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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河段为长江中游荆江河段三大重点碍航

浅滩河段之一，河道下段建有荆州长江公路大桥，

1998年、1999年大洪水以后，洲滩剧烈调整，通航

与桥梁安全之间矛盾十分突出。河段整治前枯水期

航道维护尺度仅为2.9 m×80 m×750 m（水深×航

宽×弯曲半径，下同），通航保证率为95%。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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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治理思路探讨

张俊锋1，柴华峰2，王传福3

（1. 长江航道工程建设指挥部，湖北 武汉 430010；2.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11；

3. 长江航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湖北 武汉 430010）

摘要：沙市河段为长江中游著名的碍航河段，根据《长江干线航道发展规划总体纲要》，该河段2020年航道的建设标

准为3.5 m×150 m×1 000 m（水深×航宽×弯曲半径），通航保证率为98%。考虑到三峡工程运行以及防洪等外部因素的

影响，沙市河段的治理采取系统治理、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从2009年初开始陆续实施一期工程和腊林洲守护工程，工程

实施以来，航道条件明显改善，取得了较好的工程效果。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工程实施以来的资料，对工程前后的河

道变化、航道条件等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结合总体治理思路及本河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后续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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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干线航道发展规划总体刚要》[1]，沙市河段

2020年的建设标准为3.5 m×150 m×1 000 m，通航

保证率为98%。长江航道局从2001年开始组织对

该河段的碍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了“系统

治理、分步实施”的治理原则。并从2009年开始

对本河段进行了系统治理，先后实施了沙市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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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腊林洲守护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整治效果。

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工程实施以来的资料，

对工程前后的河道变化、航道条件等进行了对比

分析，并结合总体治理思路及本河段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后续治理思路。

1 河道概况及演变特征

1.1 河道概况

沙市河段地处长江中游上荆江，位于湖北

省荆州市，河段上起陈家湾、下至玉和坪，长约

20 km，属人工护岸控制的顺直、微弯分汊河道

（图1）。河段北岸有荆江大堤，堤外少滩，防洪

形势严峻，南岸为荆南长江干堤。该河段以杨林

矶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段被太平口心滩分为南

北两槽，下段被三八滩分为南北两汊。沙市河段

河道演变剧烈，以河道内主流频繁摆动、洲滩互

为消长、汊道兴衰为主要变化特征，长期以来，

一直是长江中游重点碍航水道。

图1 沙市河段河势及已建工程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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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河床演变特征[2]

沙市河段自20世纪50至60年代，河床演变剧

烈，总体来说随着腊林洲边滩与三八滩总体规模

的逐渐缩小，河势逐渐由单一河道形态向多分汊

的格局转变。大致可分为4个演变阶段。

第一阶段：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腊林

洲边滩与三八滩连为一体，依附于河道右岸，滩

体相对完整高大，多数年份河道呈单一形态。

第二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
代，腊林洲边滩被切割，三八滩成为一个独立江

心洲，沙市河段下段被分为南北两汊，河道呈上

段单一、下段分汊格局。

第三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至1997年，主流

右摆使腊林洲边滩滩头冲刷后退，太平口附近河

道展宽，泥沙淤积形成太平口心滩，将上段河道分

成南北双槽。河段上段双槽，下段双汊局面形成。

第四阶段：1998年特大洪水以后，三八滩滩

体逐步冲刷、解体，2001年再度形成新的三八滩，

河段再次出现“上段维持双槽、下段维持双汊”的

基本格局。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以后，上

游来沙量减少，加速了新三八滩滩头的后退，三八

滩下段出现多槽分流、航道条件恶化的趋势。

1.3 河段碍航特点

1998年以来，沙市河段洲滩剧烈调整，河段

碍航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

1）1998年及1999年大洪水后，原有的三八滩

冲失，北设计通航孔所在的北汊淤积严重，航槽

内水深不满足维护要求，枯季难以通航，南设计

通航孔淤塞，船舶被迫改走非设计通航孔，通航

与桥梁安全矛盾十分突出。

2）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以后，清水下

泄，腊林洲边滩及三八滩持续崩退，一方面使得

河段上段航道边界条件不稳定，造成河段上段滩

槽形态向不利的趋势发展；另一方面为河段下段

杨林矶边滩的淤长展提供了空间，进而影响北汊

进口的航道条件。

2 系统治理思路

从2001年开始，长江航道局组织有关科研和

设计单位对沙市河段进行航道系统治理的研究。

张俊锋，等：长江中游沙市河段治理效果分析及后续治理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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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3-5]：无论是从船舶及桥梁的安全、沙

