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 月
第 1 期 总第 487 期

水运工程
Port  &  Waterway Engineering

Jan. 2014
No. 1 Serial No. 487

长江干线安徽省境内俗称“800里皖江”。皖

江黄金水道已成为安徽沿江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沿

江产业带形成的重要支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纽带和沿江综合运输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1-5]。

裕溪口水道为皖江段支汊航道，是安徽省

“两干三支”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中，合裕线航道

的入江口，是省会合肥通江达海的主通道。2011年   
9月28日，裕溪口水道下段（运漕河口—裕溪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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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正式开放为公用航道，由长江航道部门进行

统一维护和定期公布维护尺度。水道开放近1年
来，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6]。但裕溪口水道

上段因航道条件较差且复杂多变，一直作为小轮

航道维护，未设标开放。为了提高裕溪口水道航

道通过能力，充分发挥合裕线的综合效益，实现合

裕线与芜申运河航道及长三角水网的无缝对接，开

通裕溪口水道上段为公用航道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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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裕溪口水道上段的航道自然条件出

发，通过对不同年份河床演变分析、航道尺度核

查及水位统计分析，提出水道开放的可行性及开

通方案。

1 裕溪口水道上段航道概况

裕溪口水道位于芜裕河段，该段上承黑沙洲

河段，下接马鞍山河段江心洲汊道。裕溪口水道上

起芜湖长江大桥，下至陈家洲尾，全长约15.8 km，

以运漕河口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上起芜湖长

江大桥，下至运漕河口，又称为裕溪口水道进口

段，长约4.8 km；下段上起裕溪河口下至陈家洲

尾，长约11 km，由曹姑洲左汊、陈家洲左汊及陈

家洲北水道组成。其中运漕河口至贮木码头又称

为河口段，长约3 km，贮木码头至陈家洲尾又称

为出口段，长约8 km。从整体形态上看，裕溪口

水道上段相对顺直、宽浅，下段弯曲、窄深，平

均河宽760 m。裕溪口水道河道概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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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裕溪口水道河道概况

2011年9月28日，裕溪口水道下段试运行开通

为公用航道并作为副航道维护，开放起讫点为运

漕河口至裕溪口下出口处，航道维护尺度：枯水

期（芜湖水位2 m以下）水深3.0 m，航宽100 m；

中洪水期（芜湖水位2 m以上）水深4.5 m，航宽

100 m。当遇到特殊水文年或出现河道变化剧烈，

难以保证航道尺度时，将根据实际情况降低航道

维护尺度或按实际水深进行维护。裕溪口水道上

段航道条件较差，长期以来未设标开放。

裕溪口水道位于芜湖港裕溪口港区。该港区

为大型铁水煤炭中转港。目前港区主要码头集中

于运漕河口下游，共有16 个泊位，最大靠泊吨级

为5 000吨级。 
裕溪口水道起点处建有芜湖长江大桥，水道

上段设置有芜湖港储裕上锚地。

2 近期演变情况

2.1 分流比变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裕溪汊道分流、分沙

的变化，引起汊道发生较大的冲淤变形。曹姑洲

左汊、陈家洲左汊都经历了由衰退转为发展的过

程。1959—1975年左汊分流比减小，1975年以后

逐渐回升，2010年9月水文资料表明，曹姑洲左汊

分流比为26.8%，右汊为73.2%，陈家洲左汊分流

比为16%，右汊为84%，基本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

中期的分流比。

2.2 5 m深槽变化

裕溪口水道多年来5 m深槽不通，断开位置主

要位于进口段及河口段，两区段5 m深槽冲淤变化

较为频繁。

1）进口段。

1980—1992年，深槽整体呈冲刷下延，展宽

趋势，1980年时深槽尾部位于芜湖大桥上1 200 m
处，至1992年尾部已下延至运漕河口，进口段5 m
深槽贯通；1992—1998年，深槽淤积右摆，尾部

上提至私盐港附近；1998—2011年，深槽再次冲刷

展宽，尾部再次下延至运漕河口；2011—2012年，

深槽尾部仍位于运漕河口附近，但私盐港以下深

槽左侧淤积明显，深槽宽度减小近一半（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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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口段。

