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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养护管理规定 

（2020年 12月 20日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20号公布  自

2021年 2月 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航道养护管理工作，保障航道畅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航道养护活动的，适用

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航道养护，是指为保证航道符合相关技术要求而

采取的保持或者恢复通航条件的活动。 

航道养护分为日常养护和应急抢通。日常养护包括例行养护

和专项养护。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航道养护管理工作，并按照国

务院的规定直接负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干线航道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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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国境河流航道等重要航道的养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主管所辖航道的养护管理工作。 

交通运输部设置的负责航道管理的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航道养护管理部

门），具体承担航道养护管理工作。 

第四条  航道养护资金包括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航道养护需要安排的财政预算资金

以及依法依规通过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五条  航道养护管理工作坚持统筹协调、安全环保、科学

高效的原则，满足防洪、通航等方面的要求。 

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使用现代化的设施装备，积极推

进航道养护智能化。 

 

第二章  养护计划 

 

第六条  航道养护计划是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对所辖航道日

常养护、应急抢通等组织编制的年度性工作安排。 

航道养护计划应当包括养护内容、养护标准、工作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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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质量和绿色环保目标、养护费用等。 

第七条  航道养护计划应当根据航道现状技术等级，按照国

家有关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 

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航道的养护计划由交通运输

部组织制定。 

航道条件、航运需求发生变化的，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及

时更新航道现状技术等级并相应调整航道养护计划。 

第八条  辖区界航道、跨辖区河流上下游航道的养护计划，

相关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共同协商确定，相互协调；协商不成

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 

通航建筑物的养护停航安排还应当合理衔接。 

 

第三章  养护实施 

 

第九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航道养护计划组织实

施航道养护。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所属的承担航道养护事务性工作的机构

具体实施航道养护，不具备条件时，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组织实

施航道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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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航道养护事务性工作的机构可以协助航道养护管理部

门编制航道养护计划。 

第十条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定期开展航道例行养护

巡查、扫测等，发现航道实际尺度达不到航道维护尺度或者有其

他不符合船舶通航安全要求的情形，应当及时进行养护，并报告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 

通航建筑物应当加强日常监测维护，降低停航检修频率，缩

短停航时间。 

第十一条  对于规模较大、技术复杂、需要集中作业的航道

养护活动，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编制专项养护技术方案，经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后实施。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按照技术方案要求开展专项养护

作业。养护作业完成后，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进行核验。 

第十二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制定航道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发生航道损坏、阻塞等突发事件，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按

照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抢通，并按照应急预案向地方人民政府、有

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在枯水期加强与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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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运行和管理单位的应急调度协调，以保证足够的下泄流量

和通航水位并及时通报水情调度信息，保障航道维护尺度和通航

建筑物运行安全。 

在洪水期、枯水期及其他特殊水文、气象条件下，或者重点

时段、重大突发事件等特殊时期，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增加

航道巡查和通航建筑物运行监测频次。 

第十四条  航道养护应当避免可能造成限制通航的集中作

业或者在通航高峰期作业。实施航道疏浚、清障等影响通航的航

道养护活动，或者确需限制通航的养护作业，实施航道养护的单

位应当提前向航道养护管理部门报告。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实施养护作业时，应当设置明显的作业

标志，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养护作业完成后，实施航道养护的

单位应当及时撤除相关作业标志，清除影响航道通航条件的其他

残留物。 

实施应急抢通的养护船舶作业时，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可以

在不影响过往船舶安全通行的前提条件下，在执行该作业所必需

的限度内确定航行路线和方向，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海事管理

机构。 

进行航道养护作业可能造成航道堵塞的，航道养护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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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船舶疏导方案，并向社会

公告。 

第十五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收到本规定第十条、第十四条

规定的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报告的，应当及时发布航道通告，并

提前通报海事管理机构。 

第十六条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

理处置航道养护疏浚土。 

鼓励对疏浚土资源再利用。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再利用疏浚

土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七条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绿色环

保的要求，采用节能环保的设备设施和作业方式。  

第十八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制定的

航道养护技术核查标准，对航道养护情况进行年度技术核查。 

航道养护技术核查可以委托第三方技术咨询单位开展。 

第十九条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按照航道养护管理部

门的要求，留存航道养护作业相关技术资料，其中航道测绘资料

等应当长期保留。 

第二十条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

好航道养护数据的统计和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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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二十一条  承担航道养护事务性工作的机构应当向社会

公布所辖航道的维护尺度、通航建筑物停航复航安排等航道公共

服务信息。 

内河五级以上航道的维护尺度每月至少公布一次，通航建筑

物停航复航安排至少提前 30日公布，应急停航应当及时公布。 

第二十二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公布内河等级航道图

并定期更新，公布前应当进行技术和保密审查。 

内河等级航道图中应当标注航道尺度、航标、通航建筑物，

以及桥梁、隧道、港口设施等信息。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推广应用内河电子航道图。内河

电子航道图的生产和应用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第二十三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建设航道运行监测和

预警系统、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系统，推进航道通航条件信息共

享。 

 

第五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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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依据职责采取重点检

查或者不定期抽查等方式，加强对航道养护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航道养护监督应当重点对航道养护计划执行

情况、养护技术核查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六条  被检查单位和有关人员应当配合航道养护管

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隐匿、谎报

或者拒绝检查。 

第二十七条  实施航道养护的单位有违反本规定情形的，航

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

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承担航道养护事务性工作的机构，是指为航道

养护管理部门履行管理职责提供决策支持及技术性、辅助性保障

工作的事业单位。 

第二十九条  进出军事港口、渔业港口的专用航道不适用本

规定。其他单位的专用航道养护由专用单位负责，参照本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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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第三十条  国际、国境河流航道的养护管理应当符合与我国

缔结的有关双边、多边协定要求。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1年 2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