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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2日，载有近1400人的埃及 “萨拉姆98”号客轮在红海海域沉没，酿成了震惊世界的重大

海难。400多人生还，近800人失踪。据悉，恶劣天气是造成客轮沉没的主要因素。但驾驶人员玩忽职

守、船龄严重老化、船员缺乏必要的应急训练等等也是导致这次海难的重要原因。这次海难再次引起

了各国政府对船舶航行安全的高度关注。加强影响船舶航行安全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确保船舶航行更

安全，成为海事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因素 

    船舶安全一直是航运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世界各海运国家在船舶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然而，随着近年来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船舶碰撞、搁浅、火灾、爆炸、污染等事故

屡屡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综合分析这些事故，可以发现，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人为因

素、船舶因素和环境因素三方面。 

    1.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主要是船员的误操作、责任心不强或人员素质不高等造成的事故。IMO在ISM规则中指

出，海上事故的发生约有80%是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因此，研究人为因素，客观分析航运中人员操作

行为的风险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人的心理、生理、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或问题，导致事故的发生

成为可能。当驾驶员在船舶航行中处于不良的心理状态，如紧张、激动、孤独，就很容易造成感知错

误，继而错误判断，再就是操作失误。生理因素主要包括船员身体健康程度和疲劳两方面。船舶长期

在海上航行，船员不仅要能够长时间持续工作，还要承受不同航区气候的变化。因此，船员的身体健

康与否会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直接影响。同时，驾驶员的大脑疲劳在生理上表现为感觉迟钝，动作不

准确且灵敏性降低，在心理上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缓，反应慢，心情烦躁等，因此,疲劳会使

不安全行为增加，船舶操纵质量下降，避碰反应速度变慢，导致船舶安全事故或潜在安全事故增加。 

    人的行为能力则较集中地体现在船员的专业技能上，它不仅与船员的知识有关，而且与经验、工

作岗位和语言能力有关。如对航路不熟悉，错误使用仪器等，容易给航行带来潜在危险。随着船舶本

身导航仪器以及通讯方式、通讯工具的不断复杂化，航运业对航海人员知识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船

员需要理解避碰规则等法规。很多海难事故的发生仅仅是因为船员对避碰规则的不理解造成的。驾驶

员还必需具备一定的航行经验。STCW公约对船员发证时要求必需具备一定的海上服务资历。 

    2.船舶因素 

    船舶因素包括船舶本身和船舶管理两方面。船舶质量、船舶适航是船舶安全航行的前提。当然，

船舶自身因素还包括机舱各种消防和救生、机械电气设备、安全措施、驾驶室的导航设备及各种自动

化系统等是否正常运行等。 

    前面已经提到，海上事故约有80%是由于人为因素引起，而人为因素中约有80%可以通过有效的管

理加以控制的，即通过强化公司的内部管理和船舶的安全管理加以控制。海事检查发现，地方和民营

船公司所属船舶的安全缺陷明显多于国家骨干航运企业所属船舶。只有有效的管理，才能使公司的各

个部门、船上各个环节和不同的个体，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减少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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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指天气、海况、水域等。也包括船舶自身环境。影响海运安全的气象海况条件包括能

见度、风（浪）、洋流和潮汐等。海上是自由选择航路的水域，但海域航道宽度、航道深度、航道弯

曲角度、航道交叉状况等对海运安全有一定的影响。海域交通环境因素也非常重要。海域船舶交通流

量、海域通航秩序是衡量海域交通环境的重要指标。大量数据表明，离岸10海里左右的海域最易发生

海事，原因除了由于航道条件不好及绝大部分的浅滩、暗礁、沉船等碍航物都分布在沿海区域，造成

船舶操纵困难发生事故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沿岸海域船舶通航密度大，船舶发生碰撞事故的机率

增大。 

    船舶自身环境包括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长航线的航行中有的在短期内经历不同的季节变化，以

