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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航道通航净空尺度要求与城市过河建筑物建设之间的矛盾、Ⅵ级及以下航道货运通航价值逐步降低的现实

情况，通过现状调查和分析，分类提出了通航净空尺度控制参数建议，作为各条航道新建、过河建筑物改造的最低要求，

为未来的航道规划、地方性航道通航净空技术参数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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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航道建

设与城市过河建筑物建设矛盾日益显著 [1-3]，需要和城

市建设及公路建设相协调。另一方面，由于陆上交通的

快速发展，Ⅵ级及以下航道逐渐失去货运价值，但每年

的维护成本支出依然较大 [4-5]。因此，不少Ⅵ级及以下

航道尝试发展其他类型的用途（客运、水上运动、蓄水

排水、景观河道等 [6]）。为适应不同航道的应用功能，

加强航道净空尺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杭州市余杭区、主城区（不含滨江与下沙）

Ⅵ级及以下尚有维护或有重点航标配布的航道为重点研

究对象，共统计了Ⅵ级及以下的 55 条航道的水文、气

象等基本情况，综合分析各条航道的规划定位、水运现

状、船型特点、航道用途等方面因素，并针对通航净空

尺度控制参数提出分类建议。

1 自然条件
1.1 流域概况

杭州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东北部和东南部属浙

北平原地区，地势低平，海拔仅 3~6m，其间湖泊密布，

是全市内河航道最为密集的地方。杭州主城区（不含滨

江、下沙）及余杭区范围内水系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有

三大水系——京杭运河水系、上塘河水系和苕溪水系，

统属于太湖水系。 

1.2 气象情况

杭州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温和湿润，

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春季温暖多雨；夏季炎热湿润，

盛行东南风；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为“梅雨期”；8 月

下旬至 9 月中旬是台风季节，多阵雨，偶有冰雹、龙卷

风和伏旱；早秋多雨，晚秋凉爽少雨；冬季受西北风气

流控制，温度较低。

1.3 水文情况

京杭运河水系和上塘河水系中各航道基本都是人工

运河，水位稳定，水流平缓，水源以降水为主。由于水

流接近静止状态，对河床基本没有冲刷效果。且河水不

具备携带泥沙的能力，容易引起河床缓慢淤积。

东苕溪水系是天然水系，属山溪性河流，源短流急，

流量不大、河道较短，洪水暴涨暴落，洪涝灾害频繁。

由于东苕溪航运繁忙，河床多年泥沙淤积严重，河水浑

浊度比较高。

2 航道现状与规划情况
2.1 航道现状

经调查研究，杭州市主城区和余杭区的航道情况如

下：

（1）现状Ⅵ级及以下的 55 条航道中，Ⅵ级航道有

7.5 条，Ⅶ级航道 5.5 条，准Ⅶ级航道 42 条，定级航道

占比较低，大部分为等外航道，占比达到 76.4%。

（2）各航道中，航道尺度满足航道定级等级的航

道仅 8 条，满足比例为 14.5%，航道尺度达到标准的较少。

（3）杭州市Ⅵ级及以下航道中有维护或有重点航

标配布的航道约占航道总数的一半，为 46.4%，说明现

状还在通航及通航价值较大的航道不足一半。

（4）有维护或有航标配布的航道中，无一类维护

航道，二类维护航道共 14.5 条，占比 56.9%，三类维护

航道 10 条，占比 39.2%，仅有重点航标配布航道 1 条。

表明航道本身的运量较低。

（5）现状码头设施所在航道均属于有维护航道。

余杭区和主城区布置有码头设施的航道占其有维护航道

数的百分比分别为 34.4% 和 15.8%，码头布置数量较少。

表明大部分Ⅵ级及以下航道仅作为过境航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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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情况

涉及规划技术等级提升和等级维持的航道分别为

13 条和 4.5 条，共占比 31.8%，其余占比 68.2%。由此

可见，主城区和余杭区Ⅵ级及以下的 55 条航道中，有

明确用途和定位的并不多。

3 通航净空尺度控制参数分析
3.1 各航道过河建筑物分类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余杭区第一类（超过 60% 的过河

