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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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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ꎬ 对沿岸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ꎮ 主要研究了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建

设方案ꎬ 总结了山东段的航道现状ꎬ 并依据通航规划指出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是必要的ꎮ 重点阐述了北延段航道的关

键技术方案ꎬ 如线路选择、 穿黄工程等ꎬ 并分析了全线通航的社会与经济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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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ꎬ 对我国南北

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ꎬ 特别是对沿岸

地区工农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ꎮ

１８５５ 年ꎬ 黄河迁徙ꎬ 运河被拦腰截断ꎬ 形成了以

黄河为界的南北两段运河ꎮ 黄河以南段即山东济

宁到浙江杭州超过 １ ０００ ｋｍ 的河道ꎬ 其航运功能

一直保留至今ꎻ 黄河以北段 ７００ ｋｍ 运河ꎬ 其航运

功能不断萎缩ꎬ 最终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后一

艘船从运河消失ꎮ 在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过程中ꎬ 水运的优势日益凸显ꎬ 黄河以

北段的运河开发ꎬ 就变得十分紧迫了ꎮ

１　 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通航现状

黄河以南段现状见表 １ꎮ

表 １　 京杭运河山东段黄河以南段航道现状

航道名称 分段起讫点 里程∕ｋｍ 现状等级 说明

跨省航道 ２２３ ００

济宁市港航工程处—黄道桥(陶沟河口) １７２ ００ ＩＩＩ 按湖东线计算

京杭运河 济宁市港航工程处—微山船闸 ７８ ３６ ＩＩＩ

微山船闸—黄道桥(陶沟河口) ９３ ６４ ＩＩＩ 上级湖湖东线

(湖西航道) 微山船闸—苏鲁省界 ５１ ００ ＶＩ 下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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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以北段现状: 京杭运河山东境内黄河以

北流经聊城、 德州两个地级市ꎬ 由聊城的张秋镇

至临清的小运河和临清至德州段的卫运河组成ꎬ
此段全长 ２６５ ｋｍꎬ 部分河段水深达 １ ~ ２ ｍꎮ １) 黄

河至临清段ꎬ 原航路走向是会通河航道ꎬ 南由运

河古镇张秋到聊城直至临清市ꎮ 由于断行时间较

长ꎬ 大部分航段虽保持着原有河道ꎬ 但由于年久

失修ꎬ 有的航段已改作他用ꎮ ２) 临清至德州段ꎬ
现称卫运河航段ꎮ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维持通航ꎬ
后来也因水资源不足等原因断航ꎮ 由于断航时间

短ꎬ 且河道系地下河ꎬ 状况相对较好ꎬ 仅有的几

座桥梁净空高度尚能适应低等级通航需求ꎮ

２　 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通航规划

京杭运河是«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
确定的 “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 中唯一纵向国家

高等级航道ꎮ 根据 «山东省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

规划»  １ ꎬ 山东省将内河航道统一划分为主要航

道、 地区性重要航道和一般航道ꎮ 京杭运河山东

段为主要航道ꎬ 是国家水运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连接山东与周边水网地区ꎬ 是山东内河航道

的核心ꎮ
京杭运河在德州进入山东境内ꎬ 依次经过聊

城、 泰安、 济宁、 枣庄几个地区ꎬ 向南进入江苏与

长三角内河航道网相连ꎬ 山东境内总长为 ５８９ ｋｍꎮ
规划见表 ２ꎮ

表 ２　 京杭运河山东段航道建设规划

航道名称 分段起讫点
里程∕

ｋｍ
现状

等级

规划

等级

主航道(京杭运河山东段) ５８９ ０ ＩＩＩ￣ＩＩ

黄河以北 第三店—位山引黄闸 ２６５ ０ ＩＩＩ

黄河以南 ３２４ ０ ＩＩ

黄河—济宁(上级湖口) １１０ ０ ＩＩ

济宁(上级湖口)—二级坝

微山船闸
６９ ４ ＩＩＩ ＩＩ

(东线)
二级坝微山船闸—黄道桥

(陶沟河口)
９３ ６ ＩＩＩ ＩＩ

(西线) 二级坝微山船闸—苏鲁交界 ５１ ０ ＶＩ ＩＩ

３　 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的必要性

京杭运河是我国唯一纵向高等级航道ꎬ 是山

东西部经济发展隆起带水运发展的主动脉ꎬ 是实

现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ꎮ 尤

其是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景

下ꎬ 区域协调发展也将是山东未来经济发展的重

点ꎬ 西部地区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ꎮ 德州、 聊

城等城市是西部经济发展隆起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ꎬ 且支柱产业多适水运输ꎬ

对黄河以北段复航、 山东段全线通航的需求愈发

迫切ꎮ

首先ꎬ 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是支撑西部

经济发展隆起带建设、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根本要求ꎮ 借助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契

