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道与引航 

长江上海段航速限制 

1. 长江口深水航道水域（北槽）：最高航速不得超过 15 节。 

2. 交通管制期间，北槽航道进港船舶的航速不得低于 10 节。速不得超过 12 节。 

吴淞 VTS 各航段报告频道 

1. 长江口报告区域                      CH 08 

3. 圆圆沙警戒区东边界至浏河口上海港界线之间水域，最高航 

2. 南槽灯船﹤＝＝＝＝﹥圆圆沙          CH 26 

3. 圆圆沙  ﹤＝＝＝＝﹥66 号浮          CH 71 

4. 66号浮  ﹤＝＝＝＝﹥宝山灯船        CH 27 

5. 北槽灯船﹤＝＝＝＝﹥圆圆沙          CH 09 

6. 黄浦江水域                          CH 19 

黄浦江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2006.4.1 

（1）黄浦江的起止点 

是指从吴淞口灯塔至浦东界标的连线（即黄浦江界）与闵行发电厂上游边界至巨漕港

上口连线（即港界）之间的水域。 

（2）黄浦江对船舶航速规定 

船舶航行时，航速不得大于 8节。 

（3）黄浦江对船舶雾航的规定 

① 黄浦江水域能见度小于 1000 m 时，船舶应当缓速航行； 

② 黄浦江水域能见度小于 500 m 时，禁止大型船舶航行； 

③ 黄浦江水域能见度小于 100 m 时，禁止一切船舶航行。 

（4）黄浦江警戒区 

① 吴淞警戒区：范围为吴淞口灯塔至 103 号灯浮之间的水域。 

② 蕰藻浜警戒区：范围为黄浦江蕰藻浜河口上、下游各 100 m 的水域。 

（5）黄浦江掉头区   3 个  

① 1 号掉头区：范围为自军工路码头上角与浦东长航 12 号驳船码头上游端连线至轮渡

草临线下游 100 m 内水域。 

该掉头区仅限总长度大于 160 m 但小于 300 m 的船舶使用。 

② 2 号掉头区：范围为自复兴岛上钢二厂码头下游端与立新船厂码头上游端连线至轮

渡东嫩线上游 100 m 内水域。 

                     该掉头区仅限总长度大于 180 m 但小于 300 m 的船舶使用。 

③ 3号掉头区：范围为上船西厂码头下游端与其昌栈码头下游端的连线至黄浦码头上

游端与其昌西栈码头上游端的连线之间的水域。 

该掉头区仅限总长度小于 275 m 的船舶使用。 

（6）黄浦江对船舶掉头的规定 

① 船舶应在指定的掉头区掉头。 

② 船舶掉头时，应当在掉头前 10 分钟显示相应的掉头信号（白天在主桅悬挂一个黑

球、夜间上红下白环照灯），并用甚高频无线电话 06 频道通报动态。 

③ 大型船舶或大型船队掉头，顺流时在 1200m 、逆流时在 600m 距离内有大型船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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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驶近的，应当待来船驶过后再进行掉头。 

④ 小型船舶或小型船队掉头，顺流时在 600m 、逆流时在 300m 距离内有大型船舶或船

队驶近的，应当待来船驶过后再进行掉头。 

⑤ 大型船舶掉头时，如当时的环境、情况不能满足安全掉头要求的，必须有拖轮协助。 

⑥ 大型船舶掉头时，其他船舶应当避免驶近并及时与掉头船舶取得联系。其他船舶必

须在掉头船船首前驶过的，应当协调安全驶过掉头船舶时的行动。 

船舶在掉头区掉头时，不得采用抛锚或拖锚的方式。 

（7）黄浦江架空高压电线    3 条 

① 吴淞架空高压电线。 航经该线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当地潮高不得超过 70.99m； 

② 吴泾架空高压电线。 航经该线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当地潮高不得超过 39.8m； 

③ 闵行架空高压电线。 航经该线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当地潮高不得超过 28m 。 

（8）黄浦江大桥（5座）通航技术要求 

① 航经杨浦大桥的船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上过桥时的高桥潮位应小于 52 m； 

② 航经南浦大桥的船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上过桥时的黄浦公园潮位应小于 48m ； 

③ 航经卢浦大桥的船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上过桥时的黄浦公园潮位应小于 48m ； 

④ 航经徐浦大桥的船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上过桥时的黄浦公园潮位应小于 47m 。 

