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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台风对我国沿海水域船舶的重大危害，除对船舶的航行性能造成影响,还给沿海

港区水域中的船舶通航造成危险。管理部门通过为船舶提供及时的气象信息，建立和完善VTS，加强防

抗台风的宣传等，均是提高船舶在台风期航行安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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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沿海水域每年都会受到台风的侵袭。台风一般都会引起大的海浪,遭遇大风浪的船舶会受到海

浪对船体和船舶设备的冲击,以及对船舶保持航向和航速的影响。因此,了解台风的情况对船舶的安全

航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沿海台风概况 

    台风是产生于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烈的热带气旋，在北太平洋西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包括

南中国海范围内发生的热带气旋称为台风，而在大西洋或北太平洋东部的热带气旋则称飓风。台风经

过时常伴随着大风和暴雨天气。风向呈逆时针方向旋转，等压线和等温线近似为一组同心圆。 

    影响我国的台风是产生在西太平洋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十分强大的大气涡旋，它在每年的6月至10月

影响我国的广东、台湾、海南、福建等沿海省区。 

    台风经过沿海地区时会形成大面积地建筑物破坏,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翻船沉船事故。1997年8月，

第11号热带风暴于8月10日08时在关岛以东洋面上生成，11日08时发展成台风，在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

登陆，中心最大风力12级以上。一时间，海水倒灌，山洪暴发，山体滑坡，许多海塘被毁，交通、运

输、电力、通讯中断…全省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186亿元。2001年10月16日凌晨，台风侵袭中

国东部，在嵊泗列岛，一艘浙宁海43307号渔船和14位渔民回港避风，渔船驶入嵊泗避风港抛锚，因风

浪巨大导致渔船移锚，机器故障，渔船被台风袭击并被刮出避风港触礁，致使船沉人亡的悲惨情景。 

台风对沿海航行船舶造成的影响 

    1．台风对单个船舶航行的影响 

    当航行的船舶受到台风的侵袭时，由于此时台风会引起十分大的海浪，从而会导致船体出现较为

剧烈的摇荡运动、降速、航向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各种操纵方面的困难，甚至出现难以预料

的危险。下面介绍几种情况下大风浪对船舶的影响。 

    1.1船舶顶风浪航行 

    船舶顶风浪航行时，易发生拍底现象，特别是在船舶的浮态衡准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又由于与波浪

的相对速度增大，缩短了涌浪与船舶的撞击周期，使涌浪的碰撞次数增多，撞击程度加剧，增大了对

船体的危害。当船长小于涌浪波长时，剧烈的纵摇会使螺旋桨露出水面空转，使船舶强烈震动，有时

会造成桨叶脱落、尾轴断裂，甚至尾壳板破裂进水;船长与涌浪波长相近时，船舶有可能同时受到一个

或两个波峰的作用，加剧发生中拱或中垂，使船体结构变形，受到严重损伤，甚至船体断裂。 

    船舶顶风浪航行时，船舶还会受到很强的阻力作用，使船舶的主机超负荷工作而降速。再则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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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影响，船舶左右摇晃常达单舷20多度甚至30多度，并前后剧烈颠簸，机电设备负荷大，特别在压载

航行时，船舶吃水小容易飞车，易发生故障。不仅给船舶操纵带来困难，严重时主机失控，将导致船

舶随风漂荡而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对那些初稳性小的船舶横风漂荡时可能发生翻倾沉没。 

    1.2船舶顺风浪航行 

    当波峰位于船中时，船舶的稳性会大量损失，该损失没有涵盖在现行完整稳性衡准中，应由船长

考虑又由于波浪对船舶的影响时间相对延长，如果船舶处在波峰，船舶达到“冲浪运动”的状态时会

被瞬时加速而发生打横，船会大角度横倾，诸多不利因素可能叠加，使船发生倾覆危险。 

    船速低于波速而船舶又位于波谷中，则涌浪会冲击、淹没船尾，螺旋桨和尾轴会受到损害;同时，

甲板大量上浪，波浪与船首直接相冲击,甲板表面的各种机械，如锚机、绞缆机、起货机等受海浪的强

烈冲击而易受损或变形,一部分固定不牢的设备也容易被大浪冲走，甚至能冲坏水密道门盖，引起船舶

局部进水，增加船舶的载重，对船舶的剩余浮力和稳性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航行安全极为不利。 

    2．由台风引起的通航船舶之间的影响 

    船舶对其他船舶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当船舶驶入港口水域的时候。自我国对外籍船舶开放以来，沿

