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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1.1 任务来源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委托技术咨询服务管理办法的

通知》，我公司受陕西省水路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委托，对《陕西省级高

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阳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航评报告》）进行技术咨询工作，为相关部

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2 工程概况 

桐木至旬阳高速公路是陕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一条纵向线路，

路线方案起于桐木镇立石滩村，设枢纽立交与包茂高速相接，沿旬河向

东南设线，经沙沟口、赵湾、大岭、季家坪、白柳至鲁家坝，从旬阳市

西侧过境后跨越汉江，经刘店铺设隧道后至江家店，沿吕河工业园东侧

坡脚设线，经牌楼里，终点止于刘家坪，改造利用现有旬阳立交作为枢

纽立交与十天高速相接，路线全长50.2公里。 

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坐标系，高程基面为

1985国家高程基准。 

（1）工程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 

1）道路等级：高速公路 

2）设计车速：100 公里/小时 

3）设计车辆荷载：公路—Ⅰ级 

4）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0.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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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桥面宽度：整体式桥梁宽度：0.5米（防护栏）+11.5米（行车道

）+0.5 米（防护栏）+2×0.25（中分带空隙）+0.5米（防护栏）+11.5米（

行车道）＋0.5 米（防护栏）=25.5米，半幅桥宽12.5米，中央分隔带处

留2×25厘米空隙；分离式桥面宽度：12.5米 

6）设计洪水频率：1/100 

7）通航等级：现状Ⅳ级。 

（2）设计代表船型 

工程河段现状等级为Ⅳ级，航道等级规划为Ⅲ级，参照《内河过闸

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第1 部分：长江水系》（GB38030.1-2019

）和《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选用Ⅲ级航道的1000t 级货

船为代表船型，其尺度为85.0×10.8×2.0m（总长×型宽×设计吃水），选用

1000t级两排一列船队作为代表船队，其尺度为160×10.8×2.0m（总长×型

宽×设计吃水），设计代表船型如下表1.2-1所示。 

表1.2-1 代表船型尺度表 

船型、船队 总长 型宽 设计吃水 备注 

1000吨级货船 85 10.8 2.0  

两排一列船队 160 10.8 2.0  

（3）设计通航水位 

桥区河段位于旬阳水库常年回水区，根据《内河通航标准》（

GB50139-2014），确定桥区设计最高通航水位239.27m，设计最低通航水

位231.27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可取旬阳库区正常蓄水位，设计最低通航

水位取保证率90%，满足《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的有关要

求，如下表1.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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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设计通航水位表 

桥名 设计通航水位 85 国家高程 

拟建桥梁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239.27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231.27 

（4）通航净空尺度 

拟建旬阳汉江大桥推荐方案跨径为（87+166+87）m，采用单孔双向

通航方案，经报告计算，大桥通航净高为67.34m，大桥通航孔净跨为

134.3m，通航净空尺度满足《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中Ⅲ

级航道通航净高不小于10.0m、单孔双向通航净宽110m的要求，详见表

1.2-3。 

表1.2-3 通航净空尺度比较表（单位：m） 

名称 通航方式 通航净宽 净高 

计算或规范要求最小值 
单孔双向 

110 10 

实际桥梁设计值 134.3 67.34 

是否满足规定要求 满足 满足 满足 

（5）通航孔与墩柱布置方案 

本工程推荐桥位墩位布置合理，基本一孔跨过主航槽，未改变上、

下水船舶习惯航路，对过往船舶通航影响小，但由于通航孔桥墩落于水

中，在采取布设导助航及防撞设施、安全警示标志，建立各项保障通航

及桥梁自然安全的应急预案等措施下，能保障船舶的通航安全。 

（6）桥梁防撞 

桥梁建成后，为保障桥梁自身安全，防止桥墩在遭受船舶撞击下损

坏，已配套设计防撞设施，设计单位应对桥梁的防撞能力按照1000吨级

船舶撞击力进行设防。并且桥梁防撞标准需符合《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



4 

范》相关要求。 

1.3 技术咨询依据 

1.3.1 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2015年3月1日实施，2016年7月

2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国务院部1987年8月22日

，国务院令（2008）第545

（2）《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9

年第35号）；

号修订）； 

 

1.3.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和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

主要技术规范、规定 

（1）《跨越和穿越航道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规定（

JTS120-1-2018）》； 

（2）《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 

（3）《内河航标技术规范》（JTS/T181-1-2020）； 

（4）《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13851-2019）； 

1.3.3 主要文件 

（1）《陕西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陕西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2013

年6月； 

（2）《陕西省发改委关于关于汉江安康至白河航运建设工程初步设

计的批复》（陕发改基础（2010）1814号）； 

（3）《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汉江安康至白河航运建设工程施工图

设计的批复》（陕交函（2012）13号）； 

（4）《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全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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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治理工作中相关事项的通知》（陕交函（2021）1048号）； 

（5）《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阳

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2022年11月。 

1.4 技术咨询要求 

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内河通航标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等规定要求，从

水文、河床演变及通航水位、工程选址方案论证、工程布置方案、航道

条件、通航安全影响及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复核。 

本次技术咨询重点关注： 

1、格式审核：审核《航评报告》编制章节、格式、专题报告、附件

、附图等型式是否符合现行《航评编制规定》及《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

价审核管理办法》要求。 

2、内容审核：根据被评价项目的特点，审核《航评报告》的评价内

容是否全面、评价深度是否符合现行《航评编制规定》要求；重点审核

编制依据的完整性与充分性、关键结论的专业性与科学性、措施建议的

全面性与合理性； 

3、其他相关审核：审核《航评报告》提出的利益相关方是否恰当、

对其意见征询是否客观与完整等。 

1.5 咨询时间与要求 
（1）技术咨询报告应从水文、河床演变、水位，桥梁工程选址方案

论证，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航道条件，通航安全影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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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等方面，按照相关编制规定对《航评报告》内容进行全面和深