机ꎬ 西部经济发展隆起带建设提上日程ꎬ 这将为

人口众多、 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难得的机遇ꎬ 西部地区将成为山东新的经济增

长点ꎮ 京杭运河纵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隆起带南

北ꎬ 且运能大、 成本低、 占地少、 节能环保ꎬ 理

应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交通干线资源ꎬ 以最经济

的方式、 最低的投资承担最大的运量ꎬ 为西部经

济发展隆起带发展提供最基础的支持和最根本的

保障ꎮ

其次ꎬ 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是构建西部

地区水运网络、 完善西部地区综合交通体系的必

然选择ꎮ 京杭运河是西部经济发展隆起带难得的

优势资源ꎬ 水运又是大宗、 长距离货物运输的最

优方式ꎬ 理应成为西部地区综合交通的主干线ꎮ

尤其在西部地区内部及与外部江浙地区经济互补

性强的大形势下ꎬ 实现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ꎬ

对加强西部地区内部交流、 实现外部互通ꎬ 增加

对外开放途径ꎬ 都具有重大意义ꎮ

再次ꎬ 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是优化产业

空间布局、 大力发展运河经济的迫切要求ꎮ 加强

西部地区水运建设有利于引导西部地区沿江产业

带的形成ꎬ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ꎬ 形成产业发展的

中轴线ꎬ 充分发挥运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和

引领作用ꎮ 同时ꎬ 京杭运河的发展建设有利于系

统地对沿河地区的人文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ꎬ

将运河沿岸打造成西部地区乃至全省的航运带、

商贸带、 经济带和文化产业带ꎮ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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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的技术可行性

４１　 北延段航道的线路选择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复航后ꎬ 预测主要货种

为煤炭、 矿建水泥等大宗货物ꎬ 过黄河货物主要

为矿建材料ꎮ 京杭运河打通后增强了南北向水运

的大通道ꎬ 有利于加强地区间的物资交流ꎬ 充分

发挥内河的运输优势ꎬ 承担起大宗低值散货的主

要运输任务ꎮ 京杭运河山东段黄河以北分两段:

黄河至临清段、 临清至南运河(吴桥)段ꎮ

１) 黄河至临清段ꎮ 输水线路有位山三干渠、

小运河和新开位临运河 ３ 个方案(图 １)ꎮ

图 １　 黄河—临清段通航线路位置

①位山三干渠为引黄干渠ꎬ 若长期大规模作

为引水渠道ꎬ 从输水时间、 输水水位、 泥沙淤积、

用水管理方面矛盾很多ꎬ 因此不作为通航线路ꎮ

②小运河全长 １０９ １６ ｋｍꎬ 河道蜿蜒曲折ꎬ 沿

线地面较低ꎬ 无扩大北调流量的潜力ꎮ 跨河桥梁

多ꎬ 通航净空不足ꎬ 尤其是京九、 济邯铁路和济

聊高速公路改建难度大ꎻ 如作为航运线路ꎬ 则航

道改线、 桥梁改建、 拆迁和移民量都很大ꎬ 并且

由改线产生的防渗工程量也很大ꎮ 同时ꎬ 小运河

与赵王河、 徒骇河和马颊河立交ꎬ 隔断了运河与

它们的联系ꎬ 不利于航运的长远发展ꎮ

③位临运河开辟在位山三干渠西侧ꎬ 全长

９０ ６７ ｋｍꎬ 线路较短ꎬ 有利于提高航运效益ꎮ 地

形条件较好ꎬ 能满足土壤防盐碱化要求ꎬ 防渗工

程量少ꎮ 主要问题是存在一定的拆迁和移民量ꎬ

切断了三干渠以西灌区ꎬ 且需新建大量跨河

桥梁ꎮ

２) 临清至南运河(吴桥)段ꎮ 输水线路研究了

卫运河、 七一六五河、 临吴线 ３ 个方案(图 ２)ꎮ

图 ２　 临清—南运河 (吴桥) 段通航线路位置

①卫运河ꎬ 长 １１９ ｋｍꎬ 过流能力大ꎬ 河道宽

阔、 顺直ꎬ 现状可基本满足Ⅴ级航道通航与调水

要求ꎬ 现河上建有 ３００ 吨级的祝官屯船闸和

１ ０００ 吨级的四女寺船闸ꎮ 大型跨河桥梁基本能满

足Ⅲ级航道通航标准ꎮ 但污染严重ꎬ 可通过治理

予以解决ꎮ

②七一六五河ꎬ 总长 ９１ ２ ｋｍꎬ 现有京九铁

路跨河而过ꎬ 作为输水方案ꎬ 水利部门已经开展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鲁北段七一六五河输水工程

