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 
第 4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河 床 淤 积 问 题 现 状 及 治 理 措 施 研 究  
 

李乐乐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DOI：10.12238/jpm.v4i11.6367 

 
[摘  要] 分析了河床淤积的成因，以某河的河床淤积问题为例展开研究，以河道清淤与疏浚技术、河
床固化与加固技术、水文调控措施等治理措施为基础，提出了综合施策的建议，旨在为河床淤积问题
的治理提供科学的方案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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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riverbed siltation, studies the problem of riverbed siltation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f river dredging and dredging technology, riverbed cur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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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淤积是河流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着河道通畅。

淤积不仅导致水流不畅，影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还对河流生

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为了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流

域的生态环境，需要深入研究河床淤积问题，采取相应的治理

措施。 

1、河床淤积概念 
河床淤积是指在河流底部逐渐积聚的沉积物，导致河道断

面变窄、水深减小，甚至形成滩涂等现象的过程。河床淤积是

一种自然地貌演化现象，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1]
。河流水体

携带着来自流域的泥沙和其他颗粒物，当流速减慢或遇到增大

的河道截面时，这些沉积物会逐渐沉积在河床上，积累形成淤

积。 

2、河床淤积的原因 
2.1 水动力因素对河床淤积的影响 

2.1.1 流速对淤积的影响 

水流速度是河流水动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决定了水体对

泥沙的携带能力。流速越大，泥沙的携带能力越强，即水流可

以较好地将泥沙携带到远离源头的地方。因此，当流速较大时，

泥沙在河床上的沉积减少，淤积现象较少。相反，当流速减小

时，泥沙的携带能力降低，即水流不足以携带大量泥沙，泥沙

开始在河床上沉积，形成淤积。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河流在宽

阔的平原地区或湖泊、水库入口等地方，例如河口三角洲的形

成。 

2.1.2 水位变化对淤积的影响 

水位是河流水动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水位的变化直接影

响着河流的流速和泥沙的携带能力。当水位升高时，流速增加，

泥沙的携带能力也随之增强，导致河床淤积现象减少，这种情

况通常出现在雨季或融雪期，水位上涨，泥沙很容易被冲刷走，

形成了较少的淤积；在水位下降时，流速减小，泥沙携带能力

降低，泥沙在河床上快速沉积，形成淤积体,这种情况通常出

现在旱季或水库蓄水后，水位下降，泥沙沉积增加，导致淤积

加剧。 

携带能力公式是用来计算水体对泥沙的携带能力的公式，

常用的公式之一是 Shields 公式，用于估算河床开始发生沉积

的临界剪切应力，公式如下： 

dgT s
c 







 

cT 指临界剪切应力， s 指沉积物密度，是水的密度，g

是重力加速度， d 是沉积物粒径。 

Shields 公式表明，临界剪切应力与沉积物的密度、水的

密度和沉积物粒径相关。当流体的剪切应力大于临界剪切应力

时，水体可以携带泥沙，不会发生沉积；当流体的剪切应力小

于临界剪切应力时，水体的携带能力不足，泥沙开始沉积，形

成淤积。因此，Shields 公式提供了解释水动力因素对淤积形

成的影响的理论依据。 

2.2 沉积物输运与沉降 

沉积物的输运与沉降是河床淤积形成的关键过程。泥沙颗

粒的特性和运动方式直接影响沉积的过程和位置。与沉积物输

运与沉降相关的因素共有两个：①沉积物颗粒特性：沉积物的

颗粒大小、密度、形状等特性会影响其在水中的悬浮能力和沉

降速率。颗粒大小较大的沉积物通常沉降速度快，容易在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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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内沉积。②泥沙输运距离：泥沙的输运距离受到流速、泥

沙浓度和流动时间的影响。流速越大、泥沙浓度越高、流动时

间越长，泥沙输运的距离就越远，沉积的位置可能更远离泥沙

输入源。 

2.3 人类活动与干扰因素 

人类活动和干扰是导致河床淤积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地区。人类活动与干扰对淤积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水库调节：水库调节会改变河流水位和

流速的变化规律，影响泥沙输运和沉积。水库蓄水期间水流速

度降低，会导致泥沙沉积；蓄水完成以后会正常排水，水流速

度正常，泥沙会被携带走。②河道整治与堤防建设：人类进行

河道整治和堤防建设可能导致河流水动力条件的改变，增加流

速或改变河道形状，影响淤积的分布和程度。③土地利用变化：

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变化，如城市扩张、农业活动等，导致流域

泥沙产量增加，间接加剧淤积问题。 

3、河床淤积现状分析 
3.1 背景概述 

某河是位于某地区的一条重要河流，发源于山区，流经农

村地区，最终注入该地区的主要水体。该河全长约 210 公里，

流域面积约 5000 平方公里。该地区具有四季分明的气候，雨

量充沛，土壤质地较为松散。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业活动频繁以及工业发展，该河的河床淤积问题日益凸显。

