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编制体会                      2005 年第 3期 

 ·29·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 

编制体会 

 
江 洧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610） 

 
摘  要：《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试行）》作为广东省的地方技术法规已于 2003 年 5 月正式向全省发布，作

为本导则的主要编制单位，在编制工作中对广东省海堤工程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对其中的几个重要

问题以及海堤的特点、破坏形式及其设计中应重点考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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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的编制背景 

1.1 广东省海堤建设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广东省位于祖国大陆的南端，海岸线总长

3368km，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五分之一，是我国海

岸线最长的省份；另有 500 ㎡以上的大小岛屿 759
个，岛屿海岸线长达 1649.5km。广东省现有海堤

1020 条，总长 4032km，捍卫耕地面积 462.45 万亩，

捍卫人口 400 万，其中捍卫耕地 5 万亩以上的海堤

有 22 条，堤线长 710km，捍卫耕地 1 万亩～5 万亩

的海堤有 110 条，堤线长 1690km。 
广东省海堤建设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解放

前已修筑了部分海堤，但没有形成体系。现在的海

堤大部分是建国初期修建的，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

和经济条件，海堤的标准较低，工程质量不高，抗

御台风暴潮的能力较弱。在随后的年代里，尽管每

年都对部分海堤进行加固扩建，但标准仍然较低，

建设进度也始终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每年

遇到台风登陆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广东省是我国受台风灾害最严重的省份，是全

国台风灾害的一个重灾区和多发区。我国平均每年

约有 9.5 个台风登陆，其中广东就有 3.54 个，占

37%。据统计从 1949 年至 2001 年的 53 年间，登陆

广东沿岸的台风就有 191 次。由于地势的影响，登

陆广东的台风一般都是正面袭击沿岸，引发的台风

暴潮常常造成严重的灾害。建国以来发生的 12 次

特大风暴潮灾害，广东就占有 5 次。台风往往带来

狂风、大浪、暴潮和暴雨，对堤围造成极大的威胁，

引起的风灾、潮灾及洪、涝灾害十分惨重，有时甚

至是毁灭性的。台风暴潮还会引起咸潮上涌，影响

环境，对沿海农业和渔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据

广东省志资料，从 1990 年至 1999 年间，台风平均

每年可造成约 60 亿元的经济损失，强台风年份可

造成 100 亿元至 200 亿元以上的直接经济损失。如

1996 年登陆吴川市沿海的 9615 号台风，造成粤西

大量海堤漫顶崩溃，形成建国以来广东受灾最严重

的台风暴潮，受灾人口 873.5 万人，死亡 330 人，

失踪 200 多人，工交、商贸企业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57.47 亿元，农林牧渔业损失达 86.26 亿元，水利基

础设施受损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达 3.3 亿元，教育

系统直接经济损失达 7.7 亿元。 
鉴于海堤保护区内的社会经济面貌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发展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97 年广东省

政府决定实施“千里金堤”建设计划，并选择部分

海堤作为先行示范点进行加固建设。通过几年的努

力，示范点的海堤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

由于广东省海岸线长，要求达标建设的海堤数量

多，加之每年台风灾害对海堤的损毁严重，使得海

堤建设速度始终赶不上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建设标准偏

低，建设速度较慢，大部分海堤仍未达标，致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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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需要，严重制约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 
1.2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编制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特别是三角洲和沿海一

带经济发展迅猛，沿海人口迅速增长，工业产值高

速增加，城镇密集程度越来越高。据统计，1999年

末，沿海 14 个城市市区总人口为 1443.32 万人，

占广东省总人口的 19.8%。国民生产总值 4724.27 

亿元，约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 55.9%，人均 GDP

达到 3 .27 万元，为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 2.2 倍。

海堤保护着广东省社会经济的核心地区。 

针对我省海堤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的现实情况，为了彻底解决这一制约广东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屋建瓴，

把海堤建设作为“十项民心工程”之一——“城乡防

灾减灾工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出用 5~8
年的时间进行海堤达标加固建设，提高全省海堤建

设水平，完善防潮、防洪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提供水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作为指导和规范海堤建设的关键，