度的符合性复核；按照相关规划、标 准、规范，对《航评报告》结论进

行科学、合理性复核；按照审查意见对修改完善的《航评报告》进行复

核确认。 

（2）技术咨询报告应重点突出、论据翔实、观点鲜明、结论明确，

重大分歧意见和问题处理应当在报告中反映并有结论性建议。 

（3）技术咨询报告应阐述咨询过程，并真实、全面地反映咨询过程

中的各方意见、提供相关依据。 

（4）技术咨询报告应按与委托部门的约定时间编制、报送，并为交

通主管部门办理审核意见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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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技术咨询过程 

2.1 初审 

2023年4月，我公司根据对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

制的《航评报告》进行了初步复核，主要初审意见如下： 

1、评价过程章节建议补充工程前期立项及批复获得情况。 

2、桥梁设计方案中建议说明桥梁设计是否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桥

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3360-02-2020)进行了船舶碰撞桥梁相关设计。 

3、河道概况章节建议增加工程河段的滩险分布及航槽位置相关说

明。 

4、工程河段河床演变趋势预测章节建议根据桥梁工程特点增加本

工程建设对航道变化的影响及航道变化趋势分析相关内容。 

5、与通航有关设施章节旬阳水电站已建成，请复核。 

6、涉及旬阳水电站拦河建筑物的，建议补充说明水电站泄洪方式对

桥区河段通航安全影响。 

7、通航净宽计算内容中，“考虑旬阳枢纽将于不久后建成蓄水，桥

区河段位于常年库区，水流平缓，横向流速较小，认为横流速度小于

0.3m/s，可不考虑通航净宽增加值”，建议增加工程河段实测流速流向值

作为支撑，提供水流流速和法线夹角小于5度的依据； 

8、报告中有拟建桥梁一跨跨过通航水域说法有误，建议核实。 

9、通航净宽计算章节建议补充本工程自身左右线桥梁间距、通航孔

布置等描述，桥墩布置形式会直接影响有效通航净宽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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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程河段航道布置图中，拟定航道上下行分道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避碰规则》中“在潮流河段、湖泊、水库和平流水域，船舶应当

尽可能沿本船右舷一侧航道行驶。”原则相违背，请核实。 

11、建议根据桥区河段的水流条件及各水位期船舶习惯航迹带区域

完善桥梁通航孔墩柱布置合理性分析。 

12、7.1工程对水流条件影响章节，根据桥型方案图可以看出高水位

期时，桥梁5#、6#、7#、8#桥墩均涉水，低水期时，6#和7#桥墩涉水，

建议根据桥梁工程对水流影响特征进一步完善对水流条件的影响分析。 

13、9.4节防撞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明确提出桥梁建设单位开展涉水

桥墩防撞设计，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14、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章节中应进一步说明拟建桥梁施工组织设计

情况，比如施工船舶使用和临时施工便桥等情况，重点补充分析施工作

业对下游旬阳电站影响并提出相关安全保障措施。 

15、通航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补充桥梁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彻底清除施工临时构筑物并实施桥区水域扫测，恢复航道

畅通。 

16、报告附件建议补充本工程立项批复文件或者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批复文件。 

17、建议进一步复核报告附图基础信息（如附图3图名，附图6图例

等）。 

18、建议报告附图中采用具有设计单位人员签名及签章的桥梁方案

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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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根据编制规定要求，建议报告补充工程河段河势图（水下地形

测量）、实测流速流向图及实测船舶航迹线图或AIS航迹图。 

2.2 初步审查修改意见落实情况 

2023年4月16日航评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修改内

容如下：  

1、评价过程章节建议补充工程前期立项及批复获得情况。 

答复：该项目只有规划依据文件，已补充规划依据文件，详见附件。 

2、桥梁设计方案中建议说明桥梁设计是否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桥

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3360-02-2020)进行了船舶碰撞桥梁相关设计。 

答复：已在桥梁设计方案中补充，桥梁设计是按照《公路桥梁抗撞

设计规范》进行了船舶碰撞桥梁相关设计。详见报告1.2.3工程建设方案 

三、桥型建设方案。 

3、河道概况章节建议增加工程河段的滩险分布及航槽位置相关说

明。 

答复：已完善桥区河段航槽说明，根据《汉江安康至白河航运建设工

程施工图设计》工程河段上下游无滩险分布。详见报告2.1.1河道概况。 

4、工程河段河床演变趋势预测章节建议根据桥梁工程特点增加本

工程建设对航道变化的影响及航道变化趋势分析相关内容。 

答复：已完善河床演变趋势预测。详见报告2.2.3工程河段河床演变

趋势预测。 

5、与通航有关设施章节旬阳水电站已建成，请复核。 

答复：已在报告3.1与通航有关的设施章节中修改，旬阳水电站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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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 

6、涉及旬阳水电站拦河建筑物的，建议补充说明水电站泄洪方式对

桥区河段通航安全影响。 

答复：已补充电站泄洪对桥区河段的通航影响，详见报告3.1与通航

有关的设施。 

7、通航净宽计算内容中，“考虑旬阳枢纽将于不久后建成蓄水，桥

区河段位于常年库区，水流平缓，横向流速较小，认为横流速度小于

0.3m/s，可不考虑通航净宽增加值”，建议增加工程河段实测流速流向值

作为支撑，提供水流流速和法线夹角小于5度的依据； 

答复：已补充测绘河道地形及工程河段流速流向实测，将根据实测

结果完善报批稿中相关内容。详见报告6.4.2通航净空宽度的论证。 

8、报告中有拟建桥梁一跨跨过通航水域说法有误，建议核实。 

答复：已核实，报告中拟建桥梁为基本一跨跨过河道深槽，而非一

跨跨过通航水域。 

9、通航净宽计算章节建议补充本工程自身左右线桥梁间距、通航孔

布置等描述，桥墩布置形式会直接影响有效通航净宽计算结果。 

答复：已补充，详见报告5.3.4与相邻涉水设施安全间距的符合性评

价，已补充本工程左右线桥梁布置描述，满足规范要求。 

10、工程河段航道布置图中，拟定航道上下行分道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避碰规则》中“在潮流河段、湖泊、水库和平流水域，船舶应当

