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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栏］

  ［编者按］ 继长江口12.5  m深水航道开通运行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被列入

“十二五”期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重点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和沿江有关省市及时抓

住这一有利时机，于2011年4月组建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指挥部，全面负责部署、指

挥、监督、协调该项工程的论证、规划、科研、勘察、设计和施工。

  2012年8月28日，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在江苏省常熟市举行，标

志交通运输部和沿江有关省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准备工作已就绪，标志

我国航道建设史上又一项载入史册的专项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指挥部不仅完成了大量基础性筹建工作、技术准备工作和一期工

程科研、规划、设计、施工等招投标工作，还极具眼光地提出与本刊共建该项目全过程特约专

栏，要把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留下来，把我国航道建设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轨迹留下

来，特别是要把我国水运人的宏伟抱负、攻坚克难的精神风采留下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综合国力和全国水运工程行业支持下，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

一期工程建设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成功。我们还相信，特约专栏在各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

下，高水平论文将不断涌现，值得我们自豪、借鉴和收藏的经典必将持续进入我们的视野。

·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1）·

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工程

暨一期工程简介

肖大选
（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指挥部，江苏　南京　210017）

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一期工程的开

工，标志长江口12.5 m深水航道向上延伸正式启

动。为了更好地展示工程实施概貌、技术创新和

工程成果，指挥部以特约栏目的形式在《水运工

程》杂志持续发表有关论文。在专栏首期，本文

以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工程的建设背

景、建设规模、建设思路、经济和社会效益、一

期工程的建设范围、建设方案、实施计划、技术

创新成果和科研工作等为主要内容，籍以为行业

和有关专业技术人士提供对整个项目较为全面的

了解和持续的关注。

1 建设背景

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长

江干线的水运交通大动脉作用愈加明显。国家从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建设长江口12.5 m深水航道，

历经12年，2010年建成开通运行。2011年1月，12.5 
m深水航道又上延至江苏太仓。随着12.5 m深水

航道的建成，江苏太仓以下的长江航道能满足第

三、四代集装箱船和5万吨级船舶全潮双向通航的

要求，同时兼顾满足第五、六代大型远洋集装箱

船和10万吨级散货船及20万吨级散货船减载乘潮

通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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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三角地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江苏省沿江产业带不断形成，因此迫切需要进一

步发挥沿江港口和深水航道优势。为认真贯彻加

强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国家战略，推进低碳经

济，全面实现《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交

通运输部和江苏省决定联合组织实施长江南京以

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工程，并在2011年4月联

合成立了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领导小

组，并组建了建设工程指挥部，全面负责长江干

线太仓—南京段12.5 m深水航道建设管理工作。

2 建设规模和建设思路

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范围为长江

干线南京—太仓河段，全长约280 km，共包含11
个水道，其中仪征、和畅洲、口岸直、福姜沙、

通州沙和白茆沙6个水道因河势不稳定、滩槽变化

等原因，不能满足12.5 m水深要求。工程建设的目

的主要是通过对这6个水道进行整治，达到12.5 m
深水航道自开通的太仓再上溯贯通至南京。

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是

“十二五”期全国内河水运投资规模最大、技术

最复杂的国家重大工程，也是继长江口深水航道

治理工程之后的又一重大水运工程，在全国水运

建设历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

该工程项目按照“整体规划、分期实施、自

下而上、先通后畅”的建设思路，拟分3期分步组

织实施。

一期工程：对太仓—南通河段（约56 km）的

通州沙、白茆沙水道先行实施航道治理，并辅以

疏浚维护措施，实现太仓—南通河段航道水深达

到12.5 m的建设目标。工程总投资约51.7亿元，工

期3年，预计在2015年内完成工程。

二期工程：对南通—南京河段（约224 km）

的仪征、和畅洲、口岸直、福姜沙水道实施洲滩

关键控制工程或航道治理工程，并结合疏浚维护

措施，初步实现贯通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的建

设目标。工程总投资约70亿～75亿元。工程争取

能在2013年底前开工建设，2015年底完成工程建

设内容。

三期工程：根据一、二期工程的建设效果和

局部河段河势变化等情况，在“十二五”后再相

继实施太仓—南京段航道治理后续工程，根据实

际情况和需要进一步改善航道条件，同时加强航

道疏浚维护，保障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安全、

稳定运行。

3 经济社会效益

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是一

项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建成后具有显著的经济

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1）直接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以江苏省统计局

的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据测算，平均每年可递

增沿江港口吞吐量约1.3亿t，可直接拉动沿江地区

国民生产总值GDP约238亿元，直接增加沿江地区

经济111亿元，新增就业岗位约16.4万个。

2）可显著降低沿江企业物流成本。主要受益

货种为集装箱、进口铁砂石、煤炭、粮食、原油

等，项目建成当年即可直接降低沿江企业物流成

本23亿元。

3）节能减排效果明显。船舶大型化和船舶实

载率都有提高，根据工程实施前后长江江苏段船

型及运量结构变化测算，项目实施后每年可节约

海运油耗21.6万t，相应减少碳排放量约65万t。
4）提高沿江港口效益。江苏省沿江地区已布

局建设了100个5万吨级及以上的码头泊位，由于

现有航道水深仅为10.8 m，3万吨级以上船舶只能

减载通航，这些码头的靠泊能力不能得到有效发

挥。项目建成后，5万吨级船舶可直达南京，从而

有效提高各港口的营运效益。

5）有助于提高航道通过能力。航道水深的提

高能促进船舶大型化发展，促进航道通过能力的

提高，长江南京以下河段的航道通过能力将在现

有基础上提高1倍。

6）有力拉升长江的水路综合运输大通道能

力，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建设好长江等重要内河水

运的重大战略部署，增强沿江深水港口的对外运

输枢纽功能，并加速沿江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4 一期工程建设方案和实施计划

一期工程先行治理长江干线太仓—南通约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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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河段的航道通航条件，主要实施建设通州沙下

