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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技术

赵同江

北京市密云区潮白河道管理所　北京　101500

摘  要：在城市快速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城市河道内污染源负荷随之增加，难免出现季节性水体黑臭、河道淤泥堆积等情

况，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如何解决城市河道淤泥堆积及黑臭水体问题，已经成为各地政

府水环境治理的重点。本文以北京市河道基本情况为切入点，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城市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技术要点进行分

析，并就如何提升河道清淤疏浚施工质量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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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 urban river dredging and dr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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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load of pollution sources in urban river channels has 

increased,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seasonal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bodies, river sludge accumulation, and other situations, causing 

serious impacts on the daily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safety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iver 

sludge accumulation and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bodies in cities has become a key focus of local governments'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rivers in Beij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actual engineering cases,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urban river dredg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iver dredging construc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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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处北方区域，河道整体呈水量偏小、季节性明显

的热证，与南方河道相比，水量严重不足，历史河道周边基

础设施不完善，城市内河道呈现水质较差、面源污染、生活

污水严重等问题。近些年，北京市不断实施黑臭水体治理、

水体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基本上实现了河道控源截污，但部

分河道污染反复难以治理，其中，淤泥作为影响河道治理和

水质的重要因素，底泥中的污染物会随着上覆水条件改变随

之变化，成为河道内源污染物体，做好河道清淤疏浚工程是

解决这一污染物，助力河道生态恢复的重要举措。

1  河道情况概述

潮白河是北京重要水源之一，古称沽水、鲍丘水，全

长467公里，流域面积19354平方公里，流域内建有云州、密

云、怀柔三个大型水库，随着河道使用年限增加，北京潮白

河部分河道淤积越来越严重，并且，在洪水、雨水等侵袭

下，部分堤防被损毁，特别是中小河道，水体污染严重，河

道内存在多处闸坝，补水水源有限，河道内水体流速不均

匀，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相关部门及人员必须贯彻“水

清、岸绿、安全、宜人”的生态治理原则，及时对城市内相

关河道进行清淤疏浚，选择合理施工技术，不断提高清淤工

作合理性和科学性，避免施工中各种问题出现，保障城市河

道水质达标、透彻清明，达到河道清淤疏浚治理目标[1]。

2  城市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技术要点

2.1  水下清淤施工技术

水下清淤技术，顾名思义，利用清淤船将河道中的淤

泥挖开，利用管道将淤泥输送至岸上进行后续处理的施工技

术，水下清淤技术主要有三类：普通绞吸式清淤技术，利用

绞吸式清淤船的绞车转动和切割将河道底泥转变为泥浆状

态，再利用离心泵和吸泥管将泥浆输送至河岸，输送过程为

全封闭管道运输方式，不会出现泥浆泄漏，影响其他河流区

域的情况，适用于底泥较厚的河道[2]。抓斗式清淤技术，主

要借助抓斗式挖泥船前臂开挖淤泥的清淤方式，灵活性高、

成本低，不会受河底石块、垃圾等影响，天气干扰影响也较

小，适用于厚度较大的泥层，不适用底泥松软的河道，容易

导致较大面积的底泥裸露，影响清淤质量。泵吸式清淤技

术，借助水力冲挖水枪搅拌河道底泥形成泥浆，再利用吸泥

泵及管道将泥浆输送至岸上的方法，与普通绞吸式清淤技术

原理相似，但使用设备较为简单、操作便捷、成本低，适用

于小河道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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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某中心沟水体清淤疏浚工程为例，流域面积

13.59km2，清淤段河道宽10～30m，整体水流较大，不会出

现断流情况，主要采用明渠施工技术，结合该中心沟水体情

况和地形地势，决定采用环保绞吸船进行清淤施工。施工

中，施工人员可利用钢桩进行定位，利用绞刀将河道内底泥

挖掘出来，用离心泵吸入泥浆，并通过排泥管线将底泥输送

至吹填区，具体施工工艺为采用扇形横挖法，由上至下分

层、分段挖掘，靠岸区域则选择只吸不绞的施工方法，以保

障岸坡的稳定性，清淤作业时，施工人员需要先将绞吸式挖

泥船拖带至指定位置，将船尾定位桩和船首锚边下放，调整

挖泥船位置，直至达到挖泥槽中心线起点位置。施工人员在

分层挖掘时，需要预先确定施工区域平均泥层厚度和绞刀削

泥厚度，确定分层挖掘数量，并根据挖掘区域定位合理调整

管线布局，顺直排布管道，紧固排泥管接头，将出泥管口伸

出长度控制在5m以上且高出排泥面，有序完成淤泥挖掘工

序。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淤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应当使用浮

