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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调水工程实施后汉江下游

水运条件与沿江地区发展
———以荆门市为例

刘国炳
（荆楚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学院，湖北 荆门４４８０００）

摘　要：南水北调中线一期调水方案，拟定在汉江中下游建设系列补偿工程，即兴隆枢纽、引江济汉、局部航道整治

和部分闸站改建４大工程，以减少因调水可能给汉 江 中 下 游 造 成 的 不 利 影 响。补 偿 工 程 实 施 后，不 仅 会 改 变 汉 江

下游水文条件和湖北中部河网格局，而且使汉江下游水 运 条 件 也 发 生 新 的 变 化：一 方 面 可 一 定 程 度 地 提 升 河 道 的

通航能力，另一方面开辟了新航道，改变下游水运格局。汉江中下游水运条件的变化，给沿江地区经济发展必将带

来新的影响。荆门是汉江中下游交接处临江最大的省辖市，针对目前面临的发展水运的机遇及汉江水运存在的问

题，应采取有力措施，振兴汉江水运，构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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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运，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

式之一。在铁路尚未出现之前，大量客货运输完全

是由水运承担的，铁路运输普及以后，水运在大宗货

物的运输中仍然充当着重要角色［１］。汉江是长江的

最大支流，历史上它也是一条繁忙的水上运输线，上
经襄樊达陕西安康，下由汉口通江达海。由于这条

水上航线的存在，使得荆门市的沙洋、旧口、马良、石
牌、钟祥等城镇历史上就市井繁华、远近闻名。然而

现代公路、铁路运输的快速发展，汉江水运一时失去

了它应有的繁荣。随着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方案补偿

工程的兴建，汉江中下游水运条件将发生新的变化，
对汉江中下游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带来新的

影响，注入新的活力。荆门是汉江中下游交接处最

大的省辖市，是正在崛起的综合性城市，既拥有一批

传统国有大中型企业，又有众多现代新型大中企业

在此汇聚。但长期以来，荆门对外通道主要依赖于

陆上运输，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当前荆门经济崛起

的要求。积极利用水利之便，拓展汉江水上运输，综
合利用各种运输手段，将是荆门获得又好又快发展

的新支点。

１　中线调水补偿工程与汉江下游水运

条件的新变化

１．１　影响下游水运条件的中线调水补偿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工程是将汉江水从丹江口水

库引入华北平原。工程实施后，丹江水库以下的汉

江河道 将 因 为 调 水 而 水 量 减 少，下 泄 流 量 减 至 约

５００ｍ３／ｓ。这对作为长江最大 支 流 来 讲，其 河 流 特

征将是又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中下游河道因水量骤

减，水位下降，其他水情要素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流

域的各种自然环境条件与河流利用，沿线各地区经

济发展、人民生活都会因此受到不同程度地影响①。
为了避免因调水给汉江中下游流域环境造成不利的

影响，针对中线调水后的实际情况，国家拟定在汉江

中下游实施系列补偿工程，并形成汉江中下游主河

道梯级开发之势［２］。这其中，对汉江中下游 水 运 条

件影响较大的工程主要有３个：一是在汉江下游荆

门段与潜江段交界处建设“兴隆水利枢纽”（现已动

工），其目的是提高兴隆枢纽以上汉江荆门部分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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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改善河道灌溉和航运条件，弥补调水后的水量

