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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工作背景及目的 

广东省简称“粤”，地处我国南疆，西连广西，北靠江西、湖南，东接福建，

南临南海，毗邻港澳，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

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是我国水运资源丰富、内河航运十分活跃的省份。内

河航运在促进沿江经济带形成和发展、完善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巩固香港航运中

心地位、保障广州等沿海主要港口的集疏运畅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作用。为更好地开发利用内河航运资源，交通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先后组织编制

了《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规划（要点）》（厅规划字[2005]185 号）、《广东省内

河航道总体布局规划》（交通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交规划发[2002]33

号）和《广东省航道支持保障系统规划》，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对科学指导广东省

航道工程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指导“十一五”期内河航道、港口建设工作，

广东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广东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粤府[2004]104 号），确

定了“十一五”期内河航道、港口的建设重点。2004 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落

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发展内河航运战略指导下，内河航道建设稳步推进，航道的

通航条件继续改善，基本建成了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高等级航道网，但内河

港口、运输船舶及支持保障系统发展相对滞后，内河航运的整体优势有待进一步

发挥。 

当前，广东省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促进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加强与港澳合作，扩大对

内对外开放，率先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新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及交通能力不足的

挑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完善的内河航运体系，进一步发挥内

河航运占地少、运能大、环境污染小、能耗低的优势，构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的综合交通体系，为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提供有力支撑，

增强广东省的可持续发展后劲。受广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交通厅联合委托，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会同广东省交通咨询服务中心开展《广东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

编制工作，理清新时期广东省内河航运发展的思路、目标和重点。 

规划基础年 2007 年，规划水平年 2012 年、2020 年。 



二、主要结论 

1.广东省内河航运发展条件十分优越。境内通航河流众多，有通航河流 1265

条，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11843km，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里程 793km。

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航道纵横交错，河海相连，天然成网，其上游运输腹地，经

西江航运干线可辐射到滇、桂、黔等西南地区，经北江、东江可辐射到粤北及粤

东山区，其下游可经虎门、虎跳门、横门、崖门等八大入海口门直达港澳及沿海

地区，内河航运的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2.2004 年至 2007 年间，广东省内河航道建设完成投资 12.9 亿元，实施了潭

江、陈村水道、劳龙虎水道、洪奇沥水道、北江中游等航道建设项目 27 个，全省

航道的通航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十五”期以来，随着广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航运条件的显著改善，全省内河运输稳步增长，货运量年均增长 6.5％，其中集装

箱运量年均递增9.0％，2007年内河完成货运总量、集装箱运量分别达到2.8亿t 、

661 万 TEU。与此同时，运输船舶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与 1996 年相比，全省内河

运输船舶保有量和船舶载重吨位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2.0％、12.7％，2007 年

全省内河运输船舶保有量和船舶载重吨位分别为 10339 艘，245 万净载重吨。 

3.广东省内河航运是泛珠三角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天然纽带，是广东省综合运

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东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广州、深圳

等沿海主要港口的集疏运方式之一，在全省的能源、原材料等大宗散货运输和促

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江产业带形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4.当前广东省内河航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航道等级普遍较低，部分跨河桥

梁通航净空不足和出海口门不畅，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港口建设与城

市发展的矛盾显现，有待协调；船舶技术性能有待提高，专业化运输船舶少；支

持保障系统尚需配套完善； 港口、船舶及运输市场发展滞后，制约了航运的总体

能力和服务水平。 

5.展望未来，广东省内河航运发展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区域经济的持续、

快速发展，将带动全省内河运输需求持续攀升；落实科学发展观，缓解全省经济

社会高速发展所面临的土地、环境和交通压力，要求充分利用省内丰富的内河航

运资源；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内河航运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中央到

地方各级政府都越来越重视内河航运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广

东省内河航运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程任务重，筹资难度大，



建设周期长，而且还受其自身的运输速度慢、受河流的自然分布制约、有效运输

范围较小等局限性的挑战。 

6.预测广东省内河货运量将持续增长，2012 年、2020 年全省内河货运量分别

达到 3.5 亿 t、4.2 亿 t，内河货物周转量分别为 314.7 亿 tkm 和 410.4 亿 tkm；

内河集装箱运量分别为 900 万 TEU、1150 万 TEU。2012 年、2020 年全省内河港口

吞吐量分别为 3.3 亿 t、4.1 亿 t，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 535 万 TEU、821 万

TEU。因陆路交通发展和对水运的分流，全省内河客运将继续呈现缓慢下跌的态势，

由 2005 年的 1271 万人次下降到 2012 年 1190 万人次和 2020 年的 1050 万人次。 

7.广东省内河航运发展总体目标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合理开发利用

航运资源、加快提高内河航运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为宗旨，到 2020 年，全面建成西

江干流及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以及北江、东江、韩江干

线航道和相配套的航道支持保障系统，基本实现内河航道管理现代化；全省运输

船舶实现标准化、大型化；整合港口资源，建设一批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化港

区，形成现代化的内河集装箱、大宗货物运输系统。建立起以西江、北江、东江

和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为核心，以粤东韩江和榕江、粤西的鉴江和漠阳江、

珠江水系的泥湾门鸡啼门水道、东莞水道、倒运海水道等航道为基础的、与区域

经济社会和综合运输发展需要相协调，能力充分、组织协调、运行高效、服务优

质、管理科学的全省内河航运体系，为广东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和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优质的内河运输服务。 

8.广东省内河航道布局规划方案是：形成以西江干线和珠江三角洲“三纵三

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为核心，以沟通粤北、粤东的北江干流、东江干流、韩江

（含汀江）、梅江和榕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泥湾门鸡啼门水道、鸡鸦水道、东莞水

道、顺德支流、倒运海水道、下横沥（含枕箱水道和龙穴南水道）、甘竹溪等 12

条地区重要航道为依托，以其他航道为基础的沟通西南、江海直达、辐射周边的

内河航道体系。 

 “三纵”是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白坭水道－陈村水道－洪奇沥水道、广州港

出海航道；“三横”是东平水道、潭江－劳龙虎水道－莲沙容水道－东江北干流、

小榄水道－横门出海航道；“三线”是崖门水道－崖门出海航道、虎跳门水道、顺

德水道。广东内河规划高等级航道里程 1148km，地区重要航道里程 1143km。 

9.广东省内河港口的布局方案是：形成以佛山、肇庆主要港口为骨干，以江



门、中山、广州、东莞虎门、云浮、清远、韶关、惠州、河源、梅州、潮州 11 个

地区重要港口为基础的层次分明、功能完善、布局合理、与全省航道布局及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内河港口体系。 

10.分期实施意见 

2012 年前，在加快建设已开工的顺德水道、洪奇沥水道等航道工程基础上，

继续建设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和提高西江肇庆以上航道标准。适度开发粤东、

粤北山区主要航道，实施北江、东江航道整治工程，逐步提高航道通航标准；实

施连江航运工程；实施梅江、汀江航道整治工程，加强梅江已建枢纽联合调度的

协调工作，实现梅江松口以下、汀江茶阳以下五级航道畅通。加快建设支持保障

系统，对广东省航道支持保障系统进行优化与改造，建成部分海事立体监管和快

速反应系统。 

2012 年后，继续提高航道网络质量，基本建成全省范围的航道管理现代化。

继续实施榕江、韩江、磨刀门水道航道整治工程, 完善与“三纵三横三线”高等

级航道沟通的 500t 级以上的航道建设；结合水利水电枢纽建设，整治库尾段航道，

提高北江白石窑枢纽以下、东江河源以下航道等级，建成榕江航道。建成广东省

内河海事立体监管和快速反应系统。 

经匡算，全省内河航道及支持保障系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84 亿元，其中航道

项目投资 73 亿元，2012 年前投资 24 亿元；支持保障系统投资为 11 亿元，其中

2012 年前投资 7 亿元。 

 

 

  

 

 
 

 

 
 
 
 
 
 
 
 



第一章 规划原则及目标 

一、内河航运的功能定位 

内河航运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东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重要保障之一，为密切粤港澳经贸关系、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和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内河航运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流域经济的有力支撑 

广东省内河航运的发展和建设，将进一步改善沿江（河）两岸的投资环境，

吸引众多国内外资本沿江（河）两岸投资建厂，推动沿江产业带的形成和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西江、北江、东江及韩江等航道条件的改善，为其沿河两岸硫铁矿、

大理石、陶瓷土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运输支撑，为泛珠三角区域内加强经

济联系和物资交流提供了运量大、成本低的运输方式。同时，内河航运的发展与

建设，也将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政府税收和地方财政收入。 

2.综合运输的重要组成 

内河航运在广东省能源、原材料及集装箱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等

级航道网逐步建成和航运的持续发展，广东省内河航运将有效缓解陆路交通压力，

在粤港澳物资交流和广州、深圳等沿海主要港口的集疏运中发挥重要作用。 

3.水资源综合利用的主要方面 

广东众多通航河流既是内河运输繁忙的航道，也是广东省许多城市的主要饮

用水、农田灌溉的水源。在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水资源的前提下，依据沿江产业

布局和运输需求开发航运资源，能够充分发挥水资源的航运、灌溉、发电、改善

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促进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4.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广东省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

快速增长后，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承载力越发沉重，继续保持适度高速的经济

发展需要交通运输能力作支撑，铁路、公路能力趋于饱和，扩大规模需要占用土

地和增加交通污染。充分利用广东省天然的内河和沿海水运资源，发挥其运能大、

占地少、能耗低、污染轻等优势，降低能源消耗，保护自然环境，既是有效缓解

土地制约和陆路交通压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二、规划原则 

1.适应性原则 

要与广东省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与发挥珠江三角洲地区辐射和

带动作用、促进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均衡发展相适应，为广东省率先基本实现现

代化和加强粤港澳三地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内

河运输保障。 

2.层次性原则 

应根据全省的内河航运资源的禀赋情况和发展条件，分清层次、区别对待、

突出重点，致力于构筑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功能匹配的全省内河航运体系。 

3.可持续发展原则 

统筹考虑河道的自然条件、航运开发的可能性和开发价值，以满足区域经济

发展需要为基本出发点，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重效益，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内河航运与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4.协调性原则 

统筹协调内河航道、港口、船舶、支持保障系统的发展。按照水资源综合利

用的要求，研究和协调好航运发展与水利、水电等相关涉水行业发展的需求，充

分开发利用航运资源。注重与公路、铁路、沿海港口的衔接和有效沟通，致力于

构筑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广东省内河航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合理开发利用

航运资源、加快提高内河航运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为宗旨，到 2020 年，全面建成西

江干流及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以及北江、东江、韩江干

线航道和相配套的航道支持保障系统，基本实现内河航道管理现代化；全省运输

船舶实现标准化、大型化；整合港口资源，建设一批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化港

区，形成现代化的内河集装箱、大宗货物运输系统。建立起以西江、北江、东江

和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为核心，以粤东韩江和榕江、粤西的鉴江和漠阳江、

珠江水系的泥湾门鸡啼门水道、东莞水道、倒运海水道等航道为基础的、与区域

经济社会和综合运输发展需要相协调，能力充分、组织协调、运行高效、服务优

质、管理科学的全省内河航运体系，为广东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和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优质的内河运输服务。 

2.分阶段目标 

（1）2012 年广东省内河航运的发展目标是：全省内河航运业的服务能力和水

平显著提高。初步建成西江干线和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

珠江三角洲内河航运体系基本适应江海直达运输的需要；适度开发粤东、粤北山

区航道，实施北江、东江、韩江等粤北、粤东山区航道的航道整治工程，航道等

级和通过能力进一步提高。加强主要港口和地区重要港口的建设，形成较合理的

全省集装箱及煤炭、油品、矿建等大宗散货港口体系。船舶标准化进程稳步推进，

运力结构明显改善。初步形成政府宏观调控下的统一、竞争、有序的航运市场。 

（2）2020 年广东省内河航运的发展目标是：初步实现全省内河航运现代化，

内河航运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体现。全面建成西江和珠江三角

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以及北江、东江、韩江干线航道；继续建设

与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相沟通、运输需求较大的、500t 级以

上的其他航道及相配套的航道支持保障系统，航道网络更趋完善，航道管理实现

现代化；形成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匹配的全省港口体系，港口功能不断拓

展，部分港口发展成为地区性物流中心。运输船舶实现标准化、专业化。构筑起

保障有力、反应快速的水上支持保障系统。 

3.远景展望 

2020 年以后，根据社会经济和运输发展的需要，继续完善全省内河航道体系，

实现全省航道网络化；并将根据国家和全省的社会发展需求，开展粤赣运河工程、

以及东江与大亚湾出海航道沟通工程等重大战略项目的研究。全省内河航道以西

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为核心，全面完善航运支持保障系统，

提升内河港口服务功能，建成畅通高效的内河集装箱集疏运体系、大宗散货运输

体系、江海联运体系，水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章  运输船舶发展规划 

广东省内河航道推荐规划船型详见下表。  

规划船型主尺度表 

船舶主尺度(m) 
船舶种类 船舶吨级 

总长 型宽 吃水 
备注 

300t 45.0 7.3 1.3~1.8  

300t 44.5 9.2 1.3  

500t 49.0 10.0 1.8~2.0  

500t 49.9 9.8 2.5  

1000t 49.9 13.8 2.0~2.3  

干货船 

2000t 68.0 14.2 2.6~3.0  

300t 38.8 8.2 1.6~1.9  

500t 45.0 9.6 1.6~2.3  

1000t 49.9 13.2 2.8~3.2  
液货船 

2000t 69 13.8 2.6~3.8  

500t 49.0 9.8 1.6~2.6 24～42TEU 

1000t 49.9 12.8 2.2~3.6 48～96TEU 多用途集装箱船 

2000t 59.0 15.6 3.2~3.6 90～140TEU 

500t 42.0 12.0 1.9~2.2  

1000t 52.0 11.5 2.5~2.9  自卸砂船 

2000t 65.0 15.5 3.8~4.2  

300 客位 38.0 11.5 1.4 港澳航线 
客船 

500 客位 49.0 13.6 1.7 港澳航线 

海船 3000t 98.0 15.8 5.8 西江等海轮航道 

海船 5000t 112 17 7.0 榕江海轮航道 

注：本表规划船型主要参考了 2004 年作为交通部行业标准开始执行的《珠江水系船型

主尺度系列标准研究》的相关内容。 
 



第三章  航道规划 

第一节  航道布局规划 

 

一、内河航道层次划分 

广东省内河航道众多，航道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由于航道所处的地理区位、

流域内资源及开发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综合运输网发展状况不同，各航道所起

的作用不尽相同。根据各航道的自然条件、功能作用和运输发展需求，发挥不同

层次航道的作用，明确发展重点，把广东省内河航道划分为高等级航道、地区重

要航道和其他航道三个层次。 

（一）高等级航道 

高等级航道是广东省航道体系的核心和骨干，是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保障内河运输安全、通畅、高效的重要基础设施，为密切粤港澳经贸

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提高内河航运服务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广

东省高等级航道应具备以下条件： 

1.同时承担区域内短途和跨区域长距离物资运输的繁忙航道； 

2.对区域经济发展、沿江(河)产业带形成、水资源综合利用、国土开发、国

防建设等有重要作用。 

（二）地区重要航道 

地区重要航道是高等级航道向经济腹地的延伸和拓展，是广东省航道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区域运输体系具有比较重要作用。

地区重要航道应具备以下条件： 

1.以承担区域内的中短途的大宗物资运输为主； 

2.对区域经济发展、水资源综合利用、国土开发等有较大作用。 

（三）其他航道 

其他航道是指除高等级航道、地区重要航道以外的航道，多为五、六级及以

下航道，分布面较广，主要为本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是广东省内河航道体系的基

础。 

二、内河航道布局规划 

（一）布局规划方案 

在《广东省内河航道总体布局规划》确定的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



纵”指广州港出海航道、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经虎跳门水道和磨刀门、洪湾水道、

陈村－洪奇沥水道；“三横”指东平水道、莲沙容水道、劳龙虎水道及向西延伸至

潭江、小榄水道）的基础上，加密珠江西部高等级航道网，增加崖门水道、顺德

水道等 2 条；高等级航道向东延伸至珠江东部，选择白坭水道、东江北干流、崖

门出海航道、磨刀门出海航道和横门出海航道等 5 条；提高航道的通航标准和支

持保障服务水平，形成内联大西南及粤东、粤北，外延到海外的航道网。因此，

广东省内河航道的布局规划为：形成以西江干线和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

高等级航道网为核心，以沟通粤北、粤东的北江干流、东江干流、韩江（含汀江）、

梅江和榕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泥湾门鸡啼门水道、鸡鸦水道、东莞水道、顺德支

流、倒运海水道、下横沥（含枕箱水道和龙穴南水道）、甘竹溪等 12 条地区重要

航道为依托，以其他航道为基础的沟通西南、江海直达、辐射周边的内河航道体

系。其中西江肇庆以下及西江下游出海航道，广州港出海航道，小榄水道（大南

尾～横门口）及横门出海航道，崖门水道及崖门出海航道，虎跳门水道，榕江榕

华大桥以下为海轮航道。西江（界首～肇庆）、洪奇沥水道、东平水道、潭江、

劳龙虎水道、莲沙容水道、小榄水道（莺歌咀～大南尾）、顺德水道、下横沥（含

枕箱水道和龙穴南水道）为港澳航线航道。 

 “三纵”：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白坭水道－陈村水道－洪奇沥水道、广州港

出海航道； 

“三横”是东平水道、潭江－劳龙虎水道－莲沙容水道－东江北干流、小榄

水道－横门出海航道； 

“三线”是崖门水道－崖门出海航道、虎跳门水道、顺德水道。 

1.高等级航道 

根据高等级航道概念和界定条件，高等级航道由西江干线和珠江三角洲 “三

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组成，共计 17 条航道，航道里程 1148km。 

（1）西江界首至思贤滘 

西江界首至思贤滘长 205km，现状为三级航道，可通航一顶 2×1000t 级顶推

船队。西江上联资源丰富的滇、黔、桂三省、区，下通经济最活跃的珠江三角洲

及港澳，是广东省的水运大动脉，是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界首至肇庆 171km 为

