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水运工程 Ｎｏｖ ２０１６
第 １１ 期　 总第 ５２２ 期 Ｐｏｒｔ ＆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 １１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５２２

开敞海域淤泥质深水航道

设计年回淤量计算方法及应用∗

应　 铭ꎬ 马兴华ꎬ 张　 华ꎬ 丁　 琦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ꎬ 上海 ２００１２０)

摘要: 连云港港深水航道是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的典型ꎮ 航道回淤规律和实践表明ꎬ 连云港淤泥质浅滩深水

航道中风天回淤量为航道回淤的主体ꎬ 占年回淤总量的 ６０％左右ꎮ 由于中风天频率年际变化较大ꎬ 导致航道年际回淤水平

变幅较大ꎮ 现有设计回淤量计算模式均未考虑风天分级ꎮ 提出了 “按小、 中、 大 ３ 个概化波浪动力计算回淤强度、 再组合

各自波浪频率得到设计回淤量” 的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设计年回淤量计算方法ꎮ 该方法能够较为合理地体现全年

波浪水平和波浪频率年际间差异对年回淤量的影响程度ꎬ 显著提高了设计年回淤量预报精度ꎬ 为合理确定开敞海域淤泥质

浅滩深水航道的设计年回淤量水平和变化范围、 正确评价航道的稳定性和技术可行性提供科学依据ꎮ 经连云港区 ２５ 万吨级

航道和徐圩港区 １０ 万吨级航道工程实践检验ꎬ 预报回淤量与实际回淤量偏差不超过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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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港深水航道是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

航道的典型ꎮ 航道回淤规律研究和实践表明 １￣９ :

１) 航道回淤以悬沙落淤为主ꎬ 回淤物质主要来源

于附近滩面ꎮ ２) 航道回淤的动力条件为浅滩波浪

掀沙、 潮流输沙ꎬ 航道区域流速下降导致挟沙力

不足而引起悬沙落淤ꎮ ３) 航道回淤沿程分布与滩

面水深、 航槽水深和滩槽高差具有较好的相关性ꎬ

回淤峰值区段位于常年破波带范围ꎬ 是较高含沙

量水平、 较大滩槽高差、 与航道交角较大的横向潮

流 ３ 方面因素造成的ꎮ ４) 大风天对通航产生实质

性影响的回淤强度不超过 ０ ３ ｍ∕次ꎬ 不存在骤淤

碍航风险ꎬ 且多年平均大风天出现次数仅 １ １３ 次∕ａꎬ

大风天回淤仅占年回淤总量的 １０％ꎻ 中风天尽管

回淤强度小于大风天但频率较高ꎬ 导致中风天回

淤量成为航道回淤的主体ꎬ 占年回淤总量的 ６０％ꎬ

由于中风天频率年际变化较大ꎬ 导致航道年际回

淤水平变幅较大ꎮ

目前航道设计年回淤量计算有以下 ３ 种模式:

１) 第 １ 种模式 １０￣１４ : 航道设计年回淤量＝多年平均

含沙量条件下的年回淤量ꎮ ２) 第 ２ 种模式 １５￣１６ :

航道设计年回淤量 ＝正常天气条件年回淤量＋大风

作用下的年骤淤量ꎮ 正常天气下年淤积量采用多

年平均含沙量计算ꎬ 大风作用下的年骤淤量采用

一定重现期大风计算ꎮ ３) 第 ３ 种模式 １７￣１９ : 航道

设计年回淤量＝正常天气条件年回淤量＋“三碰头”