水位不足问题，消除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局部

航道整治工程。主要是对汉江中下游的部分河段的

航道疏浚和渠化改造，通过清淤、渠化改造，可提升

河道通过能力或航道等级；三是开挖江汉运河（即引

江济汉通航工程），从荆州引长江水进汉江下游，到

兴隆水利枢纽以下入汉江。工程目的是补充兴隆枢

纽以下的汉江下游因中线调水而减少的水量，同时

改善下游河段的生态、灌溉、供水、航运等条件，消除

调水后可能产生的流域环境变化问题。

１．２　补偿工程与汉江中下游水运条件变化

中线调水３大补偿工程实施后，不仅会改变汉

江中下游水文条件和湖北中部水网格局，也会使汉

江中下游水运条件发生改变［２，３］。其变化主要反映

在以下二大方面：一是对汉江中下游水运能力的影

响，可一定程度地改善或提高汉江中下游的通航能

力［４］。首先，中线调水方案一期工程利用兴隆枢纽、
引江济汉、汉江局部航道整治３个补偿工程，在确保

汉江中下游全线调水前已有的５００ｔ级船舶通航能

力不减的同时，通航条件还有较大的改善；其次，兴

隆枢纽建成以后，常年水 位 将 保 持 在３６．２ｍ（黄 海

高程），沙洋段将比现在常年高出３ｍ，水 库 回 水 区

可伸延至沙洋以上的马良河段，水量、水位的提高，
此河段预计 可 达 到 通 行１　０００ｔ级 船 只 的 条 件；其

三，回水区以上的部分荆门河段（转斗湾—马良），是
调水后通航能力受影响最显著河段，可在后期碾盘

山枢纽的建设，汉江河道梯级开发以后，此河道实现

全线渠化改造，航道等级亦可由目前的四级水平提

升到三级航道水平，可满足１　０００ｔ级船只通行。这

样，汉江中下游荆门段，乃至以下整个河段的通航条

件总体水平将比过去有较大的改善或提升；二是改

变了汉江中下游水运格局，开辟了新航道。引江济

汉通航工程的实施后，既使兴隆以下河道水量得到

了补充，同时也改变了湖北中部乃至华中河流的网

络格局，形成了长江中游荆州至汉江中部的水上通

道，开辟了长江中游到汉江中游的水上运输捷径［２］。
水运条件所带来的有利影响最明显的是：（１）船只从

荆州到武汉走江汉运河要比走九曲回肠的荆江缩短

路程６００多ｋｍ；（２）汉江中下游沿江各地货物运输

向南、向西将不再绕道武汉入长江、走荆江，可直接

经江汉运河到荆州进入长江，南下洞庭达湖南各地，
或西上宜昌达重庆、四川。时间、航程亦大大缩短，
内外水上运输联系 更 为 便 捷、畅 通（图１）；（３）改 变

了从中原、鄂北到荆州只有陆上通道（历史上为荆襄

古道），没有水路的历史，今后鄂北襄樊货物可由汉

江和江汉运河直达荆州。由此可见，中线调水工程

实施后，汉江下游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水运条件。

图１　汉江中下游水运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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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汉江水运条件变化与荆门经济发展

汉江中下游沿江分布着几十个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拥 有 耕 地６２．２７×１０４　ｈｍ２，约 占 湖 北 耕 地 的

２６．５％，人口约９０１×１０４ 人，襄阳是湖北汽车工 业

的走廊，荆门是湖北石油、化工、水泥、建材、磷矿，石
膏、化肥、机 械、轻 纺、食 品 重 要 生 产 基 地，荆 门、天

门、潜江、仙桃地处江汉平原的中心区域，是国家商

品粮、棉、油的主要产地，工、农业生产在湖北经济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区域内地区生产总值约占湖

北ＧＤＰ总量 的５５％。中 线 调 水 工 程 的 实 施，对 汉

江中下游沿江地区的生产、生活及流域生态环境可

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补偿工程给汉江中下游水

运条件带来的变化，对促进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是积

极而有利的。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动脉。水运，与其

他运输方式 相 比，具 有 长 期 投 入 成 本 最 少、运 量 最

大、运费最低的优势。其综合运费，水运只需公路的

１／３，铁路的１／２。在大宗货物的运输中具有不可比

拟的优势。大运河古往今来都是繁忙的运输线，我

国江浙发达地区货物运输都充分利用水运［５，６］。汉

江水运条件的变化，对荆门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积

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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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拓展汉江水运可利用水运优势，完善荆门综

合运输体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荆门市区濒临汉

江，离汉江的实际距离只有２０多ｋｍ，它是鄂中重要

的工业城市，也 是 汉 江 中 下 游 沿 江 地 区 中 水 泥、石

材、石膏、石油、磷矿石、煤炭、化肥、粮食产出量和输

出量最大的地区。其中有大量货物是可由水运承担

的，皆因水运运力、水运流向等条件的缺陷，不得不

大量使用公路、铁路运输。以２００３年为例，全 市 货

运总量为３　５８５．４万ｔ，其中水运承担８６．４万ｔ，水运

所占比重２．４％，而 同 期 湖 北 省 货 运 量 为４４　３７３．４
万ｔ，其 中 水 运 承 担 所 占 比 重１３．９％．作 为 地 处 汉

江沿岸的荆门，水运所占份额如此之少，显然运输方

式的匹配是极不合理的。中线调水补偿工程实施之

后，不仅运力得到提升或保证，而且荆门市各港口的

船舶除向东直达武汉再沿长江达沿江各省市的传统

流向外，还可从江汉运河到荆州入长江达湖南各地，
或沿长江而上进入重庆、四川，其航程要比过去绕道

武汉缩短６８０多ｋｍ。所以，振兴汉江水运，对荆门

拓展对外联系通道，扩大经济影响范围具有重要意

义，且通过各种运输手段综合利用，经济运行效率得

到提升。
（２）振兴水运已是目前荆门经济加快发展的客

观要求。近些年来，荆门紧紧抓住东部产业转移和

中部崛起之战略机遇，创新招商引资方法，引来了像

李宁集团、福耀玻璃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在荆门各

高新技术开发区建成投产。随着荆门高新技术区产

业的聚集与扩张，伴随而来的是货物运输总量和货

物种类的急剧上升。大批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对荆

门市运输能力及运输方式匹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市内运输能力已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单一陆

