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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前长江口整体基本上处于自然控制

状态，1998年以后，随着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

程和周边涉水建筑物的多轮次建设，以及上游来

流和长江口整体的河口海洋环境剧烈变化，长江

口的水动力特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这些变化反

过来又对航道的动力和潮波特性产生影响，因此

有必要对长江口的水动力特性变化进行分析。分

析不同因素对长江口水动力特性的变化的影响。

在上游径流量、外海潮差、工程设施变化的

条件下，长江口的水动力特性都会有所改变，了

解不同水文和工程条件下的水动力特性将会对航

道整治工程的建设提供指导性意见。本文利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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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模拟计算和分析了不同径流量、潮差和

工程条件下的长江口水动力特性变化。

1 计算模型及计算条件简介

利用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自主研

发的“长江口航道维护管理核心计算平台”

（S W E M 2 D / 3 D）中的二维潮流数学模型 [ 2 - 4 ]

（国家版权局软著登字第1 2 0 6 2 9号，登记号

2008SR33450）进行计算。该模型具有能较好的

模拟长江口复杂的岸线，物理量守恒，精度和计

算效率高等特点，已经应用于多项长江口工程，

较为成熟。计算网格见图1，统计断面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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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潮型条件下水流特性变化与分析

计算地形采用2010年地形，计算统计不同潮

型条件下长江口各汊道径流量和潮流量的分配情

图1 计算网格 图2 潮量统计断面

况。流量选用30000 m3/s（代表年平均径流量）。

分别统计大、中、小潮25h的涨落潮量、净泄量以

及涨落潮分流比（表1）。

 表1 不同潮型条件下各汊道涨落潮量和净泄量分配

潮位 汊道 落潮量/亿m3 落潮分流比/% 涨潮量/亿m3 涨潮分流比/% 净泄量/亿m3 净泄量分配/%

大潮

北支 1.29 2.87 0.44 2.13 0.86 3.48

南支 43.71 97.13 19.96 97.87 23.75 96.52

南港 35.07 51.05 24.79 55.73 10.28 42.45

北港 33.63 48.95 19.69 44.27 13.94 57.55

北槽(上) 14.22 40.06 9.11 36.28 5.12 49.14

南槽(上) 21.29 59.94 15.99 63.72 5.30 50.86

北槽(下) 21.45 47.16 11.77 32.97 9.68 98.82

南槽(下) 24.04 52.84 23.93 67.03 0.12 1.18

横沙 1.80 4.61 2.28 9.58 -0.48 0.00

北港(下) 30.51 78.08 16.35 68.78 14.16 89.72

北港(窜沟) 6.77 17.31 5.14 21.63 1.62 10.28

中潮

北支 0.92 2.41 0.50 3.67 0.41 1.70

南支 37.08 97.59 13.24 96.33 23.83 98.30

南港 29.05 51.76 17.39 55.84 11.66 46.68

北港 27.07 48.24 13.76 44.16 13.32 53.32

北槽(上) 10.88 37.03 5.46 31.02 5.42 46.01

南槽(上) 18.50 62.97 12.14 68.98 6.36 53.99

北槽(下) 16.60 45.16 7.34 30.22 9.26 74.30

南槽(下) 20.15 54.84 16.95 69.78 3.20 25.70

横沙 1.71 5.65 1.57 9.61 0.13 0.97

北港(下) 23.42 77.64 10.88 66.54 12.55 90.76

北港(窜沟) 5.04 16.71 3.90 23.85 1.14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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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不同径流量条件下各汊道涨落潮量和净泄量分配

