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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航海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经第四十九次理事长办

公会审议，《内河美丽航道技术规范》符合立项要求，通过中国航海学会文件《关

于印发中国航海学会 2023 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航学发[2023]94

号）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布立项。《内河美丽航道技术规范》由湖州市水上应

急救援中心、杭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等共同起草。 

（二）背景、目的和意义 

内河美丽航道建设是践行习总书记“两山理论”，是美丽中国的具体体现。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

美丽中国。同年，交通运输部与浙江省政府签署共建浙江现代交通示范区战略合

作协议，明确要共建浙江万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造美丽宜居的

生活环境，高水平建设美丽浙江。交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行业，是推

动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战略支撑和重要途径。 

2021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出台《交通运输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交通，建设

和谐文明交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交通。 

自 2017 年，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万里美丽经济交通创建指南》以来，

浙江省累计建成美丽航道 1550 公里。2019 年 8 月，浙江省港航管理部门开展

“美丽航道”创建指南编制调研。2020 年 11 月发布《浙江省“美丽航道”创建

指南》，提出从航道建设、航道养护、环境整治、助推经济、综合管理等各方面

考虑，打造美丽生态航道。 

从全国来看，江苏、重庆、安徽等地均陆续开展了内河美丽航道建设工作。

如 2023 年江苏省政府印发《省政府关于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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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挖掘展示“水运江苏”文化内涵，围绕“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文兴”

五方面水运特质，展现“设施美、景观美、服务美、文化美”的港航形象，目前

已在连云港盐灌船闸、泰州周山河船闸开展“水运江苏 美丽港航”试点建设。

安徽省宁国市“青龙湾美丽航道”初步建成，为发挥青龙湾旅游航道“航道+旅

游”功能，让美丽航道建设与沿线旅游资源相结合。重庆构建涪江智能美丽航道，

打造产业走廊、生态走廊、景观走廊和文化走廊。 

内河美丽航道建设有力助推航运产业经济深化转型升级，是推动交通强国

建设的重要实践。围绕全国美丽航道发布的系列规划、文件等为开展《内河美丽

航道技术规范》研究和编制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几年，浙江、江苏、重庆及安徽

等地在美丽航道设计、建设和管理方面也开展了相关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已

经具备开展《内河美丽航道技术规范》标准编制条件。 

（三）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为了保证标准能够按照中国航海学会标准编制要求，高质量按时推进，本标

准由湖州市水上应急救援中心为主要起草单位牵头组建项目组。参编单位为：杭

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全体标准核心

人员参与标准需求分析和内容研讨，对标准内容进行总体编写。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1 罗劲松 湖州市水上应急救援中心 

负责制定编制方案，组织协调

起草组会议，把握工作进度；

参与标准起草和征求意见。 

2 潘国华 杭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考察调研、标准起草、编

制说明编写及标准征求意见。 

3 李成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负责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的

收集分析，参与考察调研、标

准起草。参与 4 总体要求、6

绿化景观、7 亮化景观等。 

4 何静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负责相关设计文件、标准规范

收集分析；参与标准起草、征

求意见；参与 1 范围、2 规范

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等。 

5 陶鹏飞 湖州市水上应急救援中心 
参与制定编制方案制定、标准

起草；参与 3 术语和定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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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等。 

6 朱晓珍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起草、征求意见；参

与 5 基础设施、6 绿化景观等。 

7 陈爱青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起草、征求意见；参

与 5 基础设施、6 绿化景观等。 

8 刘健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参与制定编制方案、标准起

草；参与 6 绿化景观、7 亮化

景观等。 

9 赵艳琪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参与制定编制方案、标准起

草；参与 6 绿化景观、7 亮化

景观等。 

10 昌雪玲 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起草、征求意见；参

与 7 亮化景观、8 文化景观等。 

11 万颖君 杭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起草；参与 7 亮化景

观、8 文化景观等。 

12 沈新琴 湖州市港航管理中心 
参与标准起草；参与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等。 

