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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挖河疏浚概述

  摘要：在河口，采用挖泥船或其他机具以及人工进行水下挖掘土石方的工程，统称疏浚工程。河口疏浚的主要任务为：①在河口打通排

洪河道或开挖新的航道；②结合整治工程，调整河道流路，维持河槽浚深、加大河道排洪能力或航行能力，并定期疏浚维护；③与开挖相结

合，吹填陆域或加固堤防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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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外河口疏浚 

  利用挖河疏浚进行航道治理在国外实施较多，具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和成功的范例，挖沙技术也相对成熟。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的治理，

为了打通拦门沙，西南水道的早期治理始于19世纪30年代。先是单纯用链式挖泥船开辟拦门沙航道，但一遇风暴即被淤平。实践证明如不加

整治而单纯依靠疏浚很难维护拦门沙水道。后采用双导堤，导堤间筑丁坝约束水流增加流速，结合适当疏浚取得所需水深，分汊口上游左岸

用丁坝群导流，增加西南水道分流量以抵消口门约束影响；水道轴线向东偏转350，以避开洪季盐、淡水混合所造成的严重淤积。经采用上述

工程措施，使河口拦门沙水道水深得以维持。。  

  从荷兰注入北海的莱茵河口，起初河道整治工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从局部地方的观点出发，缺乏全局考虑，因而总是达不到目的，

后制定并执行了河道整治总计划，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成效显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挖鹿特丹新水道，开始在长4.5km的水道范围内只疏

浚了宽50m，深3m的航槽，预想通过水流冲刷自然形成所期望的尺寸，并希望沉淤在河口的泥沙会被海上潮流带走，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1881年之后，重新采取人工措施，一方面筑丁坝，一方面疏浚新水道与河口浅滩，整治工程与疏浚相结合，才将新水道建设成功，顺利通

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荷兰湾新港口的扩建，除建设南北堤等工程外，更需借助疏浚维持较大水深。 

  法国的塞纳河口、美国的德拉瓦河口、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口等所进行的治理，也多是采取河道整治与疏浚相结合的方法。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初，国外在河口拦门沙航道疏浚已取得了较大成功，吸扬式、耙吸式和绞吸式等类型的挖泥船已广泛使用。 

  2、国内河口疏浚 

  目前，国内各大江大河的河口也开展了疏浚工作，并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如长江口和珠江口疏浚。长江口航道的自然水深只有

6m，1000吨级的船舶不得不乘潮进港或减载进港。经过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的一期工程治理，水深已增加至8.5m，载有4000吨标准箱的

第四代集装箱船进港前只需卸掉1000标准箱，而在未整治前，则需要卸掉2000标准箱，同时，整治后的航道可以双向通航，航速也由整治前

的8kn提升到12kn，而预期经过二期、三期工程后，水深可连续达到10.0m和12.5m，第五代和第六代集装箱及10000吨级的货船可以乘潮进

港。2001年，珠江河口开始进行疏浚，该工程包括横门北汊～洪奇门调整汇流工程、磨刀门主干道（一期）整治工程及洪奇门水道鸭仔沙进

口河段整治工程三个子工程。主要工程内容有：河道疏浚、导流堤修筑及围外围拆除等，其中疏浚河道总长14.36km，设计疏浚工程量总计

997.96万m3。目前，工程效果良好。 

  3. 黄河疏浚历史概况和现状 

  3.1 黄河疏浚历史概况 

  采用拖淤疏浚治理河流，在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相传大禹治水始，即一直把疏浚作为重要的治河措施而广为采用，在秦汉时期亦有

利用疏浚措施增大河道泄洪的记载。宋朝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开始设置了专门的浚淤机构——疏浚黄河司，此后陆续出现了一系

列的专用浚淤工具。先有候选官员李公义献“铁龙爪扬泥车法疏浚河道”。其法为：“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沉至于水，篙工急

擢，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后有宦官黄怀信另制成“浚川耙”。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耙状，以

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来去挠荡泥沙，己又移船浚......。” 

  至元正四年（1344年）后，礼部尚书泰不华建议疏导下游及海口，置“撩清夫”“混江龙”“铁扫帚”，为保漕运，元之贾鲁到明之白

昂等，曾屡在孙家渡、涡河口、赵皮寨等设浅夫和浚船浚淤，维持分流。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总理河道刘天和主张用“兜勺”“方勺”“杏叶勺”浚浅。同年，刘天和又博采众议，创“平底方舟长柄铁

耙浚河”法，疏浚济宁至徐州运道之淤。自嘉靖中期至万历初年，又有总理河道朱裳置龙爪船爬荡海口，吴桂芳用混江龙于桃、伏、秋汛发

水时在淤浅段拖淤。 

  清顺治九年（1652年），采用“铁罱子吸泥”之法“又有铁罱，铸铁为勺，中贯以枢，双合无缝，柄用双竹，凡遇水淤，驾船捞取，以

此探入水内夹取稀淤散置船仓运行最便”。清康熙年间，靳辅创“浚船铁犁”浚河，后在乾隆、嘉庆及道光年间均推行过拖淤，并创设翻泥

车锁船逼溜等，出现了“长柄泥合”“双齿锄”“五齿耙”“九齿耙”“十二齿耙”“空心锨”“吸耙”“铁耙”等专用浚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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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走现河道。同治初年，山东下游及海口淤积日重，除沿用前人成法拖淤外，光绪十一、二年间