目前不仅广东省海堤建设没有一套完整的相关技

术标准，国家和水利部也没有专门针对海堤建设的

技术标准。国家为适应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防洪

要求和防洪工程建设的需要，曾于 1994 年发布了

国家的《防洪标准》，广东省水利厅根据国家新的

《防洪标准》以及我省过去的一些标准并结合我省

实际情况，于 1995 年重新修订了《广东省防洪（潮）

标准和治涝标准（试行）》。但是，这些已有标准不

够系统全面，部分规定也不够科学合理，并且这些

标准一般只涉及防洪标准一项，对海堤工程设计和

建设中遇到的大量技术问题，如设计波浪的计算、

海堤的结构型式、堤顶高程的确定、波浪爬高、越

浪量的计算、软土地基处理、工程的施工等方面没

有给出相应的标准和规定，远远满足不了海堤工程

建设的需要。实际上，长期以来我省一直未对海堤

工程的设计建设标准规范问题开展过全面研究制

定工作，对海堤的设计和建设，至今没有一个全面

的标准或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广东省海堤

建设工作的开展，已明显不能适应我省海堤建设的

需要。 
从全国堤防建设的情况来说，国家技术监督局

和建设部也曾于 1998 年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堤

防工程设计规范》，水利部也陆续发布了有关堤防

施工和管理的规范或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更多的

是针对江堤和河堤，对与海堤有关的技术内容大多

只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明确的技术要求。事实上，

海堤与江堤、河堤相比，不仅受到洪水的淘刷破坏，

而且还受到海浪的强烈冲击，无论是受冲击破坏特

性还是其自身结构特性都与江河堤防有着较大的

差异，建设中碰到的有关技术问题十分复杂。因此

现有的堤防工程技术标准或规范很难适应海堤工

程建设需要。相对而言，由于江河堤防的建设是一

个全国性的问题，几乎涉及我国各个省份，因此，

过去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获得了

许多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成果，为江河堤防的建

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海堤工程主要集中在沿

海省份，而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又主要是南方几个沿

海省份，再加上以往国家和我省的防洪防灾重点主

要放在江河水库方面。所以，有关海堤建设技术方

面的研究和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就显得比较落后，大

量的技术难题没有得到解决，严重地制约了海堤工

程的建设。 

2  海堤的特点及常见毁坏形式 

2.1 海堤的特点  

海堤是沿海地区防御风暴潮的主要屏障，是堤

防工程的一种形式，有着堤防工程的普遍性。但与

江堤和河堤相比，海堤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差

别，这些差别有些是本质的，如果在设计和施工中

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常常导致海堤破坏。归纳起来，

海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海堤的功能或者所起的作用来看，海

堤以防御台风暴潮为主，保护的主要是沿海和河口

地区，河口区海堤同时还担负着防洪的作用。由于

沿海一般地势低洼，往往又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主

要的防台风暴潮屏障就是海堤，因此坚固的海堤防

线是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基本保障。 

（2）从海堤所受的作用力来看，主要是受波

浪力的作用。波浪具有较强的周期性冲击力，特别

是台风浪，浪高波急，冲击力强，破坏力大，海堤

在风浪的反复作用下很容易造成破坏损毁。河口区

的海堤同时还受到洪水和潮流的冲刷作用。 

　  （3）从台风暴潮的作用时间来看，具有作用

时间短、强度大的特点，有一定突然性。台风暴潮

是一种小概率的严重自然灾害，虽然作用时间短，

一般为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但强度大、破坏力

强，若风暴潮恰好与天文大潮的高潮位重合，则破

坏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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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结构形式上讲，海堤结构形式较复杂，