段至狼山沙尾部、白茆沙中上段等整治工程，并

辅以必要的疏浚工程，建成由苏州港太仓荡茜闸

至南通港天生港区的12.5 m深水航道（图1）。

肖大选：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暨一期工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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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期工程平面布置

工程建成后，太仓—南通段可满足5万吨级集

装箱船舶（实载吃水≤11.5 m）全潮，5万吨级散

货船、油船乘潮双向通航以及10万吨级及以上海

轮减载乘潮通航要求。

工程沿用现行10.8 m深水航道走向，自上而

下依次选择通州沙东水道、狼山沙东水道、白茆

沙南水道作为12.5 m深水航道建设通道，上端点位

于南通天生港区华能电厂码头水域，下端点位于

太仓荡茜闸水域，并与长江口12.5 m深水航道上

延段平顺相接。航道轴线全长57.2 km，沿程设置   
11个转折点，最大转折角为29°。

工程的整治目标为遏制现行航道向不利趋

势发展、维持洲滩关键部位的稳定、改善航道条

件，整治原则为“固滩，稳槽，导流，增深”。

一期工程新建潜堤34.95 km，丁坝11座，护

堤坝4座；对通州沙北侧两处区域和白茆沙南侧两

处区域进行疏浚，疏浚区总长度约为6.4 km；加固

护岸2 km；配备相应的导助航设施及其他相关配

套设施。其中：

1）通州沙整治工程：主要布置在通州沙下段

左缘和狼山沙左缘及尾部，采用潜堤和丁坝相结

合的整治建筑物布置方案。潜堤长度18.0 km，丁

坝8座（长度330～500 m）；

2）白茆沙整治工程：主要布置在白茆沙中上

段，采用潜堤、丁坝和护堤坝相结合的整治建筑

物布置方案。潜堤长度16.95 km，丁坝3座（长度

800～1 600 m），护堤坝4座（长度均为100 m）。

工程建设工期为3年。在实施顺序上，先实施

整治建筑物工程（工期约28个月），再实施浚工

程和其它配套设施工程，计划2015年年内实现太

仓—南通12.5 m深水航道的贯通。

5 一期工程的技术创新和科研工作

根据交通运输部“将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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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作为我国内河航道整治技术创新平台”

的要求，指挥部根据一期工程的河段特征、技术

难点和工程需要，组织国内优秀的科研设计队

伍，主要从3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和科研工作。

5.1 河段演变特征及航道整治方案研究

一期工程的建设范围是长江干线的太仓—南

通段，处于长江下游的潮汐河段，受径流和潮流

的共同作用，工程河段水沙运动机理和河床变化

复杂，水流呈往复流形态，泥沙来源于上、下游

及北支倒灌等多种途径，河床的活动性大，汊道

众多，浅滩交错，呈现多滩多槽格局，多年来滩

槽演变频繁，洲滩冲刷崩退，河床演变规律极难

掌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航道管理部门

和有关科研单位开展了大量的勘测、研究工作。

2011年4月指挥部成立后，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

入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首先采用大量观测新技

术全面开展了工程河段的原型观测，特别是暗沙

浅滩的水沙运移观测，为工程方案研究提供了较

为全面的现场观测资料；其次组织设计、科研单

位开展了大量数模、物模等专题研究，深化工程

河段水沙运动规律和河床演变规律研究。

由于大型潮汐河段的航道整治技术在我国尚

不完善，目前仅能借用径流河段或河口的整治经

验，所以对于一期工程既不同于径流河段，又不

同于河口，受径流和潮流作用均较强，水沙运动

频繁、滩槽演变复杂的河段，历史上并无系统整

治的经验可供借鉴。为此，指挥部组织有关设计

和科研单位持续开展工程方案优化研究，以丰富

的科研成果支撑工程设计方案。

5.2 航道整治建筑物结构研究

工程河段由于水沙运动复杂，对工程的整

治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提出了较之其它工程

更高的标准。建成后的整治工程既要保证经受住

往复流和波浪的冲击不被破坏，又要适应河床演

变的规律，保证工程整治效果，这对工程的结构

设计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为了达到建设目标，

指挥部组织设计单位进行科研攻关，开展了符合

工程特点的整治建筑物结构研究，推出了齿形构

件、半圆体构件和抛石混合结构，较好地满足了

工程对结构的高水平要求。同时，还根据工程范

围的河床形态、水流特征、滩槽格局等参数开展

了护底余排的研究。

一期工程的工程量大，施工强度高，保障难

度大。一期工程将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约40 km

的整治建筑物施工；土工布用量约为2 000万m2，

与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用量相当；堤身结

构除传统的抛石斜坡堤外还根据各部位波浪、水

深、地质情况不同，创新采用了半圆型混合堤和

齿形构件混合堤结构形式，既能缓解块石用量巨

大而江苏本地缺乏石料来源的矛盾，还能有效提

高结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3 生态航道建设技术研究

为了贯彻《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环境保护

“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要求，在一期工程建设

中开展生态航道建设技术研究，加强工程建设中

的生态保护，实施重大工程生态修复措施，从工

程结构、施工工艺、过程管理等多个角度入手，

尤其是开展了生态软体排专项研究，进行航道工

程的生态建设技术探索。

6 结语

长江航道条件十分复杂，治理工程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指挥部将在前期工作和设计阶段重视

动态管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现场观测，提升

动态管理水平，充分调动和发挥我国现有科研、

设计、施工、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能力，把

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打造成为

“科学发展、管理规范、质量优良、科技创新、

廉洁安全、效益显著”的优质示范工程。

（本文编辑 郭雪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