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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航行安全信息以及有关联络单位一览表】

＊　　在伊势湾内，为了确保船舶航行安全，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伊良湖

水道航路进行交通管制，以及根据《港则法》的规定，对在名古屋港（东航路、西航路

及北航路）和四日市港（第一航路）设定的航道进行交通管制。

    　　利用伊势湾以及名古屋港及四日市港的船舶必须遵守其交通管制，还必须掌握本册子

所记载的安全信息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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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NM

伊势湾

三河湾

四日市港

名古屋港

衣浦港

三河港

津港

松阪港

吃水14米以上的船舶
LNG船

吃水不满14米的船舶
（从西方或南方驶入）

吃水不满14米的船舶
（从东方驶入）

引航区边界线

大山

石镜

铠埼

衣浦

三河蒲郡水域

三河丰桥·田原水域
津

松阪

伊势湾海上泊位
昭和四日市
石油海上泊位

科斯莫石油海上泊位

停靠伊势湾海上泊位的船舶

驶入四日市港
第1、2、3航路的船舶

驶入名古屋港
的巨大船

 

 

伊势湾第一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二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三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四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五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六号灯浮标

引航员登船

　 

 

 

　　为了确保伊势湾的船舶交通安全，总吨位500吨以上的船舶
须按第四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长指导的下列航行方法航行。
　１　　船舶在名古屋港和伊良湖水道之间向南或者向北航行

时，必须将伊势湾第四号、第五号及第六号的各个灯浮
标置于本船左舷驶过。

　２　　船舶在四日市港和伊良湖水道之间向南或者向北航行
时，必须将伊势湾第四号、第五号及第六号的各个灯浮
标置于本船左舷驶过。

驶入名古屋港的一般船

停靠昭和四日市海上泊位
及四日市科斯莫海上泊位
的船舶

（《引航法》〔强制引航区〕）
　　总吨位1万吨以上的船舶必须聘请引航员引航。
（航行安全指导（第四管区海上保安本部））
　　下列船舶必须聘请引航员引航。
　　① 外国籍船舶
　　② 长度130米以上且属于危险物装载船的日本籍船舶

引航员登船地点

向北
航行船

向南
航行船

指导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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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航行安全信息以及有关联络单位一览表】

＊　　在伊势湾内，为了确保船舶航行安全，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伊良湖

水道航路进行交通管制，以及根据《港则法》的规定，对在名古屋港（东航路、西航路

及北航路）和四日市港（第一航路）设定的航道进行交通管制。

    　　利用伊势湾以及名古屋港及四日市港的船舶必须遵守其交通管制，还必须掌握本册子

所记载的安全信息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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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２代Ｓ ２代Ｐ

汽笛鸣笛地点
（夜間）

在伊良湖水道航路出入口附近海域设定的指定航线
１．沿着伊良湖水道航路向南航行的船舶必须
·在ａ线的西侧航行。
·横穿ｃ线航行。  
２．驶出伊良湖水道航路向南航行的船舶必须
·在ｂ线的西侧航行。
·横穿ｄ线航行。
３．沿着伊良湖水道航路向北航行的船舶必须 
·在ｂ线的东侧航行。
·横穿ｅ线航行。
４．驶出伊良湖水道航路向北航行的船舶必须
·在ａ线的东侧航行。 
·横穿ｆ线航行。
５．指定航线的详情可参照《本州南·东岸水路志第101号》。

日间贺岛

１要驶入伊良湖水道航路向
　南航行的船舶采取的航线

２驶出伊良湖水道航路向
　南航行的船舶采取的航线

３要驶入伊良湖水道航路向
　北航行的船舶采取的航线

４驶出伊良湖水道航路向
　北航行的船舶采取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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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良湖水道航路及其附近海域的航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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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CC

LNG船

自主设定的航行限制航线

VLCC采取的航线

驶向四日市港或其附近锚地的LNG船采取的航线

总吨位500吨以上的船舶采取的航线

5 NM 10 NM

0 Km 10 Km 20 Km

0 NM

四日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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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伊势湾海域当事人之间规定的协定

　３. １ 在伊势湾自主设定的航行限制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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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在伊势湾北部海域自主设定的锚泊限制区域

 

Ｎ

N-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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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①

Y-②

Y-⑥

Y-⑦

Y-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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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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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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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勢湾第五号灯浮標

3E
3W

AB(1)

AB(2)

5 NM

0 Km 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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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m

　 
　 

　 

 

