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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运是交通运输体系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运能大、占地少、能耗低、污染小的优势，对促进经

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决策部

署，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迫切要求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干线航道

规划布局，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江苏新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和

坚实保障。 

规划实施期限为2023—2035年，展望至2050年。 

一、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现状基础 

2022年，江苏省内河航道里程2.4万公里，占全国的1/5，航

道网密度24.77公里/百平方公里，里程和密度均居全国之首。三

级及以上干线航道里程2488公里，其中二级及以上航道886公

里，三级航道1602公里。 

（二）上轮规划实施效果 

2018年，省政府批复了《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2017—

2035年）》，该规划形态为“两纵五横”，规划里程4010公里。

目前我省干线航道建设稳步推进，截至2022年底，三级及以上

干线航道里程2488公里，基本实现了省干线航道联网贯通。总

体来看，规划的实施效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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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干线航道网的规划建设有效提升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质量，在沿河产业布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构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江苏省完成内河水路（不

含长江，下同）货物运量约9.99亿吨，其中矿建和煤炭水路货物

运量合计6.26亿吨，在城乡建设物资和大宗能源物资运输中发挥

了重要的运输保障作用。干线航道网累计覆盖省级及以上开发

区60个、覆盖率57%，覆盖县级及以上城市节点63个、覆盖率

85%。2022年江苏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为13.5%，较

全国的14.7%低1.2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发达的水运条件。 

2. 为进一步缓解经济和交通运输发展带来的资源和环境压

力提供了有效途径。 

上轮省干线航道网规划实施后，新增三级及以上航道265公

里，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的开工建设，丹金溧

漕河溧阳段、淮河出海航道（红山头至京杭运河段）、苏南运

河（常州段、苏州市区段）、连申线海安南段等航道的建成贯

通，使得航道周边“旧貌换新颜”。内河水运作为最低碳、环

保的运输方式，随着运输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大量货物“由公

转水”，全省水路货物运量占全社会综合运输量的40%以上，

货物周转量占70%以上（其中内河水路货物周转量约占27%）。

干线航道的建设有效缓解了经济和交通运输发展带来的资源和

环境压力，促进了区域多种运输方式的优势互补。 

3. 为进一步改善水陆交通安全环境提供了坚实基础。 

2022年江苏省在籍内河船舶约2.5万艘，船舶平均吨位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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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与2018年相比，江苏籍内河船舶艘数减少约0.6万艘，船舶

平均吨位增加11吨。据调查，江苏省干线航道上1000吨级及以

上的船舶占比高达45.2%。船舶大型化的不断发展带来船舶总数

量变少，有效降低了安全、环境污染等风险。干线航道的建设，

改善了船舶通航环境，增强了对重大临河产业落地的吸引力，

逐渐带动货物运输由陆转水，减少了公路的拥堵和交通安全事

故压力。 

4. 为进一步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提供了强力保障。 

航道建设既满足水运的发展需求，又有效提升区域防洪能

力。通过干线航道的整治提升，在改善航运条件的同时，扩大

航道的过水断面，如芜太运河高溧段、连申线苏北段等航道整

治后口宽均达到70米以上，提升了航道的行洪能力，改善了区

域水系条件。通过对盐河、连申线盐城市区段等航道的生态护

岸修护、两岸植树绿化，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在水土保持、

净化水质、生态保护等方面效益显著，并且大大地改善了沿河

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具有重大的水利、环境、生态综合开发

效益。 

（三）必要性和迫切性 

1. 支撑重大国家战略纵深推进，要求强化规划引领，构建

省际互联、标准衔接的干线航道网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

开路先锋的新使命，明确要求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



—4— 

重点，切实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一带一路”

倡议、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

实施，以及淮河经济带、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等战略，要求江

苏水运主动发力，在优化完善产业链布局，增强物流链韧性，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做出新贡献。《省政府关于加快打造更

具特色的“水运江苏”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二级航

道网规划建设。构建省际互联、标准衔接的干线航道网络，可

有效推动跨江融合、省际互通，更好地服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2. 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要求水运补短板、强优势，打

