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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通长江大桥墩位布设适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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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深入研究沪通长江大桥桥墩布设合理性，分析拟建桥梁对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以及船舶通航等的影响，
通过物理模型试验从水动力变化、河床冲淤变化、桥址河段通航条件等方面分析拟建桥梁墩位布设的适应性，
并对现有的桥位方案和主桥各通航孔向南平移 ２００ ｍ 的方案进行了比选分析。 同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和 ７ 月进

行了桥区河段枯季大、小潮，洪季大、小潮船筏走行线的现场测量。 研究表明，在桥位方案确定的情况下，现有

墩位方案稍优，能满足实际航行需要。 研究结果可为后续大桥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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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三角地区沿海铁路大通道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沪通长江大桥的修建将有利于南通融入上海经济

圈和吸收上海自贸区的“溢出效益”。 工程区域位于长江江苏段，上下游有福姜沙、通州沙等长江南京以下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重要整治河段［１］，加之工程区域径流与潮流条件复杂，大大增加了沪通长江大桥的修建难

度。 为了确定沪通长江大桥的修建位置，杜德军等［２］ 分析了十二圩桥位、十三圩桥位和西界港桥位的岸线

变化、河相关系与等高线等变化，最终确定了十三圩桥位方案。 高宗余等［３］通过分析桥墩对河道航道、行洪

等的影响，研究了沪通长江大桥的总体设计。 裴金林等［４］从对深水航道的影响与通航要求研究了沪通长江

大桥的桥墩布置方案。 杜德军等［５］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沪通长江大桥桥墩布设后的水动力特性变化，
分析指出流速、单宽流量等在南侧主通航孔处增加明显，以及南主墩处可能出现较大的局部冲刷。 张朝阳

等［６］通过分析实测潮流资料发现落潮流速是浏海沙水道的造床动力，且最大流速落潮出现在 ２９ 号主墩

附近。
综上分析可知，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沪通长江大桥对工程区域水沙动力变化以及对河床演变的影响，并

未就桥墩布设对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及船行安全的影响作系统研究；同时，上述研究发现，大桥修建后水流对南

侧主墩的作用较大，且施工期间出现南侧围堰受水流冲击而偏移的现象。 为探讨桥墩布设的合理性，在桥位

已确定的情况下，提出了主桥各通航孔向南平移 ２００ ｍ 的探索性方案，以此对比分析对工程区河床冲淤、通
航条件和实测航迹线等方面的影响，为沪通长江大桥的桥跨及墩位布设提供更充分的技术依据。

１　 河道概况

工程上游为福姜沙河段，范围为江阴至十二圩，属于多级分汊河段。 福姜沙左右两汊发展较为稳定，左
汊为顺直主汊，右汊福南水道为鹅头型弯道，两汊分流比约 ８０％ ∶ ２０％。 福姜沙左汊往下游，双涧沙、民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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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澄通河段河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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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其分成两汊，左汊的如皋中汊为支汊，分流比为

３０％，浏海沙水道上段为主汊，分流比为 ７０％。 两汊水

流汇合后的长江主流经主槽九龙港至十二圩段南侧。
浏海沙水道下段左侧已连为一体成为长江上第三大岛

的长青沙、泓北沙及横港沙，北侧为天生港水道，主要有

华能电厂、亚华、蛟龙和韩通重工等码头。 右岸九龙港

下沿岸为沙钢码头、奔辉码头等［６］（见图 １）。
通州沙河段全长约 ４０ ｋｍ，上起十二圩，下至徐六

泾，中间放宽，最宽约 ９ ｋｍ，上下游进出口相对较窄，为
暗沙型多分汊河道。 其进口段又被通州沙分为东、西水

道，上游浏海沙水道贴南岸九龙港－十二圩的主流经南

通水道逐步北移过渡到南通姚港至任港一带，紧贴左岸顺通州沙东水道下泄。 随着通州沙西水道整治工程

和深水航道整治工程的实施，东水道落潮时分流比约为 ９０％，往下游则逐渐减小至 ７５％［７］。

２　 工程基本情况

拟建沪通长江大桥桥位上距江阴长江公路大桥约 ４５ ｋｍ，下距苏通长江公路大桥约 ４０ ｋｍ（见图 １），位
于长江澄通河段南通水道上段，北接南通、南连张家港，横跨天生港水道、横港沙和南通水道。 该河段为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主要整治河段，已建有通州沙整治工程、狼山沙整治工程及福姜沙整治工程。 同时，随着深