锚泊限制区域

原油船等停泊的专用锚地

危险物装载船停泊的专用锚地（总吨位1600吨以上的易燃性危险物装载船）

等待进入四日市港的大型油船等停泊的专用锚地

3E 

3W

被指定为总吨位不满3000吨或载重吨位不满5000吨的危险物装
载船及各种类型船舶的专用锚地

被指定为总吨位不满1000吨的危险物装载船及各种类型船舶的
专用锚地

伊势湾第六号灯浮标

伊势湾海上泊位

昭和四日市
海上泊位

名古屋港东航路
第二号灯标

名古屋港西航路
第四号灯标

总吨位1000吨以下的
船舶专用的锚地

检疫錨地

四日市港第三航路
冲灯浮标

四日市港第三航路
第二号灯标

四日市港第三航路
第一号灯标

科斯莫
海上泊位

伊勢湾灯标

I   锚泊限制区域等

　（1）在名古屋港的锚泊限制区域

　　　所有的船舶不应该在下列所示的区域内进行锚泊。

　　　　　（图中记号）　N- ①　N- ②

　（2）在四日市港的锚泊限制区域　

　　　所有的船舶不应该在下列所示的区域内进行锚泊。

　　　　　（图中记号）　Y- ① 　Y- ② 　Y- ③ 　Y- ④　 Y- ⑤ 　Y- ⑥ 　Y- ⑦

Ⅱ　被指定为在名古屋港及四日市港的危险物装载船等停泊的专用锚地

　　总吨位 1600 吨以上的易燃性危险物装载船在名古屋港（AB（1），AB（2））锚泊时，应该事前

向名古屋海上保安部提出《停泊申请书》，得到锚泊指定。

　　大型油船等在四日市港（A，B，C，D，E，F）锚泊时，应该事前向四日市港长提出《指定停

泊位置申请书》，得到锚泊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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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在中山水道开发保全航路内自主设定的锚泊限制区域

【锚泊限制区域】

　　中山水道开发保全航路以及在其航路东侧出入口与《海上交通安全法》适用海域边界线之间的宽度为

700 米的海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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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m 10 Km 2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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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浦港

西幡豆渔港

三谷渔港

三河湾

伊势湾第二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三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四号灯浮标

伊势湾海上交通中心

立马埼灯塔

佐久岛

筱岛

TOHNO濑灯标

濑木寄濑东方灯标

伊势湾冲之濑灯浮标

② 伊良湖水道航路第二号灯浮标
① 伊良湖水道航路第一号灯浮标

神岛
③ 伊良湖水道航路第三号灯浮标

答志岛

①

②

③

Ａ

Ｂ

Ｃ

Ｄ

Ａ 中山水道开发保全航路第一号灯浮标
Ｂ 中山水道开发保全航路第二号灯浮标
Ｃ 中山水道开发保全航路第三号灯浮标
Ｄ 中山水道开发保全航路第四号灯浮标

④
⑤

⑥

④ 丸山出灯浮标
⑤ Kozukami礁灯浮标
⑥ 朝日礁灯浮标

日间贺岛

知多半岛

中
山
水
道

师
崎
水
道

菅岛

渥美半岛

野岛

中山水道开发保全航路

锚
泊
限
制
区
域

 



西幡豆渔港

三谷渔港

中
山
水
道

三河湾

注意：很多渔船从事
潜水渔业活动！

伊势湾第二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三号灯浮标

伊势湾第四号灯浮标
驶向湾外：0400-0600
驶向渔港：1600-1900

渔船采取的主要航线

一般船舶采取的主要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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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势湾海上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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濑木寄濑东方灯标

伊势湾冲之濑灯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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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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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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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渔船和游船！

注意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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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三河湾附近海域渔业活动情况

　　从伊良湖水道到中山水道的海域一年到头有很多渔船从事捕鱼活动。拖网渔船采取的航线与进出三河港

的一般船舶采取的航线形成交叉情况。

　　另外，从野岛到立马埼的沿岸海域一年到头有很多渔船从事潜水渔业活动，从事其活动的小型渔船一般

在桅杆上挂国际信号旗“A旗”而锚泊。

　　船舶在上述海域航行时，一定要注意上述渔船。



木场金冈码头 潮见码头

金城码头

飞岛码头

弥富町

弥富码头
木曽岬干拓地

锅田码头

东海元滨码头

高潮防波堤西信号所

北航路

西航路 高潮防波堤东信号所

北滨码头总吨位1000吨以下
的船舶专用的锚地

总吨位1600吨以上的
易燃性危险物装载船专用
的锚地（AB（1）及AB（2））

2B

4B

3B

AB（1）

AB（2）

限制锚泊等区域
（2B、3B、4B及5B）5B

检疫锚地

东航路 南滨码头

南５区

知多市

锚泊限制区域

锚泊限制区域

名古屋港东航路
第二号灯标

伊势湾第六号灯浮标

N-②

N-①

伊勢湾海上泊位
常滑市

500m 0m 1000 2000 3000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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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各港自主采取的航行限制等
４. １名古屋港

