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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修编必要性 

常州市地处江苏省东南部，位于长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经

济发达.北倚长江天堑，南与安徽省交界，东濒太湖与无锡市相连，

西与南京、镇江两市接壤，境内河道纵横交织，常州市拥有内河航道

里程 1086 公里，水运资源丰富，具备发展内河航运的自然条件，是

长三角、江苏省内河航运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常州市内河航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为促进市域内河航运健康有序发展，适应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求，常州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编制了《常州市干线航道网规划修编

（2017-2035）》，开展本次规划修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下。 

1. 把握新一轮内河航运现代化发展的契机，积极推动市域内河航道

的发展，要求及时对市域航道网进行优化调整完善 

近年来，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层面均逐渐高度重视内河水运的

发展，分别发布一系列“加快内河水运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 2012

年 10 月 11 日，常州出台《常州市加快内河水运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 2015 年，苏南运河、锡溧漕河、丹金溧漕河、芜申运河率先

全部达到三级航道标准；到 2020 年，完成通江航道、联络线航道建

设，全面形成“三横三纵”为骨架的全市干线航道网络，形成通江达

海、连城达港、安全畅通的水路运输保障体系，实现区域内 1000 吨

级船舶通达所有县（区）和主要港口。为抓住这一水运跨越式发展的

重大契机，有必要及时开展规划修编研究工作，对原规划方案中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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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矛盾突出的地方进行优化调整，力争早日建成畅通、高效、平

安、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 

2. 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要求常州内河航运服务支撑 

目前，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编制的《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

新支撑带指导意见》已经出台，国家开发长江流域，意味着整个中国

区域战略格局已经在发生变化。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除沿海开发地区以

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地带，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增长潜力和发

展实力的地区之一。长江经济带和扬子江城市群的发展，要求进一步

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通千吨级航道通江口门，强化长江黄

金水道的区域中转枢纽和辐射带动功能，这就要求常州加快推进长江

口门航道（德胜河）及其他干线航道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沿江港口的

集疏运功能，服务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推进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

求进一步强化城镇轴、产业带内的通道运输服务能力，完善区域交通

网络，支撑经济产业的集聚、集群发展，引导城镇空间的布局优化。

2013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进一步明

确了常州未来将努力在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上取得重要突

破，推进产业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相应的要求内河航道规划方案与之

协调，服务其发展，并对产业布局予以引导。 

3. 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整、产业布局的变化要求内河航道网络

与之配套，服务其发展 

《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年-2020 年）》于 2013 年获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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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规划到 2020 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控制在 248 万人以内，城

市建设用地控制在 298 平方公里以内；《金坛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3-2030）》于 2015 年获得江苏省政府批复，到 2020 年，中心城

区规划人口规模 24.55 万人，规划建设用地控制在 50 平方公里以内；

《溧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 年）》于 2009 年获江苏省政府批

复，到 2020 年，中心城区规划人口规模 40 万人，规划建设用地控制

在 47.8 平方公里以内。2015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同意江苏省调

整常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调整常州市部

分行政区划的通知》，撤销县级金坛市，设立常州市金坛区；在撤销

戚墅堰区的同时，经省政府批准，将戚墅堰经济开发区更名为江苏常

州经济开发区；武进区行政区划面积也做了相应调整。 

常州市行政区划、城镇体系、产业布局的空间调整也相应的要求

对市域内河航道网规划方案进行梳理、研究与深化调整，切实化解内

河航道发展与城市、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通过规划方案

调整，使得航道发展更好的契合经济产业的发展需求，更好的服务常

州市域经济产业的发展。 

4. 构建和完善综合交通体系，要求从“综合运输”角度对规划方案

进行重新审视 

构建“能力充分、布局合理、结构均衡、衔接畅通、绿色安全”

的综合交通体系，引导土地、岸线、资金等交通发展资源在各种交通

方式中形成优化配置，提高综合运输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是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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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客观要求。各基层面对综合运输协调发展

成为共识，要求从综合运输角度对上轮规划方案进行重新审视构建现

代的综合运输体系，对内河航运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能力充分、衔接

顺畅、协调发展”三个方面。此外，江苏省还提出在“十三五”时期，

将率先基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这要求处于苏南地区的常州市

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内河基础设施也要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在此背景下，常州市有必要及时开展航道网规划修编研究工作，