水航道一期工程的竣工，大型进江海轮进入，使得该区域通航环境日益复杂。 沪通大桥采用公铁合建，上层

为六车道公路，下层为四线铁路，总长 １１ ３ ｋｍ。 主航道桥拟采用主跨为 １ ０９２ ｍ 的两塔五跨斜拉桥方案。
正桥钢梁范围总长 ５ ８６ ｋｍ。
２ １　 墩位布设原则

在大桥桥位确定情况下，为了减小建桥对通航、防洪等方面的影响，根据《内河通航标准》、《通航海轮桥

梁通航标准》和《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大桥孔跨布置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大桥

墩位布设不得对防洪和河势造成明显不利影响；②桥墩布设不得影响周边涉水工程和设施正常运行；③大桥

孔跨的结构和经济因素；④桥梁通航孔应采用大跨度桥型方案，以满足包括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在内的多线通

航要求；⑤满足深水航道发展需求。

图 ２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工程河段 １２ ５ ｍ 线比较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１２ ５ ｍ ｉｓｏ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ａｃ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２ ２　 大桥主航道桥跨度的确定

根据相关资料，桥位附近 １２ ５ ｍ 等深线槽宽分别

为 １９８６ 年１ ７０２ ｍ，１９９２ 年 ２ ０１４ ｍ，１９９９ 年 ２ ０６３ ｍ，
２００４ 年 ２ ０１５ ｍ，２００６ 年 １ ８５９ ｍ，２００９ 年 １ ４７２ ｍ，
２０１０ 年 １ ８３１ ｍ（见图 ２）。 大桥孔跨的结构和经济因

素制约了桥跨不能太大。 根据主航道通航要求以及主

要满足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通航要求，在主跨通航净宽

９００ ｍ 的情况下，结合南科院的水文计算成果［８］、天科

院的通航净空尺度论证［９］，以及长江航道院的航道条

件及桥墩布置方案等研究成果［４］，从工程河段 １２ ５ ｍ
深槽变化可知，多年来桥址附近 １２ ５ ｍ 深槽宽度一般

为 １ ４～ ２ １ ｋｍ，水深条件较好，其宽度和深度达到海

轮深水航道通航要求，设计的通航孔宽度为２ ３００ ｍ，能覆盖历年的 １２ ５ ｍ 线范围。 近年来，随周边整治工

程相继实施，浏海沙水道和南通主槽基本稳定，主流摆幅较小，工程河段深槽及深泓走势基本上保持现有格

局，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有１ ０９２ ｍ主跨方案的主墩基本覆盖近年来 １２ ５ ｍ 深槽的变化范围，墩位布设适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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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址河段近年来河床的演变。 综上所述，确定其桥跨布置为 １４２ ｍ ＋ ４６２ ｍ ＋ １ ０９２ ｍ ＋ ４６２ ｍ ＋ １４２ ｍ，总
通航跨度为２ ３００ ｍ。

３　 墩位布设适应性分析

３ １　 从水动力条件分析墩位布设适应性

３ １ １　 建桥后水动力变化分析　 研究表明，建桥引起的近岸高、低潮位最大壅水小于 ０ ０５ ｍ，各站潮位过

程没有明显变化，对潮位的影响范围为拟建桥址上游约 ３ ｋｍ，下游约 ２ ｋｍ，建桥对长江行洪、排涝影响较小；
建桥后断面流速分布和各汊道的分流比没有明显变化；由于桥墩对水流的挤压作用和桥墩扰流，桥位附近河

