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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范期锦 

 

    1.工程概况 

    长江口是巨型丰沙河口，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近半个世纪的工程治理，形成了目前三级分汊、四口

入海的稳定格局，主要的入海汊道自北至南为北支、北港、北槽和南槽。工程前，北槽通过疏浚维持7m通

航水深，年维护量约为1200万/m3，吃水9.5m的船舶平均一天也只能乘潮通过15艘左右，远远不能满足上海

港及南京以下110多个万吨级以上泊位船舶的进出需求，成为长江下游诸港和上海港海上运输的瓶颈。 

    “治理长江口，打通拦门沙”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40余年来，一大批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长期的、多

学科的联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1992年在交通部的关怀下“长江口拦门沙航道演变规律和整

治技术研究”列入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后，迅速取得了可供项目决策的重要研究成果。提出了“在

长江口总体河势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可以选择北槽先期进行工程治理”的科学论断；制订了“利用落潮优

势流、实施中水位整治、稳定分流口、采用宽间距双导堤加长丁坝群，结合疏浚工程”的总体治理方案。

这些重要成果为1997年国家批准实施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一、二期工程建设期，实现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再创新并举。整治建

筑物大量采用了新型结构；水上施工全部采用了首创的大型专用作业船，并相应开发了成套施工新工艺；

疏浚工程实施了严格的科学管理，疏浚工艺和设备实现了多项创新；科研、监测技术水平迈上了新的台

阶；专为本工程开发的回淤量预测数学模型在一、二期工程的回淤量分析、预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整

个工程科学地实施了有效的动态管理。已形成了我国独创的，包括科研、设计、施工和管理的一整套先进

技术。回顾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组织这一巨型工程建设时在观念、技术和管

理上的全面创新，就不可能取得工程的成功。 

    2.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 

    长江口是丰水多沙、多级分汊、滩槽交错、径、潮流交互作用的巨型复杂河口，有其独特的水沙运动

和演变规律，决不能照搬密西西比河口、莱茵河口等任何河口治理工程的经验。 

    长江口工程的建设条件可概括为： 

    （1）海况条件恶劣 

    （2）地基软弱 



    （3）工程量巨大，工期紧 

    （4）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实现整治建筑物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课题 

    “茫茫无边的江面，冲淤不定的砂洲，动荡变化的河势”（钱正英，1997年），是对长江口工程建设

条件的生动描绘，这一中国水运工程史上投资最多、条件最恶劣、技术最复杂的跨世纪项目，在其建设的

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关键技术难题，而作为本工程项目法人的长江口航道建设有限公司（交通部长江口

航道管理局的前身）是一个仅有30余名员工的国有企业。面对如此规模巨大、工期紧张、施工难度极大的

国家重点工程，公司除坚决实行了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对与工程有关的科研、设计、施工、监理均

实施了严格的合同制管理外，唯有依靠管理创新。 

    3.创新的管理是工程成功的保障 

    根据本工程的特点，在管理创新方面作了以下富有成效的探索。 

    3.1.工程采用了严格、科学的“动态管理”模式 

    由于本工程水动力条件和泥沙运移规律的复杂性，局部河势变化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工程前期研究成果

必然存在的局限性，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只能是在总体上基本掌握了自然规律和提出了正确合理的总

体治理方案的基础上即开工建设，须在工程实践中不断加深对水沙运动、冲淤变化规律及工程措施合理性

的认识，不断完善工程措施方案。因此，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建设管理必须始终围绕获得最佳整治

效果（以最小的工程代价获得全航槽设计水深，并以最低疏浚工程量稳定地加以维护），在工程建设全过

程中，对河势和建筑物周边地形的变化及水文、泥沙进行严密、科学、实时的检测，并把现场的监测、试

验研究、设计和施工方案的及时优化和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科学的动态管理。经不断探索，我们总

结出一套对本工程实施动态管理的基本程序。 

    一、二期工程中决策的一系列重大动态管理措施均是通过监测——试验研究——决策——实施的程序

实现的。 

    3.2.搭建创新平台，依靠全行业优势设计力量，开发新型结构 

    (1).采用“代案”招标，优选新型结构 

    (2).开展方案竞赛，促进设计创新 

    3.3.采取激励措施，引导施工企业自主创新 

    我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由公司提前组织技术攻关建设了工程GPS控制网，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必须采用GPS定位； 

    ?.一期工程招标时，对投标施工企业明确提出采用大型专用作业船施工的要求，并承诺，各标段的施

工企业若为本工程研制专用设备，建设单位将无偿补贴1500万元（约相当于一个标段合同额的3％），且不

但完工后设备归施工单位所有，投标时还可据设备研制成本，合理编制补充定额，在报价中列入艘班费

用； 

    ?.标书中需提供专用设备的详细方案设计，论证其技术性能和相应施工组织及施工工艺能确保完成本

工程任务； 

    ?.建设单位承诺工程预付款按中标合同金额的5%计算、且在施工合同签订后一周内足额支付；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研制改造新设备、新工艺，提高效率、降低了成本时，产生的经济效益全部