对原规划方案中不尽合理的地方进行优化调整，提出新形势下常州航

道网规划布局的总体思路，对航道的布局和规划等级等进行优化调

整，为常州航道建设和管理提供技术依据。力争早日建成畅通、高效、

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 

5. 推进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要求深入研究市域航道网规

划方案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

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总体布局，进一步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昭示

了我们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常州市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但资源和环境压力严峻，资源相对紧缺，土地资源明显不足，可

供交通发展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环境承载力较弱，减少排放，

消除污染，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内河航运是“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运输方式，大力发展内河水运，有利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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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符合“两型”社会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对市域资源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但是，内河航道的建设也必然会占用一定土地，而航道在建设中

进行选线、改线的空间相对较小，航道征地特别是在城镇段征地代价

和难度较大；此外，航道需“借水行舟”，对于涉及到水源保护地、

重要湿地以及清水河道等环境敏感区的航道，也需慎重考虑。为充分

体现内河航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特点，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

代价满足经济社会的运输需求，须从航运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市域航道规划布局方案。 

6. 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要求从源头上制定科学合理的航道布

局规划方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明确要求

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专题

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指出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

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常州市始终坚持把“为大局服务，让人民满意”

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把法治建设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积极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航道法》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对航道管理主管部门进行了明确。深

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要求航道管理部门运用法制履职，这就要求深入

研究并制定科学合理的航道布局方案，充分发挥水运服务地方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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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降低因不合理规划而产生的资源消耗，同时减少航道管理部门

行政履职难度和风险。 

二、规划参考依据 

1. 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2) 《江苏省航道管理条例》； 

3) 《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 

4) 《运河通航标准》（JTS180—2—2011）； 

5) 《航道工程设计规范》（JTS181-2016）； 

6) 其它有关航道的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2. 内河航运发展规划及相关文件 

1) 《江苏省内河航道技术等级批复文件汇编》（1994 年）； 

2) 《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网规划（要点）》（2004 年）； 

3) 《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苏政复【2005】75 号）； 

4) 《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2017-2035 年）》（苏政复【2018】

97 号）； 

5) 《常州市航道网规划》（常政复【2008】3 号）； 

6) 《常州港港口总体规划（在研修编）》； 

7) 《常州内河港总体规划》（苏政复【2016】85 号）。 

3. 经济交通年鉴及其他统计数据 

1) 历年江苏省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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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年常州市经济统计年鉴； 

3) 历年江苏省交通运输统计年鉴； 

4) 历年常州市交通运输统计资料； 

5) 历年江苏省内河航道交通量观测资料汇编； 

6) 常州市临跨河设施登记资料； 

7) 常州市海事船舶签证数据。 

4. 经济社会及城市、综合交通等发展规划 

1) 《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国办函【2013】

86 号）； 

2) 国、省级及其他重要开发区的发展规划； 

3) 下属各县（市、区）城市、交通、水利等相关规划； 

4)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 江苏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6) 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7) 常州市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8) 常州市航道“十三五”发展规划； 

9) 常州下辖各县“十三五”经济社会及综合交通发展规划； 

10) 其他水利、物流等相关“十三五”规划。 

5. 各级政府关于调整相关航道等级的复函 

1)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藻江河通航等级控制标准

的请示》批复意见（常政办【2013】72 号）； 

2)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同意取消丹金溧漕河金坛老城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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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货运功能的复函》（苏交计【2015】78 号）； 

3)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同意取消丹金溧漕河

溧阳城区段等航道货运功能的复函》（苏交计【2016】60

号）； 

4) 其他的区县、园区关于航道网规划修编调整相关航道意见。 

三、规划修编原则 

常州市干线航道网规划服从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规划和江

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及修编，并遵循以下原则： 

1. 适应性原则  

航道网规划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相适应，以促进生产

力合理布局为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服务于市域产业经济带的形成

和发展，并充分考虑周边地区对内河航运的需求。 

2. 协调性原则 

航道网规划应服从于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规划和江苏省干

线航道网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港口及物流规划、

水资源规划、环境保护等相协调，实现共同发展。 

3. 合理性原则 

航道网规划应统筹考虑河道的自然条件和航运开发的可能性，充

分利用现有河道，综合利用水资源，注重航道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

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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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瞻性原则 