带有较明显的地方特色。广东省的海堤经过几十年

的不断加固扩建，其断面形式、结构形式越变越复

杂，受当地设计经验、习惯、水平、建筑材料等的

影响，各地的海堤均带有地方色彩。 

　  （5）从所处位置来看，相当部分位于河流出

海口地区，受波浪和洪水的双重作用，且基础以软

土地基为主，基础处理问题比较复杂。珠江下游河

网密布，出海口众多，仅西、北、东江的主要出海

口就有八个，韩江五个,河口区的海堤占了较大的

比重。这类海堤主要受风暴潮的影响，但洪水和潮

流对堤脚或滩地的冲刷破坏也不能忽略，需视具体

情况而定。此外，河口区地质一般是淤泥或淤泥质

粘土，地基承载力差、基础沉降大，基础处理问题

复杂、工程量大。 

　  （6）从防御角度上讲，在台风作用期间一旦

海堤出现险情，很难采取有效抢险措施，且一旦出

现溃决，海水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台风暴潮作用

期间，风急浪大，海边人、车很难站立和通行，海

堤一旦溃决，难于及时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抢险救

灾。并且，灌入的海水因其较高的含氯度，将会对

农田和植物造成长期的破坏，短期内难于恢复原来

的生态条件。 

2.2 海堤的常见毁坏形式 

从广东省海堤历年遭受的破坏情况分析，海堤

的毁坏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海堤护面结构首先破坏而引起整个海堤

毁坏。这是海堤最常见的破坏形式之一，海堤护面

在波浪的强烈冲击下或者由于护面本身强度不够

被打坏、或者由于反滤层失效导致堤身土体冲蚀、

护面垫层冲空而被打坏垮塌，海堤护面结构一旦垮

塌后，堤身土体很快就被冲蚀，海堤毁坏。 

　  （2）海堤堤顶高程不够，在遭遇台风和天文

大潮组合形成的高潮位时，海浪漫过堤顶，在背海

侧没有足够保护的情况下，漫过堤顶的水流首先冲

蚀堤身，进而引发海堤决口破坏。这种破坏形式也

是海堤最常见的破坏形式之一。 

　  （3）海堤堤身结构单薄、防浪墙不够稳固、

以及护面结构中的护角、消浪平台等关键部位不牢

固，经不住强风浪的反复冲击首先出现局部破坏，

进而引起海堤溃决。这种破坏形式也比较常见，且

不易发现，应引起重视。 

　  （4）位于侵蚀性海岸或河口区的海堤，由于

海流或洪水的淘刷，海堤岸滩被侵蚀、堤角被淘空

后出现护面结构倒塌、堤身冲毁，或者整个堤身向

临海一侧产生整体滑动破坏。这种破坏形式在河口

区的海堤中也比较常见。 

　  （5）由于海堤堤身或基础本身质量较差，在

高潮大浪的作用下发生渗透变形、滑坡、坍塌等破

坏。这种破坏形式在江、河堤中比较常见。 

　  （6）海堤与交叉建筑物、构筑物的连接处

存在隐患，高潮位时发生集中渗漏破坏导致海堤

溃决。 

3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的侧重点和

应用范围 

3.1《导则》侧重点 

为了使《导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并与国家《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相衔接，在内容

安排上紧紧围绕广东省海堤建设的实际情况，突

出海堤特点，重点解决国家《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不够明确和没有涉及的问题。主要侧重于下面几

个方面。 

（1）考虑到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特点，

结合国家《防洪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对

海堤工程的防潮（洪）标准及级别进行了规定。 

（2）考虑到潮位、波浪特性及其计算结果对

海堤工程的设计质量至关重要，《导则》用较多的

篇幅对潮位和波浪特性计算进行了规定（包括潮位

计算方法、波浪要素计算、波浪变形计算、波浪爬

高、波浪作用力、越浪量计算等等）。 

（3）为了方便设计应用，《导则》给出了我省

沿海各潮位站排频分析结果、各气象站不同方向的

风速排频分析结果以及外海不同频率的波浪要素

分析结果。 

（4）考虑到海堤的结构形式和护面结构的重

要性，《导则》对各种结构形式海堤的特点和要求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5）因我省有相当部分海堤的基础为软

基，对海堤的稳定和工程造价有较大影响，因

此，《导则》对软基处理和稳定计算也作了较细

的规定。 

总体来说，《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是在

国家《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广东省

海堤建设的实际需要，并参考国内外海堤建设的经

验编制而成，可以认为是国家《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的补充和延伸。 

3.2《导则》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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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导则》适用于海堤工程设计。但

是，由于海堤本身没有准确的定义，因此在实际应

用时有时会产生混乱。实际上，对于面临海洋的堤

防，海堤的含义是比较明确的。问题主要出在河口

区的堤防。河口区堤防既受海潮的作用又受洪水的

影响，关键是确定以哪一个影响为主。若以海潮作

为控制条件，就应当作为海堤来设计。以往常用水

面线确定堤顶高程的方法来界定海堤与江堤，着重

堤防的高程。本《导则》侧重从波浪影响和护面防

护的角度对应用范围作了规定，即本导则的适用范

围为广东省沿海各种新建、加固、扩建、改建的海

堤，其特点是在进行设计时，堤顶高程和堤身结构

主要受风暴潮和波浪条件控制，堤身护面结构的抗

波浪特性是设计的重点。对于河口区的堤防，当用

本导则规定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堤前设计波浪平均

波高大于 0.3m 时，宜作为海堤并按照本导则的规

定进行工程设计。实际应用时，在确定海堤与江堤

连接段的堤顶高程时，可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和本《导则》综合确定，堤身和护面可按照本《导