市河段自身条件，还是从水运、地方经济的长远

发展来看，河段上段走太平口心滩南槽、下段走

三八滩北汊是最佳规划航线。在此基础上，研究

提出的总体治理思路是：上段维持两槽一滩的格

局，下段维持三八滩分汊，压缩北汊进口杨林矶

淤展空间；保持上段南槽分流占优局面，利用并

强化腊林洲高滩岸线的导流作用，在稳定枯水期

“南北”水流过渡流路的基础上，提高北汊进口

航槽内水流冲刷能力，从而改善北汊航道条件。

鉴于沙市河段复杂多变的河床，且工程的平

面布置受到较强的外部制约，系统治理方案提出

了“统筹兼顾、综合治理；稳定洲滩、适当调整

汊道分流比；分步实施、分期实现治理目标”的

总体治理原则。

3 已建工程及治理效果

3.1 已建工程情况

沙市河段已建整治工程包括沙市一期工程和

腊林洲边滩守护工程，其平面布置见图1。 
1）一期工程。

根据系统治理思路，沙市河段于2009年1月开

始实施一期工程[6]。该工程主要是采用护底与固滩

相结合的措施，对三八滩中上段滩体、滩脊进行

加固守护，阻止滩头后退，维持三八滩的整体稳

定。该工程于2012年5月通过竣工验收，工程的实

施稳定了三八滩头部中、枯水期的分流点，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北汊航道通航条件，保证了桥梁及

船舶通航安全。

2）腊林洲守护工程。

为防止腊林洲边滩的岸线持续崩退，影响北

汊进口水流条件，沙市河段于2010年10月实施腊

林洲守护工程 [7]。该工程主要是在一期工程的基

础上，对腊林洲边滩上段3 303 m岸线进行守护，

同时对左岸杨林矶一带已护岸线的重点部位进行

水下加固。该工程于2011年7月主体工程完工。

工程的实施遏制了腊林洲边滩中上段岸线的持续

崩退。

3.2 治理效果分析

目前，沙市河段先期实施的沙市一期及腊林

洲守护工程已经完工。工程观测及分析[8]表明，工

程实施以后，沙市河段较为有利滩槽格局得到维

持，为本河段的后续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

本实现了预期的整治目标（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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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沙市河段已建工程完工后河势

3.2.1 河道冲淤变化

从工程前后的沙市河段测图对比来看：太平

口心滩基本上保持稳定，总体呈淤积态势；杨林

矶边滩向上游淤长，局部最大淤积幅度超过5 m；

三八滩中上段略有淤积，下段有所冲退。上段北

槽进口冲刷，中段淤积，出口段略有淤积；南槽

中段深槽略有淤积、沿右岸侧冲刷，南槽出口向

北汊的过渡段明显冲深，幅度一般在5 m以上。

3.2.2 深泓变化

从工程前后深泓线的平面变化来看（图3），

工程实施后，三八滩中上段保持稳定，过渡段深

泓线位置基本保持稳定，分流点位于三八滩滩头

前沿，比工程前上提了600 m左右。

3.2.3 滩槽变化

1）滩体变化。

从工程实施前后滩体平面变化来看（图4），



 • 21 •第 10 期

1 m

2007-09
2009-09
2010-09
2011-12

图4　沙市河段工程前后滩形年际平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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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三八滩段工程前后4 m等深线平面变化

增至1.21 km2。

2）航槽变化。

从工程前后沙市河段航行基面下4 m等深线年

际变化来看（图5），工程实施后，遏制了三八滩

滩头及腊林洲的冲刷后退，三八滩中上段基本保

持稳定，北汊航槽向有利方向发展，目前4 m等深

线贯通。

张俊锋，等：长江中游沙市河段治理效果分析及后续治理思路探讨

工程实施后，三八滩中上段滩体及腊林洲边滩

基本保持稳定，但三八滩未实施工程的下半

段仍趋于冲刷状态，滩体面积由2008年4月的 
0.65 km2缩小至2011年12月的0.17 km2，滩尾上

提约1 050 m左右。随着三八滩中上段滩体基本

稳定，杨林矶滩体尾部上提左移，头部淤积上

延至筲箕子一带，滩体面积至2011年12月面积

图3 沙市河段深泓年际平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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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分流比变化

三八滩守护工程实施后，北汊的进流条件得

到稳定，北汊枯水期分流比呈增加趋势（表1），

由工程实施前的43%上升至工程实施后的59%。

护，对位于荆州长江大桥以下的三八滩滩尾部位

并没有采取工程措施。工程实施过程中，三八滩

滩尾呈逐年萎缩趋势，目前0 m等深线以上的滩体

面积减小至工程实施前的三分之一。受此影响，

北汊航道出口延宽变浅趋势明显，河段出口航道

条件呈恶化趋势。

2）已实施的一期和腊林洲守护工程对调整

南北两汊低水分流比、改善北汊航道通航条件的

作用有限。工程实施后的三八滩南汊流量依然较

大，如遭遇不利的水文年，杨林矶边滩下移增长

趋势仍存在，本河段的设计航路“南槽—北汊”