及各种油类、化学品挥发产生的污染，都加重了船员的生理、心理负荷等等。由于船上生活空间狭

小，人群单一，角色固定，加上较长时间与社会、家庭分离，使得船员的生活单调、枯燥。因此，创

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对提高工效、减少疲劳和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杜绝或减少事故发生非

常重要。 

相关对策及建议 

    综合分析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三方面因素，结合海事工作实际，笔者提出建议如下： 

    1.强化船员素质培养和管理机制 

    船舶航行安全中人为因素是目前水上交通事故预防的重点。因此，要加强各环节的预防，强化船

员素质培养和管理机制。首先在选拔驾驶人员时，应注意候选人的心理因素。船员公司应把驾驶人员

按气质等因素分类，对驾驶人员的心理因素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驾驶人员由于心

理因素所造成的失误。其次要减少疲劳对驾驶人员的影响，建立合理的工作及生活节律，充分休息和

睡眠，丰富船员的业余生活，加强劳动时间管理，提高船舶作业效率，以减少水上事故。再次，减少

驾驶人员因技能因素造成的失误。建立船员培训、发证和跟踪管理的监督机制，强化安全管理体系审

核，加强培训管理，提高培训质量，严把考试评估和发证关，注重船员知识更新和水上资历的要求，

以提高船员的适任能力。还要提高高级船员的管理能力。船舶管理专业人才不仅仅需要丰富的船舶实

践经验，还需要掌握现代国际航运和管理的理论知识，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2.实施船舶安全管理体系 

    IS M规则实施的目标是保证海上安全，防止人身伤害或生命损失，避免对海洋环境和财产造成损

害。我国大部分船公司己初步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由于船舶安全管理体系中，船员是最终的执行

者，船员对实施 IS M规则的责任感、热情和实际业务能力对实施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加强对

船员的监督管理，使其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熟识各种情况下的应急操作，从而达到安全和环境保护

的目的。 

    3.继续开展安全诚信船舶评选 

    安全诚信船舶制度是一项引导航运公司遵守安全法规，加强船舶安全管理，并优化国家海事管理

资源的活动。2003年中国海事局发布规定，开展安全诚信船舶评比活动，2005年修订评选规定，补充

增加评选安全诚信船长内容。根据评选规定，航运公司和船长分别提交评选申报表和相关材料，由海

事局组织评选，符合规定条件的，颁发安全诚信船舶或安全诚信船长证书，并予以公告。安全诚信船

舶免除24个月安全检查；安全诚信船舶由安全诚信船长连续担任船长的，免除36个月的船舶安全检查

并优先办理进出港手续。 

    4.继续实施NSM规则 

    交通部海事局于2001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即《国内

安全管理规则》（以下简称“NSM规则”），于2003年1月1日起对第一批船舶（包括载客定额50人及以

上跨省航行的客滚船、旅游船、高速客船和150总吨及以上的气体运输船和散装化学品船）生效，2004

年7月1日起对第二批船舶，即载客定额50人及以上所有跨省航行的客船（内河客渡船除外）和500总吨

及以上的油船（港内作业的除外）生效。NSM规则实施以来，多数航运公司建立、完善了安全管理体

系，促进了安全和防污染管理责任的落实。同时，通过海事主管机关的审核、监控，促进了适用船舶



安全和防污染管理水平，航运公司的安全管理日趋规范，成效明显，水上交通安全长效管理机制逐步

形成。 

    5.开展综合安全评估方法（FSA）应用 

    该方法是近年来在国内外海运界已在应用的一种结构化和系统化的安全评估方法。该方法运用安

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规范化的评估步骤,得出合理的并能有效控制风险的建议与措施,从而达到

改进安全工作和提高安全水平的目的。交通部海事局、中国船级社等的研究人员已在FSA 的应用方面

展开了一些研究工作。中国船级社制定了“中国船级社综合安全评估应用指南”。此后，又应用FSA 

对长江高速船作了风险评估,并对渤海湾客滚船进行全面的FSA 研究。最近，国内有些航运单位已开始

将FSA 应用于特定航区船舶航行安全保障系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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