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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中小型港口“智慧港口”发展需求及

建设方案研究
杨凯，邓志鹏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410000）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内河中小型港口为提升生产作业效率，保障港口运营安全，加

强港区经营管理，普遍具有智慧化港口建设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内河中小型港口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智慧港口建设需求和

目标，从数字化业务应用系统、智慧化辅助决策平台两个层级，给出智慧港口规划和建设的方案和建议，以期对中小型

港口智慧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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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港口”又称为智能港口、智慧型港口，是在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围绕提升港口技术

水平、增强港口竞争力、促进港口可持续发展等核心问

题，综合利用物联网、传感网、云计算、决策分析等智

能化技术手段，对港口建设、生产、运营、管理的各个

环节做出智慧响应，形成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

代港口。

由于智慧港口发展初期建设技术难度大，且需要投

入巨额资金，之前都是大型综合港口开展相关的建设探

索。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内

河中小型港口为提升生产作业效率，保障港口运营安全，

加强港区经营管理，也普遍具有智慧化港口建设的需求。

1 总体思路

内河中小型港口的智慧港口规划和建设应以提高

港口规划建设和生产运营效率为根本目标，充分利用信

息化智能化手段，统一规划、稳步推进，推动信息技术

与港口工程建设、业务操作、综合管理工作的融合，以

信息化、智能化带动港口的科学规划、稳步建设和可持

续性发展，积极构建现代化的港口。

通过对内河中小型港口整体建设规划及发展思路

的研究，并参考国内外港口信息化建设发展经验，本文

提出内河中小型港口应在规划建设、生产运营、综合管

理各个时期，重点针对港区陆域水域、设施设备、进出

港船舶、集卡车辆、货物等要素进行数字化、智能化两

个层级的系统规划和建设，并提出 8 个数字化管理系统

和 2 个智能型管理决策平台具体建设要点。

2 港口各发展时期智慧港口建设需求及目标

2.1 港口规划建设阶段

本阶段智慧港口建设主要以规划编制成果展示、工

程建设过程管理、建设内容技术辅助、办公及工程审批

流程制度建设为重点。

本阶段智慧港口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管理好规划成果

和工程建设过程，初步建立信息化框架和技术流程，为

全面数字化港口建设做好基础。

2.2 港口生产运营阶段

本阶段智慧港口建设主要以港口基础设施管理、港

口航道码头设施运营管理、航道维护和船舶通航管理、

仓储和物流服务等为主。

本阶段智慧港口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为港口全面、正

常、安全运行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参考，为港区船舶停

靠、仓储物流等服务功能提供信息化工作手段，实现港

口数字化管理。

2.3 港口综合管理阶段

本阶段智慧港口建设主要以港口的安全生产管理、

应急指挥调度、风险预测预警及生产成本跟踪测算、经

营数据智能分析、大数据智能分析应用、经济运行数据

智能统计报告等为主。

本阶段智慧港口建设的主要目标是集成整合港口各

应用系统的数据资源，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智能化的指

挥调度与决策，全面实现港口智能化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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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口数字化业务应用系统

