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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是防范化解水上交通安全隐患的重大举措，推进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

动可有效保障船舶通行安全。本文以江苏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通航代表船型研究为基础，介绍区段通航代

表船型的研究背景、江苏省航道现状、江苏省现状营运船型、干线航道通航代表船型确定方法，并以京杭运河苏南段为例，

对如何确定区段代表船型进行实例分析，最后提出几点建议供确定其他航道代表船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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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碰撞桥梁三年行动形势下
江苏省通航代表船型确定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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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航道通航保障服务水平，规范桥区水域船

舶通航秩序，提升桥梁防撞能力，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安

全风险的长效机制，交通运输部与国家铁路局、国铁集

团联合发布了《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交办水〔2020〕69 号，以下简称“三年方案”）
[1]。三年方案要求按照“各负其责、科学评估、防治结合、

综合施策”的原则，全面排查和治理船舶碰撞桥梁安全

隐患，进一步健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坚决防止重大事

故发生 [2]。

随着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跨越内

河通航水域的桥梁不断增多，加上船舶大型化发展，船

舶碰撞桥梁的风险日趋加大，迫切需要按照航道区段标

准统一的要求，提出实施范围航道区段通航代表船型，

并函告桥梁运行管理单位，供核查桥梁防撞设施、桥墩

抗撞性能是否符合要求和确定桥梁设防代表船型使用 [3]。

1 江苏省航道现状

江苏省拥有天然湖泊 290 多个，大小河流 2200 余

条，长约 17 万公里，分属长江、淮河、太湖和沂沭泗水系，

与山东、安徽、浙江、上海等多省市连接，船舶众多。

全省干线航道整治时序不同，沿线跨河桥梁建设年代不

同，通航尺度不一样，使得航道条件存在差异，水流复

杂、通航建筑物较多，通航环境的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2 江苏省现状营运船型

2.1 相关规范中代表船型

（1）《内河通航标准》[4]（GB50139-2014）、《运

河通航标准》[5]（JTJ180-2-2011）中的代表船型指为适

应通航尺度、通过技术经济论证优选确定的设计载重量

可达到相应吨级的船型。该定义的代表船型是为确定航

道尺度和跨越航道建筑物、构筑物和穿越航道建筑物、

构筑物通航净空尺度时所采用的船型。

（2）《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设防代表船型是

用于桥梁抗撞设计时选定的代表船舶类型，规范中提到

当航道船舶数据资料齐全、且航道仅通行浅吃水的内陆

驳船或通航船舶尺度差别很小时，设防代表船型可采用

分位值法确定 [6-7]。

2.2 现状船型分析数据概况

过 闸 登 记 数 据： 江 苏 省 50 个 联 网 交 通 船 闸，

2019、2020 两年的过闸船舶登记数据共计约 500 万条，

主要包括船名、船类、船长、船宽、所过船闸名称等数据。

剔除船舶重复过闸数据，从中提取过闸船舶的基础信息，

可得到江苏省境内在航内河船舶共计约 5.4 万艘船（省

内、省外籍船舶各约占一半）。该数据的优点是覆盖面

广，除部分在苏南地区开展区间航行的不过闸船舶外，

几乎可以涵盖其他所有在江苏境内航行的内河船舶。

船舶进出港报告数据：2020 年江苏省船舶进出港

报告数据约 200 多万条，主要包括中文船名、船舶识别

号、总吨、载重吨、船舶种类、船籍港等数据。凡需要

靠泊江苏省区域内码头的船舶须向水上执法部门进行报

港，数据覆盖面广、统计周期长。

2.3 船舶吨级分类

船舶样本数据的分类，参考《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8]（JTS 165-2013）、《 长 江 干 线 通 航 标 准》[9]（JTS 