造更高等级的航道基础设施。 

建设交通强国要求着力推动交通运输实现“三个转变”，

打造“四个一流”，需要建设一流的航道基础设施。《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要求，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高质量

综合立体交通网，内河航道要加快补齐短板。《交通强国江苏

方案》提出，2035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率力争降至

10%以下，通过提升干线航道网中的二级航道占比，可充分发

挥高等级航道降本增效的作用。加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重点

推动大宗货物“公转水”“公转铁”，也需要高等级航道进一

步发挥优势，提升综合运输效率，促进节能减排降碳。主动打

造更高等级的航道基础设施，既是支撑交通行业绿色转型发展

的长远需要，又是响应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3. 满足江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需要，要求内河航道进

一步发挥物流通道和产业积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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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当前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口，近年来我省加快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新发展格局产业基础，高端装

备制造、新材料、高端纺织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钢铁、石化、

能源等传统产业向沿海地区转移落户趋势明显，航道沿线适水

运输企业聚集效应不断放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要求加

快完善干线航道布局体系，提升海江河联动能力，强化集装箱

运输通道和产业园区“最后一公里”专用通道，有效支撑产业

间链式发展，更好保障区域间相互融合的协同发展机制。提高

干线航道网中的二级航道占比，既是深化物流链与产业链、供

应链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又是拉开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空间

的重要路径。 

4. 满足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要求江苏进一步

优化干线航道网络结构布局。 

我省拥有内河航道里程2.4万公里，现状航道总里程、航道

网密度、高等级航道里程均位居全国首位，但上轮省干线航道

网规划中二级及以上航道里程占比仅有25%。我省内河运输船

舶大型化趋势明显，内河集装箱快速发展，2022年全省船舶平

均吨位达875吨，苏北运河、淮河出海航道2000吨级船舶占比分

别达到50%、35%，迫切要求内河航道基础设施加快提升技术等

级，有效保障船舶航行更加安全、高效。构建绿色航运发展体

系，要求干线航道规划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面优化干线航

道网络结构层次，可充分发挥我省水运资源禀赋条件，是推进

江苏从水运大省向水运强省高质量转变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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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及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交通运输发展、对

江苏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进一步发挥江苏水运优势，以推动内河航道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着力构建覆盖更广、标准更高、结构更优、联动更畅、

效益更好的干线航道网，优化提升内河水运设施网络，推动江

苏由水运大省向水运强省高质量转变，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

江苏”，支撑建设交通强省和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提供

有力保障。 

（二）规划原则 

1. 服务战略，提升能级 

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支撑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淮河经

济带等战略发展要求，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做好内河航

道的联网、补网、强链，有效提升内河水运的发展能级，进一

步支撑重大国家战略纵深推进，服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2. 支撑产业，增强覆盖 

适应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考虑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综合

分析运输格局和流向需求变化，增强对重大枢纽、重要战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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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支撑，提升对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四沿”产业带、县级

节点的覆盖，服务推动产业链、物流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满

足经济产业的发展需要。 

3. 优化布局，突出重点 

从提升航道网整体功能效益出发，注重与周边省份的高标

准衔接，促进航道与港口、产业的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需求

大、功能作用明显的航道，重点突出对重点港口衔接、跨江南

北衔接、江海中转衔接、长三角省际衔接航道的提升，进一步

优化干线航道网布局结构，推动构建区域互联互通的一体化发

展格局。 

4. 适度超前，可持续发展 

立足内河水运长远发展的要求，统筹考虑需要与可能，从

航道资源规划预控角度出发，适度超前、统一规划，谋划提升

部分航道的等级，充分发挥交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把握

好发展的节奏，视建设条件、轻重缓急，远近结合、分期实施，

实现内河航道的可持续发展，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规划目标 

形成以长江干线、京杭运河、淮河国家水运主通道为核心，

二级及以上航道为主体、三级航道为支撑的“联网畅通、达海

通江、优质高效、保障有力”干线航道网络。 

至2025年，干线航道里程超2700公里，其中二级（准二级）

及以上航道里程达1100公里，形成长江横穿东西、京杭运河纵

贯南北的“十字形”二级航道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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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30年，干线航道里程达3300公里，其中二级及以上航

