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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苏段港口锚地现状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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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锚地作为港口重要的公用基础设施之一，为往来船舶提供候潮、停泊、检验检疫与过驳等服务，对沿江港口和

航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江港口锚地的建设现状和运行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了江苏省沿

江锚地在大吨级锚位数量、锚地利用率和管理协调等方面的需求，并对锚地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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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水下基础附近瞬时冲淤地形实时测绘开始之

后，即为河流某一洪水事件开始之时，终端计算机发出

指令，让步进电机带动内置圆管正传，超声换能器从起

始位置处的测点向远离水下基础的各位置处扫描，并将

采集到的瞬时冲淤地形数据无线传输给终端计算机，当

超声换能器到达远端极限处，该处与桥梁水下基础侧面

之间的水平距离为 1.5 倍水下基础宽度，即完成一次地

形扫描；让步进电机带动内置圆管反传，内置圆管带动

超声换能器向靠近水下基础方向运动，并将采集到的瞬

时冲淤地形数据无线传输给终端计算机，当到达近端极

限处（初始位置处的测点），完成又一次扫描；不断重

复上述步骤，直至洪水事件结束，瞬时冲淤地形数据自

动获取智能系统完成桥梁水下基础周围动态冲淤全过程

地形图的绘制。

2 结论
（1）研制的桥梁水下基础周围地形远程实时监测

系统结构构造简单，吊装运输方便，工程应用成本较低，

能够实现对水下基础周围地形的实时获取。

（2）提出的桥梁水下基础周围地形监测方法，操

作使用简便，能够直接进行远程操控，不再需要现场人

工操作，避免了监测工作中很多复杂的中间环节，使得

地形监测效率大幅提高，也能够通过实时获取的监测数

据，及时准确判断洪水过程中水下基础周围的冲刷险情，

为制定合理的排险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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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地是港口发展的重要保障性措施，其使用和管理

状态对船舶安全营运和港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长江

江苏段位于长江干线航道下游，是长江干线航运最繁忙、

港口发展最快、船舶运输密度最大的区段。江苏沿江港

口锚地不仅为本港船舶锚泊服务，还需要满足大量过境

船舶的锚泊需求。

1 江苏沿江锚地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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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锚地建设现状及规划

