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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船舶污染管理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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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1988年-2007年20年间，长江海事局辖区共发生重大船舶污染事故125件，直接入江的污

染量2882吨。其中油类污染事故18件，溢油1473.7吨；化学品污染事故7件，泄漏化学品量1408.3吨。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水路运输量不断增加，船舶在水路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带来许

多新问题，如运输市场混乱、水域污染日益严重，发生污染事故时对水域环境带来污染和破坏，特别

是大量油品及化学品等泄漏时，直接影响到两岸人民饮用水安全，甚至对水域环境带来灾难性影响。 

    近年来，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长江海事局辖区重大船舶污染事故逐渐减少，特别是近3年未发生

一起重大船舶污染事故。但船舶污染事故风险仍然存在，因此掌握船舶污染管理现状，针对管理上的

薄弱环节，进一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显得十分重要。 

内河船舶污染的现状及特点 

    内河船舶对水域环境的污染途径较多，按污染物的种类划分，主要有：油污染、生活污水污染、

垃圾污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噪声污染和烟尘污染。 

    油污染是目前内河船舶污染防治工作最突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机动船舶可能是对水域污染的污

染源，即使安装了油水分离器也不例外，只是污染的程度不同而已。船舶油污染的来源主要有：船舶

发生事故而导致的货油、燃油及润滑油的泄漏，装卸油时因操作不当而引起油品溢漏，以及船舶营运

时产生的洗舱水、压载水、机舱污水和残油。据统计，约有92%的溢油事件属于操作性事故造成，大多

发生在船舶装卸作业时，发生意外事故的仅占8%，所有漏油事件中漏油量小于1吨 的占95%。 

    生活污水是目前内河上最大的污染源，污染物以有机污染为主。内河上航行的船舶中绝大部分未

安装污水处理设备，因而船舶生活污水污染防治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长江流域内的4亿人每天都要产

生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就排入长江水体，使城市近岸水域普遍受到较严重的污

染，其中总汞、总磷、总铅、总大肠菌群等项目超标，使水质和水生生态环境已受到较大影响。 

    船舶垃圾是指船舶营运时产生的生活垃圾、运行垃圾和扫舱垃圾，其中最主要的是生活垃圾。生

活垃圾主要是船舶在营运过程中由船员、旅客在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一般由罐头盒、一次性餐

具、废纸、塑料袋、塑料瓶以及食物残渣等组成。其中，除了食物残渣以外，其它的生活垃圾基本上

很难通过水体自行降解，严重影响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有毒液体物质污染。三峡成库后，库区水域富营养化是目前库区居民最为担心的问题。如： 2000

年6月，衡山机0018轮在城陵矶长江水域翻覆，造成45吨剧毒农药甲胺磷入水严重污染长江水域，引起

了附近居民的恐慌，影响沿岸取水口的取水。 

    船舶噪声产生的不同可分为两种，即船舶机器噪声和船舶噪声。由于长期处于船舶机器噪声严重

超标的工作环境中，内河绝大部分船舶机舱工作人员的听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船舶声号对环境影

响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因声音大而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万籁俱静的夜间，船舶靠离码头

而鸣放的声号对沿江居民的休息产生严重干扰。 

    烟尘污染是指船舶在航行过程中排放的尾气及作业过程产生的灰尘进入大气中，造成周边一定范

围内大气质量降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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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防污染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保工作的日益重视，内河船舶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仍存在

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船舶防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真正适用于内河的法规不多，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均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只有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实施细则，

