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WT 中国水运  2021·11  103

德惠新河河道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孙新军 1，栗清静 2

（1 滨城区水利保障服务中心，山东 滨州 256600；2 无棣县农村供水服务中心，山东 滨州 256600）

摘　要：在概述滨州市德惠新河治理工程建设内容及施工期内产生水土流失问题的基础上，对工程占地类型及面积进行

了统计，并对工程实施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规模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该河道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结果

表明，河道治理工程施工期间因土石方开挖回填、大量弃土弃渣的堆放、扰动原地貌及植被等必然产生水土流失，若不

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必将加剧植被退化和土壤侵蚀；水土保持方案通常由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临时措施以及水

土流失治理效果监测等模块构成，通过加强治理效果监测，为水保方案优化设计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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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滨州市德惠新河治理工程为河道治理项目，主要建

设内容为：德惠新河干流下游段河道进行清淤疏浚，德

惠新河穿堤涵闸改建工程，德惠新河 - 秦口河分水工程。

其中河道清淤 42.04km，改建穿堤涵闸 10 座。德惠新

河治理工程等别为Ⅱ等，工程规模为大（Ⅱ）型，德惠

新河干流下游段治理工程级别为 2 级，德惠新河穿堤涵

闸改建工程级别为 2 级，德惠新河 - 秦口河分水工程工

程级别为 3 级。

2 水土流失概况

德惠新河河道治理工程占地共计 574.04hm2，其中

包括 324.73hm2 的永久占地和 249.31hm2 的施工临时占

地，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均为河道管理范围之内的占地；

工程占地类型为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该工程占地类型

及面积情况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德惠新河河道治理工程占地类型及面积（单位：hm2）

项目 防潮闸工程 清淤工程 码头工程 堤防加固 合计

永久占地

城镇用地 113.67 0 2.10 12.78 128.55

工程占地 148.49 4.11 22.38 21.20 196.18

临时占地

城镇用地 3.48 6.17 120.00 0.49 130.14

工程占地 10.87 89.42 1.57 17.31 119.17

合计 276.51 99.70 146.05 51.78 574.04

按照设计，该治理工程总挖方量 633.22×104m³

（ 其 中 表 土 剥 离 80.17×104m³）， 总 填 方 量 为

242.99×104m³（其中表土回填 80.17×104m³），内部

调运 162.82×104m³，余土 390.23×104m³；清淤土方

水土流失责任全部由各乡镇负责，临时堆土区位于堤防

背水侧，临时堆土区平均堆高 2.0~2.5m，边坡 1/2。项

目实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内水土流失程度加重，

若不采取配套性治理措施，则会加剧项目区水土资源流

失和生态环境恶化。清淤后的淤泥若不及时清理和有效

拦护，则会大量流返，再次造成河道淤积；修筑后的堤

防遭遇降水冲刷后增大地面径流，所形成的冲沟、沟蚀

等会对堤防安全和堤身稳定造成很大威胁。

3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3.1 工程措施

为减少风浪对堤防结构的淘蚀冲刷，应在堤防迎水

坡进行浆砌石结构护砌，护砌层设计厚度 0.4m，边坡坡

比 1/3，并在浆砌石护砌结构以下按照 10cm 厚度增设粒

径 5~20mm 的随时垫层，在垫层层下平铺型号 300g/m2

的无纺土工布。具体见图 1，并在堤脚处增设 1.0m 高、

1.25m 宽的基座。为达到较好的拦截雨水以及保证堤顶

水沿迎水侧堤顺利排出堤顶，还应按照 1.5m 的宽度将

堤顶和浆砌石护坡相交部位封顶，并在封顶处顺着堤轴

线向增设 0.4m 宽、0.4m 高的浆砌石矮墙。此外，护坡

上还应按梅花形 [1] 及 2.0m 的间距设置 5.0cm 直径的排

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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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浆砌石结构护砌结构设计