条件回淤量ꎮ

第 １ 种模式一般用于无大风骤淤问题的情况ꎮ

该模式得到的预测航道年回淤量实际上是多年平

均的回淤量ꎬ 未反映年际间航道回淤量的差异ꎬ

实际上ꎬ 不同年份由于自然条件变化ꎬ 航道年回

淤量存在一定波动甚至是较大波动ꎬ 导致预测航

道年回淤量与实际年回淤量差异较大ꎮ

第 ２ 种模式一般用于粉沙质海岸航道ꎮ 正常

天气条件下回淤强度不大ꎬ 大风天回淤强度大以

至于会发生骤淤碍航问题ꎮ 典型案例有黄骅港进

港航道回淤计算ꎬ 采用多年平均含沙量计算正常

天气年回淤量ꎬ 再计算重现期为 １０ ａ 一遇的大风

天回淤量ꎮ 该模式通过计算不同重现期大风条件

下航道骤淤量ꎬ 可反映出大风条件差异对航道年

回淤量的影响ꎮ

第 ３ 种模式一般用于河口拦门沙航道ꎬ 台风、

天文大潮、 洪水遭遇ꎬ 对回淤贡献很大ꎮ 典型案

例有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和三期工程回淤量

预测计算ꎬ 采用多年平均含沙量计算年回淤强度ꎬ

同时计算极端条件下一次台风、 天文大潮、 洪水

“三碰头” 条件航道回淤量ꎮ

对连云港航道等开敞海域淤泥质海岸深水航

道而言ꎬ 中风天尽管回淤强度小于大风天ꎬ 但频

率高ꎬ 导致中风天回淤成为航道回淤的主体ꎬ 引

起年际回淤量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年际中风天频率

的差异ꎮ 由于中风天是常见天气过程ꎬ 不能采用

回淤计算的第 ２ 种模式的重现期概念进行研究ꎻ

并且连云港海域中风天频率年际变化较大ꎬ 导致

航道年际回淤水平变幅较大ꎮ 现有 ３ 种设计回淤

量计算模式均未考虑中风天回淤的问题ꎬ 不能反

映出连云港港航道等开敞海域淤泥质海岸航道年

回淤量的年际差异ꎬ 不能适应该类型航道回淤预

报的需要ꎮ

本研究针对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回

淤规律ꎬ 提出了 “按小、 中、 大 ３ 个概化波浪动

力计算回淤强度、 再组合各自波浪频率得到设计

回淤量” 的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设计年

回淤量计算方法ꎮ

１　 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航道设计年回淤量计算方法

１１　 计算模式的提出

研究开敞海域淤泥质航道设计年回淤量计算

模式ꎬ 需要从淤泥质航道回淤强度计算、 含沙量

与动力的基本关系入手ꎮ 刘家驹公式 １６ 反映了基

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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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 为航道回淤强度(ｍ∕ａ)ꎻ Ｓ 为平均含沙量

