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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用的框架性建议

赵德招１， 杨奕健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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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疏浚土是水利水运工程衍生的一种宝贵资源。 在长江上海段，针对上游来沙量持续减少、河口砂土资源

日趋紧缺、海洋倾倒区逐渐受控等新形势，开展港口航道疏浚土的有益利用是涉水部门的共同期望。 依据工程

现场调查资料，分析了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用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新形势和新要求提出了疏浚

土有益利用的框架性建议。 研究分析表明，近 １０ 年来，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

越，用于吹填造地的长江口深水航道疏浚土数量较为可观。 但存在疏浚土利用方式单一、利用率总体偏低、相
关体制机制尚未完善等诸多现实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上海段疏浚土的有益利用水平，提出框架性建议如

下：加紧疏浚土有益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加快转变疏浚土资源化利用方式，以及加大疏浚土有益利用体制机制

创新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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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海段是长江黄金水道中通航条件最好、江海船舶密度最大的区段。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量和

船舶大型化的需求，长江上海段港口航道资源开发强度不断提高，为此带来的（基建性和维护性）疏浚土数

量较大［１］。 在疏浚土的处置与管理过程中，以往采用直接外抛的简单粗放型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新形

势和新要求。 近年来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三峡工程蓄水运行以后，长江河口泥沙资源的供需矛盾日趋突出（即长

江上游来沙和河口区可采沙源少，滩涂围垦等工程用沙多［２］ ），且上海市海洋倾废管理日渐严格，疏浚物海

洋倾倒区逐步受控，疏浚土直接外抛受限。 因此，提高疏浚土有益利用的程度尤为迫切，这也是各涉水部门

共同期望的方向。
经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上海港外高桥港区码头和上海市滩涂围垦等工程建设实践，长江上海段疏

浚土有益利用已进行过诸多尝试［３－９］，尤其在疏浚土吹填造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相关的经验不足以及

缺乏系统总结，难以有效推进后续疏浚土有益利用工作的深入开展。 本文尝试从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

用现状出发，分析疏浚土有益利用的主要方式和数量，指出当前疏浚土有益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现阶

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用的框架性建议，力争为上海长江口地区尽快形成有利于

疏浚土有益利用的技术导则和政策环境提供参考，促使航道、水利、海洋以及环保等相关方在疏浚土处置及

利用方面达成共赢局面。

１　 研究区概况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江海船舶货运高度发达，港口航道大规模建设和维护带来的疏浚土量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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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调查［１］表明，长江上海段疏浚土主要来源于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南港北槽段、向上延伸段）、上海

港外高桥港区（１～３ 期、４～６ 期）支航道、南槽 ５ ５ ｍ 航道（中下段），以及罗泾港区进港航道等水域（图 １），
疏浚土年均总产量可高达近 １ ０ 亿 ｍ３。

经现场采样和室内试验测定（图 ２），长江上海段疏浚土颗粒粒径自上而下沿程递减。 其中，长江口深水

航道向上延伸段疏浚土较粗，中值粒径（Ｄ５０）约 ０ ２０ ｍｍ；南港段疏浚土中值粒径大多超过 ０ １０ ｍｍ；北槽段

疏浚土则最细，中值粒径一般约 ０ ０３～０ ０４ ｍｍ。 ３ 个区段疏浚土粒度特征的差异主要为上游段的粗砂粒级

含量明显偏高，而粉砂粒级含量相对偏低。 从疏浚土颗粒组成成分看，粉粒级（０ ００５ ｍｍ＜Ｄ５０＜０ ０７５ ｍｍ）
含量总体在 ７０％以上，基本属粉质黏土或黏质粉土。 因此，长江上海段疏浚土砂质良好，且成份清洁，是一

种可直接利用的泥沙资源。

图 １　 长江上海段疏浚土主要产生区域和海洋倾倒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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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长江上海段疏浚土的粒径级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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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期长江上游来沙量的逐年减少，特别是 ２００３ 年三峡工程蓄水运用以后，大通站年

平均输沙量仅为 １ ４５ 亿 ｔ，比蓄水前骤减约 ６０％。 加之，由于长江口河道采砂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实

践，河口禁采区范围扩大，浅层可采优质沙源已剩不多，河口泥沙的供给途径及供给量相对有限。 而另一方

面，水利、滩涂围垦和环境保护等对泥土资源的需求量却日益增加，仅上海市在“十二五”规划期内因滩涂促

淤圈围的需砂量就在 ３ ３ 亿 ｍ３以上［２］。 因此，在长江口泥沙资源供需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疏浚土是一

种资源的理念愈加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促进其有益利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交通运输部

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制定的《关于落实〈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在基础建设方面要加强长江口深水航道疏浚土综合利用。