①锚泊及锚泊限制区域

　　为了防止易燃性危险物装载船发生事故，根据港长公告，在名古屋港下图所示的 2B、3B、4B 及 5B 区

域采取限制锚泊或停留的措施。

②名古屋港西航路对船舶长度采取的限制措施（自主运用）

　　在名古屋港西航路，根据名古屋港海事界有关人士的审议，对长度超过 233 米的船舶自主采取禁止航行

的措施。

　　但，长度不满 300 米的集装箱船利用锅田码头时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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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 0m 1000 3000m2000

三重郡川越町

富双地区

四日市市

霞浦地区

大协町

盐浜町 石原町

楠町

矶津

铃鹿市

检疫錨地

N

伊勢湾シーバース

四日市
防波堤信号所

四日市信号所

午起航路

第一航路

第二航路

东防波堤

第二航路私设信号塔

第三航路

第三航路私设信号塔

第二航路自主航行调整信号（私设信号）

第三航路自主航行调整信号（私设信号）

　　船舶在驶入或驶出四日市港第三航路时，应该顾
及下列所示的信号航行。另外，总吨位500吨以上的
船舶为了避免在第三航路内与大型船舶构成对遇局
面，应该对自船的航行进行调整（大型船舶是指总吨
位20000吨以上的船舶。）。

　　船舶在驶入或驶出四日市港第二航路时，应该顾
及下列所示的信号航行。另外，总吨位500吨以上的
船舶为了避免在第二航路内与大型船舶构成对遇局
面，应该对自船的航行进行调整（大型船舶是指总吨
位3000吨以上的船舶。）。

※　在第二航路航行的大型船舶：总吨位3000吨以上的船舶
　  在第三航路航行的大型船舶：总吨位20000吨以上的船舶

信号显示地点

第三航路私设信号塔
（霞浦地区东北角地）

信号的种类·显示方法

自主

入航

信号

川越

出航

信号

霞浦

出航

信号

４秒

每4秒白色光闪2次

每4秒红色光闪2次

每4秒红色光闪3次

４秒

４秒

信号含义

大型船舶沿着第三航路驶入港口

大型船舶从E-1码头离泊之后沿着
第三航路驶出港口

大型船舶沿着第三航路驶出港口

总吨位500吨以上
的船舶

为了避免在航道内
构成对于局面，对
自船驶出港口进行
调整

为了避免在航道内
构成对于局面，对
自船驶入港口进行
调整

为了避免在航道内
构成对于局面，对
自船驶入港口进行
调整

总吨位不满
500吨的船舶

可以驶入或
驶出港口

总吨位500吨以上
的船舶

为了避免在航道内
构成对于局面，对
自船驶出港口进行
调整

总吨位不满
500吨的船舶

可以驶入或
驶出港口

为了避免在航道内
构成对于局面，对
自船驶入或驶出港
口进行调整

可以驶入或
驶出港口

为了避免在航道内
构成对于局面，对
自船驶入港口进行
调整

可以驶入或
驶出港口

可以驶入或
驶出港口

可以驶入或
驶出港口

信号显示地点

第二航路私设信号塔
（霞浦地区东南角地）

６秒

每6秒蓝色光闪1次

６秒

每6秒红色光闪2次

６秒

每6秒红色光闪1次

大型船舶沿着第二航路驶入港口

大型船舶从K-9码头离泊之后正
在掉头中

大型船舶沿着第二航路驶出港口

信号的种类·显示方法 信号含义

自主

入航

信号

自主

掉头

中信

号 

自主

出航

中信

号

４. ２ 四日市港

　　在第二航路及第三航路，为了避免在航道内与“大型船舶※”构成对遇局面，对总吨位 500 吨以上

船舶的航行进行调整。总吨位 500 吨以上的船舶应该根据“私设信号塔”所显示的闪光信号采取相应的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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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 0m
1000

3000m
2000

N

一色港

河和港

一色港冲灯浮标

矢作川口冲灯浮标

衣浦港口灯浮 检疫錨地

Ｅ-③

Ｅ-④

Ｅ-②

Ｅ-⑥

Ｅ-⑦

Ｅ-⑤

Ｅ-⑧

Ｅ-①

Ａ

Ｂ

Ｃ

Ｄ

Ｗ-①

Ｗ-②

Ｗ-③

Ｗ-④

Ｗ-⑤

Ｗ-⑥

西防波堤

衣浦港
东防波堤西灯塔

2号地３号地

１号地

平坂地区

一色地区

4号地

9号地

７号地

武丰北码头

武丰町

衣浦港

34
0

160

防波堤外錨地 其１
　总吨位不满3000吨的船舶方可使用的锚地
 （半径200m）E-①～⑧

防波堤外锚地 其2
　总吨位3000吨以上且不满10000吨的船舶方可使用的锚地
 （半径300m）w－①～⑥

防波堤外錨地 其３
　总吨位10000吨以上的船舶方可使用的锚地
 （半径400m）A~D

锚泊限制区域

知多湾港外自主限制锚地及锚泊限制区域图

４. ３ 衣浦港

　　防波堤外锚地及锚泊限制区域的运用正在衣浦港的代理商以及入国管理事务所、检疫事务所及海上保安

署的共同协力下自主进行。

　　船舶在衣浦港需要根据下图所示的《知多湾港外自主限制锚地及锚泊限制区域图》锚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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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御津町御幸滨