        （1）港口综合信息服务系统。港口综合信息服务

系统主要用于港口建设、运营过程中的宣传招商、信息

发布、公众服务及内部办公信息化。包括门户网站、商

务网站、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工程管理系统。

（2）生产业务协同管理系统。生产业务协同管理

系统将引入现代港口业务协同管理理念，覆盖对港口集

装箱、原油、铁矿石、煤炭、液体化工品等几大业务体

系的操作流程，对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业务环节

进行整合，通过集成业务功能和信息资源，实现在业务

部门之间、不同公司之间生产业务的协同工作，提升港

口生产作业效率。

（3）空间地理信息管理系统。港口的空间范围包

括港区陆域、港口水域及港口与外界进行货物运输的公

路、铁路和航道，空间地理信息对港口空间布局和位置

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空间地理信息将以港区大比例尺地

形测绘和水深测量数据，及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

为图形基础，提供图层管理、定位查询服务等功能，它

将是设施管理、船舶管理、车辆管理、仓储物流管理的

基础底图。

（4）港口设施设备管理系统。港口设施和设备是

港口发展的重要资源，港口设施包括航道、码头、道路、

堆场等，港口设备包括岸吊、起重机、龙门吊、抓斗、

传送带等。港口设施设备的管理主要是以台账的形式记

录设施设备的技术状态信息、维护保养信息，用传感器

监测设施结构状态和设备能耗等。

（5）进出港船舶智能管理系统。在港区范围内及

上下游航道沿岸部署岸基 AIS 天线，使之覆盖整个港区

及航道，通过 AIS 船舶自动识别功能，对进出港船舶及

上下游长江航道内的行驶船舶进行监控，实现港口对船

舶的可视化监控和调度，并可统计船舶数量、分析船舶

行驶轨迹、监控船舶违章停靠。

（6）港区仓库堆场管理系统。涵盖港区仓库、堆场、

集装箱站场，具有集装箱管理、仓库查验、信息交互等

功能，实现场站内部业务管理，同时以公共物流信息平

台为依托，与各相关单位业务系统进行对接，满足场站

企业对外数据交换要求，可完善港口物流链在作业点到

仓库、堆场、集装箱场站的信息技术覆盖。

（7）港区车辆智能管理系统。应用 GPS 技术，实

现对港区集卡车辆作业的有效调度和监控，支持门点、

转码头、驳空箱、平面运输、水铁公联运等各种作业模

式，与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实现数据交换与共享，支持货

物运输状态的实时查询，可与智能闸口、电子装箱单、

电子铅封港口港区作业新模式的无缝衔接。

（8）物流信息交换发布系统。港口是供应链上的

一个重要节点，而物流正是串起供应链的线条。物流信

息的标准化及交互共享是物流建设的重要内容。港口物

流信息交换发布系统以标准化的物流信息数据交换为基

础，规范物流企业业务流程，实现数据的快速交换与信

息发布，为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供便捷、及时的物流信息

服务，并实现水路、公路、铁路联运物流信息服务。

4 港口智慧化辅助决策平台

4.1 港口安全生产与应急保障平台

采用信息化、智能化、物联网、传感器以及风险评

价等手段和方法，对港口自然环境及作业生产条件进行

监测，实现港口码头附近水域自然环境数据的实时监测、

预报和趋势分析。监测内容可包括水流速度、流量、水

位高度、能见度及港口结构状态和机械性能状态等，系

统根据常年监测数据分析演化趋势，智能地提出警告和

建议，并将安全生产监测数据形成报告。

系统集成空间地理信息、设施管理信息、船舶管理

信息、车辆管理信息、仓库堆场管理信息，在安全事件

发生时提供综合各种信息的应急处置分析结果，为现场

应急指挥、应急资源调度、应急预案响应提供数据参考。

4.2 港口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

港务数据涉及到内部管理、经营管理、资源管理、

现场管理、生产管理、设备管理等多个方面，如何将这

些数据进行模型构建和资源整合，是决定整个智慧港口

框架体系架构和稳定运行的关键任务。要完成全港务数

据的整合，需要事先对全港务数据进行资源规划，建立

统一的数据字典和关系模型，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用

以指导全港务应用系统的开发建设。

针对作业数据、经营数据、经济运行数据，及生产

经营的各个环节，建立优化模型并设计相应的优化算法。

港口作业数据仿真优化模型主要包括港口机械调试与操

控模型，经营数据仿真优化模型主要包括财务预算模型、

库存优化模型等，经济运行数据模型主要包括投资收益

模型、成本分析模型等。

港口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在智慧港口层面实

现设备控制和生产管理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整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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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水运发展现状及发展建设探讨
陈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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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口市交通四通八达，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交织成网，形成三位一体的大交通格局。周口因港而闻名，沙颍

河自古以来就是通航河道，入淮河，汇入长江。发展内河综合航运体系，促进商贸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创收是周口市

的历史机遇。以发展水运为主多式联运，增加有效运输力，联动中原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带。对周口市水运发展现状进

行梳理，对其水运特点及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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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数据自动采集、现场生产作业透明和生产经营一

体化。

5 预期效益
智慧港口建设在港口规划建设阶段，主要以保障工

程质量，加强港口形象宣传和内部企业管理为主。在港

口正式运营阶段，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将大大提升港口的

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在港口生产作业期间，一批数字

化业务系统的应用将能大大降低港口作业成本，公共物

流信息平台、商务网站等业务系统将为港口拓展更广阔

的港口腹地范围，安全生产管理和应急保障平台的运行

将大大加强港口危险源的辨识、预警，降低港口运行风

险，加强港口的安全管理，提高港口在遇到安全突发事

件时应急处置能力。

6 结语
我国智慧港口建设方兴未艾，大型综合性港口在智

慧港口规划和建设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内河中小

型港口由于自身基础和发展阶段，有开展智慧港口规划

和建设意愿和需求。本文分析了内河中小型港口在不同

发展阶段的智慧港口建设需求和目标，从数字化业务应

用系统、智慧化辅助决策平台两个层级，给出智慧港口

规划和建设的方案和建议，以期对中小型港口智慧化建

设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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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海港通航

历史悠久，是一个航运发达，商贸繁荣的内陆码头。作

为河南四大名镇之一，其曾在历代政治、军事、文化和

经济交流和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1]。据史料记载，周

口地处““燕赵楚之冲，秦晋淮泗之道”。为淮河流域

物资集散重要集散中心。由于众多因素影响，未能配建

过船设施，航道一度中断。近年来国务院推行加快《全

国内河航道和港口布局规划（2006 年－ 2020 年）》中

明确将沙颍河航道作为国家五级天然航道被列入进来，

恢复航运运营 [2]。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也给周口港带

来了发展的新生机，新的活力融合为周口市经济发展提

供了动力。随着沙颍河安徽段耿楼、阜阳段船闸陆续建

成，贯通淮河、京杭大运河、长江航道海上丝绸之路。

周口建设真正实现了“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

海”东拓西连，填补了中原交通空白，成为了中原地区

港城的具体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