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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安全引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涵盖了很多人和很多部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包括对高科技设备的正确运用和人员经验的总结。只有各个因素都相互协调，各个部门互相协作才能

保证引航安全。 

    船舶引航是由人（引航员、船员）、机（船舶、设备等）、环境和管理等四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

体。该项工作在进行过程中，将受到人为因素、船舶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主观因素（人为因素） 

    在船舶引航工作中，引航员和船员的人为因素是最活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引航事故绝大部分

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为这类事故的发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引航员或船员的人的因素有着密切的联

系。 

    这种人为因素中包括引航员和船员的知识、技能、经验、气质、健康状况，以及心理、生理和行

为特点等方面的情况。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为基本的因素是知识。尽管不同的船舶要求引航员和船

员知识的深、广度会有差别，但为使船舶安全航行所必需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船舶越复杂，自

动化程度越高，所要求的知识水平就越高。 

    其次，引航员和船员的技能也是构成人为因素的重要因素。技能与知识虽有密切关系，但在本质

上却各有其特殊的内容与要求。即使理论知识学得非常好，但没有从事船舶操纵的实际经验，也是不

能安全驾驭船舶的。当然，如只有一些实际技能而无足够的理论知识，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些技

能只能通过实际技术训练或实践才能获得，它们必须能适应经常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的要求，还必须

能及时满足不断更新的技术与设备的发展的需要。 

    再次，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引航员和船员的健康状况，因为它是充分运用自己知识和技能的基本条

件。很难想象一位健康状况不良的引航员和船员会有足够体力去学习和灵活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会适应船上多变的自然条件以及紧张工作的要求。健康状况不良，会降低各感官的功能，容易出现疲

劳，难以集中注意力并正常和安全地完成引航任务。最后必须强调的因素是引航员和船员的心理状

态。引航员和船员应具有极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道德水准，极强的情景与安全意识，顽强的战胜困难的

意志与毅力，忠于职守的热忱与执着，模范的工作习惯以及临危不惧巧于应变的能力等所反应出的心

理状态。如无上述心理状态，再丰富的技术知识、熟练的技能和健康的体魄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船舶因素 

    船舶因素主要表现在适航性上，即船舶设备装置、操纵性能资料、货载配置等方面的状况，没有

适航的船舶，再好的驾驶技术，不论怎样遵守规章，事故都是难免的。由于航行环境千变万化，船舶

在设计，建造和性能方面，应具备在各种海况或工况情况下正常航行与操纵的能力。具体来说，船体

结构、水密隔舱、助航设备和各种工具，如锚、舵、拖揽和无线电通信等设备都应符合安全航行的要

求，反之，这就会形成船舶不安全状态。船舶的不安全状态是构成船舶事故的物质基础，它可以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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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安全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即事故的发生。事故的严重程度也随着船舶不安全程度的增大而增

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对物的不安全状态不断认识，

不断完善并逐步克服的过程。当船舶的不安全状态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时候，一旦时机成熟就很有可

能转变为事故。而当船员认识到船舶的不安全状态，并想方设法加以预防时，船舶的不安全状态就会

消除。 

客观因素（环境因素） 

    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了船舶所处水域的自然条件、航道条件、交通条件和拖轮等。这些条件的具体

内容如下。 

    自然条件是指船舶所处水域的气象、水文、潮汐的情况。通常船舶在引航过程中受到了风浪、潮

流、雾以及其他自然现象的影响，这些自然现象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彻底回避的。引航员必须应用良

好的船艺，采用合理的操纵方法顺应自然条件，变被动为主动。 

    航道条件是指船舶所处水域的航路的地理情况。船舶在引航中由于航道宽度、弯曲度，以及岩

礁、浅滩等碍航物的客观存在，风和流的实时变化，要求引航员必须如同对待自然条件一样，积极控

制好船舶的动态与位置，适应航道条件的种种限制。 

    交通条件是指船舶所处水域中的交通密度、流量方向、交通秩序、交通局面以及保障航行安全的

航道设施状况。引航员也必须充分考虑交通条件，注重不同时间、季节、航段等的特点。 

    拖轮条件是指拖轮的性能、马力。随着船舶度吨位和尺度的增大，在靠离码头时拖轮的协助是必

不可少的，拖轮自身的操纵性能和拖轮驾驶员的技能也严重地影响着船舶安全，而拖轮的马力也直接

影响着靠离泊的安全。引航员必须充分考虑拖轮的状况。 

此外，自然条件、航道条件和交通条件有极大的相关性，若将能见度不良、航道狭窄和通航密度增加

等条件加在一起，往往会给船舶的引航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 

管理因素 

    事故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人、船舶、环境等因素引起来的，但发生引航事故的本质往往是与管

理不善和管理上的缺陷相关的。对船舶引航安全来讲，生产管理和安全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安全寓于生产当中，没有安全就不可能实现顺利生产。可以说，没有科学的管理船舶安全

就无保障。涉及引航管理的单位与内容是多方面的。外部管理部门主要涉及对船舶通航加以管理与监

控的港口主管机关，安排港口码头泊位、港作拖轮、带缆艇与带缆人员等作业的港务集团相关部门

等；内部管理则主要为引航站对引航工作的全局管理，包括引航员业务学习与引航工作的指导与计划

安排，以及港口对船舶引航作业的全部保障体系的正常运作等。实践证明，许多引航事故中所存在的

引航员或船员的不安全行为的产生，船舶主机、设备、环境不安全状态的存在和相关单位与部门之间

的协调问题等都是与这些管理中的缺陷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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