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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安庆河段是长江下游典型的多分汊河段，分为安庆段与官洲段，近年来受来水来沙变化影响，局部河势仍

然处于变化调整之中，威胁防洪安全及河势稳定，影响沿岸社会经济发展。本文收集了近 70 年来安庆河段实测资料，

分析安庆河段官洲段的主要演变特征，探讨了水沙变异条件下的河道演变机制及未来趋势，并提供了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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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道概况

长江安庆河段位于长江下游干流安徽省境内，河段

上起吉阳矶与东流河段相接，下迄钱江咀与太子矶河段

相连，全长 57km。以皖河口为界可分为上段官洲段及

下段安庆段。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官洲段，上起吉阳矶

下至皖河口，长 32km，为长江下游典型的鹅头型汊道（图

1）。

图 1   官洲段河势图

2 河道演变规律

官洲段演变符合长江中下游分汊河段演变特征，洲

滩合并靠岸、汊道减少、河槽束窄、主支汊交替发展 [1-2]，

上世纪 50 年代官洲段已形成现在的格局。

2.1 深泓变化

官洲段近期深泓变化如图 2 所示。官洲段深泓线在

1966~1981 年也发生进口段、东江段主流大幅度左移、

下挫等较大的摆动，约 1981 年后随着上游河势的逐渐

趋向稳定及护岸工程的实施，1987~1998 年除广成圩段

深泓左移外，总体深泓线摆动幅度减小，1998~2016 年

除广成圩段深泓继续左移外，总体深泓摆动幅度较小。

（1）从官洲段分段深泓线变化来看，官洲进口段

吉阳矶至清洁洲头下游约 1.7km 处的三益圩段，长约

8km，受其上游河势变化影响，1966~1981 年深泓大幅

左移，幅度约 100~900m，1981 年至 1992 年深泓左移，

受该段主流向左岸移动的影响，1989 年六合圩同马大

堤发生剧烈崩岸；1992 年至 1998 年，深泓右移，其摆

幅均为 100~200m；1998~2016 年该段深泓线变化幅度

不大。

（2）三益圩至官洲头段，长约 6.5km，1981~2006

年深泓摆幅较大，2006~2011 年深泓摆幅较小。该段

1966 年至 1981 年从上至下深泓逐渐左移，至官洲头部

达左移最大约 1km，1981~1998 年该段深泓左右摆动，

摆动幅度约 200~700m，官洲头部右摆最大达 1km，

1998~2006 年官洲头上游 3km 段深泓线又向左大幅移

动，最大幅度达 500 余 m，2006~2016 年该段深泓线变

化幅度减小，局部段深泓左移。

（3）官洲头 ~ 官洲尾长约 4km 段 1966~1981 年深

泓大幅度左移，1981 年后深泓线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4）官洲尾至中套段长约 7km，1966~1998 年深

泓线逐年大幅度左摆，1998~2016 年该段除跃进圩下段

李家墩附近局部处深泓略有左移外深泓线总体摆动不

大。

（5） 中 套 ~ 皖 河 口 段 长 约 6.5km 深 泓 贴 岸，

1966~1981 年深泓右移约 100~150m，1981~1998 年该段

深泓略有回摆左移，1998~2016 年该深泓变化较小。

（6）南夹江上段进口~黄石矶段 1981~1998 年深

泓线略有右移约 200m，1998~2016 年复生洲左侧段深

泓线继续右移；黄石矶以下段 1981~1998 年深泓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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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且 1998 年大水冲刷切割余棚洲并形成余棚小夹槽，

