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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编制与技术评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编

制与技术评审管理工作，维护通航秩序，保障通航安全和水域

清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

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是指水上水下作业

或者活动保障措施方案、应急预案和责任制度文本的统称。

需经海事管理机构许可的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

障方案的编制、技术评审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水上水

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保障作业或者活动及其周边

水域交通安全和水域清洁。

在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管辖海域进行占用航道、航

路、锚地、渡运水域、桥区水域，或者需要调整航路，采取封

航、单向通航等水上交通管制措施的水上水下作业或者活动，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组织专家对通航安全保障方案进行技术评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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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由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自行编制，海事管理机构不得指定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编制

单位。

第五条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包括水上水下作业或者活

动的基本内容、保障措施方案、应急预案、责任制度文本和附

图等，具体内容详见附件《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

方案编制指南》。

第六条 水上水下作业或者活动对通航安全影响较小的，通

航安全保障方案可适当简化。

第七条 编制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通过现场踏勘、调研

等方式充分了解通航环境，并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且如实记

录处理情况，做到搜集资料齐全、分析全面、技术可行、提出

的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保证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必要时，可征求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建议和意

见，有关建议和意见应记录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对资料的真实性、

有效性、合法性，以及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内容与结论负责。

第八条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在申请水上水下作业和活

动许可时提交。海事管理机构需组织专家对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进行技术评审的，应当书面告知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

第九条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技术评审的主要依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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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上交通安全及防污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及

相关规定；

（二） 通航安全及防污染标准和技术规范；

（三） 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理论、技术；

（四） 船舶控制理论、技术和航海习惯做法（经验）；

（五）有关部门的批复文件、相关专题研究结论或者意见

等；

（六）工程设计方案、作业或者活动内容及有关技术图纸、

资料。

第十条 技术评审应当判断通航安全及防污染风险分析是

否客观、全面，通航安全及防污染保障措施是否合理、有效，

应急预案是否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责任制度文本是否健全、

职责清晰。

第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采取评审会方式组织专家进

行技术评审。必要时，可进一步通过函询等方式听取专家意见。

第十二条 技术评审专家一般不少于 3 人，且总数为单数。

专家人选要充分考虑拟评审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所涉及的水上

水下作业或者活动的类别、规模、复杂程度及其对通航安全及

周边水域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专业涵盖要全面，且不得与

水上水下作业或者活动有利益关系，以确保技术评审的科学性

与公正性。

专家参加技术评审的，应当填写专家意见表，并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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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技术评审应当在收到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后 15 个

工作日内完成，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许可审

批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四条 专家组评审意见以及专家意见表应当与水上水

下作业和活动许可申请材料一并归档。

第十五条 海事管理机构组织的技术评审，费用由海事管理

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管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XX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涉水工程施工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编制与技术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海通航〔2019〕第 147

号）同时废止。

附件：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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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编制指南

在我国管辖水域内从事需经海事管理机构许可的水上水下

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编制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水上水下作业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编制要求

封面：XX 作业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标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名称与落款日期，并加盖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公章。

第一章 水上水下作业的基本内容

1.1 项目名称和基本情况

项目所处位置及其位置图，用经纬度坐标（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或 WGS–84 世界大地坐标系）、清晰参照物等表述。项

目的具体内容，包括设计方案、设计代表船型（适用时）等。

1.2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完整准确的名称。

1.3 核准情况（仅限需取得核准手续的项目）

（1）立项批准情况。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情况，如

XX 年 X 月 X 日，XX 发改部门批准/核准/备案项目的立项/备案

书，包括立项批复文件名称（含文号）/备案书（含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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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步设计批准情况。如 XX 年 X 月 X 日，XX 主管部

门批准项目的初步设计方案，包括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名称（含

文号）。

（3）港口岸线使用批准情况（仅限占用港口岸线的项目）。

如 XX 年 X 月 X 日，XX 主管部门（或者交通运输部）批准项

目使用港口岸线，包括文件名称。

（4）相关主管部门对项目的批准情况。对于水利工程，指

水利部门关于项目的批准/核准情况；对于围填海、海上堤坝、

人工岛、海底管道、海底电（光）缆、海上风电场、平台等使

用海域的海洋工程，指主管部门关于海域使用核准的情况。

1.4 作业程序

项目作业占用水域范围、作业顺序、每一阶段的内容、参

与作业船舶和设施、抛锚方式及锚缆长度、抛锚示意图、总平

面布置图或者总平面蓝图。

1.5 船舶、海上设施/内河浮动设施的参数和航线、停泊地

点

参与作业的船舶和设施的技术参数、拖带航线（适用时）、

建筑材料的运输航线。船舶和设施日常停泊地点和避风停泊地

点。

1.6 主要作业人员及其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安全管理员、船舶和设施的船长或者船上负