二级航道，远期根据上下游航运发展需要对建设内河一级航道进行研究。肇庆至

思贤滘 34km 是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的组成部分，规划为 3000t 级海轮航道。 



（2）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 

西江下游出海航道：西江至思贤滘进入珠江三角洲水网，于百顷头分为两汊，

左汊为磨刀门、洪湾水道，右汊为虎跳门水道经崖门出海航道注入南海。思贤滘

至百顷头 89km 现为三级航道；磨刀门水道百顷头至挂定角 46km 现为三级航道，

均设有一类航标。磨刀门水道在挂定角处又可分为两支出南海，南支称为磨刀门

出海航道，从挂定角至横州 28km 现为三级航道，东支称为洪湾水道，从挂定角至

九澳 25km 现为四级航道。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纵贯珠江三角洲地区南北，是三角洲

地区航运干线，也是沟通大西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港澳地区的水运通道和西江

干线的出海航道。西江下游出海航道全线规划为 3000t 级海轮航道。百顷头以上

已按通航 3000t 级海轮标准实施了航道整治工程。 

白坭水道－陈村水道－洪奇沥水道：白坭水道—陈村水道—洪奇沥水道：白

坭水道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北部，是珠江三角洲北部地区通往广州港及珠江三角

洲水网的高等级航道。白坭水道经东平水道一段连通陈村水道，再经容桂水道一

段通洪奇沥水道出海，现为三、四级航道，沿途与东平水道、莲沙容水道、顺德

水道等交叉，是沟通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广大地区的主要通道，也是三

角洲地区通港澳的航线之一。白坭水道上段、陈村水道规划为内河三级航道，白

坭水道下段、洪奇沥水道下段规划为港澳航线三级航道，洪奇沥水道上段规划为

内河一级航道并兼顾 1000t 海轮航道。 

广州港出海航道：自广州市洲头咀客运站始，经南、北河道、沥滘水道、

狮子洋至虎门入伶仃洋，上游经东平水道与西、北江相接，东面有东江汇入，

西南是航道交错的珠江三角洲水网，水运疏运条件优越，目前，5000t 级海

轮可乘潮进出广州内港，35000t 级(浅吃水肥大型散货船)可乘潮进出黄埔

港。广州港出海航道不仅是广州港进出港航道，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通往香

港的高等级航道之一，规划黄埔至虎门为 5 万吨级海轮航道。  

东平水道：自西江、北江交汇处思贤滘至广州大尾角长 68km，再到广州全长

76km，属于西江航运干线（南宁－广州）的组成部分，现已达到内河三级航道标

准。东平水道是西江上游云、贵、桂及粤北地区通往东平水道沿岸地区及广州的

水运通道，也是东平水道沿线地区通香港及沿海地区的水运通道。考虑现有跨河

建筑物影响，东平水道规划为内河二级航道，兼顾港澳线船舶的通航，其中上段

思贤滘至紫洞口规划为内河限制性二级航道。 



潭江－劳龙虎水道－莲沙容水道－东江北干流：潭江自西向东流经恩平、开

平、公益至新会熊海口与江门水道汇合后入银洲湖，经劳龙虎水道向东沟通西江，

再经连沙容水道一段沟通小榄水道及横门水道。潭江是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恩平、

开平等地区沟通珠江三角洲水网、港澳地区的水运通道，三埠至小冈大桥 50km，

河道受潮汐影响，航道条件较好，是潭江的主要通航河段，目前可通航 1000t 级

船舶。潭江规划为港澳航线三级航道。 

劳龙虎水道是沟通潭江流域与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区间物资交流的主要

通道，也是潭江沿线通往香港的捷径通道。劳龙虎水道由劳劳溪、龙泉海、虎坑

水道的部分航段连接而成，东起虎跳门水道狗尾，西至虎坑口，全长 16km，规划

为港澳航线三级航道。 

莲沙容水道自南华到莲花山全长 89km，现为港澳航线三级航道，横贯珠江三

角洲地区水网中部，沟通广州港出海航道和西江下游出海航道，往东经莲花山水

道至广州港、经大沙水道进入狮子洋直达香港、经东莞水道及东江北干流沟通东

江流域，往西经劳龙虎水道(江门水道)可抵潭江流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内东中

西部地区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是广州港的主要集疏运航道，也是珠江三角洲地

区中西部地区及西江沿线通往香港的主要航线之一。莲沙容水道规划为内河一级

航道并兼顾 1000t 海轮航道。 

东江干流在东莞市石龙镇分为两支，北支为东江北干流，长 42km；南支为东

莞水道。东江北干流两岸经济发达，航运繁忙，是东莞、惠州、河源等市沟通广

州港、珠江三角洲等地的主要经济航道，规划为内河三级航道。 

小榄水道－横门出海航道：小榄水道自莺歌咀（接均安水道）至大南尾 30km

与鸡鸦水道汇合，至东河口又有石歧水道汇入，经中山港由横门口出海，全长 45km，

现为内河三级航道，是西江干线沟通伶仃洋的通道，是西江沿线及三角洲西部地

区通往港澳的捷径，也是中山港的出海通道。规划莺歌咀～中山港为内河一级航

道并兼顾 1000t 海轮航道，中山港至横门口 10km 为 5000t 级海轮航道。 

横门出海航道自横门口至伶仃西航道 5#、6#标止，全长 36km，上连小榄水道

与鸡鸦水道接珠江三角洲地区河网和西江，下通伶仃洋至沿海及东南亚各国航线，

是二类口岸中山港的进出港航道，也是小榄水道、洪奇沥水道至香港的出海航道,

规划为 5000t 级海轮航道。跨河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应按满足中山港发展需要来

控制，具体建设标准需根据港口发展做详细论证。 



崖门水道－崖门出海航道：崖门水道上接潭江，并与江门水道、劳龙虎水道

相通，下游与虎跳门水道汇合后经崖门出海航道出南海，自小冈大桥至崖门口，

全长 33km。崖门出海航道位于黄茅海区，北起新会崖南镇崖门与虎跳门水道交汇

处，南至荷包岛东侧出海口，全长 42km，是西江下游的重要出海口之一，也是潭

江的出海口。崖门水道－崖门出海航道本次规划为通航 10000t 级海轮航道。跨河

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应按满足江门港发展需要来控制，具体建设标准需根据港口

发展做详细论证。 

虎跳门水道：西江至百顷头分为两汊，左汊为磨刀门、洪湾水道，右汊为虎

跳门水道经崖门出海航道注入南海。目前虎跳门水道百顷头至虎跳门口 45km 为三

级航道，设一类航标，是西江主要出海口门航道之一。虎跳门水道规划为通航 3000t

级海轮航道。目前航道整治工程已完工。 

顺德水道：顺德水道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中部，北连东平水道，南接陈村水

道、莲沙容水道，在三槽口经甘竹溪与西江相通，连通性极佳，是东平水道的分

流航道，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内部南北货物交流、三角洲北部地区通往港澳的重要

通道之一，是北江、东平水道西段船舶通往三角洲南部的水运捷径。顺德水道从

紫洞口经濠滘口至火烧头，全长 50km，规划为内河三级航道。 

2.地区重要航道 

根据地区重要航道概念及界定条件，地区重要航道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泥湾

门鸡啼门水道、鸡鸦水道、东莞水道、顺德支流、倒运海水道、下横沥（含枕箱

水道和龙穴南水道）、甘竹溪等及北江干流、东江干流、韩江（含汀江）、梅江

和榕江组成，共计 12 条航道，航道里程 1134km。 

3.其他航道 

其他航道是除高等级航道、地区重要航道以外的其他通航河流，包括贺江、

连江、绥江等支流以及鉴江、漠阳江、那扶河等独立入海的中小河流。 

三、航道尺度 

广东省内河航道既要满足内河船舶航行要求，又要满足港澳航线和近洋、沿

海航线的江海直达运输要求，根据《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04）的有关规

定、规划船型及航道规划标准，确定航道尺度的参考值，具体的航道尺度应在每

条航道进行开发建设时，通过全面的论证后确定。 

海轮航道以 3000t 级海船为代表船型，船型尺度 5.8×15.8×98.0m（吃水×



船宽×船长，下同），规划 3000t 级海轮航道最小尺度为：6.0×100×650m（水

深×航宽×弯曲半径，下同），跨河建筑物通航净高不低于 24m。 

港澳航线以 1000t 级(48－96TEU)多用途集装箱船效益最佳，作为代表船型，

船型尺度（2.2～3.6）×12.8×49.9m，规划港澳航线三级航道最小尺度为：4.0

×80×480m，跨河建筑物通航净高不低于 10m。 

根据《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04），内河航道不同通航等级的通航标

准：规划一级航道最小尺度为：（3.5－4.0）×135×670m，跨河建筑物通航净高

不低于 18m；规划二级航道最小尺度为：（3.0－4.0）×75×550m，跨河建筑物

通航净高不低于 10-18m；规划三级航道最小尺度为：（2.5－3.2）×60×480m，

跨河建筑物通航净高不低于 10m；四级航道尺度为：2.0×(50～55)×330m，跨

河建筑物通航净高不低于 8m；五级航道尺度为：（1.3～1.5）×(40～45)×270m，

跨河建筑物通航净高不低于 8m。 

第二节  航道发展规划 

一、高等级航道 

（一）西江（界首—思贤滘） 

1.河流概况 

西江是珠江水系的主流，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境内乌蒙山脉的马雄山，主源

南盘江与北盘江在两江口汇合后称红水河，红水河与柳江在柳州汇流后称黔江，

黔江与郁江汇合后称浔江，浔江与桂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汇合后始称西江，

西江至界首进入广东省境内。西江由西向东流经滇、黔、桂、粤四省(区)，全长

2216km，流域面积 353120km
2
。西江至广东三水思贤滘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百

顷头分为两汊，左汊磨刀门水道为主流，在珠海市企人石注入南海；右汊虎跳门

水道经崖门出海航道（黄茅海）注入南海。 

西江在广西象州县石龙三江口以上为上游，长 1573km，河道平均比降为 0.85

‰；石龙三江口至梧州称中游，长 294km，河道平均比降为 0.09‰；梧州以下为

下游，长 347km，河道宽阔顺直，河流比降小，其中梧州至广东三水思贤滘长 218km，

自思贤滘进入珠江三角洲河网区，至磨刀门企人石注入南海，河长 129km。 

西江在梧州下游的界首进入广东省境内，界首至思贤滘长 205km，思贤滘至

磨刀门企人石河长 129km。 

西江流域属湿热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广东境内年降雨量 1800mm～2300mm，



每年 4～9月为高温多雨季节，降雨量占全年 80％，年径流量在年内的分配规律与

降雨基本一致。西江高要水文站多年平均流量 7300m
3
/s，年均径流量 2550 亿 m

3
，

多年平均含沙量 0.23kg/m
3
，多年平均输沙量 7660 万 t。 

西江流域矿产资源丰富，肇庆市花岗岩储量 70 亿 m3，水泥用石灰岩储量 30

亿 t，瓷土储量约 5 亿 t；云浮市硫铁矿储量居亚洲第一，钛铁矿储量居全省之冠，

硅线石储量居全国第二，享有“硫都”、“石都”的美誉。 

2.航道现状 

西江广东段航道现状为：界首至思贤滘 205km，全线设一类航标，现按国家

内河三级航道进行维护，其中：界首～肇庆大桥航道维护尺度为 2.5×80×500m

（航深×航宽×弯曲半径，下同），有肇庆大桥、肇庆西江大桥和德庆西江大桥

等 3座跨河桥梁，桥梁净高分别为 18m、11.51m 和 12.5m；肇庆大桥～思贤滘航道

维护尺度为 2.5×50×360m，无跨河桥梁，为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的组成部分。西江

下游出海航道（肇庆以下）整治工程于 1996 年开始实施，建设标准为通航 3000t

级海轮，截至目前，炸礁工程已结束，琴沙、海寿沙筑坝及太平沙护岸工程已竣

工，航标重新配布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 

西江水量充沛，河床稳定，通航里程长，流域内资源、物产丰富，是一条难

以多得的黄金水道，有很大的开发价值。根据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西江的开

发任务为：发展航运，开发水电，满足防洪、排涝、灌溉等要求，保护水资源。

西江广东段河道平缓，河面宽阔，落差较小，水量大，水运条件得天独厚。 

3.航道发展规划 

西江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天然河流，上游连着腹地广阔、资源丰富的云贵高原，

中段广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下游串连珠江三角洲水网联接港澳，经南中国海

直通经济活跃的东南亚国际市场。随着流域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

西江经济走廊的建设及生产力沿江布局的形成，流域内外货物交流量将不断增加，

迫切需要开展江海直达运输，以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提高企业效益，

促进沿江地区经济发展。2007 年西江（界首-思贤滘段）航道货运量为 8253 万 t，

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1.04 亿 t 和 1.37 亿 t，主要货种为矿建、煤

炭、矿石、件杂货、集装箱等。 

规划界首至肇庆大桥 17lkm 为内河二级航道，其中界首～都城 37km，还需

满足 1000t 级港澳航线船舶的通航要求，航道尺度为 3.5×80×550m；都城～



肇庆 134km，还需满足 2000t 级多用途集装箱船的通航要求，航道尺度为 4.0

×80×550m，主要工程措施：筑坝、炸礁、疏浚、护岸等。肇庆大桥至思贤滘 34km

为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的组成部分，规划为 3000t 级海轮航道，航道尺度为 6.0×100

×650m，主要工程措施：以疏浚为主，结合必要的整治建筑物，炸除碍航礁石，

改善急弯，增加弯曲半径，加强护岸等。远期根据上下游航运发展需要，对界首

至肇庆大桥段航道建设内河一级航道进行研究。 

（二）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 

1.河流概况 

珠江三角洲为复合型三角洲，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等下游冲积平原及河

口三角洲复合而成，包括：思贤滘以下的西、北江三角洲，石龙以下的东江三角

洲，以及直接注入三角洲的白坭水、潭江、增江、高明河等 10 多条中小河流流经

地区，还包括香港的九龙半岛和澳门地区，集水总面积 26820km
2
，占全省总面积

的 14.1％。珠江三角洲水道纵横交错，河流密布，其中，西、北江水道互相贯通，

形成西北江三角洲，流域面积 8370km
2
，占珠江三角洲河网区面积的 85.8％，主要

水道近百条，总长约 1600km，河网密度为 0.81km/km
2
；东江三角洲基本自成一体，

流域面积 1380km
2
，主要水道 5 条，总长 138km，河网密度为 0.88km/km

2
。珠江三

角洲河网基本以纵向大汊河为主干，横向小支汊为支流的网状结构，主干河流较

宽且顺直，而支流相对较窄、弯曲。 

珠江三角洲具有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特点，同时具有海洋性气候特征，

夏季多台风。平均年降雨量 1000mm～2500mm，其中 5～8 月降雨量占全年 60％以

上。珠江三角洲河网汇集西江、北江、东江的径流，来水总量多年平均约 3360 亿

m3，分别由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和崖门等八大

口门流入南海。水位除径流来水影响外，还受南海潮汐影响，各水道内日出现两

次高潮和低潮。 

珠江三角洲“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众多，经济发达，但自然矿产贫乏，

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严重缺乏。 

2.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高等级航道网规划 

西江下游出海航道 

（1）航道现状 

西江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至思贤滘进入珠江三角洲水网。



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纵贯珠江三角洲南北，是全省重要的水运通道，也是国家高等

级航道的组成部分，是沟通大西南和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的水运通道。 

西江至百顷头分为两汊，左汊为磨刀门、洪湾水道，右汊为虎跳门水道经崖

门出海航道注入南海。其中思贤滘至百顷头 89km 为三级航道，航道维护尺度为 2.5

×80×360m（航深×航宽×弯曲半径，下同）；磨刀门水道百顷头至挂定角 46km

为三级航道，航道维护尺度为 2.5×50×360m，均设有一类航标。磨刀门水道在挂

定角处又可分为两支出南海，南支称为磨刀门出海航道，从挂定角至横州 28km 为

三级航道，航道维护尺度为 2.5×50×360m；东支称为洪湾水道，从挂定角至九澳

25km 为四级航道，航道维护尺度为 2.0×50×360m。 

西江思贤滘至百顷头现有跨河桥梁 6座，通航净高均不小于 22m，虎跳门水道

有跨河桥梁 1座，磨刀门水道各有跨河桥梁 2座，通航净高均不小于 22m。 

（2）航道发展规划 

西江水量充沛，河床稳定，通航里程长，流域面积广，资源、物产丰富，是

一条难以多得的黄金水道，有很大的开发价值。西江是西南地区同广东省物资交

流的水运通道，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西南内陆辐射的天然纽带；是广东西翼与珠

江三角洲经济区之间联系的最重要水上通道，也是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同珠江三

角洲其他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肇庆市、云浮市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