航道网规划在充分考虑煤炭、矿建材料、钢材等传统大宗物资运

输需求的基础上，应同时考虑到集装箱等新兴货种的运输需求，逐步

建立和完善大宗物资和集装箱两大内河运输系统。 

四、布局规划修编 

1. 规划修编目标 

根据国家、江苏省及常州市加快内河水运发展的战略要求，从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高度出发，结合

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航道的建设条件，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常

州市航道网规划的目标是：构筑以三、四级航道为主骨架，五级、六

级航道为补充的干支相通、层次分明、通江入河、连城达港的，与区

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协调的航道网

络，为建成畅通、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提供支撑。 

2025 年，省干线航道全部整治完成，常州市“通江成网”的内

河骨干航道格局基本成型，市域干线通过能力进一步提高，内河航运

的优势和规模效益得以体现，并步入良性发展阶段，航道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2035 年，以提高航道服务水平、提高骨干航道航运效益为核心，

市域干线航道网全面建成，航道结构进一步优化，高等级航道的服务

范围进一步延伸，航道发展水平适应并适度超前于常州市国民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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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综合运输体系相协调的现代化内河航运格局形

成。 

2. 规划方案 

常州市干线航道网规划修编方案为：总体上仍保持上轮规划总体

布局，规划总里程 503.53 公里，其中，三级航道 183.17 公里、四级

航道 11.29 公里、五级航道 80.43 公里、六级航道 228.64 公里。 

与上轮规划相比，总里程合计减少了 8.1 里，其中三级航道里程

不变，四级航道里程增加了 11.3 公里，五级航道里程减少了 170 公

里，六级航道增加了 150.7 公里。主要调整为： 

1、为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减轻溧阳市公路矿建运输压力，作为

江苏与安徽协调合作项目，将溧梅线航道调升为四级骨干航道规划； 

2、为协调常州市武进区城市发展规划与航运发展关系，让渡城

市发展空间，将上轮规划的常宜线、常溧线、雪堰河、扁担河调降为

六级航道；同理，考虑航道整治实施的实际困难，协调与沿线金城、

尧塘、嘉泽等城镇发展关系，将上轮规划的通尧线丹金溧漕河以东段

调降为六级航道。 

3、上轮规划东部通江干线航道三山港航道，沪蓉高速段至遥观

北枢纽段调降为六级航道，遥观北枢纽至京杭运河段，由于建设困难

无法突破，弱化航运功能，其余航段保持上轮规划不变； 

4、上轮规划的西流河航道由于通江功能和过境功能的弱化，同

时与城镇发展矛盾突出，本轮规划调降为六级联络性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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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轮规划的北塘河航道由于西段现状丧失航运功能，与城镇

发展矛盾突出，取消航道技术等级；东段服务城镇节点，功能有所弱

化，本轮规划调降为七级航道，不再纳入市干线航道规划范围； 

6、常宜线丫河口至宣塘桥段由于航运功能减弱和丧失，取消航

运功能的规划调整； 

7、锡滏线结合区域航道规划调整，分段实施了取消航道技术等

级和由五级调降为六级航道； 

8、考虑到更好的服务上兴上沛地区矿产资源进出及服务乡镇经

济，对上沛河进行了改线，使其能够更好的连接上市干线航道网； 

9、结合现状实际情况，将航运繁忙的北河纳入市干线航道范围；

同时，结合溧阳地方诉求，为更便捷联系溧阳与常武地区，将常凓线

溧阳段纳入市干线范围； 

10、根据各级政府明确的调整意见，丹金溧漕河南支线和新藻港

河 122 省道以南段、藻港河东支线等航道，取消了航运功能，新藻港

河 122 省道以北段调降为六级航道； 

10、更好的让渡薛埠镇区发展，结合薛埠镇产业布局调整，将薛

埠河航道起点调整至薛埠镇薛东桥； 

11、结合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相关前期工作文件，确定新孟河入

江口门段实施改线； 

12、考虑服务节点及沿线企业，将西阳河、罗村河由等外和七级

航道调升为六级联络线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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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道网等级结构 

