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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三峡库区海事公务船艇管用养修的思考
周引平，胡朔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长江三峡航道局和三峡海事局作为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直属单位，其主要业务是进行海事监管、防污搜救、航

道管理等，其中，大量工作任务都需要船艇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可靠的船艇设备是保障三峡河段安全高效畅通重要的任

务之一。本文开展了三峡河段船艇管用养修深化管理的有关探索，进行了船艇设备现状、维护检修现状和应用情况的分

析，就加强船艇维护检修管理，提高三峡河段通航效率与安全提出了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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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海事局、三峡航道局是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设

在辖区的分支机构，负责长江干线庙河至镇江阁河段的

海事、航道业务管理，承担着辖区航道设施维护管理、

船舶安检、水上交通安全、船舶防污染监督管理等工作

内容。

船舶设备是海事航道管理工作的重要交通保障和

基础设施，船舶的设备技术状态直接影响着航道管理、

海事监管工作的效率及质量。因此，如何保障船舶安全

高效运行成为海事航道设备管理部门思考的首要问题。

为此，笔者查阅近年海事、航道船舶运行维护记录、维

护维修台账、船舶管理总结等基础资料，组织进行了内

部船舶运维情况搜集和调研，认真归纳分析船舶运维管

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与交通系统其它公

务船舶管理单位及船务公司的维护管理人员进行深入探

讨及研究，对如何提升三峡海事局船舶维护检修管理工

作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具体如下：

1 三峡海事航道局船舶应用情况分析
三峡海事航道局管辖长江干线水域约 59.3 公里，

航道里程虽不长，但因辖区坐拥两座世界型水利枢

纽——葛洲坝船闸和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过闸船舶要进

行 100% 安检，从而使得三峡海航局船艇设备的应用受

三峡特殊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其特有的应用需求，不仅

具有敏感性、复杂性、开放性、高度组织性、突变性等

特点，而且还有以下特性。

1.1 船舶运行任务重、运行时间长

三峡海事航道局的船艇除了日常海事管理工作

任务以外，还要进行航道管理、船舶安检等工作，自

2018 年 6 月两坝过闸实行 100% 安检以来，每天安检船

艇约 200 余艘，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更是随到随检，

工作量大，工作及时性要求高，一些船艇每天运行 8 小

时以上。统计 2020 年运行数据，辖区行船单船月平均

运行时间为 77 小时，远远高于其它海事分支局（调研

统计长江海事局同期单船月平均运行时间为 41 小时）。 

1.2 管理业务种类多，配套船舶类型杂

近几年来，随着对三峡河段的安全管理、防污染管

理等工作的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除了常规趸船和

海巡艇以外，新增了特种船舶溢油应急回收船、大型应

急减载及抢险救助功能减载船，浮吊平台、 吃水检测

设施趸船等设施，大大提高了三峡库区防污染能力和防

止大坝撞击保护能力以及应急抢险搜救能力。此外，随

着长江大保护绿色发展的需求，两艘纯电池动力船相继

投入使用，后期陆续还有多条新型船舶服务三峡，大量

的新船艇、新设备、新业务纷纷在三峡率先投入使用，

这些船艇大都没有现成的规程和制度可以借鉴，需要在

实际使用维护中不断总结提炼。

1.3 库区水位变幅大，大风大雾天气多，船舶使用管理

维护难度大

三峡库区不仅每年定期进行蓄水、泄水，而且经常

受三峡电站调峰影响水位陡涨陡落，水位变幅大，趸船、

行船维护管理工作任务更多，难度更大，经常要进行位

置调整，一些水、电、通信网络、污水管道等配套上岸

设施都要一并调整。相比较其他水域水位变幅不大的情

况，需要研究一套切实有用的维护管理办法。

2 三峡海事航道局船舶设备现状分析
目前，三峡海航局配备有趸船 8 艘 ，行船 20 艘，

此外，还配备具有应急减载、抢险救助功能减载船、吃

水检测设施趸船等特种船舶 5 艘，分布在六个执法大队

和两个安检站，分析船舶设备现状如下。

2.1 船舶设备类型多，技术状况复杂

船舶设备型号种类繁多，船舶主动力装置有船用

135 柴油机、康明斯船用柴油机、沃尔沃船用柴油机等

多种类型。船用发电机品牌有日本三菱、美国奥兰、南

昌华源凯马等，其它船用机械、电气、通讯设备均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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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众多，由此造成设备维护维修标准不一，设备技术管

