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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7_E6_8A_80_E6_c67_491576.htm 二、水运交通危险有

害因素和隐患分析 水运交通事故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每种

事故的出现都是在一定条件因素制约下形成的。分析事故出

现的规律和特性，探索事故的发生条件、潜在的险情因素，

进而寻求酿成事故的原因，以作为今后防止海上事故的前车

之鉴。 概括起来，水运交通事故的发生，与外界条件、技术(

人一机控制)故障、不良的航行条件、导航失误等因素密切相

关。 (一)外界条件 (1)视距降低。由于气象条件的影响，如雾

、雨雪和夜间引起的视距降低，目测距离的受限，导致船舶

发生事故的几率增大。 (2)气象恶劣给船舶带来不可抗拒的自

然灾害。热带飓风、台风，中纬气旋和寒潮带来的强风、风

浪，均给船舶海上航行造成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3)海上礁

石、浅滩及水中障碍物必给船舶航行带来影响。如近年来在

我国青岛中沙多次发生搁浅事故，但在加设了航标后，事故

已大为减少。 (4)航路的自然条件和交通密度的影响。这主要

指狭窄航道和交通密集水域，其航道宽度、弯曲度、深度、

危险物的分布、航路标志的设置，船舶活动的密度和频度，

船舶遭遇态势(对遇、横交和追越)和机率等因素，均增加了

船舶导航的难度。船舶的碰撞事故与这些因素有着很重要的

关系。 (5)海上灯塔、航路标志出故障、海上航行资料失效。

这主要指海上灯塔、浮标、岸标等助航设施出故障，如电源

中断及遭破坏等，均可导致船舶误航机率增大。 (6)外部因素

引起船舶导航设备失效。 (二)技术(人一机控制)故障 (1)船舶



的动力装置、电力系统技术故障。由于船体强度减弱或船体

、机械有严重缺陷，造成船舶航行事故。 (2)操舵及螺旋桨遥

控装置失控。由于船桥遥控的舵机和主机系统故障，使得船

桥对车、舵的操纵失去控制，导致船舶事故发生。 (3)惰性气

体系统故障。主要对油轮而言，在装卸原油或清洗油舱过程

中，惰性气体系统对降低原油防爆上限温度及防止油料的爆

炸起着重要作用。实践证明，90％以上的油轮爆炸事故是由

于未装或因该系统出故障而发生的。 (4)导航设备故障。因导

航设备本身性能不稳定，出现了技术故障，使其失去了导航

性能(指向、定位和计程)应有的作用，使航线、船位的准确

度和可靠性受到影响。 (5)通信设备故障。因船舶通信设备本

身的性能不稳定，出现了技术故障，使船、岸或船与船之间

的通信中断，彼此情况不能及时沟通，在港区或不良视距条

件下，易造成船舶之间发生碰撞事故。 (三)不良的航行条件

(1)船桥人员配备不齐全、组织混乱。船上值班人员擅离职守

，航海驾驶人员工作不认真不严肃，缺乏应有的工作责任心

，无视安全航行规章。船长过分依赖引水员，对其错误行动

未能及时纠正等等。这些不良的人为因素，均是出现海事的

主观因素。 (2)人员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贫乏。船员航海知识

浅薄，技术素质低劣以及海上经验不足，均是导致海损事故

发生的因素。对多起海事原因的分析表明，约有2／3以上的

海事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说明船员条件是水运安全的直接

重要因素。 (3)航海图、资料失效。航海图及资料是保证航行

安全的基本工具之一。航海图资料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是航行

安全的起码保证。在使用过程中，未能及时按航行通告、警

告修正海图和航海资料，使这些资料陈旧，降低了其实用价



值，可给航行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4)船桥指挥部位工作条

件的影响。船桥指挥部位工作条件的优劣，可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驾驶人员的操作。船桥视野的受限，影响了船上对外界

的观察嘹望；内部通信的不畅通可阻碍航行指令及时下达；

光线、通风的不充分，都可使船员疲劳和不适。 (四)导航的

失误 (1)航行计划不符合“安全”和“经济”的原则。“安全

”和“经济”是计划航线的主要原则，两者不能有所偏废。

船在起航前，由于对航区海情了解不够、思考不周，忽略了

障碍航行的不利因素，制订了不周密的航行计划，进而导致

船舶的海事。如在航线设计过程中，片面地为了达到“经济

”效益，而将航线设计得距离危险物较近；在转向点处没有

设置可供测定船位的物标；没有考虑特殊海区风流对航行的

影响；对船上的导航仪表误差估计不足等，都是形成航线设

计错误的重要因素。 (2)船舶避让操纵失误。错误的避让行动

是造成海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海上遇有可能与他船相碰时

，驾驶人员专事于对他船的避让，忽略了对本船位置的掌握

，迫使船舶离开了预定航线，错失了避离浅滩或危险障碍物

的时机，导致事故的发生。 (3)识别海上助航标志的失误。驾

驶人员因对海上助航标志或测位物标辨认错误，引起的搁浅

、触损事故，在海事案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4)导航设备使

用失误。准确地推算船位，是保持船舶按预定航线航行的基

本保证。驾驶人员在使用导航设备时，不掌握设备的误差及

其变化规律，不进行误差校正，不核对船位，就会使推算的

船位与实际船位不符。实践中，因电罗经、计程仪、测向仪

的误差和无线电导航装置受夜间效应、天波干扰的影响，没

有及时地校正，造成推算船位失误的情况很多，它是船舶发



生海损事故的重要潜在因素。 (5)他船航行的失误。在航行受

限制的水域，因邻近船舶出现操纵上的故障或航行的失误，

造成本船错误地评价周围的交通动向，难以及时地采取正确

避让措施，也是置本船陷于困境的因素之一。 在进行海事分

析时，无论何种航行事故均与上述因素密切相关。海事的出

现可能是由上述单一因素造成，但多数是由几种因素交织在

一起造成的。在上述诸因素中除外界条件影响属客观原因外

，其他各因素与主观条件有关。在主观条件中起主导作用的

就是人的因素。根据国内外海事统计，约有80％以上的海事

是由人为因素所造成，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在研

究海事原因时，如果只是简单地归咎为船员的过失，忽略了

对海事相关联的其他条件的分析，就难以充分地反映海事的

本质和规律。对吸取教训和探讨防止海事的有效措施不利。

因此，在进行海事分析时，应充分地对发生事故的主观因素

和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给以评价，才能达到防止

海事的目的。 【例题】水运事故造成一次死亡（）人及其以

上，或一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万元及其以上的，即为特

别重大事故。 （）。 A.30 500 B.40 500 C.40 1000 D.50 500 E.50

1000 【答案】E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