长江江苏段自苏皖交界的慈湖河口起，下至苏沪交

界的浏河口，全长 346.6km[2]。截至 2020 年，长江江苏

段共有锚地 36 处，其中包括危险品锚地 8 处，联检锚

地 2 处，一般海轮、待泊及过驳锚地 26 处（其中海轮

锚地 16 处，江轮及驳船锚地 8 处，江海轮混合锚地 2 处）。

根据《江苏省沿江港口锚地总体规划（2018 年版）》：

在 2020~2030 年间，长江江苏段规划新建锚地 11 处，

改扩建锚地 35 处，实施后共有锚地 54 处，锚地总面积

达 128.53km2，其中 5000 吨级以上锚地泊位数 360 个，

1 万吨级以上锚位 209 个，3 万吨级以上锚位 94 个，5

万吨级以上锚位 42 个，10 万吨级以上锚位 9 个，具体

情况见表 1。江苏沿江锚地初步形成以万吨级及以上规

模为主，主要分布于南京、南通、镇江、苏州等主要港

口的锚地格局 [3]。

1.2 锚地运行管理情况

1.2.1 锚地管理情况

江苏省沿江锚地按不同投资维护主体及服务对象

分为企业专用锚地和公用锚地两种。公用锚地是指由港

口管理部门或交通部门设置和维护的锚地，不仅服务于

进出本港船舶，同样服务于过境船舶。

沿江港口公用锚地作为支撑江苏省沿江港口发展

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之一，历来受省港口管理部门的高

度重视。截至 2020 年底，江苏沿江共设置公用锚地 31 处，

其中有 15 处公用锚地统一纳入江苏沿江港口锚泊调度

中心信息化系统。

1.2.2 锚地利用情况

近年来，在运输结构调整政策的引导及长江南京

以下 12.5m 深水航道工程的推动下，船舶大型化的趋势

显著，锚泊需求也进一步增长，锚地总体上处于超负

荷运转的状态。以 2020 年为例，当年纳入沿江锚地省

级统筹调度系统的 15 处公用锚地的年利用率平均可达

113.1%，其中，锚地利用率超过 100% 的区域有 4 个，

南通的锚地利用率最高，达到了 246.3%。15 处公用锚

地 2020 年度锚泊申报数 53429 艘次，核准数 36733 艘次，

申报核准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申报核准率张家港最

高，常州港相对较低。具体锚地利用情况详见表 2。

另外，根据《江苏省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运输

走廊规划（2018-2035）》要求，至 2035 年，江苏将形

成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过江通道系统，而根据现行《内

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的规定，过江通道两

侧一定范围内不得建设锚地，锚地资源紧缺的现状将更

加突出。

2 江苏沿江锚地发展需求

2.1 对于大吨级锚位的需求

根据对江苏沿江锚地建设、运营现状的调研分析，

在运输结构调整政策的引导以及长江南京以下 12.5m 深

水航道工程的实施推动下，进出长江南京以下港口的大

吨位船总艘次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随着沿江经济的高速

发展，江苏各港区规模不断扩大，港口吞吐量呈增长趋

势，船舶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会继续保持，船舶锚泊需求

也将持续增长。而江苏沿江港口锚地大吨级锚位相对匮

乏，这将会制约港口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会影响港口生

产和航道通航安全。因此，需要新建或改扩建部分锚地

以满足港口发展以及船舶大型化的需要。

表 1 长江江苏段沿江锚地规划信息汇总表

表 2 锚地利用情况

2.2 对于提高锚地利用率的需求

随着沿江经济的不断发展，江苏省政府在《江苏省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运输走廊规划（2018-2035）》

中提出，江苏省将加快长江过江通道的建设。据统计，

已建、在建及规划建设的过江通道共计 45 座，其中，

即将建设的过江通道中有 8 座将与沿江港口锚地位置发

生冲突。江苏沿江的梅中锚地、梅子洲锚地、上元门锚

地、栖霞危险品待泊锚地、仪征危险品锚地、江阴锚地、

张家港危险品锚地、张家港海轮锚地、南通联检锚地等

受到影响需要进行调整，这将导致江苏沿江港口锚地的

锚泊能力进一步降低，从而导致江苏段锚地资源紧缺加

剧。因此，为了适应船舶大型化趋势、满足持续增长的

锚泊需求，并保障现有锚地的锚泊条件，亟待提高锚地

的空间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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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于合理协调锚地与通航安全关系的需求

沿江锚地的选址受到河势变化、航道调整、港口建

设的影响，锚地应选在河势稳定、冲淤变化较小、天然

水深适宜、水域开阔且靠近港口的具有良好定位条件的

水域。目前沿江部分锚地的选址由于河床淤积、航道调

整等因素，不仅使锚地水域受到限制，还影响通航安全，

增加锚地维护的难度。因此，需要加强锚地建设位置的

河床演变监测，合理协调锚地建设与通航安全之间的关

系。

3 江苏沿江锚地发展建议

3.1 合理利用锚地资源，提高锚地利用率

随着沿江经济的不断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加大了对沿江锚地资源的需求；同

时越来越多的过江通道、航道整治、港口建设等工程与

锚地水域之间存在空间利用上的冲突，长江江苏段各港

口锚地资源紧缺的现状日益显著。锚地拥挤不仅不适于

港口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停泊船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因此，有必要依据江苏省长江流域港口布局及沿江港区

发展的需求，结合有限的水域资源，给予锚地规划以高

度重视，对锚地资源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规划，做到总体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使有限的锚地资源得到最大限度

地利用，以满足各港口发展的需求，提高锚地水域的空

间利用率。

3.2 加强锚地资源管理，做好锚地管理维护

目前，我国港口锚地设置的实践表明，在不同的港

口航道布置和不同的自然条件下，锚地的布置也存在较

大差异，锚地资源的布置及管理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
[4]。作为港口辅助性基础设施，锚地建设管理维护制度

存在较多空白。近年来长江只有少数港口（如苏州）专

门出台了锚地管理办法，但涉及到锚地建设、维护方面

的规定不够细化，可操作性有待提升 [5]。锚地在建成投

入使用后需要进行定期的水深检测、疏浚等维护工作，

以保证其正常使用状态。因此，需要加强锚地建成后的

后期管理维护，以保证锚地的合理利用。

3.3 重视安全，加强对危险品锚地的管理

 在长江江苏段流域中，油船等危险品船舶占有一

定的比例。虽然江苏沿江港口设置有危险品船舶专用锚

位，但在实际使用中，危险品船舶专用锚位的数量无法

满足危险品船舶对于锚位的需求，目前对于危险品锚地

的管理仍有不足之处。为提高长江江苏段流域船舶的锚

泊和航行安全，建议重视对危险品船舶专用锚地的管

理，合理协调危险品锚地与其他锚地及相关水运工程的

关系。

3.4 加强运营管理，提升锚地申报核准率

江苏省沿江锚地根据不同的主体及服务对象，不同

锚地之间的维护管理不同。这会导致锚地的管理水平参

差不齐，不利于港口锚地资源的统一规划。建议在江苏

省沿江港口锚地管理方面重视锚地资源的整合，根据各

地市的发展规划及长江流域其他工程进展来安排锚地的

分期维护与管理，满足各港口到港船舶和过境船舶的锚

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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