但它涉及面较广，就海事管理而言，其操作性较差。 

    防污设施配备不足。其一，港口接收设施不完善，致使污染物无处回收；其二，在水域内开展的

拆船作业极不规范，存在着监控的盲点；其三，码头、港口的防污设备缺乏，大部分油码头仅配了接

油盘和棉纱，围油栏、吸油毡、收油机等设备在内河较少应用。 

    船员及船公司环保意识有待提高。虽然大部分船舶均已按规定配备了防污设施和防污文书，但其

使用情况和保养情况不佳。部分船员随意投弃、排放污染物，造成水域污染；大部分的船舶防污设备

缺乏正常有效的维护保养；还有少数船舶直接将舱底水排放入江。 

    危险品船舶适航、适装性较差。目前长江海事局登记的散装液货危险品船舶中，三等以下的小型

危险品船舶有575艘，占71%，船龄超过20年的老旧危险品船有148艘，占19%。这些船舶大多安全与防

污染性能较差，船员操作技能不强，安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安全与防污染隐患较为突出，事故和险

情较多，是辖区内船舶污染事故的主要风险。 

    海事部门的监管手段较为落后。其主要体现在：一是缺乏全面而详尽的防污应急计划，长江沿线

各海事局虽都有污染应急预案，但总体来讲还不完善；二是缺乏先进的监测手段，目前长江沿线开展

较多的污染执法监测项目是油污水，对于其它的项目开展得较少，污染信息的获得也只能靠巡航发现

及群众的举报；三是缺乏专业的应急队伍，由于港多线长，很多港口都没有应急清污队伍；四是海事

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对船舶防污染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还一致。 

    重大船舶污染事故应急能力低下。虽然沿江部分码头现已配备一些油污染应急设备，但主要立足

于对本码头装卸作业过程中发生的少量溢油的应急处理，对港区及长江江段可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则

基本上没有应急处理能力，对于化学品污染事故则更缺乏有效的应急手段。船舶自身的污染应急能力

普遍较差，船舶编制的船舶污染应急计划针对性、有效性不够，应急设备配备不全，应急培训和学习

有待加强。 

针对船舶防污染的具体措施 

    船舶污染防治工作对保护水域环境、保持流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保护内

河水域环境，防治船舶污染，具体措施如下： 

    船舶油污染防治方面。解决目前船舶安装的油水分离器使用上、技术上、运行监控等方面的难

题。从设备方面上，要尽快研制出适应水域排放标准，处理效率高，操作维修方便，设备体积小、重

量轻、经久耐用、价格便宜的中小型油水分离器。鉴于目前船舶尾轴润滑方式存在的技术问题，要开

展密封装置及结构优化方法和船舶尾轴水润滑方式的新型轴承材料及轴承结构的核心技术研究。即在

油润滑方式下，进行新型端面密封圈结构优化，新型端面密封性能，新型复合材料船舶尾轴承及密封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最终解决尾轴密封泄露而产生的漏油问题。在水润滑方式下，开展水润滑轴承材

料的摩擦耐磨损关键技术研究，解决船舶尾轴传动系统轴承的寿命问题。 

    船舶生活污水防治方面。要针对客轮、拖轮、货轮、驳船等船舶的不同种类，研究和研制不同的

处理方法和处理设备，满足水域环保标准的要求。因此，在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上，采用综合处理技术

相结合的方法，并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进行国产化研究和研制，既降低设备成本，又能满足船舶

单位安装的实际需要，同时又能很好地达到和满足特定水域地环保指标要求。 

    船舶垃圾污染防治方面。营运船舶目前主要采用自备储存容器，到港或到岸进行中转或交垃圾接

收船接收处理。这对中小型船舶来说不存在很大的技术问题，但需加大监管力度，加大环保宣传教育

力度，提高船员的环保意识。在港口的建设和配套发展上，应增配足够的垃圾接收船和接收处理设

施，满足进港船舶的交付处理需要。同时，制定出合理的、优惠的收费政策，实行流域性的统一管



理，杜绝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现象。 

    船舶大气污染方面。营运船舶在停靠码头和过船闸时将出现频繁启动、停机、换向等功况，柴油

机燃烧状况将难以稳定，这势必会加重水域和大气的污染。船舶柴油机尾气排放控制将成为船舶污染

综合防治工作的又一重点。为降低柴油机尾气的有害物质的含量，除使用清洁燃料外，还可采用降低

最高燃烧温度、燃烧乳化油。燃料和水混合喷射、废气再循环等机内处理方式和尾气机后处理等方

法。 

海事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为杜绝重大船舶污染事故，需要明确二个重点——即以危险品船舶和码头为重点监管对象，以三

