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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贵池水道上起新开沟、下迄五更矶，

全长22 km，属多分汊河型，两端束窄中间展

宽，中部最宽处河宽约9.5 km，最窄处约1.9 km
（图1）。河段内有氽水洲、凤凰洲、碗船洲、崇

文洲和兴隆洲，枯水位时碗船洲、凤凰洲和氽水

洲连为一体、崇文洲和兴隆洲连为一体。河道分

为三汊，分别为左汊（北港）、中汊（中港）和

右汊（南港）。左汊（北港）河道呈左向弯曲，

长约12 km，分流比约36%（2011年7月），弯顶

在殷家沟，左汊口门附近有北荡闸河口边滩；崇

文洲与凤凰洲之间为中汊（中港），长约10 km，

顺直微弯，目前为主汊，近几十年来分流比呈逐

渐增加趋势，分流比增高达68％（1996年），目

前分流比约57%（2011年7月）；右汊（南港）为

右向弯曲水道，受中港分流增加的影响，贵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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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近几十年极度萎缩，枯季一度断流，分流比不

断减小，由原来的32.9%（1959年）减至约6.3%
（2011年7月）。

中港水深条件较好，航道相对稳定，是常年

主航道，航道维护尺度为5 m×200 m×1 050 m
（水深×航宽×弯曲半径）。由于受南北两港分

流的影响，在崇文洲头附近有一段浅区，个别枯

水年份航道水深不足。南港系池洲港所在，其下

段航道水深较好，但因上口顾家洲与崇文洲之间

浅区联成一片，现航行船舶需从下口进出池洲

港。北港相对弯曲狭窄，上口拖船附近水深较

浅，一般只通行帆船和排筏。

贵池水道一直是长江下游河段治理的重点和

难点之一[1-4]。为稳定河势，稳定并改善中港的航

道条件，本文拟分析贵池水道演变特点及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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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贵池水道河道形势示意图

素，并预测其河道演变趋势。同时，针对贵池水

道存在的问题，对贵池水道治理对策进行了初步

探讨，研究成果可为本河段下一步系统整治提供

参考借鉴。

1 近期演变

贵池水道的近期演变可以1985年为界，分为

2个阶段。1985年以前，主要表现为江岸、沙洲演

变频繁和汊道交替发展与衰退，在50年代和70年
代陆续进行了抛石护岸工程，使得本河段总体河

势趋于相对稳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贵池

水道总体河势稳定，平面形态基本保持不变，河

道演变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近30年，贵池中港的主汊地位不断加强，

南港日趋萎缩， 北港分流比减小；近10年，北港

分流比略微增加，南港和中港分流比略有减少。

图2 为贵池水道各汊道分流比。由图2可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港、中港和南港分流比

分别约38.9%、43.7%和17.4%，此后北港分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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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贵池水道分流比变化

减小，近期约27%。中港分流比大幅度增加，从

1988年的43.7%增加至2003年的60.4%，主汊地位

不断加强。南港近几十年持续萎缩，枯季一度断

流，分流比不断减小，由原来的32.9%减至2003年
6.9%。2003年至2011年北港分流比由32.7%增加

至36.3%，中港分流比略有下降，由60.4%下降至

57.4%，南港分流比略有下降，为6.3%。

2）贵池水道河势基本稳定，平面形态大体保

持不变，局部有所冲淤，总体表现为北港深槽右

摆，南港萎缩，中港发展。

1998大洪水之前，无论汊道进口还是中段，

深槽虽然稳定在左侧，但是已有逐步淤浅的迹

象。经过1998年大洪水，随着马船沟边滩的迅速

扩张，下口深槽淤积后退，上口深槽明显右摆。

到2000年前后，新长洲（兴隆洲）左侧深槽淤积

萎缩十分明显，新长洲（兴隆洲）洲体整体呈现

下移的趋势，洲头冲退约1 100 m，右下部有所

淤涨，洲体右缘低滩冲出浅槽，1992年前后新长

洲（兴隆洲）右下方的原本发育有小洲，此时大

部因此而冲失，小部并入新长洲（兴隆洲）；到

2008年以后，北港左侧槽进一步淤积，且受拖船

沟边滩挤压而往新长洲（兴隆洲）贴靠，右侧浅

槽进一步冲刷，发展为深槽，受此影响，新长洲

（兴隆洲）进一步萎缩。

南港为单一微弯段，近几十年来淤积衰退迹

象明显，尤其到2000年，氽水洲洲头低滩与顾家

洲边滩连成一体，低滩淤高，分流逐渐减少，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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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基本断流，从2008—2012年测图看来，近几年

