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文件 
国铁集团办公厅 

交办水〔2020) 69 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国铁集团办公厅关于印发船舶碰撞桥梁 

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各

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各铁路局集团公司，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

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经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同意，现将《船舶碰撞桥

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怜喇嗽令季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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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交通运输部、 

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关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有关工作部署，现制 

定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如下。 

整治目标 

按照“各负其责、科学评估、防治结合、综合施策”的原则，全面

排查和治理船舶碰撞桥梁安全隐患，通过三年行动，进一步健全安

全管理责任体系，完善桥区标志标识，提高航道通航保障服务水

平，规范桥区水域船舶通航秩序，提升桥梁防撞能力，建立健全防

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实施范围 

本方案的实施范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投入运行的

跨越内河高等级航道的各类桥梁。跨越其他等级内河航道的桥梁

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参照本方案组织开展隐患治理。 

内河高等级航道是指《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部关于印发全国

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的通知》（发改交运〔2007J 1370 号）中的 

“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详见附件 10 

主要任务 

（一）健全安全责任体系。 



1．强化主体责任落实。航运企业是船舶安全航行的责任主

体，应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所属船舶和船员管理，保

证船员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保障船舶在桥区水域安全规范航行。负责桥梁养护或

运行管理的单位（以下简称桥梁运行管理单位）是保障桥梁安全运

行的责任主体，应依法依规设置和维护桥梁标志标识、防撞设施；

对抗撞性能不足的，采取设置防撞设施、加装主动预警装置等措

施，提升防撞能力。航道养护单位是桥区水域航道养护的责任主

体，应按规定保障桥区水域航道和水上航标处于良好的状态。 

2．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各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履行监管职

责。海事管理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落实桥区

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责任，督促航运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和相关安全保障措施。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落实公路

桥梁防船舶碰撞的监管责任，督促指导桥梁运行管理单位落实桥

梁安全运行主体责任和相关安全保障措施。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

要按职责落实铁路桥梁（含铁路、公路两用和铁路、城市道路两用

桥梁，下同）防船舶碰撞的监管责任，督促指导桥梁运行管理单位

落实桥梁安全运行主体责任和相关安全保障措施。航道管理部门

要落实航道安全监管责任，督促航道养护单位加强航道及水上航

标养护，保障桥区航道安全。 

3．强化属地责任落实。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各地区

铁路监督管理局、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积极向属地政府报告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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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桥梁隐患治理行动有关工作，推动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建立属地政府领导牵头，铁路、公路、航道、海事、城

市、管道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协调落实城市、管道等桥梁

行业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其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桥

梁运行管理单位所在地行业监管部门牵头原则，协调落实跨地区、 

多用途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牵头监管部门和牵头桥梁运

行管理单位，并协调解决隐患治理行动中的其他重大问题。 

（开展桥区水域航道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别组织

开展航道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整治航道维护尺度不足、航标缺

失或功能失常等问题。要按照航道养护规定和技术规范加强桥区

水域水上航标维护管理，加强航道水深测量和维护，加强技术考

核，保证桥区航道维护水深年保证率、水上航标维护正常率不低于

相关规范要求。涉及桥梁方面的安全风险隐患情况通报桥梁运行

管理单位。珠江航务管理局协同广东、广西两省区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开展西江航运干线航道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本次行动中

涉及的桥区航标设置、重置、新增问题，桥梁上航标由桥梁运行管

理单位负责，水上航标由航道养护单位负责。 

（开展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

按职责，分别组织开展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整治桥区

水域船舶消航、掉头、横越、违规追越、不按规定航路航行、船舶超 



高航行等行为。要督促航运企业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夯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强化相关

事故或险情等安全警示教育和船员培训，提升船员防范船舶碰撞

桥梁的安全意识和驾引能力，规范桥区水域驾引行为；要建立健全

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提升海事管理机构水上交通现

场监管能力。加强汛期无动力船舶、锚地船舶监管，严防失控走

锚。涉及桥梁方面的安全风险隐患情况通报桥梁运行管理单位。 

（开展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公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开展安