西江流域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货物运输将有较大增长。2007 年西江下游经

虎跳门出海航道货运量为 9823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1.17 亿

t 和 1.58 亿 t。2007 年磨刀门水道货运量为 839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

量分别为 1050 万 t 和 1400 万 t。 

规划思贤滘至百顷头 89km 为 3000t 级海轮航道，航道规划尺度为 6.0×100

×650m。思贤滘经百顷头至虎跳门主要工程措施为：炸礁、疏浚、护岸、筑坝以

及裁弯取直等，航道治理工程正在实施。磨刀门水道百顷头至挂定角 46km、磨刀

门出海航道挂定角至横州28km规划标准为通航3000t级海轮航道，航道尺度为6.0

×100×650m；挂定角至九澳 25km 规划标准为通航 3000t 级海轮航道，航道尺度

为 6.0×100×650m；主要工程措施为疏浚、炸礁、护岸和航道支持保障系统

建设等。 

白坭水道－陈村水道－洪奇沥水道 

（1）航道现状 



白坭水道：白坭水道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是珠江三角洲北部地区通往广州

港及珠江三角洲水网的水运通道。陈村－洪奇沥水道是陈村水道经容桂水道一段

由洪奇沥水道出海，沿途与东平水道、莲沙容水道、顺德水道等交叉，是沟通广

州与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广大地区的重要水运通道，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通港澳的

航线之一，是南沙港的主要集疏运通道之一。 

白坭水道发源于清远市坑尾，流经清远市、佛山市、广州市，全长 71km，其

中白坭圩以上河段河面狭窄，流量很小，不具备通航条件。白坭圩以下河段航道

维护尺度：渡槽桥至巴江桥 17km 为五级航道，航道尺度为 2.0×35×275m，巴江

桥至珠江大桥东桥 27km 为四级航道，航道尺度为 2.5×50×330m。白坭水道有跨

河桥梁 9座，其中 2座桥梁净高 10m 外，其余桥梁净高均小于 10m。 

陈村水道：陈村水道自东平水道三山口至顺德水道濠滘口，全长 22km，为四

级航道标准，维护尺度为 2.0×50×330m，其中韦冲段为限制性航道，长 0.6km，

维护水深 2.5m，维护航宽 40m。有跨河桥梁一座，通航净高为 9.84m。 

洪奇沥水道：洪奇沥水道自板沙尾至洪奇门全长 41km，上段板沙尾至北围头

16km 为三级，航道维护尺度为 2.5×50×360m，设一类航标；下段北围头至洪奇

门 25km 为四级，航道维护尺度为 2.0×40×300m，设重点标，有跨河桥梁 4 座，

通航净高均大于 10m。 

（2）航道发展规划 

白坭水道：是珠江三角洲北部地区煤炭、矿石等大宗散货运输的主要通道，近

年来，随着沿岸地区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件杂货和集装箱运输发展

较快。2007 年货运量为 1218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1600 万 t

和 2200 万 t。白坭水道规划为内河三级航道，主要工程措施为航道拓宽、疏浚、

护岸、桥梁改造和支持保障系统建设。根据白泥水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

航道弯曲半径专题论证结果，275m 弯曲半径可以满足内河 1000t 级机动船航行要

求。 

陈村水道：北连东平水道，南接莲沙容水道，是广州市与珠江三角洲中西部

地区物资交流的水运通道。2007 年货运量为 914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

量分别为 1100 万 t 和 1500 万 t。陈村水道规划为内河三级航道，航道尺度为

3.2×60×330m，陈村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已竣工。 

洪奇沥水道：上接莲沙容水道，可至珠江三角洲水网及西江沿线地区；下接横



门出海航道和伶仃洋可达南沙和港澳，是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地区和西江沿线同南

沙港区及港澳地区物资运输的重要水道之一。2007年货运量为1485万t，预测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1800 万 t 和 2600 万 t。洪奇沥水道下段北围头至洪奇

门规划为港澳航线三级航道，规划航道尺度为 4.0×80×480m，主要工程措施为疏

浚、护岸和支持保障系统建设；洪奇沥上段（板沙尾至北围头 16km）和下横沥规

划为内河一级航道，兼顾 1000t 级海轮通航，枕箱水道规划为内河一级航道，兼

顾 1000t 级海轮通航，龙穴南水道规划为内河一级航道，兼顾 3000t 级海轮通航。 

广州港出海航道 

（1）航道现状 

广州港出海航道自广州市洲头咀客运站始，经南、北河道、沥滘水道、狮子

洋至虎门入伶仃洋，上游经东平水道与西、北江相接，东面有东江汇入，西南是

航道交错的三角洲水网。广州港出海航道不仅是广州港进出港航道，也是珠江三

角洲地区通往香港的重要水运通道之一。 

广州港出海航道西起广州白鹅潭，转东南流经前后航道交汇于黄埔，在狮子

洋与东江汇流至虎门沙角出伶仃洋注入南海。前航道长 20km，平均河宽约 400m，

可通航 1000t 级船舶；后航道长 28km，平均河宽 500m，可通航 3000t 级船舶；黄

埔以下长 52km，河宽 2000～2800m，目前航道维护水深为－11.5m，虎门外伶仃洋

航道维护水深已达－13m，35000t 级船舶可全天候进出黄埔港，装载 4000TEU 以上

的第五、六代船舶可乘潮进出港口。 

（2）航道发展规划 

广州港出海航道 2007 年货运量为 2.54 亿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

别为 3.07 亿 t 和 5.05 亿 t。为适应广州港的发展需要，需对该航道进行全面整治。 

2004 年国家发改委已同意广州港出海航道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广州港出海

航道二期工程完成后，航道水深可达-13m，5 万吨级船舶全天候进出黄埔港。广州

港出海航道三期工程拟浚深虎门外航道至-16m，规划黄埔至虎门为 5 万 t 级海轮

航道，虎门外为 10 万 t 级海轮航道，主要工程措施为疏浚碍航浅滩、炸除暗礁等。 

东平水道 

（1）航道现状 

东平水道自西江、北江交汇处思贤滘西口至广州大尾角长 68km，再进入广州

全长 76km，是西江航运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平水道是连接西江、北江和狮子



洋之间的主干航道，是西江上游滇、黔、桂及粤北地区通往东平水道沿岸地区及

广州的水运通道，也是东平水道沿线地区通香港及沿海地区的水运通道。 

目前东平水道全线已达内河三级航道标准，可通行一顶二艘 1000t 级驳船队，

航道维护尺度为：2.5×（50～60）×400m。10 年来由于水文条件和人为挖沙的影

响，河床下切，除了紫洞口河段、登洲头河段局部水深 3.5m、14 处礁石水深 2.5m

外，其余航段水深均达 4.0m 以上。东平水道有跨河桥梁 11 座，除旧澜石大桥和

旧五斗大桥桥梁净高为 9.6m 外，其余桥梁通航净高均为 10m 以上。近年来，随着

进入东平水道港澳航线船舶的增多（2000 年超过 5000 艘），部分桥梁净空及局部

礁石水深已不能满足通航要求，成为大型船舶进入东平水道的主要障碍。 

（2）航道发展规划 

东平水道流经广州市及佛山市，是广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平水道

是珠江三角洲与西江沿线及北江地区物资交流的运输通道之一，是沿岸地区物资

进出最主要的水上通道，是广州港水上集疏运的主要通道之一。2007 年东平水道

货运量为 6905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8400 万 t 和 11000 万 t。 

考虑现有跨河建筑物影响，东平水道上段思贤滘至紫洞口 42km 规划为内河

限制性二级航道，下段紫洞口至广州 34km 规划为内河二级航道并兼顾港澳航线，

航道尺度为 4.0×（60～80）×480m。主要工程措施：炸礁、护岸、疏浚和航道支

持保障设施建设等。 

潭江－劳龙虎－莲沙容水道－东江北干流 

（1）航道现状 

潭江：潭江自西向东流经恩平、开平、台山至新会熊海口与江门水道汇合后

入银洲湖经崖门水道出海。潭江是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地区恩平、开平等地沟通珠

江三角洲水网、港澳地区的水运通道。 

潭江自发源地至熊海口全长 222km，通航河段为 138km，其中恩城至潭江二桥

80km 建有 5 座梯级，虽均设有船闸，但由于梯级互不衔接，使通航条件恶化，目

前维护尺度：恩城至澄溪里 25km 为 0.8×10×260m，澄溪里至义兴 19km 为 1.0

×10×110m，义兴至潭江二桥 37km 为 1.0×16×190m，通航 100t 级以下船舶。 

潭江二桥至熊海口 57km，河道受潮汐影响，航道条件较好，是潭江的主要通

航河段，现维护尺度为 4.0×80×（480－600）m，设一类航标，可通航 1000t 级

船舶，该河段现有跨河桥梁 6 座，除该段上游起点的潭江二桥通航净高为 2.9m，



开平大桥通航净高为 8.0m 外，其余 3座桥梁通航净高均大于 10m。 

劳龙虎水道：劳龙虎水道是沟通潭江流域与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区间物

资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是潭江沿线通往香港的捷径通道。 

劳龙虎水道由劳劳溪、龙泉海、虎坑水道的部分航段连接而成，东起虎跳门

水道狗尾，西至虎坑口，全长 16km。目前劳龙虎水道的航道维护尺度分别为：劳

劳溪段 1.2×20×90m，龙泉海段 2.0×20×150m，八宝水道段 1.5×20×80m，虎

坑水道段 1.5×20×80m，通航 100～200t 级船舶。 

目前来往于潭江和珠江三角洲、港澳间的船舶，部分是走江门水道或直接出崖

门水道走沿海航线，部分是绕道崖门水道和虎跳门水道。劳龙虎水道将是沟通潭

江流域与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的一条运输捷径，较运输船舶出银洲

湖、经崖门、虎跳门水道进西江，缩短航道里程 40km。同时劳龙虎水道也是规划

建设中的银洲湖港口群的集疏运通道。由于江门水道穿越江门市区，该段航道狭

窄，码头密布，船舶拥挤，严重制约了航道的通过能力，而且受城市建筑物限制，

江门水道要进一步提高航道标准非常困难，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江门水道将会

变得越来越拥挤，因此，劳龙虎水道成为潭江和西江新的高等级连线航道。 

莲沙容水道：莲沙容水道横贯珠江三角洲水网中部，沟通广州港出海航道和

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是珠江三角洲腹地内东、中、西部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

是广州港主要集疏运通道之一，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及西江沿线通往香港的主要

水运通道之一。 

莲沙容水道由莲花山水道、沙湾水道、容桂水道组成，自莲花山至南华全长

87km，目前航道维护尺度为 2.5×50×360m，设一类航标，为内河三级航道。其中

莲花山水道从莲花山至八塘尾 13km，河宽一般为 500～700m，水深 3～8m，河流顺

直，约有 3km 浅段水深不到 2.5m；沙湾水道从八塘尾至火烧头 24km，河面一般宽

300～500m，水深 3～6m，没有明显弯道，全线有两处浅滩，最小水深 1.5m，另有

4处礁石碍航；容桂水道从火烧头至南华 50km，一般河宽 300～700m，水深 3～8m，

有局部礁石碍航，该水道七滘渡口至莺歌咀之间，分为左右两汊，右汊称均安水

道长 16km，左侧称西马宁水道，1989 年之前，主航道经西马宁水道，1989 年之后，

由于西马宁水道浅滩泥沙淤积严重，航道恶化，从此容桂水道主航道改走均安水

道。目前均安水道的航道维护尺度为 4.0×80×480m，西马宁水道维护尺度为 1.0

×15×90m，设一类航标。另外沙湾水道可从八塘尾沿大沙水道至大沙尾注入狮子



洋，该段水道长 5km，维护尺度 2.5×50×360m，设一类航标。莲沙容水道现有跨

河桥梁 6座，通航净高均不小于 18m。 

东江北干流：东江干流在东莞市石龙镇分为两支，北支为东江北干流，长 42km；

南支为东莞水道。东江北干流两岸经济发达，航运繁忙，是东莞、惠州、河源等

市沟通广州港、珠江三角洲等地的主要经济航道。 

东江北干流属感潮河段，河面宽 300－500m，以沙质河床为主，现状航道维护

尺度为 1.0×25×120m，为四级航道标准，设一类航标。由于人工取沙等原因，东

江北干流除东岸大桥、沙河口等处有碍航礁石、硬土外，其余航段水深均达 4m 以

上，1000t 级船舶利用潮汐条件，可以航行于该航道。东江北干流有跨河桥梁 9座，

其通航净高均小于 10m 左右。 

（2）航道发展规划 

潭江：是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煤炭、油及矿建材料等大宗货物的主要运输通

道。2007 年货运量为 850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1040 万 t 和

1450 万 t。规划潭江三埠至小冈大桥 50km 为港澳航线三级航道，航道尺度为 4.0

×80×480m。潭江航道治理工程已于 2003 年开工，工程以疏浚、护岸和航道支持

保障系统建设为主。 

劳龙虎水道：2007 年货运量为 248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劳龙虎货运量

分别为 760 万 t 和 1200 万 t。劳龙虎水道规划为港澳航线三级航道，航道尺度为

4.0×60×480m。劳龙虎水道主要特点是水深条件好，河床稳定，但河道狭窄，另

外水道中段龙泉海，六十年代建设的龙泉桥通航净高只有 3.0m，桥下附近有几处

散石坝。主要工程措施为裁弯、疏浚、护岸和支持保障系统建设、改建龙泉桥等。 

莲沙容水道：是联系珠江三角洲东、中、西的重要运输通道。2007 年莲沙容

水道货运量为 5195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6200 万 t 和 8900

万 t。莲沙容水道规划为内河一级航道，兼顾 1000 吨级海轮通航，航道尺度为 4.0

×80×580m，根据现有桥梁净空及为今后提高航道标准留有余地，桥梁净空按 18m

控制。采取疏浚、炸礁、护岸、抛筑丁坝等工程措施，提高航道标准。 

东江北干流：2007 年东江干流货运量为 3904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东

江货运量分别为 4600 万 t 和 5800 万 t。东江北干流 42km 规划为内河三级航道，

航道尺度为 3.2×60×480m，采用对浅滩炸礁、疏浚并结合抛石坝整治等措施。 

小榄水道－横门出海航道 



（1）航道现状 

小榄水道－横门出海航道：是西江沟通伶仃洋的重要通道，是西江沿线及珠

江三角洲西部地区通往港澳的捷径，也是中山港的出海通道。 

小榄水道－横门出海航道由小榄水道、横门水道和横门东水道三段组成，莺

歌咀（接均安水道）至中山港称小榄水道，中山港至横门口称横门水道，横门东

水道自横门口起至伶仃西航道 5#、6#标，横门水道和横门东水道组成横门出海

航道。小榄水道（含横门水道）：西起莺歌咀，在大南尾有鸡鸦水道汇入，至东

河口又有石歧水道汇入，经中山港至横门口入海，全长 45km，其中莺歌咀至中山

港航道维护尺度为 4.0×80×480m，中山港至横门口航道维护尺度为 2.5×50×

800m，设一类航标。小榄水道河面上窄下宽，上段莺歌咀至中山港 35km，河面宽

一般为 250～300m，最窄河段小榄镇和中段稍下的大南尾河段河面宽仅为 150～

180m；下段中山港至横门口 10km，河面宽 500～800m，水道在两岸堤围的约束下，

河道规则顺直，呈东西向，-6.0m 等深线基本贯通，对个别河段稍加疏浚，

-7.0m 等深线可到达口门。小榄水道河道顺直，水深条件较好，一般在 5～8m，

但两岸堤围标准低。小榄水道有跨河桥梁 5座，除沙口大桥通航净高为 12.19m 外，

其余桥梁通航净高均大于 18m。 

横门出海航道（横门东水道）：自横门口至伶仃西航道 5#、6#标止，全

长 36km，上连小榄水道与鸡鸦水道接珠江三角洲水网和西江，下通伶仃洋

至沿海及东南亚各国，是二类口岸中山港的进出港航道，也是小榄水道、洪

奇沥水道至香港的出海航道。小榄水道出横门口后，水面突然开阔，进入伶

仃洋。主要有三处碍航浅滩，分别位于进口(淇澳浅滩)，中部(二茅浅滩)

与横门北汊出口(烂山浅滩)，滩顶水深分别为 4.4m、5.5m 与 4.8m。目前航

道可维持 1000t 级港澳航线船通航，3000t 级船舶候大潮进出。目前横门出

海航道维护标准为：2.5×50×360m。 

（2）航道发展规划 

小榄水道：是西江沿线地区货物及旅客进出港澳及深圳市的捷径，承担了大

量的过境运输。2007 年货运量为 4668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5500 万 t 和 7650 万 t。小榄水道（莺歌咀至中山港）规划为内河一级航道，兼顾

