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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骨坝，顾名思义，其形似“鱼骨”的一种

涉水建筑物，一般依心滩或江心洲头而建，由顺

水流方向的顺坝（脊坝）和与其正交或斜交的刺

坝组成。脊坝主要用于稳定或调整汊道分流、分

沙比和水流方向，刺坝可保护滩体免受冲刷，并

增强顺坝的稳定性, 从而起到稳定有利的河势和滩

槽格局[1]、改善枯水航道条件的作用。近10年来，

鱼骨坝这一涉水建筑物在长江中下游分汊河段航

道整治工程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目前建成

并已发挥作用的主要有：长江下游东流水道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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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鱼骨坝作为一种类型的整治建筑物，在长江中下游分汊河段航道整治工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戴家洲河段

为长江中下游一较为典型的分汊河段。以该河段航道整治为例，介绍鱼骨坝工程设计方案，归纳总结鱼骨坝设计方法和有

关参数选取原则，对深入认识鱼骨坝在分汊河段航道整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为类似河段航道整治中采用鱼骨

坝提供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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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程、长江中游戴家洲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

程和窑监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中的鱼骨坝，在

上述工程中均采用鱼骨坝守护洲头低滩。鱼骨坝

在保持有利的滩槽格局，稳定汊道分流比，增加

浅区段枯水水深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

选取典型分汊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探讨鱼骨坝设计

方法和有关参数的选取原则。

1 河段概况

戴家洲河段地处长江中游湖北省武汉市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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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99 km处，上起鄂城，下迄回风矶，全长约34 km
（沿圆水道）（图1）。该河段为一典型分汊河

段，由巴河水道和戴家洲水道组成，鄂城—巴河

口段为巴河水道，河道顺直放宽，长约14 km；

巴河口—回风矶段为戴家洲水道，为微弯分汊河

型，左汊习称圆水道，长20 km，弯曲半径9 km，

右汊习称直水道，长16 km，弯曲半径15 km。河

段内存在“三洲”（新洲、戴家洲和新淤洲）、

“五滩”（池湖港心滩、巴河边滩、新洲头滩

地、直水道左边滩和新淤洲边滩）、“五浅”

（巴河通天槽出口过渡段浅区，直水道上、中、

下浅区、圆水道进口过渡段浅区）。

10 m
4 m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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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戴家洲河段河势

2 航道及整治工程概况

目前戴家洲河段总体河势格局稳定，但局

部河床演变较为剧烈，汊道进口航槽不稳定，枯

水航道水深不足。引起本河段枯水碍航的原因主

要由于近期新洲洲头滩地逐年冲刷后退、 造成

巴河通天槽出口河道放宽和直水道变直变宽而引

起。因此，通过模型试验研究，确定本河段航道

整治措施是，先期实施新洲洲头滩地形态调整工

程，以稳定直水道枯水期分流比，改善直水道进

口段弯道形态和进口浅区航道条件。近期维持

直、圆水道交替通航的格局，航道维护尺度为

4.5 m×100 m×1 050 m（水深×航宽×弯曲半

径，下同），保证率为98%；后期再实施直水道

内和巴河通天槽出口枯水航道整治工程，最终

实现航道尺度4.5 m×200 m×1 050 m、保证率

98％的规划目标[4]。

一期工程通过在新洲头滩地布置鱼骨坝使变

低后退的滩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塑造直水道

呈微弯河型，稳定两汊分流比，增强枯水期直水

道进口段弯道水流特性，改善直水道进口段浅区

航道条件。

3 鱼骨坝工程设计

3.1 主要设计依据

1）交通运输部交水发[2008]427号文：关于长

江中游戴家洲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初步设计的

批复；

2）《航道整治工程技术规范》（JTJ 3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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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江中游戴家洲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

初步设计”（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3.2 平面布置设计

1）脊坝平面位置确定原则。

河床演变分析表明：新洲滩头位置及高程是

影响汊道分流及通航条件的关键因素，当滩头位

置较上、滩体完整时，直水道航道条件较好，圆

水道也具备一定的通航条件。通过河工模型试验

确定的航道总体治理方案中，鱼骨坝脊坝的平面

位置处于新洲洲头滩地多年平面变动区域内并略

靠枯水分流面的左侧，有利于增加直水道内枯水

期分流比，同时圆水道进口也留有足够的河宽。

2）脊坝坝头高程确定原则。

鱼骨坝脊坝高程的确定，应使鱼骨坝实施后

能使变低后退的滩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3）鱼骨坝平面布置。

戴家洲河段新洲头滩地鱼骨坝工程由1道脊

坝、4道刺坝、3道刺型护滩带和根部护岸工程组

成。其中鱼骨坝工程中脊坝长度为4 306 m，脊

坝头高程为7.34 m（黄海高程），脊坝根高程为

19.0 m（黄海高程），根部护岸长度为1 257 m；

鱼骨坝工程中1#、2#、3#和4#（部分）为刺坝，长

度分别为176 m、225 m、207 m和56 m，刺坝头高

程均为7.84 m； 4#（部分）、5#、6#和7#为刺型护

滩带，长度分别为209 m、281 m、302 m和348 m。

工程平面布置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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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戴家洲河段鱼骨坝工程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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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程结构设计

