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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宿淮盐铁路跨戛粮河桥河道防洪影响补偿设计
方案比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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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徐宿淮盐铁路跨戛粮河桥的建设对河道防洪的影响，提出了 2 个断面补偿设计

方案，从施工工艺、施工难度、投资等方面进行比选分析，并结合其他工程措施，以减少铁

路桥对河道防洪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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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alysis on flood control compensation design scheme of 
Xu-Su-Huai-Yan railway crossed Ga Liang Bridg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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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Xu-Su-Huai-Yan railway crossed Ga Liang Bridge River 

on the river flood control, 2 section compensation schemes were proposed. Comparis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difficulty, investment and other aspects. Meanwhile, combined with other 

engineering measure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Railway Bridge on river flood control wer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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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设计

徐宿淮盐铁路是江苏省东西向高铁，是国家快

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快速

铁路的重要干线以及江苏省四纵四横快速铁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沪高铁第二通

道，意义巨大，有“江苏铁路金腰带”之称。徐宿淮

盐铁路全长近 313 km，设计速度 250 km/h，总投资

250 亿元左右。铁路跨越盐城市戛粮河，所建桥梁

对河道行洪防汛带来影响。本文对铁路桥减少河道

断面的影响提出了2 种补偿方案，并从施工工艺、施

工难度、投资等方面进行了比选分析 [1]。

1    河道及铁路桥工程概况

戛粮河位于阜宁县东南部、建湖县西部，全长

23.3 km，具有行洪、排涝、供水、饮用水水源地、航

运等用途，在《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中属区域性骨干河

道。戛粮河大桥桥址两侧为农田，桥址两侧地面高

程 1.5 ～２.2 m（85 国家高程系，下同），河宽约 90 m。

戛粮河现状河道底标高 -4 m，河道边坡 1∶4，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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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顶高程 3.82 m。戛粮河桥址处现状防洪标准 10

