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CWT 中国水运  2021·11

常泰长江大桥施工对附近通航船舶的影响分析
王跃华

（盐城港引航站，江苏 盐城 224100）

摘　要：常泰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集“高速公路、普通公路、铁路”三位一体的跨江大桥。建成后，常州与苏中

苏北地区时空距离将进一步拉近，常州和泰州将成为江苏省实质上中轴枢纽城市。常泰长江大桥建设规模巨大，施工工

艺复杂，施工周期长，施工占用水域范围大，施工所处长江主航道交通流密集、通航环境复杂，工程水土施工将对附近

水域通航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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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拟建常泰过江通道是《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

廊规划（2014-2020）》《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

2030）》《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17-2035 年）》《江

苏省“十三五”铁路发展规划》中规划的重要过江通道。

常泰过江通道建成后，将使常州与苏中沟通更为便捷，

有利于均衡长江中下游过江设施布局，形成一条新的纵

贯江苏中部地区的南北向省际衔接通道，提升了路网整

体运行效率，项目建设意义重大。

建成后，从泰兴到常州的车程缩短至半个小时左

右，市民前往镇江、宜兴、溧阳等地都会更加快捷。同

时，还将促进泰州常州对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助

推泰州泰兴融入苏南、跨江发展。

2 常泰长江大桥设计概况

拟建常泰过江通道工程位于长江下游扬中河段泰

兴水道下段，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 183.8km 处，长江＃ 74

对浮下游侧，工程上游约 28.5km 为己建的泰州长江大

桥，下游约 30.2km 为已建的江阴长江大桥，常泰长江

大桥地理位置如图 1 所示。

图 1   拟建常泰长江大桥地理位置图

过江通道跨越主航道桥梁采用双塔钢材于梁斜拉

桥，桥跨布置为（142+490+1176+490+142）m=2440m，

桥型布置参见图 2。跨越天星洲左汉和录安洲右汉

桥 梁 均 采 用 主 跨 388m 钢 材 T 梁 桥， 桥 跨 布 置 为

（169.5+388+169.5）=727m。

图 2   常泰长江大桥总体桥型方案

3 大桥施工期水上施工难点分析

3.1 工程规模大、水上施工难度大

常泰长江大桥超过沪通长江大桥成为世界上主跨

跨度最大的公铁两用斜拉桥，工程建设施工难度和施工

工艺又一次提升至新的高度。

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主墩沉井尺度超越了沪通

桥，沉井施工工艺复杂，桥位处水面宽广，主河槽水深

流急，施工环境恶劣，水上施工难度大。

3.2 工程施工通航环境复杂、水上施工与通航矛盾突出

工程水域江面宽阔，船舶交通流密集，船舶航路（含

习惯航路）几乎覆盖整个江面断面。大桥主墩基础施工

需长时间占用较大范围的施工水域，工程施工将大幅压

缩工程水域可航水域范围，将对工程水域船舶通航秩序

产生重大影响。

工程水域所处长江主航道弯曲，船舶操纵难度大，

水域内船舶交通流密集。此外，施工水域附近码头、锚

地、停泊区等港航设施众多，总的来说，通航环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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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水上施工与船舶通航矛盾突出。

3.3 水上施工受自然环境影响大

主墩施工期 2 年，本地区各种天气情况都可能遇到。

工程水域江宽流急，施工区域处于大风多发地区，施工

环境恶劣。现场船舶施工作业及运输船舶必须事先做好

充分预案，精心安排、严密组织，切实加强安全管理保

障施工及通航安全。

3.4 施工组织难度大、协调要求高

主墩基础施工由两家施工单位分别施工，两家施工

单位占用施工水域共同对船舶通航产生影响。为减少工

程施工对主航道船舶通航影响，两施工单位应协调一致，

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合理控制施工占用水域范围，共同

维护水域通航秩序。

4 桥梁施工与附近通航船舶的影响分析

4.1 现场施工对主航道通航船舶的影响分析

由工程施工碍航性分析可知，大桥主墩基础施工期

间，两侧施工水域的平面布置分阶段不同程度地占用部

分上行推荐航路和下行推荐航路，工程现场施工对通航

船舶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大桥施工不同阶段对应的占用水域范围不同，

因此不同施工阶段影响上下行、大小型船舶交通流的情

况和程度也各不相同。主桥主墩基础施工期间，不同阶

段需要浮吊船、打桩船、抓斗挖泥船、混凝土拌合船、

运输船等外抛锚缆定位。定位施工区内除施工船舶需定

位施工占用水域外，外抛锚缆占用水域范围较大。大桥

的施工水域占用了部分上行推荐航路和下行推荐航路，

束窄了主航道可航水域，使得该段航路交通流变得更加

密集。沿推荐航路航行的小型船舶以及主航道内航行的

船舶若在不利风流的影响下或者操作失误，极易误入施

工水域，与施工水域内布置的锚链、施工船等发生碰撞

事故，进而影响整个主航道通航功能的发挥。在施工水

域内的施工船若在不利风流的条件下，也会漂出划定的

施工水域之外，存在与过往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

4.2 现场施工对习惯航路内小船的影响分析

通过现场调研和工程附近小船 AIS 轨迹图可以看

出，北岸侧施工水域附近常有大量小型船舶习惯性在航

道外侧贴岸航行，这种现象在洪水季更为突出。北侧 5

＃墩附近施工水域正好处于这部分小型船舶习惯航路位

置，施工开始后这部分小船如果不了解施工水域布置仍

按原习惯航路航行，存在误入施工区发生碰撞的风险，

这种风险在夜间或能见度不良气象条件下尤为明显。另

根据录安洲专用航道的航行规则，船舶采用“上进上出”

