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制管理规定》
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制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制定施行并对外公布实施，《规定》的实

施对维护乐清湾水域通航秩序，保障船舶航行安全，提高港

口通航效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规定》已经实

施近 10 年，根据《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

办法》（交办发〔2018〕164 号）、《海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

和管理办法》（海政法〔2020〕138 号）和《浙江海事局海事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办法》（浙海办〔2021〕157 号）

等相关规定，文件有效期已经届满。同时，随着浙江海洋强

省、世界一流强港等战略的实施，乐清湾水域港口群发展建

设迅猛，码头泊位数量和等级规模快速增长，船舶向大型化、

高速化发展趋势凸显。为适应乐清湾水域港口发展，进一步

提升安全管理效能，提高港口船舶通航效率，高质量服务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亟需对《规定》）进行修订。

二、修订过程

乐清湾水域船舶交通组织一体化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

船舶交通效率，但是《规定》存在大型船舶夜航安全管理要

求不明确、第二通航分道限速较低影响船舶通航效率等问

题。为了提高《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台州海

事局牵头组织开展《规定》修订工作，并依托上海海事大学



开展的《华能玉环分公司卸煤码头大型船舶夜航论证报告》

课题研究，专题指导《规定》修订。同时，台州、温州海事

局广泛征求乐清湾航运公司、码头企业、拖轮公司、引航机

构等单位部门的修订意见，最终形成《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

制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

三、修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2、《船舶引航管理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

则》

4、《浙江沿海主要港区及周边水域船舶交通组织实施办

法》

四、主要修订内容

1.原第十一条第二款

其他船舶在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第二警戒区和第三

分道通航制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0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过 8

节；在其他水域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4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

过 12 节。

修订为：其他船舶在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第二警戒

区和第三分道通航制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2 节，逆流航速不

得超过 10 节；在其他水域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4 节，逆流航

速不得超过 12 节。

修订原因：随着船舶大型化、快速化发展以及乐清湾水

域通航环境的改善，台州、温州乐清湾两地引航机构、拖轮



公司、码头业主、航运公司等单位和部门认为《规定》的限

速标准较低，建议提高乐清湾定线制水域港内分道通航限速

标准，将船舶在定线制第二分道通航制、第二警戒区和第三

分道通航制顺流航速提高到12-14节，逆流航速提高到10-12

节。同时，国内与乐清湾通航环境环境条件相似的连云港港

区船舶航行限速为不得超过 12 节，宁波舟山港金塘大桥和

西堠门大桥水域限速均为顺流不得超过 12 节，逆流不得超

过 10 节。针对乐清湾水域船舶通航实际需求，结合上海海

事大学专题研究结论，在保障通航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将第

二分道通航制、第二警戒区和第三分道通航制顺流航速调整

为不得超过 12 节，逆流航速调整为不得超过 10 节，以提高

船舶通行效率。

2.新增第十二条 7 万吨级船舶在乐清湾定线制水域夜

间航行应当由引航员引领，夜间进港的还应当落实护航拖

轮。10 万吨级及以上船舶进出乐清湾水域应当由一级及以上

引航员引领，重载进港的应当落实拖轮护航。

新增原因：乐清湾进港航道全长 45.5 千米，湾外航道

设计水深 12.6 米，湾内航道设计水深 11.8 米，在乘潮水位

4.6 米的情况下，满足 10 万吨级散货船满载单向乘潮进港和

空载出港、5 万吨级散货船乘潮双向通航要求，乘潮保证率

为 90%。目前，湾外航道实际水深 11.2 米、湾内航道实际水

深 10.2 米。7 万吨级散货船标准船型满载吃水为 14.2 米，

10 万吨级散货船标准船型满载吃水为 14.5 米。在乘潮情况

下，重载大型船吃水已经接近航道限值。同时，根据上海海



事大学专题研究结论，大型船舶夜间在乐清湾水域航行应当

由引航员引领并落实拖轮护航。

乐清湾大麦屿西南端的大岩头水道航门窄、转向角大，

同时受航道水深制约，重载大型船舶在乐清湾定线制水域航

行时操纵避让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超长、超高、超宽或者

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进出港口、港外装卸站可能影响海

上交通安全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对船舶进出港安全条件进

行核查，并可以要求船舶采取加配拖轮、乘潮进港等相应的

安全措施”的相关规定，新增第二十条。

3.新增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

局负责解释。

新增原因：规范性文件应该有负责解释单位，浙江海事

局为规则制定单位，负责解释该条款，特新增该规定。

4.将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修订为：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XX 月 XX 日起施