至 2035 年，各规划干线航道总里程 503.53 公里，比现状的 252

公里等级航道里程明显提升，各规划等级航道结构配置为三级：四级：

五级：六级为 36:2:16:46，该等级结构比上一轮规划的 36:0:49:15，

四级及以上骨干航道占比有所上升，区域通道型航道高等级化，三、

四级航道比重上升而五、六级航道比重下降，更符合常州内河航运发

展的实际需求。 

表 2 常州市规划等级航道里程变化情况表 

 

现状 

公里/百分比 

上一轮规划 

公里/百分比 

本次规划 

公里/百分比 
评价 

三级 133 52.36% 183.2 35.8% 183.17 36.38% 

本次规划等级

结构更符合常

州发展需求 

四级 6 2.36% 0 0.0% 11.29 2.24% 

五级 10 3.94% 250.4 49.0% 80.43 15.97% 

六级 105 41.34% 78.0 15.2% 228.64 45.41% 

合计 254 100.0% 511.6 100.0% 503.53 100% 

 

图 1 常州市现状及历次规划航道等级结构对照图 

4. 控制标准 

常州市内河干线航道的规划标准为三～六级，根据《内河通航标

准》（GB50139—2014）、《运河通航标准》（JTS180—2—2011）以及

交通部的《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有关技术问题的暂行规定》，

并参照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标准，各等级航道最低标准尺度如下表



常州市干线航道网规划修编                        【文本】 

13 

 

所述。 

表 2 江苏省内河航道规划控制标准（按限制性航道标准 单位：米） 

航道等级 
航道水

深 

航道底

宽 

航道口

宽 

最小弯

曲半径 

跨河建

筑物净

高 

通航净

宽 

三级航道 3.2 45 70 480 ≥7 ≥60 

四级航道 2.5 40 60 320 ≥7 ≥55 

五级航道 2.5 35 50 250 ≥5 ≥45 

六级航道 2.0 20 35 110 ≥4.5 ≥30 

注：三级及三级以上的航道，通航净宽应根据船舶通航要求研究确定。 

有关说明： 

①规划为较高等级，近期正按较低标准建设的航道，应为建成较

高等级航道留有余地。 

②跨河建筑物原则上应“一跨过河”，净高按表中要求建设和控

制，净宽应根据所在航道货流密度论证加宽。 

③规划期内桥梁等跨河建筑物分批逐步改造，具体思路是：新建

或改建桥梁等跨河建筑物，一律按照规划标准一次到位；其他跨河建

筑物，选择碍航严重的优先改造，其余逐步分期分批改造到规划标准。 

④城镇段航道的建设应考虑与城市功能、居民生活相协调，护岸

结构形式要体现亲人化特点和文化色彩，并适当采取绿化手段，将航

道功能部分融入城市生活中。 

⑤航道的发展必须树立里程长度、等级标准与航行标志、助导航

设施、服务区以及养管机制、管理水平等全面、同步发展的理念，将

航道的辅助设施同步纳入到航道建设中，促进航道综合生产能力和管

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为便于规划控制，依据《内河通航标准》、《运河通航标准》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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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航道管理条例》，参考苏南地区已进行的航道整治的情况，对于

现状等级低于规划等级的航道，按照航道规划岸线外两侧各二十米予

以控制；对于已达标航道，按航道两边控制线离水边的距离不小于

20 米预留控制（蓝线，是指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

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规划航道两侧建筑的控制

蓝线宽度如下（依据《航道法》划定各航道保护范围后，控制范围按

航道保护范围确定）： 

表 3 各等级航道蓝线最小控制宽度 

等级 不达标航道控制线宽度 达标航道水边控制宽度 

三级航道 110 20 

四级航道 100 20 

五级航道 90 20 

六级航道 80 20 

五、实施安排 

1. 分期实施安排 

至 2025 年，常州市重点建设省级骨干航道，开工建设并建成德

胜河通江口门航道及新孟河延伸拓浚前黄水利枢纽工程；续建并建成

丹金溧漕河、芜申线常州段；确保按三级航道标准完成苏南运河、锡

溧漕河等省干线航道的尾留工程，按照三级航道 3.2 米的水深标准完

成上述航道的水下疏浚工作，保证上述省干线航道完全达到三级航道

的通航尺度标准，实现市域省干线航道全面达标。 

2025~2035 年，继续推进市域干线航道建设，按四级航道标准建

设溧梅线，构架完善的市域骨干航道网络，充分发挥干线航道的作用；

按五级航道标准建设通尧线丹金溧漕河以西段、三山港、中河、薛埠



常州市干线航道网规划修编                        【文本】 

15 

 

