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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加强危险品船在港内航行的安全管理，必须强化危险品船舶安全检查的力

度、完善应急预案、实行全程监管、落实现场监管的有效措施，检查、督促应急设备工作状

况、船员的应急预案熟悉程度、实际操作能力和开航前船舶设备状况确定报告等，以确保航

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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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艘危险品船舶，无异于一颗流动的水上炸弹，一旦发生事故对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是不

可估量的。目前，通过航运运输的货物有一半以上可被认为是危险货物，如何有效地保证危

险品船舶的安全运输，使船舶适航、海洋清洁，笔者认为海事部门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对危险品船舶实施有效地监督管理，采取有效地予控措施，可以有效地控制危险的发生。  

  一，危险品船在港内航行存在的风险  

  港内水域一般也可以称为受限水域，其水深和航道的宽度都受到一定的地理条件的限

制。船舶在这样的水域中航行，由于种种水动力的作用，其运动也将受到受限水域的影响，

浅水中会出现浅水效应，窄水中会出现岸壁效应，加上船舶交通密集，因此船舶发生事故的

概率比开阔水域要高。危险品船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如在港内发生事故，危害比普通货船要

大得多，因此危险品船在港内航行的风险是相当高的。  

  二，我国对危险品船航行管理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对在中国管辖水域航行、停泊、

作业的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明确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进行监督。其中第七条要求载运危险货

物的船舶应当选择符合安全要求的通航环境航行、停泊、作业，并顾及在附近航行、停泊、

作业的其他船舶以及港口和近岸设施的安全，防止污染环境。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通过狭窄

或者拥挤的航道、航路，或者在气候、风浪比较恶劣的条件下航行、停泊、作业，应当加强

了望，谨慎操作，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污措施。必要时，还应当落实辅助船舶待命防护等应

急预防措施，或者向海事管理机构请求导航或者护航。从法规上明确了海事管理部门对船舶

载运危险货物的监管和船舶航行安全要求，为有效监管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航行提供了有

力法律保证。  

  三，港内危险品船舶管理措施  

  根据危险品船港内航行的特点和目前我国现有的海事监管模式，要确保危险品船在港内

航行安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有效监管。  

  1、强化船舶安全检查的力度  

  在对危险品船舶进行安全检查时，应加大对船舶应急设备、消防设备、防污染设备的检

查力度，同时检查应不受时间约束，确保船上的所有应急设备处于随时可用状态，特别是应

急舵、应急电源等关键设备。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应急事件发生时人是最关键的应急要

素，因此除了加大对应急设备的检查力度外还需加强操作性检查。  

  在加大船舶安全检查的力度的同时，海事部门还应督促船方做好开航前安全检查工作，

了解船舶的航行安全计划，对船舶的应急设备一一排查，以消除隐患，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另外开航前还应检查航行值班人员的到位情况，驾机联系制度执行情况，主机备车情况等等。

要求船舶将船机运转设备的运行参数和技术状况，保持在额定的工作参数范围内工作，如发

现不正常现象，应立即排除，并督促船方落实执行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认真操作，正确调

节各种参数，掌握电气开关、管系、阀件的使用及开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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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善应急预案  

  海事部门应督促船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每航次加强对危险品船舶的《船舶海洋污染

应急计划》的检查力度，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船方提出，要求船方做好记录

并通报船公司，要求其及时整改。在实际的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危险品船舶都是有较为

完备的应急预案的，但为什么应急发生时船员的自救能力普遍较差呢，我想这主要还跟船员

的素质有较大的关系，因此检查的过程中我们应重点加强对此类船船员应急能力掌握情况的

检验，检查官可要求船方针对某种应急情况进行实际演练，检验每一个船员对应急预案及各

自在预案中所担当角色的熟悉程度，对于那些演习比较混乱的船舶，检查员应及时进行教育，

要求其开航前做好整顿。除了应急能力，船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对船舶的安全运营也至关重要，

对于危险品船舶船员，我们应加强对船员实际工作能力的检查，如应急故障的处理能力等；

同时还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检查员在检查过程中可多向船员讲解实际案例，要求船员从以

往的案例中吸取教训，提高工作责任心，特别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应加强航行安全值班，

密切关注航行区域大风、大雾等天气情况、及时通过航海通告、航行警告等资料收集航海安

全信息，保证船舶的安全运营。  

  3、实行全程监管  

  海事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 VTS、AIS、CCTV 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在航危险品船舶的监

控和信息服务，全程监控危险品船的动态，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如危险品船舶有没有超速，

有没有偏离航道，周围有没有其它船舶与之构成危险局面等等，一旦出现险情，可以及早进

行处理，防止危险事故的发生。  

  4、加强现场监管  

  对危险品船航行的现场监管，目前海事部门主要是通过巡逻艇现场护航来实现，这是被

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动态监管方式。执行护航任务的护航艇要严格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

加强与被护航的船舶的联系，护航开始前应对一些护航细节问题达成一致，以防止发生紧迫

局面后出现混乱局面，确保进行有效的护航。  

  当前，对危险品船的管理越来越重视，海事管理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监督管理办法，将管

理重心前移，注重对人员素质和船舶的动态管理，抓好预控措施，为危险品船舶的安全航行

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作者简介]  

  杨祥生，上海吴泾海事处工程师，从事水上交通安全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