床冲刷，南通水道主槽冲刷幅度较大，主槽两侧冲刷相对较小，滩槽格局没有发生改变，建桥对河势没有明显

影响。
根据物理模型试验结果，建桥后桥位断面表面涨、落潮最大流速及其流向统计见表 １，断面落潮最大流

速分布见图 ３。
表 １　 桥位断面表面涨、落潮最大流速及其流向

Ｔａｂ 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ｂｂ ｔｉｄｅ ａｌｏｎｇ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潮流 水文条件
最大流速 ／ （ｍ·ｓ－１） 流向 ／ °

北辅助通航孔 主通航孔 南辅助通航孔 北辅助通航孔 主通航孔 南辅助通航孔

涨潮流

枯季大潮 １ ４６ １ ７３ １ ７５ ４ －４ －１０

平均流量大潮 １ ３２ １ ４９ １ ５２ ２ －７ －１０

９７ 风暴潮 １ ３２ １ ６６ １ ７１ １ －５ －９

３００ 年一遇水文条件 ０ ２４ ０ ４９ １ ３５ ２ －４ －８

落潮流

枯季大潮 １ ４１ １ ８７ １ ８９ －５ １ ６

９７ 风暴潮 １ ８３ ２ ７８ ２ ７６ －５ ２ ６

９８ 洪水大潮 １ ９１ ３ ０１ ３ １４ －４ ２ ６

１００ 年一遇水文条件 ２ ２６ ３ ６０ ３ ７０ －４ ２ ８

３００ 年一遇水文条件 ２ ４７ ３ ８８ ３ ９９ －４ ２ ９

图 ３　 建桥后桥位断面各水文条件下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ｏｔｉｏｎｓ

由图 ３ 和表 １ 可见，涨潮最大流速 １ ７５ ｍ ／ ｓ（枯季

大潮）出现在主通航孔南侧。 主通航孔左侧、中部和右

侧的涨潮偏角为偏北 ４° ～ ７°。 最大落潮流速 ４ ０９ ｍ ／ ｓ
（３００ 年一遇水文条件）出现在主通航孔南侧。 南辅助

通航孔、主通航孔右侧、中部、左侧和北辅助通航孔落潮

偏角为偏南 ８°，偏南 ６°，偏南 ２°，偏北 ２°。
研究表明，建桥后由于桥墩具有一定导流作用，主

通航孔的涨、落潮水流流向与桥轴线法向的夹角由 ８°
减小到 ５°以内；主通航孔中流速增加 ０ １０ ～ ０ ２０ ｍ ／ ｓ。
９８ 大洪水条件下，桥位断面处最大流速约 ３ ｍ ／ ｓ，不会

对建桥和航运产生较大影响，但若出现 １００ 年一遇以上

洪水，落潮流速可达到 ４ ０ ｍ ／ ｓ 左右，这对大桥的运行和施工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南主墩位于南侧深槽附近，且研究表明其附近落潮流速较大，这对主墩设计和施工提出很高要求，

在桥梁跨度难以增加的情况下，建议主墩南移以避开主流区。
３ １ ２　 工程区域河床演变特性　 如图 ２ 所示，沪通长江大桥横跨横港沙。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横港沙下段右缘

受冲刷向北后退约 ２ ｋｍ，沙尾和外边坡呈总体后退趋势；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沙尾及边坡后退速度逐渐减缓并呈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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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稳定趋势。 同时，由于横港沙尾及外边坡受冲后退，导致横港沙左边滩向北淤长，桥位下方冲刷趋势减慢；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横港沙平面形态、高程基本稳定，总体变化较小。
３ ２　 从动床模型试验结果分析墩位布设适应性