流量/(m3·s-1) 汊道 落潮量/亿m3 落潮分流比/% 涨潮量/亿m3 涨潮分流比/% 净泄量/亿m3 净泄量分配/%

10 000

北支 12.34 3.10 9.95 3.67 2.39 1.88

南支 385.72 96.90 261.28 96.33 124.44 98.12

南港 349.09 51.05 301.53 54.58 47.56 36.20

北港 334.73 48.95 250.90 45.42 83.83 63.80

北槽(上) 139.82 38.26 100.45 32.24 39.37 73.07

南槽(上) 225.65 61.74 211.14 67.76 14.51 26.93

北槽(下) 210.04 45.34 141.12 33.68 68.93 100.00

南槽(下) 253.21 54.66 277.85 66.32 -24.64 0.00

横沙 23.24 5.85 26.94 8.91 -3.70 0.00

北港(下) 309.42 77.92 210.54 69.63 98.88 100.00

北港(窜沟) 64.46 16.23 64.87 21.46 -0.41 0.00

潮位 汊道 落潮量/亿m3 落潮分流比/% 涨潮量/亿m3 涨潮分流比/% 净泄量/亿m3 净泄量分配/%

小潮

北支 1.01 3.12 0.24 4.63 0.78 2.84

南支 31.43 96.88 4.87 95.37 26.56 97.16

南港 21.78 50.74 9.03 54.65 12.76 48.29

北港 21.15 49.26 7.49 45.35 13.66 51.71

北槽(上) 8.45 37.00 2.50 22.89 5.95 49.89

南槽(上) 14.39 63.00 8.41 77.11 5.98 50.11

北槽(下) 12.32 45.26 3.05 22.07 9.28 69.16

南槽(下) 14.90 54.74 10.77 77.93 4.14 30.84

横沙 1.76 7.44 1.49 14.09 0.27 2.07

北港(下) 18.17 76.84 6.48 61.32 11.69 89.39

北港(窜沟) 3.72 15.72 2.60 24.59 1.12 8.54

续表1

从长江口各汊道大、中、小潮涨落潮量、净

泄量分配以及分流比的统计结果看，在大、中、

小潮时，南支净泄量分配比例分别为：96.52%，

98.30%，97.16%，北港净泄量分配比例分别为：

57.55%，53.32%，51.71%，北槽上断面净泄量分

配比例分别为：49.14%，46.01%，49.89%；南支

落潮分流比分别为：97.13%，97.59%，96.88%，

北港落潮分流比分别为：48.95%，48.24%，

4 9 . 2 6 %，北槽上断面落潮分流比分别为：

40.06%，37.03%，37.00%；南支涨潮分流比分别

为：97.87%，96.33%，95.37%，北港涨潮分流比

分别为：44.27%，44.16%，45.35%；北槽上断面

落潮分流比分别为：36.28%，31.02%，22.89%。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潮差增加：净泄量分配比例：北港递增，

南北支、南北槽没有明显规的规律性；落潮分流

比：各汊道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涨潮分流比：各

汊道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在相同地形和工程条件下（本文以三期工程

条件为例），各汊道涨落潮量分流比及净泄量分

配比例随潮型不同没有明显的规律变化。

3 不同径流条件下水流特性变化与分析

计算地形采用2010年地形，计算统计不同径

流量条件下的长江口各汊道的净泄量和涨落潮量

的分配情况。流量选用10 000 m3/s（代表枯季流

量），50 000 m3/s（代表洪季流量），30 000 m3/s
（代表年平均流量）。统计15 d各汊道不同流量条

件下的涨落潮量和净泄量在各汊道的分配。统计

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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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流量/(m3·s-1) 汊道 落潮量/亿m3 落潮分流比/% 涨潮量/亿m3 涨潮分流比/% 净泄量/亿m3 净泄量分配/%

