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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内河通航水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管理边界模糊、 认定原则不一、 通航标准空白等问题, 结合平原河网地区

地域及水域特点, 通过梳理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 各地已发布的通航水域管理文件, 以满足使用需求和保护通航资源为原

则, 提出将航道、 现状有运营码头的河道、 现状有货船通航的河道、 地理区位重要且对现有航道网络能起到补充支持的河

道、 拟开发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水域、 目前无通航需求但仍具备一定通航能力的河道等 6 类水域认定为通航水域; 现状通航

条件较差且无规划使用需求的水域以及城市园林水域不宜认定为通航水域。 另外, 本着适度合理的原则, 提出河道、 湖泊

等通航水域上的通航标准。 研究成果可为通航水域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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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水运事业蓬勃发展, 通航需求日益增

长并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特别是水上客运、 水

上游览、 水上运动等新兴产业的出现, 使得水上

交通安全监管工作日益复杂。 为了合理划定通航

水域, 保护通航资源, 保障通航安全, 厘清行业

监管边界及管理职责, 有必要针对内河通航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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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定原则及通航标准等核心问题开展研究。

张晋文  1 提出通航水域的定义为“认可或允准

各类船舶航行的、 航行活动客观存在的、 具备各

类船舶通达条件的、 不间断的公共航行水域”; 陈

辉  2 从通航水域认定的意义、 通航水域认定主体

及发布机关、 认定工作机构建议、 认定内容、 认

定结果调整等方面对内河通航水域的认定工作进

行探讨; 王艳欣  3 提出以面 ( 成片水域)、 线

(航道)及线、 面结合等 3 种划分通航水域的方法。

金华等  4 选取不同水位、 船型, 针对不同工况下

通航水域范围进行研究, 分别从航道尺度和通航

环境 2 个角度提出适用于江苏省内河航道的通航

水域范围确定的一些建议。 俞璠  5 首次提出基于

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内河通航水域划分方法。

本文结合上海市内河通航水域划定工作及研

究成果  6 , 通过界定通航水域概念, 分析通航水

域管理难点, 探讨通航水域认定原则, 提出 6 类

水域可划定为通航水域、 4 类水域不宜划定为通航

水域。 另外, 本着适度合理的原则, 提出河道、

湖泊等通航水域的通航标准, 旨在为平原河网地

区内河通航水域的划定进行有益的探索。

1　 概念界定

1. 1　 航道

根据《航道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7 第 2. 0. 1 条,

航道为“江河、 湖泊等内陆水域中可以供船舶通航

的通道, 以及内海、 领海中经建设、 养护可以供

船舶通航的通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航道,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的江河、 湖泊等内陆水域中可以供船舶通航

的通道, 以及内海、 领海中经建设、 养护可以供

船舶通航的通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释

义》  8 , “并非所有水域都是航道, 只有通过规划、

普查等形式进行划定和公布的通航水域, 才是法

律意义上的航道。”

1. 2　 通航水域

根据《航道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第 2. 0. 3 条,

“通航水域是具有一定通航条件, 可供船舶航行的

水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第九十一条, “内河通航水域是指由海事管理

机构认定的可供船舶航行的江、 河、 湖泊、 水库、

运河等水域。” 根据《内河通航标准》  9 条文说明

5. 1. 2, “通航水域是指具备一定的通航条件可供

船舶航行的水域, 主要包括: 现状条件下的航道

水域; 考虑到航道变迁与调整, 可能布置为航道

的水域; 为满足航运发展需求, 可能需要利用开

辟为航道的水域。”

