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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现状及常见问题的解决策略

田幼强
北京市密云区潮白河道管理所�北京�101500

摘�要：进行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现状及常见问题的解决策略研究，先分析了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重要性，比如

保障河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增强水资源利用、促进社会发展，其后总结了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现状，肯定了疏浚

施工成果，总结了目前疏浚施工的主要方法，再然后就疏浚施工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阐释，包括外界影响、施工

回淤、地面积水、智能技术应用不足，基于问题提出相关解决对策，以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提升疏浚施工水平，保

持河道治理工作的持续性、高效性，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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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河道治理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篇章，一

直备受关注，但在疏浚施工进程中却易出现各种问题，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道治理效果。在此情况下，有必

要从疏浚施工现状出发，总结常见问题，提出可行性建

议，在实际施工中总结经验，优化疏浚施工体系，巩固

疏浚施工成果，让河道治理能取得新的实效。

1 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重要性

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是保

障河源安全：通过河道清淤疏浚清除淤塞、堆积的沙

石，保持水流通畅，降水时降低河道对排水能力限制作

用，提升河道治理决策的准确、客观性。其二是改善生

态环境：经济活动、人类生活会影响到河流环境，并对

河水水质、生物多样性、生态物种、动植物生存环境、

水源等产生较大威胁，依靠河道疏浚，可有效解决这些

问题，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其三是增强水资源利

用：通过河道疏浚，增加水流通量，提升水资源利用

率、增加效益，并可实现河流经济利用，如发展水暖产

业、进行农业灌溉。其四是促进社会发展：通过河道疏

浚，增加水量、改善水质，满足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所

需，并为城市规划、河道管理、水利设施维护等提供思

路、实现方案优化，促进社会发展。

2 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现状

就现阶段来说，河道治理疏浚施工已经取得了一定

成绩，在防洪防旱、通航灌溉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作为

自然生态景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发挥着相应的社会与经

济价值[1]。但受各类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影响，让河道淤

积问题逐步严重化，为保障河道生态功能，降低河道淤

积风险，各地积极进行河道疏浚，所用方法主要是开挖

清淤，以挖深、挖宽河道、加高堤防的方法清理沙石，

提升河道灌溉、通航效率。所有河道疏浚技术包括机械

开挖、人工开挖两种，配以挖沙船、挖掘机等设备，在

水下作业、干作业中，结合河道淤积程度、施工环境制

定疏浚方案，严控疏浚质量。

3 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常见问题

3.1  外界影响较大
河道疏浚大部分作业是水上作业，其特殊的施工环

境条件，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比如水文气象条

件，影响到正常施工流程，不利于疏浚施工质量把控、

安全管理，严重时引发各种施工事故，难以达到对应疏

浚目标，不能改善河道环境。此外一些疏浚人员对于疏

浚工作缺乏足够重视，未能落实河道管理所布置的相关

疏浚任务，留下较多的隐患问题，不利于河道治理的可

持续推进。

3.2  施工回淤
河道疏浚施工时，会因现场环境、施工进程的复杂

性，引发回淤问题，降低施工质量，分析其具体原因，

包括：在河道长时间发展中，堆积了大量的沙石、杂草

等杂物，对水流产生较大阻力，降低河道通畅度，严重

时造成水流湍急，增加河道侵蚀力，加重淤积状况。在

城市化进程中，会有工业废水、城市污水源源不断地排

入河道，加速水质恶化，污染物的积累、沉淀，让河道

底泥浑浊异常，降低水流通畅度，破坏河道生态环境，

威胁水生生物生存。

3.3  降雨造成的地面冲刷积水
在降雨量较大时，河道会缓解压力会进行泄洪，基

于此相应流域内汇水范围内的雨水会持续灌输到河道中，

但雨水中掺杂有各类悬浮物质，会在下游河道处沉积，一

定程度上影响到河道泄洪能力、航运通道通畅性[2]。在遇

到连绵降雨时，会造成该种情况的持续恶化，不利于疏

浚施工的稳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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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智能技术应用不足
河道治理过程中，很多地区已经实现了各类先进智