⑤ 航经奉浦大桥的船舶，其水面以上最大高度加上过桥时的当地潮位应小于 29.5m。 

 船舶航经奉浦大桥时，还应遵守各通航孔的通航要求： 

a. 水面以上最大高度 22m 及以下的小型船舶上驶时，应从北孔通过； 

b. 水面以上最大高度 22m 及以下的小型船舶下驶时，应从南孔通过； 

c. 大型船舶（船队）应当通过中孔航行。 

（9）黄浦江锚地 

① 张华浜锚地：限 500载重吨以下的内河船舶及 200载重吨以下的海船和内河拖船候

潮；连续锚泊时间不得超过 24h。 

② 军工路锚地：限 500 总吨及以下的机动船或 1000 载重吨及以下的驳船候潮、避风

和待泊；连续锚泊时间不得超过 72h。 

③ 广德路小型机动船锚地：限 200总吨及以下的机动船候潮、避风和待泊；连续锚泊

时间不得超过 72h。 

④ 龙华嘴小型船舶锚地：限 100总吨以下的船舶候潮、避风和待泊；连续锚泊时间不

得超过 72h。 

⑤ 小黄埔小型船舶锚地：限 100总吨以下的船舶候潮、避风和待泊；连续锚泊时间不

得超过 72h。 

⑥ 巨漕港锚地：限 200总吨以下的船舶候潮、避风和待泊；连续锚泊时间不得超过 72h。 

上述锚地除张华浜锚地外，均禁止油轮及装载危险品货物的船舶锚泊。 

进、出黄浦江航行注意事项 

黄浦江出口段以及口外吴淞口警戒区和通往长江口各相关水道通航船舶密度大，大型

海船多，黄浦江进出口船舶多、吴淞口警戒区交叉相会船舶频繁，尤其是在潮汐落末初涨

时段，穿越航道的船流更多，还有靠离岸线码头、基地、海轮锚地等作业船舶，还有军艇

进出与操作等，情况极为复杂。而且，水域处长江口河口段，潮汐高低水位变化大，潮流

力量强，同时，长江口是台风、季风等影响的重点区域，常年大风影响时间长，该水域风、

流影响对船舶的操纵控制有较大限制。 

    航行该水域船舶应严格遵守《长江上海段船舶定线制规定》《上海黄浦江通航安全管理

规定》等航行规章，航行在规定航路上，加强会遇船舶间的联系，及时统一会让意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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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安全航速，充分考虑潮流风压影响，控制好船位，留足会让安全水域，同时对高速渡船

引起的兴浪影响要有防备，确保在该水域的航行安全。 

        长江江苏段通航水域       2014.04.01 

上界：南岸慈湖河口与北岸乌江河口联线    （长江 158#浮） 

下界：浏河口下游的浏黑屋与崇明岛施翘河下游的施信杆联线间主管机关公布的可供船舶

航行的水域       （长江 1#浮） 

           长江江苏段通航分道设置标准 

通航分道宽度为 500 米，上、下行通航分道和分隔带分别占 2／5、2／5、1／5，不具

备设置分隔带的深水航道内，分隔线为航道中心线。 

口岸直水道十四圩以下至浏河口航段航标间距（单侧标间距）不大于 2600 米；口岸直

水道十四圩至慈湖河口航段航标间距（单侧标间距）不大于 3000 米。 

深水航道设置标准和尺度： 

1. 浏河口至荡茜闸：深水航道宽度 500 米、12.5米水深为标准。 

2. 闸至龙爪岩：深水航道宽度 500 米、10.5米水深为标准。 

3. 龙爪岩至鹅鼻嘴：深水航道宽度 500 米（不足 500 米的以实际航宽，但最低处不得

低于 200 米）、10.5米水深为标准。 

4. 鹅鼻嘴至燕子矶：深水航道宽度 500 米（不足 500 米的以实际航宽，但最低处不得

低于 200 米）、每年 5 月 1日至 10 月 31 日以实际水深 10.8米（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4月

30 日以实际水深 10.5米）水深为标准。 

5. 燕子矶至以上通航水域：深水航道宽度 500 米（不足 500 米的以实际航宽，但最低

处不得低于 200 米）、每年 6月 1日至 9 月 30日以实际水深 10.5米（每年 10月 1日至次年

5月 31日以实际水深 9米）水深为标准。 

6. 白茆沙北水道：维护水深：实际水深 4.5米。 

7. 福姜沙北水道：维护水深：理论最低潮面下 8.0米。设黑浮 15座、红浮 14座。 

8. 福姜沙中水道：维护水深：4.5米、航路宽度 150 米。 

9. 仪征捷水道：  维护水深：4.5米。 

10. 乌江水道：航道宽度为 200 米，不足 200 米的以实际航宽为准，但不小于 150 米，

航道设标维护水深 4.5米（按航道管理部门公布的航道维护水深为准）。 

长江江苏段渡口渡运水域一览表 

1. 板桥汽渡     2. 宁浦客渡     3. 燕八客渡     4. 高资汽渡     5. 镇扬汽渡 

6. 孩溪汽渡     7. 大港汽渡     8. 扬高汽渡     9. 七圩汽渡     10. 利港汽渡 

11.黄田港汽渡   12.九圩汽渡     13.江阴火车轮渡 14.双山客渡     15. 皋张汽渡 

16.通沙汽渡     17.通常汽渡     18.海太汽渡 

长江江苏段船舶航速限制规定    2010.10.13 

1. 船舶正常航行最高航速不得超过 15节（约 28 千米／小时），最低航速不得低于 4节（约

7.5千米／小时），泰州大桥桥区水域下界浮以下不得低于 6节（约 11千米／小时）。 

2. 一类水域为桥区（无障碍桥墩除外）和渡运水域，逆流最高航速不得超过 8 节，顺流不

得超过 11节。 

3. 二类水域为通航密集区和交汇区、汊河口水域，船舶在二类水域航行，逆流最高航速不

得超过 9节，顺流最高航速不得超过 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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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类水域为除一类和二类水域以外的其他水域，船舶在三类水域航行，每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顺流最大航速不得超过 15节，其他月份最大航速不得超过 13节；逆流最大

