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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河桥梁防洪评价分析
朱佰轰

永嘉县水利局，浙江温州，325100；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跨河桥梁的建设数量日益增多。这些桥梁不仅改善了区域

交通条件，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河道的水文环境产生了影响。通过开展跨河桥梁防洪评价分析，评估桥梁

建设对防洪安全的潜在风险至关重要。跨河桥梁建设对有关规划实施、河道行洪能力、河势稳定性、工程安全、

蓄滞洪区、防汛抢险及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的潜在影响，提出相应的防治与补救措施，最后提出防洪措施包括拓

宽桥址处河宽、优化桥墩布局。因此，采取防洪评价对于确保区域防洪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篇文章对跨河桥梁防洪评价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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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桥梁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物，尤其是跨越河流的桥

梁，需要对其进行防洪影响评价，这也是河道管理范围

内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的主要领域之一。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要求，建设跨河、穿河、穿堤、

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

排水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航运

要求和其它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

定、妨碍行洪畅通。商贸路桥梁位于永嘉县桥头镇商贸

路与菇溪交叉处跨越菇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浙江省水域保护办法》等法规的要求，必须对

其防洪影响评价进行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

跨河桥梁防洪评价方法与过程，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价

值。

1 跨河桥梁的项目概况与河道特征

1.1 跨河桥梁的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一座跨河大桥，设计全长 108.54 米，跨

径长 20.50米，桥梁采用简支、桥面连续结构，桥面宽

度为 16 米，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为 30 公里/小时，

确保交通流畅与安全。设计参数方面，桥墩高度平均为

7.4 米，以适应河道的深度与宽度。基础设计采用灌注

桩形式，桥台桩基单根桩承载力不低于 2100 千牛，桥

墩桩基单根桩承载力不低于 3950 千牛，确保桥梁结构

的稳定性。预计总工期为 15 个月，期间将严格遵循环

保要求，最小化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2 跨河桥梁的河道特征

商贸路桥梁位于永嘉县桥头镇，在瓯江支流菇溪流

域内。菇溪流域面积 153 平方公里，河道全长 35千米，

河道比降 2.32%，是区域内重要的水系之一。水文特征

上，瓯江年径流量约为 202.7亿立方米，属副热带季风

气候。商贸路桥梁处河道断面采用梯形断面，河道底宽

48米，边坡 1:3.5，河道面宽 90米左右。

2 跨河桥梁防洪评价方法与流程

2.1 评价方法

防洪评价的主要方法包括以下方面：阻水比计算是

通过计算桥梁阻水面积与河道过流面积之比来反映桥

梁对河道行洪的阻碍程度。通常，阻水比应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如浙江省涉河桥梁水利技术规定中规定跨越 I、

II 级堤防桥梁的阻水面积百分比不宜大于 5%，不得超

过 7%。跨越 III 级及以下堤防以及无堤防河道的桥梁

的阻水面积百分比不宜大于 6%，不得超过 8%
[1]
。梁底

净空分析是梁底净空是指桥梁底部与水面之间的垂直

距离。根据规范，梁底净空应满足一定的高度要求，如

不低于计算水位（设计水位计入雍水、浪高等）以上一

定数值（如0.5 米），以确保洪水期间桥面不被淹没，

保证交通畅通。冲刷计算，跨河桥梁建成后，由于桥下

水流受桥墩的阻碍作用，河道中单宽流量增加，局部比

水面比降和流速加大，导致河道产生一般冲刷；同时在

桥墩附近形成复杂的水流流态，导致桥墩周围出现局部

冲刷。由于水流流态的改变，有效过过水面积减少，桥

下流速的增大，对岸坡及堤防也产生冲刷。故要分析桥

梁的各种冲刷，在不满足规范要求的情况下需增加一定

的防冲措施。水域占补平衡，根据《浙江省水域保护办

法》规定：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的，应当根据被占用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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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容积和功能，采取功能补救措施或者建设等效