尽可能沿本船右舷一侧航道行驶。”原则相违背，请核实。 

答复：已修改完善，详见附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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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议根据桥区河段的水流条件及各水位期船舶习惯航迹带区域

完善桥梁通航孔墩柱布置合理性分析。 

答复：本工程桥梁一孔跨过河道深槽，鉴于工程河段暂无船舶航迹

线统计数据，且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能满足规划航道等级要求，因此墩柱

布置合理。 

12、7.1工程对水流条件影响章节，根据桥型方案图可以看出高水位

期时，桥梁5#、6#、7#、8#桥墩均涉水，低水期时，6#和7#桥墩涉水，

建议根据桥梁工程对水流影响特征进一步完善对水流条件的影响分析。 

答复：已在7.1节中补充相关涉水桥墩对水流条件的影响。 

13、9.4节防撞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明确提出桥梁建设单位开展涉水

桥墩防撞设计，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答复：已在9.4节防撞安全保障措施中补充该条建议。 

14、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章节中应进一步说明拟建桥梁施工组织设计

情况，比如施工船舶使用和临时施工便桥等情况，重点补充分析施工作

业对下游旬阳电站影响并提出相关安全保障措施。 

答复：已在报告9.2.4 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章节补充，桥梁施工期施工

人员及船舶应在划定的水域进行施工作业、同时，针对施工作业的不同

，明确各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维护的重点内容，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维护

，并且委托专业第三方单位协助进行现场安全专业维护等通航安全保障

措施。 

15、通航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补充桥梁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彻底清除施工临时构筑物并实施桥区水域扫测，恢复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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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 

答复：已在报告9.2.4 通航安全保障措施中补充该条建议。 

16、报告附件建议补充本工程立项批复文件或者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批复文件。 

答复：已在附件补充规划依据文件。 

17、建议进一步复核报告附图基础信息（如附图3图名，附图6图例

等）。 

答复：已修改完善相关图纸错误。 

18、建议报告附图中采用具有设计单位人员签名及签章的桥梁方案

设计图纸。 

答复：报批稿中将采用带设计人员签名图纸。 

19、根据编制规定要求，建议报告补充工程河段河势图（水下地形

测量）、实测流速流向图及实测船舶航迹线图或AIS航迹图。 

答复：已补充测绘河道地形，由于工程河段船舶流量较小，未测得

实测船舶航迹线图。 

2.3 技术审查会议 

我公司经复核后，对修改后报告进行审查，认为其基本具备上会条

件后。2023年4月26日，与会专家以及各相关单位对报告进行了评审，并

形成了专家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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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复审情况 

航评报告编制单位根据评审会专家评审意见和参会代表的意见进

行了修改，并于2023年5月9日提交了修改后的《航评报告》及修改说明

。 

复审意见修改情况如下： 

1、补充完善旬阳电站敞泄工况下桥位处水流条件分析 

答：已补充旬阳枢纽敞泄工况下桥位处水流条件分析及营运期安全

保障措施。见报告7.1节及9.3节-2营运期安全保障措施。 

2、完善施工期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答：已提出相应要求，见10.2章节。 

3、同步建设防撞及助导航设施 

答：已完善，见9.2.1章节。 

王东锋意见： 

1、对安康电站、旬阳电站调峰资料进行收集分析 

答：已补充安康电站及旬阳电站调度情况，见报告2.1.3节。 

2、对施工期影响航行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明确要求 

答：已提出相应要求，见10.2章节。 

董晞中意见： 

1、补充编制单位机构证明文件，补充编制人员签署内容 

答：已补充。 

2、进一步补充完善编制依据 

答：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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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河段地理位置、特征、主航槽位置等内容，补充气象特征、

水文地质等相关内容 

答：已补充地理位置，见1.2.2章节。已补充河道特征、主航槽位置

等内容，见2.1.1章节。已补充气象特征，见2.1.2节；已补充水文地质内

容，见2.1.3、2.1.4节。 

4、补充与《陕西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等符合性论证 

答：已补充相关内容。 

5、建议补充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说明及对通航安全影响，明确施工阶

段办理水上水下施工和作业许可、施工保障方案相关要求等 

答：已提出相应要求，见10.2章节。 

6、建议补充相关图纸，将相关批复等作为附件 

答：已补充防撞设计平面及立面图,见附图8。本项目无立项批复，《

航评报告》是工可批复的前置。 

刘平厚意见： 

1、桥梁施工前，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当地交通主管部门报备 

答：已提出要求，见10.2章节。 

2、妥善解决施工期间通航安全问题，施工完成后及时清除碍航构建

筑物 

答：已在10.2章节提出相应要求。 

3、同步建设防撞设施、航标及警示标志 

答：已完善，见9.2.1章节。 

王斌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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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1.1河道概况章节，工程河段位于安康城区下游，请补充该段

河道概况 

答：已补充完善，见2.1.1章节。 

2、建议补充对桥梁施工组织设计情况，如：施工船舶、施工便桥、

围堰的要求，确保施工安全、施工期间船运安全 

答：已补充完善，见10.2章节。 

张贵平意见： 

1、基于主墩#6—#7墩的承台高程低于最低设计通航水位，《报告》

应结合建设周期充分考虑高水位期承台淹没，主塔未建出水面形成的临

时碍航情况提出相应的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答：已提出要求，见10.2章节。 

2、拟建桥梁位于旬阳电站上游1.8km的近坝段，当蜀河入库流量达

16400，坝前水位超过233（吴淞）时，近坝段及桥区水域的流场分析和

相应的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答：已补充旬阳枢纽敞泄工况下桥位处水流条件分析及营运期安全