航速不得超过 12节。 

长江江苏段的 21 个左右通航浮 

1.  长江 4#浮 

2.  长江 13#浮 

3.  长江 14#浮 

4.  苏桥 5#浮 

5.  苏桥 6#浮 

6.  长江 30#浮（天生港） 

7.  长江 38#浮 

8.  长江 38—1#浮 

9.  长江 45#浮 

10.  FB12 —1#浮 

11. 长江 59#浮 

12. 太平洲下口（76#浮附近） 

13. 长江 79#浮 

14. 长江 84#浮（泰州大桥下） 

15. 长江 86#浮（泰州大桥上） 

16. 太平洲上口（95#浮附近） 

17. 长江 112—1#浮 

18. 长江 137#浮 

19. 西方角（140#附近） 

20. 南京大桥 3#浮 

21. 长江 153#浮 

长江镇江段航行条件 

      长江下游镇江段（五峰山——龙门口）历来是咽喉、瓶颈地段，其间的尹公州航道更

是被人称作“老虎口”、“长江百慕大”。该段水域具有航道窄、水情复杂、船舶多的特点，

概括起来即为“弯、窄、乱、大、多”。 

    ① 弯………航道弯曲 

    ② 窄………水道狭窄 

    ③ 乱………流态紊乱 

    ④ 大………船舶流量大 

    ⑤ 多………警戒区多、渡线和河口多、一条龙、渔船多。 

长江安徽段船舶航行警戒区 

1. 黄洲新滩航行警戒区    范围：上界：小黄洲塔形侧面标与长江 165#红浮联线； 

                               下界：长江 163#黑浮与神农洲塔形侧面标联线。 

2. 陈 家 洲航行警戒区    范围：上界：东梁山和西梁山电塔连线至以上 2千米； 

                               下界：东梁山和西梁山电塔联线。 

3. 拦 江 矶航行警戒区    上界：拦江矶航行警戒区右上界限浮标与左上界限浮标联线 

                         下界：拦江矶航行警戒区右下界限浮标与左下界限浮标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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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安徽段船舶定线制范围 

上界： 为太子矶水道右岸钱江口塔形侧面标与左岸钱江嘴塔形侧面标联线（长江 274#浮） 

下界： 为右岸慈湖河口与左岸乌江河口联线的通航水域（长江 159#浮）。 

但不包括裕溪口水道。 

            长江安徽段通航分道设置标准 

通航分道宽度为500 米，上、下行通航分道各占 1／2，（有条件的河段可适当放宽；不

足 500 米的以实际航道宽度为准，但不小于 200 米）。 

一般情况下同侧相邻航标间距不大于 3 千米。 

芜湖长江大桥至慈湖河口：6月 1日至 9月 30 日航道维护水深 9.0米，10 月 1 日至次

年 5月 31 日维护水深 7.5米。 

芜湖长江大桥至钱江嘴：12 月 1日至次年 3月 31 日航道维护水深 5.0米，4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航道维护水深 6.0米，6月 1日至 9月 30 日航道维护水深 7.5米，10 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航道维护水深 6.0米。 

  乌江水道航路、航标设置标准 

乌江水道内设置单向通行航路，设标宽度为 200 米，不足 200 米的以实际航道宽度为

标准，但不小于 150 米，一般情况下同侧相邻航标间距不大于 3千米，航道维护水深 4.5米。 

设白浮 11座，红浮 13 座。 

 长江安徽段推荐航路设置标准  （3 处） 

（1）东埂塔形侧面标至#179 白浮、#202 白浮至太阳洲尾塔形侧面标、土桥中塔形侧

面标至#250 白浮（不含铜陵长江公路大桥水域）上行通航分道外侧设置上行船舶推荐航路。 

（2）推荐航路宽度为 100 米，水深不小于 3.0米。 

长江安徽段锚地、停泊区 

（1）锚地：（5处） 

① 马鞍山港小黄洲锚地。位置：马鞍山水道左岸小黄洲一侧；尺度和用途： 

上端 2400 米×200 米，供内河船舶停泊；下端 700 米×200 米，供空载海船停泊。 

② 芜湖联检锚地。位置：西华水道#177 红浮东侧；尺度和用途：500 米×200 米供国

际航行船舶锚泊。 

③ 池州九华锚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 567.5公里，大通水道右岸，距池州九华发电