该鱼骨坝由脊坝（分上、下段）、1#～4#刺

坝、5#～7#刺型护滩带及脊坝根部组成，其结构设

计分述如下：

脊坝上段（S1～S6段）：坝长2 400 m，顶

部黄海高程7.34～13.84 m，平均坝高3.1 m，由护

底、坝身组成（图3）。

1）护底。

采用D型排，排体垂直于水流方向沉放。对

于受纵向水流顶冲比较强烈与受横向水流作用较

强的S1～S3段，D型排水下横向搭接宽度为5 m，

余排宽度≥45 m，为增强坝体稳定性，在坝体下

游侧及坝头20 m范围设有抛石肩台，厚80 cm；

S3～S6段D型排水下横向搭接宽度为3 m，余排宽

度≥30 m，在枯水位下2 m以上高程范围内的D型

系混凝土软体排上设计有50 cm厚抛石以防排体

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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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鱼骨坝脊坝上段结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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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坝身。

坝体结构为抛石坝，从S1起长200 m的坝体结

构为大块石（单块大块石质量为150～200 kg，下

同），其他坝体部位抛中小块石（单块块石质量

为30～150 kg，下同）。坝顶宽3 m，两侧边坡为

1∶2，坝头轴线向外侧边坡为1∶10。 
脊坝下段（S6～S7段）：坝长1 906 m，顶

部黄海高程13.84～18.0 m，平均坝高3.5 m，由护

底、坝身组成（图4）。

1）护底。

采用X型排和铰链排护底。X型排垂直于脊坝

纵轴线方向铺设，宽80 m，坝轴线两侧各40 m。

X型排边缘外侧采用15 m宽铰链排，靠X型排侧的

8 m宽铰链排下垫无纺布。X型排缝隙间填7 cm厚

碎石和浇筑1 cm厚沥青（坝体下面的X型排缝内不

填碎石和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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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鱼骨坝脊坝下段结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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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坝身。

坝体结构为抛石坝，抛中小块石。坝顶宽

2 m，坝体两侧边坡为1∶2。

1#刺坝：坝长176 m，顶部黄海高程7.84~ 
8.91 m，平均坝高2.23 m，由护底、坝身组成（图

5）。

图5 鱼骨坝1#和2#刺坝结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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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鱼骨坝5#刺型护滩带结构设计

1）坝体。

坝体结构为抛石坝，坝头及其内侧20 m的坝

体采用大块石，其他坝体部位抛中小块石。坝顶

宽3 m，坝体两侧边坡上游侧为1∶1.5，下游侧为

1∶2，坝头轴线向外侧边坡为1∶10。
2）护底。

采用D型排。坝身段，D型排按顺水流方向

沉放，水下横向搭接宽度为5 m，余排宽度上游

侧≥45 m，下游侧≥80 m。坝头部分D型排呈扇

行沉放，水下横向搭接宽度≥5 m，坝轴线处余

排为坡脚线外侧120 m。为增强坝体稳定性，在

D型排上坝体下游侧及坝头20 m范围为厚80 cm的

抛石肩台。在D型排上游侧及坝头边缘10 m抛石

厚80 cm，以增加排体的抗冲刷能力。根据动床模

型试验成果，在刺坝背水面与脊坝相接处河床有

较大冲刷坑，因此设计在该刺坝D型排下游侧与脊

坝D型排相接处增加护底范围加强守护。

 2#刺坝：坝长225 m，顶部黄海高程7.84~ 
8.91 m，平均坝高3.19 m，由护底、坝身组成。其

结构形式同1#刺坝。 
3 #刺 坝 ： 坝 长 2 0 7  m ， 顶 部 黄 海 高 程

7.82～10.07 m，平均坝高2.53 m，由护底、坝身组

成。其结构形式与1#刺坝基本相同，其坝头轴线

向外侧边坡为1∶8。
4#刺坝：坝长265 m，顶部黄海高程7.82～10.07 m，

平均坝高3.1 m，由护底、坝身组成。其结构形

式与1#刺坝基本相同，其坝头轴线向外侧边坡为

1∶8。 

5#刺型护滩带：护滩带长281 m，顶部黄海高

程8.8～9.7 m ，由护底和排上抛石组成（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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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护底。