的航行路线，部分船舶需从录安洲专用航道上口离开横

越至主航道下行推荐航路内航行。由于南岸施工水域的

布置，占用了这部分船舶的习惯航路的选择，离港后的

船舶需要在施工水域上游提前并入主航道内，船舶通过

施工水域时若过于贴近南侧施工水域，存在误入施工作

业区的风险。

4.3 现场施工对航道的布置和航路航法影响

大桥主墩基础施工各阶段施工平面布置与现行航

路存在一定的冲突。工程的北侧和南侧工程各分为 10

个不同的施工工艺情况，不同程度地占用了上、下行小

型船舶推荐航路。其中，沉井预开挖阶段占用水域范围

最小，沉井接高阶段占用水域范围最大，施工将使附近

航道剩余 70lm-866m 之间的可用水域。

4.4 砂石料等运输船舶对主航道交通流的影响分析

目前长江主航道交通流日均约 2000 艘次，交通流

较密集。工程钢管桩运输船、砂石料运输船等在主航道

内航行和穿越，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船舶流密度。

该工程的砂石料船主要从上游江西、湖北进场。工

程施工运输船舶需沿长江主航道长距离航行，航行过程

中船舶航经多处大桥、渡线、港区、锚地、弯道、汊口

等敏感复杂水域。运输船在航经这些敏感复杂水域时，

一旦受风流的影响发生偏移和失控，存在碰撞的风险。

4.5 接高钢沉井、钢围堪运输船对船舶通航影响分析

北侧 5 ＃墩接高沉井及钢围堪运输船需从桥位下游

约 5.7km 处的扬子鑫福船厂通过 1000t 或 2000t 运输船

至桥位，南侧 6 ＃墩接高沉井及钢固堪运输船需从桥位

下游约的南通惠生船厂通过 1000t 或 2000t 运输船至桥

位。北侧 5 ＃墩运输船航程较短，在航行过程中主要在

船舶汇出汇入主航道时与推荐航路小船相互影响，航经

七圩专用航道时与进出七圩专用航道船舶产生影响。南

侧 6 ＃墩运输船航程长。运输船由营船港专用航道进入

长江主航道，沿途航经苏通大桥水域、沪通大桥、福中

水道、江阴大桥以及数个锚地、渡线、河口等敏感水域。

福中水道船舶交通流密集，

船舶操纵避让难度较大，福中水道上、下口一方面

水流流态复杂，同时多股交通流交叉，通航形势复杂。

运输船在航行过程中对沿途船舶通航产生一定影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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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引航员与船长间信息交流
陈庆斌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防城港引航站，广西 防城港 538001）

摘　要：船舶引航安全，离不开引航员与船长的紧密合作，双方合作的关键就是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双方信息交流不

畅而导致的引航事故时有发生。本文从引航员的视角，结合笔者引航实践，重点分析引航员与船长间信息交流所存在的

问题，并给出相应的策略，旨在提高引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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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引航，通常指的是由引航机构派出持有相应

证书的引航员，对本港口水域的船舶进出港口航行、靠

离泊以及移泊进行引领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船舶、

港口设施的安全。目前我国对所有外籍船舶采取强制引

航，虽然强制引航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意义，但是具

体到某一次引航任务中，更重要也更为突出的是提供技

术支持。每次引航中引航员面对的船舶、船员、风流气

象、通航环境都不相同，这就要求引航员要有极强的适

应能力，尽快地熟悉船舶的操纵性能和融入到整个驾驶

团队中，备良好的沟通技巧，进行充分地信息交流，让

各方通力合作，从而为引航安全提供保障。

1 引航中引航员和船长的职责

1.1 引航员的职责分析

  引航员俗称引水，是指持有有效引航员适任证书，

在证书规定水域范围内进行船舶引航的专业技术人员。

引航员必须对引航水域的水文气象、航道水深、航标、

碍航物、码头设施、当地规章制度等等与船舶安全相关

在一定的通航风险。运输船在进出施工水域时，需在桥

区附近水域减速航行、调头和调整位置，期间与桥区水

域正常航行的船舶发生交叉会遇，由于运输船方形系数

大，船舶在进出施工水域期间船速较低，操纵性能较差。

运输船进出施工水域时与桥区水域船舶通航相互影响较

大，存在发生船舶碰撞的风险。

4.6 施工船在施工平台及施工水域之间往返航行对船舶

通航影响分析

北侧运输船的往返航行一方面增加了桥区水域的

交通流密度，另一方面运输船与工程北侧习惯航行的小

船及七圩专业航道内进出北侧码头的船舶大角度交叉会

遇，增加了桥区水域交通复杂程度和通航风险。

南侧运输船在主航道侧该桥未建设之前需绕行至

录安洲洲头后进入夹江施工平台。运输船的往返航行一

方面增加了桥区水域的通航密度，另一方面对下行推荐

航路内的小船及夹江里正常航行的船舶有一定的干扰。

5 结语

为减少工程施工对周边码头、锚地等水工设施产生

的影响，施工单位必须事先与相关单位做好协调。为保

证工程按期完工，施工过程应做好对内对外协调工作，

自觉接受当地海事主管机关监管，共同维护施工水域良

好的施工和通航环境，保障施工和通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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