13 田丽英 嘉兴市世纪交通设计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起草；参与 5 基础设

施、6 绿化景观等。 

14 张小锋 嘉兴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负责文字校核；参与标准征求

意见。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制定的准确性，且充分反映实际情况、能够真正提高美丽

航道建设、管养与评价的规范性，保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湖州市水上

应急救援中心、杭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

院等单位接到标准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标准制定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22 年 6 月～2022 年 12 月，湖州市水上应急救援中心牵头成立了标准编写

组。标准编写组广泛收集、梳理、研究了与美丽航道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及法规

政策，《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内河航道绿色建设技术指南》(JTS/T 225)、

《内河航道绿色养护技术指南》(JTS/T 320)、《航道养护技术规范》(JTS/T 320)、

《运河通航标准》(JTS 180-2)等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浙江省美丽航道创建指

南》《浙江省“美丽航道”创建验收评价体系》《浙江省旅游专用航道建设导则》

《内河智慧航道建设导则》等相关文件。对国内美丽航道建设发展现状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标准编写原则、主要依据及标准编写的方法，构建了标准的总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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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2023 年 3 月，标准编写组开展了调查研究，组织调研了美丽

航道的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和管理部门，与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吸收了相关意

见，课题组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信息，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编写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3 年 3 月～2023 年 10 月，编写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发给各参编

单位，汇总各方意见，并组织了编写组内部讨论会，召集湖州市水上应急救援中

心、杭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有

关专家对标准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为确保标准条文所列的技术要求科学、合理、规范，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

“规范性、一致性、服务应用、适应性”原则，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1.1-

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规章，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的原则要求

进行的，并参考了单位、符号、用语的相关标准，保障了标准文本编写的规范性。 

2.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过程查阅了与之相关的标准，确定的技术要求等内容按照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顺序优先引用或参考；保持与近年来出台以及即将

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新技术紧密结合，增强标准关联性、协调性、适用性

和统一性，避免出现矛盾。 

3.服务应用原则 

标准起草组组织开展了多次的实地走访、内部讨论、管理部门及参见单位调

研，标准创建内容明确，包括内河美丽航道的总体要求、基础设施、绿化景观、

亮化景观、文化景观等内容，各技术指标、数据均是从实践创建成果中提取出来，

行业管理单位参与了本标准编制，具体指标经过行业管理部门、设计单位、建设

单位论证，创建内容可实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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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用性原则 

标准既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又有适用性，标准制定过程充分考虑了国家、行

业在美丽经济交通、绿色航道建设的相关政策，为标准的适用性提供政策支撑。 

（二）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具体标准条款说明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河美丽航道的总体要求、基础设施、绿化景观、亮化景观、

文化景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内河航道开展美丽航道建设与养护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通过对下列文件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GB 5863  内河助航标志 

GB 13851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 

GB 50139  内河通航标准 

GB 51177  升船机设计规范 

JTJ 305  船闸总体设计规范 

JTS 154  防波堤与护岸设计规范 

JTS/T 162  内河水上服务区总体设计规范 

JTS 181  航道工程设计规范 

JTS 201  水运工程施工通则 

JTS 208  防波堤与护岸施工规范 

JTS/T 320  航道养护技术规范 

JTS 320-2  通航建筑物维护技术规范 

JTS/T 320-6  内河航道绿色养护技术指南 

3.术语和定义 

（1）美丽航道 

条款 3.1，美丽航道是为串联航道沿线景观，在航道设施完备的基础上，通

过绿化、亮化、文化等景观措施，打造“航路畅通，两岸景美”的航道。 

（2）绿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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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3.2，根据《高速公路生态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范》(DB45 /T 

