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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沿海挡潮闸闸下水道淤积的因素和影响机制分析
!

郑华美!王均明
!江苏省东台市水务局 江苏 东台 "!!"!##"

摘"要!苏北沿海挡潮闸闸下 淤 积 的 主 要 因 素 有!潮 汐"盛 行 风"水 道 弯 曲 程 度"上 游 河 道 断

面"收益区降雨量和围垦#分析这些因素并掌握影响机制$以便适时有效地采取必要的措施$
使涵闸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工程效益#
关键词!闸下水道%淤积因素%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从!#世纪,#年代开始#苏北沿海大部分中

小入海河口都已建闸挡卤蓄淡#挡潮排涝闸为沿

海开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建闸后不久闸下

普遍发生了淤积#河道的过水面积减少#设计的防

洪排涝能力降低#直接影响涵闸的寿命和工程效

益$随着工程逐渐老化#存在问题增多的情况下#
如何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闸下水道淤积的

因素和影响机制#进行试验研究#深入开展减淤防

淤工作时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闸下水道淤积的基本因素

&’&"潮波变形形成的不对称性

潮波沿潮沟和滩面上涌#由于水深逐渐变浅#
潮汐水道变窄#潮波逐渐变形#致使沿岸区域浅海

分潮显著$梁垛河闸外和弶港南王家槽的潮流属

不正规浅海半日潮#涨潮#落潮历时明显#不对称

性明显#落潮历时远长于涨潮历时#涨落潮流也表

示出明显的不对称性%&&$
从图&可以看出#在梁垛河挡潮闸下 的 潮 汐

水道中#涨潮流最大流速达落潮流速的!倍$虽

然水流的挟沙能力跟流速的-次方成正比#但是

涨潮历时远小于落潮历时#所以涨潮带进水道的

泥沙仍大大高于落潮带出水道的泥沙#这就使闸

下水道的淤 积 成 为 必 然$同 时 涨 落 潮 历 时 差 的

大小是潮波变形程度的标志#历时差越长#表明涨

落潮流速差别越大#涨潮流带入的泥沙在闸下水

道滞留就越多$在苏北沿海#涨落潮历差由南向

北依次递减#由表&可知#从南至北因潮汛涨落形

成淤积逐步递减$

&’!"盛行风和风暴影响

盛行风和风暴影响有利于闸下壅水#加 强 潮

波不对称性#含沙量大增#有利于泥沙落淤$东台

市沿海涵闸闸下入海水道的方向一般均指向东和

东北#此方向正好与附近海域的盛行风向一致#由
于海域水浅#风海流基本和风的方向一致与潮水

顶托而易造成壅水#涨潮流速加快和落潮流速减

慢#泥沙更容易落沉#加速了港槽的淤积%!#-&$
天文大潮如遇到台风#港道淤积会更加迅速$

由风暴潮造成的特大高潮和壅水作用使高潮位时

间延长#大量泥沙在港道中得以落淤#&..*年&&
月台风 于/月&.日 到 达 东 台 海 域 时 风 力 达&#
级#风 向 为 东 北#方 塘 河 闸 当 日 闸 下 最 高 潮 位 达

)’!"0!图!"$台风过后的测量表明#低潮时潮位

不能下降的时段达,1之多#闸下港槽深泓线最高

处淤到2!’#"0#比 平 均 潮 位 还 略 低#基 本 失 去 了

排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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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梁垛河闸闸下"##0处的潮位!含沙量!流速量变化曲线"&.*/+#"+&"#