道里程达1700公里，基本建成“两纵五横”干线航道网主骨架。 

至2035年，干线航道总里程力争达4000公里以上，通达74%

以上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95%以上的县级节点。二级及以上

航道里程力争达2200公里，覆盖56%以上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

90%以上的沿海沿江重点港区和所有的设区市。干线航道推动

交通运输现代化、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作用进一步凸显，水运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展望至2050年，干线航道网全面建成，江苏水运特色优势

充分发挥，为全面高质量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

的交通强省提供坚强支撑。 

三、布局规划 

（一）功能定位 

江苏省干线航道网是全国内河航道网和长江三角洲高等级

航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省内河航道体系的主骨架，是

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省内重要经济节点、工矿基

地和沿海沿江主要港口相连接，承担跨省、市的能源、原材料

等大宗物资运输服务，是有效促进综合交通通道建设和沿江沿

河产业带发展的重要依托。 

1.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干线航道网可为江苏省以及长三角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

能源、原材料等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江苏省周边的上海、浙江、

山东、安徽等省市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各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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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互补性强，可利用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进行互联互通，进一

步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2. 引导沿江沿河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干线航道网有效沟通省内各设区市，为市域经济发展和城

市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有利于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

长点。作为引导沿江沿河产业聚集及工业园区布局发展的重要

支撑，省干线航道网对全省资源开发、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引领作用，将极大增强沿江沿河产业带和城市群的承载

力、竞争力。 

3. 承担大宗物资和内外贸集装箱运输的主要通道。 

在全省范围内形成相互连通的干线航道网络，可便捷、高

标准连通省内外主要集装箱港口，适应全省集装箱运输快速增

长需求，有效提升水运规模和服务能级，服务建设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4. 促进绿色交通建设的主要措施。 

内河水运成本低、占地少、污染小，是综合交通中最绿色

低碳的运输方式。能力充分、衔接顺畅、功能完善的干线航道，

将有效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促进物流成本下降，推动节能减排

降碳和绿色交通建设。 

（二）布局思路 

本次规划以《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2017—2035年）》

为基础，按照“强化通道、提质强网、通江达海、延伸覆盖”

的思路，进一步完善省干线航道布局、优化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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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化通道。强化提升江苏境内国家水运主通道的运输能

级，实现“一纵两横”通道全线二级及以上标准贯通，支撑国

家水运主通道高效发展。规划提升京杭运河苏南段为二级航道，

实现对苏南产业集中区的全面联通和覆盖，与苏北运河对接，

实现京杭运河省内全线二级贯通。规划提升淮河出海航道红山

头至京杭运河段为二级航道，实现淮河干流全线二级贯通，全

面打通苏、皖、豫三省物资交流的重要水运通道，支撑淮河生

态经济带高质量建设。 

2. 提质强网。推进沿海、沿陇海、苏南等重要区域和重点

产业带二级航道覆盖，补强重要区域的航道网络能力，实现二

级航道成网互联，有效提升航道网的覆盖度、可靠性、稳定性。

支撑服务沿海地区发展，将连申线苏北段规划提升为二级航道；

增强沿陇海地区海港辐射功能，将宿连航道、连云港区疏港航

道、徐圩港区疏港航道规划提升为二级航道；提升苏南地区航

网功能，将芜太运河、锡溧漕河、苏申外港线规划提升为二级

航道。为进一步增强网络覆盖能力，新增望虞河、淮河入海水

道通榆河以东段为省干线并规划为二级航道；新增新汴河为省

干线并规划为三级航道。根据上位规划，调整芜申线太湖湖区

段不作为省干线，与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相衔接。 

3. 通江达海。强化海江河联动，支撑放大沿海开发综合效

应。为推动更高水平海河联运，规划提升盐河、刘大线、通州

湾港区疏港航道、通扬线海安船闸至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段为

二级航道，有效支撑沿海重点港区发展。为实现更高质量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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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运，提升通江口门能力，规划提升泰东线、引江河为二级航

