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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河流航道上游建设水电枢纽,可以对航道进行改进,实现河流的渠化,从而促进水电开发领域

与航运工程共同发展。如今我国对水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重视,也逐渐建成了越来越多的水电枢

纽,水电枢纽对于引水、蓄水、发电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对其下游航道造成了较

大影响。受不平衡的电力负荷影响,使得水电枢纽下泄的水流是非恒定的,进而会导致下游航道运输连续

性受到不利影响,也会对下游河床产生冲击,泥沙堆积后会导致航道稳定性受到影响,这种问题尤其是在

中小流量的河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由此可见,水电枢纽建设对航道有着极大影响,研究这些影响的表现

及对策,对于水电枢纽的规划和建设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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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基

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使得我国各行

各业都对电力有着巨大的需求,我国主

要采用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从我国未

来的发电规划角度来说,将会对水力发

电的发展投入更大的力量。随着我国对

水力发电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我国建

设的水利枢纽也越来越多,也因此改变

了传统的航道整治手段,从逐滩整治逐

渐发展为渠化或者梯级化,从而实现水

电建设与航运共同发展的目的。然而,

受到水电枢纽建设的影响,经常会出现

梯级衔接不良或者是通航运输不流畅等

问题。因此,需要对水电枢纽建设对航道

影响的表现及对策进行研究,促进我国

水电工程领域长久发展。 

1 水电枢纽建设 

1.1概述。建设水电枢纽的主要目的

是以水力作为发电的主要方式,通过建

立坝、闸等挡水建筑以及引水、泄水等

建筑,形成水力发电综合建筑群体,从而

完成水力发电的任务。部分河道中存在

大量泥沙,因此为了防止泥沙在水库中

堆积,从而避免泥沙进入水口导致堵塞,

必须建设冲抄建筑,并在进水口的位置

设置冲沙装置。在航道中也应该设置船

闸等过坝设施,若河流中存在大量洄游

鱼类,则需要另外设置鱼道[1]。水电枢纽

的作用巨大,集发电、蓄水、泄洪、航运

等诸多功能于一体,而且根据不同地区

的具体水资源利用需求,水电枢纽还可

以发挥防洪、灌溉等作用。 

1.2类型。水电站可以分作两种类型,

分别是水电枢纽和抽水蓄能电站枢纽,

本文主要对水电枢纽进行研究。水电枢

纽还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坝式

水电枢纽、引水式水电枢纽以及混合式

水电枢纽,顾名思义,三种不同类型的水

电枢纽发挥着不同作用[2]。 

1.3布置原则。水电枢纽的具体建设

需要根据建设地点的实际情况进行,既

要满足建设需求,也要满足水电枢纽的

功能要求,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尽量缩短

工期并降低投资,具体的布置原则有以

下几个方面： 

(1)水电枢纽需要配备泄水建筑,对

该建筑的具体要求就是具备足够的泄洪

能力,除此之外,还要加强与上下游泄洪

建筑之间的衔接,从而避免某一河段出

现淤堵问题,提高泄水效率,也能减少因

为泄洪对周边河岸、建筑物产生的不利

影响。一般情况下,需要将泄水建筑安置

于河床位置,若坝身采用的是轻型混凝

土材料,则无法承担大量的泄洪任务,因

此需要将泄洪建筑安置于河边。若堤坝

采用的是土石材料,则需要将溢洪道作

为水电枢纽的主要泄洪建筑,若河道处

于山谷之中,或者河边边坡稳定性不足

时,则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溢洪道建设,

此时就可以使用隧洞作为主要的泄洪

建筑[3]。 

(2)水电枢纽的过坝设施需要科学

选择,要尽量避免与水电站的其他建筑

建设的同一方向,可以在利于上下游停

泊的位置进行建设,以免与其他建筑之

间产生干扰。 

(3)在布置水电枢纽的冲沙建筑时,

应该保证冲沙建筑能够直接对进水口位

置的泥沙进行冲洗,以免大量泥沙进入

水轮机,影响水电枢纽的正常运转,一般

情况下,在汛期时河流中的泥沙会暴增,

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淤堵问题,应该在低

水位时就开启泄洪建筑,从而在汛期可

以及时排除泥沙和洪水。 

(4)水电枢纽的各种建筑是相辅相

成的,可以互相利用,因此可以采取重叠

布置的形式,例如可以开凿一条孔洞同

时用作泄水、发电、导流等诸多工作中,

以此来避免因为水电枢纽过于狭窄导致

建筑施工场地不足的问题,实现节约工

期和工程量的目的[4],与此同时,这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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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式存在一定缺点,由于建筑重叠很