（1885、1886年间），前抚臣陈士杰、张曜先后创平头园船，挑挖清淤，“水落则登滩挑挖，水涨则乘船淘爬”。后又利用小火轮、长龙舢

板拖淤。光绪十五年（1889年），山东巡抚张曜托外国人德威尼订购法国制“铁管挖泥船”两只“嗣在利津太平湾及天津蛮子营实验，仅能

吸水不能挖泥，逐复退还”。 

  3.2 对历史上黄河疏浚的综合评述 

  古代拖淤方式，一是行船拖淤；二是将船固定于疏浚河段，用绳系拖具，以滑车来回绞拖。在利用水力和人力浚淤时，则于淤前段设锁

船坝逼溜和在淤浅段设船用人力器具挑挖淤积物。 

  历史上，对浚淤黄河，措施可行，用之有效的事例有之。但浚淤黄河的工具和方法经试用效果不显著的典型事例也不少。综观历史上浚

淤措施发挥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一是要有较好的水流条件配合，混江龙等类拖具浚淤的功用，在于把河底的积淤搅起，或把水中的泥沙

上下搅浑，乘水流输入下游。若水行不急，搅起的泥沙就会悬而复沉。因此拖淤要有一定的水流动力条件，即流速和坡度要达到一定量值。

二是在局部河段使用，如开直河、浚引河、堵决漫口浚故道，浚黄运交汇口及清口之淤有效，这些地方水流条件好，地段有限，以较多船只

器具、集中力量，疏通局部淤阻。 

  在黄河使用人工器具浚淤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沙多，淤积时间集中，拖不胜拖，拖之有效，停则前工废之，黄河水沙大、来水来沙

时间集中，一场洪水可于一段河道堆积千百万方，在河口，可使河口沙嘴延伸数公里，如此巨量来沙，单靠器具拖拽使之远输，力量自然单

薄。二是河道流路散漫，演变迅速，变幻莫测，拖淤路线难于固定。三是沙粗，拖起的泥沙沉降快，长河段拖淤需多设浚船。四是拖淤时间

问题，黄河水沙主要来自汛期，此时期拖淤最好，但这时期河道和门口的水流悍激，风浪较大，没有固定流路的情况下，船只易于搁浅，不

仅拖淤困难，安全也难保障。在非汛期，水浅流缓，拖起的都是粗沙，易于沉降，拖之不远。 

  综上所述，近千年来，作为治黄措施之一的黄河人工疏浚措施，历经数个朝代，时兴时废，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这些疏浚措施简单，动

力不足，其作用极其有限，只在解决局部短河段积淤并有一定的水力条件相配合的条件下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3.3 近期对黄河的疏浚治理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黄河下游开始采用简易吸泥船的方式进行以防洪保安全为目的的吸泥固堤淤背，吸泥目的主要是固堤，没

有研究吸沙抽泥对河道的影响和减淤作用等问题。八十年代初，为开展黄河河口治理，曾进行了挖沙疏浚、整治河口、稳定黄河入海流路的

实验，包括挖除河道内河心滩，疏浚拖淤降低河床和打通拦门沙，修建导流堤，淤地技术及水沙资源的利用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黄河支流渭河河口拦门沙的治理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曾采用绞吸式挖泥船在河口段进行过挖沙疏浚，但由于技术、经济等原因，

只进行了半年时间。1981年又改用滚筒式挖泥船进行疏浚，也仅开展了几个月的时间。1986年汛前，在汾河口以下河段，即潼关至禹门口河

段，又试图用拖轮推进器冲刷方式拖泥，进行河道疏浚，但由于疏浚技术不完善，对游荡性河道疏浚问题认识不够，缺乏前期科学研究，虽

然通过疏浚一时形成了所谓的航道，但很快全部淤死。总之，尽管在渭河上前后进行了三次挖沙疏浚，但均因一些关键技术问题没有解决，

未达到挖沙疏浚的应有效果。 

  在“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黄河治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对黄河下游艾山以下河道机淤抽沙淤背淤滩的减淤效果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了机淤抽沙对河道减淤量的计算方法。另外，还从理论上对该河段河道挖河疏浚工程断面的设计进行了初步研究，而对挖河

疏浚的众多重大技术及理论问题的研究均未开展。 

  为改善黄河潼关高程的淤积抬升状况，减轻因潼关高程抬升对黄河小北干流和渭河下游防洪造成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三门峡水库的综

合效益，1996年和1997年在三门峡库区潼关河段开展了人工机械冲沙清淤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清淤规模小，作业河段有限、冲

淤清淤机械不完善，以及试验时间短，有不少关键技术问题和科学问题也未能深入研究。 

  1997～1998年、2001～2002年和2004年分三次在河口河段组织实施了挖河固堤工程，在施工组织、施工机具、减淤效果、排洪能力、环

境影响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河口是海与河的汇合地区，受潮浪与河流双重作用，动力条件及河床演变过程都比较复杂。

P.Brunn（1976）曾指出，维持河口通航水深，基本实践经验是离开必要的疏浚去治理任一河口都是不可能的。河口水道浚深后，淤积部位则

会随盐水楔的上溯而上移，泥沙淤积部位也跟着上移，并随盐水楔而上下移动。纵观国内外对河口疏浚的研究，要控制或改善疏浚产生的问

题，必须采取一定的治导工程，可以说整治与疏浚相结合是治理潮汐河口的有效途径，需要更深入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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