30 000

北支 15.68 2.71 4.12 1.99 11.56 3.11

南支 562.95 97.29 202.63 98.01 360.32 96.89

南港 434.32 50.58 268.42 55.52 165.90 44.22

北港 424.35 49.42 215.05 44.48 209.30 55.78

北槽(上) 172.34 38.69 92.07 33.04 80.26 48.13

南槽(上) 273.13 61.31 186.63 66.96 86.50 51.87

北槽(下) 250.64 45.44 120.42 31.34 130.22 77.79

南槽(下) 300.98 54.56 263.79 68.66 37.19 22.21

横沙 25.30 5.18 26.60 9.92 -1.30 0.00

北港(下) 380.75 77.96 178.20 66.43 202.55 91.46

北港(窜沟) 82.35 16.86 63.45 23.65 18.90 8.54

50 000

北支 23.21 3.05 1.02 0.68 22.19 3.63

南支 738.46 96.95 148.80 99.32 589.66 96.37

南港 514.60 50.37 230.89 56.40 283.71 46.34

北港 507.05 49.63 178.46 43.60 328.59 53.66

北槽(上) 204.29 39.22 82.67 33.97 121.62 43.84

南槽(上) 316.54 60.78 160.72 66.03 155.82 56.16

北槽(下) 292.09 45.63 103.09 29.61 189.00 64.73

南槽(下) 348.08 54.37 245.11 70.39 102.97 35.27

横沙 27.92 4.88 26.11 11.08 1.80 0.54

北港(下) 443.78 77.55 150.07 63.66 293.70 87.27

北港(窜沟) 100.58 17.58 59.54 25.26 41.04 12.19

从不同径流量条件下的长江口各汊道的

净泄量和涨落潮量的统计结果看，径流量由

10 000m3/s，30 000m3/s，50 000m3/s变化时，南

支净泄量分配比例分别为：98.12%，96.89%，

96.37%，北港净泄量分配比例分别为：63.86%，

55.78%，53.66%，北槽上断面净泄量分配比例分

别为：73.07%，48.13%，43.84%；南支落潮分流

比分别为：96.90%，97.29%，96.95%，北港落潮

分流比分别为：48.95%，49.42%，49.63%，北

槽上断面落潮分流比分别为：38.26%，38.69%，

39.22%；南支涨潮分流比分别为：96.33%，

98 .01%，99.32%，北港落潮分流比分别为：

45.42%，44.48%，43.60%，北槽上断面落潮分流

比分别为：32.24%，33.04%，33.97%。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径流量增加：净泄量分配比例为北港递减，

北槽递减，南支递减；落潮量分流比为北港递

增，北槽递增；涨潮量分流比为南支递增，北港

递减，北槽递增。

在相同地形和工程条件下（以三期工程条件

为例），各汊道净泄量分配比例随径流量增加，

北港和北槽均递减；涨潮分流比北港呈减小趋

势，北槽递增；落潮分流比北港递增，北槽上断

面递增。

          
4 工程影响下的水流特性变化与分析

计算地形采用1998年和2008年地形和工程， 
分别计算30 000 m3/s径流量条件，统计15 d的长江

口各汊道涨落潮量及净泄量的分配。统计结果见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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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结果看，长江口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后

