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利 水 运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获 奖 成 果 介 绍

南京水科院为港珠澳大桥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被媒体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２４ 日正式通车运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于 ２３ 日上午出席开通仪式，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并巡览大
桥，代表党中央向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管理的广大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

港珠澳大桥跨越珠江口伶仃洋河口湾，上游有广州港和深圳港以及
虎门港、中山港等珠三角重要港口，桥区有广州港出海航道、深圳西部港
区铜鼓出海航道等大型深水航道以及青州水道、九洲港航道等重要航道
穿越，是我国沿海航线最密集、船舶密度最大的通航水域之一。 伶仃洋
河口湾“四口入海”和“三滩两槽”的动力地貌格局，使其水沙运动环境
极其复杂。 大桥建设面临桥位选址、主通航区设置、人工岛平面优化、桥
孔合理跨距等一系列问题，对伶仃洋水沙环境和港口航道影响的研究尤
为关键。

南京水科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早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港珠澳大桥工
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开展了拟建桥区设计水文要素分析计算和海床演变分析研究，提出了桥区设计波浪、设
计流速和设计水位等要素，论述了伶仃洋的自然环境特点、总体动力架构、水沙运动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系统归纳总结了桥区海床冲淤演变规律，从满足通航条件和保持滩槽稳定的角度提出了大桥选址意见，并成
为该工程初步设计招标的基础依据。 在此期间，南京水科院还完成了桥位选址方案的水沙数值模拟计算等
专题研究，对大桥通航区桥、隧、人工岛的位置、形状等工程尺度提供了多方案的比选意见，在确定北线桥位
北移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提出了“三地三检”人工岛的合理布置形式和东、西桥隧人工岛采用宽口门布置的
方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大桥工程可行性深化研究与初步设计阶段，南京水科院科研团队进行了大量模型试验，
对人工岛平面和结构进行了优化，人工岛由原来的长条形优化为鹅卵型，其迎水面宽度从最初的 １０００ ｍ 缩
短为 ６２５ ｍ。 研究成果为港珠澳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家批准、大桥主体工程建设初步设计方案
通过交通运输部审查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从 ２０１０ 年岛隧工程开工以来，南京水科院主要开展了大桥主体工程人工岛越浪控制措施、岛隧工程施
工期水文分析及水动力仿真模型、香港口岸人工岛物理模型试验、东人工岛岛隧结合部沉放区掩护方案数模
试验、隧道 Ｅ１５—Ｅ３３ 管节基槽局部突淤分析、极端天气条件下西人工岛波浪要素计算及岛桥结合部局部整
体模型试验等专题研究，其成果为人工岛结构安全、沉管安放、钢圆筒施工、岛头掩护体设计施工等提供了重
要技术支撑。

南京水科院参与了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地基加固关键技术研究。 通过室内土工试验、离心模型试验、数值
仿真，开展了人工岛地基土长期变形规律研究、人工岛地基典型断面受力、变形及稳定性研究、施工过程中的
渗流与渗透稳定性分析、地基加固区与周边连接段协调变形分析等，揭示了各种地基处理方案下人工岛在施
工期、运行期的变形与稳定特性，提出了控制和改善人工岛地基工后沉降的措施，为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地基
加固设计与施工提供了相关理论与技术依据。 　

南京水科院参与编制《港珠澳大桥耐久性评估及耐久性混凝土试验研究》技术建议书，并提供南京水科
院在广东湛江港、海南八所港等港口码头的海洋腐蚀环境下混凝土长期暴露试验资料，为港珠澳大桥混凝土
耐久性设计提供参考。

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部为感谢南京水科院在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于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两次发来感谢信，
２０１５ 年港珠澳大桥桥岛隧工程 Ｅ１５ 沉管回淤专题攻关组获集体特等功。 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港珠澳大桥对
伶仃洋水沙环境和港口航道影响研究”获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水运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基
槽开挖工艺及回淤观测试验研究”及“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基床回淤监测及预警预报系统研发与应用”分别获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及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航海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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