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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S 141—2011《水运工程设计通则》和JTS 
201—2011《水运工程施工通则》（以下简称

“《通则》”）于2011年4月发布，同年7月1日正

式实施。《通则》是水运工程建设标准中第一本

通用设计标准和通用施工标准，填补了水运工程

建设标准中“通则”编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水

运工程建设和标准化工作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我国水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创新标准编制理念是《通则》编制的指导思想

1.1 标准管理体制发展促进《通则》编制理念创新

根据国家关于标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我国工程建设标准将逐步向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

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过渡，实现与国际标准发展的

趋势相协调。《通则》编制坚持符合标准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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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适应水运工程建设发展和标准化工作的新形势，标准编制理念需要创新。结合《水运工程设计通则》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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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发展趋势的要求，坚持设计标准和施工标准分

离，坚持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分离，努力探

索既适合我国水运工程建设、也适合海外工程建

设借鉴的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结合之路。

1.2 水运建设健康发展推动《通则》编制理念创新

随着离岸深水筑港、岛屿筑港、复杂河口深

水航道治理等一大批专项、成套技术以及创新成

果的成功应用，我国水运工程建设技术总体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随着水运工程建设的不

断发展，水运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与自然资源供给

不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殊的建设形势要

求设计理念与方法、施工装备与工艺都要有新的

特点和新的突破。《通则》编制坚持满足水运工

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坚持满足水运工程安

全适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立足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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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标准，突破传统观念，鼓励技术创新，坚持

通用设计和通用施工技术对水运工程建设的覆盖。

1.3 高起点的国际化和国际合作融入《通则》编

制理念创新

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开展，我国

工程建设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需求日趋迫切，

增强我国建设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呼声越来越高。

《通则》编制坚持满足标准国际化和国际合作的

要求，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坚

持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相结合，坚持对国际先进

标准的吸收和有关规定的本土化，坚持通过《通

则》塑造我国水运工程建设标准和建设队伍的国

际新形象。

2 内容设定是《通则》编制理念创新的核心

2.1 《通则》专题研究开启了标准编制新思路

《通则》以专题研究的形式立项。专题研

究立足于《水运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的基本

构架、现行水运工程标准规范的主要内容以及水

运工程建设的发展趋势，收集并分析国内外有关

标准规范的编制及使用情况，组织行业研讨及意

见征集，通过深入分析和研讨，确定《通则》编

制的主要框架及主要内容。专题研究成果达到了

《通则》编写设定的目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明

确了《通则》标准定位、编写原则和主要框架等内

容，是统一编制思想、打开编制思路的核心创新。

2.2 《通则》章节设定优化标准内容逻辑关系

《水运工程设计通则》在吸收现行规范重要

内容的基础上，按设计文件编制要求和设计的一

般工作流程对章节进行了设定，强调设计人员考

虑问题的系统性和章节内容的内在联系。首先对

安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设计条件等进行集

中统一规定，建立设计人员及标准使用人员关于

工程设计的初始概念，然后对总体设计、结构设

计、地基与基础设计提出基本要求，为指导水运

工程设计和其他设计规范的编制提供了依据和参

考。逻辑关系简单、清晰。

2.3 管理内容纳入《通则》突破标准传统概念

《水运工程施工通则》首次在建设标准中

融入施工管理内容。对现场调查、图纸会审与设

计交底、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与安全技术交

底、典型施工、工序施工质量控制、隐蔽工程验

收、工程竣工验收和质量保修等相关内容，均有

清晰规定；在吸收施工企业管理经验方面，明确

提出现场调查的内容和要求、施工组织设计及技

术规定等内容，旨在满足施工现场日益高企的管

理需要。

2.4 《通则》新设内容补充完善了行业标准

《水运工程设计通则》首次对通航建筑物

工程、渠化枢纽工程和船厂工程的水工建筑物以

及航道整治建筑物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等进行了规

定；对海港进港航道和潮汐河口通航海轮航道的

等级也给出了明确规定，将疏浚工程设计正式纳

入规范体系，完善了设计规范的内容。《水运工

程施工通则》首次在施工规范中提出船厂水工建

筑物施工、船闸施工和航标施工的内容，为指导

具体施工和相关规范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3 编写模式是《通则》编制理念创新的实现途径