能技术的应用，但相比于日益恶化的河道治理现状来

说，智能技术应用仍稍显不足，造成疏浚效率低下，分

析其具体原因，主要表现在：资金投入不足，难以引入

先进的智能化设备；未实现各清淤治理系统的关联、整

合，使得疏浚数据未能流转，疏浚效果较差。

4 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相关问题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提出的河道疏浚施工问题，提出如下解决

对策：

4.1  营造良好疏浚环境
明确河道疏浚中的外界影响因素，分析其具体成

因，探索具体的解决路径，营造良好疏浚环境，关键在

于：①关注气象变化：设置河道疏浚方案，将气象变化

纳入疏浚施工体系，并作为重要参考项，在出现大雨大

风大雪等恶劣天气时，及时调整疏浚时间段，避开不可

控的风险因素，以此来保证疏浚效果[3]。②制定应对措

施：若因河道治理的急迫性，必须推进疏浚施工，应制

定合理的应对措施，以雨季疏浚为例，提前组织现场工

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协同进行全面检查工作，

包括排水系统、坡面、避雷设施等；安排专人对接当地

气象部门，掌握更加精细的天气变化信息，提前予以防

范；制定详细的雨季疏浚施工方案，将施工中可能面临

的情况逐一推演，制定应急方案，向施工班组进行技术

交底，督促其认真执行雨季施工方案、操作要点、质量

标准等，确保每道疏浚施工工序按照规程、规范、标准

展开。③制定疏浚制度：执行岗位责任制，要求各部

门、岗位落实岗位责任制，根据不同阶段的疏浚任务，

进行疏浚责任划分，确保每个岗位皆能承担对应的疏浚

责任，以此来提升其对疏浚工作的重视程度，做好相关

配合工作，共同完成疏浚任务；落实三检制，即要求值

班人员结合气象变化状况，通知责任人在雨前、雨中、

雨后展开检查工作，认真填写三检报告，详细描述雨中

疏浚推进情况，在不具备疏浚条件或者面临重大安全风

险时，及时作出决策，停止疏浚工作。

4.2  回淤治理
进行回淤治理，可通过抓斗式挖泥船辅助疏浚过

程，以此来杜绝回淤问题的再次发生，关注以下要点：

①施工放样：提前安排船舶进入施工现场，组织人员展

开施工测量、放样，提升测量结果准确度；在河道断面

处，通过标杆来准确标注出河道护岸边坡、河底宽度、

河道中心线等位置，按照每30m断面布置一个标杆的间隔
完成测点布置工作，同时需严控测量站点、疏浚放样点

间的点位误差，具体为：疏浚开挖岸边误差≤ ±0.5m、
边线水下误差≤ ±1.0m、挖槽中心线≤ ±1.0m、疏浚机械
定位≤ ±1.0m[4]。②河道预清理：在河道正式清淤前，提

前安排专人清理河道中的残桩、块石、杂草等障碍物，

按照机械清理+人工清理的方法推进，机械装置配以小
型翻斗车，障碍物完全清理后，判断具备沙石清理的条

件后，再进入下一施工流程。③施工控制：综合考虑施

工安全问题，包括船只操作、天气条件、水上交通等，

要求船只操作人员必须在取得相关证书的情况下才可进

行相关施工操作，监理单位负责对其进行全过程监理、

质量控制；尽量选择天气晴朗、无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

时施工，布置好安全提示、圈出施工范围，避免引发不

可测问题。④规范施工流程：抓斗挖掘，操作抓斗降到

水道底部，利用回收设备将沙石等淤积物移入抓斗，结

合疏浚所需设定抓取时间、选择抓斗容量；抓斗吊升，

在抓斗满载时，吊升到船上，再以输送管道转移到待处

理区域；底部沙石处理，分离固体沙石、液体，对固体

沙石盖土或者集中式环保处理；船的移动，结合施工方

案，调整船只方向。位置，方便对整个疏浚场区处理，

整体施工流程可能涉及多次船只移动，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规划移动路线，避免影响正常施工；控制疏浚范围，