全风险隐患自查和综合评估；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公

司组织铁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和综合评

估。先开展自查（自查要点见附件 2)，再根据自查结论开展桥梁

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评估要点见附件 3)。重点整

治桥梁标志标识设置维护不到位、通航净空尺度不足、未按要求设

置维护防撞设施、抗撞性能不足等问题。要建立健全安全风险隐

患辨识排查治理制度，完善标志标识和设施设备，提升防撞能力， 

保障桥梁安全运行。公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将排查治理情况逐级

报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铁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将排查治理

情况逐级报送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和铁路局集团公司。涉及航

道、水上交通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情况分别通报当地航道管理部

门和海事管理机构。 

（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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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牵头组织行政区内跨航道桥梁涉

及的有关公路、航道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铁路监管等管理机

构和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建立防范化解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机制，定

期通报信息，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协

同联动，实现风险隐患排查、防范化解的常态化、长效化。 

四、时间安排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底，分 4 个阶段进行。 

（动员部署（2021 年 1 月底前）。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 

公司，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根据本方案要求，结合工

作实际，实化细化实施方案，并做好动员部署，明确目标和要求，细

化工作措施。2021 年 1 月底前，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江

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将各自的实施方案和动员部署情况

报交通运输部，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公司将各自的

实施方案和动员部署情况分别报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 

（隐患排查（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9 月）。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

公司、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分别组织

协调开展桥区水域航道、水上交通、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汇总辖区内公路、城市、管道等桥梁

船舶碰撞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于 2021 年 9 月底前报交通

运输部；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会同铁路局集团公司汇总铁路桥 



梁船舶碰撞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于 2021 年 9 月底前分别

报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 

（三）集中整治（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

按职责分工，分别组织开展桥区水域航道、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

治理，于 2022 年 3 月底前完成治理工作。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

公司等按职责督促、协调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实施桥梁安全风险隐

患治理，制定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公路桥梁于 2021 年 10 月底

前完成桥梁标志标识完善、2022 年 10 月底前完成加装主动预警

装置等整改工作，铁路桥梁结合相关工作统筹实施。桥梁设置防

撞设施、加固改造的，应于 2021 年 10 月底前开始履行工程建设或

养护工程组织实施程序，落实资金渠道，2022 年 3 月底前完成前

期工作，其中长江、西江航运干线桥梁设置防撞设施、加固改造的， 

应于 2022 年 3 月底前启动项目实施，并按计划如期完成。公路桥

梁风险隐患治理结合危旧公路桥梁改造统筹实施。 

集中整治重点解决存量问题，同时要遏制增量。各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对新建桥梁的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要严把审核审批

关，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和抗撞性能必须符合有关规范标准，所在地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监督实施，有序引导船舶大型化发展。 

船舶通行必须符合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航道等级以及相关安全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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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202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

公司，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总结三

年行动开展情况，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长效机制。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汇总行政区内公路、城市、管道等桥

梁的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行动工作情况，于 2022 年 12 月底报

交通运输部。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会同铁路局集团公司汇总铁

路桥梁的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行动工作情况，于 2022 年 12 月

底前分别报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 

五、有关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协调，建立

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和进度安排，定期听取

情况汇报、协调解决问题，对整改事项逐个销号。交通运输部、国

家铁路局有关司局和国铁集团有关部门按职责做好督促指导、不

定期开展抽查，对工作不力、进度滞后的单位进行约谈通报，对发

现的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对市、县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督导和检查。 

（加强协调联动。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做好联

合监管、应急联动和信息共享，协同推进各项工作。 

（加强资金保障。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地区铁路监

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公司、桥梁运行管理单位要加大资金筹措力

度，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多措并举，保障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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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序有效实施。交通运输部将按照有关规定，对于普通公路桥

梁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四）做好其他等级内河航道桥梁隐患治理。各省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要提请省级人民政府协调压实市县人民政府属地责任， 