厂专用码头下游约 1 公里；尺度和用途：1000 米×300 米，供单船、驳船锚泊。 

④ 崇文洲江海轮锚地。位置：贵池水道崇文洲洲尾右缘水域，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 

575——577 公里之间；尺度和用途：上端 1000 米×200 米供单船、驳船锚泊。下端 1000

米×200 米供海轮及国际航行船舶锚泊。 

⑤ 马船沟锚地。位置：贵池水道左岸，马船沟侧标岸标下；尺度和用途：1500×200

米，供单船、驳船锚泊。 

（2）停泊区：（14处） 

1. 新生洲停泊区：     500×200 米，供马鞍山港作业船舶临时停泊。 

2. 马鞍山停泊区：     1000×200 米，供各类船舶停泊。 

3. 何家洲停泊区：     长 1500 米，供小型船舶停泊。 

4. 采石停泊区：       200×100 米，供进出采石作业区的空载船舶临时停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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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梁山停泊区：     2500×350 米，供单船、驳船停泊。 

6. 白茆沙停泊区：     长 2500 米，供小型船舶停泊。 

7. 中夹下口停泊区：   长 2500 米，上游宽 300 米，下游宽 400 米供单船、驳船停泊。 

8. 三山河停泊区：     700×150 米，供海螺码头作业普通货船临时停泊使用。 

9. 黑沙洲停泊区：     400×100 米，供普通货船临时停泊使用。 

10. 太阳洲停泊区：     600×150 米，供普通货船临时停泊使用。 

    11. 和悦洲停泊区：     600×150 米，供上峰码头空载船舶临时停泊使用 

    12. 池州南港停泊区：   1000×200 米，供单船、驳船锚泊。 

13. 乌沙停泊区：       1000×500 米，供单船、驳船锚泊。 

14. 三江口停泊区：     1000×500 米，供单船、驳船锚泊。 

芜湖长江大桥通航桥孔规定   通航净高34.773m 

1. 第 12 孔为深吃水船舶、船队以外的其他下行船舶通道； 通航净宽 120m 

2. 第 11 孔为深吃水船舶、船队上、下行通道；设下行引航浮标三对； 通航净宽 250m 

3. 第 10 孔为深吃水船舶、船队以外的其他上行船舶通道。 通航净宽 120m 

               黄石长江公路大桥通航桥孔   通航净高40.635m 

1. 第 2 孔：为上行船舶通道                通航净宽 165m 

2. 第 3 孔：为下行船舶通道                通航净宽 210m 

九江长江大桥通航桥孔      通航净高 36.96m 

1. 第 9 孔：为上行船舶通道                通航净宽 170m 

2. 第 7 孔：为下行船舶通道                通航净宽 180m   设下行引航浮标 3对。 

南京长江大桥             通航净高30.03m 

大桥共设九墩十孔，桥孔宽 140m ，通航宽度 120m ，桥区上界距桥 1350m ，下界距桥

1000m 。 

桥区每对航标与桥墩的距离为： 

六孔、八孔的三对航标分别为 200m 、600m 、1350m 。 

六孔三对航标的宽度分别为：140 米、160 米、230 米。 

八孔三对航标的宽度分别为：140 米、150 米、200 米。 

四孔的航标分别为 300m 、600m 、1000m 。宽度：140 米、160 米、单白灯船。 

    通航桥孔： 

1. 第 4孔：上行船舶、船队； 

2. 第 6孔：下行 400 马力以上船舶、船队； 

3. 第 8孔：下行船舶、船队。 

长江武汉以下水域能见度不良时的航行限制 

    在武汉以下水域，视距不足 1500 米时不得航行。 

钱江嘴——武汉船舶横驶区  

1.  钱江嘴横驶区：  由北向南  钱江嘴岸标 220°方位线上 500 米平行线至以上 1000 米。 

2.  吉阳矶横驶区： 由南向北  吉阳矶架空电缆北塔 20°方位线至以下 1000 米。 

3.  张  南横驶区： 由北向南  张南 1号红浮 50°方位线至以上 1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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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狗头矶横驶区： 由南向北  狗头矶罐形岸标 295°方位线至以下 1000 米。 