２　 疏浚土有益利用现状分析

２ １　 疏浚土有益利用的主要方式和数量

疏浚土的污染程度是关系其能否得到有益利用的重要因素。 由于长江上海段疏浚土基本为清洁疏浚

物，其污染状况完全可以接受，因此可直接进行利用。 但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长江口 ７ ０ ｍ 人工航槽

疏浚开通以来至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一期工程（８ ５ ｍ 航道）维护期，近 ３０ 年，长江口航道疏浚土一直被当

作废弃物进行外抛处理，长江上海段区域尚无疏浚土资源化利用的先例。 从 ２００４ 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

期工程起，结合上海市滩涂开发需求，在北槽内建设 Ｃ１，Ｃ２，Ｃ３ 和 Ｃ４ 四个吹泥站（图 ３），采用挖抛吹工艺，
利用绞吸船将疏浚土吹填至横沙东滩水域，从而改变了以往将大量疏浚土外抛的浪费做法，首次实现了长江

口疏浚土的造地利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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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长江上海段疏浚土造地利用工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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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推动航道疏浚土的造地利用，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加快推进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合作备忘录》，明确要加强疏浚土造地

利用。 在此机制下，双方合作已涉及横沙东滩三期圈围

工程、横沙东滩六期圈围工程以及浦东机场第五跑道圈

围工程等项目。 据初步统计（表 １），仅横沙东滩促淤工

程期间（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长江口航道疏浚土已累计向

横沙东滩水域吹泥近 １ ３ 亿 ｍ３。 作为合作运作模式的

起步工程，横沙东滩三期圈围工程吹填约 ２ ７００ 万 ｍ３疏

浚土。 正在实施中的横沙东滩六期圈围工程疏浚土吹

填量将可高达 ７ ４００ 万 ｍ３。 以上这些是国内疏浚土有

益利用规模较大的典型工程实例，在发挥疏浚土资源价

值属性同时，既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又可减少疏

浚物倾倒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表 １　 长江口疏浚土吹填造地工程的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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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成陆面积 ／

万 ｍ２

疏浚土吹填量 ／

万 ｍ３
疏浚土主要来源 备注

横沙东滩一、二、
四期促淤工程

／ １２ ９００
长江口 １０ ｍ 深水航道 （南港北槽段） 疏

浚土
２００４ 年起开工，２００９ 年底基本完工

横沙东滩三期

圈围工程
１ ６６６ ７ ２ ７００

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南港北槽段）疏

浚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开工，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基本完工

横沙东滩六期

圈围工程
３ ２００ ０ ７ ４００

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南港北槽段）疏

浚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开工，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已完成约

３ ０００万 ｍ３疏浚土吹填造陆

浦东机场第五

跑道圈围工程
１ ３３３ ３ ４８０ 南槽 ５ ５ ｍ 航道（中下段）疏浚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开工，目前已部分使用疏浚土吹

填造陆

注：目前长江口疏浚土吹填造陆施工工艺一般为抛吹或艏吹。

２ 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长江上海段水域，疏浚土的有益利用主要是结合上海市促淤圈围规划，将疏浚土作为促淤区或圈围区

的填料加以利用。 近 １０ 年来，部分疏浚土就近进行吹填造地利用的工程实践是成功的，已产生了一定的经

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为上海市滩涂资源开发、长江口航道建设、河口生态环境保护等做出了贡献。 但从长江

口疏浚土有益利用现状看，当前仍存在以下问题：
（１）疏浚土主要仅用于吹填造地，其资源化利用方式难以多样化。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疏浚土颗粒本身

理化性质（颗粒粒径总体偏细、密实性较差、化学组成成分不良，难以直接用于筑堤或建筑材料等）、疏浚土

供需空间错位（主要产生区域分布在离陆域较远的南港北槽河段，而需求区域则集中在南汇东滩等岸段或

陆域）等因素限制。
（２）疏浚土有益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相对滞后，利用率总体不高。 据不完全统计［１］，长江口深水航道疏浚

土利用率仅约 ４０％，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疏浚土利用率基本在 ８０％以上）和我国部分沿海地区

（如天津港疏浚土利用率在 ９５％以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工程实践表明，长江口疏浚土利用率的低下，与目

前采用的抛吹结合、二次搬运的“挖抛吹”施工工艺存在泥沙流失比例高，应用范围有限等缺点密不可分。
在现阶段技术水平条件下，吹泥上滩工艺优化、长距离疏浚土输送工艺等若干关键（或成套）技术研究相对

滞后，短期内难以突破技术障碍，且全国范围内尚无明确的疏浚土有益利用相关技术标准或导则可循［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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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上海长江口地区疏浚土利用的体制机制尚不够完善，还存在沟通协调机制、激励政策和利益分配等

非技术问题，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疏浚土资源化利用的步伐受阻。 比如，滩涂吹填造陆项目与港口航道疏浚

