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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生态清淤及调水引流》

内容概要

《太湖生态清淤及调水引流》分析了太湖水环境问题的由来；重点总结了两项关键治理措施——生态
清淤与调水引流；详细阐述了生态清淤方案、规划设计与组织实施；系统总结了淤泥调查、清淤深度
确定、淤泥吸取、施工机械、余水处理等关键技术，并研究了淤泥固化处理的各种方法，结合工程实
践，提出了淤泥综合利用的各种途径；研究开发了集射流式无扰动淤泥吸取、淤泥快速脱水、余水处
理技术于一体的清淤固化一体化系统，实现了清淤、固化和余水处理的流水作业；在引江济太试验基
础上，提出了调水引流技术方案并阐述了关键技术和实施过程。近五年的太湖治理实践表明，太湖生
态清淤削减了内源污染负荷、清除了部分藻源、扼制了湖泛发生、改善了底栖生物生存环境；调水引
流有效促进了太湖水体流动，改善了湖泊水动力条件，提升了水体自净能力。生态清淤和调水引流已
成为改善太湖水环境的关键措施。
《太湖生态清淤及调水引流》可供水文水资源、水环境及生态领域的学生、研究人员及从事湖泊研究
与管理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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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 施工工艺 （1）绞刀定位：绞吸式挖泥船在清淤施工区内定位后，松放挖泥船
船前斗桥绞车钢缆，绞刀头呈垂直扇形慢速下放入水，按设计开挖，再按照分层开挖厚度及深度数据
，通过深度监控仪表操作，对绞刀放置深度进行精确复位，并调整绞刀头开挖倾角。 （2）绞刀开挖
：启动绞车液压马达，绞刀头低速旋转，切削挖掘淤泥。 （3）泥浆输送：通过挖泥船上离心泵的作
用吸取绞刀切削挖掘的淤泥，并提升、加压，泥浆通过排泥管线全封闭输送至排泥场。挖泥船在施工
作业时，定位桩设在湖底泥层中，实现对船体中心定位，并通过两个定位桩交替落桩，推动挖泥船位
移，使船体在反作用力下短线爬行。挖泥船依靠船前端左右绞车收放锚缆，使船身以船尾定位桩为中
心，船长为半径，绞刀头左右扇形移动，实现挖泥船扇形横挖法作业。 4）优缺点 优点：根据开挖薄
层沉积物的要求，圆盘式绞刀形态和布置能够产生平整的挖泥面，头部密闭罩和抽吸装置对流泥和浮
泥清除效果好，有效减少了开挖面泥浆再悬浮造成污染扩散，自动定位装置使刀头定位精确，平面及
深度控制的精度可达厘米级，绞刀与吸头、挖泥与排泥组合工作，工序连贯、自动化程度高、施工效
率较高、单位疏浚成本较低、技术经济性较高；扰动尺度较少、污染扩散小，由于有罩壳覆盖，扰动
仅限于一定范围内，对罩壳以外的水域影响较小；可长距离运土，通过加接增压泵，可以实现几十千
米甚至更远距离的淤泥输送，可实现连续施工。绞吸式挖泥船操作简单方便、施工精度高、国内应用
广泛，是太湖生态清淤王程的王力施工设备。 缺点：绞刀刀片和头部密闭罩容易被杂物缠绕堵塞，对
含垃圾杂物较多的底泥，需要做预处理，不适用于疏浚土质过硬的底泥；疏浚底泥的泥浆浓度偏低、
含水量高、余水处理量较大，必须对疏浚余水进行沉淀处理，否则余水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淤泥干化
及固结处理时间較长。 3.IMS全液压驱动挖泥船 1）特点 IMS全液压驱动挖泥船（简称IMS疏浚船或挖
泥船），是美国达纳森公司为湖泊、池塘、水库、运河、河道、水渠、码头等清淤疏浚而设计的环保
型清淤疏浚设备。该设备采用独特的液压驱动潜水泵，星轮自行系统，挖泥和后期脱水系统可多功能
组合，能适应多种场合的清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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