峡库区及油区为重点水域；建设一个数据库——即危险品船舶、码头数据库；提高一个能力——即污

染事故应急处理能力；强化实施两项制度——即危险品船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体系审核制度、危险

品码头防污染备案评审制度。 

    一是建设危险品船舶、码头数据库。收集整理辖区危险品船舶、危险品码头的基本情况，建立数

据库并实时更新，及时了解辖区危险品船舶、码头概况。 

    二是着力提高重大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理能力。积极争取国家及交通部投资，加快辖区污染应急

装备建设。结合交通部批准的三峡坝区船舶防污工程项目、三峡库区船舶防污一期工程项目，尽快在

三峡库区形成100吨溢油应急能力，远期达到500吨的溢油应急处理能力。积极探索建设化学品污染应

急体系，并形成一定的散装有毒化学品应急处理能力。尽快建设长江中下游油区的溢油应急体系，按

100吨溢油应急能力的标准先期在岳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建设中型溢油应急设备库。 

    三是强化危险品船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体系审核。建立运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体系以来，辖区

液货船重大污染事故大大减少。下一步应对500总吨及以下的跨省营运油轮和150总吨以下跨省营运散

化船、液化气船，建议船公司参照建立并有效实施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体系。加强对体系质量的审核把

关和运行监控，防止出现“两张皮”现象，尤其对于大量挂靠经营的小型液货船，要加强体系运行的

管理。 

    四是实施危险品码头防污染评审备案制度。根据交通部《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等规定，对辖区危险品码头进行防污染能力评审备案，通过评审备案，完善安全与防污染设施，健全

有关管理制度，提高防污染能力和污染应急能力，防止装卸作业期间的污染事故。 

    五是增加监视、监测系统。采取的方式主要有：VTS、CCTV、GPS、巡逻艇巡视、建立污染报告制

度等。监测系统是多功能、综合性监测，为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应结合现有的船舶流动污染源监测系

统进行建设。 

    六是统筹规划船舶防污染工作。合理设置拆船厂点及洗舱基地，合理安排船舶垃圾、油污水、有

毒液体物质残液的回收点，合理配备撇油机、围油栏等污染应急设施。建议船舶登记数量在1000艘以

上的港口应设置拆船厂，对散装液体危险货物吞吐量达到30万吨的港口应设置洗舱基地和残液回收

点，每个港口都应设置污染物回收点，充分控制好拆船、洗舱及污染物丢弃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

减小船舶对水域造成的污染危害。 

    七是加强对船舶检验机构的监督。船舶建造时，其防污结构及设备的设计应经船舶检验机构的审

核同意，对出厂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船舶追究当事验船师的责任。海事部门应组织人员对船用防污设施

的质量进行调查，对那些质量过硬、运行稳定、售后服务做得较好的防污设备及时予以公布，供船舶

建造选择设备时参考，还应要求主机功率较大的船舶应配备油份浓度报警装置。 

    八是健全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体系。如三峡库区船舶污染应急体系应根据“统一规划、突出重点、

满足需求、合理定位，充分利用现有设施”的原则进行建设。可分别在重庆、万州、三峡坝区建立污

染应急分中心，配套建设污染应急设备库，编制船舶污染应急处理计划。作为应急反应体系的一部

分，还应建设船舶污染监视系统、监测系统、通信系统、污染物控制和清除系统、后勤保障系统等。

在建设区域应急反应体系的同时，还应建立油码头等危险货物码头的污染应急反应体系，配备围油

栏、吸油毡等处理设施，随时防止在装卸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污染。（作者单位：长江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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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努力实现河北海事又快又好发展 下一篇：内河交通事故隐患的查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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