(ｋｇ∕ｍ３ )ꎻ ｖ１ 为潮流和风吹流的合成流速( ｍ∕ｓ)ꎻ

ｖ２为波浪水质点平均水平速度(ｍ∕ｓ)ꎮ

当潮流和风吹流的合成流速较小ꎬ 波浪较大

时ꎬ ｖ２≫ｖ１ꎮ 因此ꎬ Ｐ∝Ｓ(回淤强度与平均含沙量

成正相关关系)ꎬ Ｓ∝ｖ２
２(平均含沙量与波浪水质点

平均水平速度平方成正相关关系)ꎬ ｖ２∝Ｈ(波浪水

质点平均水平速度与波高成正相关关系)ꎮ 则ꎬ

Ｐ∝Ｈ２和 Ｓ∝Ｈ２(回淤强度和平均含沙量与波高的

平方成正相关关系)ꎮ 同时ꎬ 年平均波高的平方

Ｈ ２ ≠ １
ｎ ∑

ｎ

ｉ ＝ １
Ｈ２

ｉ (年平均波高平方不等于各级波浪波

高的平方和)ꎮ 故ꎬ 年回淤强度 Ｐ、 平均含沙量

Ｓ 不正比于年平均波高的平方Ｈ ２ꎮ

因此ꎬ 年平均波高不能代表年波浪条件对含

沙量的影响ꎬ 以及对航道回淤的贡献ꎻ 未体现波

浪频率年际间的变化所导致的航道回淤的动力条

件和含沙量条件的变化ꎬ 无法解释实际年回淤量

与设计年回淤量的差异ꎮ

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回淤主体是中

浪(风) 天回淤量ꎬ 但中浪(风) 天频率年际变化

大ꎬ 导致航道年际回淤水平变幅大ꎬ 针对这一特

点ꎬ 提出以下计算模式: 将波浪动力概化成小浪

(风)、 中浪(风)、 大浪(风) ３ 个概化波浪动力ꎬ

分别计算相应的航道回淤强度ꎻ 根据历年波浪频

率表ꎬ 选取中浪(风)天频率较高年份、 平均年份

和较低年份ꎬ 分别代表高、 中、 低 ３ 个波浪代表

水平年ꎬ 并统计得到 ３ 个概化波浪动力的频率ꎻ

将 ３ 个概化波浪动力的航道回淤强度与频率组合

得到高、 中、 低 ３ 个波浪代表水平年的设计回淤

量(即航道设计年回淤量的高位数、 中位数和低位

数)及小浪(风) 天回淤量、 中浪(风) 天回淤量、

大浪(风)天回淤量ꎮ 计算公式如下:

　 Ｑｈ ＝ Ｑ１ｈ ＋Ｑ２ｈ ＋Ｑ３ｈ ＝ ＳＰ１ ｆ１ｈ ＋ＳＰ２ ｆ２ｈ ＋ＳＰ３ ｆ３ｈ (４)

　 Ｑｍ ＝ Ｑ１ ｍ ＋Ｑ２ ｍ ＋Ｑ３ ｍ ＝ ＳＰ１ ｆ１ ｍ ＋ＳＰ２ ｆ２ ｍ ＋ＳＰ３ ｆ３ ｍ (５)

　 Ｑｌ ＝ Ｑ１ｌ ＋Ｑ２ｌ ＋Ｑ３ｌ ＝ ＳＰ１ ｆ１ｌ ＋ＳＰ２ ｆ２ｌ ＋ＳＰ３ ｆ３ｌ (６)

式中: Ｑｈ、 Ｑ１ｈ、 Ｑ２ｈ、 Ｑ３ｈ分别为航道设计年回淤

量高位数、 高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浪天回淤量、

中浪天回淤量和大浪天回淤量 ( 万 ｍ３ )ꎻ Ｑｍ、

Ｑ１ ｍ、 Ｑ２ ｍ、 Ｑ３ ｍ分别为航道设计年回淤量中位数、

中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浪天回淤量、 中浪天回淤

量和大浪天回淤量(万 ｍ３ )ꎻ Ｑｌ、 Ｑ１ｌ、 Ｑ２ｌ、 Ｑ３ｌ分

别为航道设计年回淤量低位数、 低波浪代表水平

年的小浪天回淤量、 中浪天回淤量和大浪天回淤

量(万 ｍ３)ꎻ Ｓ 为航道面积(万 ｍ２)ꎻ Ｐ１、 Ｐ２、 Ｐ３分

别为小浪天、 中浪天、 大浪天回淤强度 ( ｍ∕ａ)ꎻ

ｆ１ｈ、 ｆ２ｈ、 ｆ３ｈ分别为高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浪天、

中浪天、 大浪天频率(％)ꎻ ｆ１ ｍ、 ｆ２ ｍ、 ｆ３ ｍ 分别为

中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浪天、 中浪天、 大浪天频

率(％)ꎻ ｆ１ｌ、 ｆ２ｌ、 ｆ３ｌ分别为低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

浪天、 中浪天、 大浪天频率(％)ꎮ 波浪频率取值

见表 １ꎮ

表 １　 波浪频率取值

航道设计年回淤量 ｆ１ ｆ２ ｆ３

航道设计年回淤量高位数 Ｑｈ 高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浪天频率 ｆ１ｈ 高波浪代表水平年的中浪天频率 ｆ２ｈ 高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大浪天频率 ｆ３ｈ

航道设计年回淤量中位数 Ｑｍ 中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浪天频率 ｆ１ｍ 中波浪代表水平年的中浪天频率 ｆ２ｍ 中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大浪天频率 ｆ３ｍ

航道设计年回淤量低位数 Ｑｌ 低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小浪天频率 ｆ１ｌ 低波浪代表水平年的中浪天频率 ｆ２ｌ 低波浪代表水平年的大浪天频率 ｆ３ｌ