年一遇，排涝 5 年一遇；规划防洪标准 20 年一遇，排

涝 10 年一遇。防洪 20 年一遇设计水位 2.3 m，设计

流量 203.6 m3/s。

徐宿淮盐铁路在 DK280+470 处跨越戛粮河，桥

墩轴线与水流流向夹角为 33°。戛粮河大桥桥跨布

置采用（48.7+80.0+48.7）m 连续梁。下部结构为圆端

形实体墩，矩形承台、钻孔灌注桩基础，其中 193 号

桥墩位于左侧河床；194 号桥墩位于右侧河床，桥墩

断面尺寸均为 11.2 m×4.6 m（长 ×宽），承台尺寸为 

14.60 m×9.60 m×3.00 m（长 ×宽 ×高）。

2    铁路桥对河道过水断面的影响及补偿
方案

根据《徐宿淮盐铁路跨河桥梁工程（盐城市）防

洪评价报告（送审稿）》中壅水计算结果，在设计

洪水位条件下，193 号、194 号桥墩总阻水面积占比

为 10.41%，桥墩前最大壅水高度为 0.92 cm，壅水长

度为墩前 184.78 m。为尽量减少桥墩对河道断面的

不利影响，进行戛粮河过水断面设计，河道断面补

偿设计范围与标准为：桥址处上下游桥梁外边线各

100 m，即铁路桥与河口线交界处上下游各 100 m 范

围内。

铁路桥跨越戛粮河，不仅影响河道过水面积，还

影响堤防。需要采用补偿措施，实施行洪断面补偿，还

要按规划加固堤防，对开挖后的岸坡及桥址处背水

侧实施防护，修筑堤顶防汛道路，对桥址处堤防做

防渗处理、加设安全与警示设施等。

就河道过水断面补偿，提出 2 个设计方案：

方案一：河坡对称开挖方案

在河道规划基础上拓宽，河道规划断面标准底

高程 -4.18 m，底宽 40 m，边坡 1∶4。青坎高程 1.82 m；

堤防设计标准堤顶高程 3.82 m、堤顶宽度 4 m、边坡

1∶2。实际施工时需预留沉降，即堤顶高程需达到

3.92 m，且压实度不小于 0.91。拓宽后的河道底宽为

52 m，拓宽段与原河道采用渐变段衔接，上下游衔接段

长度均为 20 m。堤防按规划标准复堤，长度与断面

补偿相同。涉及工程量：开挖土方量为 40620.4 m3，堤

防填筑工程量 4092.02 m3。断面补偿河道开挖区永

久占地 1.644 hm2，开挖土方表层好土结合堤防加固，

多余弃土安置于附近废弃沟塘，运距 3.0 km，临时占

地 1.46 hm2。

需要对开挖后的河道迎水侧河坡进行防护：①

采用厚度为 10 cm 互嵌式预制混凝土块，下垫厚度为

8 cm 黄砂及规格为 250 g/m2 的无纺土工布的结构形

式，护坡上限高程为设计洪水位 2.3 m 加超高 1.0 m，

下限高程至常水位 0.8 m。预制混凝土块护坡上部设

置 0.4 m×0.5 m 的现浇 C25 混凝土封顶，预制混凝

土块护坡下部设 0.5 m×0.6 m 的现浇 C25 混凝土齿

坎，顺水流方向每隔 30 m 设置 1 条 0.4 m×0.5 m 的

混凝土纵向隔埂；②常水位 0.8 m 以下至河底用模

袋混凝土进行防护，模袋混凝土厚度 0.15 m，要求

充填混凝土强度为 C25，其水灰比应不大于 0.55，模

袋采用 500 g/m2 丙纶长丝机织模袋布，模袋混凝土

上部与预制混凝土连接，利用预制混凝土护坡的齿

坎对模袋布进行封顶压边。

本方案工程量：混凝土预制块 455.7 m3，C25 现

浇混凝土 319.7 m3，黄砂 217.2 m3，规格为 250 g/m2

的无纺土工布 4556.7 m2，模袋混凝土 1884.3 m3[2]。

河坡对称开挖方案示意图见图 1。

方案二：挡土墙方案

在河道规划断面的基础上补偿设计采取挡土

墙方案：①对河道两侧高程 -2.02 m 支 1.82 m 堤防采

取直立式挡墙设计，其设计标准：采用 C25 钢筋混

凝土扶壁式挡墙，挡墙顶高程为 1.82 m，底板面高

程 -2.48 m，底板底高程 -3.18 m，墙高 4.3 m，底板

宽 4.5 m，底板厚 70 cm，立板厚 50 cm，前趾长 1 m，扶

壁顶高程为 1.32 m，顶宽 0.5 m，底宽 2.5 m，扶壁厚

40 cm，每隔 3.25 m 设 1 道扶壁，墙后填土高程为

1.82 m。由于挡墙基底土层为淤泥质土，地基承载力

不满足设计要求，拟采用 Φ60 cm 直径管桩进行地

基处理，每排布置 3 根，纵向间距 1.4 m，河道东侧

桩长 12 m，河道西侧桩长 10 m；②对直立式挡墙以

下部分的河坡采用模袋护坡并护底 [2]。

由于施工期间不能断流，拟采用顺河土围堰，土

围堰顶高程为 1.8 m，顶宽度 2 m，两侧坡比为 1∶3，

堰顶以上采用 1 m 高袋装土围堰，顶宽度 1 m。因为

直立墙为混凝土结构，本身具有防止冲刷的功能，因

此直立墙部分无需进行河坡防护。其他护砌标准与

对称开挖方案相同。

本方案工程量：开挖土方量为 79083.0 m3，堤

防填筑工程量为 62187 m3。预制块 191.1 m3，C25 现

浇混凝土 310.0 m3，黄砂 145.22 m3，规格为 250 g/m2

的无纺土工布 1911.1 m2，模袋混凝土 C25 混凝土

3536.5 m3，混凝土为 3656.01 m3，钢筋为 270.66 t，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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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混凝土管桩 PC-600（110）-c60 为 9675.14 m3。河

坡挡土墙方案示意图见图 2。

3    补偿方案比选分析

3.1   补偿效果

经稳定复核计 算，2 个方案的堤防与河坡稳

定均 满足堤防设计规范的要求。桥墩阻水面积为

49.56 m2，占整个规划断面过水面积的 10.41％，河坡

对称开挖方案桥址处开挖增加的过水断面面积为

56.23 m2，挡土墙方案增加面积为 52.1 m2，补偿效

果均满足要求。

3.2   施工工艺及难度

河坡对称开挖方案开挖时选用 1 m3 抓斗挖泥

船抓挖，采用不断流施工。抓斗式挖泥机船先在空

中张开空斗，然后液压切入泥层，严格控制切入深

度，操作员操作闭合泥斗，将装满疏浚土的泥斗提升

至水面以上，转动斗臂将重斗移到泥驳上方，开斗卸

泥，然后再反向转动斗臂再将空斗移至开挖点。抓斗

船左右两侧轮流停靠泥驳，待一侧泥驳装满后，抓斗

船继续往另外一侧泥驳进行装驳作业 [3]。

图 1    河坡对称开挖方案示意图

图 2    河坡挡土墙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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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土墙方案主体工程施工工艺较为复杂，涉及

悬臂挡墙、灌注排桩，且在施工过程中需要进行临

时围堰的搭建，施工难度较大。施工过程中需要对

堤防进行开挖后，再进行挡土墙施工，故对堤防稳

定的影响比河坡开挖方案大 [4]。

3.3   工程投资

经工程投资计算分析，考虑建筑工程、临时工

程、建设征地及拆迁安置补偿等费用，挡土墙方案

工程总投资 1875.27 万元，河坡对称开挖方案投资

660.06 万元。

综合比较，本文推荐河坡对称开挖方案作为补

偿设计方案，以减少铁路桥对河道过水断面面积的

不利影响。

4    结论

本文就徐宿淮盐铁路戛粮河铁路桥减少河道

行洪断面的不利影响提出了补偿方案，从补偿效果、

施工工艺及难度、工程投资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推荐了河坡对称开挖方案。本文分析结果对铁路桥

行洪断面补偿方案的选用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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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等的河道，可以用透气、透水、多孔的生态

型块体、螺母块体等新型材料和方法护坡，同样

可以种植植物和灌木；水流流速较小、坡度较缓

的河道，种上草坪与灌木以后，可以在水边放些大

小石块点缀镇脚、缓流防冲。

（5）非工程措施控制：为使河道纳污能力达标，

必须严格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并进行有效

的治理，采取必要的非工程措施。如加强节水护

水科普宣传、严格控制点源污染并实行排污总量

控制、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提高利用率并大力倡

导节水型产业、加强对河道水环境的管理、加强

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 [3]。

6    结语

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工作自 2009 年启动以来，各

地陆续开展了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全局，采取

有效措施，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4]。解溪河流域水利综合规划以“水

系连通、水环境治理”为重点，统筹考虑防洪排涝、

灌溉供水、水环境治理、水土保持等因素，根据先

防洪，后排涝；先骨干，后配套；先城区，后农村圩

区的原则，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同步实施，提

高了流域防洪排涝标准和灌溉保证率，有效改善

了区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对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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