根据前期的研究，设计和研究单位将设计桥型方案的主桥各通航孔向南平移约 ２００ ｍ。 动床物理模型

对主墩南移前以及南移 ２００ ｍ 的方案进行研究。
３ ２ １　 现有墩位布置下建桥后河床冲淤试验　 图 ４（ａ）为工程实施后引起的横港沙冲淤变化（仅限于桥位

附近）。 建桥后，横港沙沙体以淤积为主，淤厚约 ０ ２ ｍ；由于桥墩局部冲刷坑的存在，桥位附近横港沙天生

港侧和南通水道侧的边坡出现冲刷，建议桥位附近横港沙右侧边坡进行防护。 建桥后桥位附近河床冲刷，南
通水道冲刷大于 ０ ２ ｍ 的范围在上游约 ６００ ｍ，下游 ３ ０００ ｍ 内；主副通航孔中间冲深 ２ ｍ 左右；其中南主辅

墩局部冲刷坑最大达 ２６ ｍ 左右；下游邻近桥位的局部水域有所淤积，受上游大量泥沙下泄影响，平常水沙年

一般淤厚约 ０ ２～０ ５ ｍ，百年一遇水文年和 ３ 个水文年淤厚最大可超过 １ ０ ｍ；除桥位附近南通水道－１０ 和

－１５ ｍ 深槽局部有所扩大外，－１０ 和－１５ ｍ 深槽总体变化不大，工程前后深槽走势基本不变。 由于南侧固定

边界的约束，桥位南侧主槽未见南移但略有下切。 　 　 　 　 　 　 　 　 　 　 　 　 　 　 　 　 　 　 　 　 　 　　
　

　
　

　
　

　
　

　
　

　
　

　
　 　　　　　　　　　　　　　　　　　　　　　　

　
　

　
　

　
　

　
　

　
　

　
　

　
　 表 ２　 建桥前后桥位断面 １２ ５ ｍ 等深线槽宽

Ｔａｂ ２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ｆ １２ ５ ｍ ｉｓｏｌｉｎ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

水文条件
２００９ 年现状 无桥试验后 有桥试验后

槽宽 槽宽 变化 槽宽 变化

平常水沙年 １ ４７３ １ ７５１ ２７８ ２ ２５８ ７８５

百年一遇水文年 １ ４７３ １ ７８７ ３１４ ２ ３１９ ８４６

３ 个水文年 １ ４７３ １ ７９０ ３１７ ２ ３３２ ８５９

注：槽宽指统计断面上 １２ ５ ｍ 线宽度；变化指 １２ ５ ｍ 试验后

的宽度减去现状条件下的宽度。

桥位断面上由于桥墩冲刷后，１２ ５ ｍ 槽向南北两侧

发展，槽宽增加至 ２ ３３０ ｍ 左右（见表 ２），桥梁建设后的

１２ ５ ｍ 槽宽满足长江口深水航道 １２ ５ ｍ 上延的水深和

航宽要求。
３ ２ ２　 主墩南移后河床冲淤试验　 图 ４（ｂ）为百年一遇

水沙年条件下，建桥工程引起的河床冲淤变化。 主墩南移

后的试验结果表明，横港沙沙体以及北侧边坡的冲淤变化

与现有墩位方案实施后的冲淤变化基本一致。 由图可见，
主墩南移对地形的影响限于桥位附近。 桥墩冲刷坑随墩

位南移后位置有所变动，南侧－１０ ｍ 线有向南发展趋势，
另外，桥位下游冲刷区也有偏南发展的趋势，通州沙头部附近冲刷会略有增加。

总的来说，主墩南移后，南侧主流区呈南移趋势，桥位下游冲刷区也有偏南发展的趋势，拟建桥梁下游深

水航道所在的偏北区域呈淤积态势，不利于深水航道水深的维护。 同时，通州沙头部冲刷将有所加强，不利

于现有航道上下平顺连接。

图 ４　 沪通长江大桥推荐墩位及墩位南移方案实施后河床冲淤变化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ｐ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ｓ ｍｏｖｉｎｇ ２００ ｍ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 ｏｆ Ｈｕｔｏ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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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桥址河段通航条件和实测航迹线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进行了桥区河段枯季大、小潮，洪季