标、标杆等清晰标记清淤位置，个女警施工现场情况和船舶

性能，合理调整挖泥船横移速度、绞刀转速等施工参数，

并利用GPS实时监控挖泥位置，精准控制挖泥深度，达到高

效、高质量的清淤效果。

2.2  排干清淤施工技术

排干清淤施工技术，是先将河道内水体排干，采用将

干挖法，利用挖掘机将河道底泥挖出，堆放至特定位置，或

利用渣土车运输走，避免淤泥影响到河道环保工程的方法。

干法清淤流程为：测量放样→围堰填筑→围堰降水→挖机清

淤开挖→装车外运→拆除围堰。其中，围堰法，是借助围堰

施工技术和导流技术，临时修筑围堰将水流截断，保护待疏

浚区域，再利用排水便于后续干挖法实施的方式，施工难度

低，安全性大，经济效益显著[3]。选择北京某河道采用围堰

法进行清淤疏浚施工，围堰施工技术流程为：道路修建、左

侧横向围堰填筑、纵向围堰填筑、左侧河道清淤疏浚、安装

导流涵管、右侧横向围堰、渣场道路修建、右侧河道疏浚清

淤、拆除围堰。围堰填筑施工需要与河道清淤疏浚施工同步

开展，施工人员需要在施工前做好施工人员、材料、设备等

准备工作，科学安排人员及设备进场顺序。该项目采用分段

围堰法进行施工，通过横向围堰和纵向围堰将实现河流导流

控制和截流，在此基础上，通过抽排水使围堰内水位降低，

形成落差，为后续干挖施工创造有利条件。围堰采用黏土心

墙防渗技术，堰体采用砂砾料填筑，护坡压脚为钢筋石笼+

块石，围堰填筑时，施工人员应严格控制填筑技术要点，按

照从底层到上层、水平分层、逐层向上的填筑方式，当填筑

料邻近边坡，且超过设计边线10cm时压实处理，待填料表层

完全风干后，洒水填筑新料。机械压实采用履带式拖拉机按

照进退错距法进行施工，迹套压宽度不低于10cm。围堰建成

后，利用导流焊管将河道内水体排出，形成干地后进行土方

石开挖，以3台挖机为一组，组成阶梯式队列，分别位于淤泥

场地靠近围堰一侧、靠近岸边一侧、两者中间，传递作业，

逐渐将河道中心淤泥清理至河岸，直至将河道内淤泥全部清

理疏浚干净，最后，按照设计要求将围堰及导流涵管拆除。

另外，干挖法是较为普遍的河道清淤施工技术，成本低，技

术要求不高，但可能存在清淤不彻底的情况，可以结合采用

水力冲挖的方式，在河道内选择一定低凹区域，利用水利冲

挖机冲刷底部淤泥，将其转化为泥浆后，借助泵送设备将泥

浆泵送至特定区域，整体设备较为简单，输送及时，清淤彻

底，成本也较低，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周边环境的二次污

染[4]。然而，该技术对天气要求较高，适用于非汛期河道清淤

疏浚工程，若遭遇雨天或汛期，会严重影响清淤效果。

2.3  淤泥处理技术

针对挖掘出的淤泥，需要先对其进行分类处理，针对

污泥污染程度采取针对性处理措施。针对无污染或者污染程

度较小的淤泥，可采用资源化处理方式；针对污染较为严重

的淤泥，按照污染种类及程度，采取对应处理方式，如重金

属污染淤泥，采用钝化固化处理方式，添加重金属螯合剂及

微生物试剂使之无害化，再落实常规化处理措施[5]。在对潮

白河某河段进行清淤工作后，可技术采用淤泥脱水固化处理

技术处理淤泥，利用高效隔膜板框压滤机脱水干化处理后，

通过吸泥船将泥浆运输至沉淀池中进行格栅机和重力沉淀处

理，处理完成后，使泥浆流入调节池和均化池，调节泥浆浓

度、实现泥浆均质化处理，自后，利用板框压滤机将泥水分

离，将泥浆压制成泥饼，将剩余废水处理后排入受纳水体

中。对于含有重金属污染的底泥，对运输至指定地点的底泥

添加适当重金属螯合剂，使底泥内重金属保持稳定、固定状

态，然后添加微生物试剂，将底泥中污染物降解调，使有毒

污染物转化为低毒或无毒物质，均匀搅拌后将底泥堆放发

酵，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重金属整合和与微生物富集和转

化，检测确定底泥达到相应环保标准后，将底泥运输至指定

位置填埋处理。

3  城市河道清淤疏浚施工质量提升措施

3.1  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在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正式实施前，一方面，施工单位