　 　 注: 高、 中、 低波浪代表水平年分别取中浪天频率较高、 平均和较低年份ꎮ

　 　 这一模式在理论上更为合理ꎬ 有以下优点:

１) 较为合理地体现了全年波浪水平对含沙量和航

道回淤的影响ꎬ 克服了以往采用年平均波浪研究

回淤的不足ꎻ ２) 较为合理地体现了波浪频率年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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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对年回淤量变化的影响程度ꎬ 为解释实际

年回淤量与设计年回淤量的差异提供了科学依据ꎻ

３) 可以得到小浪 ( 风) 天、 中浪 ( 风) 天和大浪

(风)天的回淤强度ꎬ 对于评价小、 中、 大浪(风)

天回淤占全年的比例、 破波带航段的可行性等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ꎮ 这一模式为合理确定开敞海域

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的设计年回淤量、 正确评价

航道的稳定性和技术可行性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２　 计算流程

１) 概化波浪动力及频率ꎮ 将波浪动力概化成

小浪(风)、 中浪(风)、 大浪(风)３ 个概化波浪动

力ꎻ 根据历年波浪频率表ꎬ 选取中浪(风)天频率

较高年份、 平均年份和较低年份ꎬ 分别代表高、

中、 低 ３ 个波浪代表水平年ꎬ 并统计得到 ３ 个概

化波浪动力的频率ꎮ

２) 率定并计算概化波浪动力的回淤强度ꎮ 采

用二、 三维数模或回淤计算经验公式ꎬ 根据回淤

观测期波浪动力条件和实测回淤ꎬ 率定小浪(风)

天、 中浪(风)天和大浪(风)天回淤强度ꎮ 经率定

后ꎬ 计算确定拟建航道的小浪(风)天、 中浪(风)

天和大浪(风)天回淤强度ꎮ

３) 计算航道年回淤量ꎮ 将 ３ 个概化波浪动

力的航道回淤强度与频率组合ꎬ 得到中浪(风)

天频率较高年份年回淤量、 平均年份和较低年份

的年回淤量ꎬ 作为航道年回淤量的高位数、 中位

数和低位数(分别代表高、 中、 低波浪代表水平

年)及大浪天回淤量、 中浪天回淤量和小浪天回

淤量ꎮ

４) 根据回淤主导因素和回淤环境分析、 实测

水沙回淤观测数据、 回淤规律与机理ꎬ 对计算成

果进行合理性判断ꎮ

５) 在以上基础上ꎬ 综合确定航道设计年回淤

量的中位数(多年平均)、 低位数(中浪天频率较低

年份)和高位数(中浪天频率较高年份)ꎮ

２　 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设计年回淤量计

算方法在连云港深水航道中的应用

２１　 概化波浪动力及频率

２１１　 波浪动力水平的划分

将全年波浪的分级概化成小浪 (风)、 中浪

(风)、 大浪(风) ３ 个概化波浪动力时ꎬ 参考国际

波级表的分级波高ꎬ 将 “小浪” 定义为 Ｈ１∕１０波高

０ ~ １ ２５ ｍꎬ “中浪” Ｈ１∕１０波高范围为 １ ２５ ~ ２ ５ ｍꎬ

“大浪” Ｈ１∕１０波高大于 ２ ５ ｍꎮ

２１２　 中浪、 大浪过程概化原则

通过对影响本海域的台风及寒潮作用过程

进行分析ꎬ 概化得到一场中浪和大浪作用过程ꎮ

中浪和大浪作用过程的概化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１) 波高要有较为明晰的增长、 持续作用和衰减

过程ꎮ 中浪的持续作用过程以出现 Ｈ１∕１０ ＝ １ ６ ~

１ ８ ｍ 为起止判断标准ꎬ 大浪的持续作用过程

以出现 Ｈ１∕１０ ＝ ２ ５ ~ ３ ０ ｍ 为 起 止 判 断 标 准ꎮ

２) 考虑含沙量随波浪动力的变化有一定的滞后

性ꎬ 且形成一定的航道回淤需要滩面的持续掀

沙ꎬ 因而较大波高的持续作用时间应在 ６ ｈ 以

上ꎮ ３) 考虑数学模型对波浪过程模拟的适应

性ꎬ 波浪过程的概化应使波高有较为平缓的增

长和衰减过程ꎬ 同时大浪波高的增长和衰减时

间应长于中浪ꎮ

２１３　 波浪频率

根据历年波浪频率表ꎬ 选取中浪天(中风天)

