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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水域内供船舶及排、筏航行的线路。航道是水运的基础设施，可分为天然航道和人工航

道（运河）航道工程开拓航道和改善航道航行条件的工程。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航道疏浚 

② 航道整治 ，如山区航道整治 、 平原航道整治 、 河口航道整治 ③ 渠化工程 及其他 通航建

筑物 ； ④径流调节，利用在浅滩上游建造的水库调节 流量 ,以满足水库下游航道水深的要求

⑤绞滩 ⑥开挖运河。 在河流上兴建航道工程时，应统筹兼顾航运与防洪、灌溉、水力发电等

方面的利益,进行综合治理与开发,以谋求国民经济的最大效益。在选定航道工程措施时，应根

据河流的自然特点，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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