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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江出南津关峡口以后，进入中下游平原，流经鄂、湘、赣、皖、苏、沪六省（直辖市)注入东海
。
中下游平原的面积为12．6万km，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城市林立、经济发达，是我国的精华地带。
中下游河道是沟通我国腹地东、中、西部的黄金水道，岸线寸土寸金。
整治好中下游平原河段，保障防洪安全、航道畅通，在两岸城乡一体化，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目标中，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中下游堤防已全面整修加固，上游一系列水库正在兴建，三峡水库即将
全面发挥作用，以防洪为中心的治江三阶段任务已基本完成。
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的老主任林一山同志及时提出要加强长江中下游河道的治理，将中下游
河道建设成为河势合理、河床窄深、安全稳定的黄金水道。
实施的途径一个是沙市至武穴刷深河道二个是武穴以下河道堵支并汉，形成相对稳定的单一河槽。
这是林老的未竟事业，是对长江委的嘱托。
　　在林老的领导下，长江委历来非常重视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崩岸与防护，20世纪70-90年代曾经召开
过5届长江中下游护岸工程经验交流会，我都参与并主持了第三、第四、第五届护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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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崩岸机理的研究，包括崩岸的基本概念、国内外对崩岸研究的现状与
护岸工程技术的发展，崩岸与防治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崩岸与河道平面变形的关系及河势控制，崩岸
形态分类及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等，并重点就崩岸机理中的水流泥沙运行条件和河床边界条件以及特
殊形态——“口袋型”崩窝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是长江中下游护岸工程的研究与实践，在根
据护岸工程类型、材料、结构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抛石护岸机理的研究成果和新材料护岸的试验成
果，并全面提出长江中下游护岸工程设计的方法和指标，最后又总结了长江中下游护岸工程的经验，
并展望发展前景。
    本书可供河流研究学者、河道整治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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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文畴（1940- ），男，江西景德镇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河流泥沙、河床演变、河
道规划和整治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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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冲积平原河流崩岸的基本概念　　1.1 冲积平原河流的河漫滩与河岸　　平原河流形成的过程一
般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堆积作用阶段；二是冲积作用阶段。
就长江下游而言，全新世以来均为下沉地带，河谷内受长江巨量泥沙的充分堆积作用，堆积物包括早
期的砂卵石沉积和后期在广阔河谷内的中细砂沉积，以至粉、黏土等细颗粒沉积；通过长期的堆积作
用，在堆积的三角洲上逐渐形成许多汊河，在远离泥沙输移带的湖泊则形成湖相沉积。
这就是第一阶段。
在全新世晚期（距今约4000年）至秦汉时期前，长江下游仍以堆积作用为主。
此后，长江下游逐步转变为以冲积作用为主的过程，也就是进入了第二阶段。
有汊河的存在，就开始有河流的冲积作用。
应该说，汊河的发育发展、平面摆动、淤积归并以及河床内有细颗粒沉积形成的河漫滩相，都可作为
河道形成与发育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
在这个阶段中，汊河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形成一些主要支汊，河漫滩逐渐淤高和扩大，主要支汊河床的
冲刷作用不断加强，于是河流在冲积作用中开始了塑造自己河型的演变过程。
随着冲积作用的增强，加之人类开发利用，如堵塞穴口、塞支强干、围垦滩地、兴建堤垸等，河流的
造床过程就被限制在河床束窄的边界范围内，河流的径流和泥沙的输移运动也被限制在该范围内而加
速了河型的塑造过程。
此后，在一定的来水来沙与边界条件下，逐步形成各长河段不同类型的河道形态和江湖关系形态。
还需要指出的是，各长河段不同河型的河道平面形态都是由河漫滩构成河道轮廓的。
　　关于河漫滩的概念，地貌学是这样定义的：河漫滩是由河流自身带来的泥沙堆积而成、在大汛时
常被洪水淹没的平坦地带，是河流在堆积和造床过程中先由粗颗粒泥沙堆积继而由垂向细颗粒泥沙堆
积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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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江河道崩岸与护岸》可供河流研究学者、河道整治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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