项目之间的对接机制尚不成熟，没有明确的惠利政策支持和引导疏浚土的有益利用，也没有专门的相关法规

制度约束各方积极利用疏浚土等。
２ ３　 长江上海段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从疏浚土本身特点来看，与天津港等其他沿海地区相比，长江上海段疏浚土均以淤泥和黏性土为主，粒
度、级配等土质性状基本相当，主要差异体现在：①产生量明显较大（每年疏浚土数量高达近 １ ０ 亿 ｍ３），处
理难度和成本加大；②疏浚土产生或分布区域，尤其是主要回淤段北槽中下段水域与岸段陆域距离相对较

远，运距费用高，不利于就近利用。
在疏浚土利用技术方面，长江上海段明显较其他地区有优势，目前近距离吹填造陆工艺（挖抛吹工艺和

艏吹工艺）已较为成熟，可适用于远距离泥沙输运和吹填造地的疏驳分离新工艺亦在研究之中。 此外，在疏

浚土综合利用体制机制与政策方面，长江上海段航道与水务等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疏浚土吹填造陆示范工

程（疏浚土需方承担吹填上滩费用，供方承担疏浚费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经济性政策仍远不及天津港

对疏浚土吹填造地的优惠政策，亦在较大程度上抑制疏浚土有益利用的积极性。

３　 疏浚土有益利用的框架性建议

３ １　 国内外疏浚土有益利用的相关经验

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疏浚土是一种可利用资源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经过长期的实践研

究，他们大多已具备一整套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实施体系（包括技术标准、政策法规和管理机构等），保证疏浚

土能合理、科学和有效的利用。 从现状和特点看［１０－１１］，国外发达国家的疏浚土利用率普遍较高，利用的途径

和方式呈多样化趋势，利用目的更侧重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此外，他们非常注重疏浚土利用技术研究，
建立了疏浚土利用或处置的相关技术标准，如美国的《疏浚与疏浚物处置工程师手册》、英国的《疏浚物有益

利用指南》和日本的《疏浚土有益利用和海洋处置技术指南》等，有效指导了疏浚土的有益利用。
在国内，因港口航道等工程建设带来的疏浚土产生量巨大，单纯的倾倒处理已不能有效解决疏浚土的出

路问题，而要更多地考虑有益利用。 近几年，我国在疏浚土利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对疏浚土进

行吹填造地已有大量实践和相应的典型案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１０］。 比如，黄浦江航道整治工程疏浚土吹

填造就复兴岛、天津港东疆港区疏浚土吹填造陆和广州港南沙港区吹填造地等。 以上这些成功案例均表明，
疏浚土的处理遵循多用少抛、就近利用等基本原则是合适的，细颗粒疏浚土在造地利用方面大有可为。 此

外，在疏浚土有益利用的激励机制方面，天津港因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可返还 ９０％土地租售金给造

地单位作为吹填工程补偿），促使航道疏浚土几乎全部用于天津港区的吹填造陆，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３ ２　 框架性建议

在国内外疏浚土有益利用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上海段疏浚土的利用水平，结合当前长

江上海段面临的港口航道疏浚土产生量大、海洋倾倒区日趋受控、上游来沙持续减少、工程用沙紧缺等新形

势和新要求，提出疏浚土有益利用的框架性建议如下。
３ ２ １　 加紧疏浚土利用关键技术研发　 在长江上海段水域，疏浚土利用率普遍不高。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
疏浚土吹填造地、筑堤、建筑材料等有益利用涉及较为复杂的技术工艺，如脱水固结技术、水沙分离技术、挖
抛吹工艺、艏吹工艺以及疏驳分离工艺等均尚未成熟。 因此，要加紧相关技术工艺的自主研发及关键参数研

究，摸索出一整套适合上海长江口地区的疏浚土有益利用技术指南或工程导则，推动疏浚土利用覆盖整个长

江口区域，从而增强疏浚土利用的高效性、广泛性和可持续性。
现阶段上海市建设用地规模大、后备土地资源紧缺，上海市港口航道疏浚土圈围造地利用的前景广阔、

空间巨大［１２］。 因此，针对疏浚土颗粒细、含水率高、产生部位远离陆域等特点，应进一步明确疏浚土造地及

筑堤等多方式利用的技术路径（或成套技术体系），从而缓解上海市圈围造地工程砂土资源紧张的局面，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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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３ ２ ２　 加快转变疏浚土资源化利用方式　 疏浚土有益利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工程利用（吹填造陆、海
滩养护、海岸防护等）、农业和产品利用（改良土壤、制造建筑材料等）、环境改善（营造和恢复湿地、构筑鸟类