1694)第 3.1 条，提到的绿化景观定义，并根据内河美丽航道需求对 3.3 进行修改。

绿化景观是在航道沿线可绿化范围，采用天然或人工栽植乔、灌、草组合，形成

复层结构群落构成的景观。 

（3）亮化景观 

条款 3.3，根据《城市景观照明设施防雷技术规范》(GB/T 40250)第 3.1 条，

提到的亮化景观定义，并根据内河美丽航道需求对 3.3 进行修改。亮化景观是借

助照明设施表现航道沿线建构筑物造型或自然景观特色、文化艺术特点、设施功

能特征和周围环境布置构成的景观。 

（4）文化景观 

条款 3.4，根据《美丽公路建设规范》(DB3305/T 46)第 3.4 条，提到的人文

景观定义，并根据内河美丽航道需求对 3.3 进行修改。文化景观是历史形成的或

人为建造的、与人的社会性活动有关的景物构成的景观。 

4.总体原则 

（1）条款 4.1，应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根据航道沿线规划和人口密度，划分

都市段、城镇段、田园段，塑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应符合下列要求：都

市段结合城镇城市规划，以点亮城市名片和提升人居环境为导向，体现城市特色

底蕴，进行各类景观渗透。城镇段利用河流景观，通过生态环境修复和景观提升

改造，依托美丽乡村，建设有城镇特色的河岸景观带，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和景观

提升改造。田园段依托美丽乡村，以保护和利用资源为主，展现沿线自然景观的

天然禀赋、人文景观的特色。航道沿线规划，是指各地方管理部门发布的有关航

道发展规划或航道布局规划等，依据规划中提出的航道功能定位、航道总体布局

等要求，推动内河美丽航道建设。航道沿线人口密度，依据《统计上划分城乡的

规定》（国函〔2008〕60 号）进行划分，《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基于人口密

度、常住人口数等资料，界定了城区、镇区和乡村。本文件中的都市段、城镇段、

田园段分别指代航道途径的城区、镇区和乡村。 

（2）条款 4.2，应衔接“三线一单”、“三区三线”等资源环境管控要求。

其中“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三区三线”，是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这三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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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据此分别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

三条控制线。 

（3）条款 4.3，应遵循建设经济性和适度超前性，满足景观的整体性、连续

性，串联航道沿线景观，体现整体脉络，突出视觉价值。内河美丽航道遵循经济

性，综合考虑建设及后期养护成本，尽量延长航道设施及景观的生命周期。内河

美丽航道遵循适度超前性，结合产业布局、地方特色、航道设施等载体，利用绿

化、亮化、文化景观等景观设计发挥美学表现力，但不过度设计。 

（4）条款 4.4，应做好内河美丽航道档案资料管理，便于提升与宣传。档案

资料应包括建设方案、节点成果、报刊画册、视频影像等资料。 

5.基础设施 

（1）条款 5.1.2，内河美丽航道的航道尺度应符合《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

的规定。包括《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第 3.0.2 条、第 3.0.3 条提出的天然和

渠化河流航道尺度、限制性航道尺度规定。 

（2）条款 5.1.1，内河美丽航道的工程设计应符合《航道工程设计规范》(JTS 

181)的设计要求。根据《水运工程施工通则》(JTS 201)，内河美丽航道的施工应

符合其施工要求。 

（3）条款 5.1.2，航道的养护应符合《航道养护技术规范》(JTS/T 320)的规

定。内河美丽航道的美丽不仅停留于外观美感，同时利用好信息化手段，可进行

步提升内河美丽航道建设与养护的安全性、高效性。根据《内河航道绿色养护技

术指南》(JTS/T 320-6)提出的内河航道绿色养护要求，有条件进行内河航道绿色

养护的应符合其要求，内河美丽航道推荐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和先进养护技术。 

（4）条款 5.2.1，护岸的设计与施工应在符合《防波堤与护岸设计规范》(JTS 

154)、《防波堤与护岸施工规范》(JTS 208)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选型。 

（5）条款 5.2.2，护岸前沿线顺应自然河势，顺直连续，平滑过渡，与周边

设施、环境和景观相融合。同时，在内河美丽航道的护岸设置中，护岸结构宜以

斜坡式护岸为主，土地资源紧缺、征地拆迁困难河段、边坡高度较大或过水断面

不足时，可采用直立式或混合式护岸。 

（6）条款 5.2.3，护岸材料宜选用天然材料，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兼顾生物

