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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与航道整治》以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与航道整治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滩槽冲淤
、崩岸、切滩等演变机理，提出了设计碍航淤积量的确定方法及河岸、滩槽演变模拟方法等，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长江中下游枯水航槽塑造技术，并深入分析了理想航槽形态、工程平面布置、工程材料结
构及稳定性等。
这些研究成果发展和完善了河道演变、滩岸变形、浅滩演变模拟与预测及航道整治的理论与技术，对
冲积河流的河道整治与航道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与航道整治》可供从事航道整治、河床演变、流域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科技人
员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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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1.1 长江中下游河道特征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干流
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黄海与东海的交汇处入海，全长6300余公里，为我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仅次于非洲的
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
长江流域总面积约18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总面积的1/5。
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宜昌—鄱阳湖口为中游，全长约955km，湖口以下为下游，全长约938km。
其中湖北枝城至湖南省城陵矶河段又称荆江河段，全长约340km，以藕池口为界，分为上、下荆江。
长江中下游两岸支流、湖泊众多，江湖关系复杂。
枝城以上清江自右岸汇入，荆江右岸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调弦已于1959年封堵，故又称
三口）分荆江水沙入洞庭湖，洞庭湖区西南有湘、资、沅、澧四水，三口和四水水沙经洞庭湖调蓄后
，于城陵矶汇入长江。
城陵矶至湖口左岸主要有汉江入汇，鄱阳湖水系的赣、抚、信、修、饶五河经鄱阳湖调蓄后从右岸湖
口汇入；下游左岸主要支流有皖河、滁河和巢湖水系汇入，右岸有青弋江、水阳江和太湖等水系汇入
。
1.1.1 水沙特性1.多年平均水沙输移量长江中下游干流主要控制站点有宜昌、枝城、沙市、监利、螺山
、汉口和大通站；宜昌站控制上游川江来水来沙，枝城、沙市、监利站分别为荆江河段清江入汇、松
滋和太平口分流、藕池口分流后的水沙控制站；螺山站控制着荆江和洞庭湖交汇后的水沙；汉口站为
长江接纳汉水后的控制站；大通站位于长江下游，为长江接纳鄱阳湖水系及下游大部分区域水沙的控
制站。
统计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主要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量和输沙量，见表1.1.1，从表中可以看出，1950
～2002年宜昌站多年平均径流量为4368亿m3，受三口分流影响，荆江河段径流量沿程递减，由于沿程
支流入汇，螺山径流量增加至6460亿m3，汉口径流量增加至7111亿m3，大通径流量为9052亿m3。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受流域降水偏少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径流量减小，但沿程变化规律与1950
～2002年一致。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宜昌、四水、汉江年径流量占大通的比例分别为50%、20%、10%左右，而汉口
以下众多支流的径流量约占大通的20%，即宜昌及宜昌以下支流总径流量各占大通的50%左右。
这表明，由于沿程支流入汇水量较大，上游梯级水库运用对宜昌流量过程的调节将沿程得到一定程度
的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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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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