180-4-2015）中，在考虑各级航道上船舶各吨级设计船



42   CWT 中国水运  2022·01

型时，兼顾上下吨级之间船舶吨位的方法。将本次船舶

分类划分为（见表 1）：3000 吨、2000 吨级（1501~2500

吨）、1000 吨级（751~1500 吨）、500 吨级（401~750 吨）、

300 吨级（201~400 吨）。

表 1    吨级与载重吨对应关系表

吨级 载重吨

3000 吨级 2501~3500 吨

2000 吨级 1501~2500 吨

1000 吨级 751~1500 吨

500 吨级 401~750 吨

300 吨级 201~400 吨

3 干线航道通航代表船型确定方法

3.1 干线航道通航代表船型的参考因素

干线航道通航代表船型确定的参考因素主要包括：

（1）区段航道、码头实际通航船舶现状；（2）相关规

划、设计文件中的设计代表船型，包括航道网规划、港

口规划、航道设计文件；（3）区段桥隧航评审核意见

或者批复的代表船型。

3.2 干线航道通航代表船型确定方法

在干线航道具体通航代表船型确定上，根据上述

因素分别计算出各自的船型，原则上取较大值确定代表

船型，各因素船型的具体取值如图 1 所示：

图 1   代表船型选取方法

结合《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规定，按通航船

舶载重吨从小到大 95% 累积频率拟定各区段现状通航

代表船型载重吨，同时综合考虑江苏省航道网规划及各

地市航道网规划、省港口规划及各地市港口规划、江苏

省高等级航道网上桥隧航评审核意见或者批复的代表船

型予以选取。

4 京杭运河苏南段通航代表船型实例分析

4.1 区段航道现状情况

苏南运河航道规划航道性质定位为长三角高等级

航道，规划为三级航道，现状达标。航道途径镇江、常

州、无锡、苏州四市，北侧沿江口门有谏壁船闸，能够

较好地反映现状船舶情况。

4.2 区段实际通航船舶情况

根据 2020 年船舶过闸数据，谏壁船闸 2020 年有

21 万艘次的过闸数据，剔除异常数据后，其中单船载

重吨取 95% 分位的船舶为 1225 吨。2020 年谏壁船闸过

闸船舶载重吨累积频率曲线见图 2。

图 2  2020 年谏壁船闸过闸船舶载重吨累积频率曲线

4.3 区段相关规划及航评批复情况

（1）相关规划中船型：以国家级、省级航道发展

规划中对应区段的船型为基础，结合近期实施的航道整

治工程，原则上与航道规划和近期建成、在建或即将实

施的航道整治工程、船闸工程设计船型吨级相适应。根

据沿线各市的航道网及港口总规，苏南运河航道代表船

型为 1000 吨。

（2）相关航评批复：按不低于近期航评审核意见

或通航批复区段桥隧通航代表船型的要求，验证区段通

航代表船型适应性。根据近期航评批复代表船型，苏南

运河段单船代表船型为 1000 吨级货船。

4.4 通航代表船型选择

综合考虑现状通航船型、规划船型、航评批复船型，

选取京杭运河苏南段代表船型为 1000 吨级单船。

5 相关建议

5.1 加强对超越航道规划代表船型的船舶运行管理

建议水上执法部门加强对超高、超宽船舶管理，

通过巡航执法监管，降低船舶碰撞桥梁的风险 [10]。强

化航道允许通航船舶尺度宣传，在航道口门处建树相关

标志标牌，完善对可通航航道船舶管控。在桥区段加装

主动预警报警装置，对不满足桥梁实时通航净空高度的

船舶进行警示。

5.2 部分大型船舶固定运营航道可适当降低代表船型吨级

目前大吨级船舶通行支线航道的现象普遍，建议

部分营运船舶（远超航道规划等级对应船型）相对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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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分析与防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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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邮轮呼吸道传染病和消化道传染病暴发的风险，分别从船上人员、环境条件、行程活动、诊疗条件等方面

开展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的因素分析，提出了加强疫情防控相关培训，提高邮轮防控能力，加强邮轮疫情传播机理研究，

针对性优化改进船舶结构设备，加强邮轮诊疗设备，提高病患快速甄别能力，以及加强船港合作，建立疫情防控国际合

作机制等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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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钻石公主”

号、“至尊公主”号、“威斯特丹”号等多艘大型邮轮

上也接连发生了不同程度、范围的病毒感染事件 [1-3]，

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被高度关注。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

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疾病。病原体中大部

分是微生物，小部分为寄生虫。传染病暴发是指在局限

的区域范围和短时间内突然发生许多同类传染病例的现

象。 大型邮轮载客数量多，人员密度大，流动性强，

一旦暴发传染病，不仅危害大量船上人员的生命健康，

也会对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甚至造成地

区社会秩序紊乱。因此开展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分析及

对策研究，对降低邮轮运营风险，保障人命安全，促进

邮轮产业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1 邮轮易发的传染病

可在邮轮上暴发的传染病基本分为呼吸道传染病

和消化道传染病两种类型。

的航道，可适当降低通航代表船型标准，配套针对超限

船舶的相关管理规定，如“一船一议”等事前管控手段

来实现区段航道的安全运营。

5.3 现状不通航航道可适当提高通航代表船型吨级

考虑部分现状不通航航道未来沿线码头企业发展、

水路货运需求提升，带来一定的船舶流量，部分现状不

通航的低等级航道可适当提高代表船型吨级，以后航道

复航可再按照现阶段提出的标准分期实施桥梁防撞设

施。

6 结语

江苏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区段通航代表船型

确定方法研究对于其他航道通航代表船型的确定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有助于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自查及评估

工作的开展，同时对以后新建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及抗撞

设防船型的确定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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