3.1 编写组组织架构

编写组组成是实现《通则》编制理念创新的

工作基础。其组成原则为：设计、施工、科研的

结合；中央单位和地方单位的结合；港航工程主

专业与安全、环保等辅助专业的结合；沿海和内

河的结合；国内工程经验与海外工程实践的结合。

在工作起步阶段，组织架构设想尽量不留死角。

3.2 编写工作机制

编写工作机制是实现《通则》编制理念创

新的有效路径。《通则》编写工作强化编写组组

长负责制，设置工作总联络人和编写工作专用邮

箱；采用主执笔人编写和参与人员积极建议相结

合的编写模式。机制特点主要体现为：激发各参

编单位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发挥各参编单位技术

特点和传统优势，借鉴各参编单位的实践经验和

个案教训，融合各参编单位的中肯意见和建议精

髓，达成《通则》最具共识、权威的内容结构。

3.3 中、英文同步编制

中、英文同步编制是《通则》编制理念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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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重要体现。《通则》首次实现水运工程标准

中、英文同步编制和同步发布。英文翻译人员根

据国际惯例对中文版提出修改意见，中文编制主

要人员及国外技术力量（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对英文版进行语法与技术审核，通过不断交流，

不仅保证了标准中、英文版的质量，同时也提高

了标准的国际化水平。《通则》英文版的发布打

破了西方标准“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助于我国

标准的国际交流和我国企业“走出去”，增强了

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4 成果的先进性是《通则》编制理念创新的目的

《通则》的编写是基于现行的行业标准和

水运工程建设多年的经验积累，编写工作需要统

筹协调好《通则》与原有规范、技术现状和未来

发展三者的关系，要体现《通则》的实用性、指

导性和引领借鉴作用。因此，《通则》编写提前

赋予了标准成果“概括性强”、“协调性好”和

“借鉴性突出”的特点，为《通则》编制指明了

方向并由此产生具体要求。

《通则》内容“概括性强”，体现在《通

则》内容涉及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各个方面：

《水运工程设计通则》基本涵盖了水运工程设计

的主要技术规定，比先前的相关规范更系统、更

全面、更侧重保证设计要点的把握和设计重点思

路的确定；《水运工程施工通则》整合了现有规

范施工管理和施工技术基本要求，吸收了水运工

程建设质量和安全保障方面的新技术和新成果。

《通则》内容的“协调性好”，体现在对现

有规范的主要内容进行协调统一，并以工程设计

和施工的主要需求为主线进行相互衔接；同时，

中、英文版的同步编制也使标准内容在国内外习

惯用法等方面进行了协调，体现了《通则》与国

际标准的融合和标准的国际化，彰显我国工程技

术标准的特色和技术水平。

《通则》内容“借鉴性突出”是《通则》的

定位所确定的，它不仅要求工程建设人员规范观

察、判断、解决设计和施工中有关问题的视角和

方法，也为其他土木工程设计、施工及标准规范

编制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借鉴。

5 结语

《通则》编制完成和发布实施，是新时期水

运工程标准化建设创新工作的深刻实践，有很多

值得总结的经验，重点归纳以下几点。

1）专题立项是标准总体框架设计的首要；

2）着力组织一个能提出指导思想、工作计划

并有序推进的标准编写组；

3）具有调研分析、博采众长、汇总提炼、融

会贯通的精神和动态改进的方法。

（本文编辑 郭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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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半年珠江客货运输继续保持增长，完成货运量28 676万t、货物周转量606亿t·km、客运量

699万人次、旅客周转量38 939万人·km，同比分别增长16.7%、19.8%、10.6%、7.0%。

珠江水系内河主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继续呈现较快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9 814万t，
同比增长20.7%。

摘编自《中国交通报》

2013年上半年珠江港口吞吐量同比增加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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