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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港大小门岛港区30万吨级航道是规划大

小门岛港区的重要配套工程，地处浙江省东南沿

海洞头洋海域，拟建航道总长49.4 km，大门岛至

外海航段走向为314°～134°，大、小门岛间航段

走向297°～117°，主航槽设计底宽352 m，设计底

高程-20.7 m，疏浚浅段长33.3 km，最大挖深可达

8 m，需疏浚方量近1亿m3[1]（图1）。由于航槽开

挖深度深、开挖里程长、疏浚方量大，航槽开挖

后的回淤成为关注的重点。为掌握30万吨级航道

开挖后回淤强度、大风期骤淤等问题，2009年对

30万吨级航道开展了试挖及回淤观测工作。本文

根据试挖槽后历次水下地形监测成果，对航槽开

挖后的回淤强度、大风期回淤等进行了分析，以

期为今后航道设计提供依据。

1 试挖槽及地形监测概况

温州港大、小门岛港区30万吨级航道试挖槽

布置于航道开挖段中部，南距虎头屿约6.3 km。

挖槽长1 200 m（分南、北各600 m两段），底宽取

140 m，设计泥面高程为-20 m，挖槽起迄断面纵

向边坡取1∶50，挖槽横向边坡北段为1∶5，南段为

1∶3[2]。试挖槽水域自然水深在12.0～12.2 m。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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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潮流以往复流为主，涨潮主流总体呈西北偏西

向，落潮主流呈偏东南向，涨潮流速略小于落潮

流速，涨潮垂线平均最大流速约1.0 m/s，落潮垂

线平均最大流速约1.1 m/s。涨潮历时大于落潮历

时，平均涨潮流历时6 h28 min，平均落潮流历时

6 h11 min。表层底质成分主要为粉砂，占73.6%；

其次为黏土，占25.3%；砂含量很少，仅占1.1%，

属黏土质粉砂，中值粒径在10 μm左右[3]。

试挖槽自2009年6月6日开始施工，到8月5日
共开挖215.52万m3，挖槽平均水深达到20.08 m[4]，

平均开挖深度约8 m。8月6日起停工防“莫拉克”

台风，台风后施工单位于8月12日—8月18日进

行了4次监测，受台风影响挖槽内回淤严重，鉴于

8月5日挖槽已基本达到设计要求，试挖槽施工由此

结束，8月16日起监测单位转入挖槽后回淤观测。

挖槽回淤观测主要为断面地形观测，共布

置了14个测量断面（图2）：其中纵向布置1个断

面；横向布置13个断面，断面间距250 m。监测间

隔以试挖槽开挖完成为起始，0个月、0.5个月、

1个月、3个月、半年和1年共进行6次测量。同

时，根据气象预报在台风和寒潮期，对试挖槽进

行断面水深加密测量。自2009年8月16日—2010
年7月19日的近1年里监测单位共完成13次水下断

面地形测量。此外，2010年9月15日、9月25日及

2010年4月23日又进行了3次水下地形断面观测[5]。

监测情况见表1。

2 回淤分析

2.1 挖槽平均水深变化

根据试挖槽内断面4至断面10实测水下地形，

试挖槽施工结束时（2009-08-05）槽内平均水深

为20.08 m；浚后7 d（2009-08-12），受莫拉克台

图1 温州港大小门岛港区30万吨级航道工程及试挖槽位置

图2 试挖槽地形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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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影响，槽内回淤严重，平均水深骤淤至13.48 m，