河；按六级航道标准建设常宜线、通尧线丹金溧漕河以东段、西流河、

锡滏线、新藻港河、新孟河、上兴河、上沛河、大溪河、常溧线、扁

担河、雪埝河、北河、西阳河、罗村河等联络线航道。最终形成层次

分明、布局合理的常州市航道网体系，实现本轮规划的全部目标。 

2. 投资匡算 

根据估算，规划航道总投资约 138 亿元，占地约 4759 亩，整治

航道约 390 公里（不包括部分已达标省干线航道），改建桥梁 242 座。

其中三级航道投资 73.2 亿元，四级航道投资 2.4 亿元，五级航道投资

17.0 亿元，六级航道投资 45.8 亿元。 

根据投资规模估算及规划的分期实施安排，预计 2025 年前需投

资约 74 亿元，2025~2035 年需投资约 64 亿元。 

六、政策措施建议 

1. 航道建设投融资对策与政策措施建议 

争取政府支持。以德胜河、芜申线等国省干线航道整治工程为重

点，推进省干线“苏南成网”及市域联网通江工程的实施，并积极争

取国家、省级政府加大对常州市航道网特别是骨干航道建设的投入比

例，加大对航道征地拆迁等配套资金的投入，确保国省干线航道整治

工程的顺利实施。呼吁国家、省级层面加大养护投资投入力度，并适

当将建设投资向市干线航道倾斜用于市干线航道建设。落实各级政府

加快水运发展资金，成立航道建养专项基金，发挥市县地方政府及水

利、城建等部门联合建设内河航道的积极性，结合老桥、危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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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拓宽改造，路网整合归并等路桥工程及河道疏浚、拓宽整治等水

利工程，充分利用交通、市政、水利等资金对航道进行统筹改造，减

少航道部门投资压力。 

强化财政预算。深入贯彻执行《江苏省省级干线航道建设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落实好办法中关于长三角高等级航道工程和省干线航

道工程征地拆迁政策，同时强化预算，积极争取重点市干线航道（如

常宜线、通尧线等）专项资金支持。探索事权财权相匹配、省市县航

道养护分担模式，其中国省干线由国家和省共同投资建设、养护和管

理，市干线航道费用由省、市及市辖区（市、县）共同承担，七级及

以下等级航道费用由市、及市辖区（市、县）承担，明确各级政府航

道管养范围和分担比例。主动对接各级政府主管财政部门，积极推动

落实航道养护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实现政府财政对航道事业

的常态化推动模式，支撑常州市航道快速发展。 

创新融资模式。建议航道建养结合国家逐步放开资本投资领域的

新形势，服务区、船闸等有一定盈利能力的设施探索尝试融入社会资

本，引入 PPP 和 BOT 等先进的资金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资金运作

水平，加快内河航道融资体制变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管理的

现代化水平。参考铁路用地管理思路，对于占用航道保护范围用地的，

选用其他地块的土地置换作为赔偿，选择置换土地出租或抵押融资补

充航道长效发展资金。探索“以港养航”、“以地养航”，以溧梅线航

道整治为试点，航道建设配套适当的岸线和土地出让，为安徽境内优

质石材提供下水服务，同时引进石材加工工艺，依托港口后方陆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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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石材仓储物流、石材加工贸易，为常州航道注入流动发展资金，实

现“供方降成本，需方得优品，财政增税收，航道同发展”的多赢局

面，力争将其打造为苏皖合作示范项目。 

2. 统筹涉航相关行业综合开发，实现水资源综合效益最大化 

为促进常州市内河航道尤其是境内省干线效益的发挥，应加强航

道与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机制，有必要统筹航道及涉航相关行业

的综合开发，对航道临跨河地区进行统筹规划和实施。建议成立由市

政府牵头、各有关部门参加的领导协调机构，基于水资源综合利用开

发最优的原则，紧抓航道整治契机，编制航道综合开发规划，对在航

道沿线的港口码头、产业园区、旅游景观、水利环保等设施等进行同

步规划，在航道建设时，对相应的航段和岸线做好预留，或同步实施、

同步发挥效益，以更好地节约水运建设资金，充分发挥内河航运的整

体效益，统筹开发，实现水资源综合整治效益最大化。 

3. 建立航运与水利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水利和航运共同发展 

航运与水利天生密不可分。常州市应在市级层面建立水利与交通

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在规划协调、项目前期、工程建设、水污染防

治管理等方面坚强协调衔接，推动水利和航运共同发展。对于水利新

开辟河道，应充分考虑航运需求，并纳入航道管理。 

4. 开展航道保护范围和控制线规划，保护航道的发展空间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航道法》明确了航道通航条件影响