责人及其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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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障措施方案

2.1 通航环境

通航环境资料应当真实、有效且具有针对性，重点描述影

响通航安全相关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港口环境及其他

基础设施、水上交通环境、工程及其附近水域的险情事故、导

助航设施和相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等。

2.1.1 自然环境

（1）气象。项目所在水域的风速风向、气温、降水、雾及

能见度、相对湿度、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天气等与通航安

全有关的气象资料。

（2）水文。项目所在水域的水位、流速、潮汐、波浪、冰

况（如有）等与通航安全有关的水文资料。

（3）地质地貌。项目所在水域的河床/海底地形、地质条件、

泥沙情况等资料。

（4）其它自然环境。项目所在水域的水深分布、礁石、浅

滩、沉船沉物、水底管线、河道弯曲情况（适用时）等资料。

2.1.2 港口环境

（1）港口码头。项目所在水域的港口现状、码头分布情况。

（2）航道航路锚地。项目所在水域港口相关的航道航路现

状，包括通航尺度、航道弯曲情况、水深、航道等级。项目所

在水域现有锚地的位置、功能、锚泊条件、容量（适用时）等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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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除港口码头、航道锚地外其它港口基础设施。

2.1.3 水上交通环境

分析项目及其附近水域的船舶流量、交通流组成（包括船

型、船舶吨级、船舶尺度等）、交通流行为特征（交通流位置、

方向、宽度、密度），附交通流 AIS 轨迹图及门线图。必要时，

应对项目及其附近水域船舶流量进行实地观测、统计分析。

2.1.4 事故险情

分类别、等级统计项目及其附近水域近 3 年的水上交通险

情事故，并进行时空分布规律及致因分析。

2.2 通航安全影响及风险分析

2.2.1 作业通航安全保障存在的问题及碍航性分析

分析作业各环节与通航安全、通航环境的相互影响，是否

占用现有航道航路（包括船舶习惯航线）、锚地（含临时锚地、

习惯锚泊水域）等，包括对项目及其周边水域船舶交通流量及

其通航安全影响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施工期风、流、雾、能见

度、波浪等自然条件对施工的影响分析。

2.2.2 安全施工条件需求分析

根据参与作业船舶和设施参数和项目所处水域水文潮汐情

况、航道航路参数、净空尺度等，明确满足安全施工作业的水

深、净高、净宽、转弯半径等条件需求，应附最近一次的水深

测量图或者水深测量报告。

2.2.3 安全作业区范围的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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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地理位置及水域特点、作业工艺、安全作业需求

及附近水域船舶交通流特征，根据“满足作业需求、降低对公

共水上交通影响”的基本要求分析安全作业区范围的大小及其

合理性。

2.3 水上环境影响分析

分析作业船舶对周边水域清洁环境的影响。

2.4 通航安全及防污染保障措施

2.4.1 作业期安全管理制度

包括安全专项资金的落实、安全管理组织架构、施工人员

的管理、施工船舶和设施的管理、安全隐患排查与风险预控、

安全教育培训等制度。

2.4.2 作业期交通组织

2.4.2.1 不同作业阶段的交通流组织方案

制定项目作业期的交通组织模式与策略，包括不同作业阶

段不同环节的交通流组织方案（含过往船舶控制与作业船舶调

度管理）、航道航路调整方案（必要时）、通信联络方式等内

容。

2.4.2.2 安全警示设备设施配备

分析作业现场安全维护需求，提出不同阶段作业水域安全

警示标志设置、必要的警戒船舶配备以及相关安全设备设施。

2.4.2.3 其他必要的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除上述必要的通航安全保障措施外，其它有效保障作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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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安全的措施。