明确各方职责、任务和要求，制定政策措施，落实资金渠道，在本行

动期内同步实施，优质高效完成治理任务。 

附件：1．内河高等级航道清单 

2．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要点 

3．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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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河高等级航道清单 

航道名称 起 讫 点 

两横 

1.长江干线 水富一长江口 

2．西江航运干线 南宁一广州 

一纵 

1．京杭运河 梁山一杭州 

两网 

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两纵六横 

两纵 

1．京杭运河一杭雨运河 

（含锡澄运河、丹金漂槽 

河、锡漂槽河、乍嘉苏线） 

京杭运河：苏北运河一江南运河 

杭甫运河：三堡一甫江口 

锡澄运河：黄田港一皋桥 

丹金漂槽河：七里桥一漂阳 

锡深槽河：宜城一洛社 

乍嘉苏线：乍浦一平望 

2.连申线 

（含杨林塘） 

连申线：盐河一灌河一通榆河一射阳河一通榆河一通扬运河一如泰

运河一焦港河一申张线一苏申内港线 

杨林塘：巴城一杨林口 

六横 

1．长江干线 长江干线：南京一长江口 

2．淮河出海航道一盐河 

淮河出海航道： 

洪泽湖南线一灌溉总渠一淮河人海水道一通榆河一灌河 

盐河：杨庄一武障河闸 

3．通扬线 通扬线：高东线一建口线一通扬运河一通吕运河 

4．芜申线一苏申外港线 

（含苏申内港线） 

芜申线：芜太运河一太湖航线一太浦河 

苏申外港线：宝带桥一分水龙王庙 

苏申内港线：瓜径口一宝钢支线铁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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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名称 起 讫 点 

5．长湖申线一黄浦江一大 

浦线、赵家沟一大芦线 

（含湖嘉申线） 

长湖申线：小浦一西柳河口 

黄浦江：分水龙王庙一吴淞口 

大浦线、赵家沟：赵家沟一大治河；随塘河一黄浦江 

大芦线：内河集装箱港区一黄浦江 

湖嘉申线：闸西一红旗塘 

6．钱塘江一杭申线（含杭

平申线） 

钱塘江：衡州一赌山 

杭申线：塘栖一分水龙王庙 

杭平申线：新市一竖潦径 

珠三角高等级航道网：三纵三横三线 

三纵 

1．西江下游出海航道 

西江下游出海航道：思贤洛一百顷头 

磨刀门水道：百顷头一挂定角 

磨刀门出海航道：挂定角一横州 

挂定角一九澳 

2．白泥水道一陈村水道一

洪奇沥水道 

白妮水道：渡槽桥一珠江大桥 

陈村水道：壕潜口一三山口 

洪奇沥水道：板沙尾一洪奇门 

3.广州港出海航道 

广州港出海航道： 广州一黄埔前航道 

广州一黄埔后航道 

黄埔一虎门 

三横 

1．东平水道 东平水道：思贤洛一广州 

2.潭江一劳龙虎水道一莲

沙容水道一东江北干流 

潭江：三埠一熊海口 

劳龙虎水道：虎坑口一狗尾 

莲沙容水道：南华一莲花山 

（含均安水道及八塘尾一大沙尾） 

东江北干流：石龙一东江口 

3．小榄水道一横门出海航

道 

小榄水道： 莺歌咀一大南尾 

大南尾一横门口 

横门出海航道：横门口一淇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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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名称 起 讫 点 

