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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工程泥沙与航运研究(85—16—02) 三峡工程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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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任务来源： 

成果摘要： 

    该专题是三峡工程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之一，在“七五”攻关研究的基础上，新建和扩建了坝区泥沙模型、水

工模型(结合船模)，对通航建筑物各类布置方案的泥沙淤积和通航水流条件以及电站泥沙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研究，技术路线正确，测试技术先进。其主要研究成果为： (1)按数模提供的水沙条件，进行了初设(分有、无

隔流堤)、技设阶段和建议方案3个方案从水库运用开始到第76年逐年放水试验。预报枢纽初、中、后各运行期，

各级流量、水位条件下，坝区河势发展变化特征和规律；淤积量和淤积分布；引航道淤积量和回淤速度，以及流

速、流态和通航水流条件。阐明了凸入库中的两岸交错山嘴是坝区上游弯道河势演变、边滩淤积发育、主流左移

的主要控制条件；右边滩淤积，主流大幅度左靠是恶化九岭山至引航道口门弯曲航段水流条件的主要因素，航道

疏浚促进主流进一步左移，更加恶化通航水流条件，为优化通航建筑物引航道布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2)采用泥

沙模型与水工模型相配合的研究路线，先后对通航建筑物初步设计的原布置方案(称“小包”方案)、无堤方案和

技术设计阶段的短堤方案、“大包”方案(上游引航道隔流堤下移至升船机右侧)的引航道及其口门区、连接段的

通航水流条件、泥沙淤积和往复流进行了试验研究，给出了各方案在各个运行期的试验成果。数据表明，“大

包”方案结合上游引航道口门位置优化，可以较好地解决船闸输水系统侧向进水口泥沙淤积，升船机上游引航道

泥沙淤积和通航水流条件，引航道内防漂，以及引航道内往复流引起的不良流速流态对停泊缆绳拉力等的影响；

结合其它措施，可基本解决升船机的水位允许波动值问题。 (3)针对上、下引航道口门原布置方案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上游口门位置左移避开主流、航线适当调整，以及延长下游隔流堤的建议方案，达到了在枢纽各运行期、

各级通航流量的流速流态均满足设计船队安全通畅过坝的要求。 (4)研究了因坝上游河势改变、流速加大引发的

引航道内往复流的生成机理，研究了解决途径，即减弱引航道内往复流应从引航道布置着手，降低引航道口门外

的流速和改善流态。这项成果对三峡通航建筑物布置有重大实际价值，对推进引航道内往复流的研究也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 (5)引航道冲沙试验研究表明，在引航道内冲沙效果显著、有隔流堤的情况下，上引航道内的淤积物

可基本冲光，这对解决碍航淤积、保持坝区通航条件有重要意义。 (6)试验研究揭示了水库运用至中、后期，电

厂1号、2号机组前泥沙淤积均有超过电厂进水口高程，在水库运用后期，右电厂右边两台机组前泥沙淤积高程也

有超过电厂进水口高程的情况。试验指出在此两处设置排沙底孔是必要的，这对降低电厂前淤积高程，保证安全

发电是有利的。 在试验技术方面：泥沙模型试验中，研究采用以486微机为核心部件的多点同步流速数据采集与

处理系统，解决了试验过程中动床条件下短时间内测量到大面积流速分布的难题；水工模型试验中，采用较大比

尺模型和采用由ASTP+Ⅲ486/50D微机组成的水面波动时的瞬时水位、瞬时纵、横向流速、系缆力、船模瞬时航行

参数等5套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提高了进行恒定流和非恒定流条件下水力学试验和船模试验成果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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