替代水域工程
[2]
。以上方法在实际应用中需结合具体情

况进行选择和组合，以提高防洪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
。

2.2 评价流程

防洪评价的步骤和程序通常包括以下关键环节：先

收集桥梁建设项目的基本资料、河道的历史洪水数据、

暴雨数据、地形图、水文监测记录、现有水利工程及其

他设施情况等，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资料收集

阶段应收集建站以来的洪水记录，以反映河道的真实洪

水特性。基于收集的资料，进行水文、阻水、雍水、冲

刷与淤积、占用水域等关键指标的计算分析。随后根据

分析计算结果，评价桥梁建设对有关规划实施、河道行

洪能力、河势稳定性、工程安全、蓄滞洪区、防汛抢险

及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等方面的潜在影响
[4]
。最后，综

合评价结果，提出明确的结论与建议。若影响显著，应

提出具体的防治与补救措施，确保桥梁建设项目符合防

洪安全要求。

3 跨河桥梁防洪影响评价

3.1 对有关规划实施的影响

桥梁建设对有关规划实施的影响评价是非常有必

要的，城市规划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城市城市规划对城市

建设和发展的引导和控制作用，确保城市社会、经济及

建设活动能够高效、有序、持续的进行。而建设项目是

否会影响所在河道的综合规划及防洪规划、岸线规划、

河道(口)整治规划等规划，需按不同规划进行规划符合

性评价，分析项目建设对有关规划的实施是否会产生不

利影响和增加规划实施的难度。评价项目的建设是否符

合有关水利规划的总体要求。

3.2 对河势稳定性的影响

桥梁建设对河流的水文特性和河势稳定性具有显

著影响。桥梁的横跨会改变河流的自然流态，使得水流

在桥墩附近发生分流与合流，形成复杂的流场，影响水

流的平稳性。桥梁的存在可能改变河流的流速分布，特

别是在桥墩周围，水流速度可能会增加，导致局部冲刷

加剧，对河床形态产生深远影响。桥梁的引导效应可能

使河流流向发生微调，长期作用下可能影响河道的整体

走向。桥梁建设若未充分考虑河势稳定性，可能加剧河

床的冲刷与淤积不平衡，影响河道的自然演变过程，进

而威胁河势的长期稳定。因此，桥梁设计与施工需细致

考量其对河流流态、流速、流向及河势稳定性的影响。

3.3 对行洪安全的影响

桥梁建设对河道行洪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项目

建设对河道行洪的影响以及项目自身的防洪安全等。桥

梁的桥墩和桥面会占据一定的河道空间，形成阻水区域，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水流的自然流动，影响河道的行

洪效率。桥梁的存在可能会改变水流的方向和速度，导

致水流在桥墩附近产生涡旋和回流，增加水体的能量耗

散，从而在桥梁上下游形成局部壅水现象。桥梁建设还

可能对河道的整体形态产生影响，如改变河床坡度或引

发河床冲刷与淤积，这些变化将进一步影响河道的行洪

能力和稳定性。因此，在桥梁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需充

分考虑其对河道行洪能力的潜在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

予以缓解
[5]
。

3.4 对现有水利工程及设施的影响

桥梁建设对现有水利工程及设施的潜在干扰和破

坏不容忽视。桥梁施工期间的大型机械作业和临时结构

搭建，可能对周边的水利设施如堤防、水闸等造成物理

损伤，影响其结构完整性和功能发挥。据统计，不当的

施工活动可能导致堤防出现裂缝、塌陷等安全隐患，其

修复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桥梁的墩柱结构若设计不当，

可能截断或改变水流路径，影响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行，

如导致水闸的引水效率下降、灌溉渠道的水量减少等
[6]
。

因此，桥梁建设前需进行详尽的现场勘查和影响评估，

确保施工方案对现有水利工程及设施的影响最小化。

3.5 对蓄滞洪区的影响

桥梁建设对蓄滞洪区的影响有利有弊。桥梁建成后，

可为蓄洪区内群众的生产、生活及分洪时撤退转移提供

更为有利的交通保障，是保护区域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的交通命脉，建设意义重大。但是桥梁的建设也会带来