2.4.3 防污染措施

制定项目作业期间应对船舶发生污染水域环境的处置措

施。

2.5 作业结束后要求

作业结束后，及时清除作业水域遗留的碍航物，保证通航

环境恢复至相关标准。

第三章 应急预案

针对作业期间可能发生的人员落水、伤亡，船舶碰撞、搁

浅、失控、火灾，船舶污染水域环境等突发事件和防抗台风、

雾、寒潮等极端天气，制定的针对性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

案，包括应急组织机构、设备配备、响应措施等。应急预案应

分项分类制定，如防止人员落水、防止船舶碰撞、极端天气应

对等应急预案。

第四章 责任制度文本

按照《安全生产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等规定建立的作

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隐患排查与风险

预控制度。

第五章 附录

5.1 相关批复文件

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或者替代性证明材料。

5.2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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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作业水域总平面布置图、航道航路图或者海图、占用

水域范围示意图、安全作业区范围示意图、周边设施关系图、

航道布置及航标配布图等。

5.3 专家论证意见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可自行或者委托技术支持单位组织

开展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技术论证。技术论证结论除专家组总体

意见外，还应当附每一位专家的个人意见。

专家资质与人数没有特别规定，但专家的专业或者所从事

行业需要与水上水下作业通航安全有密切联系，有助于提高作

业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编制质量，促进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保障作业及其周边水域的水上交通安全，

保护水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注：进行对通航安全影响较小的水上水下作业，通航安全

保障方案可在通航环境、通航安全影响及风险分析、水上环境

影响分析、通航安全及防污染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等方面进行

适度简化。

二、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编制要求

仅适用于内河通航水域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体育比赛的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封面：XX 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标明主办单位名称与落

款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一章 水上水下活动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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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动基本情况

包括活动名称、活动来源概述，主办单位名称、办公地址、

活动负责人及电话，参与活动人员的规模、公安部门批准情况

或者体育部门有关批复文件等内容。

1.2 活动时间与水域范围

详细阐述活动计划开始时间、预计结束时间和活动水域范

围及其位置图。

1.3 组织方案

包括活动的主要内容、计划安排，参与活动的船舶或者设

施（适用时）及其人员，活动组织环节流程等。

第二章 保障措施方案

2.1 通航环境

2.1.1 水域环境

包括自然水文气象、潮汐、航道、航路、锚地。

2.1.2 活动水域有关安全管理要求

摘录活动水域相关有效的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地方有关安

全管理要求等。

2.2 通航安全影响分析与存在问题

分析活动对通航安全的影响，如活动占用水域范围对航道、

航路正常通航的影响，活动时间段对船舶流交通组织的影响等

活动对所在及其附近水域他船正常航行、停泊、作业的影响。

2.3 安全作业区范围的需求与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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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活动地理位置及水域特点、组织形式、安全需求及附

近水域船舶交通流特征，按照“满足基本需求、降低对公共水上

交通影响”的基本要求分析安全作业区范围的大小及其合理性。

2.4 水上环境影响分析

分析活动船舶对周边水域清洁环境的影响。

2.5 通航安全及防污染保障措施

2.5.1 活动开始前

包括船舶或者设施上人员的安全教育、熟悉活动水域通航

环境等方面的措施。

2.5.2 活动进行中

包括悬挂规定的号灯号型、设置必要的明显标志、保持 AIS

正常工作、值守 VHF 规定频道等。

遵守相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遵守各项操作规程、使船舶

或设施处于适于作业状态、遵循航海习惯等措施。

2.5.3 活动结束后

及时清除活动遗留的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隐患的措施，如

临时警戒标志或者安全设施的及时清理、活动水域通航秩序的

及时恢复。

2.5.4 防污染措施

制定活动期间应对船舶发生污染水域环境的处置措施。

第三章 应急预案

针对活动期间可能遭遇的突发事件和极端天气情况，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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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如防止船舶碰撞、人员落水，

极端天气应对等应急预案。

第四章 责任制度文本

针对活动制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第五章 附录

5.1 附图

活动水域范围及其位置图。

5.2 专家论证意见

主办单位可自行或者委托技术支持单位组织开展通航安全

保障方案技术论证。技术论证结论除专家组总体意见外，还应

当附每一位专家的个人意见。专家资质与人数没有特别规定，

但专家的专业或者所从事行业需要与水上水下作业通航安全有

密切联系，有助于提高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编制质量，促

进主办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活动及其周边水域的水上

交通安全，保护水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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