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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碾子湾位于石首东北约10千米，为下荆江河段自西向东第二大弯道，原河长约17.5
千米。自然裁弯前，被冲开区域为芦苇丛生的荒滩，沿弯道右岸，有不同程度崩坍。1948年弯道转折
处筅子口至弯顶，河滩逐年淤长，使顶冲点下移至柴码头一线，致被冲开处崩坍严重。该处原有被水
流冲刷而成的老串沟，名“荷五浃”，贯通东西，长约2千米，宽约100～150米，漫滩时水深约2米，
枯水期行人能涉水而过，夏季可通行木帆船。1949年7月洪水盛涨，老串沟被冲成新引河，经过汛期冲
刷，新河宽度达到上、下游河宽的一半，约360米；左右岸附近水深均达7～9米；深槽居中。至1950年
汛期，新河宽度基本与上下游河道相同。裁弯后，弯顶以下崩坍剧烈，1951—1958年的7年间，新河又
延伸约4千米。鱼尾洲下游北碾子湾一带，2000年7月在长500米范围内，一次崩坍最大宽度达40米
，2001年7—9月又多次发生崩坍。自1999年12月至2001年9月，长约5千米范围内，岸线崩退40～350米
。经2001年至2002年在该段逐步实施护岸工程后，崩势才得以初步控制。近年水流顶冲点继续下移，
崩岸向已护段下游发展。 裁弯段 20世纪40—70年代，下荆江发生碾子湾和沙滩子两处自然裁弯，中洲
子和上车湾实施人工裁弯。裁弯后，裁弯段及上下游河势发生不同程度调整，尤其是自然裁弯后，河
势变化较大。中洲子河湾人工裁弯后，由于上下游河势衔接平顺，而且当新河发展至规划整治线时受
到控制，因此裁弯后上下游河势变化较小。上车湾人工裁弯后，上下游河势衔接也较平顺，但新河出
口下游天星阁段受新河出口水流顶冲而急剧崩退，1973—1981年岸线最大年崩宽达230米，累计崩退
约1300米，护岸后河势得到基本控制。 沙滩子弯道在碾子湾以下约11千米。碾子湾自然裁弯后，因出
口与下游老河深泓衔接不顺，弯曲半径过小，致使下游河势变动很大，特别是原黄家拐弯道，发生切
滩撇弯现象，致使下游顶冲点移至六合垸河口一带。该河口至焦家码头一线堤防，1950一1959年退
挽11次之多，其中河口段退挽8次。1951—1965年，该段滩岸平均每年崩退57米。1965—1972年更是逐
年加剧，年平均崩退329米，而对侧王伯弓以上则崩势较弱，年平均崩退86米。至1971年，河口地带已
形成狭颈，1971年5月查勘时，东西相距仅1620米。1972年冲开前，更缩窄至1300米，加之1963年扒口
废堤，洪水经常浸流。在河口隔堤外，本有六合浃堤套，长900余米，其东端与江水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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