5.  田家镇横驶区： 由北向南  磨盘山山嘴与沙村红灯船联线至以下 1000 米。 

6.  洞庭礁横驶区： 由南向北  马口港塔形过河标与洞庭礁红灯船联线至以下 1000 米。 

7.  通  济横驶区： 由北向南  钓鱼台塔形过河标 280°方位线至以下 1000 米。 

8.  道士袱横驶区： 由南向北  道士袱锚地趸船正北延长线上下各 500 米。 

9.  回风矶横驶区： 由北向南    季节性使用 

10. 戴  直横驶区： 由南向北    季节性使用 

11. 三江口横驶区： 由北向南  三江口红浮 90°方位线至以下 1000 米。 

12. 泥  矶横驶区： 由南向北  泥矶塔形过河标 285°方位线至以上 1000 米。 

13. 白浒山横驶区： 由北向南  白浒山沿岸标东北延长线至以上 1000 米。 

14. 武钢运河口（原徐家棚）横驶区  由南向北  武钢运河口至以上 1000 米。 

团林岸------鄂黄大桥航行注意事项 

              （黄石水道、戴家洲直水道、巴河水道） 

1. 戴家洲直水道关闭、戴家洲圆水道开放时，回风矶至池湖港段船舶航路以海事管理

机构发布的航行通告为准。 

2. 黄石大桥水域水流与大桥轴线的法线夹角较大，洪水期对过桥船舶特别是下行船队

影响甚大，船舶应谨慎操作。 

3. 船舶应严格遵守单向通航制、分边通航制水域相关规定及桥区安全管理规定。 

4. 寡妇矶上下易淤积，常在枯水期出浅，船舶应留足富余水深，以防搁浅。 

5. 洪水期船舶应注意道士袱、西塞山附近不正常流态的影响；船舶应注意回风矶下不

正常水流的影响；洪水期戴家洲尾水流湍急，上行船队应充分考虑其对操纵性能的影响。 

6. 上行船舶应加强与戴圆水道下口出口船舶联系，及早统一会让意图。 

7. 上行船舶在戴直白灯船上应注意抓点定位。 

8. 黄石港、鄂州港作业船舶、渡船等穿梭频繁，夜间港内背景灯光耀眼，驾引人员应

加强瞭望。 

九江港航行注意事项  （九江礁------徐家湾） 

1. 通过九江长江大桥水域时应遵守大桥管理规定。 

2. 船舶应注意避让进出姚港锚地作业船舶。 

3. 高六房至大树下一带有护岸丁坝，岸边水流湍急，洪水期丁坝被淹时水流紊乱，船

舶应适当保持岸距，谨慎通过。 

4. 九江港作业船舶、渡船等穿梭频繁，夜间港内背景灯光耀眼，驾引人员应加强瞭望。 

芜湖港航行注意事项  （陈家洲------三坝） 

1. 西华山至四褐山一带有回流、夹堰水、挑流等不正常流态，洪水期尤甚，船舶应谨

慎操作。 

2. 西华山至四褐山段在航道开门前瞭望有死角，岸边小船经常倒靠，船舶应加强瞭望

和联系。 

3. 二矶至四褐山段大型船舶（队）之间不宜会船，下行船舶要防落弯。 

4. 广福矶、弋矶山、礁板附近有花水，船舶应注意流态影响。 

5. 下行船舶经山西嘴弯道时要控制船位，防止落弯，避免追越、齐头并进。 

6. 山西嘴弯道大型船舶（队）之间不宜会船，上行船队必要时可在长江#183 黑浮以

下水域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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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西嘴、弋矶山、陈家洲等处附近渔汛期有捕鱼船作业，青弋江河口早、晚小型船

舶进出较多，过往船舶应注意避让。 

8. 船舶通过芜湖长江大桥水域时应遵守大桥管理规定；靠离桥区水域码头的船舶应注

意过往船舶动态，附近过往船舶应注意协助避让。 

9. 五信店至山西嘴段洪水期流速较大，上行大型重载船队应考虑采用分拖或助拖等措

施。 

10. 芜湖港作业船舶、渡船等穿梭频繁，夜间港内背景灯光耀眼，驾引人员应加强瞭

望。 

长江 VTS 报告点及频道 

             上水 下水 

VTS  报告点 频道 VTS  报告点 频道 

南通 

 

 

1#浮 CH10  铜陵 

公铁大桥 

 

  216# 

 

CH10  15#浮（核对） CH10 

苏通大桥以上 CH11  芜湖 

 

192# CH10 

张家港 

 

 

 

37#（福北） CH10  185#（核对） CH10 

FB4#（核对） CH10  马鞍山大

桥监督站 

 

173# 

 

CH10 39#（福中、福南） CH10  

   43#（核对） CH10    南京 

 

 

 

    158# CH11 

  江阴 

 

FB14# CH09 150#（核对） CH11 

江阴大桥（核对） CH09 144#（核对） CH10 

泰州 71# CH10  125#（核对） CH10 

T5#（核对） CH10  镇江 

 

 

119# CH09 

镇江 91—1# CH09 润扬大桥（核对） CH09 

马鞍矶（核对） CH09 107#（核对） CH09 

100#（核对） CH09   泰州 

 

91—1#  CH10 

南京 119# CH10 87#（核对） CH10 

125#（核对） CH10 江阴 

 

71#  CH09 

137#（核对） CH11 65#（核对） CH09 

140#（核对） CH11 张家港  江阴大桥 CH10 

马鞍山大

桥监督站 

 

168# 

 

CH10 

福中 FB14# （核对） CH10 

福南 57#（核对） CH10 

芜湖 175# CH10 南通  36# 

20#（核对） 

CH11 

CH11 178#（核对） CH10 

铜 铜陵公 

铁大桥 

 

210# 

 

CH10 

 