建筑物达到通航净空尺度标准）、第二类（超过 60%

的过河建筑物达到通航净宽、但不满足净高尺度标准）

和第三类（完全不满足通航净空尺度标准）航道数量分

别为 2.5 条、11.5 条和 2 条，占比分别为 15.6%、71.9%

和 12.5%。主城区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航道数量分

别为 1 条、2.5 条和 6 条，占比分别为 10.5%、26.3% 和

63.2%。可见，余杭区航道的净宽达标程度远高于主城

区航道，说明航道的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互干扰的情况在

主城区更为突出。

3.2 船型特点分析

余杭区现状的 300 吨以下货船水上高度普遍较矮，

不超过 2.75m。主城区水上巴士均为单层客船，船型低

矮，吃水浅，水上高度不超过 2.2m。规划船型水上高

度最大为 3.2m。这样的船型特点使局部航段净高适当

减小具有可行性。

3.3 航道用途分析

Ⅵ级及以下航道中，少数有货运的航道均在规划中

明确提升航道等级，其余航道基本丧失货运价值。根据

实际可发挥的功能，可将剩余航道分为具备客运功能、

具备水上运动功能、具备其他功能三类。

3.4 不同功能航道通航净空尺度的建议

（1）具备客运功能的航道。参考我院研究成果，

过河建筑物的富裕高度可取为船舶压舱吃水即 1/3 满载

吃水 [1]。营运时规划Ⅵ级及以下航道中的客船船型均为

单层客船，控制水上高度主要为 3.2m、2.5m 两级，对

应净高取 3.5m 和 2.8m。Ⅵ级和Ⅶ级航道净高控制标准

为 3.5m，准Ⅶ级航道净高控制标准为 2.8m。参照上文

内河限制性航道通航净宽取值分析，对于Ⅵ级、Ⅶ级

和准Ⅶ级航道，降低后的航道通航净宽标准可分别取

15m、12m 和 8m。

（2）具备规划为水上运动功能的航道。对于竞技

类水上运动，应当选取顺直且无障碍的航道；对于非竞

技类水上休闲活动，航道及周边需具备一定的观光休闲

价值。此类航道的通航净空尺度可根据相关运动特点，

制定具体的专项标准。

（3）具备其他功能的航道。此类航道基本无通航

功能，主要起蓄水排水、景观河道等作用，这些航道过

河建筑物的净空尺度可由防洪、景观、市政等确定，港

航部门原则上不做相关要求。

4 结论
本次课题研究通过梳理杭州主城区（不含滨江、下

沙）和余杭区的航道，重点对有维护或有重点航标配布

的航道进行细致的调查，摸清现状情况，在此基础上，

综合考虑航运现状、航道规划、公路桥梁设施、船型特

点等因素对各条航道分航段提出了建议的通航净空尺度

控制参数，作为各条航道新建、改造过河建筑物的最低

要求。鉴于水运发展的实际情况，对Ⅵ级及以下航道的

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朱亦勤 , 杜引光 , 马晶 , 沈伟峰 . 萧山内河Ⅵ级及以下

航道过河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研究 [R]. 杭州市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院 ,2013.12.

[2] 朱伟 . 浅谈浅水道航行对船舶工况的影响 [J]. 天津航

海 ,2007(01):1+31.

[3] 郑宝友 , 周华兴 , 李焱 . 限制性航道船周回流速度与

船体下沉研究 [J]. 水道港口 ,2006(02):95-100.

[4] 汤晨 , 于佳乾 . 上海市内河非货运航道通航净空尺度

研究 [J]. 中国港湾建设 , 2018,38(2):50-52.

[5] 陈爱文 . 复杂水域桥梁通航净空尺度研究 [J]. 中国水

运 , 2017,17(6):59-60.

[6] 马晶 , 孙波 . 桥梁宽度对限制性航道通航的影响 [J]. 中

国水运 ,2017,17(3):24-25.

基金项目：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科研计划项目

（201903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07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