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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埠渔港建设过程中进港航道冲淤变化分析
李艳，吴福林

摘　要：依据刘埠渔港建设过程中不同时期进港航道地形监测和工程区海域卫星遥感资料，研究渔港建设过程中进港航

道的平面摆动规律，分析海堤和导流堤等工程建设对进港航道流路变化的具体影响以及航道沿程的泥沙冲淤变化。研究

表明，闸下港道平面位置不断微调，但总体形态基本保持不变，水深随季节性有所波动，但均可满足渔船进港要求，周

边风电工程未对进港航道区域地形产生明显不利影响。设计的航道选线合理，满足建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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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埠渔港利用掘苴新闸闸下自然港道作为进港航

道。通过对该港道自然演变动态的研究发现，近 40 年

来港道轴线由直接向北转为先向东南转折再向北的趋势

性变化，渔港总体设计中为适应此演变特征选择由东南

再转向北的自然港道作为进港航道（图 1），同时为稳

定其流路，在渔港口门区布置导流堤以隔断港道直接向

北的路径，促进港道平面位置的稳定 [1]。目前，刘埠渔

港外侧已建有众多潮间带风电，其中新建的龙源潮间带

风电示范项目扩建工程位于渔港进港航道西侧，部分风

机紧邻进港航道，尤其航道由东南向北转折区西侧的数

台风机处于航道局部摆动可能影响的区域，既是风机运

行安全的隐患 [2]，也是影响渔港运行的潜在不利因素 [3]。

因此，为促进渔港及风电资源的综合利用，力求龙源潮

间带风电与刘埠渔港的协调发展，需根据渔港建设过程

中进港航道地形监测成果 [4]，深入分析渔港水闸、船闸

及导流堤施工过程中渔港的冲淤变化过程 [5]，探明渔港

建成后的航道状况，并评估风机与进港航道之间的相互

影响，评价航道选线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图 1  进港航道与风电场关系图

1 刘埠渔港口门区布置简述
渔港的相关工程集中布置并紧邻航道，根据地形、

地貌条件和功能要求，建设本项目的最经济有效围填方

式是将掘苴河入海口门外移，但必将影响现有掘苴新闸

的排涝通道。为满足防洪除涝要求，在距离掘苴新闸下

游约 2.5km 的位置修建掘苴新闸的“替代闸”。新建水

闸偏离西侧现状海堤约 1.2km 布置，为顺应排涝通道内

水流流向，同时避免出口水流经导流堤调整后振幅过

大，水闸中心线与排涝通道夹角呈 120°。原有喇叭状

河口处为闸下水道的水流流路分界区，在渔港口门区布

置了导流堤。西侧沿掘苴垦区海堤轴线延伸新建海堤接

口门区导流堤，东侧利用万亩海参园现状海堤外侧端部

新建海堤至口门区，两侧海堤呈环抱状布置，船闸与水

闸并列建在新筑海堤的防洪线上，将闸口方向呈北偏东

走向，并通过水闸和船闸将现有口门封闭，从而新筑堤

防与现有掘苴新闸及接线海堤之间形成封闭水域。船闸

中心线应尽量与外海航道及内港航道顺接，避免出现急

弯，方便船舶进出，船闸下游护坦端部距离导流堤堤脚

约 460m。根据附近小洋口、吕四等渔港的使用经验，

水闸与船闸应尽量分开，以避免水闸放水时对船闸产生

影响，为最大限度减弱水闸放水时对航道内船只的冲击，

将船闸布置在水闸泄水出流的下方，也可利用水闸泄水

能量维护航道水深（图 2）。

图 2  渔港口门区平面布置

2 刘埠渔港施工过程及地形监测
刘埠渔港施工总共分为 4 个阶段（图 3）[6] 。

（1）水闸西侧施工便道和水闸围堰施工完成，洪

水沿现有河道汇入大海。

（2）在水闸围堰的保护下开展水闸主体结构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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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期约 8 个月；开始东侧海堤、换水闸围堰和船闸

