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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悬臂式钢板桩护岸工程费用随着挡土高度的

增加而增加，且工程费用高；

（2）拉锚式和双排式结构的工程造价随着挡土高

度的增加而增加，其中拉锚式工程造价的增长速度较快；

（3）当挡土高度在 4m 至 8m 以内时，采用双排式

结构工程造价最优，拉锚式次之，悬臂式工程造价最高。

3 结论

根据以上比较，在平原地区常见的地质及挡土高度

情况下，三种结构形式的适用性如下：

（1）当土质物理力学性质较好，挡土高度较低时，

悬臂式结构型式工程造价最低；挡土高度较高时，拉锚

式结构最经济。

（2）存在深厚淤泥质土层时，悬臂式结构型式不

适宜采用，双排式结构工程造价最低；随着挡土高度的

增加，双排式结构比拉锚式结构方案经济性更优；

摘　要：作为沟通江苏省“两纵”水运主通道的盐宝线航道现状等级较低，大大限制了京杭运河苏北段航道和连申线航

道效益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沿海港口对内陆腹地的拓展。本文通过收集近年来航道水运量现状资料，完成对航道规划

水平年的运量预测，分析航道整治建设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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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宝线航道是《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2017-2035

年）》[1] 确定的“两纵五横”干线航道网中连申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连申线航道是《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

规划》[2] 确定的高等级航道，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高

等级航道网规划》确定的“两纵六横”干线航道网中的

“二纵”。其中，盐宝线航道西连京杭运河，东接连申

线，是与盐河、淮河入海水道、通扬线平行的又一条横

向水运通道，对加强苏北地区两条纵向水运大动脉的交

流，增加江苏省沿海地区向内陆辐射，带动苏中、苏北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盐城港作为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

成和长三角重要物资运输系统的枢纽节点，进沿海开发

和苏北振兴战略的重要依托，加快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和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苏北地区及淮河流域对外

开放的重要口岸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盐宝

线连通通榆运河，与大丰港区疏港航道（刘大线）、射

阳港区疏港航道（黄沙港）共同组成盐城港重要的东西

向水路集疏运通道，对于盐城港的发展及苏中苏北地区

借港出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均大有益处。

1 航道概况

盐宝线航道起自宝应船闸（京杭运河），止于通

榆运河（连申线）。从全省航道网布局来看，盐宝线是

充分发挥京杭运河和连申线两大水运通道作用的重要航

（3）当存在局部淤泥质土层时，挡土高度较低时，

悬臂式结构与拉锚式结构造价较低，由于悬臂式存在施

工简单的优势，两者可以进行经济性比较；随着挡土高

度的增加，拉锚式结构与双排式结构的工程造价趋于接

近，两者可进行方案的经济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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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区域骨干航道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从运输特性来看，本项目亦是盐城港射阳