大、小潮实测船筏走行线测量（见图 ５）。 结果表明，桥址区域南通水道主航道内船舶航行各行其道，航线顺

直，上、下行航迹线范围在 ７００ ｍ 以内，实际航行情况与定线制规定相符合。 除洪季小潮部分小型船舶上水

较为分散位于北辅助通航孔内，其他情况下上下行航道均位于主通航孔内。

图 ５　 枯季大潮和洪季大潮船筏走行线

Ｆｉｇ ５ Ｓｈｉｐ ｔｒａｃｋ ｌｉｎ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ｉｎ ｄｒ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ｓ

桥区习惯性航路位于南通水道中偏北位置，从桥区上游经过拟建桥梁后由南向北过渡。 按照现墩位布

设方案，拟建桥梁的通航孔布置基本符合现行的习惯性航路，不需对桥址河段航标进行大的调整，如在现有

墩位布设方案基础上将各通航孔向南平移，北主墩将进入大型船舶上水航路中。 为了适应南移后的通航孔

布置，需将桥区上下游一定范围内的航标向南调整，而桥位河段航道处于由南向北的过渡段内。 船舶经过桥

梁后需向北行驶，因此航标南调后将导致船舶航行由南向北过渡时弯曲半径更小，会增加船舶航行的难度。
目前习惯性航道位于主孔偏北，建桥后桥址处航道向南调整的幅度较小。 墩位南移，海轮航道走主桥孔，现
行航道向南调整幅度较大，与上下游航道连接不顺。

４　 结　 语

基于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发展、桥址河段通航条件和实测航迹线等方面需求，分析了沪通长江大桥桥墩布

设的适应性，得出如下结论：
（１）通过河段近年来 １２ ５ ｍ 等深线演变特性分析，得出大桥跨度基本包络历年 １２ ５ ｍ 等深线，工程河

段深槽及深泓走势基本保持现有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 同时，分析了不同水文条件下大桥冲淤及流速分

布，发现南主墩附近落潮流速较大，这对主墩设计和施工提出很高的要求，在难以增加桥梁跨度的情况下，建
议主墩南移以避开主流区。

（２）分析主墩南移 ２００ ｍ 的方案及实际航迹线发现，主墩南移后，南侧主流区有南移趋势，桥位下游冲

刷区也有偏南发展的趋势，拟建桥梁下游深水航道所在的偏北区域呈淤积态势，不利于维护深水航道水深。
主墩南移方案不利于深水航道水深维护和现有航道上下游平顺连接，建议拟建桥梁采用现桥墩布设方案。

参　 考　 文　 献：

［１］ 杜德军， 夏云峰， 吴道文， 等． 通州沙和白茆沙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整治方案试验研究［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２０１３（５）：
１⁃ ９． （ＤＵ Ｄｅｊｕｎ， ＸＩＡ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ＷＵ Ｄａｏ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１２．５ ｍ ｄｅｅｐ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ｎｇｚｈｏｕ ｓｈ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ｉｍａｏ ｓｈｏａｌ［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５）： １⁃ 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杜德军， 张胡， 夏云峰， 等． 沪通长江大桥工程河段河床演变及桥位比选［ Ｊ］． 人民长江， ２０１４， ４５（７）： ５２⁃ ５６． （ＤＵ

２１

地质制版　 ＼ ＼Ｄｚ１４ ＼Ｄ ＼程冉 ＼水利水运 ＼２０１８－５ 期 ＼２０１８－５．ＰＳ　 　 ６ 校　 　 排版：程冉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６