1000t 级海轮通航，规划航道尺度为 4.0×80×480m，中山港至横门口 10km 规划

为 5000t 级海轮航道。工程措施为疏浚拓宽、裁弯切嘴、炸礁、加固堤围等，航



道整治工程 2005 年已竣工。 

横门出海航道（横门东水道）规划为 5000t 级海轮航道。目前横门出海航道已

按通航 3000t 级海轮的标准建设，航道尺度为：6.0×120×580m，采用疏浚与围

筑边滩相结合的工程措施进行整治。横门出海航道的远期通航标准以及跨河建筑

物通航净空尺度应满足中山港发展需要，具体建设标准需根据港口规划做详细论

证后确定。 

崖门水道－崖门出海航道 

（1）航道现状 

崖门水道上接潭江，并与江门水道、劳龙虎水道相通，下游与虎跳门水道汇

合后经崖门出海航道出南海，是潭江两岸通往港澳的水运通道、银洲湖港区的重

要进港航道和西江的主要出海通道之一，自小冈大桥至崖门口，全长 33km，航道

维护尺度为：2.5×100×1000m，目前，正按 5000t 级海轮航道建设，航道尺度为

7.9×90×840m。 

崖门出海航道位于黄茅海，北起新会崖南镇的崖门与虎跳门水道交汇处，南至

荷包岛东侧出海口，全长 42km，是西江下游的重要出海口之一，也是潭江的出海

口，已按通航 5000t 级海轮航道建设，航道维护尺度为 7.2×90×840m，设一类航

标。 

（2）航道发展规划 

随着崖门水道经济走廊的建设，流域内与外界的交流量不断增加，迫切需要开

展江海直达运输，以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提高企业效益。2007 年崖

门水道货运量为 726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900 万 t 和 1300

万 t。崖门水道和崖门出海航道规划为 10000t 及以上级海轮航道，主要工程措施

为疏浚、护岸和支持保障系统建设等。崖门水道和崖门出海航道的远期通航标准，

应满足江门港发展需要，具体建设标准需根据港口规划做详细论证后确定。 

考虑到已建崖门大桥及电力部门跨崖门水道 500MV 电缆均按通航 50000t 级海

轮标准建设，且《江门港总体规划》中规划崖门水道内远期将建设兼顾 50000t 级

船舶的海轮泊位，因此，为满足崖门水道内港口发展需要，崖门水道小岗大桥下

游和崖门出海航道的跨河建筑物按通航 50000t 级海轮标准控制。 

虎跳门水道 

（1）航道现状 



虎跳门水道是西江下游主要出海口门航道之一，北起百顷头，流至虎跳门口与

崖门出海航道汇流后，注入黄茅海，全长 45km，为三级航道，航道维护尺度为 2.5

×50×360m，设一类航标。 

（2）航道发展规划 

2007 年西江下游经虎跳门出海航道货运量为 9823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 11700 万 t和 15800 万 t。虎跳门水道规划百顷头至虎跳门口 45km

为 3000t 级海轮航道，航道尺度为 6.0×100×650m，主要工程措施为：炸礁、疏

浚、护岸、抛坝以及裁弯取直等。 

顺德水道 

（1）航道现状 

顺德水道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沟通东平水道与莲沙容水道，是北江、东平

水道西段船舶通往珠江三角洲南部的水运捷径，也是南沙港区主要集疏运通道和

南沙港区开发建设的资源运输通道。 

顺德水道从紫洞口至火烧头，全长 50km，其中紫洞口至三槽口 25km，目前航

道维护尺度为 2.0×30×90m；三槽口至火烧头 25km，航道维护尺度为：三槽口至

濠滘口 21km 为 1.0×30×90m，濠滘口至火烧头 4km 航道尺度为 2.5×30×300m。

顺德水道有跨河桥梁 7座，其中西樵大桥、龙江大桥净高较小，分别为 6.9m、7.5m，

其余桥梁净空均大于 8m，小于 10m。目前，顺德水道水深条件良好、河道宽阔且

较为顺直，上段河宽 500m，水深基本达到 2.5m 左右；下段河宽 600～800m 左右，

水深多在 4m 以上，最小弯曲半径 400m。 

（2）航道发展规划 

随着佛山市经济的快速发展，顺德水道航运重要性更加突出，船舶运输强度

不断增加。2007 年顺德水道货运量为 890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东江货运量

分别为 1400 万 t 和 2060 万 t。顺德水道规划紫洞口至火烧头 50km 为三级航道，

航道尺度为 4.0×80×480m。主要工程措施为疏浚、炸礁、护岸、改造桥梁和支持

保障系统建设。 

高等级航道规划等级及里程见表 5-4。 

二、部分地区重要航道 

（一）北江 

1.河流概况 



北江干流发源于江西省信丰县石碣大茅山，跨越赣、湘、桂、粤四省（区）

26 个市县。东源称为浈水，自江西信丰县进入广东；西源称武水，自湖南宜章县

进入广东。浈水与武水在广东韶关市汇流后始称北江。由北向南流经韶关、英德、

清远、三水等市（区），向西经过思贤滘与西江沟通，向南进入珠江三角洲河网

地区。 

北江干流自源头至思贤滘，全长 468km（广东境内 458km），流域面积 46710km
2

（广东境内 42930km
2
），河道平均比降 0.26‰。上游浈水长 212km，河道平均比

降 0.59‰，沿河两岸多山区丘陵；中游韶关市至清远飞来峡白庙 172km，河道平

均比降 0.082‰，两岸山丘与河谷盆地相间；下游白庙至三水河口长 84km，河道

平缓，河道平均比降 0.26‰，两岸为平原，设有防洪大堤。 

北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 1200mm～2500mm，3～7 月

降雨量占全年的 81％。清远、英德一带为暴雨中心，清远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2200mm

以上。清远水文站多年平均流量 1300m
3
/s，年均径流量 407 亿 m

3
，多年平均含沙

量 0.1kg/m
3
，多年平均输沙量 587 万 t。 

北江流域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储量 4.5 亿 t，主要分布在曲江、连县、阳山、

英德等地；铁矿储量 1.5 亿 t，硫铁矿储量 8000 多万 t，主要分布在英德。钨、

铜、铅、锌、锑、锡、黄金等稀有金属储量居全省首位，被誉为“我国有色金属

之乡”。石灰石、瓷土、大理石等非金属矿石储量也十分丰富。 

2.航道现状 

北江干流主要通航河段为韶关至三水河口 258km。北江 1965 年至 1976 年陆

续实施了航道整治工程，取得了较好效果，原有 130 多处浅滩大部分得到改善，

航道水深普遍提高到 0.8～1.1m。1997 年至 2000 年整治了清远至河口 76km 航道，

航道标准达到六级。 

北江目前各段航道维护尺度如下：韶关至连江口 124km 为 0.8×15×90m，设

一类航标，通航 50t 级船舶；连江口至北江清远大桥 58km 为 1.0×20×120m，设

一类航标，通航 100t 级船舶；北江清远大桥至三水河口 76km 为 1.0×20×120m，

通航 100t 级船舶。北江韶关以下有跨河桥梁 13 座，其中 6 座桥梁通航净高大于

10m，7 座桥梁通航净高 8m 以下。 

3.梯级开发现状和规划 

北江干流梯级的开发任务是：以防洪为主，结合航运，发展水电等综合利用，



北江干流韶关以下规划有孟洲坝、濛里、白石窑、飞来峡、清远、横岗等 6 座水

利水电枢纽，其中清远枢纽为飞来峡枢纽的反调节工程。已建成的孟洲坝、濛里、

白石窑、飞来峡等 4座枢纽均建有船闸，其中孟洲坝枢纽和白石窑枢纽为 100t 级，

尺度为 100×14×2.0m(闸室有效长度×口门宽×门槛水深，下同)；濛里枢纽为

300t 级，尺度为 140×14×2.5m；飞来峡枢纽为 500t 级，尺度为 190×16×3.0m。

规划梯级全部建成后，北江主要通航河段韶关至三水河口 260km 将全线渠化，航

道条件将得到较大改善。白石窑枢纽和飞来峡枢纽水位没有完全衔接，白石窑枢

纽坝下至观音坑约 7km 为天然河段，有三板洲、灵牌石、白石窑腩、坑口咀腩等

碍航较为严重的 4个滩险；观音坑至大罗肚 4km 为飞来峡枢纽库区回水变动段。 

飞来峡水库建成后，飞来峡枢纽坝下洪水来沙明显减少，但北江的人工挖沙

有增无减，造成了河床深度下切，目前北江芦苞以下常年枯水期水深可维持在 2.0m

左右，远远大于航道维护水深的 1.3m。 

4.航道发展规划 

北江是粤北山区通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上通道，是促进粤北山区脱贫致富

的重要交通通道之一。随着北江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以英德海螺和台泥

两大水泥厂的建成为标志的矿产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北江水运量将大幅度增加。

北江干流 2007 年货运量为 1944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货运量分别为：2170

万 t、2660 万 t，主要为煤炭、石灰石和水泥等下水至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 

韶关是广东省北部的主要中心城市，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在此

交汇，水运将在大型工业项目布局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划北江干流韶关至濛里（乌

石港区）段 42km 为五～三级航道、濛里至三水河口 216km 为三级航道，航道尺度

为 2.5×60×480m。跨河、拦河建筑物通航尺度均按三级航道标准控制。 

2010 年前，按五级航道标准整治北江中游韶关至清远段航道，航道尺度为 1.3

×40×270m，通航 300t 级船舶。 

2011～2020 年，结合清远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整治库尾回水变动段航道以

及重点航段，建设飞来峡枢纽的二线船闸，使北江干流白石窑至三水河口航道达

到三级航道标准。 

（二）东江 

1．河流概况 

东江干流发源于江西寻邬县桠髻钵，由东北向西南流经广东省龙川、河源、



紫金、博罗、惠阳等县（市），至东莞市石龙镇分南（东莞水道）、北（东江北

干流）两水道进入珠江三角洲河网区。 

东江干流自源头至石龙长 520km（广东省境内长 393km），流域面积 27040km
2

（广东省境内 23540km
2
），河道平均比降 0.39‰。广东龙川合河坝以上为上游，称

寻邬水，长 138km，两岸是山岭地带，河床陡峻，水浅河窄；寻邬水在龙川合河坝

与贝岭水汇流后始称东江，合河坝至博罗县观音阁为中游，长 232km，山势逐渐降

低；观音阁至石龙为下游，长 150km，两岸为平原，设有堤防。 

东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1500mm～2300mm，4～9 月降水

量占全年的 80％以上。东江流域内有新丰江、西枝江和增江三个暴雨高发区，博

罗水文站最大流量 12800m
3
/s，最小流量 31.4m

3
/s，多年平均径流量 228 亿 m

3
，多

年平均含沙量 0.1kg/m
3
，多年平均输沙量 292 万 t。 

东江流域矿产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流域中北部地区，铁、钨、银、钽、瓷

土、莹石、锡、铅、锌、石灰石等储量丰富，其中铁矿储量 1.7 亿 t、瓷土储量

1.5 亿 t、莹石储量 5000 万 t。 

2．航道现状 

东江干流主要通航河段为枫树坝至东江口 392km，其中枫树坝至河源 148km

航道维护尺度为 0.6×（10～18）×（90～250）m，通航 20～50t 船舶，设置重点

航标；河源至惠州 126km 航道维护尺度为 0.8×20×120m，通航 50～80t 船舶，设

置一类航标；惠州至石龙 74km，航道维护尺度为 1.0×25×120m，通航 100t 级船

舶，设置一类航标；石龙至东江口 42km(又称东江北干流)，航道维护尺度为 1.0

×25×120m，通航 100t 级船舶，设置一类航标。惠州至东江口由于人类的过量采

砂，大部分河段水深已达到 3m 以上，同时河床下切带来水位大幅度下降，同级流

量水位下降了 1.2m（博罗水文站 1990～2002 年），使原水面以下的礁石、散石及

硬土处的水深变浅、流速增加。惠州至石龙 74km，除惠河高速公路桥至谭公庙 14km

为浅段，枯水期最小水深 0.8m 及零星礁石滩处水浅外，其余 60km 水深一般在 3m

以上。 

东江口至石龙有跨河桥梁 9 座，桥梁净高在 3.69～8.86m 之间，其中石龙铁

路桥旧桥净高只有 3.69m；石龙至惠州有跨河桥梁 9座，桥梁净高在 6.38～7.69m

之间；惠州至河源现有跨河桥梁 4 座，其中广惠高速公路桥和惠州东江大桥通航

净高大于 8m，河源和古竹的东江大桥通航净高分别为 7.4m 和 6.6m。 



3.梯级开发现状和规划 

东江干流梯级开发的任务是：防洪、发电、灌概、航运、供水等，东江是香

港、深圳、广州及沿岸人民生活用水及工农业生产用水之水源。东江干流枫树坝

以下规划布置 14 个梯级，由上至下分别为：龙潭、稔坑、罗营口、苏雷坝、枕头

寨、柳城（原蓝口）、蓝口（原白坭塘）、黄田、木京、风光（原横圳）、沥口

（原观音阁）、下矶角、东江（剑潭）和石龙，其中已建成龙潭、稔坑、枕头寨、

蓝口、木京、风光、东江等 7座，在建罗营口、苏雷坝、柳城、黄田等 4座枢纽。

东江枢纽主要开发任务是改善水环境、发电、航运，石龙枢纽主要开发任务是供

水、发电、航运，其余枢纽主要开发任务均是以发电、航运为主，水头一般为 6～

12m。东江梯级规划以龙川、河源、惠州、博罗等城镇为控制，回水基本不影响东

江沿岸的城镇和经济开发区为原则，梯级间水位没有完全衔接。 

东江干流已建的枕头寨枢纽建有老隆船闸，船闸尺度为 170×9（15）×1.3m，

因受季节性和上游枫树坝电站调峰发电的影响，每年只有 4～9月汛期船闸才能通

航，10 月至次年 3 月枯水期，由于船闸下游门槛水深不足，基本上无法通航。木

京枢纽建有 100t 级船闸，船闸尺度为：100×14×2.3m。已建龙潭、蓝口和在建

苏雷坝、柳城 4座枢纽建有 100t 级船闸，龙潭、苏雷坝枢纽船闸尺度分别为：80

×8×1.5m，柳城、蓝口枢纽船闸尺度为：100×14×2.3m；风光枢纽建有 300t 级

船闸，船闸尺度为 160×18×2.5m；东江枢纽建有 500t 级船闸，船闸尺度为 120

×16×3.0m。 

东江是香港、深圳及沿江城市的主要供水水源地，规划到 2010 年港、深两地

需水量共计 29.93 亿 m
3
，加上东深供水沿途用水 1.5 亿 m

3
，共需 31.43 亿 m

3
。因

此，东江供水、发电和航运的矛盾十分突出，在东江干流梯级开发中，应综合考

虑供水、发电、航运等需要，合理利用水资源。 

4.航道发展规划 

东江是龙川、河源、惠州等地通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上通道，沿江两岸矿

冶、建材等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必将促进水运量的增

加。2007 年东江货运量为 3904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东江货运量分别为 4600

万 t、5800 万 t，主要为矿建材料和件杂货。 

鉴于东江自然条件较好，河宽、水深，沿江惠州、河源等地市经济社会发展

对水运需求越来越迫切，且规划的水利水电枢纽已逐步开工建设。为充分合理利



用东江的水资源，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规划龙川至河源 84km 航道为五级、航