淤积现象已经对该地区的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以及水质产生

了不利影响，并且引发了洪涝灾害，需要及时有效的治理措施。 

3.2  典型河段的淤积状况 

选择某河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各一个河段，分别为上游段、

中游段和下游段。 

①上游段：地势较为平坦，河道宽阔，水流较缓。由于水

流较缓，泥沙容易沉积，形成较轻微的淤积现象。上游山区的

土地利用主要以林地、草地为主，农业活动较少，泥沙输入较

少。②中游段：地势逐渐降低，河道稍狭窄，存在一些弯曲，

地势变化和河道狭窄限制了水流的流动，导致泥沙堆积增加，

淤积程度适中。中游地区农业活动频繁，土壤侵蚀严重，增加

了泥沙输入量。③下游段：地形较陡，河道存在弯曲和落差，

水流湍急，泥沙携带能力增强，形成较严重的淤积现象。下游

地区城市化程度高，工业和生活污水输入增加了泥沙的含量，

加剧了淤积问题。淤积状况见表 1. 

表 1  某河淤积状况分段统计表 

河段名称 淤积深度（m） 淤积面积（Km
2
） 

上游段 0.3 1.2 

中游段 1.0 3.8 

下游段 1.8 5.5 

从表 1数据可以看出，上游河段的淤积程度较轻微，淤积

深度和面积较小，主要受到地形平坦和水流缓慢的影响，泥沙

容易沉积。中游河段的淤积问题较上游严重，淤积深度和面积

较大，主要受到地势变化和河道狭窄等水动力学因素，以及农

业活动导致的泥沙输入增加的影响。下游河段的淤积深度和面

积较大，主要受到地形较陡和水流湍急的影响，同时城市化导

致的工业和生活污水输入也对淤积有一定影响。 

3.2 河床淤积的空间分布特征 

①上游河段：该段地势较为平缓，河道宽阔，水流缓慢。

由于水流缓慢，泥沙容易沉积，因此淤积程度较轻。在该河段，

河床淤积深度约为 0.3 米，淤积面积约为 1.2 平方公里。②中

游河段：该段地势逐渐降低，河道稍狭窄，存在一些弯曲。水

流受限于河道狭窄，泥沙堆积有所增加，淤积现象较上游有所

增加。该河段的河床淤积深度约为 1.0 米，淤积面积约为 3.8

平方公里。③下游河段：该段地形较陡，河道存在弯曲和落差，

水流湍急。水流湍急使得泥沙携带能力增强，导致淤积严重。

该河段的河床淤积深度约为 1.8 米，淤积面积约为 5.5 平方公

里。 

通过对比不同河段的淤积状况，可以发现河道地形特征对

淤积现象产生显著影响。地势较平缓且河道较宽阔的上游河段

淤积相对较轻，地势逐渐降低且河道较狭窄的中游河段淤积较

为严重。下游河段地形较陡，淤积程度严重，受到水流湍急的

影响较大。其中不同地理位置的淤积情况见表 2. 

表 2  某河流域不同地理位置的淤积情况进行对比 

地理

位置

平均淤积

深度（m）

淤积面积占

比（%） 
淤积特征解释 

上游

山区
0.2 8 

地质较坚硬，泥沙输运能

力较强；农业活动较少，泥沙

输入较少 

中游

农村

地区

0.8 25 
地质较软，泥沙容易沉积；

农业活动频繁，土壤侵蚀严重

下游

城市

地区

1.5 45 

地质较松散，泥沙堆积较

多；城市化程度高，工业与生

活污水输入较多 

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下游城市地区的河床淤积程度最为

严重，淤积面积占比最高。这主要由于地质较松散，泥沙容易

堆积，同时城市化程度高，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淤积

问题。中游农村地区由于农业活动频繁，土壤侵蚀严重，泥沙

输入量较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淤积现象。相比之下，上游山

区淤积相对较轻，地质较坚硬，泥沙输运能力较强，且农业活

动较少，泥沙输入较少。 

3.3  河床淤积的时间变化趋势 

收集了某河近 10 年的淤积数据，并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以了解河床淤积的时间变化趋势。见表 3. 

表 3  某河淤积情况时间变化趋势统计 

年份 平均淤积深度（m） 平均淤积面积（Km
2
） 

2012 0.9 3.2 

2013 1.1 3.6 

2014 1.3 4.0 

2015 1.2 3.8 

2016 1.5 4.5 

2017 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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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平均淤积深度（m） 平均淤积面积（Km
2
） 