1980年，5 m深槽贯通，头部位于运漕河口

附近；1986年，深槽头部淤积断开，分深槽为两

部分，下深槽头部下挫至二航水塔附近，上深槽

位于运漕河口对开河床偏右岸侧；1992年，下深槽

冲刷并右摆与上深槽连接贯通；1998年，深槽再次

淤积断开，下深槽左摆回1986年位置；2005年，深

槽基本变化不大；2008年，下深槽头部冲刷上提

约400 m，深槽宽度略有增大，上深槽淤积消失； 
2011年，深槽右侧略有淤积；2012年，深槽头部

淤积下挫约500 m，贮木码头对开附近深槽右侧大

幅冲刷，最大展宽约300 m。

3）出口段。

1980年，深槽曾断开多处，1986年后深槽基

本贯通，深槽变化主要集中在张家湾以上区段。

1986—1992年，张家湾以上深槽右侧淤积，深

槽宽度平均缩窄150 m；1992—1998年，深槽左

摆，宽度略有增大；1998—2012年，深槽整体变

化不大。

4）新沙洲—曹姑洲夹槽。

新沙洲与曹姑洲间存在夹槽，该夹槽变化对

裕溪口水道与西华水道分流比变化有一定影响。

1998—2008年，夹槽不断冲刷发展，2008年时5 m
深槽贯通；2008—2012年，随着新沙洲向下游淤

涨，夹槽明显淤积束窄，5 m深槽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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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裕溪口水道上段5 m等深线变化

3 开通公用航道的可行性分析

3.1 航道条件

为充分了解裕溪口水道上段航道条件及其变

化规律，选取裕溪口水道2000年以来测图，核查

3 m和4 m等深线情况。如果等深线贯通，则统计

贯通的最小宽度；如果等深线不贯通，则统计等

深线断开距离。核查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裕溪口水道上段航道核查情况

测量日期
测时水位/

m
3 m等深线

最小宽度

4 m等深线

最小宽度

2000-05-17—05-28 2.35~3.12 约700 m不通 约1 300 m不通

2004-07-14—07-19 5.82~6.17 约1 700 m不通 约2 400 m不通

2008-05-30—06-15 2.65~3.28 约400 m不通 约1 700 m不通

2010-08-09—08-12 7.70~8.05 60 m 约1 200 m不通

2011-05-04—05-08 1.15~2.07 300 m 约750 m不通

2012-07-17—07-19 6.95~7.30 290 m 约780 m不通

从表1中可以看出，裕溪口水道上段航道条件

较差，4 m等深线常年不通，3 m等深线2010年前

基本不通，2010年后开始贯通，近2年3 m线宽度

均在300 m左右。航道条件最差位置基本在裕溪口

水道上下段交界即运漕河口对开附近，2008年后

有向下游缓慢移动的趋势。若现有条件能够保持

稳定，具备开通一定等级航道的自然条件。

3.2 水位利用

由于水道周边无常年水位站，故选取临近的

芜湖水位站数据进行水位分析。选取芜湖水位站

近20多年的日最低水位统计资料，将水位划为枯

水期（12月和次年1月、2月、3月）、中水期（4
月、5月、10月、11月）、洪水期（6月、7月、8
月、9月）3个阶段，统计95％和98％保证率情况

下的水位可利用情况。

结果表明，裕溪口水道枯水期可利用的水位

较小，中水期可利用1～1.5 m的水位，洪水期可利

用2～3 m的水位。

3.3 通航可行性

裕溪口水道上段若开通为公用航道，需通过

芜湖长江大桥桥区与主航道相连。因此，有必要

对桥区通航条件进行分析。

芜湖长江大桥共 l 5墩 1 4孔，目前开放有        
10孔、11孔和12孔航道。与裕溪口水道相连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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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为4#～7#孔，桥孔宽度均为144 m。

