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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港航道外侧交汇水域风险及管控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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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津港高沙岭港区航道建成后，大港航道外侧与大沽沙航道、高沙岭航道存在交汇水域，随着各港区的不断发展，

船舶交通流密度随之上升，交汇水域交通流尤为复杂，通航安全潜在风险较大。本文基于交汇水域交通流特征，分析交

汇水域存在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为不同港区航道未来规划及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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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沙岭港区正在开展 5 万吨级航道建设，高

沙岭港航道建成后，与大港港区 10 万吨级航道及大沽

沙 10 万吨级航道外侧存在交汇水域（见图 1），随着

临港港区、高沙岭港区及大港港区的不断发展，船舶通

航密度也将随之上升，对大港航道外侧交汇水域风险管

控措施研究也就势在必行。

交汇水域北侧与天津港十万吨级锚地和 LNG 应急

锚地（NO1 临时锚地）相邻，交汇区东南和西南侧分别

与天津港 8# 临时锚地和 7# 临时锚地相邻，交汇区西侧

为天津港 6# 锚地。

从交汇水域进出各港区船舶通常经由曹妃甸水域

船舶定线制或长山水道－天津港方向习惯航路（拟建定

线制）进出港 [1]。

图 1   高沙岭港区航道外侧交汇水域示意图

1 交汇水域附近交通流特征分布

交汇水域东侧与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

通航制和长山水道－天津港习惯航路（规划滨海西部水

域新增船舶定线制第一分道通航制）相邻，西侧与大沽

口港区、高沙岭港区和大港港区航道（或其延长线）入

口处水域相接，如图 2 所示，交汇水域主要有以下几个

主要方向的交通流：

（1）大沽沙航道入口至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

二分道通航制西端的大沽口港区进出港交通流；

（2）大沽沙航道入口至规划渤海西部水域新增船

舶定线制第一分道通航制西端的大沽口港区进出港交通

流；

（3）大港航道入口至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

分道通航制西端的大港港区进出港交通流；

（4）大港航道入口至规划渤海西部水域新增船舶

定线制第一分道通航制西端的大港港区进出港交通流；

（5）规划渤海西部水域新增船舶定线制第一分道

通航制西端至天津新港主航道入口方向的天津新港进出

港交通流；

（6）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西端

至天津港 3# 锚地的锚泊船进港航路；

（7）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西端

分别经由天津港 3# 锚地南北两侧至天津港 1#、2# 锚地

的锚泊船进港航路；

（8）规划渤海西部水域新增船舶定线制第一分道

通航制西端分别经由天津港 3# 锚地南北两侧至天津港

1#、2# 锚地的锚泊船进港航路；

（9）天津港 8# 锚地东北部水域至大沽沙航道和

大港航道入口处方向的大沽口港区和大港港区进出港交

通流；

（10）天津港 8# 锚地东北部水域至天津港 7# 方

向的锚泊船进港航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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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汇水域主要交通流示意图