路运输方式也不能满足新型货物运输的要求。据作

者对该市的两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调查，目前两开

发区企业年货 物 运 输 量 约 在２８０万ｔ，５ａ后 的 年 货

物将达到１　１００万ｔ，年 均 增 长９５％，不 仅 荆 门 目 前

的运力不能适应物流进出的要求，而且运输方式也

不能适应货物的运输要求①。目前两个高新区货物

原料和产品流向，主要是华中、华南、华东、四川等方

向，这与目前汉江水运条件的可达方向是非常一致

的，大批量货物都是远距离的运输，迫切需要汉江水

运的支撑。而且另一方面，因为目前水运限制，有些

企业（比如陶瓷企业），一直因为原料运输问题，而引

进困难。由此可见，拓展汉江水上运输，是荆门经济

崛起的客观要求。
（３）振兴汉江水运，将有效地带动荆门核心腹地

的开放开发，促进沿江地带新的发展。汉江自北向

南从荆门市域中部穿过，流经荆门市核心腹地，流域

面积约９　３６２ｋｍ２，占荆门总面积的７６％，沿岸分布

有３个市县城和１０多个乡镇。这里矿产丰富、水热

气候条件优越、土地肥沃，历史上这里就是湖北重要

的粮食产地，如 今，以 丰 富 的 矿 产 与 农 业 资 源 为 依

托，已形成了石油、化工、建材、矿产、化肥、机械、轻

纺、食品为主的工业体系。沿江地区仍是国家重要

的商品粮、棉、油基地，且现代农产品加工及农业产

业化的程度已走在湖北全省的前列。２００８年，本区

域地区生产总值达８２０亿元，占荆门市ＧＤＰ７０％以

上。纵观荆门沿江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建国后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汉江水运的便利，沿江一带的

城镇码头经济一直都是十分活跃的。改革开放后，
公路、铁路的快速发展，水运地位下降，沿江城镇经

济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总是沿

着一定的路径推进，要么沿海岸、沿河流，要么沿公

路、沿铁路。如果汉江水运得以振兴，必将给荆门沿

江地区带来新的发展生机。

３　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３．１　荆门振兴汉江水运面临的问题

水运方式涉及航道、港口、装卸设施、运载工具、
及物流连接配套设施等诸要素。荆门目前的水运状

况与预期的发展格局还有相当的差距，从现在开始

就要着手大量的设施建设工作。作者初步调查，目

前荆门水运拓展面临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１）航道的水运条件太差，通过能力受到较大影

响。汉江水运荆门段至今一直是利用的自然航道条

件，河床不稳定，行船障碍因素多。汉江河流在荆门

市境全长达１８０ｋｍ，上起钟祥 转 斗 湾，下 至 潜 江 兴

隆，下游河流水流平缓，属平原性河床［７］。由于上游

来沙的淤积，河床中浅滩散乱，洲滩消长，主泓线摆

动不定，主泓深浅亦在时常变化中，导致航道尺度变

动频繁，出浅机会及碍航现象多，影响航道的通行能

力。从马良往上游的荆门河段，此种情况要待后期

梯级开发工程与航道二次整治后才会得到改变。
（２）现有各港口基础设施简陋，运行效率太低。

荆门沿江现有转斗、浰河、皇庄、石牌、马良、沙洋等

①　荆门高新技术开发区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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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多个港区，但长期以来，对水运的投入少，码头基

本建设滞后，大部分码头都是利用自然坡岸停靠，港
口设施简陋，装卸机械和工艺流程不配套，机械化水

平不足５０％，大 量 货 物 主 要 还 靠 人 力 搬 运 装 卸，作

业效率低下，货物的压船压港，延长了货物送达的时

间①。同时各港 口 的 功 能 结 构 配 置 也 不 合 理，沙 石

散货码头多，社会公用、专用特种货物码头少，更无

集装箱码头。这极大地制约了水运的效率发挥，也

落后于现代水运的要求。
（３）运载 工 具 技 术 落 后，水 运 潜 力 尚 未 充 分 发

挥。目前，荆门汉江水运运载工具存在：船舶老龄化

严重，安全状况差，运行效率低，增加了水运成本，大
量船舶的柴油机技术性能还停留在上世纪８０年代

的水平上，与 发 达 地 区 的 船 舶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距①。
主要因人们对水运的重视、扶持不足，影响了过去运

