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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南通河段整治工程模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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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1．模型概况 长江南通河段地处潮汐影响范围内的河口段，由于上、下游控制断面的瞬时水位差在模型上很

小，对生潮系统的精度要求极高，因此模型采用微机控制，上、下游同时生潮，各自复演相应的潮位曲线，使模

型模拟沿程水位、流速与天然情况相似。 通过洪、枯季大、中、小潮的验证试验，表明模型试验结果与天然情况

相似性较好，达到模型设计的各项要求。 2．试验研究内容及成果 该项目进行了一系列专题试验研究，通过对各

种工程方案的详细论证，排除了一些无效或效果不明显的工程方案，得到了最优工程方案，从而为规划设计部门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主要试验研究课题及其成果如下： (1)如皋沙群整治工程方案试验。如皋沙群的演变历来是

南通河段发生剧烈变化的根源，其整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中汊的发展、增加天生港水道的分流量、减少河床

淤积。通过对一系列整治工程方案的试验，最后得出中汊潜坝加天生港水挖槽方案效果最佳、中汊下口段的挑流

坝方案效果次之的结论。 (2)天生港水挖槽试验。挖槽试验结果表明，挖槽必须上、下贯通。施工时须自下而上

开挖，单纯改善天生港水上口的入口条件不能增加其分流量。 (3)通洲沙东、西水道的合理分流及整治方案试

验。1970年以后，由于上游河势的变化，导致通洲沙北侧向外淤长，东水道北移，河床向窄深发展，北岸受到冲

刷，西水道则发生淤积。试验结果表明，改变这种状况的工程措施是在横港沙尾部的外侧布置挑流丁坝，增大东

水道进口段的曲率半径，从而改变东水道的断面流速分布，冲刷通洲沙北侧，调整断面形态。 (4)新开沙及其夹

槽的定床及局部动床冲淤演变试验。新开沙夹槽的北岸是南通市经济开发区，沿岸将得到开发利用，为了判断和

预测该河段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定床和局部动床模型试验，得到了该河段10年和20年的河床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比较深入地认识了新开沙河段的演变特点，从而为开发利用这一段岸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5)天生港水道的自然

冲淤演变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天生港水道已逐渐趋于冲淤平衡状态，如不发生特殊的水文泥沙变化，近20年内

天生港水道还不会自然消亡。 (6)天生港水道缩窄工程的模型试验。为了增加水深，扩大开沙岛的范围，碾砣港

附近河段河床可适当缩窄。试验结果表明，缩窄河床后，主槽流速增大，对横港沙的过滩水流没有明显的影响，

同时也不致减小天生港水道下段的水深，因此缩窄工程效果明显。 (7)浏海沙水道的河床演变及南岸防护措施的

模型试验。浏海沙水道的南岸不断发生冲刷，老海堤至九龙港一带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护岸措施。试验结果表明，

九龙港至十一圩需要重点加以防护，以下可暂不进行护岸。 (8)南通河段如皋沙群中汊北岸岸边冲刷试验。试验

中得到了又来河岸滩的冲淤变化幅度，为设计部门确定又来河引、排水渠的合理走向及其与中汊水道的交角提供

了科学依据。 (9)南通船厂15万t级大型浮船坞及修船码头模型试验。在对船厂河段进行河床演变分析的基础上，

进行船坞模型试验，获得船坞附近大量流速分布资料；进行了1954年特大洪水模型试验，获得最大流速和东水道

流态资料，满足了工程设计和防洪的要求。 (10)南通市拟建过江隧道工程对水位、流速影响的模型试验。试验结

果表明，隧道工程对其附近的水位影响不大，对流速影响比较明显，表面流态没有明显的变化，估计河床变形幅

度不大，为论证隧道工程的可行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3．南通河道的综合治理方案 通过分析南通河段的河床演变

和在模型上进行的一系列整治工程试验，对该河段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规划设计和整治工作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因势利导，突出重点，分期实施，确保节点工程，远近结合，边施工、边观察及时进行调整。综合治理方案

为：①稳定河势的工程措施是稳定现有河势以防止向不利方向发展，近期应采取应急措施维护和固守节点，控制

中汊进一步发展，加强护岸，防止主流摆动；②改善河势的工程措施可采用在中汊下口长青沙一侧建挑流丁坝，

同时在横港沙外侧建造挑流丁坝，以改善迫洲沙东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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