来南港少有变化。

贵池中港近30年来，进口深槽不断冲深右

移，变化幅度明显。由于主流顶冲，自1992年至

今，崇文洲头岸线冲刷后退600 m，这说明中港进

流条件较不理想，主流并未平顺导入。又由于深

槽的右摆，汆水洲左缘近期也有崩岸发生，虽然

近期航道条件较好，但中港进口有逐渐展宽的趋

势，若进一步发生，航道条件将有可能恶化。

3） 贵池中港进口浅区演变过程与中港的逐

渐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中港逐渐取得主汊优势，

分流增大，浅区逐渐冲深。2002年后，随着北港

右槽发展，崇文洲洲头冲刷后退，中港进口展

宽，航道条件存在不利的变化趋势。

贵池浅区位于中港进口区域的上下深槽过渡

段，该浅区的演变过程与中港的逐渐发展密切相

N

图3 2002—2012年贵池水道近年深泓线变化

关，80年代以前，浅区5 m等深线绝大多数年份都

中断，随着中港逐渐取得主汊优势，分流增大，

浅区逐渐冲深，2000年后 6 m线贯通，且进口较为

宽敞，但随着北港深泓线右摆，右槽发展，崇文

洲洲头冲刷后退，中港进口展宽，航道条件存在

不利的变化趋势。

近年来， 随着河势控制工程的实施，贵池水

道已形成了三汊分流比相对稳定、主流走中汊的

河势格局（图3），为贵池水道的总体河势相对稳

定创造了有利条件，贵池水道将长期维持中港为

主汊的河势格局。但是，贵池北港近年来分流比

增加，兴隆洲右槽发展，崇文洲洲头冲刷后退，

中港分流比减小，中港进口航宽呈减小趋势，且

进口段航路向不平顺方向发展，航道条件存在不

利的变化趋势，将不利于今后主航道的畅通，需

实施整治工程以改善中港的航道条件。

2 浅滩演变及碍航特性

2.1 浅区演变特点及成因分析

结合已有资料及图分析可知，贵池水道中港

航道条件相对稳定，水道浅滩主要集中在汊道进

口崇文洲头附近，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浅区

处最小水深基本在5 m，航深较为稳定，仅少数年

份5 m线贯通，80年代后浅滩冲刷，航道条件进

一步好转，5 m线基本贯通。近几年，分流区5 m
等深线表现为左移且宽度略有缩窄，由2008年的

约1 000 m缩窄为2012年5月约850 m，中汊进口段

在2012年5月测图上出现有水深小于5 m的浅包，

大小分别为350 m×280 m和 630 m×157 m，中港

中下段2012年5m线较2010年略有右移（最大达

130 m），宽度略有缩窄，总的来说，中下段变化不

大。6 m等深线变化（表1）趋势与5m等深线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主要表现为分流区和进口段6 m等

深线左移且宽度略有缩窄（航路向不平顺方向发

展），中港进口段6 m等深线缩窄且存在倒套，中

下段6 m等深线宽度略有右移且缩窄。

贵池水道主航道碍航浅区位于中港进口段，

杨芳丽，等：长江下游贵池水道演变分析及航道治理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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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滩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1）北汊和中汊分流区河宽达3.2 km, 中汊进