载设备的更新，制约水上综合运输的效益。
（４）港口货物集散通道不畅，水陆联运设施很不

配套。水运 需 要 有 必 要 的 货 物 集 散 通 道 及 配 套 设

施，它是与其他运输方式构成的联合运输体系的一

个组成部分，但目前市域内各港口道路连接不畅，路
况极差。运输车辆总是经常在港区码头受阻，制约

运输效率 和 货 物 畅 达①。由 于 连 接 配 套 设 施 不 协

调，港口与外界也就难以构成有效地联合。水运处

于艰难、孤立发展的局面。

３．２　对策

目前，影响汉江下游水运的兴隆枢纽、引江济汉

二项关键性工程均已开工，并将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完

工，二项工程投入使用，汉江下游水运新格局就基本

形成。荆门处于利用汉江水运最有利的区位，应充

分认识这一发展机遇的重要意义［８］，采取积极地应

对措施，可按照远、近结合，近期为主的原则制定水

运发展计划。

３．２．１　筹划兴建汉江荆门港。长期以来，荆门主城

区没有设港，一直利用辖区内的沙洋港口进出货物，
这与当今荆门发展的要求已不适应，汉江下游水运

条件的新变化，是荆门改变这一历史面貌难得的历

史机遇。配合国家交通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的推进，湖北也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制

定了湖北水运及两江经济带发展的总体规划和专项

规划［９］。荆门应该尽快将荆门港的规划建设纳入汉

江综合开发规划。近期，应尽快选好港址，以控制港

口用地，并尽快根据对未来荆门水运货物总量与类

型的预测，规 划 好 港 口 的 规 模、功 能 结 构 与 设 施 布

局，以及通港公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如果到补偿

工程完工之 后，再 思 考 荆 门 水 运 建 设，那 就 为 时 太

晚。

３．２．２　改善现有水运装备与积极改造沿江旧港相

结合，适应当前与未来水运发展需要。针对目前荆

门水运所占份额少，水运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情

况，应把水运作为交通建设的重点，加强水运投入与

管理。近期应从改善运载设施、扩大水运份额上采

取有效措施，以适应日益扩大的货物运输要求，并提

升水运在荆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旧港改造可根据

一期补偿工程的影响情况分步进行。近期，应着手

对沙洋、旧口、马良等回水位上升河段的几个旧港进

行改建。力求以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标准化要

求建设现代新型港口［１０］。对辖区内上游段的石牌、
皇庄、俐河、转斗湾等一些港口暂时维持现有格局，
可做好后期碾盘山枢纽等工程上马之后的港口改建

规划②。

３．２．３　组建能协调多种运输方式的、大型的物流企

业。随着荆门产业的聚集，经济的崛起，荆门物流运

输业已经成了经济运行的瓶颈。仅据作者对荆门开

发区的调查，目前的货物吞吐量本地的运输业已经

不能满足要求，相当一部分是区外、市外的物流企业

承担的。未来５ａ内，不完全统计，仅荆门高新区年

货物吞吐量将增至５００万ｔ，按目前本地物流的这种

运输能力，顶 多 只 能 解 决 园 区３０％的 物 流 运 输 要

求，７０％以上的货物都要寻求外部的支持。而且，荆
门现有的 物 流 运 输 也 还 存 在 一 些 问 题。物 流 企 业

少、规模小、疏通能力弱、结构分布散。各自为战，运
输标准化、信息化、组织化的程度低，缺乏对各种运

输方式综合运用的协调能力③。这种状况很难适应

今后荆门物流发展的要求。因此荆门还需大力发展

物流业，尤其发展大型现代化的物流业，以现代信息

化的物流业、能调节各种运输方式的物流业，综合利

用运输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３．２．４　依据水运新条件，调整地区产业发展规划与

布局。首先，要把水运发展纳入地方发展的议事日

程，对本区域今后的水运发展做出远景规划，尤其要

对近期需要改建的部分港口、港口连接的道路、落后

运载工具及部分港口设备更新等工程要优先做出计

①　荆门市港航管理局汇报材料．
②　碾盘山位于钟祥上游约１０ｋｍ．
③　引自荆门高新技术区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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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其次，要策划好在补偿工程完工后的水运条件下

可以投入兴建、或者可以引进的经济建设项目的实

施方案和步骤；其三，调整和改进产业的布局规划，
对即将开发的新的产业项目，如果对水运依存度较

高，应促进其在临近港口的区域布局，打造临港工业

区；其四，加强汉江水运与荆门经济发展关联度或影

响力研究，谋划以依托汉江水运和新港建设为增长

极带动的沿江经济带的发展方向、产业类型，以及应

出台的政策和措施。形成水运与沿江地区经济的有

机联系，促进沿江地区经济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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