1998~2016 年下段深泓线有所回摆。

图 2   官洲段深泓变化图      

2.2 洲滩变化

2.2.1 官洲

官 洲 头 至 西 江 出 口 间 的 官 洲 右 缘 段 1966~1981

年 滩 岸 大 幅 度 崩 退，1981 年 较 1966 年 崩 退 北 移 约

700~1000m，洲尾上提约 2100m。1981 年以后，官洲头

至西江出口段官洲右缘滩岸经过抛石护岸，官洲右缘滩

岸变化大幅减缓。1981~1998 年官洲右缘持续崩退幅度

约为 20~150m。1998 年后在官洲头至官洲尾段出现多

个崩窝。2011~2016 年 +5m 岸线除官洲处的保婴洲头部、

尾部崩退外总体变化不大。2014 年局部地形资料表明，

官洲右缘段 2014 年 +5m 岸线较 2011 年有所崩退，部

分段局部崩窝崩退约 18~35m。

2.2.2 清洁洲

1966~1981 年清洁洲 +5m 等高线的洲头淤长上延

300 余 m，洲尾淤长下延 900 余 m，洲体中下段两侧展

宽约 200~400m；1981~1992 年，清洁洲洲头及洲尾继

续淤长上延、下移约 200m；1992~1998 年清洁洲洲头

左冲右淤，洲头略有右摆；1998~2006 年，清洁洲洲头

左淤右冲，洲头左摆；2006~2011 年，清洁洲洲头左侧、

右侧淤宽；2011~2016 年，清洁洲洲头及右缘 +5m 线略

有所淤积，并向南夹江口门侧淤展约 200m。

2.2.3 新长洲

新长洲 1981 年时大幅度淤长，+5m 等高线洲体增

大约 4 倍，新长洲与清洁洲间形成宽约 450~600m、长

约 4500m 的 +5m 高程以下新中汊；1981~1992 年，新

长洲洲头西北缘冲刷后退约 200~300m，洲尾淤长下移

约 960m，清洁洲和新长洲之间的新中汊上段逐步淤积，

两洲西侧的 +5m 高程洲体并连，1992 年新中汊 +5m 高

程 以 下 段 宽 约 550~700m、 槽 长 约 3500m；1992~1998

年新长洲洲头西北缘继续冲刷后退，洲尾淤长下移，官

洲南缘洲体淤长南移 400~700m，两洲并连范围继续扩

大，两洲之间的新中汊在逐步淤积。

2.2.4 复生洲

1981~1992 年，复生洲左侧外缘 +5m 岸线略有冲

刷右移约 40~60m。1992~1998 年，复生洲左侧外缘下

段长约 2800m 范围崩退右移约 20~50m。1998~2006 年

吉阳矶下至复生洲上游约 900m 处范围，+5m 岸线略有

淤积外移 40~80m，复生洲头上 800m 至洲尾下 1600m

段 长 约 4.1km 段 2006 年 较 1998 年 崩 退 约 30~60m。

2006~2011 年复生洲 ~ 复生洲尾下约 1500m 处范围 +5m

岸线继续冲刷崩退约 30~40m，并以复生洲中下段崩退

较大，约 40~60m 余。2011~2016 年复生洲中下段崩退

右移约 15~40m。

图 3   官洲段 +5m 岸线变化图

2.3 深槽变化

官洲段近年 -10m 深槽变化见图 4。从官洲段 -10m

深槽变化来看，受东流河段出口段主流大幅摆动的影响，

官洲段进口吉阳矶 ~ 三益圩段、官洲头 ~ 西江出口附

近段深槽 1966~1981 年向左岸侧大幅移动，1981~1998

年后深槽变化幅度减小，1998~2006 年漳湖闸 ~ 官洲

头段河床刷深，-10m 河槽上下延长并向近岸移动，

2006~2016 年除广成圩李家墩 ~ 团结队及官洲右缘局

部处等段略向近岸移动外，官洲段 -10m 深槽总体变化

不大。其中双河口段以上段，1966~1981 年吉阳矶 ~ 漳

湖闸段 -10m 深槽大幅左移，六合圩 ~ 三益圩段近岸河

床大幅冲刷，并形成宽达 200 余 m 的 -10m 深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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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吉阳矶 ~ 双河口段 -10m 深槽上下贯通；1981~1998