保障措施。见报告7.1节及9.3节-2营运期安全保障措施。 

3、拟建大桥上部结构采用（90+160+90）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形

式，近主墩的两副孔在一定水位期可能导致航行船误入对大桥副孔桥墩

带来的撞桥风险和防范措施应补充分析。 

答：已提出要求，见10.2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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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技术咨询意见 

3.1 总体评价 

桐木至旬阳高速公路旬阳汉江大桥位于安康旬阳市城关镇附近，上

距吕河口汉江大桥约3.7km，下距旬阳水电站约1.8km。《航评报告》以

《跨越和穿越航道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规定》（JTS120-

1-2018）编制大纲编制，编制单位分析了工程水域航道的通航环境、河

床演变，根据《内河通航标准》以及航运需求，确定了通航设计代表船

型；对桥梁选址和布置进行了通航要求的符合性论证；对设计通航水位

进行了复核，分析了桥梁建设对水流、交通组织等航道条件的影响；提

出了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我公司经对其认真审核后，认为《航评报告》编制格式、内容、深

度等符合现行《跨（穿）航建筑物航评编制规定》及《航道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要求，编制依据完整、充分，关键结论可信，措

施建议合理，可作为交通主管部门办理审核意见的依据。 

3.2 各项结论具体咨询意见 

3.2.1 通航条件 

一、自然条件 

《航评报告》收集了桥址附近径流、泥沙等水文资料；测区的气象

、气温、风况、降水等气象资料；工程区域地质、岩土特征、地震等地

质资料。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收集的上述资料能够说明拟建桥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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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自然条件。 

二、水上水下相关设施 

《航评报告》提出： 

1、吕河汉江大桥位于拟建大桥上游约3.7km，跨越汉江，全桥长

454.54m，为公路桥，桥宽12m。主桥为（75+140+75）m跨预应力混凝土

连续梁桥。 

2、旬阳水电站位于拟建大桥下游约1.8km，旬阳按百年洪水标准设

计（Q=27500m3/s），千年洪水标准校核（Q=32600m3/s），吴淞高程系

统下正常蓄水位241米，死水位239米，汛期排沙水位233米，额定水头为

21米。电站设计主要任务是发电，并兼顾航运，航道规划等级为IV级。

电站建成后供电范围为陕西电网，与安康、蜀河、喜河等梯级水电站联

合调节，共同承担陕西电网的调峰、调频、事故备用等任务。旬阳水电

站装机容量为320MW，年平均发电量8.4亿KW.h。 

3、旬阳中心港港口主要建设客货运码头泊位各1个，客运泊位码头

采用为下河道坡道加实体平台布置，货运泊位由港内道路接入，道路宽

9米，设置一条下河坡道供货运船舶停靠作业码头前。客货运泊位均由后

方316国道引入，通过调头平台与港内道路连接，在由港内道路分别接入

客运泊位和货运泊位。 

（1）与相邻跨河建筑物关系分析 

对于水上过河建筑物选址，《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第

5.1.1条规定：“两座相邻水上过河建筑物的轴线间距，I级～V级航道应

大于代表船队长度和代表船队下行5min航程之和。” 拟建大桥设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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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型为规划Ⅲ级的1000t级货船，船长85.0m，船舶航速按10km/h（工程

河段航道位于旬阳库区，水深流缓）计算，两座相邻水上过河建筑物轴

线间距应不小于5×10×1000/60+85=918m米。 

拟建大桥桥位上距吕河口汉江大桥约3.7km，可见拟建大桥与上游

吕河口汉江大桥的距离满足规范要求。 

此外，工程左右线桥梁临近布置，净距30m企鹅通航孔相对应，满

足《内河通航标准》中“当两座相邻水上过河建筑物的轴线间距不能满

足要求，且其所处通航水域无碍航水流时，应靠近布置，两建筑物间相

邻边缘距离应控制在50m以内，且通航孔必须相互对应。水流平缓的河

网地区两相邻过河建筑物的边缘距离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经论证可适

当加大。”的要求。 

（2）与渡口、码头、锚地等临河建筑物关系分析 

《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规定：“水上过河建筑物与码

头、船台滑道、取排水口等临河建筑物和锚地的间距应按满足船舶航行

、作业和建筑物运行的安全要求，经论证研究确定。水上过河建筑物与

码头的间距，水上过河建筑物在下游时不得小于码头设计船型长度的4

倍，水上过河建筑物在上游时不得小于码头设计船型长度的2倍。” 

拟建大桥设计最大代表船型为1000t级货船，船长85.0m，桥梁下游

约3.9km为旬阳中心港，距离大于4倍船长340m。故拟建桥梁与下游码头

的距离满足规范要求。 

技术咨询意见：经调查，拟建桥梁与相邻水上、水下相关设施情况

论述属实，拟建工程与各设施间安全距离均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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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航条件 

《航评报告》提出：大桥工程河段属于旬阳水库常年库区，旬阳库

区回水至安康市区，待旬阳枢纽蓄水后，水位较天然有较大抬高，流速

、比降减缓，河宽大幅增加，工程河段高水期河宽一般在300m左右，低

水期河宽约250m左右。水流流向与河道走向基本一致，且基本垂直于桥

梁轴线，对船舶航行较为有利。 

根据现场调查，工程河段暂未配布相关导助航设施。根据实地调查

情况，并咨询安康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迄今为止汉江航道未发生过船

舶正常行驶情况下碰撞桥梁事故，但洪水期船舶断缆事故引发的船舶碰

撞桥梁事故共发生5起。 

技术咨询意见：经调查，《航评报告》对桥区航道通航条件描述属

实；对航道通航水流条件的评价、碍航情况、交通事故统计情况等进行

了分析，依据基本充分、结论基本可信。 

3.2.2 河床演变 

《航评报告》提出：工程河段为典型的山区河道，河岸组成较为坚

硬，边界条件较好，水流对其侵蚀作用比较缓慢，对河床演变有一定的

制约作用。多年来，工程河段河床年际间变化不大，岸线、深槽、河型

、河势等较为稳定，冲淤基本平衡，总体来看，工程河段表现为山区河

流特征，工程的兴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局部水流条件，河床会发生局部

、暂时的冲刷变形。同时由于有防洪堤，河床约束性强，拟建大桥建成

后，整个桥区河段的水沙条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不会产生明显的河床

演变和河势改变。因此，大桥建成后桥区河段河床、河势稳定，基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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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建桥条件。 