采用D型排。长281 m, 宽100 m，轴线两侧各

殷 红，等：典型分汊河段航道整治鱼骨坝工程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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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50 m。

2）排上抛石。

在轴线两侧各10 m，长281 m的D型排上抛石

厚80 cm。其他部分D型排上抛石厚50 cm，以防排

体老化并增加排体的稳定性。

 6#刺型护滩带：护滩带长302 m，顶部黄海高

程9.0～9.1 m ，由护底和排上抛石组成。其结构形

式同5#刺型护滩带。

 7#刺型护滩带：护滩带长348 m，顶部黄海高

程8.8～9.0 m ，由护底和排上抛石组成。其结构形

式同5#刺型护滩带。

脊坝根部：采用护岸结构，护岸长度为1 257 m，
宽度为100 m，守护高程在黄海高程10.1～23 m。

采用平顺式护岸结构，包括护坡、护脚和衔接

段，并设有坡顶平台和坡间平台（图4）。

护坡结构：面层采用17 cm厚钢丝笼护垫，其

下铺一层无纺布。 
护脚结构：大部分采用X型系混凝土软体排

对岸坡下部进行守护。在临近直水道的岸坡护脚

部分，有一定的水深，因此采用D型系混凝土软体

排加抛石结构进行守护。

衔接段结构：为了保护护岸左右端部的稳

定，在其两侧各设长50 m的铺石衔接段进行守护。

4 工程效果

戴家洲河段航道整治一期鱼骨坝工程完工

后，经历了2010年和2011年洪水期考验，工程整

体稳定，整治效果初步显现。工程实施前，戴家

洲河段整体河道格局尽管比较稳定，但河道内洲

滩冲淤频繁，新洲头滩地冲淤变化剧烈，滩头后

退，滩地变低，航道条件变差，直水道枯水期最

小水深不足3 m，圆水道枯水期4 m水深最小宽度

不足100 m。工程实施后，戴家洲河段整体河道

格局保持稳定，新洲头滩地淤高，滩头前伸，形

成有利的洲头形态，稳定了直水道枯水期分流条

件，改善了直水道进口段弯道形态和进口浅区航

道条件，弯道凹岸边界得到延长，弯道水流特性

变强，进口段河宽受到控制，直水道枯水期4 m
等深线贯通，中洪水期满足4.5 m×100 m×1 050 m
（水深×航宽×弯曲半径）的航道尺度要求；圆

水道枯水期最小宽度超过100 m，枯水期能达到

4.5 m×100 m×1 050 m的航道尺度。一期鱼骨坝

工程实现了本河段建设标准：维持直、圆水道交

替通航的格局，枯水期利用圆水道通航，中洪水

期利用直水道通航，航道尺度4.5 m×100 m×1 
050 m（水深×航宽×弯曲半径）,保证率98%，适

应代表船队满载通行。

5 结语

1）鱼骨坝平面位置和坝头高程的确定原则，

应有利于整治目标的实现，具体有关设计参数可

在模型试验基础上综合分析确定。本河段设计的

鱼骨坝，其目的在于使冲刷变低的新洲洲头滩地

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增加直水道枯水分流比并

使其彰显弯曲河段水流特征，从而达到改善枯水

通航条件的目标。

2）鱼骨坝护底（滩）排的设计是建筑物稳

定及工程效果实现的关键。考虑到鱼骨坝所在河

床冲刷有前强后弱的特点，为了增强排体的稳定

性和节省工程费用，本工程设计中，对鱼骨坝不

同部位护底排结构设计区别对待，例如：对脊坝

和刺坝护底排宽度的设计，上、中、下段有所区

别，并在鱼骨坝头设计整体护底排；合理确定护

底排的铺设方向和护底排设计搭接宽度；在鱼骨

坝脊坝下段X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护底带左右两

侧铺设铰链排，利用铰链排周边在随河床冲刷变

形过程中可以始终贴近床面的特点，保护护底排

的稳定性，同时在X型系混凝土软体排与铰链排

间设有基槽（基槽内铺石），进一步加强对X型

系混凝土软体排的保护；根据建筑物不同部位

受水流顶冲作用力的大小，合理选择排上压载

石厚度。

3） 关于脊坝顶部宽度设计，应考虑工程不

同部位受水流冲刷强度的差别而定，本工程受水

流冲刷强度有前强后弱的特点，因而对脊坝上段

（S1～S6段）设计顶宽为3 m，下段顶宽2 m。脊

坝头部和1#～3#刺坝头部一定范围内，均采用单块

质量为150～200 kg的大块石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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