1. 3　 通航水域概念界定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 航道与通航

水域是 2 个不同的概念, 通航水域的范畴更大,

包括航道及可能布置为航道的水域, 且应具备一

定的通航条件。

2　 通航水域管理难点

1) 认定困难。 江、 河、 湖泊、 水库、 运河等

水域涉及行业众多, 特别是平原河网地区, 水系

密布, 业态多样, 管理错综复杂。 哪些水域具备

通航条件, 哪些水域需要维持一定的通航标准,

需要综合研判分析。 通航水域资源具有天然、 绿

色、 破坏后不易恢复等特点, 但维持一定的通航

条件及标准意味着付出更大代价。 因此, 内河通

航水域虽然由海事管理机构认定, 但该项工作涉

及面广, 影响重大, 需各方充分协商。

2) 城市园林水域管理困难。 城市园林水域是

一种特殊的水域, 其安全管理可能涉及公安、 环

保、 绿化、 文旅、 体育、 交通运输、 海事、 水利、

安监等多个部门, 管理界面相对模糊。 特别是一

些新兴的水上产业如水上运动, 管理主体较多且

难度较大。 另外, 绝大部分园林水域相对封闭,

水上安全监管难度较大。

3) 无明确通航控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 在内河

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开展涉水作业及活动时, 应

当在进行作业或者活动前报海事管理机构批准,

若作业或者活动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 在进行

可行性研究时应当征求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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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航道以外的其他通航水域目前并无相应的通

航标准, 导致海事管理机构无法判别相关作业或

者活动对通航的影响程度。

4) 政策性强。 航道的规划及通航水域的认定

受政策性影响较强, 各地难以建立统一的原则和

标准。 如航道是“经建设、 养护可以供船舶通航的

通道”,“经建设”一般要有规划, 但在实践中规划

缺乏足够前瞻性的情况屡有出现, 变为需求牵引

规划, 而需求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调整

又时常发生变化, 特别是近年出现的水上运动及

文旅产业, 对特定区域的水域条件及管理提出了

新的需求和要求, 需要各地根据自身情况统筹考

虑相关工作。

3　 通航水域认定原则

3. 1　 通航水域认定

本着保护航运资源, 保障水域安全, 结合地

域特点、 管理现状以及行业发展需求等因素, 建

议将 6 类水域认定为通航水域。 1) 现状或规划的

航道。 2) 现状有运营码头的河道。 3) 现状有保

洁船以外其他船舶通航的河道。 4) 地理区位重

要, 对现有航道网络能起到补充支持, 形成干支

通达、 主备兼顾水路网络的河道。 5) 拟开发水上

游览经营活动的河道、 湖泊。 6) 现状无码头、 无

船舶通航, 但仍具备一定通航能力的河道。

3. 2　 认定原则

3. 2. 1　 原则 1:满足现有通航需求

对于现状或规划的航道、 因历史原因现状有

运营码头的河道(非航道, 属于航道的支流, 码头

位于支流河道中)、 非航道也无码头但有保洁船以

外其他船舶过境通航的河道等, 可将其认定为通

航水域, 以满足现有的通航需求。

以松江区南部河道为例, 现状有码头或过境

船舶, 码头及河道位置见图 1。 小横潦泾与黄浦江

水系贯通但口门不通航, 北端与坝河交汇口附近

南岸存在 2 处砂石料码头, 运营船型为 500 吨级,

日均流量 10 艘次。 坝河虽无码头, 但小横潦泾

2 座码头的船舶北上通过该河道。 秀春塘与油墩港

航道(Ⅲ级)连通, 交汇口东侧南岸存在 1 处砂石

料码头, 运营船型为 500 吨级, 日均流量 15 艘

次。 上述 3 条水域均为河道, 非现状及规划航道,

但因历史原因, 其内存在码头且经营状况良好,

仍具备使用条件和使用需求, 可列为通航水域进

行管控。

图 1　 含码头或过境船舶的河道 (松江区南部)
Fig. 1　 Rivers

 

with
 

docks
 

or
 

passing
 

ships
 

(southern
 

Songji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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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原则 2:完善现有航道网络