一些不利因素，如桥位断面的过流面积会被压缩，造成

局部流速加大，壅水、冲刷和流态紊乱等会给蓄洪区的

运用、防汛抢险和水利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7]
鉴于以上

情况，在项目建设前对桥梁的防洪影响评价中评价项目

建设对蓄滞洪区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3.6 对防汛抢险的影响

桥梁建设在提升交通便捷性的同时，也对防汛抢险

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桥梁的横跨可能会阻断或限制

防汛抢险道路的通行能力，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若桥

梁设计未充分考虑应急通行需求，将严重影响抢险救援

的时效性。桥梁的施工和运营期间，可能对周边的防汛

设施如堤防、护岸等造成物理干扰，影响其稳定性和功



当代水电科技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2 期 JZK publishing

227

能发挥。桥梁的存在还可能改变洪水期间的水流路径和

速度，增加洪水对沿岸地区的风险，对人员安全构成潜

在威胁。因此，桥梁的规划与建设需全面评估其对防汛

抢险道路、设施及人员安全的综合影响，确保在提升交

通效率的同时，不削弱甚至增强区域的防洪能力。商贸

路桥梁建设后，两岸的桥台位于堤防上，抬高的桥面阻

断了二级挡墙的堤顶路面，防洪抢险车辆无法通行，若

提高桥面高程，使得桥下可通车，但对桥梁高程影响较

大，坡度过大无法衔接。因此，将堤顶的防汛通道与堤

后侧的道路相连，穿过路口后，再与堤顶路面衔接，确

保防汛通道通畅。同时要求桥梁施工尽量要避开汛期，

减少施工期间对河道行洪的影响。

3.7 对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

在桥梁建设过程中，特别是河口桥梁工程，可能会

影响到附近已建或规划的码头、高架、港口、航道等工

程的正常使用。因此，在设计、施工及运营期间，必须

与各方保持良好沟通，及时调整工程方案，以确保不损

害第三人的合法水事权益。同时确定桥梁最小梁底标高，

桥梁梁底标高需要满足下面的几个数据：一是要满足防

洪排涝要求，即计算水位（洪潮水位+雍高浪高）+安全

超高；二是满足运行管理要求，即常水位+净高；三是

对于通航河道需满足有关航运要求。

4 跨河桥梁的防治与补救措施

建设项目占用水域后应采取相应的防治与补救措

施，主要包括建设等效替代水域工程和采取功能补救措

施。根据防洪影响评价的结论，对项目建设造成水域面

积严重减少或者水域功能严重减退的，提出等效替代水

域工程建设方案；对项目建设造成水域面积、容积、功

能较小的不利影响，提出功能补救措施方案。

4.1 等效替代水域工程

等效替代水域工程是指因建设项目及其设施占用

水域，人为造成水域面积严重减少或者水域功能严重减

退所采取的新建水域的水利工程。等效替代水域工程应

遵循“就近、就地建设”的原则。商贸路桥梁实施后虽

然对河道中水流流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范围较

小，所以不设等效替代水域工程，仅功能补救即可。

4.2 功能补救措施

建设项目对水域的面积、容积、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较小的，应采取对水利工程进行修复、加固、水域清疏

等功能补救措施。功能补救措施应“就地补偿”，以利

于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水域功能作用正常地发挥。功

能补救的方式很多，如对于引起河道壅水的建设项目，

可采用加高加固堤防或减少建筑物阻水面积等功能补

救措施；对产生冲刷影响的建设项目，可采用抛石防冲，

加固堤防、护岸等补救措施等。如阻水过大，可采用拓

宽桥址处河宽或优化桥墩布局等补救措施。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跨河桥梁防洪评价的综合分析，

探讨了桥梁建设对有关规划实施、河道行洪能力、河势

稳定性、工程安全、蓄滞洪区、防汛抢险及第三方合法

水事权益的潜在影响。桥梁建设会对河道的自然流态产

生显著改变，影响河床的冲刷与淤积平衡，进而对河道

的行洪能力和防洪安全构成威胁。为确保桥梁建设与防

洪安全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等效替代水域工程和功能补

救措施等一系列防洪措施和优化建议。这些措施和建议

旨在提升桥梁工程的防洪能力，减少其对河道行洪的阻

碍，保障区域防洪安全。未来，随着桥梁建设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防洪评价理论的日益完善，跨河桥梁的防洪设

计和施工管理将更加科学、合理，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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