则》设计。 

4  几个重要问题的讨论 

4.1 关于设计防潮（洪）标准 

海堤的设计防潮（洪）标准直接关系到海堤安全

和投资，是海堤设计的首要问题，应慎重确定。广东

省原来引用的防洪标准，是 1995 年根据国家《防洪

标准》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的，其中乡村防洪标

准比国家的调高了一些，其余的不变。本次为了与国

家规范衔接并照顾到广东的实际情况，特增加了“沿

海经济发达乡村”一栏，其标准在 1995 年广东省

标准的基础上对不合理部分进行了一些微调。 
从广东的实际情况来看，《防洪标准》中主要

是乡村的防洪标准偏低，不适应当前广东沿海的社

会经济发展情况。实际上，广东沿海地区的乡村防

护区，大多人口稠密、社会经济十分发达且相当部

分已城市化，即使按照本《导则》的标准，对某些

地区来说，如珠江三角洲其乡村防护区的标准仍然

偏低。为此，《导则》规定对经济发达的防护区，

经过论证还可进一步适当提高海堤工程防潮（洪）

标准，以适应我省当前海堤建设的需要。从浙江省

和福建省的情况来看，近几年在修建海堤时大多也

提高了建设标准，说明现有防洪标准对沿海一带的

经济发达区已不完全适用。从比较科学的角度看，

应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做出统计分析，然后

以某一类经济指标如产值等对防洪标准进行重新

修订。 
4.2 关于波浪、风速等近岸海洋水文分析计算 

波浪分析计算是海堤设计的基础，应该给予足

够的重视。遗憾的是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在我省的

海堤设计工作中，对波浪分析计算工作做得相当

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不清风浪和涌浪

的特性，计算中不加以区分，基本上都是按风浪计

算；二是在计算中没有考虑波浪在向岸边传播时发

生的折射、绕射、反射、破碎等变形，致使计算结

果偏差很大；三是对计算波浪涉及到的基础资料的

收集、分析、选用重视不够。 

对广东沿海而言，波浪计算的偏差造成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广东沿岸的涨落潮差一般不大，不同

设计频率的潮位相差也不算大，如珠江口沿岸 50

年一遇和 100年一遇的设计潮位仅相差 0.1m左右，

100 年一遇和 200 年一遇的设计潮位基本上也就相

差 10cm 左右，而波高计算的偏差常常达到 20～

30cm，有时可达 0.5m 以上，无形中相当于改变了

海堤的防潮（洪）标准，对海堤的高度、护面防护、

基础以及投资等都有较大影响。为此，本《导则》

详细给出了广东沿海有关波浪分析计算的一系列

基础资料以及计算方法、公式等，供设计参考。在

应用中应注意几点：一是认真收集和分析各种基础

资料；二是分清风浪与涌浪并选择相应的计算公

式；三是正确理解波浪的波高、波长、周期以及波

浪重现期、波列累积频率的概念及相互关系并加以

正确应用；四是有选择地严格计算波浪在向岸边传

播时发生的折射、绕射、反射、破碎等变形；五是

分方向计算与波浪有关的风速参数，并注意相邻方

向的校核以及地形、高度等的换算。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波浪和风速计算对海堤顶高

程和结构设计安全以及海堤设计精度、投资等影响较

大，且由于波浪和风速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沿海相关资

料有限，因此，对波浪分析计算应给予足够重视，必

要时应作专题分析。此外，当海堤堤线较长时，由于

自然条件、堤的走向变化复杂，海堤堤前水深条件和

受风条件变化较大，计算得到的波浪特征相差较大，

按此计算的各堤段堤顶高程、护面强度等成果变幅

大，从经济合理的角度出发，应分段进行设计，而不

应强求统一。 

4.3 关于堤身高度、允许越浪与后坡保护 

堤身高度是海堤设计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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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设计高潮位和波浪在护面上的爬高决定。对