从通航净空上看，芜湖长江大桥各桥孔通航

净空为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上24 m，能满足设计代

表船型及兼顾船型航行要求；从桥孔航道条件上

看，根据历年测图分析，芜湖大桥4#～7#孔航道条

件较好，5 m深槽常年贯通，桥孔宽度均在100 m
以上，具备开放为通航桥孔的航道条件；从通航

安全上看，裕溪口水道上段若开通为公用航道，

需通过芜湖长江大桥桥区与主航道相连。目前芜

湖大桥与裕溪口水道相连的4#～7#孔均未开通为

通航桥孔，桥墩防撞性能、耐久性及稳定性能否

满足通航要求需进行专项验证。同时，通航桥孔

的开通还涉及桥区航道通航安全、航标配布调整

等问题。因此，裕溪口水道上段若开通为公用航

道，还需对芜湖大桥桥区通航安全及航道布置进

行专题研究。

3.4 综合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裕溪口水道上段按照现有

的航道自然条件并考虑利用一定的水位，具备开通

一定等级航道的条件。但该水道开通涉及芜湖长江

大桥桥区通航环境改变，其开通可行性还需通过对

大桥通航安全及航道布置进行专题研究后确定。

4 开通方案研究

4.1 开通起讫点

裕溪口水道上段开通起点为芜湖长江大桥，

终点为运漕河口，起点具体桥孔需在对各桥孔通

航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估后确定。

4.2 航道维护尺度

4.2.1 航道标准尺度计算

1）设计代表船型。

根据裕溪口水道目前通航现状和航道自然条

件，经综合比较选取1 500吨级滚装船作为裕溪口

水道上段的设计代表船型，3 000吨级驳船作为兼

顾船型（表2）。

根据GB 50139—2004《内河通航标准》中航

道水深计算方法，取富裕水深为0.5 m，可得出按

设计代表船型计算，航道水深为2.9 m，取3.0 m；

按兼顾船型计算，航道水深为4.5 m。

3）航道宽度。

根据GB 50139—2004《内河通航标准》中双

向通航航道宽度计算方法，按设计代表船型计算，

航道宽度为67 m，按兼顾船型计算，航道宽度为75 
m，考虑到一定富余量，取航道宽度为100 m。

4.2.2 航道维护尺度确定

1）航道水深。

从水道现有航道条件看，枯水期3 m等深线贯

通，航道实际水深能满足设计代表船型的通航要

求，洪水期利用约1.5 m的水位，航道实际水深能

满足兼顾船型的通航要求。故根据航道标准尺度

计算结果，并考虑到与已开通的裕溪口水道下段

维护尺度相互协调，制定维护水深如下：中枯水

期（10月至次年5月），维护水深3.0 m；洪水期（6
月至9月），维护水深4.5 m。

2）航道维护宽度。

从水道航道条件分析看，3 m等深线宽度基本

在100 m以上，能满足设计代表船型和兼顾船型双

向通航要求，故取航道维护宽度为100 m。

3）航道弯曲半径。

根据长江下游对航道弯曲半径的要求，取     
1 050 m。

4）当遇到特殊水文年或出现河道变化剧烈，

难以保证航道尺度时，将根据实际情况降低航道

维护尺度或按实际水深进行维护。

5 结论

1）裕溪口水道上段近2年航道条件有所改

善，按照现有的航道自然条件并考虑利用一定的

水位，具备开通一定等级航道的条件。

2）裕溪口水道上段开通涉及芜湖长江大桥桥

区通航环境改变，其开通可行性需通过对桥区通

航安全及航道布置进行专题研究后确定。

3）基于现有航道条件和运输船型现状，建议裕

溪口水道上段开通后航道维护尺度与下段保持一致。

表2 设计船型尺度       m
船型 型长 型宽 型深 满载吃水

1 500吨级滚装船（设计代表船型） 75.0 14.6 4.0 2.4

3 000吨级驳船（兼顾船型） 90.0 16.2 5.8 4.0

（下转第122页）2）航道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