性和景观性，不应对本士物种产生不利影响。护岸材料可根据当地自然条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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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要求、材料来源和施工条件等因素，结合水利防洪要求，经技术经济综合比较

后确定。 

（7）条款 5.2.4，护岸结构宜选用生态型、亲水型的结构，迎水面无明显破

损，完好率不应小于 95%。 

（8）条款 5.3.1，内河美丽航道航标应遵守《内河通航标识》(GB 5863)中关

于航标尺寸、结构、配布的规定。 

（9）条款 5.3.2，根据《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 13851)对内河航道交通安

全标志的要求，内河美丽航道航标应遵守其规定。 

（10）条款 5.3.4，内河美丽航道宜采用虚拟航标、航标监测监控等航标信

息化技术。内河美丽航道除景观美外，还应有信息化技术的内涵。 

（11）条款 5.4.5，内河美丽航道的航标维护正常率不应小于 95%。同时考

虑到内河美丽航道的发光标对亮化景观影响显著，对发光标志的正常率要求进行

拔高，正常率不应小于 99%。 

（12）条款 5.4.1，内河美丽航道的水上过河建筑物选址、布置及通航净空

尺度等应符合《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的相关要求。同时在《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第 5.5 条安全保障措施基础上提高要求，内河美丽航道的水上过河建

筑物的墩柱承台不宜露出水面，承台顶部以上水深应满足通航要求。 

（13）条款 5.5.1，内河美丽航道的船闸应符合《船闸总体设计规范》(JTJ 305)、

《通航建筑物维护技术规范》(JTS 320-2)的规定，升船机应符合《升船机设计规

范》(GB 51177)、《通航建筑物维护技术规范》(JTS 320-2)的规定。 

（14）条款 5.5.2，内河美丽航道的水上服务区，应符合《内河水上服务区总

体设计规范》(JTS/T 162)对内河水上服务区的规模、选址、总体布置等有关规定。

同时，为提升内河美丽航道的航道服务质量，体现服务美，参与内河美丽航道建

设的内河水上服务区应设置船舶岸电设施，固体废物的收集与暂存设施，生活污

水的收集上岸设施等。 

6.绿化景观 

（1）条款 6.1.1，内河美丽航道沿线绿化景观应结合河岸带两侧的周边条

件 ，如地貌、气象、水文、植物等。 

（2）条款 6.1.3，内河美丽航道的绿化景观应以“全年有绿、四季见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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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原则，避免冬季植物色彩单调。 