应当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全面考察清淤河道环境，从河道淤

堵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清淤方案，以利于日常生

产、生活为前提，有序开展各项施工步骤，分隔作业区和生

活区，保障清淤工作整体安全性和经济性。在前期准备工作

中，施工单位应当做好测量放样，按照施工区域平面、高程

等资料，建立稳固控制网系统，为挖泥船施工及测量工作提

供基准点位，灵活利用各种先进测量技术和测量工具测量河

道原始断面，包括未清淤时表面高程、清淤范围、清淤后河

底高程，并详细记录测量数据，绘制相应河道原始断面图，

保障测量数据精确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施工单位还应当

做好施工前期机械设备、人力等准备工作，确保各项施工机

械准备到位，设备选型符合河道清淤要求，如挖泥船、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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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选择运行状态良好、维修便捷、实用耐用的设备，正

式投入前还要再次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及时识别故障问题，

确认无误后投入使用；密切关注现场施工情况，充分发挥既

有资源可利用优势，避免资源浪费。

3.2  严格落实河道清淤施工工序

在河道清淤施工前，施工单位不仅要编制科学施工方

案，还要加强人员业务培训，做好技术交底，确保施工人员

遵守设计图纸和施工标准，各项作业有序开展。首先，重视

试挖工作，通过试挖工作掌握各项施工参数，严格控制试挖

深度和挖槽尺寸，根据试挖结果调整深度指标及施工标准。

其次，合理把控施工工艺，根据不同施工情况选定对应施工

技术及设备，做好各环节施工工艺衔接，充分发挥不同工艺

作业优势。例如，在使用绞吸式和喷吸式工艺时，需要确保

挖泥船、衔接拖轮、排泥管、运输船之间的有效配合，在架

设输浆管和排泥管时，要保障水上浮筒排泥管的平直性，绕

开公路和桥梁等建筑物，配合运输船辅助清理，才能达到理

想清淤疏浚效果。最后，加强施工精度控制，施工单位可根

据河道走向间隔50m设置一个放样桩，按照土质特点及淤泥

厚度确定旋挖装置的下放深度及开挖速度，并在放样桩上清

晰标注淤泥高度，严禁超挖情况发生[6]。

3.3  动态监测河道清淤疏浚进程

施工单位应当合理应用GPS、传感器、监控器等设备，

对河道清淤疏浚情况进行动态化测量和监控，一旦发现施工

中出现较大误差，及时进行调控，并在竣工验收时，与施工

前、施工中各项数据进行比对，分析阶段性清淤疏浚成果及

目标测量数据，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障清淤疏浚工

程高效高质量完成。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北京河道疏浚治理中，因生态理念贯彻不

到位，河坡护砌、河道土方疏挖、清淤疏浚等对水生态环境

保护不当，给河道灌溉供水、纳洪防洪能力造成影响，也不

利于生态河道、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相关部门及人员

应当真实河道清淤疏浚工程，根据工程情况合理选择施工技

术、施工设备，不断加强施工技术应用水平，达到理想清淤

疏浚效果，提高河道水质。

参考文献

[1]王梦思，王婧. 浅谈河湖生态清淤疏浚施工技术[J]. 中

国水运，2020,(02):94-95.

[2]郭明辉. 德州市引黄清淤工程水力冲挖机组施工技术

应用探讨[J]. 陕西水利，2020,(07):136-138.

[3]王晓英，金杰，吴佩锋.河道清淤疏浚施工现状及常

见问题探究[J].中华建设，2021(10):156-157.

[4]徐晓敏，王俊广. 城市河道清淤疏浚环境保护技术措

施探索与实践[J]. 水利建设与管理，2021,41(03):51-53+59+64.

[5]李燕忠. 赣州市某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技术控制方法分

析[J]. 黑龙江水利科技，2022,50(11):25-27+53.

[6]湛楠，王维，汪棋. 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技术分析[J]. 工

程建设与设计，2022,(21):202-204.


	建筑电气设计中消防电气设计的研究
	彭 巧

	海洋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及验收管理的要点分析
	迟冬梅

	人防工程中的防化通风设计探讨
	颜 书

	市政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处理技术研究
	连宝山1 王维佳2

	自动化仪表在煤化工行业的应用分析
	刘大飞

	风景园林工程施工技术中的常见问题研究
	吴春冬

	陀螺定向在地铁长区间隧道控制测量中的应用
	孙士通 王 斌 杨 凯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及绿色施工管理探讨
	梁中华

	智能化技术在风力发电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王 涛

	MBR技术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探讨
	陈 寅

	道路桥梁施工中的裂缝成因及预防对策
	申安佶

	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曹 健

	建筑暖通空调节能设计与暖通工程造价成本控制
	姜淑君 张 朋 李 云 魏 星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杜贝贝

	煤质分析在选煤工艺选择中的应用思考
	张晓辉

	铁路电力配电系统可靠性研究
	王明明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主要路径及建议
	鲁俊飞1 陈纪龙2

