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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港成品油水运条件分析
赵钊晨

（金华市浙石油储运销售有限公司，浙江　金华　321100）

摘　要：文章通过调研和分析兰溪港成品油水运条件现状，考虑在金华兰溪地区新建成品油油库并配套建设成品油卸

油码头，利用兰江优越的水运条件降低运输成本，增强成品油供应的区域保障能力，并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分析兰溪港

成品油的水运条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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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金华、衢州地区成品油消费量为236万吨。金

华市、衢州市除中石化、中石油已建的油库以外，其他油

库资源匮乏。按照成品油运输150 km（公路距离）合理运

距分析，金华、衢州、总计成品油消费量236万吨的消费大

区尚无可靠的成品油供应渠道。

根据目标市场需求分析，本项目拟按照年周转量

80×104 t/a设计、新建2个500吨级油品码头泊位（水工结构

按照1 000吨级设计）及配套设施，以满足2025年后金华、

衢州地区日益增加的成品油需求。

1　兰江水文条件

兰江为钱塘江中段，由上游衢江和一级支流金华江

在兰溪地区汇合，至建德梅城汇合新安江，在金华市境内

22.78 km，多年平均流量534.80 m3/s。
根据《兰江航道五升四（级）整治改造工程通航特征水

位专题报告》，兰江航道设计通航水位如表1、表2所示[1]。

2　兰江航道现状

兰江航道起自兰溪市城区马公滩，经女埠、洲上、下

埠头至将军岩，往北进入建德市境内，流经三河、大洋至

梅城与新安江汇入富春江，贯通兰溪和建德两市，全长45 
km。兰溪市境内兰江航道起自兰溪市城区马公滩，经女

埠、洲上、下埠头至将军岩，全长22.3 km。其中，下埠头

村下游约700 m处至将军岩航道约4.0 km，为兰溪、建德两

市的界河，其主航道在建德市行政管辖内，航道管理归兰

溪市。建德市管辖兰江航道起自官塘乡将军岩村，流经三

河、大洋至梅城与新安江汇入富春江，航道长22.7 km。

兰江属富春江电站回水范围的库区航道，在兰溪市辖

内原有浅航段4处，分别为黄湓滩、张莫滩、礁石滩、施家

滩，4段浅滩航段总长约8 km，浅滩处航道枯水期水深1.1 
m～1.3 m。1999年起，浙江省港航局逐年投资疏浚上述浅

滩，使水深维持在2.5 m以上，达到Ⅳ级航道标准，常年可

通航500吨级船舶。

兰江4.0 km界河主航道水深在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超

过5 m，航道宽度超过100 m，达到Ⅳ级航道标准。建德市

辖内22.7 km航道基本达到Ⅲ级航道要求。

根据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兰江航道五升四

整治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批复的函》，兰江航道五升四整治

改造工程改造起点为兰江公路大桥，终于将军岩，改造里

程约21.3 km[2]。建设内容为疏浚土方约2.98万m3，建设服务

区和管理站，新建桥梁防撞墩14座，建设助航安全设施、

信息化等配套工程。整治改造后的兰江航道按内河天然和

表1  兰江航道设计最高通航水位表

表2  兰江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表

断面 姚家船闸终点 衢江大桥 横山大桥 三江口 兰溪人行浮桥

水位 28.3 m 28.1 m 27.9 m 27.8 m 27.6 m

断面 黄湓大桥 下埠头 麻车大桥 大洋弯道 梅陈活性炭厂

水位 27.5 m 25.5 m 24.7 m 24.4 m 23.9 m

断面 姚家船闸终点 衢江大桥 横山大桥 三江口 兰溪人行浮桥

水位 22.8 m 22.6 m 22.5 m 22.5 m 22.5 m

断面 黄湓大桥 下埠头 麻车大桥 大洋弯道 梅陈活性炭厂

水位 22.5 m 22.4 m 22.4 m 22.4 m 22.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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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化河流Ⅳ级航道标准改造，底宽≥50 m，水深≥2.7 m，