和无工程的自然条件相比，北槽的净泄量所占比

例明显减小，由70.5%变为43.9%；南港的净泄量

所占比例有所减小，减小幅值较小，由46.6%减

小为45.7%；南支净泄量所占比例有所增加，由

92.8%增大为99.2%。北槽工程增大了水流阻力，使

得工程上游产生雍水，从而净泄量所占比例减小。

北槽的落潮和涨潮分流比明显减小，和现场

观测结果一致（图3），北槽上断面落潮分流比

由62.67%变为39.51%，北槽下断面落潮分流比由

54.28%减小为46.34%，北槽上断面涨潮分流比由

56.96%减小为36.74%，北槽下断面涨潮分流比由

36.09%减小为33.51%；南港的落潮和涨潮分流比

略有减小，落潮分流比由51.41%减小为50.98%，

涨潮分流比由55.74%减小为55.51%；南支落潮和

涨潮分流比有所增加，落潮分流比由92.01%增大

为97.51%，涨潮分流比由93.46%增大为94.67%。

由以上统计数据可知，由于长江口深水航道

的工程建设，北槽的净泄量所占比例、涨落潮分

流比明显减小；南港净泄量所占比例、涨落潮分

表3 不同工程条件下各汊道涨落潮量和净泄量分配 
工程条件 汊道 落潮量/亿m3 落潮分流比/% 涨潮量/亿m3 涨潮分流比/% 净泄量/亿m3 净泄量分配/%

1998年地形+无
工程

北支 35.86 7.99 9.11 6.54 26.75 8.6

南支 412.90 92.01 130.17 93.46 282.73 91.4

南港 354.21 51.41 201.05 55.74 153.16 46.6

北港 334.83 48.59 159.62 44.26 175.21 53.4

北槽(上) 232.43 62.67 122.17 56.96 110.26 70.5

南槽(上) 138.47 37.33 92.31 43.04 46.16 29.5

北槽(下) 226.31 54.28 102.48 36.09 123.83 93.1

南槽(下) 190.66 45.72 181.45 63.91 9.21 6.9

北港(下) 363.84 85.38 180.01 79.45 183.83 92.1

北港(窜沟) 62.31 14.62 46.56 20.55 15.76 7.9

2008年地形+二
期工程

北支 11.80 2.49 9.29 5.33 2.51 0.8

南支 461.40 97.51 165.06 94.67 296.34 99.2

南港 434.57 50.98 263.86 55.15 170.72 45.7

北港 417.81 49.02 214.58 44.85 203.23 54.3

北槽(上) 170.01 39.51 97.12 36.74 72.89 43.9

南槽(上) 260.24 60.49 167.24 63.26 93.00 56.1

北槽(下) 250.20 46.34 120.10 33.51 130.10 71.7

南槽(下) 289.76 53.66 238.29 66.49 51.47 28.3

北港(下) 349.34 80.73 171.19 75.78 178.15 86.1

北港(窜沟) 83.37 19.27 54.72 24.22 28.65 13.9

流比有所减小，减幅不大；南支的净泄量所占比

例、涨落潮分流比均有所增加（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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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槽下断面落潮分流、分沙比变化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长江口深水航道工程对

水量在各汊道的分配影响范围主要在南北槽，南

北港及以上河段影响较小。

5 结论

1）在相同地形和工程条件下（以三期工程

条件为例），潮差增加：净泄量分配比例：北港

递增，南北支、南北槽没有明显规的规律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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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分流比：各汊道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涨潮分流

比：各汊道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2）在相同地形和工程条件下（本文以三期工

程条件为例），径流量增加：净泄量分配比例：

北港递减，北槽递减，南支递减；落潮量分流

比：北港递增，北槽递增；涨潮量分流比：南支

递增，北港递减，北槽递增。

3）由于长江口深水航道的工程建设，北槽的

净泄量所占比例、涨落潮分流比明显减小；南港

净泄量所占比例、涨落潮分流比有所减小，减幅

不大；南支的净泄量所占比例、涨落潮分流比均

有所增加。由此可知，长江口深水航道工程对水

量在各汊道的分配影响范围主要在南北槽，南北

港及以上河段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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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局中标漳州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填海造地工程

·消  息·

近日，三航局中标漳州液化天然气项目接收站填海造地工程，中标金额为3.36亿元，工期20个月。

该项目位于福建省漳州龙海市兴古湾，在填海范围边线处布置东、南、西护岸共3座，北侧及西侧北

段布置护坡。护岸和护坡合围地块为接收站陆域用地，规划陆域形成总面积约39.3万m2新建护岸总长为1 
359.8 m，临时隔堤长400 m，陆域形成交地高程为8 m。主要工程包括港池疏浚、护岸工程、陆域形成、

地基处理及排水口结构等。 
 该项目是漳州液化天然气项目接收站工程的起步工程，为接收站设施建设提供建设用地。项目建成

后，有利于促进龙海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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