!"#$&%&’"&(")*)+(",&--./.-$0.,"1.*(2)*2.*(’&(")*$

&*,+-)3/.-)2"(4&("##15.-)36"&*#,7)+-)),#&(.
表&"涨落潮历时统计"据&..)年*月至!###年&!月验潮资料#

8&5-.&"97’&(")*0)+"*2)1"*#&*,)7(#)"*#(",.0

方塘河闸 梁垛河闸 川水港闸 面套河闸

涨潮历时!1 !’!, !’", !’"/ -’&)
落潮历时!1 &#’#! .’/ .’, /’,&

涨落潮时差!1 *’** *’-, *’#! ,’-,

!!1

图!"&.**年/月&.日&&号台风期间方塘闸闸下水位过程线

!"#F!:&(.’-./.-5.-)3!&*#(&*#+))-,#&(.,7’"*#(;.&&(;(4<;))*)*&.=7#$&.**

&’-"闸下河段曲流的发育

闸下短而顺直的港道"感潮迅速不易淤积"长
而弯曲的港道"感潮迟缓"泄流时水面坡降小"流

速低"启 动 和 挟 沙 能 力 差"更 容 易 产 生 港 道 的 淤

积#&.,,年"东 台 河 闸 下"’,G0 处 的 水 道 曾 因

弯曲度大而行水不畅"通过人工裁弯工程后"使闸

下港道的入海流程缩短-’,G0"水道淤积明显减

小"排涝基本正常$图-%#

&./#年 射 阳 河 闸 下 裁 弯 试 验"使 原 河 道 长

-#’)G0缩 短 到&"G0"至&./-年 河 底 高 程 由 裁

弯时的2&’#0冲 深 到2/’#0左 右"排 水 能 力 比 裁

弯前提高了-#H左右#
川东港闸 下 港 道&./)年 在/##!&-##0处

裁弯"缩短河长&’,G0"提高排水能力!#H以上"
河道冲淤深 度 平 均 比 前 一 年 前 冲 深 了&0以 上"
在裁弯 段/##!&-##0"平 均 冲 深 近!’#0 以 上

$表!%#

图-"&..,年东台河闸下人工裁弯示意图

!"#F->?.(2;)+&’("+"2"&-27’/.+27(("*#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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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川东闸下港道裁弯前后高程变化!0"

8&5-.!%&’"&(")*0)+’"/.’5.,5.+)’.&*,’"/.’2;&**.-27()++

日期
距闸 距闸 距闸 距闸 距闸 距闸 距闸 距闸 距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苏北淤长海岸的条件下!利用人工裁弯取

直的工程措施对闸下淤积进行减淤治理是行之有

效的"

&’""上游河道断面小于闸孔净宽

上游河道过水断面的大小#淤积程度#行水障

碍都会直接影响排泄速度!同时影响到闸下水道

的稳定"来水量的多少#快慢与下游水道的淤积

有着密切的联系"东台河闸建成于&.,)年*月!
闸孔净宽-#0!闸底板高程+&’#0!上游 河 道 是

&.,,年冬 挖 成!闸 上,G0开 始 河 底 宽 度 从&&0
加大到 闸 口&*0"&.,/年 春!该 段 进 行 拓 宽!河

底宽度从 闸 上,G0处 的!#0加 大 到 闸 口!*0!
依然是河小闸大"一般来讲!上游河底宽应是闸

净宽的-倍!所以!河闸不配套是该闸淤积的重要

原因"

&’,"小汛期暴雨和上游收益区的降水量

小潮时!部分滩面不会被海水淹没!尤其是靠

近闸的 高 滩"暴 雨 形 成 汇 流 把 这 些 泥 沙 带 入 港

槽!造成闸下水道的淤积$"%"
冲淤保 港 的 实 施 主 要 依 赖 上 游 的 降 水"因

此!收益区降水量的多寡也是港道淤积的重要因

素"&./#年/月#&..&年*月和!##-年*月!由
于收益区降雨量均是常年的-倍 以上!开闸排涝

的次数明显增加且开闸时的上游水位很高!大流

速的淡水将入海水道的断面大大拓宽!港底高程

明显下降"

&’)"围垦的负面效应

随着滩面的不断淤高向海推进!为适 应 国 民

经济发展的需求!围垦扩大土地资源是必然趋势"
但防潮堤筑成后!潮波在原有港丫!低洼滩面以及

高潮 淹 没 的 滩 面 受 到 阻 挡!使 那 里 的 流 速 减 弱"
因为!垂直海堤入射的潮流受堤的反射后使方向

相反的入射波与反射波在堤前复合!堤前水平体

的水平运动大大减弱!潮流带来的泥沙由此落淤"
堤前港丫滩面逐渐淤积!淤积也逐渐向外发展$,%"
近年来!由于无名川和方塘河闸两侧的围垦!方塘

河闸下水道&,##0处两侧滩面比&..!年建闸时

高出#’*0 以 上"梁 垛 河 闸 两 侧 三 仓 片 和 巴 斗

片#高涂养殖海堤的相继匡围!导致梁垛河闸闸下

死生 港 的 萎 缩!闸 下 水 道 宽 度 变 窄!港 底 高 程 抬

高!工程效益降低"!###年东川片海堤围垦和川

东港北片匡围!导致川东港闸下游淤死"虽然!经
过几次机船清淤!一度时期发挥了排涝效益!但最

终还是因外滩较高闸下引河较长而淤死!不能发

挥工程效益"

!"结语

苏北沿海各挡潮闸入海水道淤积因 素 较 多!
对这些因素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切实有效地采取保

港措施!如利用潮汐规律和气候风向风力等自然

条件!大汛期和离岸风潮多利用水力开闸冲淤!来
改善港槽断面形状"适时的裁弯修筑导堤!低滩

造闸!合理进行围垦!从而更加有效的发挥涵闸的

排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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