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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会昌县林岗拦河坝位于赣江水系一级支流湘江 ，

距会昌县城约

7.0 km

，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1 848 km

2

，

水库正常蓄水位

163.50 m(

黄海高程 ，下同

)

，总库容

563.0×１０

４

m

3

，是一座以改善城市水环境为主，兼顾河

道整治及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小型水利枢纽工

程。

工程所在河段目前河床淤积严重，沙滩裸露，与会

昌中心城区环境极不协调。 枯水期内，湘江河滩裸露面

积大、水量小、水面狭窄，中下游河道仅有小部分有水

流通过，对河流生态系统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根据《江西省会昌县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实施方

案》，总体规划为沿湘江建设梯级拦河坝共

5

座，本工程

为其中试点期建设的

1

座。 会昌县林岗拦河坝通过建坝

挡水雍高湘江水位，渠化会昌县湘江河段，在枯水期使

河床不致裸露，从而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 工程实施

后，在县城区打造成一条富有山水特色的水上旅游线

路，促进会昌县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改善水生态环境和

人居环境，拉大县城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城

市品味；促进县城区的经贸及人文往来，进一步促进城

乡一体化。

摘 要： 本文以会昌县林岗拦河坝为工程实例探讨了气动盾形坝与底横轴翻板式钢坝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并进

行了方案比较，以期为类似城市生态景观拦河坝的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气动盾形坝；拦河坝；设计；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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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坝型比选

从防洪方面考虑，拦河坝的布置应尽量不抬高水

位。 湘江为山区性河流，洪量大、历时短，宜选择快速完

成升降操作的坝型。 同时，汛期河道内泥沙、树枝等杂

物较多，不宜选择橡胶坝。

工程所处河段天然河道宽约

135.0 m

，常规闸门系

统一般无法满足该跨度要求。 同时，与通常大江大河上

的水利工程相比，城镇水利工程除应具备常规的防洪

要求外，还应满足河面布置整洁、与城市环境协调、人

文景观要求等特点。 综合考虑，工程初步拟定气动盾形

坝和底横轴翻板式钢坝两种大跨度闸门系统进行比

选。

2.1

方案拟定

图

1

湘江梯级拦河坝示意图

会昌城

麻州

站塘

周田

筠门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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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气动盾形坝

气动盾形闸门系统主要由钢闸门、气袋、埋件、空

压系统和闸门控制系统组成。 工程由两孔气动盾形闸

门组成，每孔

65.0 m

，呈“一”字形布置。 坝体中部布置

5.0 m

宽中墩，过水总宽

130.0 m

。 顺水流方向依次为：进

口段、控制段、消能段及出口护坦段共

４

部分，总长

30.0

m

。 控制段底板顶高程

160.0 m

，门体高度

3.5 m

。 两岸岸

墙采用衡重式挡土墙结构。 工程平面布置及横断面见

图

2～3

。

方案二：底横轴翻板式钢坝

图

3

工程横断面图

图

2

工程平面布置图

钢坝系统主要由钢闸门、埋件和闸门控制系统组

成。工程由

3

孔钢坝组成，呈“一”字形布置。坝体中部布

置

7.5 m

宽中墩两个，过水总宽

120.0 m

。 顺水流方向依

次为：进口段、控制段、消能段及出口护坦段共

４

部分，

总长

30.0 m

。 控制段底板顶高程

160.0 m

，门体高度

3.5

m

。 左右岸与两岸平顺衔接。

2.2

方案比选

工程方案比选主要从技术、经济、运行管理、生态

环保等方面进行比较。 技术比较成果见表

1

，主要工程

量及经济比较成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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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河道行洪安全方面，气动盾形坝方案优于钢坝

方案。 气动盾形坝中部仅设

1

个中墩，基本维持原河道

的过流能力；钢坝中部设

2

个中墩，过流净宽为

120.0 m

，

建坝后水面线稍有抬高。

（

2

）升坝降坝时间方面，钢坝方案优于气动盾形坝

方案。钢坝仅需

5~10 min

即可完成升、降坝操作，而气动

盾形坝则需

20~30 min

。因此，钢坝方案运行操作更快捷

灵活。

（

3

）结构抗震能力方面，气动盾形坝方案优于钢坝

方案。 工程区区域稳定性较差，对工程进行抗震设防是

必要的。 气动盾形坝为柔性连接结构，对基础沉降及变

形的适应能力比刚性连接的钢坝更强。

（

4

）生态环保方面，气动盾形坝方案优于钢坝方

案。 气动盾形坝采用压缩空气，根本杜绝了液压油、润

滑油等污染物的使用。 钢坝运行中存在对水体二次污

染的隐患。

（

5

）工程投资方面，两方案建安投资基本相当。 钢

坝方案投资稍大，气动盾形坝方案次之，两者相差

111.97

万元。

综合考虑，本工程推荐采用气动盾形坝方案。

3 结语

（

1

）随着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对环境、景观的美

化要求日渐提高。 气动盾形坝以运行安全、易于维护、

适宜现代生态水利、景观水利要求得到各界的认可，为

大跨度水工闸门及城镇水利工程设计提供了新的思

路，市场运用前景广阔。

（

2

）气动盾形坝技术在国内尚无设计规范可循，其

设计计算方法、施工控制指标、工程质量检测、施工质

量评定、安全监测设施等内容亟待进一步研究及工程

实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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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方案技术比较表

比较项目 气动盾形坝 底横轴翻板式钢坝

泥沙淤积

底部固定在底板上，升坝或塌坝时，气动坝面保持密封

止水状态，故泥沙淤积无影响。

升坝或塌坝时，底部及侧面保持密封止水状态，故泥沙淤积无

影响。

行洪断面 设置

1

个中墩，基本维持河道宽度。 设置

2

个中墩，减少了行洪断面。

运行可靠性

采用压缩空气驱动，可在全立及全倒伏之间的任意位

置。

采用液压驱动，可在全立及全倒伏之间的任意位置。

运行时间

20～30 min

。

5~10 min

。

坝体维修 无机械变形、防腐的维护。 油封须定期维护。

使用寿命

30~40

年

30~40

年

抗震能力 柔性连接结构，运行中对基础变形适应性强。 对基础平整度、稳定性、沉降幅度有较高要求。

建设工期

模块化、组合式结构，单元重量轻，安装维护不需大型吊

装机具。

基础、泵房施工较复杂，施工安装周期长。

生态环保 采用压缩空气，杜绝了液压油、润滑油等污染物的使用。 运行中存在对水体二次污染的隐患。

表

2

方案主要工程量及经济比较表

项 目

气动盾形

坝方案

底横轴翻板式

钢坝方案

土石方明挖

/m

3

34 785 35 651

土石方填筑

/m

3

885 1 721

混凝土

/m

3

6 104 9 089

钢筋

/t 160 282

模板

/m

2

1 484 1 521

建筑工程投资

/

万元

571.50 797.87

闸门设备及安装

/

万元

2 113.55 1 999.14

建安投资

/

万元

2 685.05 2 7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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