归施工单位所有。 

    上述措施，得到所有投标企业的积极回应。一期工程开工不久，一批世界首创的大型专用作业船（如

软体排铺设船、基床抛石整平船）即研制完成，投入施工，粗略统计，三个标段投入本工程专用设备开发

的自有资金实际超过1.5亿元。 

    二期工程中，我们不再提供补贴，但各施工企业研制新设备、开发新工艺的热情有增无减。投入二期

工程的大型专用作业船机达六大类27艘（台）。 

    3.4.对工程实行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 

    （1）法制化管理 



    对工程的法制化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认真编制好招标文件。二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全部技术经济行为都必须有文字档案，任一数据均

有出处，任一活动和行为均有据可查。 

    （2）标准化管理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是一项动态工程，加之大量采用了创新的结构和工艺，工程管理很难全部执

行现行技术标准。为在实施科学的动态管理的同时，实现对工程的标准化管理，在行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针对本工程新结构、新工艺、新船机多及工况条件的特点，我们先后组织编写了本工程适用的全部

专项标准。 

    这些专项标准有：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整治建筑物结构设计标准》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整治建筑物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整治建筑物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局部修订》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疏浚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补充定额》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整治建筑物工程补充定额》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9000m3、12000m3自航耙吸挖泥船定额（试行）》。 

    （3）标准化管理 

    工程开工初期，我们即制订了《工程档案管理办法》，统一制订了本工程全部监理用表（整治建筑物

工程5类，100余种；疏浚工程5类，45种）。对工程动态管理所必须的由施工单位实施的固定断面监测制度

和总体设计院负责的河势监测制度等也均做了具体规范。 

    在信息化管理方面，我们建立了全工程的数据信息传输网络。施工、监理单位和公司内部全部实现了

计算机管理并相互联网。全部工程管理数据“一本帐”，使工程信息做到了数据真实、准确，传输及时，

利用方便。 

    4.工程技术全面创新，形成了完整的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的创新多达74项，其中对本工程贡献较大或技术含量较高的较重大

创新有39项。74项中属原始创新的49项，集成创新19项，引进、消化、吸收后再创新6项。已获发明专利1

项（另已受理1项），获实用新型专利12项。已获省部级以上各类工程和科技成果奖励27项。以下是对其中

部分创新成果的简要介绍。 

    4.1.试验研究技术的创新成果为治理工程的成功提供了先进、科学的保障手段 

    4.2.整治建筑物结构型式及设计方法全面创新 

    (1).护底软体排结构及设计方法的创新 

    (2).导堤、丁坝堤身的结构创新 

    (3).首次提出了抗软化工程措施，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级技术难题 

    4.3.水上施工全面采用了创新的施工工艺和装备 

    (1).GPS技术的创新应用 

    (2).开发应用了全套水上施工大型专用作业船及施工工艺 

    4.4.创造性的大型挖泥船技术改造提升了我国疏浚装备能力 

    5.工程的治理效果 

    一、二期工程已分别于2002年9月和2005年11月通过国家验收，工程质量均总评为优良，单位工程总优

良率分别为94.44％和98.0％。8.5m和10.0m的通航水深目标均提前实现，并以100％的通航保证率表明深水

航道得到了有效的维护。良好的治理效果可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5.1.维持了长江口河势稳定的分汊格局，保障了邻汊的自然功能 

    5.2.南、北槽分流口河段的河势得到有效控制 

    5.3.北槽整治效果显著 

    6.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6.1.巨大的社会效益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一、二期工程在形成创新的成套技术、取得良好治理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保障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沿江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 

    （2）.改善了上海及长江下游物资运输体系，促进国际重要海港区建设，提升长三角地区整体竞争力 

    （3）.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加快形成 

    （4）.为长江沿线区域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 

    （5）.提高了航道的通过能力和大型船舶的营运水平 

    （6）.重视科技进步，全面推进技术创新，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 

    （7）.取得国土开发和环保节能综合效益 

    （8）.良好的质量管理和控制为同类工程做出了示范 

    6.2.显著的经济效益 

    二期工程建成后，进出上海港的集装箱每年可增加装载400万TEU，宝钢进口铁矿石船每艘次可少减载1

万t左右。二期工程完工后，原7.0m水深时完全不能进出长江口的5万t级以上大型船舶，猛增至4500艘次/

年，较10.0m航道开通前也增加了37.6％。一、二期工程对上海成为世界第一货物吞吐量大港、集装箱吞吐

量跃升并稳居世界第三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二期工程的成功，推进了长江黄金水道的建设。据江苏省的测算，直接拉动全省GDP约800亿元。

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对实现长三角地区建成集装箱运输体系、大宗散货海进江中转体系和沿江地区江海物资

转运体系的规划目标和在“十一五”初步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社会经济

的全面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一、二期工程共使用投资88亿元，较批准概算节余约8亿元。仅2002至2006年，散、油、集装箱三大货

种船舶运输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即达333.6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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