平均淤厚达6.6 m；浚后7 d（2009-08-12）至浚

后25 d（2009-08-30），随着槽内回淤浮泥的密

实沉积及水流的运移，平均水深由13.48 m逐步加

深至17.98 m，浮泥沉积速率也逐步减小。浚后25 d
（2009-08-30）至浚后近1 a（2010-07-19）间，

无台风影响，虽经历了几次寒潮，但槽内平均水深

维持在17.83～18.05 m，变幅仅0.22 m，基本不变，

较挖槽完工时淤积幅度在2.03～2.25 m。浚后近1 a
至浚后近14个月（2010-09-25），受台风外围影

响，槽内平均水深减小至16.20 m，较浚后1 a淤浅

1.63 m，较挖槽完工时淤浅3.88 m。而浚后近14个
月后的7个月里（2010-09-25—2011-04-23），期

间经历了几次寒潮，槽内平均水深由16.20 m略淤

浅至15.93 m，幅度为0.27 m（图3）。

综上所述，浚后的21个月，挖槽平均水深

经历了骤淤浅—逐步增深—相对稳定—淤浅的过

程，试挖槽回淤主要受台风的影响，平均淤厚最

大可达6.6 m，而寒潮对回淤的影响微弱，正常天

气条件下（非台风影响期）挖槽内平均水深基本

稳定在18.0 m左右。由于本次试挖槽相对较短且窄

深，适宜泥沙聚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槽内回淤泥

沙在波浪作用下再悬浮随水流输移的难度，使得挖

槽回淤后的稳定水深相对偏浅。若今后30万吨级航

道大面积开挖成槽，航槽水流平顺，且随着进出港

船舶的扰动，航槽实际回淤强度将较现有试挖槽回

淤强度小，相应航槽维持水深应在18.0 m以上。

2.2 淤强分布及回淤量

图4为试挖槽完成后不同时期挖槽及其附近水

域冲淤变化图。可知，试挖槽成完工后的近21个
月来，挖槽普遍淤积。

浚后7 d（2009-08-12）受台风“莫拉克”影

响，槽内回淤明显，淤积幅度大都在5～7 m，局部

超过7 m，且呈现槽内两侧淤积幅度大于挖槽中部、

西侧又大于东侧的特征；槽内回淤量为111万m3，占

表1 试挖槽水下断面地形监测

年份 日期（月-日） 观测时间 监测者

2009 

08-05 浚后0个月 施工单位

08-12 “莫拉克”台风后2天 施工单位

08-14 “莫拉克”台风后4天 施工单位

08-17 “莫拉克”台风后7天 施工单位、监测单位

08-23 “莫拉克”台风后13天 监测单位

08-30 “莫拉克”台风后20天 监测单位

09-12 浚后1个月 监测单位

11-08 浚后3个月 监测单位

2010 

01-15 第五次寒潮后4天 监测单位

01-19 第五次寒潮后8天 监测单位

01-25 第五次寒潮后14天 监测单位

01-31 浚后近6个月 监测单位

03-13 第七次寒潮后4天 监测单位

03-17 第七次寒潮后8天 监测单位

03-27 第七次寒潮后18天 监测单位

07-19 浚后近1年 监测单位

09-15 “莫兰蒂”台风后 监测单位

09-25 “凡比亚”台风后 监测单位

2011 04-23 　 监测单位

图3 挖槽平均水深变化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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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槽总疏浚方量的51.5%。挖槽外两端纵坡也有一定

程度的淤积，淤积幅度在6 m以内，且随挖深减小回

淤幅度亦相应减小。挖槽外东西两侧水下地形则有

所冲刷，但幅度较小，大都在1 m以内。

a）浚后7 d（2009-08-05—2009-08-12）

b）浚后1个月（2009-08-05—2009-09-12）

c）浚后3个月（2009-08-05—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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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浚后半年（2009-08-05—2010-01-31）

e）浚后近1年（2009-08-05—2010-07-19）

f）浚后近14个月（2009-08-05—2010-09-25）

g）浚后近21个月（2009-08-05—2011-04-23）

注：正值表示淤积，负值表示冲刷，单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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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试挖槽浚后不同时间的冲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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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后1个月（2009-09-12）槽内外冲淤分布