海港区水域船舶交通流量日益增大，船舶往来十分频繁。在这些航道上行驶的船舶，一旦遭到台风的

影响，除了对自身的船舶航行和操纵带来巨大的困难，还会对水域里其他的入港船舶带来不小的航行

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1台风引起的避让能力降低 

    船舶在进出港口时，由于船舶交通量和交通密度大，这片水域显得比较拥挤。船舶交通量(Q)是指

单位时间内通过水域中某一地点的所有船舶的数目。交通密度(P)是指单位面积上船舶的多少。二者的

关系是: 

    Q = W·V·P , 

    式中:  W为航道宽度 ;  V为船舶平均速度 

    一般来说,交通量越多,交通密度越大,交通越拥挤,安全程度越差。交通量和交通密度的大小在空

间上制约船舶行动而且在心理上影响操船者的行为,对驾驶员产生危险压力感。再加上在台风的影响

下，船舶的操纵性能明显下降，而且通常水道交叉，大量的船舶交通流形成对遇或交叉相遇状态，台

风使船舶在控制航向时，无法很好的与周围船舶保持一个安全的航行距离，容易造成碰撞事故。 

    2．2台风引起的船舶浅水效应 

    台风期间，水域的有效水深得不到保障，对于吃水比较大的船舶而言，由于水深不够，就会出现

舵效降低甚至无舵效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浅水效应。一般而言,对航行船舶的操纵性有影响的水深吃

水比为h/d≤2.5,对航行船舶的操纵性有明显影响的水深吃水比为h/d≤1.5,船舶在经过这些水域时,应

特别注意船舶操纵性能变差,动吃水增加,船舶触底搁浅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台风期间船舶航行的有效管理措施 

    目前我国沿海船舶的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尤其是在台风期间。重大的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海事

管理机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使船舶在遇到台风等重大恶劣气候时，能尽可能处于最安全最合理

的航行条件下，将事故发生率和破坏程度降到最低。 

    1．及时启动防抗台风工作预案 

    每个沿海海事管理机关都有制订关于防台抗台的工作预案，因此，当得到准备的台风来袭信息

后，立即启动防抗台风工作预案，利用VHF话台、短信平台等有效通信手段不间断播发海上航行警告和

台风动态信息，提醒沿海过往船舶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调整航行计划。同时，科学安排集装箱，危险

品船舶、油电煤运输船舶等进出港区，对于施工作业船舶、无动力船舶以及其他技术性能无法在强风

条件下正常航行的船舶强令其停止航行或施工作业，靠港进行避台。 

    2．加强对船员防抗台的安全知识宣传 

    海事人员充分利用船员来申请船舶签证，对船舶进行安全检查或海事巡航等机会，向船舶船员宣

传应对台风等恶劣气候的基本知识，如：装载大件货需确定好装载计划并进行良好的绑扎加固.尽量避

免台风期间由于船上的货物装载不当或绑扎加固不符要求而对船舶的稳性造成影响；船员在船舶航行

时尽量穿着救生衣，尤其在台风来临期间除了救身衣外，更要注意将自己的身体和船上的栏杆通过一

条坚固的绳索连接。 

    3．要求船舶安装AIS（自动识别系统） 



    AIS安装后，使船舶会让时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在50海里范围内，对方船舶的航向、航速、目的

港、所载货物种类等航行数据一目了然，使船舶双方的会让意图更加明确，提高了船舶航行的安全

性，也便于VTS的管理和联系。 

    台风期间，沿海船舶的会遇变得更加频繁，AIS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船员的操纵压力，所以对

于那些所行航线中有强风出现的船舶，安装AIS是非常有必要的。 

    4．建立和完善港区水域VTS系统 

    VTS系统是对船舶、行驶水域等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的交通管理系统。在港区水域建立VTS系统，

能够实现海事机关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船舶的实时监控管理和跟踪管理,并规范船舶的进出港航

行,提高港口船舶交通综合管理水平。当船舶的航行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限制时,岸上的VTS中心适时为

其提供安全航线,对于进入危险警戒区的船舶及时通知其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 

    5．加强信息上报和部门间的协调工作 

    在台风期间，对辖区内发生的水上交通事故必须及时报告给上级部门，并做好应急抢险和事故处

理工作。对于已经出现的重大事故，海事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如指挥中心和搜救部门等，默契配合，

快速组织水上搜救工作，并随时注意事故发生水域的其他船舶的航行情况，通知其它船舶注意调整航

速航向，尽量将损失控制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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