道，形成连申线通江辅助通道；规划提升高东线、建口线部分

航段为二级航道，形成京杭运河苏北段通江辅助航道；规划提

升德胜河、锡澄运河为二级航道，有效加强苏南运河与长江的

联系。 

4. 延伸覆盖。将成子河部分航段提升为二级，服务重要产

业园区发展；在维持建设、养护等地方主体事权责任不变的前

提下，将顺堤河、新窑航线、黄沙港、兴淮河、华能电厂航道

等16条重要通港达园专支线航道纳入省干线航道网规划，延伸

干线航道的岸线资源，充分发挥水运“门到门”的潜能，有效

解决水运“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内河航道干支衔接的效益。 

（三）布局方案 

全省规划形成“两纵五横”的干线航道网络，“两纵”由

京杭运河通道、连申线通道组成，“五横”由徐宿连通道、淮

河出海通道、通扬线通道、长江通道、芜申线通道组成，共计

4192公里。其中一级航道365公里，二级航道2362公里，三级航

道1465公里。 

两纵： 

——京杭运河通道：共计1140公里，其中二级759公里，为

苏北运河、苏南运河、德胜河、锡澄运河、成子河；三级381公

里，包括徐宝线、洪泽湖北线、芒稻河、丹金溧漕河、乍嘉苏

线。 

——连申线通道：共计1054公里，其中二级544公里，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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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线中云台作业区至盐灌船闸段、连申线响水船闸至焦港船闸

段、望虞河、刘大线、泰东线；三级510公里，包括连申线盐灌

船闸至响水船闸段、连申线苏南段、盐宝线、盐邵线、兴东线、

锡十一圩线、杨林塘。 

五横： 

——徐宿连通道：共计349公里，均为二级航道，包括苏北

运河徐州至宿迁段、宿连航道、连云港区疏港航道、徐圩港区

疏港航道。 

——淮河出海通道：共计648公里，其中二级456公里，为

淮河出海航道、盐河、淮河入海水道通榆河以东段；三级192公

里，包括新汴河、张福河、滨海港区疏港航道、射阳港区疏港

航道。 

——通扬线通道：共计411公里，其中二级237公里，为通

扬线运东船闸至泰东线段、通扬线海安船闸至通州湾港区疏港

航道段、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三级174公里，包括通扬线泰东

线至海安船闸段、通扬线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至吕四港区段、

洋口港区疏港航道、吕四港区东灶港疏港航道、新江海河。 

——长江通道：共计374公里，其中一级365公里，即长江；

三级9公里，即驷马山干渠南京段。 

——芜申线通道：共计423公里，其中二级213公里，为芜

太运河苏皖界至锡溧漕河段、锡溧漕河、苏申外港线；三级210

公里，包括秦淮河、苏申内港线、长湖申线、水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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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港达园专支线航道： 

——16条通港达园专支线航道：共计135公里，均通达重要

产业、物流园区。其中二级112公里，包括顺堤河、金山桥疏港

航道、新窑航线、西泇河、唐豫河、黄沙港、华能电厂航道、

兴淮河、头溪河、淮安工业园区航道、磨涧河、大寨河、大道

河、麻溪港；三级23公里，为徐沙河、善后河。 

规划布局方案情况详见附表。 

（四）规划标准 

二级航道应满足2000吨级船舶正常通行，三级航道应满足

1000吨级船舶正常通行。未纳入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的省

干线航道及通港达园专支线航道，可结合航道运量需求、代表

船型等影响因素，依据《内河通航标准》《运河通航标准》《平

原水网地区闸控航道通航标准》等标准规范，科学合理论证航

道相关技术参数。 

四、实施安排及效果展望 

（一）分期实施安排 

2023—2025年：重点推进运输量大、通道功能强的苏南运

河、宿连航道一期工程、宿连航道二期工程宿迁段、宿连航道

二期工程连云港段等航道工程以及京杭运河江苏段绿色现代航

运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宿连航道按二级航道做好预留，开工建

设德胜河、金宝航线、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淮河出海航道京杭

运河至通榆河段、连申线灌河至淮河入海水道段等航道整治工

程，继续推进其他在建三级航道整治工程。到2025年，省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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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达2700公里，其中二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达1100公里，实现