的陆上栖息地和繁殖场所等）。 但当前长江上海段疏浚土的利用方式过于单一（主要仅用于吹填造陆），疏
浚土资源的再生价值和用途体现尚显不足，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利用效率。 结合国外经验看，加快转变疏

浚土资源化利用方式，对疏浚土进行建材利用、土壤改良、吹填造地、湿地保护等多途径的有益利用必将是提

高疏浚土利用率、解决巨量疏浚土处理问题的发展方向。
疏浚土的利用方式主要与疏浚土自身的物化性质有关。 由于长江上海段疏浚土主要由淤泥、黏粒、粉粒

和细砂等不同组分构成，且基本不受污染，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分类利用。 统筹结合上海市生态环境、农业、建
筑等实际需求，除了滩涂开发中的吹填造地外，还可尝试考虑对疏浚土进行河口湿地生态修复、土壤改良、建
筑材料利用（制陶粒、烧制瓷砖、制造水泥熟料等）等多种方式的有益利用，充分发掘并实现疏浚土资源潜在

的综合利用价值。
３ ２ ３　 加大疏浚土利用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疏浚土有益利用工作的开展除了技术支持外，也需要相关体制

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这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如天津港）已有成功经验

可借鉴。 针对长江上海段的实际问题，要完善疏浚土利用的体制机制，首先应进一步健全疏浚土利用的沟通

协商机制，加强吹填造陆等疏浚土有益利用项目与港口航道疏浚工程项目之间的对接融合，如上海市横沙东

滩三期、六期圈围工程均是较好地结合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开展疏浚土的吹填造地工作。 其次，抓紧研

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激励、扶持和引导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利用疏浚土，进一步推进港口航道疏浚土的市场

化利用。 第三，适时出台和明确专门的地方法规制度，体现疏浚土有益利用在上海长江口地区的重要意义，
一定程度上约束各利益相关方首先考虑利用疏浚土，有助于本地区细颗粒疏浚土的综合利用得到广泛开展。
３ ２ ４　 加强疏浚土倾倒区的限制式监管　 经选划批准的海洋倾倒区投入使用后，倾倒区及周边水域的海洋

环境质量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调整。 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１３］ 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

道维护期间，长江口 １＃、２＃、３＃倾倒区的平均水深在 ６ ０ ～ １０ ｍ 之间，水深状况相对稳定，对倾倒物的容纳能

力较好，适宜继续使用。 同时，长江口 Ｃ１，Ｃ２，Ｃ３，Ｃ４ 吹泥站（位于北坝田附近）疏浚土吹填上滩的流失率较

低，未发现疏浚土的迁移扩散对长江口深水航道区造成淤积，可继续使用。 但是，吴淞口北倾倒区近期呈淤

积态势，局部水域水深较浅，已不能满足继续倾倒的功能需求。 根据这一新形势，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及时

调整了长江口附近海域倾倒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暂停使用吴淞口北倾倒区，仅保留长江口 １＃，２＃和 ３＃三个倾

倒区（分别位于南槽上口、北槽下段南侧和北槽口外，见图 １），且其年倾倒量分别控制在８００ 万 ｍ３，
８００ 万 ｍ３和 ２ ０００ 万 ｍ３，即长江口水域疏浚土的年度倾倒总量为３ ６００万 ｍ３。

４　 结　 语

本文仅对近年来上海长江口疏浚土有益利用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长江上海段疏

浚土有益利用的若干框架性建议。 取得的主要认识如下：
（１）工程实践表明，近 １０ 年来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用从全水域的零利用，发展到目前长江口深水

航道疏浚土部分用于吹填造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先期试验到正式规模化运作的历史性跨越。 其中，用于

横沙东滩促淤圈围、浦东机场第五跑道圈围等吹填工程的长江口深水航道疏浚土数量较为可观。
（２）当前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疏浚土主要仅用于吹填造地，有益利用方式难

以多样化；疏浚土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相对滞后，利用率总体不高；上海长江口地区疏浚土利用的体制机制尚

不够完善，疏浚土利用的积极性不强。
（３）与天津港等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是，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数量明显较大，处理难度和成本加大；疏浚

土产生或分布区域，尤其是主要回淤段北槽中下段水域与岸段陆域距离相对较远，运费高，不利于就近利用。
（４）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上海段疏浚土利用水平，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建议加紧疏浚土利用（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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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吹填造地）关键技术研发，加快转变疏浚土资源化利用方式，加大疏浚土利用体制机制创新力度，以及加

强疏浚土倾倒区的限制式监管等。
在当前新情势下，研究长江上海段疏浚土有益利用是一项涉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前瞻

性工作，需要航道港口、滩涂围垦、海洋环保等各相关方的认可和重视。 框架性建议中所涉及的疏浚土脱水

固结、水沙分离、长距离输送等若干关键技术，以及疏浚土利用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问题，是下阶段的研究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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