洪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12年入汛以来，上

游71 200 m3/s的洪峰已超过了98大洪水的63 000 m3/s
流量。由于三峡工程发挥调蓄作用，荆江河段却

波澜不惊，没有出现1998年千军万马战洪峰的被

动局面。

因此，三峡蓄水运行后，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应成为荆江河段治理的最高指导思想。要通过建

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好水利防洪、

航道治理、环境保护以及灌溉养殖等各方关系，

实现荆江河段科学、持续、协调发展。

为此，必须以荆江河段系统治理为契机，进

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转变治河观念，推动建立并

不断完善国家有关部委及沿江省市县共同参与的

流域协调机构。形成交通、水利、环保、渔政等

涉水部门联合治水的长效机制，为大荆江治理乃

至长江航道建设提供强大的软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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