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航道下穿管线排查工程 

一、立项背景 

    航道作为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具备良好的安全性

与可靠性，且能源消耗量低，符合当今社会节能环保理念。“十三五”

期间，交通运输部积极推进内河航道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长江等内

河航运建设，构建“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水运体系。 

    航道下穿管线普查和信息化建设对于城市精细化管理至关

重要。为保护航道资源、保障航道通航安全，及时消除航道安全隐患，

有效管控和努力降低航道安全风险，提高航道管理水平，全面掌握辖

区内航道下穿管线的基本情况，开展航道下穿管线排查和信息化建设

的工作很有必要。 

二、资金来源 

    本项目由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务事业发展中心和上海市港航

事业发展中心经立项批准，作为预算内拨款项目。 

三、建设概况 

    本项目完成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嘉定区、奉贤区和闵行区四

个辖区的航道下穿管线排查任务，历时 162 天，涉及 32 条航道，探

测总里程约 342km，探明各类管线 569条，涵盖范围广，探测里程长，

管线类型和数量多。在此基础上，准确梳理了存在安全隐患的管线清

单，建立了航道下穿管线大数据库，编制了《航道下穿管线速查手册》，

为上海市航道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更新、更全、更标准、更集约的数据

资源，保障了航道通航安全，及时消除航道安全隐患，有效管控和努



力降低航道安全风险。 

四、整体设计、技术、实施过程 

    上海市航道总体特点是线路长、周边环境复杂，排查管线种

类和数量众多，分布分散，无规律，隐蔽性强，探测难度大。在全面

掌握上海市航道特点以及航道下穿管线特征的基础上，本项目结合航

道排查目的，采用“水上普查，异常验证，质量检验，快速建模”的

方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普查快速探测技术，提高了管线探测效

率和准确性，为后续开展类似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方案设计阶段，本项目深入对比分析多种管线探测地球物理

方法的优缺点，采用参量阵浅地层剖面法和磁法两种技术方法探测航

道下穿管线，探测设备选用参量阵浅地层剖面系统和磁力梯度平台，

以应适连续走航式的方式进行快速普查；然后，从仪器安装设计、测

线布设到作业技术实施等方面进行优化改进，形成了一整套的内河航

道下穿管线快速探测方案； 

    实施过程中，针对异常验证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点痛点问题，

研究了深大窨井中大口径管道超声波快速安全探测技术和大型窨井

远程探测及快速穿孔技术两项疑难管线快速精探技术，实现了在地面

即可快速、全方位、精准探测，简单易行，安全可靠，避免了技术人

员下井探测的安全风险。 

    数据处理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参量阵浅地层剖面多次波自动

压制技术，改善了浅地层剖面成像质量，解决了内河航道水深较浅导

致的多次波发育难题，提高了管线异常特征的辨识率。同时，提出了



一种针对内河航道下穿管线 BIM 快速自动化建模的新思路，提高了地

下管线探测成果数据的精度和合理性，满足了施工设计单位对地下管

线资料的技术要求。 

五、质量、运行情况 

    本工程在施工组织及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技术规程定及委

托方的要求，严格执行“三级检查”制度。本工程共计排查了 32 条

航道下穿管线，探测航道总里程约 342km，探明管线 569条，抽取总

量 8.7%的管线点和 7.1%的测量点，抽检率大于 5%，平面、高程的限

差满足规范要求。探测成果经与管线权属单位掌握的管线进行核验，

数据一致性好。经专家评审，一致认为项目提交的资料齐全、规范，

符合技术要求，提交的成果质量可靠，同意通过验收。 

    项目成果对准确掌握上海市航道下穿管线的基本情况、实行

信息化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管线权属单位 GIS 平台的更新和修

正提供了基础数据，运营情况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