因规划及历史原因, 部分区域航道网络布局

不够完善, 系统稳定性相对较差, 特别是一些区

域仅有一条纵向或横向航道, 当航道进行维护疏

浚或因工程原因需要阶段性封航时, 会给区域内

的水路运输带来较大压力。 因此, 对于地理区位

重要, 对现有航道网络能起到补充支持, 形成干

支通达、 主备兼顾水路网络的河道, 可以列为通

航水域。

以奉贤区上横泾河道为例, 目前奉贤区航道

网络中东西向仅有浦南运河一条航道贯穿全区,

另一条东西向航道为随塘河, 但位于金汇港以东,

即金汇港以西仅有浦南运河一条横向航道, 其相

对位置关系见图 2。 当浦南运河进行整治或因工程

需要临时断航时, 区域内无替代航路, 存在系统

风险。 上横泾西接金山区的中运河航道(金山区东

西向干线航道), 往东依次与南北向的南沙港航

道、 南竹港航道连通, 直至南横泾河道。 日后可

向东延伸实地开挖约 3. 5
 

km 河道, 或部分利用南

侧运石河再实地开挖 1. 2
 

km, 形成贯通东西、 连

接金山和奉贤两区的横向航道, 对于奉贤区航道

网络优化及增加区域互通大有裨益。 因此, 有必

要将上横泾河道列为通航水域, 以一定通航标准

控制其上的新建涉水设施, 为日后航运发展预留

发展空间。

图 2　 完善现有航道网络的河道 (奉贤区上横泾)
Fig. 2　 Rivers

 

improved
 

waterway
 

network (Shanghengjing
 

in
 

Fengxian
 

District)

3. 2. 3　 原则 3:预留远期发展

通航水域资源具有天然、 绿色、 破坏后不易

恢复等特点, 为了预留远期发展空间, 对于拟开发

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河道、 湖泊, 以及现状虽无码

头、 无船舶通航但仍具备一定通航能力的河道, 列

入通航水域范围, 对航运资源进行预先保护。

临港新片区的滴水湖、 松江区的泰晤士小镇

华亭湖、 奉贤区的百鸟湖和上海之鱼、 青浦区的

淀山湖、 元荡等河湖水域, 日后均规划有水上游

览项目且有主体单位负责项目运营, 因此列为通

航水域。

七仙泾、 南泖泾、 白莲泾、 大泐港、 四团港

等几十条河道现状虽无通航需求, 但仍具备一定

的通航条件, 可暂列为通航水域, 后续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

3. 2. 4　 不宜认定为通航水域的水域

本着保障现状、 兼顾发展、 平衡适度的原则,

建议以下 4 类水域不认定为通航水域。 1) 河道内

存在无法通航且难以改建的低矮桥梁, 如铁路桥

等; 2) 河道两头为水闸, 船舶无法进出, 且内部

无水上游览经营活动主体; 3) 断头河道, 河道内

原有码头已拆迁, 且未来明确不会再新建码头的

河道; 4) 已列入园林主管部门管理名录或协商后

明确由园林部门管理的城市园林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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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航水域通航标准研究

4. 1　 通航水域类别

内河通航水域是具备一定通航条件的水域,

如何量化通航控制标准直接关系到管理成效及管

理成本。 本着科学合理原则, 结合上海市航道、

河道、 湖泊等水域的现状条件及管理方式、 重要

程度及管控要求, 将通航水域分为一类(航道)、

二类(有通航需求或通航条件较好的河湖水域)、

三类(暂无通航需求但仍具备一定通航条件的河湖

水域)。 考虑到通航条件及要求与水域属性密切相

关, 二类、 三类通航水域分别细分为通航河道、

通航湖泊、 郊野公园等 3 个亚类。

4. 2　 通航河道通航标准

4. 2. 1　 现状有货运船舶通航的河道

1) 代表船型。 采用码头代表船型或过境船舶

船型, 且船舶尺度不得大于交通部门发布的限制

主尺度。

2) 河道底高程按式(1)计算:

H=T+ΔH (1)

式中: H 为河道设计水深,m; T 为船舶设计吃水,m;

