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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通航信息化现状分析及展望
孙辉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湖北 宜昌 44300）

摘　要：信息化是三峡通航管理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为保障枢纽通航安全、畅通、有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中重点梳理

了三峡通航信息化的建设现状，并结合现有运行管理实际进行了分析，对未来信息化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为三峡通航

信息化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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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通航信息化已基本涵盖安全监管、通航调度、

船闸运行等主要业务。通过信息化的引领和支撑，有力

地推动了三峡通航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的优化，通航效

率、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1 现状分析

三峡枢纽河段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三峡

通航是长江航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长江经济带

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功能。为落实三峡通航

“五四三”发展战略，打造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智能

通航，三峡通航从安全管理和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出发，

逐步推进三峡通航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信息技术在三峡通

航安全监管、通航调度、信息服务等方面得到全面深入

的应用，三峡通航核心要素基本实现数字化，基础网络

基本实现全覆盖，通航主要业务基本得到信息化技术的

有效支撑，智慧通航的信息支撑得以强化，数据中心信

息平台建设得以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应用得以全面深

化，信息化体制机制建设得以完善。三峡通航信息化在

提高安全监管、通航管理和通航服务水平，促进三峡通

航向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三峡通航信

息化需要在基于业务场景的数据资源深度整合及大数据

分析应用程度方面进行进一步加强。

2 船舶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随着航运业的不断发展，船舶管理信息技术也越

来越多地得到应用。VTS( 船舶交通服务系统 ) 在船舶港

口管理、内河交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依靠

雷达、AIS、甚高频来进行船岸信息交互，也是目前内

河船舶所广泛使用的交互方式；船讯网等网站借助岸基

AIS、卫星 AIS 和海事卫星等手段获取全球范围内船舶

实时信息，并在互联网上实时显示；新型的长江电子航

道图，能实时提供船舶航行相关的水深、虚拟航标、航

线设计、安全预警等多种功能，保障了船舶的航行安全；

远洋船舶通过建立船舶局域网络，能够实现办公自动化，

而且使信息的交流更加便利，船舶经营管理也可以实现

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三峡通航将船舶管理相关信息技术进行深度开发

和应用，目前三峡通航实现了船舶监管、航运调度、船

舶过闸远程申报等业务的信息化服务。实现了对船舶的

高效率组织、远距离服务和全辖区监控，将三峡辖区内

通航管理的可视化和数字化水平大大提升了一个档次，

船舶指泊准确率大大提高，船舶调度得到很大优化，远

程申报船舶数量增多，船舶监管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另外，在提高通航效率和保障航行安全方面的效益也十

分显著，不仅保障了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和辖区水域

船舶航行安全，提高两坝通航效率，支持和保障了分道

通航制实施，而且保护了三峡河段水域环境，提高了通

航管理水平，逐渐成为展示内河航运管理的“窗口”。

3 信息化发展方向探讨

随着国家经济及长江航运的发展，通航管理要素

及各类业务数据量会大幅增加，管理流程可能会进行适

应性调整，配套基础设施需求将随之发生变化。同时，

随着移动互联、物联网（IOT）、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不断发展，经济社会和交通运输行业对通航管理的要求

不断提高，这将对三峡通航信息化基础条件和智能化应

用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通信信息网络建设在遵从三峡通航信息化总体框

架的基础上，可充分利用三峡河段现有网络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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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通信信息网络和业务应用进行延伸，覆盖所有新

增工作站点和重点水域，并对现有网络及应用的处理能

力进行适当扩容，从而提供统一的网络运行平台，以满

足三峡通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要求。

广泛应用物联网、5G、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智慧船闸”。将先

进的智能监控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传感器技术

等有效地集成应用于整个船闸通航管理服务中，建立起

一个在三峡通航调度组织管理全流程中发挥综合作用的

安全、准确、实时、高效的管理应用体系，实现智慧船

舶监管、智慧过闸调度、智慧船闸运行、智慧公众服务、

智慧数据分析、智慧综合保障，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

业务流程的优化，服务能力的增强，船闸通航管理综合

效能明显提升。

4 信息化建设展望

4.1 业务系统

完善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智能化感知体系。全

方位采集航道及通航基础设施、通航环境、维护资源、

航道生态环境等通航要素，完善新增航段、重点水域以

及桥梁、船闸等重要节点的感知网络，实现对航道及通

航基础设施运行状态、航道通过能力演化态势等持续跟

踪，满足对各通航要素的全过程的数字化感知和动态监

测。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数据融合等技术，建设一套

智能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提升业务协同和智能化应用水

平，基于数据资源深度整合部门间、区域间、环节间的

业务协同，跨单位、跨区域、跨运输方式融合发展，实

现集船舶过闸申报、到锚、过闸等全过程计划编制和指

挥调度于一体、自学习、自适应的全智能化通航调度，

满足通航调度、申报系统、锚泊管理、海设备设施在线

监测等业务管理的需要，实现通航调度的全水域覆盖、

全节点统筹、全流程动态掌控。

对三峡通航服务的范围和服务方式进行扩展和提

升。依托 5G/6G 及大数据等技术，为船方提供更加丰富、

完整、实时、多维立体可视化的信息服务和助航服务。

4.2 基础网络

在现有信息网络的基础上，主要是在各新增站点配

置光传输和网络交换等设备，以光纤环网方式接入至三

峡通航现有主干网络，完成新建区域的通信、信息网络

全覆盖，实现语音、数据、视频等业务的安全、可靠、

高速传输，满足各业务系统运行基础的需求。

4.3 配套设施

（1）机房及其配套设施。主要是对做好新增外围

站点的环境建设工作，按照国家标准建设通信机房及其

配套设施，确保通信信息设备的运行环境。

（2）计算及存储资源。根据新增业务的需求，增

加相应的后台处理资源，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配套增加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存储备份等，满

足使用需求。

4.4 仿真技术应用

综合使用水上交通工程、应用数学以及计算机仿真

技术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构建三峡 - 葛洲坝枢纽交通流

特征模型和高精度仿真平台，对航行规则、航路航法及

交通指挥方案等进行模拟验证。针对三峡河段船舶交通

流存在时空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统计

学习理论研究船舶交通流在不同航段和不同时间下的分

布规律，采用可视分析技术直观研究船舶交通流在不同

航段的结构特征和时空差异；研究不同通航环境下船舶

交通流时空特征与过坝船舶排队行为特征，为航路规划

及航行调度优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针对不同交通组

织方案和配套设施建设方案情况下的船舶积压和交通流

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提出合理的交通组织建议，论证调

度优化及配套设施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