京杭运河江苏段2000吨级船舶全天候通航。 

2026—2030年：重点推进宿连航道（含连云港区疏港航道、

徐圩港区疏港航道）、望虞河、连申线灌河至长江段、淮河出

海航道京杭运河至通榆河段、德胜河等二级航道整治工程，继

续推进通海港区至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金宝航线、芜太运河

宜兴段等三级航道整治工程。加快水阳江、乍嘉苏线等省际航

道建设步伐，优先安排实施，推进海河联运发展。到2030年，

省干线里程力争达3300公里以上，二级及以上航道里程力争达

1700公里，基本建成“两纵五横”干线航道网主骨架。 

2031—2035年：重点推进淮河出海航道、盐河、苏申外港

线、锡溧漕河、锡澄运河、泰东线等二级航道整治工程，同步

推进兴东线、盐宝线、新汴河等三级航道整治工程。根据航道

运输需求、现状条件、建设难度，适时启动远期实施二级航道

的前期工作。到2035年，省干线里程力争达4000公里以上，二

级及以上航道里程力争达2200公里，基本建成联网畅通、布局

合理的“两纵五横”干线航道网络，干线航道功能效益充分显

现。 

2036—2050年，继续推进干线航道整治工程，开工建设剩

余航道工程，2050年前全面建成“两纵五横”干线航道网络，

实现本轮规划的全部目标。 

（二）实施效果展望 

1. 战略服务更显著。提升宿连航道（含连云港区疏港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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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圩港区疏港航道）、刘大线、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等三条横

向水运疏港通道为二级航道，实现对沿海重点港区的更高等级

衔接，将有效支撑江苏沿海开发向纵深推进。提升苏南运河、

泰东线、德胜河、锡澄运河、连申线、望虞河、通州湾港区疏

港航道等七条通江航道为二级航道，实现2000吨级船舶全面通

达省内沿江重点港区，更好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苏南

运河、芜太运河和苏申外港线等航道提升为二级后，可实现与

周边省份重要水运通道高标准衔接，进一步为长三角一体化提

供强力支撑。淮河出海航道、盐河航道提升为二级后，将增强

水运对淮河经济带的发展带动和支撑。 

2. 产业支撑更有力。省干线航道网对江苏省经济节点的覆

盖率进一步提高，新增新汴河等航道进入省干线后，县级节点

覆盖率达95%，省级及以上经济开发区通达率达75%以上，服务

带动地方经济的能力显著提升。二级航道网可全面覆盖13个设

区市，可通达60%的省级及以上经济开发区，为全省高质量发

展提供水运支撑。此外，内河集装箱运输的硬件、软件环境将

逐步完善，主通道对产业的支撑能力进一步提升。新增顺堤河、

新窑航线、黄沙港、兴淮河、华能电厂航道等16条通港达园专

支线航道，有效支撑产业园区“最后一公里”直达运输需求。 

3. 效益展现更充分。航道的整治建设，可提供优良的岸线

和水域条件，实现以航促港、以港促产的关联经济效益，并通

过有效控制新（改）建跨河设施的净空尺度，有力促进航道与

公路、铁路等其他交通方式的协调发展。此外，航道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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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航道的规划建设，

不仅提升防洪、排涝、灌溉等功能，而且通过生态护岸建设、

两岸植树绿化等措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形成景观带和生

态绿廊，大幅改善沿河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水资源的综合效

益将得到充分展现。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省干线航道建设工作，

切实抓好落实。建立健全规划实施协调推进机制，贯彻落实全

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等相关上位规划，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