技术咨询意见：根据多年统计数据分析，工程本身的建设对河床冲

淤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主墩附近，不改变此处整体河势，影响较小，除受

大规模人类活动影响外，河床总体上将长期保持稳定态势，《航评报告

》提出的河床演变结论基本可信。 

3.2.3 工程选址 

《航评报告》提出：从本项目地形条件、工程地质条件、河道和航

道条件、城镇规划、环境影响、桥梁规模、投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研

究比较可知：A线桥位总体上优于青石梁、吕河口、卧牛山跨江桥位方

案，因此拟推荐旬阳汉江大桥采用A线桥位。 

根据《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修订）（征求意见稿，2018

年8月），拟建大桥桥区河段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为Ⅲ级，大桥通航标

准按Ⅲ级航道标准论证。拟建大桥主跨166m，远大于规划Ⅲ级航道60m航

宽要求，主墩沿工程河段船舶航行习惯布置，基本一跨跨过河道深槽，桥

梁的设置对远期规划航道影响较小，基本符合航道发展规划的要求。 

工程河段距离桥梁最近的为旬阳中心港，位于拟建桥梁桥位下游约

3900m，桥梁建设不会占用码头岸线，故不会对港口规划实施的影响。 

工程河段河势顺直，桥位距上游弯道约2200m，距下游弯道约910m。

桥区河段水流方向呈东-西流向，河床横断面形状多呈不对称的“U”型，河

床以卵石为主，下面是坚固的泥岩，河床冲淤变化不大，相对稳定，河道

单一，滩槽分明。旬阳电站建成蓄水后，拟建大桥位于旬阳水库常年库区

，所在河段水面宽阔，水流平稳，水流条件较好。根据桥区河段河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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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可知：桥区河段两岸节点控制良好，河床稳定，河道冲淤总体较

平衡，变化小，河势较稳定。大桥修建后，不会引起河道水位和流速变化

，建桥对桥区河段的河床演变无影响，整个河段仍将能继续保持稳定的态

势。因此，桥位的河床条件符合《内河通航标准》中“水上过河建筑物应建

在河床稳定的河段”的规定，基本具备建桥的河道条件。 

对于工程河段而言，代表船型尺度为85米×10.8米×2.0米（总长×型

宽×设计吃水），则拟建大桥与滩险、通航控制河段、弯道、分流口和汇

流口的安全距离为：上游340m（4×85m），下游170m（2×85m）。 

桥位距上游弯道约2200m，距下游弯道约910m，满足桥位选址与弯

道的安全距离。桥位规定范围内无通航控制河段、滩险、分流口、汇流

口。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根据相关规范、规划对桥位选址进行

分析评价，依据合理、充分，结论合理、可信。 

3.2.4 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 

一、设计代表船型 

《航评报告》提出：工程河段现状等级为Ⅳ级，航道等级规划为Ⅲ

级，参照《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第1部分：长江水系》

（GB38030.1-2019）和《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选用Ⅲ级

航道的1000t 级货船为代表船型，其尺度为85.0×10.8m×2.0m（总长×型

宽×设计吃水），选用1000t 级两排一列船队作为代表船队，其尺度为

160×10.8m×2.0m（总长×型宽×设计吃水）。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根据桥区河段相关航道规划提出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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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代表船型合理、可行。 

二、设计通航水位 

《航评报告》提出：拟建桥梁桥址处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取值采用旬

阳水库正常蓄水位为241.0m，换算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为239.27m；设计

最低通航水位采用旬阳水库最低运行水位为233.0m，换算为1985国家高

程基准为231.27m。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设计通航水位结合了桥位位于旬阳库

区并考虑了旬阳水电站洪水调度方式，结合入库流量，结论基本可信。 

三、通航净空高度 

《航评报告》提出：拟建大桥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为239.27m，通航孔

梁底最低高程306.61m，通航净高67.34m，满足Ⅲ级航道水上过河建筑物

的通航净高应大于10.0m 的要求，且有较大富裕。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对通航净空高度分析计算合理，取值

符合相关规范和规定要求。 

四、通航净空宽度 

《航评报告》提出：桥梁净空宽度指代表船型的船舶安全通过桥孔

的最小宽度。根据《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中5.2.2-1规定，

天然和渠化河流水上过河建筑物通航净宽应按本标准附录C的方法计算

，水上过河建筑物的通航净空尺度不应小于下表3.2.2中对水上过河建筑

的通航净空尺度规定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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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旬阳枢纽将于不久后建成蓄水，桥区河段位于常年库区，水流

平缓，横向流速较小，根据测量单位现场实测流速数据，工程河段实测

流速均小于0.3m/s，可不考虑通航净宽增加值。综上所述，拟建大桥单向

通航净宽不应小于55m，双向通航净宽不应小于110m。 

经过计算，本工程桥梁通航孔有效通航净空宽度均为137.2m，满足

Ⅲ级航道单孔双向通航净空宽度不小于110m 的要求且有一定富裕。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对通航净空宽度的分析论证正确，计