　 第 ５ 期 张　 胡， 等： 沪通长江大桥墩位布设适应性分析

Ｄｅ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ｕ， ＸＩＡ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ｔ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Ｊ］．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４， ４５（７）： ５２⁃ 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高宗余， 梅新咏， 徐伟， 等． 沪通长江大桥总体设计［Ｊ］． 桥梁建设， ２０１５， ４５（６）： １⁃ ６． （ＧＡＯ Ｚｏｎｇｙｕ， ＭＥＩ Ｘｉｎｙｏｎｇ， ＸＵ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Ｈｕｔ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Ｊ］． Ｂｒｉｄｅ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４５（６）： １⁃ 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裴金林， 李靓亮， 赵维阳， 等． 沪通铁路长江大桥工程河段航道条件及桥墩布置方案［Ｊ］． 水运工程， ２０１２（３）： １０８⁃ １１４．
（ＰＥＩ Ｊｉｎｌｉｎ， ＬＩ 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Ｗｅｉ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ｔｏｎｇ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ｐｉ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Ｊ］．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３）： １０８⁃ １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杜德军， 夏云峰， 闻云呈， 等． 沪通长江大桥桥墩布设水动力特性试验研究［Ｊ］． 水道港口， ２０１６， ３７（１）： １２⁃ １７． （ＤＵ
Ｄｅｊｕｎ， ＸＩＡ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ＷＥＮ Ｙｕｎ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ｐｉ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ｂｏｒ， ２０１６， ３７（１）： １２⁃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张朝阳， 田洁， 李伯昌， 等． 沪通铁路长江大桥跨江断面水文特征分析［ Ｊ］． 人民长江， ２０１７， ４８（增刊 １）： ８９⁃ ９３．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 ＴＩＡＮ Ｊｉｅ， ＬＩ Ｂｏ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ｔ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Ｊ］．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７， ４８（Ｓｕｐｐｌ１）： ８９⁃ 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王金华， 闻云呈， 章卫胜． 不同水文条件下通州沙河段沿程分流分沙特征［ 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３）： １⁃ ７．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ａ， ＷＥＮ Ｙｕｎ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ｓｈｅ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ａｌｏ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ｏｕｓｈａ ｓｈｏ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３）： １⁃ 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夏云峰， 杜德军， 吴道文， 等． 上海至南通铁路长江大桥墩位布设深化研究报告［Ｒ］． 南京：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０．
（ＸＩＡ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ＤＵ Ｄｅｊｕｎ， ＷＵ Ｄａｏ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ｔｏｎｇ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李一兵， 黎国森， 朱玉德， 等． 上海至南通长江铁路大桥通航安全论证［Ｒ］． 天津：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

院， ２０１０． （ＬＩ Ｙｉｂｉｎｇ， ＬＩ Ｇｕｏｓｅｎｇ， ＺＨＵ Ｙｕｄｅ， ｅｔ 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ｔｏｎｇ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Ｒ］．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ＯＴ， ２０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ｅｒ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ｔ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ＺＨＡＮＧ Ｈｕ１， ＤＵ Ｄｅｊｕｎ２， ＸＩＡ Ｙｕｎｆｅｎｇ２， ＹＡＮ Ｊｉｅｃｈａｏ１

（１．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Ｍａｊｏ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 Ｌｔｄ．，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５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ｒ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ｔ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ｏｎ １２．５ ｍ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ｓｈｉｐ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ｒ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ｖｉｇ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ｅｔ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ｂｌｅ ｈ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ｍｏｖｉｎｇ ２００ ｍ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ｂｏａｔ
ｔｒａｃｋ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ａｐ ｔｉｄｅ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ａｎ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ｉｅ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１２ ５ ｍ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ｔ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ｉｔｅ； ｔｒａｃｋ ｌｉｎｅ

３１

地质制版　 ＼ ＼Ｄｚ１４ ＼Ｄ ＼程冉 ＼水利水运 ＼２０１８－５ 期 ＼２０１８－５．ＰＳ　 　 ６ 校　 　 排版：程冉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