的过渡形式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4.2 后续治理思路

4.2.1 整治原则

根据前述沙市河段系统治理的总体方案，

后续工程治理目标是：在河段内已建和在建的航

道整治工程的基础上，通过及时控制不稳定洲滩

的不利变化趋势，稳定目前较好的航道格局，实

现规划的航道尺度。为此，本文结合目前河道形

势，提出的后续工程治理原则为：

1）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河道有利条件，总

体上顺应河道演变规律，充分考虑上下游的关联

性，协调性，对关键部位进行处理。

2）统筹兼顾，守护为主。鉴于沙市河段河道

自身演变及堤防、防洪等周边环境复杂，后续工

程措施仍以守护为主，配合已建工程，及时控制

不利的变化趋势。

3）协调统一。后续工程方案应保证与已实施

的一期和腊林洲守护工程的相互配合、协调统一。

4.2.2 整治方案

沙市河段后续治理应以已建的航道整治工程

为依托，对目前较为有利的格局加以守护，维持

腊林洲低滩和三八滩中下段的稳定，引导水流集

中稳定冲槽，从而实现改善航道条件的目标。该

河段应从“南槽—北汊”过渡段的右边界入手稳

定并适当强化这一过渡格局，同时，兼顾三八滩

中下段滩体的稳定及河段防洪需求。根据这一思

路，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图 6）如下。

表1 三八滩汊道枯水期分流比统计

时  间 流 量/（m3·s-1） 北汊/% 南汊/%

2001-02-25 4 350 43 57

2002-01-20 4 560 35 65

2003-03-02 3 728 27 73

2004-01-26 4 842 32 68

2007-03-16 4 946 46 54

2009-02-19 6 954 43 57

2010-03-10 6 119 41 59

2011-02-16 5 933 59 41

3.3 航道条件变化

3.3.1 航宽与航深

工程实施前，沙市河段航道维护尺度为 

2.9 m×80 m×750 m。工程实施后， 从2009年

11月1日起，宜昌—城陵矶段试运行3.0 m水深， 

2010年11月1日起，试运行3.2 m水深。

目前的航槽基本稳定走“南槽—北汊”航

槽，至2011年12月4 m等深线（当地航行基准面，

下同）航宽维持在400 m以上，航宽及水深较整治

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3.3.2 弯曲半径

工程实施后，三八滩段航槽基本稳定走南—

北航槽，深泓位置变化较小，目前，航道的弯曲半

径均在1 000 m以上，满足目前航道维护的要求。

4 后续治理思路

4.1 水道目前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一期工程及腊林洲守护工程作为

沙市河段先期实施的工程，基本实现了预期的建

设目标。但根据最新的观测表明，已建的航道整

治工程的整治效果仍是不够的，滩槽格局仍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的主要问题为：

1）一期工程仅仅对三八滩中上段滩体进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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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沙市河段后续治理工程平面布置

1）在腊林洲边滩中部（已实施的腊林洲守护

工程尾部），或在三八滩头部及南侧布置整治建

筑物控制过渡段水流。抛石筑坝是一种有效的整

治措施，但对河势影响较大，北部岸线的防洪压

力较大。可采用透水性较好的扭王字块或透水框

架护滩带结构形式，以达到调整北汊进口水流、

限制杨林矶边滩发展的目的。

2）守护三八滩尾部滩体，改善河段出口水流

条件。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应采用护底与固滩

相结合的方式，对三八滩中下段滩体、滩脊进行

守护。可采用传统的系混凝土软体排+抛石结构，

并结合透水框架群促淤固滩，以集中北汊出口水

流，改善北汊出口航道条件。

3）对左岸已护岸线重点部位进行护脚加固，

利于防洪安全。腊林洲边滩中部及三八滩上的整

治建筑物的布置，势必增强北部沿岸的流速，给

北部荆江大堤防洪带来压力。为此，应在腊林洲

守护工程的基础上，对北部已护岸线的重点部位

进行护脚加固。

5 结语

长江中游沙市河段采用“系统治理、分期实

施”的治理原则，通过一期工程和腊林洲守护工

程的实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整治效果，为后续工

程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鉴于沙市河段河床演变剧烈，影响因素复

杂，建议抓紧时机，按照沙市河段系统治理的

思路，尽快实施后续工程，从根本上保障该河段

“南槽—北汊”航路过渡形式，彻底解决沙市河

段的碍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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