道尺度为 1.5×40×260m；河源至石龙 204km 为五～三级航道、航道尺度为（1.5～

2.5）×（40～60）×（270～480）m，跨河、拦河建筑物通航尺度均按三级航道

标准控制。 

2010 年前，通过航道整治工程，使河源至惠州达到五级，航道尺度为 1.5×

40×260m。惠州至石龙 76km 达到四级，航道尺度为 2.0×50×330m。 

2011～2020 年结合水利水电梯级开发，整治库尾段航道，使河源至石龙头达

到规划的航道标准。  

（三）韩江水系 

1．河流概况 

韩江位于粤东、闽西南，主源梅江发源于广东省紫金县七星岽，由西南向东

北流经五华、兴宁、梅州，至大埔县三河坝与汀江汇流后称韩江。梅江自河源至

三河坝长 309km，流域面积 13929km
2
。汀江发源于福建省宁化县南山坪，自北向南

流经福建长汀、武平、上杭、永定，于棉花滩进入广东省大埔县，至三河坝与梅

江汇合，全长 323km，流域面积 11802km
2
，其中广东省境内长 40km，流域面积

1333km
2
。根据三河坝水文站建国后 32 年统计，最高水位（按汕头海关标高）49.32m

（1964 年 6 月 16 日），相应流量 13000m
3
/s；最低水位 33.29m（1963 年 5 月 28

日），相应流量 28.6 m
3
/s。 

韩江干流由北向南流经梅州、丰顺、潮州、澄海、汕头注入南海，三河坝至

潮州市竹竿山长 107km，集雨面积 3346km
2
；自潮州市竹竿山流经湘子桥，并于凤

凰洲分流北、东和西溪。北溪经义丰河入海，东溪经莲阳河入海，西溪分别由梅

溪、新津河、外沙河 3个口门入海。 

韩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1500mm～1800mm，4～9 月降水

量占全年 70％以上。三河水文站最大流量 13000m
3
/s，最小流量 28.6m

3
/s，多年平

均径流量 213 亿 m
3
，多年平均输沙量 593 万 t。 

韩江流域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铁、石灰石、花岗岩等储量丰富，其中煤炭

储量 2.7 亿 t、铁矿储量 3.1 亿 t、石灰石储量 7.0 亿 t、花岗岩储量 2.6 亿 m
3
。 

2．航道现状 

20 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由国家投资，对梅江、汀江、韩江全线进

行了大规模的整治，航道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汀江通航河段为石市至三河坝



40km，航道维护尺度 0.7×8.0×90m，该段已建的青溪水电站未建过船设施，石市

至青溪电站 8km 为库区航道，且青溪电站为调峰电站，下泄流量得不到保证，影

响坝下航道的船舶航行。汀江有跨河桥梁 4 座，最小通航净高均大于 5.5m，满足

5级航道通航要求。 

梅江主要通航河段为梅江桥至三河坝 83km 航道，梅江桥到丙村 28km 航道维

护尺度为 0.7×8×120m，设重点标；丙村至三河坝 55km，航道维护尺度为 0.9×

14×120m，设一类航标。梅江目前已建成 4 座水电站，即西阳、丙村、单竹窝和

蓬辣滩水电站。梅江桥至三河坝有跨河桥梁 10 座，其中 4座桥梁通航净高在 2.2～

5.6m 之间，6座桥梁通航净高在 7.6～21.5m 之间。 

韩江干流三河坝至湘子桥111km航道维护尺度为0.9×14×120m，设一类航标；

湘子桥经西溪、梅溪至汕头市 45km 航道维护尺度为 0.8×14×100m，设重点标，

其中河口段光华桥至与榕江交汇处 2.5km 候潮可通航 500t～1000t 级海轮。 

韩江自湘子桥以下进入韩江三角洲河网，分 5 个出海口注入南海，分别为北

溪的义丰河、东溪的莲阳河和西溪的梅溪、新津河外沙河，其中西溪—梅溪为韩

江主流。目前只有义丰河和梅溪河通航，其余三个出海口由于水利建坝未建过船

设施，已基本断航。西溪经蓬洞运河与东溪连接，经莲阳河出海，双溪嘴至蓬洞

运河西口 18km 航道维护尺度为 0.7×14×100m；蓬洞运河东口经东溪至莲阳河出

海口 27km 航道维护尺度为 0.7×8×100m，设重点航标。 

韩江干流三河坝至湘子桥有跨河桥梁 5座（含在建潭江大桥），通航净高均在

8m 以上，其中湘子桥为开启式活动桥，没有通航净空限制；湘子桥以下进入韩江

三角洲河网，桥梁较多，通航净高一般在 3～5m 之间，其中梅溪经过汕头市区有

跨河桥梁 5座，通航净高在 3.63～4.8m 之间。 

3.梯级开发现状和规划 

根据水利、水电部门规划，梅江梅州以下河段以发电、航运为主，规划有西

阳、丙村、单竹窝、蓬辣滩 4 个梯级，目前 4 座电站均已建成，其中西阳枢纽回

水 14km 至梅州城，建有 50t 级船闸一座，船闸尺度为 70×8×1.3m；丙村枢纽回

水 13.4km，建有 100t 级船闸一座，船闸尺度为 70×8×2.0m；单竹窝枢纽回水

15.3km，建有 100t 级船闸一座，船闸尺度为 88×8×2.0m；蓬辣滩枢纽回水 30.3km,

建有 300t 级船闸一座，船闸尺度为 120×15×2.2m。电站为提高发电效益，在枯

水期采用长时间蓄水，集中发电方式，发电时船舶借水行舟，不发电时，坝下航



道断航。除蓬辣滩水电站与单竹窝水电站正常蓄水位不衔接外，其它梯级电站正

常蓄水位衔接，发电消落后水位不衔接。 

汀江以发电为主结合防洪、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采用回龙、金山、上杭、

永定(棉花滩)、青溪、茶阳、三河坝七级开发方案，其中广东境内有青溪、茶阳、

三河坝三级。青溪水电枢纽已于 1994 年建成运营，由于没有建过船设施造成碍航，

而且枯水期为了调峰发电而停机蓄水，造成下泄水量难以满足航运要求，甚至造

成下游断流停航。 

韩江干流开发任务以解决下游防洪、供水问题为主，结合航运、发电等水资

源综合开发利用，规划布置高陂、东山（禾埕岗）、葛布、潮州 4 个梯级，其中

高陂是以防洪、供水为主，结合发电，兼顾航运的综合利用工程；东山、葛布为

低水头径流式电站；已建潮州梯级以供水灌溉为主，兼顾发电、航运和改善城市

景观等功能的综合利用工程。 

韩江三角洲梅溪河上建有梅溪船闸一座，船闸尺度为 120×12(8)×1.2m；东

里河建有南溪船闸和东里船闸，船闸尺度分别为：60×8×1.2m 和 40×8×1.1m。

这些船闸均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设施陈旧，限制了航运的发展。 

4．航道发展规划 

韩江流域自然资源分布、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上游闽西南及梅州

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煤、石灰石、铁矿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储藏量丰富，水泥

等建材生产量大，但经济比较落后；而下游潮汕地区资源相对贫乏，外向型经济

比较发达，上、下游经济互补性较强。韩江航运资源开发有利于促进上、下游国

民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也为地处内陆山区的闽西南及梅州地区提供了一条便捷的

水运出海通道。随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策的推进，上、

下游地区间物资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能源、原材料等大宗货物运输将进一步增

加。2007 年韩江干流货运量为 923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韩江货运量分别为

1095 万 t、1305 万 t，主要为煤炭、水泥和矿建材料等。 

规划梅江的梅江桥至三河坝、汀江茶阳至三河坝为五级，航道尺度为 1.3×

40×270m。韩江干流三河坝至潮州和韩江三角洲出海航道为五级～四级航道标准，

航道尺度为（1.6～2.0）×（40～50）×（270～330）m，跨河、拦河建筑物通航

尺度均按四级航道标准控制。韩江潮州经梅溪至汕头光华桥为五级航道，航道尺

度为 1.6×40×270m。光华桥以下 3公里维持 1000 吨级海轮航道。 



汀江、梅江及韩江干流结合水利水电梯级开发，实现渠化。鉴于目前西溪、

梅溪通汕头港航道的跨河桥梁众多、且桥梁通航净空低，航道等级如由目前的七

级提高到四级，不仅需要投巨资改造众多桥梁，而且与潮州市城镇建设存在不协

调，因此，西溪、梅溪航道维持现状。远期规划韩江三角洲出海航道：拟改造北

溪口的涸溪水闸和东里水闸，沿北溪过三百门船闸出海通达潮州海港；或由东溪～

蓬洞运河～新津河出海，沟通汕头港；把韩江水系建成上达资源腹地，下接海港，

上下游贯通、江海直达的航道网。 

2012 年前重点整治梅江梅江桥至三河坝、汀江茶阳至三河坝段航道，使梅江

自梅江桥至松口 50km 达到六级航道标准、松口至三河坝 33km 达到五级航道标准，

使汀江茶阳至三河坝 22km 达到五级航道标准。 

2012～2020 年，结合水利水电梯级建设韩江干流，打通出海航道，沟通海港。 

 

（四）榕江 

1．河流概况 

榕江主流南河发源于陆河县境内的凤凰山，由西南向东北流经揭西、普宁、

揭东、榕城、潮阳等市（县、区），至汕头市牛田洋入海，南河至榕城炮台双溪

咀与北河汇流后称榕江，干流全长 184km，河道平均比降 0.49‰，流域面积 4628km
2
。

榕江支流北河发源于丰顺县境内桐子山，由西北向东南流入揭阳，在炮台双溪咀

与南河汇合，全长 92km。 

榕江南、北河上游为山区河流，比降大，曲度小，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榕

城以下属冲积平原，比降小，曲度大，水流平缓，水深滩少；榕江喇叭形河口湾

水面宽阔，宽达 1000m～4000m，受涨落潮水流作用，水深条件较好。榕江属源短

沙少的河流，年径流量约 33.7 亿 m
3
，平均流量约 110 m

3
/s，径流量少，纳潮量大，

大潮时的纳潮量约 154×10
6
m
3
，年平均纳潮量约 525.6 亿 m

3
。据统计，榕江的年悬

移质输沙量约 86 万 t，推移质为 8.0 万 t。 

2．航道现状 

榕江航运主要在揭阳榕城以下。榕江南河榕华大桥～双溪咀19km为感潮河段，

航道尺度为 6.0×100×650m，设置一类航标，常年可通航 3000t 级海轮，候潮可

通航 5000t 级海轮。该河段有跨河桥梁 1座, 通航净高 9.7m。 

榕江北河马牙大桥～双溪咀 17km 属潮汐河口河段，河宽顺直，水深条件良好，



航道尺度为 2.0×40×200m，布设内河一类航标，可通航 1000t 级海轮，候潮可通

航 3000t 级海轮。该河段有跨河桥梁 3座,通航净高 6.42～20.41m。 

榕江双溪咀～汕头觉石大桥 39km 属潮汐河段，河面宽阔，一般为 400～1500m，

最宽处达 4000m，水深条件优良，可达 6m，航道维护尺度 6.0×100×650m，布设

一类航标，可通航 3000t 级海轮，乘潮可通航 5000t 级海轮。该河段有跨河桥梁 1

座,通航净高 38.43m。 

3．航道发展规划 

榕江航道的开发建设，不仅为榕江流域特别是揭阳市获得一条经济、便捷、

高效的直接对外贸易的出海通道，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汕头港向榕

江腹地的延伸。2007 年榕江货运量为 1023 万 t，预测 2010 年、2020 年韩江货运

量分别为 1130 万 t、1300 万 t，以煤炭和水泥为主，还有沙石、水泥、粮食、燃

油、液化气及其他散杂货等。 

榕江南河榕华大桥至双溪咀 19km，规划为通航 3000t 级海轮航道，航道尺度

6.0×100×650m。榕江北河梅东大桥～榕东大桥 10km 为三级航道，通航 1000t 级

海轮,航道尺度4.8×100×480m；榕东大桥～双溪咀4km为通航3000t级海轮航道,

航道尺度 6.5×100×650m；双溪咀至汕头觉石大桥 39km，规划为通航 10000t 级

海轮，航道尺度 8.1×130×650m。 

目前，榕江双溪咀至汕头觉石大桥 39km 按通航 5000t 级海轮开展建设前期研

究，航道尺度 8.1×130×650m。 

地区重要航道规划等级及里程见表 5-6。 

 



广东省高等级航道规划表 
表5-4 

航道名称 航道起迄点 里程(km) 规划等级 备注 

界首～都城 37 二  

都城～肇庆大桥 134 二  “一干”：西江 

肇庆大桥～思贤滘 34 一 3000t海轮 

珠江三角洲“三纵三横三线”  943   

“三纵”  399   

一、西江下游出海航道 

1.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思贤滘－百顷头 
磨刀门水道：     百顷头－挂定角 
磨刀门出海航道： 挂定角－横州 

挂定角－九澳 

89 

46 

28 

25 

 

一级 

 

一级 

 

3000t 海轮 

 

3000t 海轮 

2.白坭水道：渡槽桥－花都港 

            花都港—珠江大桥、江村铁路桥—文漖口 

12 

36 

三级 

三级 

 

港澳航线 

3.陈村水道：濠滘口－三山口 22 三级  

二、白坭水道－陈村水道－洪奇沥水道 

4.洪奇沥水道：板沙尾－北围头 

              北围头 －洪奇门 

16 

25 

一级 

三级 

1000t 海轮 

港澳航线 

三、广州港出海航道 

5. 广州港出海航道：广州－黄埔的前航道 

广州－黄埔的后航道 

黄埔－虎门 

20 

28 

52 

 1000t 海轮 

5000t 海轮 

50000t 海轮 

“三横”  373   

一、东平水道 6. 东平水道：思贤滘－广州（思贤滘－紫洞口为内河限制性二级） 76 二级 港澳航线 

7.潭江：     三埠－小冈大桥  50 三级 港澳航线 

8.劳龙虎水道：虎坑口－狗尾 16 三级 港澳航线 

9. 莲沙容水道：南华－莲花山（含均安水道及八塘尾－大沙尾） 108 一级 1000t 海轮 

二、潭江－劳龙虎水道－莲沙容水道－

东江北干流 

10. 东江北干流：石龙－东江口 42 三级  

11.小榄水道：莺歌咀－中山港 35 一级 1000t 海轮 

中山港－横门口 10 一级 5000t 海轮 三、小榄水道－横门出海航道 

12.横门出海航道（横门东水道）：横门口－淇澳 36 一级 5000t 海轮以上 

“三线”  171   

13.崖门水道：     小冈大桥－崖门口 33 一级 10000t 海轮以上 
一、崖门水道－崖门出海航道 

14.崖门出海航道： 崖门口－荷包岛 42 一级 10000t 海轮以上 

一、虎跳门水道 15.百顷头－虎跳门口 46 一级 3000t 海轮 

二、顺德水道 16.紫洞口－火烧头 50 三级  

合计  1148   

-
8
6
-
 



表5-5                                              广东省地区重要航道规划表 

序号 航道名称 航道起讫点 里程(km) 规划等级 备注 

1 北江干流 韶关～濛里 42 五～三 跨、拦河建筑物通航尺度按三级控制

  濛里～三水河口 216 三  

2 东江干流 龙川～河源 84 五级  

  河源～石龙头 204 五～三 跨、拦河建筑物通航尺度按三级控制

3 泥湾门、鸡啼门水道 竹洲头～鸡啼门 44 三  

4 鸡鸦水道 蛇头～大南尾 33 三  

5 东莞水道 石龙头～东莞 15 四  

  东莞～坭尾 27 三  

6 顺德支流 勒流～容奇 21 四  

7 倒运海水道 斗朗～川槎大桥 6 四  

  川槎大桥～河口 13 三  

8 下横沥 义沙头～蕉门口 14 一级 1000t 海轮 

 枕箱水道 南沙口～大角嘴 7 一级 1000t海轮 

 龙穴南水道 蕉门口～旧伶仃8号标 24 一级 3000t海轮 

9 甘竹溪 甘竹～三槽口 15 四  

10 

 

韩江（汀江） 

 

三河坝～潮州枢纽 

潮州枢纽~汕头光华桥 

115 

40 

五~四 

五 

跨、拦河建筑物通航尺度按四级控制 

 

  东溪~东里（出海） 46 五~四 跨、拦河建筑物通航尺度按四级控制 

11 汀江、梅江 茶阳～三河坝 22 五  

  梅江桥～三河坝 83 五  

12 榕江 南河榕华大桥～双溪咀 19 一 3000t海轮 

  双溪咀～觉石大桥 39 一 10000t海轮 

  北河梅东大桥～榕东大桥 10 三 1000t海轮 

  北河榕东大桥～双溪咀 4 一 3000t海轮 

 合计  1143   

注：东江三角洲的北干流、东莞水道和倒运海水道等水道的河口段与虎门港的水域和航道兼容，跨河桥梁净高及净宽应能满足港口规划的船舶通航要求。 

-
8
7
-
 



第四章  港口规划 

第一节   港口布局规划  

 

一、内河港口层次划分 

内河港口作为交通运输的枢纽、水陆联运的节点，已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和对外联系的窗口。各个内河港口根据腹地内产业结构升级而不断调整码头结构、拓展港

口功能，推进大规模专业化港区建设，实现内河、公路、铁路及管道等多种集疏运方式和保税、

仓储、物流、加工及配送等多种功能在港口的有机衔接，实现港口功能多元化。 

根据对广东省内河港口现状分析，内河港口布局及规模与腹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布局

基本吻合，各港口的功能地位相差悬殊，腹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港口规模较大，腹地经济欠发达

地区的港口规模较小。另外，东莞虎门港、广州港、惠州港、潮州港、江门港、中山港等 6 个

港口是既有沿海港，又有内河港的复合型港口。由于各港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

且各港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部分复合型港口将建设重点转移到沿海港，内河港在地区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被弱化。依据各内河港的区位条件、自身特点及发展方向，突出内河港口

在集装箱及煤炭、矿建等大宗能源、原材料货物运输中的作用，将广东省内河港口划分为主要

港口和地区重要港口两个层次。 

（一）主要港口 

主要港口是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是区域性水陆物资转运枢纽，是腹地内生产

力布局、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依托；具备优越的水陆域发展条件，能够发展成

为区域性物流中心。港口设施、设备能够适应集装箱及大宗货物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

运输需求，提供优质、高效、综合服务。 

根据定义和国家主要港口名录，确定佛山港、肇庆港为广东省内河主要港口。 

（二）地区重要港口 

地区重要港口是地区性水陆物资转运枢纽，为港口所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对外物资交流提供

运输支撑，在腹地企业产成品外运及能源、原材料等大宗散货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港口具有

较好的区位和城市依托，基础设施及信息系统较为完备，具有一定规模的吞吐量和发展潜力，

能够适应集约化、专业化运输需求。 

地区重要港口在对港澳货物运输和沿海港口集疏运中发挥重要作用，确定江门、中山、广

州、云浮、惠州、清远、梅州、韶关、河源、潮州、东莞虎门等港口为广东省内河地区重要港



口。 

二、内河港口布局规划 

内河港口已成为腹地内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沿海主要港口集装箱喂给港，

成为粤港澳人员及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确定广东省内河港口的布局方案是：形成以佛山、肇