算方法和取值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3.2.5 桥梁对航道条件及通航安全的影响 

《航评报告》提出： 

一、桥梁对航道条件的影响 

（1）拟建旬阳汉江大桥5#、6#、7#、8#墩均在水中落墩，桥梁轴线

与水流主流线方向交角为90°。拟建大桥桥墩压缩水流流径，水流在迎

流侧发生“壅水”导致流速下降；另外，桥墩占用过水面积，相同流量

条件下过水面积的减少造成桥墩之间流量增加，桥孔间水流速度会有所

增加；由于水中落墩，会导致在桥墩附近出现冲坑现象，但落墩区域水

域平坦、水流流速较小、无急流、漩涡流、且流向大致与航道走向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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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航道水域冲淤变化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分析得出在建桥后桥

墩占据的河道过水面积517m2，低水位建桥前工程河道过水面积为

6431m2，故在设计低水位时桥墩占据的河道过水面积在7%以内，高水位

河道较宽阔，占据率可忽略不计。因此各水位期工程的建设对河道的缩

窄率很小，所以工程的建设仅对桥墩附近局部水域流态有一定影响。 

当入库流量超过 16400m3/s时，水库敞泄，工程河段流速约3m/s，

流速较大，水流条件不仅影响船舶航速，还会导致船舶产生横向偏航，

且本工程桥梁落墩于河道中，若船舶在航经桥区水域时驾驶员操作不当

，存在船舶碰撞桥墩的风险，影响船舶通航安全以及桥梁自身安全。因

此通过采取布设防撞设施、导助航设施，建立各项保障通航及桥梁自然

安全的应急预案等措施，同时船舶航经桥区水域时驾驶员合理掌握航线

，加强了望，用舵及时准确，基本能保障船舶的通航安全。 

综上所述，建桥后对桥区航道水流条件、冲淤变化产生一定影响，

其中，桥区航道水流流速会相对增加，桥区航道水域冲淤变化影响相对

较小。 

本工程拟建桥梁所处河段左岸一侧堤防已建成，河道抗冲刷能力强

，自然冲淤幅度不大，除受人为疏浚改造等活动影响外，工程河段河床

已基本稳定。 

旬阳汉江大桥桥墩落于水中，与建桥前相比，水中桥墩附近河床受

水流掏蚀作用易形成局部冲刷坑，影响范围局限在桥墩附近，总体上来

看，桥梁建设不会对河道整体河势产生影响。因此在不受人类大规模活

动影响的情况下，桥区河段平面形态及滩槽形态今后将继续维持，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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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长期将基本稳定。 

（2）工程对航道布置、航道尺度及助航标志配布的影响 

根据现场踏勘，工程河段沿线尚未配置导助航设施，工程实施不会

对现有助航标志配布产生影响，实施过程中应对桥梁导助航设施进行同

步设计实施。 

二、桥梁对通航安全的影响 

（1）工程对船舶航路的影响 

工程附近航段主要是一些区间内运输船舶，上行船舶沿缓流或者航

路一侧航行，下行船舶沿主流或者航路中间航行。本工程拟建桥梁通航

孔净空尺度满足规划Ⅲ级航道船舶通航要求且适当加大，对桥区水域船

舶航行影响较小，满足未来船舶安全航行需要。 

（2）工程对过往船舶交通流和通航秩序的影响分析 

拟建大桥桥梁主跨通航孔满足单孔双向通航要求，基本未改变上、

下行船舶原有的航行方式和习惯航线，大桥通航孔布置覆盖了河道深槽

，不会影响水域船舶交通流和船舶通过能力。 

本工程桥梁通航孔满足规范要求且适当加大，基本不会影响通航秩

序；桥区航道船舶航行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

在桥梁建设期，因桥梁施工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航道外水域，对通航秩

序造成一定影响，需要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和设置临时航标等工程措施

减少其影响，随着施工结束，上述影响将消除。 

（3）工程对现有安全管理设施设备及监管能力的影响 

（1）对现有通航安全监管设施设备及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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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建成后，桥区通航环境更为复杂，增加了水域安全监管的任务

的难度，为保证桥区航道通航安全，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加强监管

，使监管能力与航道通航环境相适应。 

（2）对通航安全监管和应急能力的要求 

①对通航安全监管的要求 

本工程拟建桥梁营运期间，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及要求也需进一步

提高，对现有监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配备足够的监管设施设备

来保证航道通航安全监管能力与通航环境现状相适应。 

②对应急能力的要求 

工程建设施工和桥梁设施运行维护期间，可能会发生作业人员落水

、火灾等事故和紧急情况，因此施工单位和营运单位应建立各种事故和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预案，建设单位以及管理单位还应根据水上作业环境

和各种紧急情况的需要，在相关设施上配备必要的救生、消防、防污和

防碰堵漏等应急安全设备，并维护这些设备使之处于良好的和随时可用

的技术状态，以便有效地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本工程建设期间和投入使用以后，相关单位在加强自身应急力量配

置和组织训练的同时，应与海事部门保持联系。 

综上，桥梁建设对通航安全影响较小。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关于桥梁建设对桥区航道条件、交通

组织、船舶航行、安全设施等航道及通航安全影响的分析客观、全面，

结论可信。 

3.2.6 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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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评报告》提出： 

一、航道保障措施 

（1）桥涵标设置及维护 

在桥梁建设期间，桥涵标应按有关标准施工安装，桥梁建成后桥涵

标应正常发光，其建设、维护和管理由桥梁建设或桥梁管理单位负责。

同时应配合航道管理部门做好桥区航路规划及做好桥梁助导航标志配

布，考虑本工程桥梁于河道中央落墩，建议在营运期采取布设桥区航标

明确航道边界，保障航道顺直且有利于船舶航行，并设置桥涵标，标示

桥下可航行通道或船舶通过的最佳位置，对非通航孔设置禁止通行标志

，并警示过往船禁止在桥区水域追越、停靠。 

（2）桥区航道配套设施建设 

桥梁建设单位应在桥梁总预算中落实桥区航道配套设施建设费用，

并与桥梁建设同步解决桥梁航标工作船、航标材料、通讯设备等费用。

航道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标准及其费用均应纳入桥梁工程总预算中。 

（3） 航道维护与建设 

拟建桥梁能满足所在航道规划等级的通航要求。桥梁建成后，桥梁

建设单位应对桥区航道进行水深复测，并与建桥前航道水深进行比较，

当水深减小时，需对航道进行疏浚，保证桥区航道水深能够满足通航要

求。 

二、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1）通航安全措施主要为导助航设施。为保障船舶通航安全，在桥