其余各港  CH06 

武汉 二七大桥 CH69 

武汉二桥（核对） CH69 

南京段全程收听 69；交管通信频道：南通 10∕11   张家港 10   江阴 09  泰州 10 

镇江 09∕10   南京 10∕11   芜湖 10    武汉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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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基本要领 

所谓引航基本要领，是指船舶航行时，经准确分析航行条件后，对航向、航路、船位、

转向点、吊向点、会让（即船舶避让方法）等引航要素的选择与控制原则。其实质是船舶

航行的准确定位和避让，概括起来讲，就是选好航路，摆好船位，做好避让，并且熟悉航

道，选择好航路是基础，掌握船位是关键，正确避让是根本。 

           

 1.  助航设备、通讯设备的操作 

通过实际操作培训学习，提高学员对助航设备、通讯设备性能的熟练度及操作能力，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内河船员适任的有关要求。 

    1.1    磁罗经  （适用一、二类） 

   要求了解磁罗经的结构，并熟练掌握用磁罗经进行方位测量。 

     

（1）磁罗经的构成    

磁罗经由罗经柜、罗盆、罗经液、自差消除器(纵横校正磁铁、垂向铜管)常平环架、

减震器和方位圈等主要部件构成。 

（2）磁罗经的检查与保养 

磁罗经灵敏度的检查： 

① 检查时机的选择：船上岸上机械不工作且自差不大的情况下检查； 

② 检查过程：先看基线所指度数，然后用小铁块吸罗经卡转 2º~3º，拿开铁块，看罗

经卡能否回到原处，如偏离超过 0.2º，则表示应更换轴针或轴帽。 

 

罗盆中气泡的消除： 

① 产生大量气泡，大多由于橡皮垫圈失效造成，则要更换垫圈； 

② 少量气泡可以通过注液孔灌注罗经液消除。 

③ 罗经液用 45% 的酒精及 55% 的蒸馏水调制成。 

 

（3）用磁罗经测量方位 

① 调整好磁罗经的方位圈； 

② 观测时使罗经保持水平，使方位圈上的水准气泡处于中间位置； 

③ 慢慢转动方位圈，使目视照准架中央的细线，使物标或浮标照准架中央的直线、叠

标线或物标在一条直线； 

④ 读取物标或浮标照准架中央直线所对的罗盘刻度即为物标的罗方位。 

1.2    测深仪   （适用一类） 

要求掌握测深仪的开关机操作，正确使用测深仪水深、读取水深数据。  

测深仪的开关机操作： 

（1）开机前的检查 

① 开机前检查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不可接反。 

② 开机前检查换能器是否接好，并检查换能器工作面是否浸入水下，不可空载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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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关机操作 

① 开机时按一下按键即松开，并检查电压，不可过高或过低。 

② 选择适当量程，不可随意乱拨。 

③ 读取水深数据。 

④ 关机时持续按住按键 3秒钟左右。 

1.3    甚高频无线电话（适用一、二、三类） 

要求熟练掌握沿线岸台（VTS ）的值守通信频道，掌握甚高频无线电话的使用与操作。 

（1）航行频道 

长江上、中游段各岸台的值守频道为： 

重庆 25、27 频道；长寿 25 频道；涪陵 23 频道；丰都 25 频道；忠县 23 频道；万县

21 频道；云阳 25 频道；奉节 23 频道；巫山 25 频道；巴东 25 频道；宜昌 25、27 频道。 

 

长江下游段各岸台的值守频道为： 

汉口 21、25 频道；黄石 23 频道；九江 21、25 频道；安庆 25 频道；池州 28 频道；铜

陵 23 频道；芜湖 21 频道；马鞍山 16、23 频道；南京 25 频道；镇江 26、28 频道；无锡 18

频道；高港 20 频道；江阴 21、28 频道；张家港 25 频道；南通 23、27 频道；上海 25 频道。 

长江通用频道：6频道是船舶间安全会让专用频道；16频道是进行船舶遇险、安全通

信和紧急通讯频道；8频道是长江航道信号台专用频道。 

 

（2）开关机操作 

掌握甚高频无线电话的使用与操作。开机前，应接好天线，将输出功率开关放在“小”

上，电表开关放在 12V 上，频道选择开关放在所需频道上，镇噪开关放在“开”上，音量

控制旋钮放在适当位置上，然后插上话筒，并将锁键锁好。 

开机步骤： 

① 将电源开关拨至“开”处，电源指示灯发亮，电表上指针指示 12V； 

② 将电表开关拨至“24V”处，再按话筒旋钮，电表指针指示“24V”； 

③ 将“镇噪”开关拨至“关”上，接收机发出噪声，然后将其依旧拨回“开”上； 

④ 通话时，使用“小”功率输出，通话完毕，应转到规定的频道上收听或通话； 

⑤ 当天线未接好前，不应使用，以防将发射功率放大器的晶体管烧坏。 

1.4    船用雷达（适用一、二类） 

要求熟练进行开机和调试操作、关机操作，掌握雷达的正确使用、操作及物标的辨认、

物标数据读取，能利用雷达分辨固定物标和移动物标。 

（1）开机前的检查 

开机前接通船电，然后检查： 

① 天线附近有无障碍物或有无人工作； 

② 将“增益”、“海浪抑制”及“辉度”旋至最小位置； 

③ 将“晴雨”或“雨雪抑制”开关放置在“晴”位置； 

④ 将“发射∕预备”开关置于预备位置。 

 