三线 

1．崖门水道一崖门出海航

道 

崖门水道：熊海口一崖门口 

崖门出海航道：崖门口一荷包岛 

2．虎跳门水道 虎跳门水道：百顷头一虎跳门口 

3．顺德水道 顺德水道：紫洞口一火烧头 

十八线 

1.眠江 乐山一宜宾 

2．嘉陵江 
广元一合川 

合川一重庆 

3．乌江 乌江渡一涪陵 

或湘江 松柏一城陵矶 

5．沉水 
三板溪一常德 

常德一鱼占鱼口 

6．汉江 
安康一丹江口 

丹江口一汉口 

7．江汉运河 龙洲烷一高石碑 

8.赣江 赣州一湖口 

9．信江 贵溪一罐子口 

10．合裕线 合肥新港一裕溪口 

11．淮河 
淮滨一正阳关 

正阳关一淮安 

12．沙颖河 漂河一沫河口 

13．右江 
剥隘一百色 

百色一南宁 

14．北盘江一红水河 
百层一来宾 

来宾一石龙三江口 

15，柳江一黔江 柳州一桂平 

16．黑龙江 恩和哈达州白力 

17．松花江 
大安一肇源 

肇源一同江 

18一闽江 南平一外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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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要点 

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对桥梁标志标识、净空尺度、防撞设施、抗

撞性能情况开展自查，结合航道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通报的意

见建议，提出自查结论。 

一、自查内容 

（标志标识。 

按相关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核查桥梁航标、警示标志设置 

情况。 

（通航净空尺度。 

根据通航净空尺度最小值，核查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实际值是 

否满足最小值要求。通航净空尺度最小值可根据《内河通航标准》 

《长江干线通航标准》等相关标准和文件中关于水上过河建筑物通

航净空尺度的有关要求，结合桥梁所在航道的区段通航代表船型、 

船队确定，桥区通航环境复杂的应按上述标准要求适当加大。 

（桥梁防撞设施。 

对照桥梁设计文件、通航批复文件等要求，核查实际设置的防 

撞设施是否满足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要求。 

（桥梁抗撞性能。 

按船舶吨级初步核查桥梁抗撞性能。核查桥梁设计文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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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批复文件等确定的防撞船舶吨级（无相关文件的老旧桥梁按建

设时考虑的防撞船舶吨级），是否满足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要求。 

按照航道区段标准统一的要求，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

理局分别组织提出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航道的区段通航代表

船型、船队；其他高等级航道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船队由省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提出。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船队由提出部门和单位

函告桥梁运行管理单位。 

对一孔跨过通航水域或一跨过河的桥梁，主要自查桥梁标志

标识、通航净高和涉水桥墩的抗撞性能。 

二、自查结论 

提出桥梁标志标识、净空尺度、防撞设施、抗撞性能等方面的

问题清单及整改意见。对存在通航净空尺度不满足区段通航代表

船型要求、未按设计要求设置防撞设施、抗撞性能不足等问题的桥

梁，要进一步开展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 

公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将自查结论报送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铁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将自查结论报送地区铁路监督管理

局、铁路局集团公司。其他桥梁按属地政府意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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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 

综合评估要点 

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委托相关专业单位综合分析桥区水域航道 

条件、通航环境和桥梁抗撞性能，提出综合评估报告。 

一、基础调查 

（桥梁情况。 

调查收集桥梁类型、孔跨式样、所在线路等级、通航技术参数

批复、桥跨布置、通航孔桥跨式样和桥墩式样及数量、桥梁防撞设

施、桥梁标志标识配布、基础类型和冲刷等情况。调查收集桥梁及

防撞设施设计图纸和检测资料。 

（航道情况。 

调查收集气象条件、航道设计和维护尺度、相关测图、航道通

航条件、相部涉水设施及周围环境、水上航标配布、不同时期（低水

位、高水位期等）水位（潮位）变化、水流流速流向、航道规划、港口

现状及规划和航运发展等情况。航道管理部门配合提供相关

材料。 

（船舶情况。 

调查收集桥梁所在河段船舶类型、吨位、装载情况、流量、AIS 

轨迹、过桥航速、船型尺度、船舶碰撞桥梁事故及险情等情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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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管理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配合提供相关 