（3）条款 6.1.3，内河美丽航道的绿化景观应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

形成合理的绿地网络。可通过绿化植物选择和植物配置达到绿化景观点、线、面

结合效果。 

（4）条款6.2.1，应对航道两侧的可绿化段进行重点绿化，绿化率应达100%。 

（5）条款 6.2.2，应充分利用护岸、内河水上服务区等可绿化区域，营造出

层次感和色彩对比。这里的可绿化区域指代护岸、水上过河建筑物等区域的零星

空地，内河水上服务区、通航建筑物等绿化地段等。 

（6）条款 6.3.1，内河美丽航道的绿化植物优先选用成活率高、种植和养护

成本低的本地物种，确有需要的可选用无潜在危害的外来植物。 

（7）条款 6.3.1，内河美丽航道的植物类型搭配要求，应组合乔、灌、草、

地被、水草、花卉等，做到横向有厚度、层次分明，竖向有高度、错落有致，形

成群落和谐的植物搭配。植物类型搭配是为发挥植物的功能和观赏特点。 

（8）条款 6.3.2，内河美丽航道的植物季节搭配要求，应采取常绿与落叶、

速生与慢生植物配置方式，植物色调有亮度，色差和谐，季季有景观，形成季相

丰富的植物搭配。 

（9）条款 6.4.1、6.4.2、考虑到绿化景观的整体美观度、舒适性，提出了航

道沿线绿化生长良好，修剪合理，整齐美观。航道绿化带内杂草和垃圾应及时清

除，草坪平整自然、无凹坑积水。 

（10）条款 6.4.3，绿化植被树形明显缺陷或枯死率不应大于 15%。对此处

15%的取值进行说明：一是根据《江苏省绿色航道建设指南》(DB32/T 4191)第 5.4.4

条，航道、闸区植被应进行科学养护管理，航道两岸全年植被完好率不宜低于 70%，

闸区植被完好率不宜低于 95%。即绿色航道全年植被完好率可维持在 70%及以

上，类似闸区这样的重点点段全年植被完好率可维持在 95%及以上，内河美丽航

道可在绿色航道的基础上提升一定要求。二是根据《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J/T287)，对绿化植物养护质量进行了等级评定，其中树木、花卉、水生植物

等枯死率分别不大于 8%、8%、15%，才可保证绿化景观效果。 

7.亮化景观 

（1）条款 7.1.1，亮化对象的特征、材料及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应采取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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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措施或方案存在不同。根据内河美丽航道的亮化对象需要，提出亮化景观要与

被照对象的特征、饰面材料和环境相辉映，同时应色彩协调。 

（2）条款 7.1.2，亮化景观应与功能性照明相结合，将泛光照明和轮廓照明

相结合。 

（3）条款 7.1.3，内河美丽航道开展亮化景观的前提是安全、无污染，故提

出亮化景观应减少眩光，防止光污染，不应对航标灯产生不利影响。 

（4）条款 7.1.4，内河美丽航道开展亮化景观的打造还应秉持节能环保，采

用节能灯器，灯光采取分段控制方式。 

（5）条款 7.2.1、7.2.2、7.2.3，主要是利用各类整治建筑物（护岸）、通航

建筑物（船闸、升船机）、内河水上服务区、固定运输设备等外观结构，采取不

同亮化方式突出重点亮化区域，营造亮化景观。针对护岸、水上过河建筑物等，

提出应结合都市、城镇的亮化要求，宜运用彩色灯光和动态效果，营造出富有活

力和艺术感的夜景效果。针对船闸、升船机、内河水上服务区等，提出宜利用投

光灯或线性灯光，将主体线条和轮廓进行照射，突出美感和独特性。针对航道沿

线的重要绿化区，固定运输设备等，提出宜采用线性灯光。 

（6）条款 7.3.1、7.3.2，内河美丽航道的亮化灯器具应具备隐蔽性和艺术造

型。灯光系统完善，灯具、光源景观特性明显。宜预设平日或节日分级控制，不

同控制状态宜有完整的艺术效果。 

（7）条款 7.3.3，内河美丽航道遵循生态性，考虑到航标的维护巡检的实际

资源、人力配置情况，提出航标灯器选用节能型光源，电源优先选用新能源，灯

光控制采用 GPS 同步闪控技术。 

8.文化景观 

（1）条款 8.2.1，内河美丽航道的护岸宜通过色彩涂装的方式，传播地区及

航道文化，色彩涂装应符合本文件第 8.3.2 条的规定。 

（2）条款 8.2.2，航标应与观赏功能相结合，作为标志景观设计体现航运、

地方特色等文化元素。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多地利用灯塔、灯柱等航标灯器进

行设计标志景观，且效果明显。 

（3）条款 8.2.3，水上过河建筑物、船闸、升船机、内河水上服务区等宜根

据地域、周围环境和水文化特点进行专题景观设计并实施，有条件的打造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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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功能的特色景点。 