庆主要港口为骨干，以江门、中山、广州、东莞虎门、云浮、清远、韶关、惠州、河源、梅州、

潮州 11 个地区重要港口为基础的层次分明、功能完善、布局合理、与全省航道布局及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内河港口体系。 

为完善港口布局，建成协调的港口体系，应逐步优化港口结构：一是调整港口规模结构，

重点加强主要港口建设，发挥主要港口的区位优势；根据经济发展需求，相应建设地区重要港

口；发展和完善集装箱、大宗散货及西南地区货物江海转运系统。二是调整港区功能结构，重

点建设集约化、规模化的集装箱港区，使集装箱港区成为综合物流的重要节点；提高大宗散货

码头的机械化水平和装卸效率，形成相对集中的大宗散货港区。 

（一）主要港口 

2007 年，佛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9764 万 t，其中集装箱 259.7 万 TEU；肇庆港完成货物吞

吐量 2101 万 t，其中集装箱 26 万 TEU。2007 年两港吞吐量占全省内河港口总量的 43.4％。预

测 2个主要港 2020 年货物及集装箱量吞吐量分别为 18150 万 t 和 619 万 TEU，分别占内河港口

总量的 44.2％和 75.5％。 

1.佛山港 

佛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中心，毗邻港澳，东倚广州，西连肇庆，南邻

江门、中山，北通清远。佛山市工业主导地位突出，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1000t 级以上航道纵穿市境，建港条件优越；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佛山港主要承担佛山市能

源、原材料、外贸物资及粤北山区、湖南、江西等部分地区物资中转，是佛山市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撑和沟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口岸。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工程完成后，

3000t 级海船可直达佛山港，部分港区具有开辟到东南亚、日本等近洋航线的江海直达运输

的条件。 

佛山港是佛山市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依托，是香港及沿海主要港口的集

装箱喂给港，是内外贸兼顾、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及仓储、多式联运、运输组织管理等功能

的综合性港口。 

2.肇庆港 



肇庆市是广东省西部重镇，西江、北江流经整个城市，通过铁路、公路可到达省内及

全国各地。肇庆港位于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的起点，是肇庆市及附近地区货物水陆中转的集

疏运中心，其服务范围上溯至广西梧州、柳州，下至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等地，对沟通港澳

及国内市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工程的完成，

3000t 级海船可直达肇庆港。 

肇庆港是肇庆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香港及沿海主要港口的集装箱喂给港，是以外贸

物资、原材料运输及西江流域物资中转为主，内外贸兼顾的、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及运输组织管

理、中转换装等多功能的综合性港口。未来重点发展肇庆港区。 

（二）地区重要港口 

江门、中山、广州、东莞虎门、云浮、清远、韶关、惠州、河源、梅州、潮州等 11 个地区

重要港口 2007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15462 万 t（不含中山港吞吐量），占全省内河港口总量的 56.6

％。预测 9个地区重要港口 2020 年货物及集装箱吞吐量分别 22950 万 t 和 201 万 TEU，分别占

内河港口总吞吐量的 55.8％和 24.5％。 

1.江门港（内河） 

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东连中山、珠海，西倚阳江，南濒南海，北接云浮、佛山。

江门市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水运经西江、崖门深水航道可通达港澳及我国沿海，已形成机械、

纺织、电子、食品、建材、造纸等六大工业。江门港主要承担江门市工业原材料及产成品运输，

是江门市外向型经济的重要依托和沟通港澳国际市场的重要口岸。崖门水道和西江下游出海航

道整治工程完成后，5000t 级以上海轮可直达港口，为可开辟到东南亚、日本等近洋国家的外贸

货物江海直达运输创造了条件。江门港是江门市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的依托；是西江、潭江沿岸和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物资交往的集散地；是沟通珠江三角洲、

港澳及西江流域，联通我国北部沿海南北航线，外连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口岸；发展成

为具有仓储、多式联运、运输组织管理、对城市发展的拉动、诱发引导临港产业布局等功能的

综合性港口。 

 

2.中山港（内河） 

中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南部，东临珠江口，南临珠海市，西连江门市，北通广州市。

中山市经济发达，外向型经济活跃；深水航道江海相通，建港条件良好；路网完善，港口集疏

运通道通畅。中山港主要承担中山市、西江沿岸和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外贸



物资运输及相邻县市物资转运，是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的物资集散地，成为沟通港澳国际市场，

与东南亚、日本等国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横门出海航道及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工程完

成后，3000t 级以上海轮可直达中山内河港，为开辟到东南亚、日本等近洋国家的外贸物资江海

直达运输创造了条件。中山港是中山市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依托；是西江沿岸和珠江

三角洲中部地区物资交往的集散地；是联系港澳国际市场，开展东南亚、韩国、日本等近洋国

家经济贸易的重要口岸；将发展成为具有仓储、多式联运、运输组织管理、对城市发展的拉动、

诱发引导临港产业布局等功能的综合性港口。 

3.广州内河港 

广州内河港主要位于广州市东北部区、县，港口腹地内石灰石及陶土等矿产资源丰富，已

形成了汽车、皮革皮具和金银首饰三大支柱产业和建材、纺织、电子等四大传统产业。广州内

河港主要为腹地内厂矿企业货物进出口运输服务，成为广州北部地区沟通沿海港、西江、北江

地区的的重要口岸。随着白坭水道、东江等河流通航条件的改善，1000t 级以上船舶可直航港口，

港口将在地方招商引资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广州内河港是广州市北部地区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撑，是港口所在地联系港澳国际市场、与珠江三角洲腹地之间物资交

流的重要口岸，将发展成为具有多式联运、运输组织管理等功能的综合性港口。 

4.东莞虎门港（内河） 

东莞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北接广州，南连深圳，东临珠江，水路到香港 47 海里、到澳

门 48 海里。东莞市经济发达，外向型经济活跃，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外贸出口基地，国际性加工

制造业基地；其水、陆交通发达，107 国道和广珠深、莞深高速公路贯通南北，广深、广梅汕与

大京九铁路在莞交汇，水路经珠江深水航道可通达港澳、沿海地区及世界各地。东莞虎门港是

东莞市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发展沿江产业的依托基础，主要承接东莞市与珠江三角洲、

珠江水系各城市的内河区间运输，兼有部分港澳运输。 

5.云浮港 

云浮市位于广东省中西部，东邻肇庆、江门，南接阳江、茂名，西通广西，北临西江，已

形成以石料建材工业为龙头，以化工、水泥、机电、服装等为支柱的工业体系。云浮港是云浮

市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是云浮市工业布局的重要依托，是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对

外交流的重要口岸，是以外贸物资、原材料运输及西江流域物资中转为主，内外贸兼顾的、具

有运输组织管理、中转换装、临港工业开发、物流等多功能的综合性港口。 

6.清远港 



清远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北，东邻韶关，南接广州、佛山，西连肇庆、广西，北界湖南，

生物医药、建材、纺织、化工等产业初具规模。清远港是清远市货物进出口的节点之一，是沟

通港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水运口岸。随着北江航道等级的提高，北江航运将重新焕发生

机，清远港的发展潜力将得到发挥。清远港是清远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及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依

托，是清远市联系港澳市场的窗口，将发展成为具有运输组织管理、中转换装等功能的重要港

口。 

7．惠州港（内河）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石化、建材等工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惠州港是惠州市货物通

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陆转运节点，是加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系的重要港口。随着东江

航道通航条件的改善，1000t 级船舶可达惠州港，东江航运将得到一定发展，惠州港的潜力将得

到发挥。惠州港是惠州市与珠江三角洲腹地之间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是以大宗原材料运输为

主，具有运输组织管理、仓储等功能的重要港口。 

8.潮州港 

潮州市位于广东省最东端，韩江中下游，频临南海，南接汕头市，北靠梅州市，东连福建

省，西邻揭阳市。潮州市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已形成陶瓷、服装、食品、塑料、电子、不锈

钢制品、印刷等七大支柱产业。潮州港是潮州市沿江两岸地区的建材、煤炭等货物集散地，是

潮州市与韩江流域沿江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平台，将发展成为具有运输组织管理、装卸仓储等

功能的重要港口。 

9．韶关港 

韶关市位于粤、赣、湘三省结合部，是粤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广东省重工业基地，水泥产

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和机械装备工业发达。韶关港是粤北、湘南、赣南地区水陆物资转运

枢纽，是韶关市与珠三角、港澳地区间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将发展成为以能源、原材料为主，

兼顾集装箱的，具有装卸仓储、临港工业、商贸及物流等功能的综合性重要港口。 

10.河源港 

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中上游，南接惠州市，北临江西省赣州市，东靠梅州市，

西连韶关市，处于广东省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结合部。河源市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铁、锡、

萤石、稀土等矿藏资源储量居广东省首位。河源港是河源市沿江两岸地区的粮食、建材、煤炭

等货物集散地，是河源市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依托，将发展成为具有运输组织管

理、装卸仓储等功能的重要港口。 



11.梅州港 

梅州市位于粤东山区，东北邻福建，西北接江西，南连潮州市、汕尾市，矿冶、水泥、农

林加工等支柱产业初具规模。梅州港是梅州市水泥、煤炭等货物出口的重要港，在发展梅州市

经济，沟通汕头、潮州等沿海城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韩江航道条件的改善及地方经济的

发展，梅州港的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梅州港是梅州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韩江上

游地区资源性物资及产品外运的重要口岸，是地区性水陆物资转运枢纽，是腹地能源、原材料

物资运输的主要中转港，将发展成为具有运输组织管理、中转换装、仓储等功能的重要港口。 

第二节   集装箱港区布局规划  

一、广东省内河集装箱运输现状及特点 

1.随着广东省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和对外贸

易的迅猛发展，近年来全省集装箱适箱货持续增加，2007 年全省外贸集装箱生成量达 4210 万

TEU，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集装箱生成量占全省的比重为 86.9％。因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和集

疏运条件的不同，珠江三角洲各地区集装箱的集疏运方式也呈现典型的地域特征，深圳、东莞、

惠州等东部地区，毗邻深圳、香港等沿海集装箱干线港，区域内 85％左右集装箱集疏运以公路

为主；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航道条件优越，至香港、深圳等干线港的运距适中，内河水运的

优势明显，内河集装箱运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76.4％左右，成为该地区集装箱集疏运的主体，

而内河集装箱运量中约 69.7％喂给香港。 

2.广东省内河集装箱运输具有毗邻港澳、通江达海的优越条件，与海运中转少、换装便捷

等优势。“九五”期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陆路交通运输的日趋紧张和成本

过高，广东内河集装箱运输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1995 年～2007 年间，广东省内河集装箱

运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9.5％，比全省内河运输总量的年均增速高出 3个百分点。 

3.已初步形成了以香港、深圳、广州等沿海港口为干线港的集装箱港布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始，受区域集装箱运输需求持续增加的拉动和几条可通航 1000t 级船舶的高等级航道的

建成，促使一些内、外资企业相继在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两岸兴建了一批集装箱专业化码头，

并形成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全省内河集装箱港区格局。目前，全省内

河集装箱港区共有 30 个，从航区分布看，主要集中于西江和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上；从运输

功能看，广东内河集装箱港主要为周边地区的内、外贸物资运输中转服务，属于腹地型集装箱

喂给港，其中外贸内河集装箱主要为香港、深圳等沿海外贸集装箱干线港的喂给服务，内贸内

河集装箱主要为广州、深圳等沿海内贸集装箱干线港的喂给服务。总体看，广东省内河集装箱



港区多为二类口岸，可直达香港；目前集装箱港区既装卸外贸集装箱，又经营内贸集装箱。全

省内河集装箱港区现状分布见表 6－1。 

 

广东省内河集装箱港区现状分布表 

表 6-1 

港口名称 集装箱港区名称 

佛山港 北滘、勒流、容奇、三水、高明、九江、西南、新市、澜石、三山、平

洲等 11 个港区 

江门港 江门、恩平、开平、鹤山、台山等 5 个港区 

中山港 小榄、神湾等 2 个港区 

广州内河港 新塘、五和等 2 个港区 

东莞虎门港 1 个港区 

肇庆港 肇庆、高要、马房、德庆等 4 个港区 

云浮港 六都港区 

清远港 清远港区 

惠州港 博罗港区 

韶关港 白土港区、新港港区 

 合计有 30 个集装箱港区 

 

4.成品集装箱运输和内贸集装箱运输稳步增长。广东省是我国集装箱重要的生产基地，每

年有大量的成品箱通过香港中转出口。据统计，1999 年～2002 年基本保持在 200 万成品集装箱

（TEU）出口，其中经内河运输的约 60 万 TEU 左右并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同时，近年来，广东

省运往北部沿海地区的建材、轻工、小机电、食品等，以及华东等地区南下的粮食、化工、原

材料等适箱内贸货，在内河港口进行江海直达运输。 

二、内河集装箱运输发展趋势分析 

1.广东省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将带来集装箱适箱货增加。未来一段时期，广东

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将保持持续、稳定发展，预计到 2010 年，全省 GDP 达到 33500 亿元，年

均增长 9.5％左右；到 2020 年，全省 GDP 达 68800 亿元，年均增长 8.5％左右。同时，对外贸

易和进出口总额也将持续增加，预计 2010 年、2020 年全省外贸进出口额分别达到 7000 亿美元

和 13000 亿美元。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必将带来全省集装箱适箱货持续增加。 

2.集装箱箱化率稳步提高。目前广东省集装箱装箱货物以有色冶金、石油化工、农林牧渔、

轻工医药、机械电气等五大行业的件杂货为主，但近几年来，粮食、木材、建材，甚至煤炭、

矿石等大宗货物开始利用集装箱运输，随着广东省经济及外贸结构的优化调整，适箱货范围将

进一步扩大，适箱货进出口额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内外贸适箱货的箱化率都将继续提高。 



3.重箱平均载重量将逐步提高，进出口重空箱的比例趋于合理。重箱平均载重量的水平与

本地区装箱货物的产品结构密切相关。广东省历来是我国的轻工业生产基地，轻工业在工业总

产值中占有较大比重，产品单位体积较小、重量较轻。此外，加工贸易是广东省外贸进出口的

主体，目前加工贸易企业的规模普遍不大且分布较散，其原材料进口和产成品出口具有小批量、

多批次的特点，导致集装箱箱容利用率偏低。预计规划期内，随着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先

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重工业产品比重将不断增大，加工贸易企业规模化和集约

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重箱平均载重量将逐步提高到 8.0～8.5t/TEU。目前粤港间存在大量的空

箱调运，使得广东省集装箱重箱比例仅为 67%。今后，随着广东口岸管理逐步完善、港口布局

及粤港地区集装箱运输系统的进一步优化，粤港之间空箱调运量将大大减少，重、空箱的比例

结构将趋于合理，预计规划期内，重箱比例将逐步达到 70～75%左右。 

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尤其集装箱生成量巨大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多地少的矛

盾日益突出，陆路交通的发展将受到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制约，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的通过

能力不足和其运输成本高的局限性，将进一步凸显珠江三角洲内河航运的运能大、成本低和通

江达海的优势。因此，在未来广东省的集装箱运输中，内河航运将承担更大的任务和运输比重。 

5.为满足货主的的门到门需求，伴随着现代通信技术、IT 技术在内河港航企业的广泛应用，

在国际集装箱经营人的组织下，内河集装箱装卸和运输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票到底的集装箱多式

联运链中的重要环节，并为客户提供包括加工、仓储、配送等全方位的现代物流增值服务，内

河集装箱运输的产业链得到了不断拓展和延伸。 

预测，2010 年、2020 年广东省内河集装箱运量分别为 800 万 TEU 和 1150 万 TEU，其中喂

哈香港集装箱量分别为 515 万 TEU 和 650 万 TEU，比重分别为 64.4％和 56.5％。 

三、内河集装箱港布局规划原则 

1.充分体现广东内河集装箱港的腹地型喂给港功能，全省的内河集装箱港布局应与其所依

托的城市规划、综合交通规划、腹地经济特别是临江产业布局和工业园区发展需要相适应,促进

港城、港园的互动和协调发展。 

2.适应集装箱运输船舶大型化、专业化和航线经营联盟化的趋势，根据各港总体规划，整

合各有关港口的集装箱码头资源，全面提升内河集装箱港的集约化水平和服务能力。 

3.以现有集装箱港区为基础，着眼于提升港区对腹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对腹地集装箱货源

的集聚作用，并适当考虑未来西部地区和粤东地区经济发展对集装箱运输的需求。 

四、内河集装箱港区布局规划 

根据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产业发展布局以及腹地集装箱运输需求和佛山市航运发展规划，



宜对佛山港现有 11 个集装箱港区进行资源整合，以禅城区一河两岸景观建设为契机，逐步搬迁

位于市中心区的新市、澜石等集装港区，于顺德水道紫洞口附近开发新建以集装箱功能为主的

禅城港区；同时，西南、平洲港区位于城市规划的中心区，近期暂保留其货运功能，不再扩展，

远期将根据城市发展需求再进行功能调整。因此，未来佛山港将着力发展建设三水、高明、九

江、容奇、北滘、勒流、三山、禅城等 8个集装箱港区。 

广州港现有番禺、新塘、五和 3 个港区开展集装箱装卸业务，由于番禺港区靠近广州海港

的南沙新港区，加之目前番禺港区集装箱码头泊位等级低，与南沙港区相比已无优势。集装箱

运输集约化的发展态势，将促使番禺区产生的集装箱经公路由南沙港区直接进出口，以降低集

装箱运输成本。因此，未来广州港仅保留新塘、五和 2个集装箱港区。 

江门港、肇庆港、云浮港、清远港、惠州港、韶关港等集装箱港区布局与腹地城市发展、

综合交通、腹地经济特别是临江产业布局和工业园区发展需要相适应,上述港口的集装箱港区布

局仍维持原有格局，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加快集装箱码头及其配套设施、集疏运通道等建设，提