材料。 

二、通航安全风险评估 

（航道条件分析。 

1．桥区航道条件分析。评估航道顺直程度、水流横向和纵向

流速、桥轴线法线方向与航道水流流向交角等对通航安全的影响。 

2．通航净空尺度复核。按照相关通航标准计算桥梁通航净高

和净宽要求，与实际通航净空尺度比对。 

3. 涉水桥墩通航影响分析。分析桥墩布置对航道、船舶通航

安全的影响。 

（通航环境分析。 

1．船舶交通流分析。分析不同年份和洪中枯期，通过桥梁所

在河段的船舶日均流量，兼顾考虑船舶上下行、不同船舶类型、不

同吨位的船舶数量，适当考虑“十四五”期的发展趋势。 

2. 船舶通航秩序。根据桥梁所在河段船舶 AIS 轨迹、航路交

汇等情况，分析桥区通航安全的适应性。 

3．相邻设施影响分析。分析桥区水域港口、码头、渡线、锚地

等相部设施对桥区通航安全的影响。 

4. 船桥碰撞历史事故险情分析。分析近 5 年桥区水域发生的

船桥碰撞事故及险情，包括事故数量、损伤程度、伤亡人数、事故原

因、碰撞位置以及后续采取的处置措施，险情数量、原因及处置情

况，查找存在的安全隐患。 



三、抗撞性能验算 

（确定抗撞性能标准。 

公路桥梁参照《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中桥梁船撞作用设防

水准、桥梁结构抗船撞性能等级、桥梁构件抗船撞性能等级的确定

方法综合确定抗撞性能标准，铁路、城市、管道等其他桥梁可参照

相应的技术规范或《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确定。 

（确定设防代表船型。 

公路桥梁按照《内河通航标准》《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等， 

结合桥区河段实际通航情况、区段通航代表船型和桥梁预期寿命， 

确定具体桥梁的设防代表船型。铁路、城市、管道等其他桥梁可按

照本行业相应技术规范或参照上述相关技术规范确定。 

（验算杭撞性能。 

公路桥梁按照《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相关方法验算，铁路、 

城市、管道等其他桥梁可参照相应的技术规范或《公路桥梁抗撞设

计规范》相关方法验算。 

四、评估结论 

根据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分析，因桥施策，针对

不同情况选取改善桥区航道条件、加强通航安全管理、加装主动预

警装置、设置防撞设施、加固桥墩、改造桥梁等相应措施，提出桥梁

防撞能力提升方案。 

抗撞性能不满足要求的桥梁，应优先采取设置防撞设施、加固

或改造桥梁等方式提升抗撞性能，难以设置防撞设施、加固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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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应加装主动预警装置，并由各有关部门加强现场管理。防

撞设施需统筹考虑对桥梁自身和船舶安全的保护。 

通航净空尺度不足的桥梁，应加装主动预警装置，并由各有关

部门加强现场管理。 

桥区航道维护尺度不达标的，应加强航道巡查，加大疏浚力

度，仍不能达标的，应实施航道整治工程。 

桥区水域通航环境复杂的，应加强现场巡航检查和通航秩序

监管，并加强桥梁警示标志、桥涵标志的设置和管理，完善周边水

域导助航设施，以便于船舶保持正确航道航行。 

五、评估要求 

（评佑单位。 

综合评估中涉及航道、水上交通安全方面的内容应委托具备

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能力的专业单位开展，涉及桥梁抗撞性能

验算及提升的内容应委托具备相应桥梁设计资质的单位开展。 

（评估报告咨询评审。 

综合评估报告由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委托具备相应桥梁设计资

质的单位牵头提出，由桥梁运行管理单位组织相关行业专家进行

咨询评审，邀请相关交通运输、航道、海事等行政管理部门和桥梁

行业监管部门参加。评审意见作为综合评估结论，桥梁运行管理

单位据此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治理。 

（报送要求。 

公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将综合评估情况报送属地交通运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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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铁路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将综合评估情况报送地区铁路监

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公司。其他桥梁按属地政府意见确定。 

抄送：北海、东海、南海航海保障中心，部规划研究院、科学研究院、公

路科学研究院、水运科学研究院，部法制司、综合规划司、财务

审计司、公路局、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海事局。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0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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