（2）开关机操作 

开机步骤： 

① 合上船电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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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接通雷达开关； 

③ 接通天线开关； 

④ 选量程； 

⑤ 选照明度； 

⑥ 显示方式； 

⑦ “亮度” ； 

⑧ 选固标，聚焦中心调整； 

⑨ 调增益； 

⑩ 3~5min 后“发射”。（目的：使雷达发射机中的磁控管阴极充分预热后发射电磁波，

保护雷达发射机磁控管的使用寿命）。 

关机步骤： 

① “发射”到“预备”； 

② 亮度“STC ”关到最小； 

③ 天线关 → 雷达关 → 船电关。 

 

（3）用雷达识别物标 

① 目标的回波特征与雷达图像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竖立的、光滑的、良导体的物标，

对雷达电磁波的反射能力较强，雷达能较好地接收物标的回波，并能反映物标的回波图像；

反之，物标反射电磁波的能力就弱。 

② 波浪干扰的图像特征： 

a. 图像显示不稳定。 

b. 回波光点以本船为中心分布，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c. 船舶受风一侧干扰较重。 

③ 雨雪干扰图像的特征： 

a. 中、小雨的图像是在整个雷达屏幕上出现微弱而密集的麻点。 

b. 大雨雪的图像为大块片状，不很明亮，边缘模糊。 

c. 暴雨及雨团，图像亮度大，有明显的界线，形状不断变化且不断的移动。 

④ 对运动目标的判断： 

a. 如果在雷达屏幕上观察到航道中有一块状且有运动速度的图像，则可能是顶推船队。 

b. 在雷达屏幕上观察到航道中有一椭圆形且运动速度较快的图像，则可能是大型单船。 

1.5    全球卫星导航仪（适用一、二类） 

要求熟练并正确掌握卫星导航仪的启动过程、相关初始数据输入；主要功能键的正确使

用和主要导航信息的调用，正确读取显示屏上的数据。 

（1）开机操作 

① 把直流船舶电源 10V ~ 40V 电源开关打到 ON 位置后，按 ON 键，导航仪开始显示。 

② 按 KYBD 键和功能键 1按键，照明电路接通，可调整亮度和对比度，按功能键 2按

键，照明电路断开。 

③ 按 ON 键后，进行初始化启动，进行初始数据输入：估算船位、天线高度、当地时

间和时区、坐标系与修正误差等。 

（2）关机操作 

同时按 OFF 键两端的点即可关机。 

1.6    船载 AIS（适用一、二、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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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熟练并正确掌握典型船载 AIS 的使用与操作，相关数据的输入与更改，信息数据的

读取。 

（1）开机操作 

① 查看开关情况，建议船方保持常开状态。 

② 查看电源连接情况，该设备应由主电源供电，另外还接入备用电源。 

③ 查看 GPS 、罗经信号是否按要求接入。 

④ 开机后保证射频端口正确连接天线和馈线。 

（2）船舶静态数据输入 

① 船名输入正确； 

② 船名呼号输入正确； 

③ 船舶长度、宽度输入正确； 

④ 船舶种类输入正确 

⑤ 目的港输入正确。 

（3）船舶动态数据输入 

① 航行状态（速度）； 

② 目的港； 

③ 吃水； 

④ 船员人数； 

⑤ 预计抵达时间； 

⑥ 设置报警的距离和时间。 

（4）信息数据读取 

来船船名、船舶呼号、船舶类型、船型数据、航向、航速和避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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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船舶操纵 