	市政道路桥梁工程中沉降段路基路面施工技术
	景海龙1 殷 滨2 刘俭俭3 马鹏辉4

	探究如何加强市政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措施
	张兵兵

	精细化管理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探究
	李改玲

	加强供暖运行调节管理节约能源
	丰瑞帅

	锅炉供热运行调节方式的探讨
	李 晶

	供热运行管理与节能技术探讨
	马 驰

	简谈市政路桥施工中防水路基面的施工技术
	张兵兵

	城市供热自动化节能减排技术研究应用
	薛 岑

	电厂电气二次设备及自动化改造探讨
	付九波

	PLC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
	何 林

	物流地产发展现状及融资模式探析
	曲 伟

	物流地产基金运营模式转型策略探讨
	曲 伟

	火电厂锅炉引风机节能改造探讨
	居尹明

	现代化工艺技术在采矿工程中的应用分析
	李同训

	关于房建土建工程中高支模施工技术的探析
	邓文杰

	民航飞机维修技术和方法探析
	宋 吉

	建筑装饰工程中节能型玻璃幕墙施工工艺的探讨
	李 琛1 段述奎2 姚 振3

	无损检测技术在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中的应用
	张竞，赵荣达

	浅析城市集中供热运行管理的节能降耗措施
	彭 涛

	影响建筑工程管理的主要因素与应对措施
	武慧敏

	公路检测技术应用与检测质量控制对策
	刘 尧

	市政工程中道路排水管道施工技术要点
	候瑞勇

	燃煤火电厂综合能源转型发展的技术分析研究
	王建伟

	城市老旧住宅小区提升改造现状与策略分析
	付曌宇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建设管理特点及管理措施
	秦 川

	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相关技术应用
	赵晓东 常福来 范民浩 王书行

	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应用与发展分析
	谢永磊

	探讨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设备的运行维护技术
	王 赛 赵 燕

	如何搞好建筑工程经营管理
	刘 君

	浅谈通信工程中5G移动通信技术
	罗 航

	市政道路桥梁施工技术及病害防治分析
	王丙辉

	市政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魏 然

	遥感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查中的应用探讨
	周永平

	基于大数据的电力营销管理创新分析
	王 旭

	山区高速公路方案选线研究
	柴子钦1 张泽峰2 王 涛3

	数据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探讨
	王寒凝 蔡晨贾农 韩 哲 王 鑫

	节能技术在集中供热系统改造工程中的应用
	陈石磊

	解析公路桥梁施工中预应力技术的应用
	周 鑫

	提升化工机械设备防腐蚀能力的措施分析
	杨东华

	电力工程建设安全智慧化管理方式探讨
	赵俊强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及防火监督检查措施研究
	张利军

	浅析道路桥梁隧道工程施工中的难点和技术对策
	谢添厚

	云实训室信息化数据智能推荐技术应用分析
	曾创展 王 晨 王 江 蔡晨贾农

	关于水工建筑物结构设计中相关问题的分析
	蒋鹏飞

	建筑工程装饰装修施工技术探讨
	张建斌 李嘉祎

	航天电气产品测试资源配置理论框架研究
	陈 锴1 裴文跃2

	建筑装饰施工技术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孙亚萌 郭莎莎

	节能理念下建筑电气安装工程管理与有效措施
	李清富

	输变电工程中送电线路的最优路径与选择
	袁文栋

	机电设备的电气自动化改造及维护
	马小燕

	室内设计中人造板材的应用分析
	袁连宝 冯艳君 王志恒

	基于海洋工程的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发展分析
	迟冬梅

	建筑工程中有关集中供暖和供热的节能问题优势
	王 婧

	智能建筑理念下建筑电气智能化设计探析
	裴玉东

	探讨精细施工在园林景观施工中的运用
	卢 凯

	现代智能建筑机电设备安装问题及对策
	赵令辉

	土木工程深基坑土方开挖施工工艺
	刘 莹

	公路工程施工中的沥青混凝土公路施工技术研究
	王维佳1 连宝山2

	民用建筑设计中建筑防火技术标准化的运用
	方 剑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许鹏程 宋卫民

	成都市某污水处理厂准Ⅳ类水提标改造工程实践
	魏 亮 刘春梅

	关于地下室人防建筑的给排水设计的研究与探讨
	董建丰

	高层建筑人防地下室通风设计研究
	尹开云

	浅谈消防配电设计在建筑电气设计中的应用
	孙 宇

	探析人防工程电气设计常见问题及措施
	金西陆

	浅析人防工程过程控制及验收注意事项
	吴 钊

	人防工程空间利用及通风空调系统设计思考
	盛 雪

	城市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技术
	赵同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