联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航运发展需要，科学有序推进干线

航道网建设。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深化航道工程前期

论证，科学合理确定工程建设规模，力争实现干线航道网综合

效益最大化。加强与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市）的协

调衔接，保障省际航道效益充分发挥。 

（二）强化要素保障 

积极争取国家对江苏省干线航道规划建设的政策、资金等

支持。省财政统筹相关资金，加强干线航道建设资金保障，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积极安排财政性资金用于干线航

道建设发展。积极探索多元化投融资建设营运模式，引导和鼓

励社会资本投资水运基础设施。自然资源部门将支持干线航道

及其配套的应急保障基地、服务区等基础设施用地，推进干线

航道重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交通与生态环境部门协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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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无害化穿越生态红线的具体路径，为干线航道的高标准

畅通提供可靠支撑。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和航运用水，

加强水资源论证，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 

（三）创新管理手段 

推动内河水运绿色化、数字化、标准化发展，加快建设具

有水网地区特色的数字航道，逐步构建以电子航道地图为核心

的智慧航道体系。建立健全内河应急保障体制机制，进一步开

展应急保障基地、水上服务区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及配套建设，

同步做好土地预留管控，进一步提升航道服务及应急管理水平。

不断完善水位、气象等信息监测设施设备建设，实现航道通航

安全的实时预警，有效提升水上安全保障能力。 



 

附表 1                    

江苏省干线航道网布局规划方案表 
通道名称 编号 航道名称 航段及起迄点 规划技术等级 里程 (公里) 

两纵      

一、京杭运河通道 

GH2 1. 京杭运河   687 

GH2、
GH201 

苏北运河 
湖西航道～苏北运河～中运河（二级坝～六
圩） 

二级 475 

GH2 苏南运河 谏壁～鸭子坝（苏浙界） 二级 212 

GH202 2. 徐洪河—金宝航线 
房亭河～徐洪河～洪泽湖航线～金宝航线
（房亭河口～南运西闸口门） 

三级 244 

SH203 3. 成子河 成子河～洪泽湖北线（京杭运河～顾勒河口） 二～三级 33 

GH204 4. 芒稻河 江都邵伯～三江营 三级 37 

GH205 5. 丹金溧漕河 丹阳七里桥～溧阳芜太运河 三级 64 

GH206 6. 德胜河 魏村江口～连江桥 二级 21 

GH207 7. 锡澄运河 山北大桥北～新夏港船闸 二级 39 

GH209 8. 乍嘉苏线 平望～王江泾（苏浙界） 三级 15 

二、连申线通道 

GH4 1. 连申线苏北段 
烧香河～云善河～善后河～盐河～灌河～通
榆河～通扬运河～如泰运河～焦港河 

二～三级 372 

GH4 2. 连申线苏南段 
申张线～金鸡河～苏申内港线（张家港船
闸～三江口） 

三级 149 

GH401 3. 盐宝线 宝应运河口～盐城龙岗 三级 74 

GH402 4. 盐邵线 邵伯运河口～盐城登瀛桥 三级 132 

GH403 5. 刘大线* 刘庄船闸～大丰港区内河港池 二级 56 

SH404 6. 兴东线 兴化轮船站～通榆河 三级 46 

GH405 7. 泰东线 泰东河～引江河（东台～引江河河口） 二级 88 

SH406 8. 锡十一圩线 锡澄运河～申张线 三级 36 

SH408 9. 望虞河 京杭运河～长江口 二级 59 

GH407 10. 杨林塘 申张线巴城～杨林口 三级 42 



 

 

通道名称 编号 航道名称 航段及起迄点 规划技术等级 里程 (公里) 