弯曲半径≥330 m。

3　兰江港口现状及规划

兰溪港口现有码头主要分布在兰江上，规模较小且

分散，没有形成规模作业区。现有码头装卸设施，港口设

备陈旧落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装卸效率不高，港

口吞吐能力差，码头分布散、乱、规模小，经营管理不规

范。与城市布局、环境保护等均不相适应。大多数货主专

用码头是利用自然岸坡，做简单处理而形成的船舶停靠和

货物装卸的简易泊位，无明显的作业区划分，布局分散、

设备简陋、规模小。

《浙江港航统计年鉴》显示，目前，兰溪港共有两个

港区（老港区和女埠港区），现有码头泊位8个，泊位总长

度268 m，泊位年通过能力86万吨[3]。

4　项目成品油中转模式

4.1　近期：通过上海、嘉兴中转的海运+内河水运方

式

成品油管道建成之前，对比上海、嘉兴等地租罐费、

港务费、海运费、内河水运费等综合成本及港口使用效

率，选择一处港口作为江海联运中转港，保障浙西南地区

成品油供应。

4.2　中期：通过新建成品油管道+陆运运输或水运方式

成品油管道建成之后，管输、汽车运输比水运损耗

率低，且自建管道的供应更加稳定，收取的管输费可以增

加管道投资的经济性，为此，运输方式调整为鱼山管输至

绍兴油库，再通过大吨位运油车运输至兰溪油库。如果绍

兴—杭州—湖州成品油管道顺利建成，已经选定位置的绍

兴—杭州—湖州配套德清成品油库也具备内河水运发运条

件，在收取管输费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还将降低。管道建设

的经济性将大幅提高，将根据管输费的标准决定调运方

式。

4.3　远期：通过管道连通至金华兰溪油库的管道运输

方式

如果管道具备互联互通的条件，将根据与中石化协商

的代管输、代仓储费价格情况以及桐庐—兰溪管道路由变

化情况，进一步分析建设管道的可行性与经济性以及政策

形势，决定是否有建设管道的必要。根据成品油储运体系

分阶段建设的计划，本项目先按照近期模式考虑。

5　近期中转模式的经济性对比分析

本项目近期的经济性影响主要取决于上游油品的运输

路径，针对近期规划的海河联运方式，从经济性方面对比

分析。

方案一：鱼山海运至上海，再江海联运至兰溪。鱼

山—上海运输费为35元/吨，上海仓储费为15元/吨，发船费

为5元/吨，上海—兰溪水路运输费为105元/吨，不考虑兰溪

油库仓储费及车运至加油站的费用时，鱼山—兰溪总运输

费为160元/吨。

方案二：鱼山海运至嘉兴，再江海联运至兰溪。鱼

山—嘉兴运输费为30元/吨，嘉兴仓储费为20元/吨（含发船

费），码头港务费为25元/吨，嘉兴—兰溪水路运输费为95

元/吨，不考虑兰溪油库仓储费及车运至加油站的费用时，

鱼山—兰溪总运输费为170元/吨。

对比分析可知，方案一运输费相对较低，经济性更

高。因此，本项目考虑采用方案一作为本项目近期的油品

调运路径[4]。

6　油品调运路径条件分析

方案一的油品的调入具体路径为：鱼山海运至上海转

内河水运，途经黄浦江—杭申线—京杭运河—三堡船闸—

钱塘江—富春江—富春江船闸—兰江—本项目油库码头。

6.1　航道条件

该调运路径途经的主要航道有黄浦江、杭申线、京杭运

河、钱塘江、富春江、兰江。目前，黄浦江为三级航道，杭

申线、京杭运河、钱塘江、富春江、兰江均为四级航道，拥

有成熟的航运条件，满足成品油水运需求。同时，多段航道

正在实施等级提升工程，完善成品油水运条件[5]。

杭申线（嘉兴段）三级航道改造工程于2019年9月获

批，2021年12月22日，工程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在嘉兴市委

政法委取得备案文书，工程前期工作得到稳步推进。该工

程自桐乡（余杭博陆）起，途经桐乡、嘉兴、嘉善，止于

红旗塘沪浙交界。

航道建设里程91.65 km，按内河限制性三级标准建设，

工程内容包括新建护岸13.2 km、加固护岸142.35 km、土方开

挖682.4万m3、改建桥梁18座、拆除老桥3座、新建服务区3处

以及航道沿线绿化景观、信息化、航标工程等，改造工程完

成后将进一步改善杭申线（嘉兴段）的通航条件。

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于2016年12月30日

开工，其中“四改三”（即原有的四级航道改造成三级航

道）段已于2020年完工；二通道新开挖段（含八堡船闸）

2021年年底主体工程建成，预计2022年实现通航。该整治

工程完成后，货船将改走二通道经八堡船闸进入钱塘江，

通航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根据《浙江省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2021—2050