行,有效期 5 年，原《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制管理规定（试

行）》（浙海通航〔2014〕214 号）同时废止。

修订原因：根据《海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办法》

（海政法〔2020〕138 号）第十二条规定：起草规范性文件，

应当明确施行日期和有效期，有效期自文件施行之日起一般

不超过 5 年。第十三条规定：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明确目

的和依据、适用范围、执行部门和施行日期，列明因该文件

施行而失效或者废止的文件名称、文号。



《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制管理规定》

修改后新旧条文对照说明

旧《规则》条款 新《规则》条款 修改说明

第一条 为维护乐清湾水

域水上交通秩序，规范船舶航行

行为，改善通航环境，保障船舶、

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促进航

运安全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维护乐清湾水

域水上交通秩序，规范船舶航行

行为，改善通航环境，保障船舶、

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促进航

运安全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未变化

第二条 乐清湾水域实行

船舶定线制。

本规定所指定线制范围按

照《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制》的

规定执行。

第二条 乐清湾水域实行

船舶定线制。

本规定所指定线制范围按

照《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制》的

规定执行。

未变化

第三条 在乐清湾船舶定

线制水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

舶，应当遵守本规定。

但下列船舶除外：

（一）正在执行公务的船

舶；

（二）在核定水域内施工的

船舶；

（三）正在进行搜寻救助的

船舶；

（四）经主管机关核准的其

他船舶。

第三条 在乐清湾船舶定

线制水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

舶，应当遵守本规定。

但下列船舶除外：

（一）正在执行公务的船

舶；

（二）在核定水域内施工的

船舶；

（三）正在进行搜寻救助的

船舶；

（四）经主管机关核准的其

他船舶。

未变化

第四条 不使用定线制的

船舶应远离本定线制水域。

第四条 不使用定线制的

船舶应远离本定线制水域。
未变化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海事局是对乐清湾水域船

舶定线制实施监督管理的主管

机关；浙江海事局下设的温州海

事局、台州海事局按照各自管辖

水域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海事局是对乐清湾水域船

舶定线制实施监督管理的主管

机关；浙江海事局下设的温州海

事局、台州海事局按照各自管辖

水域负责具体监督管理。

未变化

第六条 船舶在通航分道

内应顺着该分道的船舶总流向

靠右航行，并让开分隔线。

船舶在通航分道航行时，应

与分隔线及航标保持足够的安

第六条 船舶在通航分道

内应顺着该分道的船舶总流向

靠右航行，并让开分隔线。

船舶在通航分道航行时，应

与分隔线及航标保持足够的安

未变化



全距离。 全距离。

第七条 船舶驶入、驶出、

穿越通航分道，应当事先向周围

船舶通报本船动态，并谨慎驾

驶。

第七条 船舶驶入、驶出、

穿越通航分道，应当事先向周围

船舶通报本船动态，并谨慎驾

驶。

未变化

第八条 船舶航经码头前

沿水域或在警戒区航行时，应特

别谨慎驾驶。

第八条 船舶航经码头前

沿水域或在警戒区航行时，应特

别谨慎驾驶。

未变化

第九条 船舶穿越定线制

水域，应当在警戒区进行。

船舶应尽可能避免在警戒

区以外的水域穿越通航分道，如

确需穿越，应尽可能与通航分道

内的船舶总流向成直角的船首

向穿越，并事先向周围船舶通报

本船动态。穿越时，应避让按通

航分道航行的船舶。

第九条 船舶穿越定线制

水域，应当在警戒区进行。

船舶应尽可能避免在警戒

区以外的水域穿越通航分道，如

确需穿越，应尽可能与通航分道

内的船舶总流向成直角的船首

向穿越，并事先向周围船舶通报

本船动态。穿越时，应避让按通

航分道航行的船舶。

未变化

第十条 船舶在通航分道

和警戒区内追越他船，应在取得

被追越船的同意后从他船的左

舷追越。

2万总吨及以上船舶航经第

二、第三分道通航制时，应事先

向周围船舶通报本船动态，避免

在该航段追越他船。

深水航路内禁止船舶追越。

第十条 船舶在通航分道

和警戒区内追越他船，应在取得

被追越船的同意后从他船的左

舷追越。

2万总吨及以上船舶航经第

二、第三分道通航制时，应事先

向周围船舶通报本船动态，避免

在该航段追越他船。

深水航路内禁止船舶追越。

未变化

第十一条 在通航分道内

航行，高速船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22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过 20 节。

其他船舶在定线制第二分

道通航制、第二警戒区和第三分

道通航制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0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过 8节；在

其他水域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4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过 12 节。

第十一条 在通航分道内

航行，高速船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22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过 20 节。