御津町佐胁滨

丰川市

形原渔港

自主限制区域

入航通报线
（A线）

桥田鼻灯塔

田原市

御前崎

神野西码头

丰田田原码头

明海码头

姫岛

白滨

神野东码头

船渡码头

田原湾

丰桥市

500m 0m 1000 3000m2000

下面所示的船舶在三河港航行时应该遵守下列事项航行。

① 适用本事项的船舶（以下简称“对象船舶”。）：

　长度100米以上的船舶（只限于进出丰桥航路的船舶）

② 自主限制事项：

　（a）对象船舶在自主限制区域内不应该与其他对象船舶构成对遇及追越局面。

　（b）对象船舶在自主限制区域内有可能与其他对象船舶构成对遇局面时，应该

　　　 给驶出港口的船舶让路。

　　对象船舶在下列所示的时机应该通过VHF无线电向“Mikawawan port 
radio 2”听取确认其他对象船舶的动向，与此同时，还应该遵守上述自主
限制事项。
    　① 驶入港口的对象船舶：到达入航通报线的时机；但，该船在锚泊的
话，开航时就可以。
    　② 驶出港口的对象船舶：离泊的时机。

蒲郡市
蒲郡码头

三谷渔港

大島

４. ４ 三河港

　　下面所示的船舶在三河港航行时应该遵守下列事项航行。

　　① 适用本事项的船舶（以下简称“对象船舶”。）：

　　　长度 100 米以上的船舶（只限于进出丰桥航路的船舶）

　　② 自主限制事项：

　　（a）对象船舶在自主限制区域内不应该与其他对象船舶构成对遇及追越局面。

　　（b）对象船舶在自主限制区域内有可能与其他对象船舶构成对遇局面时，应该给驶出港口的船舶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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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航行安全信息以及有关联络单位一览表】

1.  在伊势湾内所在的海岸电台（要保持守听VHF（CH16））

呼叫频道

伊良湖水道航路
航路报告及其变更报告
航道航行报告
船位报告

船位报告
提供伊良湖水道航路周
边的助航信息等

CH13 船位报告
提供名古屋港周边的助
航信息等

CH14
CH22

CH12
CH20

CH11
CH12

CH11
CH12

伊势三河湾引航站 Yirago Pilot CH16 CH68 伊良湖水道起至60 海里处

CH16

有关引航业务的通信
0000-
2400

0000-
2400

0000-
2400

0000-
2400

0000-
2400

0000-
2400

0000-
2400

0000-
2400

Nagoya Hoan

岸台名称 呼号 服务覆盖范围 工作时间 联系内容

三河港

Nagoya Port Radio

Yokkaichi Port Radio

Yisewan MARTIS

Nagoya Harbor Radar 伊势湾内海域

伊良湖水道起至60 海里处

CH16

伊良湖水道

伊势湾海上交通中心

名古屋港海上交通中心

名古屋港

四日市港

衣浦港 Mikawawan Port Radio

Mikawawan Port Radio II

有关港口业务的通信

有关港口业务的通信

有关港口业务的通信

有关港口业务的通信

伊良湖水道起至60 海里处

驶过伊良湖水道之后的三河
湾内海域

伊良湖水道起至60 海里处

伊良湖水道起至60 海里处

伊良湖水道起至60 海里处CH16 CH12

CH16

CH16

CH16

CH11
CH12

CH16

2.  提供助航信息的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名古屋海上保安部MICS　

四日市海上保安部MICS

伊勢湾海上交通中心

名古屋港海上交通中心

http://www6.kaiho.mlit.go.jp/04kanku/nagoya/

http://www6.kaiho.mlit.go.jp/04kanku/yokkaichi/

http://www6.kaiho.mlit.go.jp/isewan/index.htm

http://www6.kaiho.mlit.go.jp/nagoyako/index.htm

通话频道

CH13
CH14
CH22

网址

网址

网址

网址

港名

名古屋 港

四日市 港

衣　浦　港

三　河　港

港长

名古屋港长

四日市港长

衣浦港长

三河港长

负责单位

名古屋海上保安部

四日市海上保安部

衣浦海上保安署

三河海上保安署

电话号码

052-661-1615

059-357-1741

0569-22-4999

0532-3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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