趋势与浚后7 d总体一致，只是冲淤幅度有所差

异。随着浮泥的逐步密实沉积及水流运移，槽内

水深较浚后7 d明显加深（增加4.57 m），相对于试

挖槽完工时槽内淤积幅度基本在1~4 m，回淤方量为

34.1万m3，占挖槽总疏浚方量的15.8%。挖槽外东

西两侧水下地形则普遍冲刷，幅度大都在1~2 m。

浚后1个月至浚后近1年的11个月间（2009-09-
12—2010-07-19），槽内外冲淤分布未有大的变

流运移，平均水深由13.48 m逐步加深到17.48 m，

平均每天加深0.4 m。此后至台风后20 d（2009-
08-30），槽内水深增幅减缓，平均水深基本稳定

在18 m左右。

2 0 1 0年7月1 9日至“莫兰蒂”台风后5  d
（2010-09-15）共经历了5次台风，槽内平均淤

浅0.71 m，2010年9月15日至“凡比亚”台风后5 d
（2010-09-25）期间经历了2次台风，槽内平均淤

厚0.92 m，挖槽平均水深淤浅至16.2 m。

可见，台风对挖槽的回淤影响较为明显，台风

引起的回淤大小与其运动路径、强度及发生次数有

关，“莫拉克”台风影响下挖槽平均回淤约2.1 m，

过程最大平均淤厚达6.6 m；而2010-07-19—09-25
期间，虽仅受台风外围影响，但由于台风较多，

挖槽平均回淤厚度也达到了1.63 m。

3.2 寒潮对挖槽回淤的影响

从2009-11-08—2010-03-27，期间共经历

了7次寒潮，其中第5次寒潮于2010-01-11结束，

第7次寒潮于2010-03-09结束。

自2009-11-08到2010-01-15，期间共经历了

表2 试挖槽完工后不同时期槽内淤强

时段 回淤量/万m3 平均淤厚/m 槽内平均水深/m

浚后（2009-08-05） 20.08

浚后7天（2009-08-05—2009-08-12） 111.0 6.60 13.48

浚后1个月（2009-08-05—2009-09-12） 34.1 2.03 18.05 

浚后3个月（2009-08-05—2009-11-08） 34.3 2.04 18.04 

浚后半年（2009-08-05—2010-01-31） 34.5 2.06 18.02 

浚后近1年（2009-08-05—2010-07-19） 35.1 2.09 17.99 

浚后近14个月（2009-08-05—2010-09-25） 65.2 3.88 16.20

浚后近21个月（2009-08-05—2011-04-23） 69.7 4.15 15.93

  注：回淤量、平均淤厚均为与挖槽完工时地形对比得到。

化，稍有淤浅，回淤量较挖槽完工时基本保持在

34~35万m3，挖槽平均淤厚维持在2 m左右。

浚后近14个月（2010-09-25）槽内水深有

所淤浅，相比于挖槽完工时槽内淤积幅度基本在

3~5 m，平均回淤厚度3.88 m，回淤量65.2万m3。

至浚后近21个月（2011-04-23），槽内水深又略有

淤浅，较挖槽完工时淤积幅度仍大都在3～5 m，平

均回淤厚度4.15 m，回淤量为69.7万m3，占挖槽总

疏浚方量的32.3%（表2）

3 大风期回淤分析

3.1 台风对挖槽回淤的影响

自2009年8月5日试挖槽施工完毕至2011年4月
23日最后一次断面地形监测的近21个月里，影

响本区的主要有2009年8月10的第08号台风“莫

拉克”，而2010年7月19日—9月25日虽有“莫兰

蒂”、“凡亚比”等7个台风在中国东南沿海活

动，但都未在温州直接登陆，且各台风距温州较

远，影响相对弱一些。

“莫拉克”台风于8 月2 日形成于菲律宾以东

海域，9 日16 时登陆中国福建省宁德市，8 月10 
日12 时左右进入温州境内，风力九级。根据“莫

拉克”台风前（2009-08-05）以及台风后2009年
8月12日—8月30日5次地形监测资料对比分析，

“莫拉克”台风后挖槽水深经历了大幅度淤浅——

逐步刷深——渐趋稳定的过程（图3）。台风后2 d
（2009-08-12）挖槽平均水深由20.08 m骤淤浅至

13.48 m，淤厚达6.6 m，回淤量近110.9万m3。

台风后4 d（2009-08-14）至台风后13d（2009-
08-30），随着挖槽内回淤浮泥的密实沉积以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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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寒潮，挖槽平均水深由18.04 m淤浅至17.87 m，

平均淤厚仅0.17 m。第5次寒潮后4 d（2010-01-
15）至后8 d（2010-01-19）挖槽平均水深由17.87 m
变深至18.02 m；至后14 d（2010-01-25），期间

虽经历了第6次寒潮，但槽内平均水深基本维持不

变，为17.98 m；至后20 d（2010-01-31），槽内

平均水深略加深至18.02 m。自2010-01-31至第7
次寒潮后4 d（2010-03-13），槽内水深由18.02 m
略淤浅至17.95 m；至后8 d（2010-03-17）槽内平

均水深基本无变化，为17.99 m；至后18 d（2010-
03-27），槽内平均水深依旧维持在17.99 m。

由此可知，寒潮对挖槽回淤的影响较弱，

2009-11-08—2010-03-27共7次寒潮影响下，槽内

平均水深仅略淤浅了0.05 m。

4 结语

1）试挖槽回淤主要出现在台风影响期，台风

引起的槽内回淤大小与其路径、强度及发生次数

有关，而正常天气条件下槽内回淤很小。

2）从试挖槽浚后的近1 a（2009-08-05—
2010-07-19）来看，台风引起的挖槽内年回淤强

度约2.1 m/a，但过程最大淤厚可超过6 m，航槽开

挖后存在骤淤的可能。而正常天气条件下槽内平

均水深变化很小，年回淤仅0.15 m。

3）台风期海底泥沙在波浪作用下的掀浮运移

是引起挖槽回淤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寒潮对挖槽

回淤的影响微弱。

4）温州海区易受台风影响，建议今后继续

定期开展挖槽回淤监测工作，并结合试挖槽期潮

流、波浪、泥沙等观测成果，对试挖槽回淤机理

以及回淤强度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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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二航局参建的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扩建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并投入运营。

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扩建工程共建设6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工程总面积为1.36 m2，岸线总长3 297 m，

码头前沿及港池、航道底高程为-17.4 m，水工结构按15万t设计。二航局承建的部分主要为三期堆场的

扩充码头堆场工程，总面积约125万m2，南北长2 400 m，东西向600 m，合同金额为4.6亿元。

该项目的建成，有利于巩固和提升深圳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物流枢纽地位，对加速深圳及珠三角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中国交通建设网》

二航局参建的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扩建工程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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