2 交汇水域风险分析

2.1 与锚地影响风险分析

如图 3 所示，天津港现有 NO.1 LNG 临时锚地位于

大沽沙航道和大港航道入口与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

二分道通航制西端的船舶直线进出港航路内，进出港需

要转向绕航方可避开该锚地，经由锚地东侧水域或与

3# 十万吨级锚地之间的水域通过该锚地。

船舶进港航路抽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现有通航

环境下，大沽沙港区和大港港区经由曹妃甸水域船舶定

线制进港的船舶中，分别有 7.4% 和 21.4% 的船舶穿越

NO.1 LNG 临时锚地进港，进出港船舶与锚泊船之间相

互影响，潜在通航安全风险较大。

图 3  交汇区进出港航路与现有锚地关系图

2.2 船舶定线制方向进出港交通流组织风险

（1）经由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

相应通航分道进出大沽口港区、高沙岭港区及大港港区

的船舶交通流在现有 NO.1 LNG 临时锚地附近水域交叉，

随着交汇水域通航船舶密度的不断增大，进出港船舶构

成对遇局面并由于采取不协调行动等导致发生船舶碰撞

事故的潜在风险将日益增加。

（2）恶劣天气等影响期间，现有 NO.1 LNG 临时

锚地及其附近水域 15 万吨级及以上大型锚泊船众多（见

图 4），经由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相

应通航分道进出大沽口港区、高沙岭港区及大港港区的

船舶必须穿越锚泊船进出港，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通组织，

潜在通航安全风险较大。

图 4   NO.1LNG 临时锚地及附近水域锚泊船实况图

2.3 船舶登离轮组织风险

大港港区引航员登轮区设置在大港航道南侧，离

轮区设置的航道北侧，与大港港区锚地布置相匹配，符

合现有通航环境下的进港船舶习惯做法，并可有效减少

高沙岭航道与大港航道间交通流的复杂性，改善交汇水

域通航环境，但出港船舶穿越航道北侧边线离线出港，

与航海人员习惯做法不一致，存在一定的交通组织风险。

3 风险管控措施

3.1 锚地规划优化与建设

建议进一步推进并优化天津港锚地布置方案，尽

快启用天津港 5# 规划锚地，缓解天津港锚地资源紧张

的状况。优化后的 5# 规划锚地启用后，在该锚地东侧

增设一个 LNG 船舶临时应急锚位。

3.2 交汇水域定线制设置

航道外侧交汇水域实施船舶定线制，以便有效分

隔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方向进出大沽

口港区、高沙岭港区和大港港区的交通流；组织自曹妃

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西行通航分道驶往大

沽口港区、高沙岭港区和大港港区的船舶安全通过天津

港附近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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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消融，东北航道商业性通航成为未来航运发展的趋势，提高海冰实时 / 近实时观

测能力及预报能力是船舶安全航行东北航道的重要保障。通过获取不同国家机构关于东北航道的海冰数据，分析各机构

发布的海冰信息存在的问题，如产品数量少、预报区域受限、信息共享应用不足。建议我国增大对东北航道的研究投入，

增强与环北极国家之间的信息交互，为东北航道季节性通航常态化提供更加及时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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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举办的海洋气象科技创新战略研讨会多次

提到具有“冰上丝绸之路”美誉的北极航道分为东北航

道和西北航道，东北航道从日韩等国港口穿过白令海峡、

西伯利亚和北冰洋相邻海域，到达欧洲港口，[1] 被称为

连接亚欧的黄金水道，如图 1。由于气候原因，海洋长

期被海冰覆盖，东北航道一直没有被集中使用。随着近

年来全球气温上升，北极海冰的面积及厚度也在逐渐减

少，有利于东北航道的畅通。

据俄罗斯塔斯社数据显示，2020 年共有 3297 万吨

货物通过北极航道运输，[2] 虽然不能和作为世界航运重

要部分的苏伊士运河航道相比，但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

趋势。对于中国航运业，东北航道航程比传统航线缩减

三分之一，航时平均缩减 10 天，由于航时航程的缩减，

燃耗成本也平均减少 15% 以上。我国作为交通贸易大国，

强调合作共赢，近年来一直加强海洋的开发，通过东北

航道，中国可以与北极周边国家加强经济、政治上的合

作，实现和平、共赢的局面。[3]

3.3 交汇水域进出港船舶交通组织

（1）经由曹妃甸水域船舶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

进出大沽口港区、高沙岭港区和大港港区的船舶，使用

交汇水域船舶定线制相应的通航分道进出港。

（2）大港港区进港靠泊船舶在航道端部或航道南

侧上线进港；离泊出港船舶在航道端部或航道北侧离线

出港。

（3）天津港港区航经交汇水域驶往长山水道方向

的船舶，经由渤海西部水域新增船舶定线制第一分道通

航制东行通航分道出港。

3.4 引航员登离轮组织

（1）航经交汇水域乘潮进出大港港区及其他港区

的船舶，引航员在航道端部引航员登离轮区（点）登离轮。

（2）大港港区进港靠泊船舶，引航员在航道南侧

锚地内或引航员登轮区登轮；离泊出港船舶，引航员在

航道北侧引航员离轮区离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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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北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