五横      

一、徐宿连通道 

GH2 1. 京杭运河 顺堤河作业区～陆运河船闸 二级 170 

GH3 2. 宿连航道 陆运河～路北河～军屯河～沭新河～古泊河 二级 124 

GH4 3. 连云港区疏港航道 烧香河～中云台作业区 二级 32 

GH3 4. 徐圩港区疏港航道 烧香支河～纳潮河～复堆河 二级 23 

二、淮河出海通道 

GH5 
1. 淮河出海航道 

洪泽湖南线～灌溉总渠（红山头～京杭运河） 二级 106 

GH5 淮河入海水道～通榆河～灌河 二级 168 

SH505 2. 新汴河 团结闸（苏皖界）～大柳巷船闸 三级 45 

GH501 3. 盐河 杨庄船闸～宿连航道 二级 131 

SH502 4. 张福河 京杭运河～复线 2#标 三级 35 

SH506 5. 淮河入海水道通榆河以东段* 通榆河～海口枢纽 二级 51 

SH503 6. 滨海港区疏港航道 通榆河～滨海港区内河港池（中山河） 三级 62 

SH504 7. 射阳港区疏港航道 通榆河～射阳港区内河港池（黄沙港） 三级 50 

三、通扬线通道 

GH7 1. 通扬线* 高东线～建口线～通扬运河～通吕运河 二～三级 280 

GH701 2. 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 
长江口～通栟线～通同线～七贯河～如泰运
河（长江口～东安新闸） 

二级 80 

SH702 3. 洋口港区疏港航道 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海堤河（九贯河） 三级 16 

SH703 4. 吕四港区东灶港疏港航道 通扬线通吕运河～东灶港 三级 8 

GH704 5. 新江海河 通吕运河～新江海河闸 三级 27 

四、长江通道 
GH1 1. 长江江苏段 苏皖界～苏沪界 一级 365 

SH101 2. 驷马山干渠 切岭山（苏皖界）～建设村（苏皖界） 三级 9 

五、芜申线通道 

GH9 1. 芜太运河* 丹农砖瓦厂（苏皖界）～锡溧漕河 二级 135 

GH901 2. 秦淮河 秦淮河船闸～芜太运河 三级 97 

GH208 3. 锡溧漕河 宜城～洛社 二级 49 

GH903 4. 苏申内港线 瓜泾口～三江口（苏沪界） 三级 56 

GH904 5. 苏申外港线 宝带桥～周庄（苏沪界） 二级 29 

GH905 6. 长湖申线（含太浦河） 南浔（苏浙界）～新池渡口（苏沪界） 三级 52 

GH902 7. 水阳江 芜太运河～甘家拐（苏皖界） 三级 5 



 

通道名称 编号 航道名称 航段及起迄点 规划技术等级 里程 (公里) 

通港达园专支线 

航道 

 1. 顺堤河 顺堤河作业区～京杭运河 二级 11 

 2. 金山桥疏港航道 金山桥作业区～京杭运河 二级 6 

 3. 西泇河 岔河港～京杭运河 二级 11 

 4. 新窑航线 马港船闸～京杭运河 二级 34.6 

 5. 徐沙河 环城东路～徐洪河 三级 11 

 6. 善后河 云善河～大新河 三级 12 

 7. 唐豫河 通榆河～小尖镇豫东社区 二级 2 

 8. 黄沙港 通榆河～建湖 二级 23 

 9. 华能电厂航道 京杭运河～华能电厂 二级 3 

 10. 兴淮河 淮河入海水道～南支河 二级 4 

 11. 头溪河 京杭运河～二堡船闸 二级 5 

 12. 淮安工业园区航道 淮河出海航道～盐北大道 二级 0.5 

 13. 磨涧河 淮河出海航道～省道 331 二级 3.2 

 14. 大寨河 长江～土桥抽水站 二级 1.4 

 15. 大道河 长江～省道 338 二级 4.3 

 16. 麻溪港 溪南新桥～清溪河桥 二级 3 

合计（剔除重复里程）   4192 

注：总里程 4192 公里已剔除重复里程；标注*为远期实施二级航道； 

    成子河京杭运河至成子河口段 12 公里为二级航道； 

    连申线盐灌船闸至响水船闸段 31 公里、连申线苏南段 149 公里为三级航道，其余航段均为二级航道； 

    通扬线运东船闸至泰东线段、通扬线海安船闸至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段 157 公里为二级航道，其余航段均为三级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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