2018 1.7 5.0 

2019 1.9 5.5 

2020 2.0 5.8 

2021 2.2 6.2 

通过对近 10 年的淤积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趋势： 

①淤积深度趋势：河床淤积深度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

2012 年到 2021 年，平均淤积深度从 0.9 米增加到 2.2 米，样

本增幅为 1.3 米。这说明该河的河床淤积问题在近年来逐渐加

剧。 

②淤积面积趋势：河床淤积面积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

2012 年到 2021 年，平均淤积面积从 3.2 平方公里增加到 6.2

平方公里，增幅约为 3.0 平方公里。淤积面积的增加意味着更

多的河床被泥沙覆盖，河道容量减小，可能导致洪水风险增加

和水资源利用受限。 

根据对该河近 10 年淤积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解到河床淤

积在时间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淤积深度和面积的增加意味

着河床的泥沙堆积逐渐加剧，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产生

了不利影响，河床淤积问题已经成为该地区亟待解决的环境挑

战。 

4、河床淤积治理措施 
4.1 河道清淤与疏浚技术 

针对该河道淤积较严重的区域，采取清淤与疏浚技术是治

理河床淤积的重要手段。不同的技术方法可以根据淤积情况和

治理需求相互结合使用，以恢复河道原有容积和流量，确保水

流通畅，有效减少淤积对河流的不利影响。 

①机械清淤：机械清淤是利用挖泥船、挖掘机等机械设备

对河道淤泥、杂物进行清理。这种方法适用于淤积较为严重的

区域，机械设备的作业效率较高，可以快速清除大量淤积物，

恢复河道的原有断面和流量。机械清淤还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

紧急的淤积问题，适用于需要迅速恢复河流通畅的情况，但机

械设施清淤耗能大，机械的适用范围受限
[2]
。②水动力疏浚：

水动力疏浚是利用水流的冲击力和波浪力量进行疏浚。该方法

通过合理引导水流流向，增加水流的动力，逐步冲刷淤积物，

减少河道淤积。水动力疏浚相对较为环保，不会对河道生态造

成直接影响，但需要较长时间和适当的水流条件，有时候需要

合理的利用洪水等自然规律，加以人工辅助就可成功清淤，相

关的方法在美国拆除麻莫特大坝的过程中得到了应用。 

4.2 河床固化与加固技术 

河床固化与加固技术是针对该河段容易发生淤积和冲刷

的区域，采取的重要治理措施。通过加固河道岸线，可以提高

河岸的稳定性和抗冲刷能力，减少河床的侵蚀和淤积，从而保

护河道的稳定性和健康发展。 

①堤坝加固技术：在河岸附近，对现有的堤坝进行加固处

理。加固材料可以采用混凝土、石块、河石等，增加堤坝的抗

冲刷能力，防止冲刷侵蚀造成堤坝破坏。同时，根据河流的地

质特点和水动力条件，合理设计堤坝的断面和高度，确保堤坝

稳定性和安全性
[3]
。②护岸工程：在容易发生淤积和冲刷的区

域，采用护岸工程来保护河道岸线。护岸结构可以选择石护坡、

护岸堤等，根据河道特点和治理需求，采用适合的护岸类型。

护岸工程可以减少河道的侵蚀和冲刷，增加河道岸线的稳定

性，有效保护河道的生态环境。③综合施策：河床固化与加固

技术需要与其他治理措施相互结合，形成综合施策。例如，可

以与河道清淤与疏浚技术相配合，先对淤积严重的区域进行清

淤和疏浚，然后再进行河岸加固，确保河道通畅和稳定
[4]
。同

时，也需与水文调控措施、生态修复与保护手段相结合，共同

推进该河段淤积治理工作。 

4.3 水文调控措施 

水文调控是治理河道淤积问题中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优

化水库或水闸等的调度，合理调节出水流量，可以有效减少泥

沙的输送，降低河道淤积程度，同时可在洪水期间采取相应措

施，减轻洪水对河道的冲刷和淤积影响。 

①优化水流控制建筑物调度与出水流量调节：示例河流上

游有多个水闸和水库，优化调度是指根据河道情况、季节和降

雨情况，合理安排蓄水和放水计划。在雨季或泥沙含量较高时，

可适量延缓蓄水或调整出水流量，减少泥沙的输送，降低淤积

风险。而在枯水期或泥沙含量较低时，可以增加出水流量，保

持河道的通畅，有助于冲刷淤积物。②洪水调控措施：在洪水

期间，需要采取相应的调节措施来减轻洪水对河道的冲刷和淤

积影响。具体措施包括增加水库的蓄水容量，提前调整水位，

避免因过量蓄水导致河道淤积
[5]
。另外，还可以采取疏导洪水

的措施，如增设泄洪口、开挖泄洪渠等，引导洪水流向，减轻

洪水冲刷河道的力量。③监测与预警：实施水文调控措施需要

建立科学的监测体系，及时收集河道水位、流量、泥沙含量等

数据，进行水文监测和分析。基于监测数据，建立预警系统，

及时预测洪水和淤积风险，为调度和洪水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5、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淤积的形成原因，揭示某河床淤积的现状及

其对河流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影响。在治理措施方面，提出了

河道清淤与疏浚技术、河床固化与加固技术、水文调控措施以

及生态修复与保护手段等多方面的建议。综合运用这些措施，

有助于解决河道的淤积问题，促进河流的健康发展和水资源的

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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