于允许越浪海堤，堤身高度还受允许越浪量的影

响。对广东的海堤而言，由于不同设计频率的高潮

位相差不是太大，因此，堤身高度更多地取决于波

浪的爬高。例如广东沿海大多数 50 年一遇和 100

年一遇的设计高潮位相差 10～20cm，但 50 年一遇

和 100 年一遇的波浪爬高往往相差 1m 以上。因此，

在确定堤身高度时首要的是正确计算波浪的爬高。 

由于我省沿海波浪较大，以波浪爬高为主确定

的堤顶高程往往导致堤身过高，既不经济又不一定

必要。更重要的是我省海堤大多位于河口地区，海

堤的基础以软土地基为主，海堤大部分修筑在软基

之上，堤顶高程设置得太高，软土地基往往难于承

受，不仅会极大地增加软土地基的处理费用，加大

工程投资，甚至有可能地基根本无法承受上部压力

而造成海堤无法施工建设。为此，本《导则》引入

了允许部分越浪海堤的设计概念，并对海堤的允许

越浪量及其有关计算作了规定。允许部分越浪海堤

的概念近几年比较受重视。在以往的堤防设计中，

确定堤顶高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海水越过

堤顶，在江堤和河堤中几乎都是采用这一原则。近

年来，在海堤设计中由于软基等原因允许部分海浪

翻越堤顶的思想逐步被接受，由此出现了另一种确

定堤顶高程的方法，即允许部分越浪海堤。 

允许部分越浪设计观念最初来自海洋工程，主

要应用于防波堤的设计，近年来已逐步应用于海堤

设计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防波堤和

海堤的作用和堤身结构差别较大，加上目前有关越

浪分析计算的成果不多、不够成熟。因此，在海堤

设计中应注意把握越浪设计的一些基本条件。 

首先，尽管允许越浪海堤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

优势是明显的，如降低堤身高度。但是，从安全角

度特别是防御超标风暴潮方面考虑，应坚持堤身应

具有一定高度的原则。 

其次，要注意到越浪量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复核条

件来体现的。堤定高程取决于潮（洪）水位、波浪爬

高、安全超高以及越浪量大小，一般应以前三个因素

作为主要计算条件，以越浪量来校核。 

再次，要注意越浪量与后坡保护始终是相协调

的，不同的允许越浪量对应不同的堤顶和堤后坡保

护形式。通常可采用“三面光”的形式，即内、外

坡及堤顶都有护面保护。 

最后，要注意到“三面光”形式有助于抵抗超标

准风暴潮，安全度较高，可以说是一种“以强度换高

度”的方法。但不足之处是适应堤身变形较差。 

4.4 关于护面强度、反滤层及消浪措施 

海堤的主要作用是抗御风暴潮，其破坏因素主

要是海浪，作为抵抗海浪冲击的最重要结构——海

堤护面，在保证海堤安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护面设计应作为设计的重点，这也是海堤

明显区别于江（河）堤的地方。从我省一些海堤损

毁的情况来看，护面破坏引起的海堤损毁占有相当

大的比例，而护面破坏大多数是因反滤层失效而引

起的。反滤层如果质量不过关，堤身的土粒就会在

海浪的反复作用下从护面逸出，使护面底下被掏空

或变形，在遭遇大浪作用时护面就会出现断裂、垮

塌破坏，危及海堤安全。实际工作中护面结构的设

计比较容易受重视，而反滤层的设计和施工常常容

易被忽略。实际上，护面结构和反滤层可以说是一

体的，一损俱损。设计中应根据当地工程特点选择

合适的护面结构型式，并根据波浪条件仔细计算后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更重要的是严把护面结构和

反滤层施工的质量关。 

消浪措施特别是工程消浪措施以往常见于码

头、港口等海洋工程中，在海堤设计和施工中不太

常见。但是，广东沿岸有许多地方面向大海，台风

浪很大，设计海堤时如果一味地加高堤顶高程进行

防护是不经济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位于大浪区

的海堤，设置合理的消浪措施如人工平台、人工消

浪块体和防浪林等，对有效削减海浪、降低堤顶高

程是十分有效的。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沿海（江）堤

防，一般都有景观要求，海堤不可能建得很高，当

计算的越浪量不满足要求时，为了不增加堤顶高

程，采用消浪措施，减小海堤堤前波浪以控制越浪

量，就成为合理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种植防浪

林作为一种生物消浪措施应大力推广，在具备种植

条件的海岸，应优先考虑这种消浪方式，其具有较

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总之，重视消浪措

施应作为一种普遍的设计思想。 

5  结 语 

海堤建设是百年大计，应始终坚持安全和质量

第一的标准。作为形象的描述，可以把海堤应具有

一个基本的高度、合适的体型、坚固的护面、积极

的消浪措施和完善的管理作为海堤设计的基本点。

由于海堤设计和建设仍然面临许多技术问题，因此

在《导则》的试行中，希望应用单位、科研单位加

强合作，及时总结经验，共同搞好我省海堤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