容易导致施工之间相互干扰。 

2 水电枢纽建设对航道影响的

表现 

2.1对坝上游的影响。在完成水电枢

纽的建设之后会对周边航道条件产生一

定影响,而对坝上游航道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一些跨河建筑的高度要求与回水区

航道之间的问题,跨河建筑物的高度要

求由河道水位决定,而在航道中可能会

出现泥沙堆积的现象,从而导致航道运

输过程中船尾翘起,若水位出现剧烈变

化,还会导致航行深度不足或者是对流

速产生影响,另外,水位出现大幅度变化

还会对航道港口的停靠产生影响,主要

原因是河道水位的变化会受到水电枢纽

调度的影响,致使河道中原本的水流和

泥沙产生变化,继而影响水位。 

2.2对坝下游的影响。水利枢纽建设

完成之后势必会对下游的水流和泥沙产

生影响,受到洪水冲击的影响,水位也会

产生一定的变化,下游的水流会携带大

量泥沙,但是过坝的泥沙却有减无增,在

水利枢纽运行过程中导致的水力冲刷之

下,使得航道的水位有所下降,此时即会

产生如下问题,首先,会导致同样的水流

量之下,坝下游水位却有所下降；其次是

降低了坝下游堤岸、河滩的稳定性；最

后是水位的改变对航道港口的船只正常

停靠产生影响[5]。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

原因就是水利枢纽的运转导致水流与泥

沙的平衡受到影响。 

2.3通航建筑物的影响。水利枢纽上

下游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水位差异,这

就导致不同水域之间的通航连续性受到

了影响,需要设置完善的通航建筑,以此

来保障航道之间连接的顺畅度,受到水

利枢纽位置和布局的影响,会导致水流

大幅变化,从而导致上引航道、下引航道

出现淤积问题,横向和纵向流速都会受

到影响,除此之外,还会对通航建筑之间

的充水、泄水时间产生影响。 

3 水电枢纽建设对航道影响的

解决对策 

3.1对坝上游影响的解决对策。对于

上文提到的水电枢纽建设对坝上游的影

响,可以采取如下方式加以解决,首先,

需要对回水区的水流和泥沙变化进行关

注,从而以此为根据进行水利枢纽调度

的优化和改进,其次是建立一、二维数学

模型,模型建立范围即为从水利枢纽开

始,直至受到影响的河段上游,针对这些

位置确定水利枢纽调度与泥沙淤积变化

之间的关系,判断水位的变化对洪水防

范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后续还要使

用河工模型进行边界控制的实验,从而

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水利枢纽运行方案,

对航道进行科学的整治[6]。 

3.2对坝下游影响的解决对策。针对

水利枢纽大坝下游的航道影响问题,需

要对水利枢纽的调度进行调整和优化,

对水位变化进行控制和预测。采取的主

要解决方式也是建立一、二维数学模型,

从水利枢纽一直到受到影响的河段,判

断这一范围的水位变化,尽量选择距离

堤坝较近的河段,通常应该在15km范围

以内,从而稳定水位变化。 

3.3通航建筑物影响的解决对策。对

于通航建筑物影响航道的问题,可以

从对建筑物位置、结构优化、上下游

航道的方向等多方面予以解决,主要

是通过水利数值的计算以及建立河工

模型实现。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对水电工程建

设的逐渐重视,使得水利枢纽建设工程

越来越多,然而在工程建设之前,务必要

做好相关的规划和设计,需要对水利枢

纽建设对航道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针

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解决对策。水电工

程建设对坝上游、下游以及通航建筑物

航道等河段均产生了不同影响,必须采

取科学手段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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