梁设计和施工阶段，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同时进行导助航设施的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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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2）工程施工前，应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应的材

料，在取得海事管理机构的《水上水下活动许可》后，方可进行施工。

根据施工水域的管理需要，申请设置工程施工水域临时警戒标志和临时

桥区助航标志，发布相关航行通（警）告，防止船舶误入施工水域发生

安全事故。 

（3）水中落墩桥梁应在落墩处迎船面设置防撞装置或者桥梁自身

防撞装置，减小和避免船舶直接作用在桥梁结构上的作用力，从而保障

本工程桥梁自身安全。 

（4）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按要求显示工程施工信号，确保施工船

舶安全，提醒所有过往船舶应加强瞭望，减速慢行，谨慎通过，并服从

有资质单位的现场指挥人员统一指挥，加强对桥区水上交通秩序的现场

管理。 

（5）施工期施工人员及船舶应在划定的水域进行施工作业、同时，

针对施工作业的不同，明确各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维护的重点内容，加强

施工现场的安全维护，并且委托专业第三方单位协助进行现场安全专业

维护等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6）桥梁完工后，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彻底清除施工临时

构筑物并实施桥区水域扫测，恢复航道畅通。 

（7）定期测量桥区水域的航道水深，保障船舶的通航安全。 

技术咨询意见：《航评报告》提出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措施合理、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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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问题与建议 

1、工程建成后加强桥区航道的水深、桥墩附近的水流条件观测，制

定航道通航期的相应的通航管理规定，确保航道可通航宽度内船舶的通

航安全。 

2、为保持桥区航道通航安全，建议完善工程河段水流要素，对通航

净空宽度建议进一步复核、并适当从长远考虑留有余地。 

3、桥梁设计在下阶段施工图中应同步开展桥区水域的航标配布设

计和防撞设施设计等工作。



31 

附件1：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阳

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第三方审查初审意见 

2023年4月，我公司根据对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

制的《航评报告》进行了初步复核，主要初审意见如下： 

1、评价过程章节建议补充工程前期立项及批复获得情况，并将。 

2、桥梁设计方案中建议说明桥梁设计是否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桥

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3360-02-2020)进行了船舶碰撞桥梁相关设计。 

3、河道概况章节建议增加工程河段的滩险分布及航槽位置相关说

明。 

4、工程河段河床演变趋势预测章节建议根据桥梁工程特点增加本

工程建设对航道变化的影响及航道变化趋势分析相关内容。 

5、与通航有关设施章节旬阳水电站已建成，请复核。 

6、涉及旬阳水电站拦河建筑物的，建议补充说明水电站泄洪方式对

桥区河段通航安全影响。 

7、通航净宽计算内容中，“考虑旬阳枢纽将于不久后建成蓄水，桥

区河段位于常年库区，水流平缓，横向流速较小，认为横流速度小于

0.3m/s，可不考虑通航净宽增加值”，建议增加工程河段实测流速流向值

作为支撑，提供水流流速和法线夹角小于5度的依据； 

8、报告中有拟建桥梁一跨跨过通航水域说法有误，建议核实。 

9、通航净宽计算章节建议补充本工程自身左右线桥梁间距、通航孔

布置等描述，桥墩布置形式会直接影响有效通航净宽计算结果。 

10、工程河段航道布置图中，拟定航道上下行分道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避碰规则》中“在潮流河段、湖泊、水库和平流水域，船舶应

当尽可能沿本船右舷一侧航道行驶。”原则相违背，请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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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议根据桥区河段的水流条件及各水位期船舶习惯航迹带区域

完善桥梁通航孔墩柱布置合理性分析。 

12、7.1工程对水流条件影响章节，根据桥型方案图可以看出高水位

期时，桥梁5#、6#、7#、8#桥墩均涉水，低水期时，6#和7#桥墩涉水，

建议根据桥梁工程对水流影响特征进一步完善对水流条件的影响分析。 

13、9.4节防撞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明确提出桥梁建设单位开展涉水

桥墩防撞设计，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14、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章节中应进一步说明拟建桥梁施工组织设计

情况，比如施工船舶使用和临时施工便桥等情况，重点补充分析施工作

业对下游旬阳电站影响并提出相关安全保障措施。 

15、通航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补充桥梁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彻底清除施工临时构筑物并实施桥区水域扫测，恢复航道

畅通。 

16、报告附件建议补充本工程立项批复文件或者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批复文件。 

17、建议进一步复核报告附图基础信息（如附图3 图名，附图6 图

例等）。 

18、建议报告附图中采用具有设计单位人员签名及签章的桥梁方案

设计图纸； 

19、根据编制规定要求，建议报告补充工程河段河势图（水下地形

测量）、实测流速流向图及实测船舶航迹线图或AIS航迹图。 

中交武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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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第三方初审意见回复 

受业主单位安康市桐旬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委托，我司承担

了《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阳汉江大桥

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航评报告》）编制工作，于

2022年11月编制完成。本项目审查采用“两院审查咨询”制，由中交武

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咨询审查。根据中交武汉港湾工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4月的本项目《技术审查咨询报告》，我院对