ΔH 为富余水深, 300 吨级及以上船型取 0. 3
 

m,

300 吨级以下船型取 0. 2
 

m。

3) 航道底宽。 根据代表船型, 按《内河航道

工程设计标准》  10 附录 B 公式计算确定, 航行漂

角取 0°。

4) 桥梁通航尺度。 ①同时满足跨越处航道顺

直, 桥梁上、 下游 4 倍设计代表船型长度范围内

无码头、 航道交汇口、 其他桥梁, 桥区日均船舶

流量小于 50 艘次等条件时, 桥下可采用单向通航

方式, 其余情况桥下应满足双向通航要求; ②桥

梁通航净高起算水位按片区内常水位高值, 净高

按代表船型空载水线以上高度外加安全富余值确

定, 300 吨级及以上船型安全富余值取 0. 5
 

m,

300 吨级以下船型安全富余值取 0. 3
 

m; ③桥梁采

用矩形通航孔, 通航净宽按航道底宽+富余值确

定, 闸控航道富余值取 5
 

m, 开敞航道富余值取

10
 

m。

5) 过河缆线、 穿河隧道相关技术参数参照

《内河航道工程设计标准》中Ⅶ级航道标准。

4. 2. 2　 现状或规划仅有游船通航的河道

1) 若无相关船型参数, 可按《内河航道工程

设计标准》附录 E 的相关标准确定航道尺度及通航

净空尺度。

2) 若有明确的营运船型相关船型参数, 可按

《内河航道工程设计标准》 附录 B 计算确定航道尺

度, 附录 E 计算确定通航净宽尺度。

3) 桥梁采用矩形通航孔, 通航净高起算水位

按片区内常水位高值, 一般情况下净高按 3. 0
 

m

控制, 条件困难时按 2. 5
 

m 控制, 且不得小于代

表船型空载水线以上高度外加 0. 2
 

m 安全富余。

4) 过河缆线、 穿河隧道相关技术参数参照

《内河航道工程设计标准》中Ⅶ级航道标准。

4. 3　 通航湖泊通航标准

1) 代表船型。 采用码头代表船型或过境船舶

船型, 且船舶尺度不得大于交通部门发布的限制

主尺度。

2) 湖底高程按式(1)确定, ΔH 取 0. 3
 

m, 流

速或风浪较大时取 0. 5
 

m。

3) 航道底宽。 根据代表船型, 按 《内河航道

工程设计标准》 附录 B 公式计算确定, 航行漂角

取 2°。

4) 桥梁通航尺度。 ①桥下应满足双向通航要

求; ②桥梁通航净高起算水位按片区内常水位高

值, 净高按代表船型空载水线以上高度外加安全

富余值(0. 5
 

m)确定; ③桥梁采用矩形通航孔, 通

航净宽按航道底宽+富余值(10
 

m)确定。

5) 过河缆线、 穿河隧道尺度相关技术参数参

照《内河航道工程设计标准》中Ⅶ级航道标准。

4. 4　 郊野公园通航标准

公园内通航湖泊的通航标准参照 4. 2 节, 通

航河流的通航标准参照 4. 1 节。

5　 结论

1) 为更好地保护航运资源, 保障水域安全,

按相关规定认定并发布通航水域是必要和迫切的。

为更好适应社会经济及行业发展, 海事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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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根据现实情况变化不定期更新发布通航水域。
2) 通航水域涉及部门众多, 在认定前应开展

专题研究, 并充分征询相关地方、 行业及部门意

见, 力求在源头上达成共识。 特别是封闭水域,
水上交通执法和安全监管难度较大, 应谨慎认定。

3) 应根据通航水域的类型及属性、 现状及规

划通航需求、 现状通航条件等因素, 综合确定合

理的通航标准, 以便海事管理机构判别相关活动

或作业对通航安全的影响程度。
4) 本着经济合理的原则, 对于航道以外的

河道、 湖泊等其他通航水域, 其通航标准理应低

于航道。 如桥梁通航净高起算水位采用常水位高

值而非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桥梁通航净宽计算时

的安全富余值低于一般航道标准。 各地应根据自

身地域特色及水域特点, 确定适宜的控制标准,
在通航保证率与通航成本两个方面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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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过对接流程优化进行船厢位置校核调

整, 选择合理的船厢对接位置, 降低船厢与闸首

对接位置的随机性, 从而减少船厢水深超过设计

范围而导致的停机故障, 有效减小水位波动对升

船机船厢运行流程的影响。
3) 船厢对接优化方案实现了升船机船厢与

闸首的快速准确对接, 通过较少工程投资, 解决

了闸首水位波动对升船机安全高效运行影响的难

题, 降低停机故障率, 提高通航安全性。 方案也

适用于其他自然河流在建或已运行的升船机, 为

升船机布置设计、 运行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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