围堰的施工，并预留龙口，选择低潮期合龙。

（3）西侧海堤的加高培厚并开展导流堤施工；拆

除水闸围堰，水闸正式投入运行；在船闸外海围堰的保

护下开展船闸工程的施工；在排水闸外海围堰的保护下

开展排水闸工程施工。

（4）船闸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拆除船闸外海围堰

和换水闸外海围堰，同期继续开展各功能区建设、道路

施工、安装水电和通讯导航设施。

图 3  渔港枢纽工程施工过程

为跟踪分析研究如东风电工程建设及渔港工程建设后

闸下港道区域地形变化（图 4），判断港道选择的合理性

和科学性 [7]，根据渔港各分项工程建设的关键节点，分别

于 2015 年 5 月、12 月，2016 年 5 月、12 月 及 2017 年 12

月对闸下港道区域地形进行了测量（1：5000）。

图 4  刘埠渔港进港航道及龙源风电平面布置图

3 渔港建设过程中进港航道沿程的冲淤变化

掘苴新闸闸下港道是本岸段通向深水的主要水流通道，

并作为刘埠渔港的渔船进出航道 [8]。1992 年后的 20 多年来，

闸下港道轴线移动主要表现在中段向东南发育曲流，中段摆

动幅度可达 3~4km，头部和尾部均基本稳定（图 5）。

图 5  历年掘苴闸下航道轴线变化图（据卫星遥感资料）

3.1 不同时期遥感影像图对比显示（图 6）

2010 年闸下南侧万亩海参园未建时，闸下水道先

向北再向东南方向弯曲，东南方向弯曲段离岸 2.5km 左

右。经过东南段后再折向北，向北区段分成东、西两汊。

2011 年后渔港南侧进行万亩海参园匡围，匡围后东南

弯曲段向万亩海参园围填线逼近，而且东南段水深也逐

渐加深。另外在汛期，水闸下泻的水流直接向北流向外

侧浅滩，在北侧浅滩形成一股潮沟通向外海，此时东南

段潮沟水深会有所减小 [9]。随着万亩海参园外侧防护丁

坝的建设，东南弯曲段向南逼近的趋势逐渐减缓。

图 6  历年遥感影像图

2015 年水闸围堰施工完成，洪季下泻的水流有一部

分绕过围堰堤头向北直接流向外海，大部分水流通过东

南段港汊流向外海。2015 年 12 月水闸围堰施工完成，

渔港外框线基本完成，水闸顺利下迁。出闸后的水流同

样有一部分向北直接流向外海，也有部分水流通过东南

段港汊流向外海，东南段闸下潮沟仍然存在。

2016 年 5 月以后，北侧导流堤施工完成，下泻水流

受北堤阻挡，向北流路被截断，水流全部通过东南侧潮

沟流向外海，北侧潮沟有所萎缩。5 月份渔港临海侧工

程全部结束后，经过完整汛期，到 2016 年 12 月闸下水

道进一步归顺，出闸后水流全部通过东南段潮沟，东南

段潮沟水深有所增大。

2018 年 1 月，渔港临海侧工程建成后 1.5 年，经过

多次汛期后，闸下港道地形基本稳定。北堤堤头有所冲

刷，北堤隔断港汊直接向北的路径，稳定港汊流路，东

南段港汊形态和水深基本稳定。

3.2 施工过程地形监测资料显示（图 7）

（1）渔港工程施工期前，闸下港道虽然主要向东

南方向，但仍然有部分水流直接向北流向外海，特别是

在洪季时，下泻的水流直接冲向北侧浅滩，北侧浅滩区

域形成通向外海的潮沟。渔港工程北导流堤建成后，隔

断水流直接向北的路径，归顺了其流路，使得主要水流

均通过东南段流向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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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 年到 2018 年近十年时间，虽然闸下港道

平面位置存在变化，但总体形态基本保持，主汊道先向

东南再向北，中段折向北分东、西两汊；东、西两汊以

东侧港汊水深较大，对滩槽上在建的风机基础影响较小。

（3）主港汊东南段在万亩海参园匡围后，逐渐向南逼

近匡围线，与设计航道轴线有一定偏差。主港汊平面位置虽

然有所变化，水深也存在季节性变化，但基本维持在-2~-4m。

图 7  施工过程中进港航道实测地形图

4  结论
本研究过程依据渔港建设过程中进港航道地形监测和

工程区海域多年卫星遥感资料，总结了渔港建设过程中进

港航道的平面摆动情况，分析海堤和导流堤等工程对进港

航道流路变化的具体影响以及航道沿程的泥沙冲淤变化。

研究表明，闸下港道平面位置不断微调，但总体形态基本

保持不变，水深随季节性有所波动，但均可满足渔船进港

要求，周边风电工程未对进港航道区域地形产生明显不利

影响。设计的航道选线合理，满足建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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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三道拐河段航道整治方案优化设计
陈一波 1，王舒涛 2

摘　要：澜沧江 244 界碑至临沧港四级航道建设工程以曼厅大沙坝河段航道整治为依托，针对三道拐河段航道整治方案

进行研究，分析了三道拐河段滩险成因及碍航特性，并通过物理模型试验，重点对比不同方案实施后的整治效果，同时

结合整体模型试验，推荐最优方案，为后续航道整治方案确定提供支撑，对今后类似复杂滩险航道整治具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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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 - 湄公河是亚洲唯一一条连接六国的国际河

流，是连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梁和纽带，素有

“东方多瑙河”之称。随着澜湄合作、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深入实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水路客、货

运的需求越来越大，2.0m×40m×300m（航深 × 航宽

× 弯曲半径，下同）五级航道标准已不能满足航运的

需求，进一步提升航道尺度是十分必要和迫切 [1]。由于

三道拐河段滩险兼有“弯、险、窄、急”等碍航特征，

且水流条件十分复杂，整治难度较大 [2]，本文拟以澜沧

江四级航道建设工程物理模型研究为依托，针对三道拐

河段航道整治方案进行研究，为后续工程设计及类似复

杂滩险航道整治提供借鉴。

1 滩险概况
三道拐河段位于景洪下游约 39.0km，该河段滩险密

集。枯水期弯道急流险滩，滩险上游紧邻曼厅大沙坝出

口，下游 200m 紧邻曼丙滩险。由三个连续的弯曲滩段

组成，平面上呈“S”型，滩险进口河窄，向下在第一

弯曲段内放宽，然后束窄成卡口，过卡口后逐渐放宽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