年沟口闸下 ~ 漳湖闸段 -10m 槽向近岸侧冲刷移动约

30~130m，1998~2006 年漳湖闸 ~ 官洲头段河床刷深，-

10m 河槽上下延长并向近岸移动，2006 年后 -10m 深槽

总体变化不大。双河口 ~ 杨家套段 1966~1998 年 -10m

深槽大幅冲刷左移，1998~2016 年广成圩李家墩 ~ 团

结队局部段 -10m 深槽冲刷左移。杨家套 ~ 小闸口段

1966~1981 年右侧杨家套近岸深槽冲刷右移，岸线崩退，

后经岸线守护，1981~1998 年该段 -10m 深槽略有回淤、

槽头下移；1998~2006 年双河口 ~ 小闸口段河槽刷深，

2006~2016 年该段广成圩王股头 ~ 团结队段 -10m 深槽

略向左侧冲刷移动。

图 4   官洲段 -10m 深槽线变化图 

2.4 汊道分流比变化

20 世纪 50~60 年代，官洲段河道多呈现西江、东江、

南夹江三汊分流格局，东江为主汊，分流比多在 80%

以上，西江、南夹江分流比多不足 10%。1959 年后，

官洲汊道分流比东江分流比略有下降，南夹江分流比略

有增加，1966 年后清洁洲左侧淤涨的边滩受水流切割

并冲刷发展，形成新中汊，河道呈现西江、东江、新中汊、

南夹江四汊分流、东江为主汊的格局。1972 年后新中

汊冲刷发展分流比增大，西江分流比日益减小，河道萎

缩并于 1979 年口门封堵，南小江亦逐渐淤塞，1980 年

后官洲段河道呈现东江、新中汊、南夹江三汊分流格局。

1998 年后新中汊呈现较大的淤积萎缩，主汊东江分流

比略有回升，南夹江略有增加，2006 年新中汊中低水

时已基本断流，东江分流比增加，南夹江分流比基本维

持在 21% 左右。2006 年后，南夹江分流比继续缓慢增加，

东江分流比略有调整。官洲段分流比见图 5。

图 5  官洲汊道近年来分流比变化图   

3 演变趋势分析及治理思路

3.1 演变趋势分析

（1）官洲段口门段主流顶冲部位上下移动，主流

对左岸的冲刷上提下移的范围达十多公里，目前冲刷顶

点在六合圩至漳湖闸一带，近期内将继续保持这种状况。

（2）官洲南夹江流程短，近期南夹江上段清洁洲

右缘、复生洲左缘有所冲刷崩退，分流比不断增加且已

近 25%，南夹江上段近期仍将有发展的可能，但南夹江

进口与主流交角较大，加之黄石矶的控制，也将制约其

较大的发展。新中汊与主流东江的关系极为密切，由于

官洲岸线基本稳定，新中汊继续左移、发展并取代东江

主汊地位的可能性较低，近期中低水已基本衰退断流，

但在今后的演变过程中，如果上游主流摆动且走势对其

进流有利，仍将有发展的可能，并将对官洲段的河势产

生一定的影响。

（3）官洲至皖河口段，目前左岸官洲尾至广成

圩江岸的冲刷可能继续下延，自广成圩转向右岸杨家

套～小闸口的主流过渡段也将继续下移。如果官洲右缘

~ 广成圩江岸出现岸线大幅度崩坍后退，杨家套～小闸

口岸线导流作用将减弱，并导致下游安庆石化码头区河

床大幅度淤浅、深槽外移，进而威胁到安庆港深水岸线

的稳定，并将影响下游江心洲汊道的演变。

3.2 治理思路

为更好地稳定河势，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通

航安全，强化河道保护，满足集防洪、航运、水沙资源

利用、岸线利用与保护、涉水工程安全、生态友好等为

一体的“多目标”协同治理需求，在尊重河道演变规律

基础上，以长江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河道整治规

划、航道整治规划等为指导，提出如下治理思路：

（1）统筹推进安庆河段研究与治理工作，加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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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长江口南港水域历年水文及地形资料建立的长江口二维潮流泥沙数学模型，模拟分析计算中船长兴造

船基地二期工程挖入式港池方案实施后，周边水域的水动力变化以及港池泥沙淤积强度，港池内水体的交换能力，为工

程项目设计及后续运营提供技术支持，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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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中船长兴造船基地二期工程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长

兴镇，西起跃进港以东、东至横沙小港以西，南临长江。

岸线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挖入式港池、2# 舾装码头、

2# 船坞、3# 舾装码头、4# 舾装码头。

本次拟建挖入式港池：在用地上游最西侧利用海

庆河入海口现状，港池大致成 EN-WS 走向，港池宽度

240m。挖入式港池内布置两座舾装码头，其中港池西

侧为 5# 舾装码头，长度 720m、宽度为 20m；港池东侧

为 6# 舾装码头，长度为 760m、宽度为 20m。港池北侧

布置 1 座室内船坞，其余为工作船码头。

2 建立长江口潮流泥沙数学模型

2.1 计算方法

洲段汊道河型转化机理研究及其对策；

（2）尽快实施航道整治后续工程，进一步稳定官

洲右缘至广成圩岸线，采取工程措施限制新中汊及南夹

江发展以维持东江为主流的格局；

（3）牢固树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

加强河道保护，修复河流生态功能 [3]，控制化工企业排

污，营造滩涂湿地，优化港口布局，构建“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宜居环境。

4 结论

通过对安庆河段官洲段近期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笔

者得出如下结论：

（1）官洲段近期南夹江上段清洁洲右缘、复生洲

左缘有所冲刷崩退，分流比不断增加，但黄石矶的控制

会制约其较大的发展。新中汊左移、发展并取代东江主

汊地位的可能性较低，未来仍会以东汊为主汊。

（2）在未来的整治工作中，应加强官洲汊道河型

转化机理研究及其对策，加快以官洲尾至广成圩岸线保

护等守护工程为重点的安庆河段整治工程建设进度，稳

定安庆河段河势并限制官洲汊道新中汊与南夹江发展。

除了满足防洪、航运、水沙资源利用、岸线利用与保护、

涉水工程安全等需求外，也要注重满足生态友好的治理

需求，加强河道保护，修复河道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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