年）》（报批稿），钱塘江（含富春江、兰江、衢江、常

山江等）全长327 km，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规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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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技术等级为三级。目前，钱塘江三级航道整治工程

杭州段、金华段、衢州段前期工作也已于2021年下半年陆

续启动，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航道拓宽及疏浚、桥梁改造

及防撞工程、锚地及服务区工程、智慧航道及船闸智慧化

改造工程、航标工程及配套工程等，改造工程完成后将进

一步改善钱塘江、富春江、兰江的通航条件。

6.2　船闸通行条件

该调运路径途经船闸包括三堡船闸、八堡船闸、富春

江船闸。

三堡船闸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起点，也是京杭大运河

与钱塘江沟通的枢纽。三堡船闸为双线船闸，一线为300吨

级船闸、二线为500吨级船闸，年设计通过能力1 500万吨，

但实际货运量远超其设计年通过能力。随着杭州水运的发

展，三堡船闸通过能力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船舶过闸需

求，未来将由八堡船闸延续“黄金水道”枢纽的使命。

八堡船闸新建1 000吨级双线船闸一座，年单向过闸货

运量通过能力为4 200万吨。八堡船闸段关键节点——双线

船闸闸室主体结构于2021年底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闸室

主体结构已具备通水条件，预计2022年6月将建成通航，建

成后将大大改善京杭大运河通航能力。

改建后的富春江船闸于2019年4月23日进入正式运行阶

段，最多可同时容纳10至12艘、500吨级～1 000吨级的船舶

同时过闸，每年吞吐能力近期可达2 500万吨、远期可达3 
200万吨。据统计，2018年12月10日杭州富春江船闸年过闸

量首次突破1 000万吨，与设计的通过能力相比仍留有巨大

的余量。

6.3　港口吞吐能力

根据《金华兰溪港总体规划（2006～2020）》，金华

兰溪港是浙江省规划的内河七个主要港口之一，近中期为

浙中西地区大宗物资的中转枢纽港、能源集散地、港口贸

易市场及物流中心。规划期间将形成“一港五区”，即金

华兰溪港与老港区、方下店港区、女埠港区、洲上港区、

衢江港区。2006年～2020年，全港将增泊位75个，形成货

物吞吐能力1 390万吨/年（其中集装箱吞吐能力6万TEU/
年），旅客吞吐能力20万人次/年。

兰溪港区实际建设情况较规划有不小的滞后。据统计

2018年1月～9月，进出兰溪港船舶8 738艘次，港口吞吐量为

208万吨，与金华兰溪港总体规划的吞吐能力相比存在较大

差距。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说明兰溪港区仍留有很大的吞吐

能力余量，完全可以满足本项目新增的成品油周转量。

6.4　成品油运输管理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八条规

定：“禁止通过内河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

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其他内河水域

禁止运输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

其他危险化学品。”而《内河禁运危险化学品目录（2019

版）》规定，汽油、柴油不是《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所述的禁止

通过内河水域运输的危险化学品[5]。

根据杭州市交通运输局下发的《关于印发〈杭州航

区船舶优先过闸操作规程〉的通知》，汽柴油运输船舶可

申请优先过闸。该通知规定：“按照‘保障民生、确保重

点’的原则，对运输粮食、汽柴油、发电用煤、鲜活产品

等重点物资的船舶，在重点物资出现库存不足时，可申

请优先过闸。”该通知的实施范围为“杭州航区内三堡船

闸、新坝船闸、富春江船闸、江边船闸等船闸”[6]。

7　结语

综上所述，从成品油中转模式及经济性分析、水运转

运路径选择、航道条件、船闸通过条件、兰溪港吞吐能力

以及成品油船舶运输管理等多方面分析、论证，均表明兰

溪港有着良好的成品油水运条件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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