频率较高年份、 平均年份和较低年份ꎬ 分别代表

高、 中、 低 ３ 个波浪代表水平年ꎬ 得到 ３ 个概化

波浪动力的频率(表 ２)ꎮ

表 ２　 波浪频率取值 ％

档位 观测期
小浪

Ｈ１∕１０ <１ ２５ ｍ
中浪

１ ２５ ｍ≤Ｈ１∕１０ ≤２ ５ ｍ
大浪

Ｈ１∕１０ >２ ５ ｍ

低位数 连云港区 ２５ 万吨级航道观测期 ９２ ６１ ７ ０９ ０ ３０

中位数 连云港区海洋站多年平均 ８９ ６６ ９ ９６ ０ ３９

高位数 徐圩港区 ５ 万吨级航道观测期 ８５ １７ １４ １１ 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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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航道回淤的率定和验证

２２１　 航道回淤的率定

利用二维潮流泥沙模型ꎬ 对连云港港１５ 万吨

级航道、 徐圩港港区 ５ 万吨级航道(图 １)在 ３ 种风

浪条件下的回淤强度进行计算ꎬ 然后采用各自回

淤观测期的波浪频率进行组合ꎬ 得到年回淤计算

值(图 ２)ꎮ 计算回淤强度分布与实测数据基本吻

合ꎬ 连云港 １５ 万吨级航道回淤强度峰值区段位于

Ｗ 弯段附近ꎬ 徐圩 ５ 万吨级航道回淤强度峰值区

段位于近岸区ꎮ

图 １　 连云港港航道工程位置

　 图 ２　 数模回淤计算率定结果

２２２　 航道回淤的验证

利用率定后的二维潮流泥沙模型ꎬ 对连云港区

２５ 万吨级航道、 徐圩港区 １０ 万吨级航道在 ３ 种波

浪动力条件下的回淤强度(图 ３) 进行了计算ꎬ 采

用各自回淤观测期的波浪频率(表 ３) 进行组合ꎬ

得到观测期回淤计算值(图 ４、５)ꎮ

图 ３　 连云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

不同风浪条件回淤强度计算结果

表 ３　 回淤观测期间概化波浪频率 ％

航道
小浪

Ｈ１∕１０ <１ ２５ ｍ
中浪 １ ２５ ｍ≤
Ｈ１∕１０ ≤２ ５ ｍ

大浪

Ｈ１∕ １０ >２ ５ ｍ

连云港区 ２５ 万吨

级航道
９２ ６１ ７ ０９ ０ ３０

徐圩港区 １０ 万吨

级航道
８９ ８６ ９ ７１ ０ ４３

图 ４　 连云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

不同风浪条件回淤比重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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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连云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回淤验证

　 　 连云港区 ２５ 万吨级航道计算回淤量为

５３７ 万 ｍ３ ∕ａꎬ 较实测年回淤量 ５１５ 万 ｍ３ ∕ａ 约大

４％ꎻ 其中ꎬ 小浪(风) 天回淤比重约 ３９％ꎬ 中浪

(风)天回淤比重约 ５４％ꎬ 大浪(风)天回淤比重约

７％ꎮ 年回淤强度峰值约 １ ４５ ｍ∕ａꎬ 其中小浪(风)