港区、大丰港区的重要疏港通道，西引东进功能明显，

对于保障江苏沿海地区、苏中苏北地区乃至淮河上游地

区的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

现代化交通体系建设等方面意义重大。

图 1   盐宝线地理位置图

2 水运量现状

近十年来，盐宝线航道的货运量呈波动发展的趋

势。受 2011 年 8 月～ 2013 年 8 月宝应船闸扩容改造的

影响，京杭运河船舶无法通过宝应船闸进入盐宝线，导

致盐宝线航道运量大幅下降，货运量转移至与盐宝线平

行的苏北灌溉总渠、盐邵线、高东线等航道运输；航道

沿线码头的进出运量多由盐邵线运输，在盐都区进入盐

宝线。2014 年，由于苏北灌溉总渠的运东套闸改造、

阜宁船闸改造及高邮运东船闸扩建，通航船舶绕行盐宝

线，带来盐宝线航道运量的大幅增长；2016 年下半年起，

运东船闸正式恢复运营，盐宝线航道运量受到下游高

东线航道的分流影响，宝应船闸运量大幅回落，2018、

2019 年，随着高邮湖、邵伯湖湖砂禁采，宝应船闸下

行货运量进一步减少。

结合宝应船闸、新河庙、七里沟观测点数据、沿线

码头的吞吐量数据，2019 年盐宝线航道完成货物运输

量为 312 万吨，其中上行 138 万吨，下行 174 万吨。

图 2   盐宝线航道 2019 年货流密度图

盐宝线下游与盐邵线共线段的 13.4km 航道承担了

两条航道汇入通榆运河的货运量。2019 年盐邵线共线

段完成货物运输量为 1461 万吨，其中上行 581 万吨，

下行 880 万吨。

通过对两段航道的综合分析，盐宝线航道 2019 年

货物运输量约为 1500 万吨，其中上行量约 600 万吨，

下行量约 900 万吨。

3 水运量预测

盐宝线航道沟通了京杭运河和连申线两条水运大

动脉，既为沿线的扬州、盐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水

上物资运输通道，又是苏中苏北地区物资交换可依托的

重要交通基础设施，也是盐城沿海港口往内陆集疏运的

水路运输路径之一。按照合理运输的原则，确定本项目

的直接经济腹地为扬州市和盐城市，间接经济腹地为除

直接经济腹地以外的苏中苏北其他地区。本次运量预

测基准年取 2019 年，研究预测水平年为 2030 年、2040

年和 2050 年。

运量预测采用船舶起讫点调查为基础的“四阶段

法”。通过分析项目影响区域航运现状，结合经济产业

发展和航道网情况，对区域现状航运流量流向进行分析；

然后收集调查项目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及综合交通现状及

规划资料，对其总体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再基于

对航运现状和宏观环境的分析，对宏观经济、产业、港

口、综合交通发展等关键因素对本项目货运量的影响进

行分析；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对区域未来大宗物

资产耗运情况分析，对未来货运量发展趋势进行判断，

明确本项目的功能定位，建立区域内河货运基年 OD 矩

阵，对未来几年各小区的内河货运发生吸引量进行预测，

进行趋势、诱增和转移运量分布预测，采用多路径概率

分配法进行网络配流，得到货物通过量预测结果，结合

主要货种产耗运分析对分货种流量流向进行分析。

通过货运量预测，最终确定盐宝线航道货运量

2030 年为 1760 万吨，2040 年为 2350 万吨，2050 年达

到 3250 万吨。

4 迫切性分析

盐宝线航道起自宝应船闸（京杭运河），止于通

榆运河（连申线）。从全省航道网布局来看，盐宝线是

充分发挥京杭运河和连申线两大水运通道作用的重要航

段，是区域骨干航道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从运输特性来看，本项目亦是盐城港射阳

港区、大丰港区的重要疏港通道，西引东进功能明显，

对于保障江苏沿海地区、苏中苏北地区乃至淮河上游地

区的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

现代化交通体系建设等方面意义重大。综合起来，盐宝

线航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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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的建设是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需要。盐宝线位于江苏

省苏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其整治升级是加快落实“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加大扬州、盐城等苏北地

区内的生产要素资源对外开放力度。本项目的建设是落

实推进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交通基础设施

补短板，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落实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需要。

（2）本项目的建设是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需要。

2014 年 9 月，在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作出

重要指示之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3]，并同步发布了《长江

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江苏

省政府也于 2018 年组织编制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规划江苏省实施方案（2018-2035）》[4]，明确

提出推进盐宝线等联络航道建成达标，完善区域高等级

航道网形态。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加快落实国家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需要，充分发挥其航道功能，服务长

江经济带发展。

（3）盐宝线位于江苏沿海开发的重点地区，是沿

海盐城港与腹地沟通的重要纽带，其建设是深入实施《江

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需要。沿海港口资源是江苏沿

海地区发展的主要优势之一，盐城港是《江苏沿海地区

发展规划》中明确的区域性重要港口，是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的喂给港和连云港港的组合港。盐城港的内河集疏

运体系正在完善中，刘大线航道已经建成通航，黄沙港

航道整治工程正在进行前期研究。盐宝线是盐城港射阳

港区、大丰港区连通京杭运河运距最短的线路，是盐城

港内河集疏运体系中的重要航道。本项目的建设，有助

于完善盐城港集疏运体系，发挥出河海联运的作用，减

少中转环节，降低货物运输费用，对于进一步拓展港口

腹地、促进港口和腹地产业联动发展、提升港口功能和

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本项目的建设是苏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保障。“十四五”期间，江苏提出要将苏南地区推动

成为在全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军、苏中地

区成为推动江苏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力军、苏

北地区成为支撑全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力军，而

未来产业和城市发展所需的大量能源、工业原材料和成

品、建材等物资需要依托内河水运来完成。因此，建设

盐宝线航道，为苏北地区提供便捷的水路运输，是苏北

振兴的关键之一。

（5）本项目的建设是提高水运主通道通过能力，

顺畅航道，提高区域干线航道网络化和通达率水平，构

筑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需要；盐宝线航道整治工程的实

施，将航道标准提升至千吨级航道通航标准，在淮河入

海水道和通扬线之间新增一条横向水运大通道，加密了

苏中、苏北地区高等级航道网，加强了京杭运河和连申

线的水运联系，促进苏中苏北地区沟通江、河、海的联

运，其建设将带来整个区域航道网条件的改善，并适应

船舶大型化的发展要求，大大提高区域航道网的整体效

益，在我省内河航运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6）本工程的实施是推动我省运输结构调整，构

建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助力交通事业早日实现碳达峰

的重要手段。内河航运技术经济优势明显，运输成本低，

占用土地少，是综合运输体系中最具可持续发展品质的

运输方式之一。在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量中，江苏省内

河货运量占三分之一以上，货运周转量占一半以上，有

效分流了陆路交通运输量，大大缓解了城市陆路交通运

输压力。随着江苏交通步入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的新阶

段，内河航运在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逐步

凸显。在大宗物资运输（煤炭、矿建材料等）、内河集

装箱运输、特种货物运输（液体化工、散装水泥、大型

机电设备、大型基础设施预制件）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用。

5 结论

作为沟通我省“两纵”水运主通道的盐宝线航道现

状等级仅为五级标准，大大限制了京杭运河苏北段航道

和连申线航道效益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沿海港口对内

陆腹地的拓展。因此，为适应水运发展需要，推进长江

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和我省干线航道网的建设，加强

苏北地区两条纵向水运大动脉的交流，增加江苏省沿海

地区向内陆辐射，迫切需要开展盐宝线航道整治工作，

加快航道的建设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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