《航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优化、修改和完善，具体如下： 

1、评价过程章节建议补充工程前期立项及批复获得情况。 

答复：该项目只有规划依据文件，已补充规划依据文件，详见附件

。 

2、桥梁设计方案中建议说明桥梁设计是否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桥

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3360-02-2020)进行了船舶碰撞桥梁相关设计。 

答复：已在桥梁设计方案中补充，桥梁设计是按照《公路桥梁抗撞

设计规范》进行了船舶碰撞桥梁相关设计。详见报告1.2.3 工程建设方案 

三、桥型建设方案。 

3、河道概况章节建议增加工程河段的滩险分布及航槽位置相关说

明。 

答复：已完善桥区河段航槽说明，根据《汉江安康至白河航运建设

工程施工图设计》工程河段上下游无滩险分布。详见报告2.1.1 河道概况

。 

4、工程河段河床演变趋势预测章节建议根据桥梁工程特点增加本

工程建设对航道变化的影响及航道变化趋势分析相关内容。 

答复：已完善河床演变趋势预测。详见报告2.2.3 工程河段河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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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测。 

5、与通航有关设施章节旬阳水电站已建成，请复核。 

答复：已在报告3.1与通航有关的设施章节中修改，旬阳水电站为已

建成。 

6、涉及旬阳水电站拦河建筑物的，建议补充说明水电站泄洪方式对

桥区河段通航安全影响。 

答复：已补充电站泄洪对桥区河段的通航影响，详见报告3.1与通航

有关的设施。 

7、通航净宽计算内容中，“考虑旬阳枢纽将于不久后建成蓄水，桥

区河段位于常年库区，水流平缓，横向流速较小，认为横流速度小于

0.3m/s，可不考虑通航净宽增加值”，建议增加工程河段实测流速流向

值作为支撑，提供水流流速和法线夹角小于5度的依据。 

答复：已补充测绘河道地形及工程河段流速流向实测，已根据实测

结果完善报批稿中相关内容。详见报告6.4.2 通航净空宽度的论证。 

8、报告中有拟建桥梁一跨跨过通航水域说法有误，建议核实。 

答复：已核实，报告中拟建桥梁说明为基本一跨跨过河道深槽，而

非一跨跨过通航水域。 

9、通航净宽计算章节建议补充本工程自身左右线桥梁间距、通航孔

布置等描述，桥墩布置形式会直接影响有效通航净宽计算结果。 

答复：已补充，详见报告5.3.4与相邻涉水设施安全间距的符合性评

价，本工程左右线桥梁布置描述，满足规范要求。 

10、工程河段航道布置图中，拟定航道上下行分道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避碰规则》中“在潮流河段、湖泊、水库和平流水域，船舶应

当尽可能沿本船右舷一侧航道行驶。”原则相违背，请核实。 

答复：已修改完善，详见附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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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议根据桥区河段的水流条件及各水位期船舶习惯航迹带区域

完善桥梁通航孔墩柱布置合理性分析。 

答复：本工程桥梁一孔跨过河道深槽，鉴于工程河段暂无船舶航迹

线统计数据，且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能满足规划航道等级要求，因此墩柱

布置合理。 

12、7.1工程对水流条件影响章节，根据桥型方案图可以看出高水位

期时，桥梁5#、6#、7#、8#桥墩均涉水，低水期时，6#和7#桥墩涉水，

建议根据桥梁工程对水流影响特征进一步完善对水流条件的影响分析。 

答复：已在7.1节中补充相关涉水桥墩对水流条件的影响。 

13、9.4节防撞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明确提出桥梁建设单位开展涉水

桥墩防撞设计，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答复：已在9.4节防撞安全保障措施中补充该条建议。 

14、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章节中应进一步说明拟建桥梁施工组织设计

情况，比如施工船舶使用和临时施工便桥等情况，重点补充分析施工作

业对下游旬阳电站影响并提出相关安全保障措施。 

答复：已在报告9.2.4 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章节补充，桥梁施工期施工

人员及船舶应在划定的水域进行施工作业、同时，针对施工作业的不同

，明确各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维护的重点内容，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维护

，并且委托专业第三方单位协助进行现场安全专业维护等通航安全保障

措施。 

15、通航安全保障措施中建议补充桥梁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彻底清除施工临时构筑物并实施桥区水域扫测，恢复航道

畅通。 

答复：已在报告9.2.4 通航安全保障措施中补充该条建议。 

16、报告附件建议补充本工程立项批复文件或者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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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批复文件。 

答复：已在附件补充规划依据文件。 

17、建议进一步复核报告附图基础信息（如附图3 图名，附图6 图

例等）。 

答复：已修改完善相关图纸错误。 

18、建议报告附图中采用具有设计单位人员签名及签章的桥梁方案

设计图纸。 

答复：报批稿中将采用带设计人员签名图纸。 

19、根据编制规定要求，建议报告补充工程河段河势图（水下地形

测量）、实测流速流向图及实测船舶航迹线图或AIS航迹图。 

答复：已补充测绘河道地形，由于工程河段船舶流量较小，未测得

实测船舶航迹线图。 

 

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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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

阳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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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

阳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专家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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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专家组评审意见修改说明 



44 



45 

 

 


	第 1 章  概述
	1.1 任务来源
	1.2 工程概况
	1.3 技术咨询依据
	1.3.1 主要法律、法规
	1.3.2 主要技术规范、规定
	1.3.3 主要文件

	1.4 技术咨询要求
	1.5 咨询时间与要求

	第 2 章   技术咨询过程
	2.1 初审
	2.2 初步审查修改意见落实情况
	2.3 技术审查会议
	2.4 复审情况

	第 3 章   技术咨询意见
	3.1 总体评价
	3.2 各项结论具体咨询意见
	3.2.1 通航条件
	3.2.2 河床演变
	3.2.3 工程选址
	3.2.4 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
	3.2.5 桥梁对航道条件及通航安全的影响
	3.2.6 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3.3 问题与建议
	附件1：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阳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第三方审查初审意见
	附件2：第三方初审意见回复
	附件3：《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阳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附件4：《陕西省级高速公路桐旬线（S17）桐木至旬阳公路工程旬阳汉江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专家个人意见
	附件5：专家组评审意见修改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