的建设ꎬ 如作为航运线路ꎬ 需进行深入的研究

工作ꎮ

③临吴线ꎬ 线路总长 １４７ ５ ｋｍꎬ 跨河桥梁通

航净空不足ꎬ 特别是京九铁路桥、 石德铁路桥改

造难度大ꎮ 需新建一批航运枢纽ꎬ 投资较大ꎮ

４２　 北延段航道的建设标准

航道的建设ꎬ 重点在 “通” 字上ꎬ 为使南北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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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航道通畅衔接ꎬ 北延段航道的建设标准应该与

黄河以南段现状标准相同ꎬ 为Ⅲ级标准ꎮ 北延段

的建设ꎬ 可结合南水北调工程ꎬ 根据调水的河道

断面ꎬ 适当浚深和拓宽ꎬ 使之达到Ⅲ级航道标准ꎮ

同时ꎬ 沿线跨河建筑与设施ꎬ 要满足Ⅲ级航道的

通航净空标准ꎮ

考虑到黄河以南段的沿线船闸ꎬ 大部分按照

Ⅱ级船闸建设ꎬ 南段航道达到规划的Ⅱ级指日可

待ꎮ 而北延段航道约 ２６５ ｋｍꎬ 距离不长ꎬ 如航道

尺度按Ⅱ级标准建设 ２ ꎬ 增加投资不会太多ꎬ 还

可与南段航道同等级对接ꎬ 避免重复建设ꎮ 这就

需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尽快开展相关前期研究工

作ꎬ 早日将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纳入全国内河高

等级航道规划中ꎮ

４３　 穿黄工程

京杭运河穿黄工程ꎬ 是实现南北贯通ꎬ 再现

大运河黄金通道辉煌的关键和难点ꎮ 穿黄方式一

般有平交和立交两种情况ꎮ

１) 平交方案ꎮ

关于平交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建设的国那里

船闸因泥沙淤积严重ꎬ 建设不久就停止营运了ꎬ

运河船闸充水时ꎬ 黄河大量含沙水输入船闸ꎬ 导

致闸室和下游引航道淤积ꎬ 增加维护工作量ꎮ 这

说明平交方案难度很大ꎮ 黄河泥沙太大ꎬ 泥沙过

大会导致河槽淤积ꎬ 航道尺度难以确保ꎮ 但近些

年ꎬ 我国大江大河由于闸坝建设和实施水土保持ꎬ

下泄泥沙大幅减少ꎬ 应开展黄河河床演变的再分

析研究ꎬ 再次评价平交方案的可行性ꎮ

２) 立交方案ꎮ

关于立交方案ꎬ 下穿可采用隧洞方案ꎬ 由于

黄河河床比京杭运河的河床高ꎬ 而且比两岸的地

面也高出不少ꎬ 因此可在黄河底部开挖隧洞ꎬ 两

端利用垂直升船机或船闸和南北航道相连ꎮ 上穿

可采用渡槽、 宽轨＋活动承船厢方案等 ３ ꎮ 应进一

步进行技术、 经济比较ꎬ 确定合理可行的方案ꎮ

３) 方案比选见表 ３ꎮ

表 ３　 穿黄方案比较

穿黄方案 特点 是否可行

平交方案 黄河水含沙量大ꎬ淤积厉害ꎬ引航道尺度难以确保 待研究

隧洞方案 对地形、地质条件要求高ꎬ建设单向隧洞ꎬ隧洞跨径大、施工难度大ꎬ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技术 可行
立交

方案
渡槽方案 过黄河的船舶可在渡槽中可自由航行ꎻ如需双向航行ꎬ只需加宽渡槽 可行

宽轨＋活动承船厢方案 过黄河的船舶只能待在承船厢内随其通过ꎻ如需双向航行ꎬ则需要加建双轨铁路 可行

　 　 综上ꎬ 立交的 ３ 种方案都是可行的ꎬ 应进一

步进行技术、 经济比较ꎬ 确定合理可行的方案ꎮ
４４　 通航水源问题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存在资源性问题ꎬ 航运