天的最大回淤强度为 ０ ５７ ｍ∕ａꎬ 一场中浪(风)过

程的最大淤厚为 ３ ８ ｃｍꎬ 一场大浪(风)过程的最

大淤厚为 １４ ２ ｃｍꎮ

徐圩港区 １０ 万吨级航道(含一港池航道)计算

回淤量为 ９５２ 万 ｍ３ ∕ａꎬ 较实测年回淤量 ７７３ 万 ｍ３ ∕ａ

约大 ２３％ꎻ 其中ꎬ 小浪(风) 天回淤比重约 １９％ꎬ

中浪(风)天回淤比重约 ７０％ꎬ 大浪(风)天回淤比

重约 １１％ꎮ 年回淤强度峰值约 ２ １８ ｍ∕ａꎬ 其中小

浪(风)天的最大回淤强度为 ０ ５３ ｍ∕ａꎬ 一场中浪

(风)过程的最大淤厚为 ５ ０ ｃｍꎬ 一场大风过程的

最大淤厚为 １８ １ ｃｍꎮ

２３　 连云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设计年回淤量计算

在率定和验证基础上ꎬ 计算确定了连云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航道的小浪(风) 天、 中

浪(风) 天和大浪(风) 天回淤强度ꎻ 与波浪动力

频率组合ꎬ 得到航道设计年回淤量的高位数、 中

位数和低位数(分别代表高、 中、 低波浪代表水

平年) ꎮ

连云港区 ３０ 万吨级航道年回淤总量的低位

数、 中位数和高位数依次为 ５９９ 万、 ７２１ 万和

９３３ 万 ｍ３ ∕ａꎮ 设计回淤量中位数年回淤强度峰值

为 １ ５ ｍ∕ａꎬ 其中小浪(风) 天的最大回淤强度为

０ ４３ ｍ∕ａꎬ 一场中浪(风)过程的最大淤厚为２ ７ ｃｍꎬ

一场大浪(风)过程的最大淤厚为 １３ ０ ｃｍꎮ

徐圩港区航道年回淤总量的低位数、 中位数

和高位数依次为 ６７０ 万、 ８１６ 万和 １ ０６７ 万 ｍ３ ∕ａꎮ

设计回淤量中位数年回淤强度峰值为 １ １５ ｍ∕ａꎬ

其中小浪(风)天的最大回淤强度为 ０ ３７ ｍ∕ａꎬ 一

场中浪(风)过程的最大淤厚为 ２ ０ ｃｍꎬ 一场大浪

(风)过程的最大淤厚为 １０ ８ ｃｍꎮ

３　 结语

１) 连云港港深水航道是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

深水航道的典型ꎮ 航道回淤规律研究和实践表明ꎬ

连云港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不存在骤淤碍航风险ꎬ

中浪(风)天回淤量为航道回淤的主体ꎬ 占年回淤

总量的 ６０％ꎬ 由于中浪(风)天频率年际变化较大ꎬ

导致航道年际回淤水平变幅较大ꎮ

现有的 ３ 种设计回淤量计算模式均未考虑中

浪(风)天回淤的问题ꎬ 不能反映连云港港航道等

开敞海域淤泥质海岸航道年回淤量的年际差异ꎬ

不能适应该类型航道回淤预报的需要ꎮ

２) 本研究针对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

回淤规律ꎬ 研究提出了 “按小、 中、 大 ３ 个概化

波浪动力计算回淤强度、 再组合各自波浪频率得

到设计回淤量” 的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

设计年回淤量计算方法ꎮ 该模式将波浪动力概化

成小浪(风)天、 中浪(风)天和大浪(风)天 ３ 个概

化波浪动力ꎬ 分别计算相应的航道回淤强度ꎻ 根

据历年波浪频率表ꎬ 统计得到 ３ 个概化波浪动力

的频率ꎻ 将 ３ 个概化波浪动力的航道回淤强度与

频率组合得到高、 中、 低 ３ 个波浪代表水平年的

设计回淤量(即航道设计年回淤量的高位数、 中位

数和低位数)及小浪(风)天回淤量、 中浪(风)天

回淤量、 大浪(风)天回淤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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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该方法能够较为合理地体现全年波浪水平

和波浪频率年际间差异对年回淤量的影响程度ꎬ

显著提高了设计年回淤量预报精度ꎬ 为合理确定

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的设计年回淤量水

平和变化范围、 正确评价航道的稳定性和技术可

行性提供科学依据ꎮ

４) 该方法应用于连云港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一

期工程的连云港区 ２５ 万吨级航道、 １０ 万吨级航道

中ꎬ 与实际回淤量偏差分别为 ４％和 ２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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