高集装箱运输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根据东莞虎门港规划，未来东莞虎门港将重点发展 4 个沿海港区，内河港区将随着沿河两

岸景观带的建设而进行搬迁和功能调整，且目前进行集装箱业务的码头已经属于规划的沿海港

区，规划的内河港区只保留了小型杂货泊位港区。 

随着韩江、东江航道的航运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为梅州市、河源市的适箱货物外运提供了

便捷、经济的水上通道，为此，在流经梅州市韩江沿岸、河源市东江沿岸各布局 1 个集装箱港

区。 

目前广东省内河集装箱港区主要喂给深圳、广州、香港等沿海主要港口，为了更好地发挥

内河集装箱港区在腹地经济发展及对外物资运输中的主导作用，规划位于 3000t 级以上海轮航

道的集装箱港区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可以直接开展到我国沿海及东南亚的直达运输，以进

一步适应沿江地区外贸运输和对外开放的需要。由此，广东省内河集装箱港区布局规划方案为：

以神湾、江门、三水、高明、九江、肇庆、高要等 7 个港区为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的喂给港，

以小榄、容奇、北滘、勒流、三山、禅城等 20 个港区为内河喂给港，形成功能明确、协调发展

的全省内河集装箱港的合理布局体系，为香港、深圳、广州等沿海集装箱干线港提供集装箱喂

给服务和发展保障。内河集装箱港区布局详见表 6－2。 



 

广东省内河集装箱港区布局表 

表 6－2                                                      

序号 港区名称 规划航道等级 港区功能定位 

一 珠江三角洲   

1 小榄 三级航道 喂给港 

2 神湾 3000t 级海轮航道 喂给港，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 

3 江门 3000t 级海轮航道 喂给港，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 

4 恩平 三级航道 喂给港 

5 开平 三级航道 喂给港 

6 台山 三级航道 喂给港 

7 鹤山 三级航道 喂给港 

8 新塘 三级航道 喂给港 

9 五和 三级航道 喂给港 

10 三水 3000t 级海轮航道 喂给港，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 

11 高明 3000t 级海轮航道 喂给港，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 

12 三山 三级航道 喂给港 

13 九江 3000t 级海轮航道 喂给港，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 

14 容奇 一级航道 喂给港 

15 北滘 三级航道 喂给港 

16 勒流 三级航道 喂给港 

17 禅城 三级航道 喂给港 

二 其他地区   

1 肇庆 3000t 级海轮航道 喂给港，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 

2 高要 3000t 级海轮航道 喂给港，具有江海直达运输功能 

3 马房 三级航道 喂给港 

4 德庆 二级航道 喂给港 

5 清远 三级航道 喂给港 

6 白土 三级航道 喂给港 

7 都骑 二级航道 喂给港 

8 博罗 三级航道 喂给港 

9 河源 三级航道 喂给港 

10 松口 四级航道 喂给港 

 



第三节  港口发展规划 

 

一、主要港口 

（一）佛山港 

佛山港是全国内河主要港口之一，是广东省最大的内河港口，是佛山市及湖南、江西部分

地区物资水陆中转枢纽港。佛山港已成为佛山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撑。佛山港现辖新市、

澜石、石湾、南庄、三山、九江、平洲、黄岐、里水、和顺、官窑、西樵、容奇、北滘、勒流、

板沙尾、三水、白坭、西南、河口、敢咀、高明、富湾等 23 个港区，其中新市、澜石、三山、

九江、平洲、容奇、北滘、勒流、三水、西南、高明 11 个港区从事集装箱装卸。全港现有码头

泊位 436 个，年综合通过能力 175 万人次、6204 万 t，其中集装箱 186 万 TEU。 

佛山港吞吐货物以散货、件杂、集装箱为主，2007 年完成旅客 98.2 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9764 万 t，集装箱 259.7 万 TEU。预测佛山港 201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127 万人次、11500 万 t，

其中集装箱 320 万 TEU；202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212 万人次、14600 万 t，其中集装箱 565 万

TEU。 

根据《佛山市水运发展规划》，佛山港将发展成为以三山、三水、九江、高明、容奇、北

滘、勒流、禅城等 8 个重要港区为骨干，其他一般港区为补充的，大中小结合、布局合理、功

能明确、层次分明、与城市功能区划相协调的港口体系。8 个重要货运港区规划如下： 

三山港区位于南海区的三山街道所在地，可通航 1000t 级船舶的东平水道与陈村水道的交

汇处，是佛山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主要承担南海区物资水陆转运。三山港区

目前有 8个 1000t 级生产性泊位，年通过能力 266.3 万 t、35 万 TEU，港区水陆域条件较好，与

佛山市规划的三山国际物流园区相邻，将发展成为以外贸集装箱为主的综合性港区，成为广东

省内河外贸集装箱喂给港区。三山港区占用岸线 1570m，码头陆域纵深 350～600m，已建码头泊

位长 420m，具备进一步扩大规模的空间。 

三水港区位于西江下游出海航道金本大桥下游，处于未来规划城区的边缘，是三水区发展

外向型经济的窗口。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工程完成后，3000t 级海轮可直达港区。三水港区建

有码头泊位 53 个，设计货物通过能力为 185.5 万 t、集装箱 5 万 TEU。三水港区陆域纵深发展

空间较大，与国家火炬计划佛山电子电器产业基地的白坭镇相邻，集疏运与城市交通网衔接便

利，将发展成为具有集装箱和煤炭等大宗散货的综合性港区，成为广东省内河外贸集装箱喂给

港区。三水港区包括金本和白坭两个作业区，其中金本作业区占用岸线 1070m，陆域纵深 600m，



已建码头泊位长 160m；白坭作业区码头岸线分布较分散，除去恒益电厂等企业占用岸线外，尚

有可建港岸线 3320m，分别是南拓西坦岸线（1220m）和龙池解放沙岸线（2100m），陆域纵深 200～

590m，具备进一步扩大规模的空间。 

九江港区位于南海区南部的九江镇，西江下游出海航道左岸，与鹤山市隔江相望。随着西

江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3000t 级海轮可直达港口。经过多年的基本建设，目前已拥有

11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160 万 t，集装箱 3.9 万 TEU，主要承担佛山市南部地区及九

江镇物资进出口中转，将发展成以集装箱、件杂货装卸为主的综合性港区，成为广东省内河外

贸集装箱喂给港区。该港区水深条件较好，可供开发的深水岸线资源较多，且规划岸线陆域较

开阔，发展前景较好，可发展成为佛山市南部地区的重要口岸。九江港区规划建港岸线总长

4800m，包括南丰、南鲲、河清和沙头四个作业区，其中南丰作业区占用岸线 940m，陆域纵深

225～410m，已建码头泊位长 340m；南鲲作业区占用岸线 1500m，陆域纵深 145～250m，已开工

建设 2个 3000t 级泊位，码头泊位长 250m；河清作业区规划建港岸线 900m，陆域纵深 310～440m，

目前尚未开发；沙头作业区岸线长 530m，陆域纵深 120～350m，已建码头泊位长 300m。 

高明港区位于高明区的荷城镇、富湾镇所在地，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完成后，3000t 级海

轮可直达港区，是高明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撑。高明港区有码头泊位 46 个，设计货物通

过能力 451.3 万 t，10.5 万 TEU。高明港区可建港岸线长 4500m，陆域纵深较充裕，且与高明苍

江工业园物流中心相邻，将发展成为具有集装箱、大宗散货的综合性港区。高明港区包括荷城

和富湾两个作业区，将成为液体化工产品码头为主、兼有杂货的综合性港区，其中荷城作业区

占用岸线 1200m，陆域纵深 250～295m，已建集装箱码头泊位 1个，长 100m；富湾作业区岸线长

3035m，其中集装箱及件杂货码头岸线 570m，危险品码头岸线 1365m（包括高富石油公司和西江

水泥厂占用岸线），预留码头岸线 1100m，陆域纵深 500m，具备进一步扩大规模的空间。 

容奇港区位于莲沙容水道的右岸，是顺德区的主要对外窗口。容奇港区现有码头泊位 16 个，

设计通过能力 325 万 t、20 万 TEU。容奇老作业区位于容桂镇城区，后方紧临容奇大道，陆域已

没有扩展的可能，未来将重点发展新规划的穗香作业区。容奇港区将随着顺德区经济发展而扩

大规模，将发展成为佛山市东南部地区具有装卸、仓储功能的综合性货运港区。容奇港区穗香

作业区规划岸线长 1500m，陆域纵深 600m，具备建设大规模集约化港区的自然条件。 

北滘港区依托北滘镇和伦教镇，主要为两镇企业生产原料进口及产品出口运输服务。北滘

港区现有码头泊位 6 个，码头泊位长 390m，设计通过能力 120 万 t、20 万 TEU。北滘港区将随

着两镇企业的发展而壮大，成为以集装箱运输为主的货运港口。北滘港区规划岸线长约 1500m，

已建码头泊位长 390m，陆域纵深 260～340m，具备进一步扩大规模的空间。 



勒流港区位于勒流镇的稔海，顺德水道的右岸，主要为勒流镇、龙江镇的企业原材料及产

品运输服务。勒流港区现有码头泊位 9 个，码头泊位长 584m，设计能力 150 万 t、18 万 TEU。

勒流港区包括勒流和下涌两个作业区，成为以集装箱、件杂货运输为主的货运港，规划可建港

岸线1416m，其中勒流作业区规划建港岸线716m，陆域纵深300m；下涌作业区规划建港岸线700m，

陆域纵深 400m。 

禅城港区位于顺德水道左岸南庄镇紫南村一带，是为了搬迁澜石港区、新市港区、南庄港

区、石湾港区码头而开辟的新港区。禅城港区是禅城区外向型经济和临港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是禅城区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将发展成为以集装箱、原材料等货物运输为主的综合性港

区。禅城港区可建港岸线较长，其中 1710m 岸线陆域较为开阔，具备发展成为以集装箱、大宗

散货为主的中型港口的水陆域条件，其中集装箱作业区岸线长 1110m，陆域纵深 450～600m，散

杂货作业区岸线长 600m，陆域纵深 380～450m。 

（二）肇庆港 

肇庆港是肇庆市和广东省西部地区对外物资交流的水陆中转口岸。肇庆港现辖肇庆、封开、

德庆、高要、四会、大旺、怀集等 7 个港区，其中肇庆、高要、四会和德庆 4 个港区开展集装

箱装卸。全港现有码头泊位 102 个，年综合通过能力 204 万人次、745 万 t，其中集装箱 7万 TEU。 

肇庆港货物以散货、件杂和集装箱为主， 2007 年完成旅客 24.5 万人次，完成货物 2101

万 t，集装箱 26.2 万 TEU。预测肇庆港 201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27 万人次和 2500 万 t，其中

集装箱 28 万 TEU，202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55 万人次和 3550 万 t，其中集装箱 54 万 TEU。肇

庆港将发展成为以肇庆、高要、马房三个较大规模的货运港区为骨干，以其他港区为基础的港

口布局。骨干货运港区规划如下： 

肇庆港区位于西江左岸、肇庆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端州区，西江下游出海航道的起点，西江

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工程完工后，3000t 级海轮可直达港区，是肇庆港最大的水陆联运港区，经过

多年的基本建设，目前已拥有 20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134 万 t，集装箱 3 万 TEU，

主要承担肇庆市及附近地区物资集散中转，将发展成以集装箱、件杂货装卸为主的综合性港区，

成为广东省内河外贸集装箱喂给港区。肇庆港区包括肇庆、三榕和新港三个作业区，肇庆作业

区位于城市中心，港口发展受限制；三榕港区位于西江三榕峡出口，处于淤积区，不宜扩大规

模；新港位于鼎湖经济开发区广利镇，岸线稳定，水陆域条件较好，适宜成片开发。肇庆新港

作业区规划岸线长 2.0km，已建 3000t 码头泊位 2个，码头泊位长 264m，陆域平均纵深 1380m。 

高要港区位于西江右岸，是高要市的重要水陆联运港区，目前已拥有 13 个生产性泊位，

年货物通过能力 70 万 t，集装箱 2 万 TEU，主要承担高要市物资集散中转，将发展成以件杂货



为主、兼有集装箱的综合性港区。高要港区包括南岸镇、禄步和金利作业区，南岸镇规划港口

岸线 2.5km，地处城市中心地带，港口规模部在扩大；禄步作业区规划港口岸线 2km，陆域纵深

400m；金利作业区规划港口岸线 2km，陆域纵深 500m。 

四会港区包括四会作业区和马房作业区，四会作业区位于市区，绥江水量逐年减少，发展

空间受限制。马房港区位于绥江与北江交汇处，是四会市的重要对外口岸，目前已拥有 11 个生

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150 万 t，集装箱 2万 TEU，主要承担四会市物资水陆中转，将发展

成以煤炭、水泥等散杂货为主、兼有集装箱的综合性港区。马房作业区规划建港岸线 800m，陆

域纵深 170m。 

二、地区重要港口 

（一）江门港（内河） 

江门港是江门市和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地区对外物资交流的的重要口岸，是江门市发展外向

型经济的重要依托。江门港现辖江门、恩平、开平、台山、鹤山等 5 个港区。全港现有码头泊

位 158 个，年货物通过能力 115 万人次、1321 万 t、5 万 TEU。 

江门内河港吞吐货物以散货、件杂、集装箱为主，2007 年完成旅客 12.9 万人次，货物吞

吐量 1953 万 t，集装箱 10.2 万 TEU。预测江门内河港 201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18 万人次、

2400 万 t，其中集装箱 14 万 TEU；202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36 万人次、3300 万 t，其中集

装箱 25 万 TEU。 

江门港将发展成为以江门、台山 2 个港区为骨干，以鹤山、开平、恩平港区为基础的港口

布局。2 个骨干港区规划如下： 

江门港区位于西江下游出海航道，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整治工程完工后，3000t 级海轮可直

达港区，是目前江门市的重要对外贸易口岸，已拥有 104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507

万 t，主要承担江门市市区腹地货物对港澳等地转运任务。江门港区有高沙、荷塘、外海等 3

个作业区，其中高沙作业区可供发展的岸线资源较少，且码头后方为城市对外交通主干道，陆

域纵深受到限制，目前作业区通过能力基本饱和；荷塘作业区位于西江下游，航道条件较好，

为集装箱制造厂和乡镇工业发展服务；外海作业区位于西江下游，河道宽阔，陆域充裕，建港

自然条件良好，目前是具有客、货运输功能的综合性作业区，承担江门区到港澳的客运和集装

箱、大宗散货、杂货运输，同时为开发区、临江工业发展服务。从长远来看，外海作业区将成

为江门港区的重点发展作业区。 

台山港区包括公益内河作业区。公益作业区地处新会、开平、台山三区（市）交接地，位



于潭江公益大桥下游，该河段河床稳定，水流平缓，陆域充裕，具备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发展空

间，潭江航道整治工程完工后，1000t 船舶可直达公益作业区。公益作业区是台山市最大内河货

运作业区，是具有客货运输功能的综合性作业区，现有 3 个货运泊位和 1 个客运泊位，年通过

能力 75 万 t、10 万人次，主要为公益镇及临近地区工农业生产资料、产成品及旅客运输服务。

随着台山市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货物运输的增长，公益作业区将发展成为台山市外贸集装箱

的主要进出口岸，临江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二）中山港（内河） 

中山港是中山市和珠江三角洲南部地区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门户，是中山市外向型经济的

重要依托。中山港现辖小榄、黄圃、神湾等 3 个港区，其中小榄、神湾 2 个港区进行集装箱装

卸。全港现有码头泊位 38 个，年综合通过能力 15 万人次、385 万 t，其中集装箱 15 万 TEU。 

中山港将发展成为以神湾港区为核心，以小榄、黄圃等港区为补充的港口布局。神湾和小

榄货运港区规划如下： 

神湾港区位于神湾镇，磨刀门水道的左岸，是以集装箱装卸为主的新建设港区，目前拥有

2个 1000t 级生产性通用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100 万 t，主要承担中山市南部城镇及企业物资

进出口。神湾港区正在建设 2个集装箱泊位，新增通过能力 20 万 TEU，预计 2006 年投产。磨刀

门水道 3000t 级海轮航道整治工程完成后，3000t 级海轮可直达神湾港区，神湾港区将发展成为

具有集装箱、机械、矿建材料等装卸功能的综合性港区。该港区水陆域条件较好，具备一定的

发展空间。 

小榄港区位于小榄镇，小榄水道中部，1000t 级船舶可直达港区，是中山内河港以散货及

件杂货为主、兼装卸集装箱的综合性港区，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已拥有 14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

物通过能力 148 万 t，集装箱 5万 TEU，主要承担中山市北部城镇及企业物资进出口，小榄港区

将发展成以散货、件杂货为主、兼有集装箱装卸的综合性港区。该港区水陆域条件较好，具有

一定的发展空间。 

（三）广州内河港 

广州港是广州市北部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广州港现辖新塘、增城、五和、番禺 4个港