利用控制系统、操作抓斗挡位，严控疏浚范围、深度，

保障能按照计划达到制定宽度、深度；施工结束与清

理，在完成施工后，清理船只内的沙石，收集施工中产

生的数据，如疏浚量、疏浚速度、成本、时间等，用于

施工效果评定[5]。⑤设定清理频次：不少于两年内河实行

定期清淤疏浚，清淤频率不少于两年一次，对易淤积河

段应当加密清淤频率，保持水体通畅。关注清淤质量，

河床内无垃圾杂物，无明显突出的淤积物、障碍物。河

道内硬质边坡无杂草，确保河道及两岸渠道疏排水畅

通，水质明显改善，不断改善提升宜居城区环境。⑥改

善水质：通过物理、生物、化学方法改善水质，降低水

体污染程度，比如生态浮床技术、湿地修复技术等；进

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提升河流生态系统自净能力、

稳定性。

4.3  排干清淤
为避免河道积水过多而阻碍了正常的清淤进程，采

取适宜的排干清淤技术来加以解决，主要是：①干挖

法：通过机械设备将淤积的泥沙清理，按照以下步骤展

开：调查勘测，了解水域特征、泥沙囤积情况，如泥沙

分布、堆积厚度、泥沙性质等；设备准备，结合勘察结

果，选择运输设备、挖掘设备，如铲斗、挖掘机、输送

带、卡车等，再进行设备预运行、加以调试，保证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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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施工准备，布置施工现场，架设支架、铺设

防护地板；制定施工方案，确定各阶段清淤步骤、基本

工艺流程、施工方案等；挖掘作业，结合清淤区域的沙

石厚度、地质条件，展开挖掘作业，再将沙石运送到指

定地点，用于填海造陆、土地复垦；验收评估，对清淤

效果加以验收、评估，确保其达到清淤标准[6]。②水力冲

挖：在河道区域布置管道，选择适宜的高压水枪，以此

来组织进行射水冲刷作业，灵活选择作业方式，如耙吸

式、绞吸式，后者应用较多，在船上布置绞刀，持续旋

转来分割底部沙石，再经管道、离心泵将沙石运输到对

应地点，实现挖、运、吹的可持续作业。而在耙吸式作

业时，需在船上布置离心泵，将沙石吸入底部仓中，维

持开挖、航行同步性，在底部仓装满后，行驶到指定位

置排出，简单易操作，不必抛锚停泊。

4.4  智能化疏浚管理
进行智能化疏浚管理，提升疏浚施工流程的信息化

水平，关键在于：①增加资金支持：河道管理所应积极

争取国家相关资金支持，并可引入社会资金，针对性

地引入各种先进的疏浚设备，比如绞吸船、高压水抽沙

设备等，结合河道治理的根本需求，进行疏浚设备的分

批次更换，以此来满足新时期疏浚施工基本需求。②引

入疏浚施工数字化管理系统，提供以下功能项：河道调

查、河道监测、河道维护、河道案件管理、河道督察、

河道防洪、河道环境保护、河道疏浚管理、疏浚信息显

示、疏浚方案形成、疏浚细节呈现、疏浚全过程监控、

疏浚结果验收、疏浚报表生成、河道沉积物治理等，以

此来辅助完成河道疏浚工作，最大程度地提升疏浚施工

效率，减少以往河道治理疏浚施工中因信息不足、管理

不到位等引发的各种误差问题，实现疏浚方案的3D显
示，结合不同阶段河道治理政策、目的入手，结合疏浚

投资额度、疏浚人员布置等给出可行的疏浚方案，让疏

浚施工呈智能化特征，这对于疏浚工作的稳定展开来说

意义重大[7]。③其他：ECS900挖掘机3D引导系统+K20
高精度分体式RTK定位定向仪，按照既定路线完成疏浚
施工，彻底解决航道疏浚难题，依靠ECS900的北斗高精
度定位技术，读取挖掘机上不同角度传感器数值、枢纽

尺寸，计算铲斗斗齿、破碎锤三维位置数据，结合装载

在驾驶室中的终端设备，显示相关操作标准、数值，指

导操作作业，避免引发超挖、欠挖、漏挖等问题。在遇

光线不佳、视力盲区时，亦能保持精准施工。此外依靠

ECS900，全方位展示船只方寸、型号，对铲斗、破碎
头动态加以引导，提升施工作业精度，减少人力物力浪

费，降低施工成本。

结语：综上，文章就河道治理中疏浚施工现状及常

见问题的解决策略展开了综合论述与分析，在给予其足

够重视的情况下，有必要去总结疏浚问题解决经验，作

为下一阶段疏浚施工的参考性，以此来持续优化河道治

理机制，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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