用水应充分与调水工程相结合ꎬ 实现水资源的综

合利用ꎮ 在调水期的调水量能基本满足通航要求ꎻ
在非调水期的航道用水ꎬ 需要小流量补充ꎬ 以维

持渠化水位ꎬ 满足通航要求ꎮ
４５　 与支航道的连接

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后ꎬ 不应该成为一

条孤立的南北方向的航线ꎬ 而应该与东西两个方

向的航道连通ꎬ 形成水网才能充分发挥运河的效

益ꎮ 如向东可从德州利用马颊河至东营港ꎬ 并进

入渤海湾ꎻ 向西可沿卫河连接新乡、 郑州和石家

庄等省会城市ꎮ

５　 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的效果分析

１) 实施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全线通航将使得运

河向北延伸ꎬ 为实现京杭运河北延至河北、 天津、
北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ꎬ 为黄河以北的腹地资源

运输提供了出海口ꎬ 促进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ꎮ
京杭运河可沟通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和钱塘

江水系 ４ ꎬ 连接天津港、 黄骅港、 连云港港、 上

海港、 宁波港等沿海枢纽港ꎬ 形成海河联运体系ꎬ
延伸我国南北物资交流通道ꎬ 连通环渤海和长三

角两大最活跃的经济圈ꎬ 对建设和完善华北、 华

东地区综合交通网络起到重要作用ꎬ 提升京杭运

河在我国内河航运规划布局中的战略地位ꎮ
２) 实现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全线通航ꎬ 京杭运

河的影响腹地将进一步扩大到山东黄河以北地区、
并向华北地区等更加广阔的范围拓展ꎬ 满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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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货运需求ꎬ 加快货物周转、 降低社会物流

总成本ꎮ

３) 实现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全线通航ꎬ 会大大

激发经济发展潜能ꎬ 将直接带动港航主业及辅助

产业、 船舶修造、 政府管理等行业的发展ꎬ 间接

带动物资供应、 港航衍生服务、 临港产业等行业

的发展ꎬ 产生多轮波及效应ꎬ 促进区域经济快速

发展ꎬ 增加财政收入ꎬ 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ꎬ

惠及地区百姓民生ꎮ

４) 实现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全线通航ꎬ 将会为

运河沿线地区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创造更加优越的

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ꎬ 促进人才、 物资、 资金、

信息的集聚ꎬ 推动工业、 商贸、 房地产、 旅游、

休闲、 景观、 生态等产业的发展ꎬ 有利于推动运

河沿线地区的城市化进程ꎮ

６　 结论

１) 京杭运河是我国唯一纵向高等级航道ꎬ 是

山东西部经济发展隆起带水运发展的主动脉ꎬ 是

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ꎮ

尤其是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

景下ꎬ 区域协调发展也将是山东未来经济发展的

重点ꎬ 西部地区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ꎮ 德州、

聊城等城市是西部经济发展隆起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ꎬ 且支柱产业多适水运

输ꎮ 因此黄河以北段复航、 山东段全线通航是十

分必要的ꎮ

２) 实施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全线通航ꎬ 会带来

众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京杭运河向北延伸ꎬ

可以沟通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和钱塘江水系ꎬ

形成海河联运体系ꎻ 京杭运河的影响腹地也将进

一步扩大到山东黄河以北地区、 并向华北地区等

更加广阔的范围拓展ꎻ 同时ꎬ 还会大大激发经济

发展潜能ꎬ 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ꎬ 增加财政收

入ꎬ 惠及地区百姓民生ꎻ 也将会为运河沿线地区

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创造更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社

会条件ꎬ 有利于推动运河沿线地区的城市化进程ꎮ

３) 在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

程中ꎬ 水运的优势日益凸显ꎬ 黄河以北段的运河

开发ꎬ 需要尽快开展研究工作ꎬ 并尽早纳入 “十

三五” 规划ꎮ 近期盲目、 不合理的建设ꎬ 会导致

后期建设的被动和难度加大ꎮ 总之ꎬ 越晚开展研

究和建设工作ꎬ 受制约的因素越多ꎬ 建设的代价

也就越大ꎮ 同时ꎬ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也应尽快推

进全国内河高等级航道规划的修订工作ꎬ 早日将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纳入全国内河高等级航道规

划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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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 本结构解决了在水域受限、 施工能力有限

等情况下ꎬ 突堤式浮码头可靠定位的难题ꎮ

２) 门架式定位桩体系使相邻钢管桩协同受

力ꎬ 优化结构体系ꎬ 减少工程投资ꎮ

３) 钢质趸船和钢浮箱间采用组装式ꎬ 便于趸

船的安装、 维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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