为增强堤顶水土流失控制，左堤顶进行路面硬化处

理，并按照双车道设计，在路两侧分别留出 2.0m 宽的

路肩，出于堤顶排水的考虑，应使路面按 2% 坡度 [2] 向

迎水侧倾斜。路面基层为 30cm 厚的灰土基层，面层为

6cm 厚的沥青碎石结构，包括 4cm 厚的粗粒式沥青碎石

下面层 +2cm 厚的细粒式沥青混凝土上面层。

3.2 生物措施

包括防潮闸工程、码头工程等在内的一级防治分区

内均涉及生物措施。

3.2.1 防潮闸工程生物措施

滨州市德惠新河治理工程防潮闸区域内主要为盐

碱土，故水土保持生物措施应用时必须加强排盐措施的

应用，保证和提升植物成活率。生物措施应用时主要采

取大坑开挖、换耕植土以及坑底加铺灰渣为隔盐层的做

法，对于乔木、灌木而言，其大坑开挖尺寸长 * 宽 * 深

分别为 100cm*100cm*100cm 和 80cm*80cm*70cm。防潮

闸主体工程区堤防两侧和堤间主要种植多年生乔木和草

皮等观赏性植物，堤顶两侧道路边按 5.0m 株距种植刺

槐等行道树数种，防潮闸内上下游堤防内侧迎水坡主要

种植抗盐碱性能良好的苜蓿、野牛草等草植，堤防外侧

则以条形方式及 5.0m 条距种植苜蓿及沙地柏等，防潮

闸翼墙后方平台按 S 形种植雪松和千头柏等乔灌木。

3.2.2 码头工程生物措施

采用观赏性的苜蓿和法国梧桐树种对码头工程区

域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具体设计时，法国梧桐应开挖

长 * 宽 * 高为 100cm*100cm*100cm 的大坑换耕植土，

并在坑底铺 20cm 厚的灰渣隔盐种植；而苜蓿开挖长 *

宽 * 高 20cm*20cm*20cm 的大坑并按 50cm 厚度换土并

铺 15cm 厚灰渣隔盐层后种植。

3.3 临时措施

该措施主要针对德惠新河治理工程防潮闸区域及

堤防加固工程区内的土料场，考虑到该治理工程排水系

统比较完善，按照永临结合的设计原则，不进行临时排

水系统设计，但是土料场施工过程中发生风蚀的可能性

较大，为此主要实施草苫或塑料布覆盖等临时防护措施。

3.4 措施工程量汇总

为简化分析并避免对主体设计中水土保持工程的

重复计算，此处仅统计滨州市德惠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新增水保工程量 [3]，具体见下表。

表 2  水土保持方案新增工程量汇总

水土保持措施 数量

工程措施
土地平整（m2） 264300

花坛（座） 2

生物措施

土地平整（hm2） 45.05

穴状整地（个）

100cm*80cm 3342

100cm*80cm 111750

30cm*30cm 180

人工换土（个）

100cm*80cm 3342

100cm*80cm 111750

30cm*30cm 180

植草换土（m2） 32741

坑底铺灰渣（m³） 25400

乔木和灌木（株） 各 111750

草类（hm2） 41.98

临时措施 覆盖（m2） 465000

4 水土保持效益

德惠新河治理水土保持总投资工程估算总投资

1078.23 万元，资金由省级以上补助和地方配套解决，

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98.94 万元，生物措施投资 554.3 万元，

临时工程投资 145.8 万元，独立费用 223.4 万元，设施

补偿费 55.79 万元。水保方案按照进度及设计要求实施

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4.1 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河道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及措施选取和实

施既要考虑与主体工程的配套性，还应考虑各类措施的

造价。水土保持实施具备很强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导致

其措施投入大且回收期长，经济效益较难显现。若仅从

短期内投入产出的角度以及防洪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

分析，则无法量化体现其真正的经济效益和价值。

水土保持方案中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等的实施能

减轻水土流失危害，增大环境容量，促使环境恢复并走

上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有助于地区投资建

设生态环境的改善，加速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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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态效益

该河道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一段时间后，植

被数量显著增加，土壤性状明显改善，防治责任范围内

土壤入渗增大，土壤侵蚀和地表径流减少，新增水土流

失有效减少。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期间扰动的土地及水土

流失治理率高达 97.6%，植被恢复指数达到 0.98，土地

资源保有率提升至 1.67，林草覆盖率和拦渣率分别增大

至 15.2% 和 98.5%。

5 结论

综上所述，河道治理工程属于线性工程，治理长

度较长，出于资源节约的角度考虑，挖方资源及塑料薄

膜、草苫等临时防护材料均应多次重复利用；在生物措

施应用的过程中应优先选择地区适生及优良外来树种和

北斗导航及 GPS 技术在航海定位中的应用
杜文翔

（上海港引航站，上海 200082）

摘　要：北斗导航系统已广泛应用于航天、军事等多个领域，在促进各领域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航海时 

，使用北斗导航系统进行位置定位，能获取精准的位置信息，能为驾驶员提供数据依据，让驾驶员能作出正确决策。通

过分析北斗导航系统在航海定位中的应用及 GPS 导航系统和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原理，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能促进

北斗导航系统广泛应用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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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系统能长时间为用户提供定位，并确保提

供位置信息高精度，北斗导航系统对我国定位技术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在航海过程中，可以用北斗导航系统进

行船只位置定位，为驾驶员提供准确、实时的位置信息，

让船只行驶更安全。因此，必须了解北斗导航系统在航

海定位中的应用，促进航海业繁荣发展。

1 北斗导航在航海定位中的应用

1.1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需同雷达配合使用

雷达跟踪目标同自动识别系统所报告目标有一定联

系。具体而言，雷达传感器定位目标、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定位目标、船只航行速度、航行方向等都是重要信息，

雷达会对以上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在分析过后，雷达

还会根据地理位置、船只航行方向、船只航行速度进行

处理和分配，以船只驾驶员要求为准，为其输出所需目

标动态信息。如雷达跟踪目标和自动识别定位系统所跟

踪位置有一定误差，就会导致雷达无法显示正确位置，

不仅让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与雷达回波位置出现误差，还

会让所定位目标位置消失，无法与其联系，甚至出现目

标数据不精准，目标数据不可用的问题，最终对船舶航

草种，并避免选用稀缺、未种植过的树种和草种。为进

行水土保持方案效果评价，必须加强方案实施后水土流

失程度的监测，并收集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料，为水保方

案的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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