通过实际操作培训学习，提高学员在各种不同通航环境条件下，综合利用船上通信、

助航设备，合理使用车、舵进行船舶掉头、靠离泊和抛起锚等操纵的能力，确保船舶水上

安全，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内河船员适任的有关要求。 

2.1  抛锚操作流程  （适用一、二、三类） 

（1）正确选择锚地。 

（2）联系及时，能正确通报动态。 

（3）锚泊方式正确，抛锚时机选择合理，出链长度合理。 

2.2  起锚操作流程  （适用一、二、三类） 

（1）准备工作。在起锚前，驾驶员应指挥有关人员做好准备工作。首先脱开链轮检查

锚机的运转情况，然后合上离合器，打开甲板制链器，使锚机处于随时可收绞状态。同时

检查船首及其附近情况，最后告知驾驶台起锚准备完毕。 

（2）联系及时，能正确通报动态。VHF 通报要点：通报船名、船位、动态，显示正确

的号灯号型；发出正确的声号：离泊前鸣放声号一长声。 

（3）绞锚。 

（4）锚离底。 

（5）锚出水面。锚绞至露出水面后，应查看锚上是否挂有杂物，在确认“锚清爽”后

方可将锚收进，同时报告驾驶台。如果锚被卡住或淤埋，就不宜硬绞，可刹住锚链并报告

船长，视具体情况采取措施。 

（6）绞锚结束。将锚收进锚链筒，使锚冠紧贴船壳，然后关紧刹车带，合上甲板制链

器，脱开离合器，切断电源，停放锚链水，至此起锚作业结束。 

2.3  锚离底判断方法  （适用一、二、三类） 

（1）锚链由紧张受力（拉直）状态，突然出现抖动现象。 

（2）锚机负荷突然降低，并可开快车绞进锚链。 

（3）锚链垂直向下，锚链在水中由于锚的移动而出现摆动现象。 

2.4  掉头操纵的准备工作  （适用一、二、三类） 

（1）掉头地点的选择。应选择在障碍物少、水流平缓、航道宽阔及过往船舶少的水域

进行掉头。 

（2）掉头方向的选择。应根据本船操纵性能、航道条件、风、流等影响因素来决定。 

（3）联系及时，能正确通报动态、显示信号。VHF 通报要点：通报船名、船位、动态。 

（4）显示正确的号灯号型。向左掉头：一长两短声；向右掉头：一长一短声。长度 30m

以上的机动船，在掉头前 5分钟，夜间应当显示红、白光环照灯各一盏，白天悬挂上为圆

球一个，下为回答旗一面的信号，掉头完毕后熄灭或者落下。 

2.5  连续进车掉头适用条件及操作方法 （适用一、二、三类） 

（1）适用条件 

在航道宽度大于船舶旋回初径的条件下，可采用连续进车回转掉头方法。该方法操作

简便，需时最短。 

（2）操纵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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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驶抵选定的掉头地点之前，先向掉头的相反方向操舵，拉大档子，腾出水域，以供

船舶安全回转之用。 

② 降低车速，减小回转运动的纵距、横倾和旋回初径，并增加储备功率，以备急需之

用。 

③ 向掉头方向转舵，当船首改向 35°~ 40°时，恢复常速。 

④ 当掉头接近完成时，应及早回舵，必要时可操反舵，以调顺船身，防止船尾扫岸或

触礁。 

2.6  正、倒车掉头适用条件及操作方法 （适用一、二、三类） 

（1）适用条件 

又称“鸳鸯车”掉头，即一正车一倒车，常适用于航道狭窄的水域内。 

（2）操纵要点 

a.  船舶在驶抵选定的掉头地点之前，先向掉头的相反方向操舵，拉大档子，腾出水域。

以增加供船舶回转的水域面积。 

b.  慢车减速，减小回转运动的纵距、横倾和旋回初径，并增加储备舵力，以备急需

之用。 

c.  向掉头舷操舵，将掉头一舷的车停止并开倒车，若船速过大有可能逼近航道边界时，

应增加倒车转速，减小进车转速。 

d.  待船舶回转改向 160°~ 170°时，将两侧主机开到相同转速，及早回舵，必要时

可操反舵，以调顺船身。 

2.7  抛锚掉头适用条件及操作方法  （适用一、二、三类） 

（1）适用条件 

当航道宽度明显不足，采用连续进车掉头或进、倒车掉头操纵困难时。 

（2）操纵要点 

① 船舶在驶抵选定的掉头地点之前，通知水手长备妥掉头方向一舷的首锚。 

② 向掉头的相反方向操舵，拉大档子，腾出水域，并及时减速慢车。 

③ 船至掉头地点，用舵回转，当转过一个适当角度后停车或倒车，待首尾线与流向接

近垂直时，抛下掉头方向一舷的首锚，松链约 1.5倍水深长度时，即行“刹车”呈

“拖锚”状态。 

④ 密切注意船位和船身的前冲后缩，及时用车、舵控制，此时，船舶在锚和水流的共

同作用下就可顺利掉头。 

⑤ 起锚，按所需航路航行或进行其他操纵作业。 

2.8  船舶靠泊操纵准备工作   （适用一、二、三类） 

（1）掌握有关情况 

船舶驶靠码头前掌握的有关情况，是指与船舶驶靠码头密切相关的情况，掌握的情况是

否充分将决定船舶驶靠码头的成败。包括环境情况（环境情况包括港口、航道、码头的情

况，泊位附近的风、流、水深以及港内和泊位附近的船舶动态等）和本船情况（本船情况

包括本船的操纵性能、载重量的大小、船舶吃水的深浅、实际运动状态以及各种操纵设备

的有效性及可靠程度等情况，尤其是船舶在各种载重情况和航速时的冲程和舵效。另外，

对船员的技术业务能力也应全面了解。 

（2）制定靠泊计划 

靠泊操纵计划应包括进港准备、港外和港内航道航行操纵、靠泊操纵各阶段内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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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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