（4）条款 8.3.1、8.3.2、8.3.3，依据内河美丽航道的人文景观美化需求，提

出从色彩涂装、装修装饰等方面塑造文化景观。内河美丽航道的文化景观主要通

过涂装装饰来塑造，包括色彩涂装、装修装饰等。色彩涂装主色调宜与景观环境

协调，应与区域环境、风格等搭配，可采取彩绘、壁画等方式；装修装饰宜结合

被装修装饰对象的形状、结构特点，可采用浮雕、栏杆等装饰元素。 

（5）条款 8.4.1、8.4.2，为保证文化景观的良好的外观效果和使用寿命，提

出文化景观应整体连续、完好，设施无明显破损、缺失。色彩涂装、装修装饰出

现明显的褪色、脱落的，应定期进行补色、补装。 

三、已开展的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需要试验验证的条款。 

本标准的制定将有效指导内河航道开展美丽航道建设与养护工作。本标准的

制定符合国家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相关政策，是践行习总书

记“两山理论”，有助于推进内河航运产业经济深化转型升级，推动交通运输绿

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交通。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关系 

考虑到目前内河美丽航道建设没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参照，结合内河美丽航

道建设与养护实际情况编制本规范，本标准是对现有法规、标准、规范的补充。

与现有规范、标准的关系如下： 

（1）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适用于天然河流、渠化河流、湖

泊、水库、运河和渠道等通航内河船舶的航道、船闸和过河建筑物的规划、设计

和通航论证。本标准拟在满足《内河通航标准》通航技术要求基础上，增加了内

河航道绿化景观、亮化景观、文化景观等要求。 

（2）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内河航道绿色建设技术指南》(JTS/T 225)适用于于

河流、湖泊、水库和运河等新建、改建、扩建内河航道工程的绿色建设，工程内

容主要包括护岸、护滩、护底、筑坝、疏浚、清礁等。本标准拟增加航道绿化景

观、亮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同时，明确了航道设施建设的用料及选型要求，如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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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材料、护岸结构要求等。 

（3）交通运输部发布《航道养护技术规范》(JTS/T 320)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江河、湖泊水库、人工运河等 I 级~Ⅶ级航道的养护和内海、领海的航

道养护。养护内容包括航道巡查、航标养护、航道清障、航道整治建筑物养护、

信息化系统维护等。本标准拟在满足《航道养护技术规范》中航标、航道整治建

筑物等养护要求的同时，增加航道绿化景观、亮化景观、文化景观养护要求。 

（4）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内河航道绿色养护技术指南》(JTS/T 320)适用于内

河航道的绿色养护工作，主要包括航标、疏浚、航道整治建筑物、航道养护生产

设施和船舶等的日常养护工作，不适用于通航建筑物养护和航道应急养护。本标

准中的航道设施在有条件进行绿色养护时，应符合《内河航道绿色养护技术指南》

(JTS/T 320)要求，同时本标准补充了航道景观养护要求，提高了航标养护要求。 

（5）交通运输部发布的《运河通航标准》(JTS 180-2)对运河规模和尺度、工

程布置、通航水位和水流条件等技术内容进行了规定。本标准拟在满足运河通航

要求前提下，增加了各类航道景观内容，增加了航道设施养护、航道景观养护要

求。 

目前已有的规范、标准主要侧重对航道规划设计、航道工程建设等方面进行

规范，还缺少内河航道绿美、人文等建设与养护技术要求。浙江省发布了《浙江

省美丽航道创建指南》《浙江省“美丽航道”创建验收评价体系》《浙江省旅游

航道建设导则》等相关文件，为本标准制定提供坚实基础。其中《浙江省美丽航

道创建指南》是创建内河美丽航道的方向性和指导性文件，对航道建设与养护、

环境整治、综合管理、助推经济要求进行了说明，但缺少航道设施、航道景观等

内容的具体要求或指标量化，缺少对各地市创建实践工作的总结提炼。 

综上所述，内河美丽航道建设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需要对内河美

丽航道中的航道设施、绿化景观、亮化景观、文化景观等相关建设制定统一技术

标准。 

五、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本标准为自主创新标准，本标准未采标，本标准水平达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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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调研和编制范围及相关专家论证方面未见重大分歧意见。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该标准为技术标准。规定了内河美丽航道的总体要求、基础设施、绿化景观、

亮化景观、文化景观等内容。适用于内河航道开展美丽航道建设与养护工作。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问题。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