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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船舶断裂沉没事故
作者:严春生  来源:中国水运杂志  日期:2008年03月21日  点击:

    近年来，伴随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进入鄱阳湖和赣江从事砂石运输船舶急剧增多，据统计，日

均进出鄱阳湖区的运输船舶达1040艘。船舶流量的迅速增长，给水上交通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船舶

事故呈多发趋势，尤其是船舶断裂沉没事故接连发生，造成了巨额经济财产损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

了不良影响。 

断裂沉没事故触目惊心 

    鄱阳湖区和赣江今年以来就发生了多起船舶断裂沉没事故。 

    10月7日7时许，安徽芜湖籍“金旺688”货船在鄱阳湖都昌县装载河砂， 10时许载砂完毕，在将

要离档时船体中部断裂沉没，船上2名船员落水失踪。 

    7月21日下午4时,安徽安庆籍运砂船“健鸿号”在鄱阳湖永修县装载黄砂,在装至约2/3时,突遇雷

雨风暴,船舶搁浅断裂沉没。 

    7月12日0时许,江苏泰州籍运砂船“信诚机3688”在鄱阳湖永修县装砂即将装满，调正船舶吃水

时，突然断裂沉没，无人员伤亡。 

    6月30日晚11时，安徽巢湖籍船舶“皖和县货2365”在赣江西支樵舍水域装载黄砂时突然断裂沉

没，船上7人落水，4人获救，3人失踪。 

    6月15日晚7时，江苏泰州籍运砂船“泰长鑫0916”在鄱阳湖永修县装载完黄砂后，倒档离开时突

然断裂沉没，船上4人落水，其中3人获救。 

    5月31日晚10时，安徽芜湖籍运砂船“腾飞0128”在鄱阳湖湖口县装载黄砂完掉头离泊时，船体中

部断裂后沉没，船上4人被渔船救起，无人员伤亡。 

    5月30日下午5时20分，安徽芜湖籍运砂船“银华夏687轮”在鄱阳湖湖口县装载黄砂完掉头离泊约

300米时，船体中部断裂后沉没，船上4人被渔船救起，无人员伤亡。 

为何发生断裂沉没事故 

    上述断裂沉没事故船舶并非老旧运输船，这些船舶自建造完工到发生事故，船舶投入营运时间都

不长。船龄最长的“皖和县货2365号” 6年半，船龄最短的“健鸿号”船才10来天。这些船舶为何在

短期内即发生断裂沉没事故？经对事故船舶勘验、查证、分析和计算证实，这些事故有的是低劣的造

船质量引发的，特别是焊接质量和非船用材料的使用是造成船舶断裂沉没的直接原因，但有些也是由

于船舶装载不当致载荷集中，严重超载导致的。 

强化管理  避免悲剧重演 

    1.确定企业、船东安全责任主体地位 

    航运企业、船东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加强对船员业务技能和素质培训，提高船员的安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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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安全工作细致化、具体化，教育船员要严格遵守各项

港航法规和安全规章及操作规程，杜绝违章超载和冒险航行。制订应急预案，以便有效应对各类突发

性事件，确保运输安全和有序。 

    2.切实把好资质准入关 

    对于投资从事水上运输经营的，港航运输管理部门要把好准入关，要其取得相应的经营资质，配

备合格的从业人员，并在核定的经营资质范围内从事运输经营活动。要劝导从业者不要贪图价廉购

买、租赁、使用低质量船舶从事运输。建议在购买或租赁船舶前，向当地海事部门进行技术咨询，避

免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引导个体经营者联合组建公司，提高经营和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不符合经营资质条件的，应责令停运。要大力推行标准化船型，优化运力结构，提高运输安全和服

务质量。 

    3.把好船舶设计单位和船厂资质关 

    船舶工业行业管理部门要根据船舶工业发展规划，设立和把好造船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把好船舶

设计单位和修造船厂资质关。整合中小型船厂资源，向规范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有效遏制非法

违规造船行为，指导企业改造升级设备设施，改进造船工艺技术，提高质量管理水平，把好船舶源头

关。 

    全国低质量船舶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低质量船舶问题不可能彻底根绝，要研究建立水上

交通安全信息通报及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做好船舶“造、检、航”全过程安全管理。 