区，其中新塘、五和 2 个港区进行集装箱装卸。广州港现有码头泊位 132 个，年综合通过能力

16 万人次、1693 万 t、集装箱 14 万 TEU。 

广州港吞吐货物以非金属矿石、矿建材料、水泥等为主，集装箱运量规模较大，2007 年完

成旅客 4.9 万人次，货物 3988 万 t，集装箱 73.1 万 TEU。预测广州港 201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



为 34 万人次、4250 万 t，其中集装箱 85 万 TEU；202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51 万人次、5000

万 t，其中集装箱 105 万 TEU。广州港将形成以五和、新塘两个港区为骨干，增城、番禺两个港

区为基础的港口布局。2 个骨干港区规划如下： 

五和港区位于白坭水，地处广州市北部的白云区和花都区，白坭水航道整治工程完工后，

1000t 级内河船舶可直达港区。经过多年的基本建设，目前已拥有 49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

过能力 402 万 t，集装箱 6万 TEU，主要承担沿河两岸城镇工厂原材料、矿建材料及非金属矿石

等货物运输。五和港区将发展成为广州市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口岸，以非金属矿石、水泥、

集装箱装卸为主的综合性港区。 

新塘港区位于东江北干流，地处广州市东部的增城市，东江下游航道整治工程完工后，1000t

级内河船舶可直达港区。经过多年的基本建设，目前已拥有 50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504 万 t，集装箱 8万 TEU，主要承担沿河两岸城镇矿建材料、到港澳集装箱等货物运输。新塘

港区将发展成为增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口岸，以矿建材料、集装箱装卸为主的综合性港区。 

（四）东莞虎门港（内河） 

东莞虎门港是东莞市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是东莞市城市建设及产业布局的重要依

托。东莞虎门港现辖内河港区的莞城、石龙、中堂、石碣 4 个作业区。全港现有码头泊位 139

个，年综合通过能力 1713 万 t、24 万 TEU。 

东莞虎门港以矿建材料、水泥、成品油等为主， 2007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4247 万 t，集装

箱 16.4 万 TEU，7.1 万人次。预测东莞虎门港 2010 年货吞吐量 4610 万 t，其中集装箱 24 万 TEU，

旅客 10 万人次；2020 年货吞吐量为 6300 万 t，其中集装箱 50 万 TEU，旅客 30 万人次。东莞虎

门港主要为城市建设及沿江产业发展提供运输服务。 

（五）云浮港 

云浮港是云浮市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是云浮市产业布局的重要依托。云浮港现辖六

都、都骑、都城、南江口等 4个港区，其中六都港区进行集装箱装卸。全港现有码头泊位 69 个，

年综合通过能力 30 万人次、935 万 t。 

云浮港以非金属矿石、矿建材料、水泥等为主， 2007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1726 万 t，集装

箱 3.3 万 TEU。预测云浮港 2010 年货吞吐量为 2190 万 t，其中集装箱 6 万 TEU， 2020 年货吞

吐量为 3000 万 t，其中集装箱 15 万 TEU。云浮港将形成以都骑港区、六都港区为骨干，以其他

港区为基础的港口布局。 

都骑港区位于西江航运干线，地处云浮市都杨镇，距云浮市区 22km，经过多年建设，目



前拥有码头泊位 8 个，货物通过能力 350 万 t，以煤炭、水泥、建材运输为主。都骑港区将发展

成为云浮市云城区临港工业的重要依托，以煤炭、水泥为主，兼有集装箱运输的货运港区。都

骑港区规划有都骑、杨柳、亨达利、油气四个作业区，其中都骑作业区主要为云浮市政府所在

地云城区工农业生产运输服务，是重点发展的货运作业区。 

六都港区位于西江航运干线，地处云浮市六都镇，距云浮市区 20km，是广东省西部地区

货物重要的水陆中转节点，也是目前云浮市唯一的外贸口岸。经过多年的基本建设，目前六都

港区已拥有 32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565 万 t，主要承担云浮市工业原材料及矿建材

料、非金属矿石、水泥、煤炭等货物运输。六都港区将发展成为云浮市对外货物运输的重要口

岸，以非金属矿石、水泥等为主的杂货港区。六都港区规划有六都、四围塘、黄湾三个作业区，

其中六都作业区位于六都镇内，后方陆域纵深受到城镇及道路的限制，发展空间不大，应重点

发展四围塘和黄湾作业区，其中四围塘作业区已建成 1000t 级泊位 7 个，为云浮市经济发展提

供运输支撑。 

（六）清远港 

清远港是清远市对外物资交流的水陆转运口岸，主要承担清远市对港澳物资运输和北江沿

江企业原材料、产成品出口。清远港现辖清远、英德、阳山等 3 个港区，其中清远港区开展集

装箱装卸。全港现有码头泊位 106 个，年综合通过能力 558 万 t。 

清远港以非金属矿石、矿建材料等为主，兼有少量集装箱，2007 年完成旅客 202 万人次，

货物 1543 万 t，集装箱 0.1 万 TEU。预测清远港 201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256 万人次、1700

万 t、集装箱 0.5 万 TEU，2020 年客货吞吐量分别为 400 万人次、2100 万 t、集装箱 2万 TEU。

清远港将发展成为以清远港区为骨干，以北江的英德及连江的阳山港区为基础的港口布局。 

清远港区位于北江干流，处于清远市政府所在地，目前 300t 级船舶可直达港区。经

过多年的基本建设，目前已拥有 60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270 万 t，主要承担

清远市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及湖南等地煤炭中转运输。北江航道等级提高后，1000t

级船舶可以直达清远港区，有利于发挥清远港区的区位优势，为清远市经济发展提供运

输服务，降低货物运输成本，提高清远市产品竞争力。 

（七）惠州港（内河） 

惠州港位于东江，是惠州市货物运输的内河口岸，是东江沿岸企业生产及城镇建设所需原

材料进口的重要港口。惠州港现辖园洲、石湾、龙溪、博罗、惠城、仍图、泰美和观音阁等 8

个港区。惠州港现有码头泊位 22 个，年综合通过能力 10 万人次、62 万 t。 



惠州港以矿建材料为主，2007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505 万 t，集装箱 2 万 TEU。预测惠州港

2010 年货物吞吐量为 525 万 t，其中集装箱 3万 TEU；2020 年货物吞吐量为 700 万 t，其中集装

箱 6万 TEU。惠州港将形成以博罗、惠城 2个港区为骨干，其他港区为基础的港口布局。2 个骨

干港区规划如下： 

博罗港区位于博罗县城罗阳大桥上下游，临近 324 国道和广惠高速公路，是博罗县对外货

物运输的重要节点。现有货运码头岸线长 430m，以建材、化肥和成品油为主要货类，岸线较为

充裕，港口发展空间较大。博罗港区以博罗县城为直接腹地，发展成为以建材、油品等大宗散

货为主要货类的港区。 

惠城港区位于穿越惠州城区的东江两岸，临近 324、205 国道和广惠高速公路，是惠州城

区对外货物水陆中转的节点。现有码头岸线长 1350m，码头分布较为分散，以散货运输为主。未

来惠城港区通过对现有分散码头资源整合，来提高港口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发展成为以惠

州城区为直接腹地的散杂货港区。 

2010 年前东江下游航道整治工程完工后，500t 级船舶可直达惠州港。东江航道规划完成后，

1000t 级船可达惠州港。惠州港主要承担惠州市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矿建材料、化肥等货物运输，

将发展成为惠州市联系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内河口岸，以矿建材料、煤炭等运输为主的重要港。 

（八）潮州港（内河） 

潮州港主要承担潮州市建材、水泥等中转集散，在与梅州等韩江上下游地区间物资交流中

发挥一定作用。潮州港现有码头泊位 4 个，年货物通过能力 8 万 t。2007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239

万 t。预测潮州港 2010 年、2020 年货物吞吐量分别为 380 万 t 和 450 万 t。规划潮州港主要为潮

州市沿韩江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运输服务。 

（九）韶关港 

韶关港主要承担韶关市煤炭、矿建材料、水泥等货物进出口，是韶关市与珠江三角洲地区

物资交流的重要窗口。韶关港现有码头分布在北江、武江和浈江沿岸，辖有武江、浈江、新港、

白土、乌石、大坑口等 6个港区，共有码头泊位 57 个，年货物通过能力 440 万 t。 

2007 年韶关港货物吞吐量 285 万 t。预测韶关港 2010 年、2020 年货物吞吐量分别为 360

万 t 和 500 万 t。韶关港将形成以乌石、白土、新港等 3个港区为骨干，以大坑口、武江、浈江

等港区为基础的港口布局。 

乌石港区位于北江下游的乌石镇，距韶关市中心区 30km。乌石港区主要依托韶钢、韶关电

厂、韶冶等大型企业，以煤炭、煤灰、铁矿砂等大宗散货为主的货运港区。 



白土港区位于位于北江下游的白土镇，距韶关市中心区 15km。白土港区主要依托粤北工业

开发区、白土高科技园区和曲江工业园区等产业群，是以件杂货运输为主的货运港区。 

新港港区位于北江上游、韶关市区以南 8km。新港港区主要依托韶钢、韶冶、韶铸等韶关

市的传统优势产业，是为这些企业的大型铸钢件、精铸、精锻、精密铸件等重件、大件货物运

输服务的货运港区。 

（十）河源港 

河源港主要承担河源市建材、油品等中转集散，是河源市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河源

港现有码头泊位 22 个，年货物通过能力 122 万 t。2007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417 万 t。预测河源

港 2010 年、2020 年货物吞吐量分别为 505 万 t 和 600 万 t。河源港规划辖源城、紫金和龙川 3

个港区，主要为河源市矿产资源开发及沿江企业发展提供运输服务。 

（十一）梅州港 

梅州港主要承担梅州市水泥、煤炭等产品出口，是梅州市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梅州

港现辖东山、丙村、松口、蓬辣、茶阳、三河等 6个港区，现有码头泊位 81 个，年货物通过能

力 630 万 t。2007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559 万 t。预测梅州港 2010 年、2020 年货物吞吐量分别为

800 万 t 和 1000 万 t。梅州港将发展成为以松口港区为骨干，以东山、丙村、蓬辣、茶阳、三

河、新铺港区为基础的港口布局。 

松口港区位于韩江干流，目前 100t 级船舶可直达港区。经过多年的基本建设，目前已拥有

26 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通过能力 250 万 t，主要承担梅州市水泥、矿建材料等货物运输。韩

江航道条件改善后，松口港区将发展成为梅州市重要的对外货物运输口岸。 



第五章  支持保障系统规划 

 

支持保障系统是发挥航道功效、保障航行安全、规范水运市场管理的重要设施，在加快航

道建设的同时，应加强支持保障系统的建设，通过改善技术装备，提高科技含量；调整设施布

局，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信息化进程，提高运转效率；提高内河航运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按

照“整体协调、布局优化、技术先进、分步实施”的原则，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支持保

障系统建设步伐，到 2010 年，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管理高效，与内河航道总

体规划相协调的支持保障系统,为全面实现内河航运现代化奠定基础。 

一、助航标志规划 

1.航标布局方案 

规划广东省内河 III 级及以上的航道全部设置内河一类标，地区重要航道以设置内河一类标

为主，东江的枫树坝至河源设置重点标；内河其他航道根据航道的自然条件，设置内河一类标

或者内河重点标。崖门出海航道、横门出海航道等沿海航道设置沿海航标。 

规划广东省新增航道设标里程 485km，航道设标里程由原来的 4917km 增加到 5402km，覆

盖全部 III 级及以上航道及绝大部分地区重要航道。 

2.航标监测系统规划 

航标自动监测的实质是利用自动监测技术对航标技术状态进行监测，并将航标的技术参数

通过无线电等通信手段传输到管理中心，以便发生故障时及时修复，从而提高航标维护的反应

速度，更好地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同时也能减少日常巡标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考虑到目前航标自动监测技术尚处于试用阶段，规划仅在最繁忙的航道配置航标遥控系统，

当该技术成熟后再推广应用到其他航道。 

二、航道水位站规划 

1.水位站布局方案 

在 III 级及以上航道、地区重要航道的口门及沿海航道的适当位置规划布置航道水位站，

作为基本水位站进行管理，并应用远程水位遥测系统，为航道维护、管理及向社会服务提供基

础数据。根据航道水文站基本覆盖 III 级及以上航道、地区重要航道和重要沿海航道的目标，

规划布置航道水位站 50 个。 

2.水位信息系统规划 

为能够掌握航道水位情况，及时收集水位信息，需建设水位信息系统，以提高航道维护的



时效性，并通过电信公共网向社会及时发布航道水位信息，更好地为航运企业提供服务。实现

水位信息实时测量、处理、传递的水位遥测系统是水位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基础，规划将广东

省内配备水位遥测系统的航道水位站全部与航道分局、地区局和省航道局联网，建立航道局内

部联网的水位信息系统。 

三、航道平高控制网规划 

根据航道建设及维护的实际需要，规划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东江三角洲、粤东、粤西分别

布置平高控制网，主要以 IV 级及以上内河航道为主，适当布置少量 IV 级以下航道及沿海航道

的控制点。 

为了在满足实际使用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节约测设经费，规划广东省航道系统的平高控制

网建设 GPS—B 级网测点 54 个、GPS—D 级网测点 450 个和广东省航道系统三等高程控制网。 

四、航道管理配套设施规划 

1.航道管理船舶规划 

高等级航道和珠江三角洲重要航道全面实行快艇巡标；其它重要航道基本实现快艇巡标；沿

海航道根据海区情况分别实行航标船或快艇巡标。在已实现航标自动监控的珠江三角洲航道上，

航标快艇将全部担负巡查航标任务。航标船全部配备在航道分局，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船舶

数目得到精简的同时，又能保证维护任务的完成。 

2.管理站场 

航道管理站场应与航道管理机构设置相适应，规划以现有管理站场为基础，结合航道维护

的实际需要，参照《广东省行政办公楼建设和装修标准（试行）》“三级办公楼”标准安排业

务用房建设，建成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的管理站场。全省规划建设航道管理站场 18 个。 

3.航道工作船码头 

航道工作船码头布局应与航道管理机构设置、航道站场布局以及船舶数量相协调，规划全

省布置航道工作船码头 63 座。 

五、航道信息系统规划 

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以航道业务为核心，实现全省航道数字化和可视化、管理数字化和

科学化、协同环境下的工作流程自动化和规范化，提高航道维护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广东省航

道信息系统规划包含系统支撑平台（计算机网络平台，系统软件支撑平台和与外网进行数据交

换的数据交换平台）和应用系统（航道业务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决策指挥系统、航道监控系

统、航道电子地图系统、公众服务系统）两大部分。各组成部分之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六、内河海事及安全监督规划 



根据《广东海事局立体监管与快速反应系统总体规划》（交通部规划研究院与广东海事局合

编，2004 年 2 月），广东省海事局监管水域包括海区、海港、珠江口、内河干线及内河支流和封

闭水域。省海事局立体监管与快速反应系统的总体发展目标是：到 2005 年基本建成“监管立体

化、反应快速化、执法规范化、管理信息化”的统一、规范、高效的海事监管与快速反应系统。

到 2015 年，全面建成政令统一、结构合理、执法规范、装备先进、服务高效的海事立体监管与

快速反应系统，总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海事监管与应急反应水平。 

内河干线水域监管模式是：在重要航段、关键位置建设监管点，最终形成监管网络，实现

内河监管网络的协管共查，确保主要通航水域到达应急现场的时间在 1 小时内。内河支流和封

闭水域监管模式是：采取海事巡逻船、快艇、巡逻监管车、车载快艇相结合的监管模式。 

1.水上监管点规划 

规划在广东省内河水域共设置 21 个现场监管点，形成内河监管网络。其中珠江三角洲水网

地区 13 个，西江水系 2个，北江水系 2个，东江水系 1个，韩江水系 1个，榕江水系 2个。 

2.基础设施规划 

在内河水域监管点分别布置 60m、45m 两种规模的浮码头，为中、小巡逻船提供停泊场所，

为交通综合执法扣留的“三无”船舶提供固定的停泊区，并具备现场办公条件。 

3.水上机动力量规划 

在内河干线水域所有监管点均配置 5.2m 和 4.73m 两种类型快艇各 1艘，17m 巡逻艇 1艘。

在内河支流和封闭水域配置小型快艇或车载快艇。 

4.视频监控系统规划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内河 21 个现场监控点以及内河主要港口为基础，建设 21

个 CCTV 监控系统，初步规划 80 个站点，形成对内河主要通航水域及主要港口的 CCTV 覆盖。 

5.安全通信系统规划 

在各海事局、海事处值班室配备 12395 报警电话，在内河高等级航道，以海事局、处和现

场监管点为基础，建设 VHF 分区域覆盖网络，进行 VHF 通信服务。 

七、水运交易信息系统规划 

以广东省交通厅政府网站为基础，构建广东省水运交易信息系统，实现广东省水运交易的

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为各类水上运输企业提供“集中、便利、经济、高效”的一站式服

务。规划该系统包括信息发布功能、水运货物交易功能、船舶交易功能、结算功能以及为以上

的交易提供电子单证、保险、理赔、仲裁、广告等综合服务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