其他船舶在定线制第二分

道通航制、第二警戒区和第三分

道通航制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2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过 10 节；

在其他水域顺流航速不得超过

14 节，逆流航速不得超过 12 节。

将定线制内顺流航

速不得超过 10 节，

逆流航速不得超过8

节修改为顺流航速

不得超过 12 节，逆

流航速不得超过 10

节。



新增条款

第十二条 7万吨级船舶在

乐清湾定线制水域夜间航行应

当由引航员引领，夜间进港的还

应当落实护航拖轮。10 万吨级及

以上船舶进出乐清湾水域应当

由一级及以上引航员引领，重载

进港的应当落实拖轮护航。引航

员登轮点、拖轮护航起始点均为

大麦屿引航检疫锚地水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第

四项的要求，长、宽、

高接近相应航道通

航条件限值的船舶

应当向引航机构申

请引航。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上交

通安全法》第四十七

条第三款的要求，超

长、超高、超宽或者

操纵能力受到限制

的船舶进出港口、港

外装卸站可能影响

海上交通安全的，海

事管理机构应当对

船舶进出港安全条

件进行核查，并可以

要求船舶采取加配

拖轮、乘潮进港等相

应的安全措施。大型

船舶在乐清湾进出

港航道水域航行，应

当落实引航员、拖轮

等安全保障措施。

第十二条 船舶遇有失控、

沉没危险、需紧急抛锚时，应尽

可能让出航道，并迅速向当地海

事管理机构报告。

若环境许可，船舶实施紧急

抛锚，应当远离分道通航制、警

戒区、深水航路。

第十三条 船舶遇有失控、

沉没危险、需紧急抛锚时，应尽

可能让出航道，并迅速向当地海

事管理机构报告。

若环境许可，船舶实施紧急

抛锚，应当远离分道通航制、警

戒区、深水航路。

条款编号变化

第十三条 禁止在通航分

道及其两侧2海里水域内从事船

舶冲程、旋回性能测试等可能影

响其他船舶安全航行的试航活

动。

第十四条 禁止在通航分

道及其两侧2海里水域内从事船

舶冲程、旋回性能测试等可能影

响其他船舶安全航行的试航活

动。

条款编号变化

第十四条 船舶应当在公

布的锚地内锚泊。在分道通航

制、警戒区、深水航路内禁止捕

捞、采砂、锚泊。

第十五条 船舶应当在公

布的锚地内锚泊。在分道通航

制、警戒区、深水航路内禁止捕

捞、采砂、锚泊。

条款编号变化

第十五条 除本章另有规

定外，船舶在乐清湾船舶定线制

第十六条 除本章另有规

定外，船舶在乐清湾船舶定线制
条款编号变化



水域航行、停泊、作业，还应当

遵守《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

则》、《乐清湾水域船舶报告制》）

等规定。

水域航行、停泊、作业，还应当

遵守《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

则》、《乐清湾水域船舶报告制》）

等规定。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

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实施行

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

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实施行

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条款编号变化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造

成下列水上交通事故的，应按下

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

（一）逆通航分道行驶的船

舶，与按通航分道行驶的船舶发

生碰撞事故时，逆通航分道行驶

的船舶应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

任。

（二）穿越通航分道的船

舶，与按通航分道行驶的船舶发

生碰撞事故的，穿越通航分道的

船舶应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

（三）因船舶在定线制水域

内违章捕捞、采砂、锚泊，导致

水上交通事故的，违章捕捞、采

砂、锚泊的船舶应负主要责任或

全部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造

成下列水上交通事故的，应按下

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

（一）逆通航分道行驶的船

舶，与按通航分道行驶的船舶发

生碰撞事故时，逆通航分道行驶

的船舶应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

任。

（二）穿越通航分道的船

舶，与按通航分道行驶的船舶发

生碰撞事故的，穿越通航分道的

船舶应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

（三）因船舶在定线制水域

内违章捕捞、采砂、锚泊，导致

水上交通事故的，违章捕捞、采

砂、锚泊的船舶应负主要责任或

全部责任。

条款编号变化

新增条款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负责解

释。

规范性文件应该有

负责解释单位，浙江

海事局为规则制定

单位，负责解释该条

款，特新增该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原《乐清湾水域船舶定线制

管理规定（试行）》（浙海通航

〔2014〕214 号）同时废止。

条款编号变化，另根

据《交通运输部行政

规范性文件制定和

管理办法》（交办发

〔2018〕164 号）第

十四条规定：行政规

范性文件，一般应当

明确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有效期，有效期

自文件施行之日起

一般不超过 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