    4.把好船舶检验“发证”关 

    船检机构要遵循“一检、二帮、三把关”的原则，加强对新建船舶检验的质量监督和管理，强化

审图、现场检验和审核等环节的过程控制，切实按法定要求把好船舶建造检验质量关的源头。落实跟

踪检验制度，发现隐患，要求船厂和船主限期整改，对辖区内修造船厂家在提出造船质量要求的同

时，船检人员要提前介入，制止不合理的变更要求。在船舶建造检验开工前须检查核实造船厂的生产

条件、设施、质量控制制度等，确保造船厂具有生产所申请建造的船舶的能力。此外，船检机构还要

从源头上杜绝先造船再买船舶图纸的行为。对于建造竣工而未提供完工图纸的船舶，验船师不得签发

船舶检验证书。 

    为了避免变更船舶检验机构船舶一旦发生船体断裂等质量事故，转入地和转出地的船检机构为责

任不清而互相推诿的行为，本着“谁检验、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根据《国内航行船舶变更船舶

检验机构管理规定》规定，转入船检机构应在签发船检证书前，对船舶实施初次检验。如果转入和转

出船检机构间签订过船检质量互认协议的，转入地船检机构应结合船舶实际状况对其实施附加检验，

确保船舶及其设备适用。如果转入船检机构发现转入船舶不符合要求，可拒绝船舶转入，转出船检机

构应接受船东的重新检验申请，在重新检验完毕前，原船检证书自动失效。 

    各船检机构不得承担超过其实际业务能力的审图和检验业务，按设计及检验要求，对需要限制装

载货种的船舶要在适航证书记事栏中明确签注，在签发船舶载重线证书前应确认船舶配备了经船舶检

验机构审批的《装载手段》，要严格认真地执行有关船舶检验的法规、规范、规程以及相关的管理规

定，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船舶不得签发证书。 

    5.切实加强监管，跟踪隐患整改 

    海事机构要创新海事安全监管和公共服务体制，实行和完善船舶诚信管理机制。对确认因违章航

行或因修造质量、船检质量而引发水上交通事故的航运企业，船舶修造企业和船检机构建立“黑名

单”制度，严格船检机构资质认可工作，增强海事机构的行政执行力和公信力。建立快速高效的应急

反应和安全防控体系，提高事故预防、人命救助和事故调处能力，同时加强宣传，积极引导个体船户

走公司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推广使用标准船型，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御风险的应对能力，

促进内河航运发展。 

    海事部门要协助、配合水利、国土资源部门从源头上把好采运砂船舶准入关，督促地方政府和水

利、港航等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河道采砂规划的审批、采砂船舶持有采砂许可证施工作业及停

泊在指定区域、采砂船舶为运砂船舶安全配载等方面落实监管责任，对管理混乱的要及时向当地政府

和有关管理部门书面提出安全建议书或抄告单，确保违章行为得到及时查处。 

    采运砂船舶违章作业、严重超载、装载不当、违章运输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各级海事机

构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督检查力度，要以打击采运砂船舶违法违章行为为



重点，对发现的不安全因素要及时进行查处。要进一步加强船舶安全检查力度，重点查验船舶技术状

况和船员的实际操作能力，督促落实船舶所有人、船长的安全生产责任，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

患，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责令其整改，并跟踪隐患整改过程，加强后续监督检查，确保整改措施到

位。对存在重大缺陷，严重威胁航行安全的船舶视情采取停航或滞留的强制措施，不满足安全航行条

件的不予放行，对确不具备安全航行条件又无法整改的船舶依法取缔其航行资格。 

    要切实加强船舶进出港签证管理，积极开展打击假冒签证、严重超载和大船小证的专项整治行

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对每艘办理签证的船舶要按规定进行登记记

载，对严重超载船舶在未卸载至装载规定前，不得签证放行；要严格实行签证人员负责制，本着谁签

证谁负责的原则，对违反规定办理签证并产生不良后果的海事签证人员，应严肃追究责任。 

    各级海事机构要切实加强采砂区域的通航秩序管理，加强现场巡航的频次，重点整治采砂区域的

通航环境和通航秩序，要主动配合航道部门打击采砂船占据航道施工作业、乱采滥挖，运砂船超载运

输的违法行为，保持通航水域安全畅通。辖区内采砂船违规作业影响通航环境和通航秩序的安全隐

患，如果不在海事监管职责范围内或仅靠海事部门无法督促整改的，要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地方政府

和相关部门，必要时请新闻媒体给予曝光，促进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消除通航安全隐

患。 

    要加大海事安全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广播、电视、报纸、墙报、展台、宣传版画等各

种形式，船舶进出港签证、现场安全检查、事故调查等各种工作时机，大力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宣传和

技术咨询。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要切实加强采、运砂船舶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认真规范履行

事故调查处理法定职责。事故发生地和船籍港海事机构要加强沟通、协调、配合，查明事故原因，判

明事故责任，以责论处。总结事故经验、落实安全管理建议，并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对采运砂船舶的

管理，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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