评价制度和航道保护范围划定制度。建议同步开展航道保护范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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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确定常州地区市管航道的保护范围，对航道保护范围内的临跨

河设施施行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制度，切实保护航道发展空间。 

本次航道网规划修编对规划期内的干线航道确定了总的航道走

向和所利用的河道，还需尽快开展预、工可等前期研究工作，对这些

航道的具体线路进行优化和专门研究。对暂时无力开展前期研究工作

的未达标航道，依据《江苏省航道管理条例》的要求，应尽快组织控

制线规划研究工作，明确航道中心线、驳岸线、用地控制线，增强临

跨河规划控制和管理的可操作性。 

5. 加强对航道建设用地的规划控制，加大土地保障力度 

本规划修编完成后，应尽快将本项目研究成果纳入城市总体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中，将内河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中统筹考虑，与相关部门协作做好规划的用地

控制。在政策层面多渠道解决航道建设发展的用地问题，加大土地资

源供给保障力度，优化交通用地的内部结构，并对影响重大产业布局、

城镇布局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航道建设项目予以适当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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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常州市干线航道网规划修编方案表（2035 年） 

序号 航道名称 

航道起讫点 规划里

程（公

里） 

上轮规

划等级 

规划等

级 
备注 

起点 终点 

1 苏南运河 荷园里 直湖港口 48.81 三级 三级 
 

2 芜申线 朱家桥 杨家村 44.88 三级 三级 
 

3 丹金溧漕河 丹金闸 肇庄 46.14 三级 三级 
 

4 锡溧漕河 欢塘桥 五洞桥 21.8 三级 三级 
 

5 德胜河 魏村江口 连江桥 21.54 三级 三级 
 

6 溧梅线 洪桥坝 河口南 11.29 六级 四级 
 

7 通尧线 
张家桥 丹金溧漕河 23.61 五级 五级 

 
丹金溧漕河 常溧线港口 25.01 五级 六级 

8 常宜线 
新运河口 丫河口 4.16 五级 六级 

 
丫河口 五洞桥 20.38 五级 六级 

9 常溧线 
丫河口 通尧线口 9 五级 六级 

 
通尧线口 庄河港 19.02 五级 六级 

 
10 雪堰河 锡滏线 锡溧漕河 4.86 五级 六级 

 
11 中河 老角嘴 野砻 26.22 五级 五级 

 
12 扁担河 奔牛镇东 北河口 15.56 五级 六级 

 
13 薛埠河 薛东桥 夏家口 14.5 五级 五级 

 

14 三山港 
苏家店 沪蓉高速桥 16.1 五级 五级 

 
沪蓉高速桥 遥观北枢纽 4 五级 六级 

 
15 新藻港河 长江口 S122 桥 7.2 五级 六级 

 
16 西流河 苏南运河 戴溪桥 13.32 五级 六级 

 
17 锡滏线 锡常界 雪堰河 3.7 五级 六级 

 
18 新孟河 大夹江 九里 23.98 六级 六级 

 
19 上兴河 上兴 三岔河口 7.86 六级 六级 

 

20 上沛河 

上沛 三岔河口 6.34 六级 六级 
 

三岔河口 连接线河 3.41 六级 六级 北河河道 

连接线河 中河口 2.34 六级 六级 
拟利用南渡

北河 

21 大溪河 芜申线口 周城镇 12 六级 六级 
 

22 常溧线溧阳段 中河口 芜申线口 8.1 无规划 六级 
 

23 北河 上沛河 丹金溧漕河 17 无规划 六级 
 

24 西阳河 直溪汪桥 对达码头 10 七级 六级 
 

25 罗村河 北纤 罗村桥 11.4 等外级 六级 
 

合计 
   

50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