口段河宽为1.8 km，由于河宽较大，分流区和进

口段水流动力减弱，易于形成浅滩。近30年来，

由于中汊较为顺畅，进流条件好，分流比不断增

大，中汊发展，浅滩有所冲刷，浅滩形态和位置

相对较为稳定。

2）水流动力轴线改变及河床泥沙可动性使

河床滩槽处于不稳定状态，首先是年内洪枯季节

水流动力轴线不一致，另外大洪水年对崇文洲洲

头冲刷，易使进口段展宽淤浅；三峡蓄水后，上

游来沙大幅减少，导致崇文洲洲头及右缘低滩冲

刷后退，导致中汊进口及中上段主流摆动幅度增

大，不利于形成稳定航槽。

3）年际间水沙过程变化是浅区形成的重要条

件之一，浅区有“洪淤枯冲”的年内变化规律，

大水大沙年份浅区滩槽冲淤变化幅度大，往往因汛

后冲刷不充分而形成局部河段航宽不足而碍航。

表1 贵池中港6 m水深航道条件核查情况

年份 最小宽度/m 分流比/% 浅区位置

2002 577 60.4

2005 565

2008 534

2009 502 62.2

2011 428 57.4
进口浅区分化出多个浅包，但

均在航宽200 m范围外。

2012-05 429 进口浅包继续长大。

2012-11 338

进口处靠凤凰洲水下浅区淤积

下延，航宽减小。靠崇文洲头

部浅滩受水流挤压下移，与中

汊中部形成约1611×228浅包。

2.2 碍航特性

贵池水道主航道浅区属分汊口门型的浅滩，

位于中港进口区域崇文洲头附近的上下深槽过渡

段，该浅区的演变过程与中港的逐渐发展密切相

关，80年代以前，浅区5 m等深线绝大多数年份都中

断，一些年份200 m航宽内最小水深甚至小于4 m。

80年代后，随着南、北两港的逐渐衰退，中港分

流增加且逐渐取得主汊优势，进口浅滩得到冲

刷，逐渐冲深，1980年冬5 m线贯通，但是航道较

窄，1992年5 m线冲宽，但6 m线仍不通，2000年
后 6 m贯通，宽度在300 m以上，进口较为宽敞，

但随着北港的进一步发展，崩岸造成中港进口进

一步展宽，汊道进口浅滩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

势，进口航道条件存在隐患。

目前，尽管贵池水道总体河势变化幅度趋

缓，中港航道条件较好，但中港进口段不仅存在

航槽平面不稳定隐患，还存在北港发展，削弱中

港进口的冲槽能力，不利于中港进口段航道条件

的长期稳定。

3 演变趋势

1）近期贵池水道的整体河势保持基本稳定，

中港维持主汊地位，但受进口宽浅化变化的影

响，航道条件存在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

2）北港随着汊道内深泓的右摆，兴隆洲右槽

发展，北港分流增加。北港近期内将会保持发展

趋势，这对中港进口及出口的航道条件均会带来

不利变化。

3）南港河道弯曲，水流流路长，水流动力作

用弱。加之进口处于缓流区，泥沙落淤，入流条

件差，右汊仍将呈继续衰退的趋势，右汊航道条

件将会进一步恶化。

4 治理对策探讨

依 据 国 务 院 批 复 的 长 江 流 域 综 合 规 划

（2012—2030年），贵池水道的治理规划为：通

过封堵左汊，将现有三分汊河道整治成主流稳定

在中汊的双分汊河段，并适时采取措施适当增加

右汊分流比。根据贵池水道碍航问题及不利的发

展趋势，为保证贵池水道航道的稳定与畅通，贵

池水道的航道治理目标为：结合水利河势控制工

程，通过实施一定的工程措施，限制北港发展，

稳定并改善中港的航道条件。贵池水道航道治

理思路为：1）巩固中港的主汊及主航道地位；

2）对北港内左侧滩体和兴隆洲的洲头采取守护工

程，遏制北港发展；3）固定崇文洲洲头和中港主

航道两岸易崩塌处岸线，稳定并改善南港航道条

件（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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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水利河势控制工

程，针对贵池水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拟采取的控

制守护工程措施初步拟定为：北港控制工程、崇

文洲洲头及右缘守护工程、凤凰洲左缘守护工程

和右岸泥洲一带守护工程，具体的治理对策可从

以下3类方案着手（表2）。

图4 贵池水道航道治理工程

表2 贵池水道初步治理方案

序号 具体方案

第一类
为增大北港阻力方案。在左汊进口上段建2道护底带，在兴隆洲左右槽建2道护底带，守护兴隆洲洲头，通过以上方式，达到

增加北港阻力，限制北港发展的效果

第二类
守护洲头、限制北港发展方案。在崇文洲洲头建鱼骨坝工程，并对洲头进行护岸加固，守护兴隆洲洲头，并在兴隆洲右槽建

护底带

第三类 为加强控制北港发展，调整分流方案。在北港中上段新建2道潜坝工程，守护兴隆洲洲头和崇文洲洲头

1）第一类：增大北港阻力方案。

北港近年来深泓大幅右摆，左汊口门白荡闸

边滩淤涨，与兴隆洲左槽相连，兴隆洲洲头冲刷

后退，兴隆洲右槽冲刷发展，崇文洲洲头左缘冲

刷，近几年，北港总体呈冲刷发展的态势，分流

比略有增加。可考虑在左汊进口上段建2道护底

带，在兴隆洲左右槽建2道护底带，同时守护兴隆

洲洲头，通过以上方式，达到增加北港阻力，限

制北港发展的效果。

2）第二类：守护洲头、限制北港发展方案。

第二类为加强崇文洲洲头的守护，守护兴

隆洲洲头，对洲头高、低滩守护，促使洲头低

滩高大完整，配合北港护底带工程，同时通过洲

头守护工程缩小北港口门，达到稳定现有有利格

局，守护洲头、限制北港发展的目的。初步考虑

在崇文洲洲头建鱼骨坝工程，并对洲头进行护岸

加固，守护兴隆洲洲头，并在兴隆洲右槽建护底

带，通过以上方式，达到守护洲头、限制北港发

展的效果。

3）第三类：为加强控制北港发展、调整分流

方案。

从2008年以来冲刷变化图和分流比变化可以

看出，近几年，北港主要表现为冲刷发展，中港

主要表现为淤积，中港进口有逐渐展宽淤浅的不

利变化。初步考虑在北港中上段新建2道潜坝工

程，守护兴隆洲洲头和崇文洲洲头，通过以上方

式，达到控制北港发展，增加中港分流比，改善

中港航道条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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