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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联运”与江海直达船型研发 

王化明 

一、长江航道大宗货物运输现状 

2014 年，长江干线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9

亿吨，同比增长 7.2%。按照目前发布的《长江口航道发展规

划》，到 2020 年，长江口将全面建成以主航道为主干，北港

航道、南槽航道等为两翼，高效率的网型入海航道结构，预

计未来长江口的货运量将达到每年 15 亿吨。   

长江深入大陆腹地，通过出海口，近可与沿海各省、香

港、澳门、台湾和海南两岛，远可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

韩国、日本及东南亚诸国通航， 具备了江海直达运输的条件。

就船舶用途而言，除了少量的油船和化学品船外，主流船型

为干散货船和集装箱船。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调研情况看，

目前市场已经存在并且需求较大的江海直达运输船舶。 

二、船舶产业现状 

造船业重回低迷；铁矿石价格暴跌，石油价格暴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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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金告急。 

三、江海直达船型的特点与港口物流系统开发需求 

江海直达运输船型的自身技术特点：在技术经济论证、

主尺度的选择、总布置的划分、机电设备的配备以及在船舶

的操纵性和适航性的设计理念上都不同于单纯的江船和海

船。 

在系列船制造方面，通过对江海联运系列船在设计、建

造和管理技术研究，开发出能够同时满足海洋及内河航行环

境的，集高效、环保、节能和经济性于一体的江海联运系列

船舶，同时能够促进江海直达船舶规范及相关技术的发展，

实现我国江海联运船舶的转型升级。 

在港口物流系统开发方面，建立数字化过程管理体系，

建立有关船舶航行安全的复杂约束多目标智能配载系统，开

发安全高效快捷的过驳设备，对实现高效的港口物流系统中

转体系，形成高效、快速、便捷的江海联运模式。此类设备

的开发也属于船舶电气设备开发的一部分，着力研发，必能

做到世界领先。 

四、江海直达船型开发的关键技术 

对于江海直达船舶，既需满足海上航行条件，又要满足

内河航行条件。在海上航行时，风浪是船舶设计的主导因素，

需要较好的稳性、抗沉性及结构的总纵强度。在内河航行时，

航道条件是船舶设计的主导因素，对长江而言，枯水季节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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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水浅、曲率大、受季节变化和航区的影响较大，同时还受

到长江沿途桥梁高度的限制。对于江海联运船舶，既然能经

受海上风浪的考验，在内河中，风浪已经不再是主导因素，

而应考虑在满足海上风浪的条件下，且具有较好适航性的基

础上，尽量增加船舶宽度。对于无限航区船舶，不仅能实现

国内的江海联运，而且能实现国际之间“内河-海洋-内河”

的航行。这意味需要能够从川渝直开国内各海港、韩日、东

南亚、南亚以至到澳洲、欧洲各海港和内河港。 

对于江海联运系列船型的开发，有以下几个技术尤为关

键：船型方案经济分析与优选；结构强度直接计算研究；典

型结构疲劳强度研究；江海联运系列船的设计技术研究；节

能型线及节能附体研究；动力节能技术开发与应用；节能环

保型设备适应性研究；耐波性与操纵性研究。 

五、江海直达船舶生产建造技术 

为了贯彻国家节能减排的精神，在节能生产技术上，舟

山等地区建造江海直达船的企业，需要结合江海直达船的建

造特点，研究建立合理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

以及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结合建立现代造船模

式和精细化管理，构建优质、安全、绿色的生产管理体系。 

为了响应中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

造船业将推进“绿色造船”工程，加大对节能降耗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作为发展的基本方向。国家有关部门向造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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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了节能减排的考核指标，其中钢材利用率是一个重要指

标。影响钢材利用率的因素主要有：套料水平，钢材品种规

格，订货方式，原材料、余料管理水平等。 

六、船舶物流系统设备研发 

针对不同江海联运船型的物流特点，研究适合各类船型

的物流监管与配载系统，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物流管理与控

制，提高货物装卸效率，减少货物损耗，实现物流的生态流

通。通过现有各类过驳装置经济性比对，研发适合于江海联

运船型过驳装置，满足各类江海联运型船舶过驳需要，实现

安全、快捷、“装运”一体的过驳设备，需要：高效安全的船

/岸数字化物流监管系统研究；基于现代物流的船舶智能配载

系统研究；安全、快捷、节能型过驳装置研发。 

 

                                          （责任编辑：王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