理复杂程度提升，部分进口设备维修人员、维修配件等

维护关键因素无法就近满足需求，需由外市甚至外省调

配，导致供货周期、服务周期增长，船舶故障修复时间

被迫延长。

2.2 船舶服役时间长，老旧船舶占比高

目前三峡海航局行船服役时间基本处于 10 至 15

年。至 2020 年底，达报废年限行船 4 艘，占比 20%。

十四五期间，达报废年限行船数量将增至 8 艘，占比

40%。老旧船舶的高负荷运转势必为船舶管理工作带来

一定安全风险。

3 三峡海事局船舶维护检修现状及情况分析
三峡海航局船舶维护检修管理工作以维护规程为

标准，以维修办法作指导，按照年度计划性修理为主、

日常零星修理小修为辅的原则，全面做好船舶维护检修

工作，保障船舶运行安全平稳。

船舶维护保养是指为了保持船舶设备的技术性能

正常发挥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该工作由海事处每月月初

下达船舶维护计划，月末开展维护计划完成情况检查，

船员则每月按照计划做好维护工作的实施。

船舶维修是指当船舶设备性能下降、状态不良或发

生故障而失效时，为了保持或恢复其原有技术性能所采

取的技术措施。该工作采取“年度计划性修理 + 日常零

星修理”的方式，每年年底，由海事处根据船舶检验要

求以及船舶实际运行情况做好下一年度计划性检修项目

申报工作。装备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做好项目审核、项目

前期招标采购以及项目后期实施过程的督导与检查。日

常零星修理工作则由海事处按照采购管理规定、合同管

理办法当中的具体要求和规定执行，以便海事处可以更

加快速地解决船舶故障，提高工作效率。

近年来，虽然船舶设备技术状态总体良好，但是内

部船舶维护检修管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3.1 维修费用不足

三峡海事航道局船舶共计 33 艘，固定资产总额达

2.1 亿多元，但是受经费限制，每年的船艇大修费用均

控制在 200 万元以内，不到总资产的 1%。由于海事监

管船艇大都是高速船，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必须每年上

坞检查，年上坞费多达数十万元，剩下的实际船艇维修

费捉襟见肘，往往都是多次审查，反复筛选，最后选择

重要的和必要的修理，一些规范要求难以保证可靠实现，

导致一些船艇维护不能可靠技术保证。

3.2 维修制度和规程不全

随着船艇的现代化和多功能化，三峡海事船艇新增

了吃水检测设施、纯电动动力船、减载船等多种船型，

而船上设施新增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起重吊机以及新

能源设备等等，原 2015 年由三峡通航局发布的《三峡

局船舶维护规程》缺乏上述相关内容，已不能完全覆盖

和指导三峡海事航道局属船舶设备设施。此外，随着

2018 年制定《三峡局船舶维修管理办法》和《三峡海

事局船舶维修管理办法》，该办法重点对船舶年度计划

性修理工作的流程予以规范，对具体实施过程中各部门

的职责、工作要求予以明确，但对大修中的变更以及零

修管理缺乏可操作性等精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不能全

面规范指导船舶设备维护检修管理工作。

3.3 基础管理落实不到位

部分船舶完工图纸、设备说明书等基础船舶技术资

料不完善，甚至缺失严重。个别船舶证书更新不及时，

台账记录不够规范。船舶维护维修计划编制科学性、规

范性不强，船舶检查考核工作流于形式，无法充分发挥

考核工作的效力，没有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

3.4 信息化管理水平滞后

2020 年初，三峡局在三峡通航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任务中提出，要健全以规范为导向的内控管理体系，实

行“互联网 + 内控管理”模式。然而，目前我局以船舶

设备为主的设备管理工作，在记录、统计、检查等方面

仍采用传统模式，在运行数据多、基础资料多、维护内

容多、管理人员少的局面下，为管理者带去沉重的工作

负担，造成管理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低下。

3.5 船员对船艇维护管理工作不足

船员作为维护检修任务的执行者、监督者，是船舶

维护检修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我局船员采用

设备运维辅助事务外包的方式，通过劳务公司进行派遣。

经过近两年的运行观察，逐渐暴露出船员管理上的一些

问题，如船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船员流动性较大等，

导致一些工作不能快速开展、同时开展、同时完成。

4 三峡海事局船舶维护检修管理工作改进的几点

建议
三峡河段地位特殊，三峡通航海事航道管理工作十

分重要， 其船艇设备维护检修管理必须高度重视，全

面提升，结合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 

4.1 优化船艇管理机制，统筹规划人才培养工作 

提高船艇维护检修管理能力，关键在于人才队伍。

认真分析船舶管理人员现状，同时结合新形势、新要求

和新特点，加强人力资源统筹。一是发挥海事航道合署

办公的优势，搭建船艇分级管理的总体框架：局装备处

总体负责，海事处办公室设立专职设备管理员承上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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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队设置设备管理岗位，由有资历的轮机员、驾驶员

担任，把船艇管理各项工作认真执行到位。二是制定人

员培养规划，培养一批优秀的设备管理、船艇技术管理

人才。三是实施正面引导和正向激励，鼓励工作创新，

帮助岗位成才，在晋级晋升及评优评先上给予优先，充

分挖掘工作潜能。

4.2 深入开展船艇管理制度和配套规程修编工作，为船

舶设备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和指导依据

组织进行《三峡局船舶维护规程》的修编，完善规

程中船舶设备设施的覆盖类型，进一步明确船舶（含跳

趸）涂装、船舶电气维保等工作的标准，保障船舶设备

设施维护检修工作全部有规可依。同时，制定以船舶为

主的《设备设施管理办法》《三峡海事局设备设施维修

管理办法》《三峡海事局辅助事务外包管理办法》等，

为船舶维护检修管理工作夯实制度基础。

4.3 强化基础管理工作，为船艇精细化管理打好基础

一是规范技术资料管理，督促指导各部门技术人员

按照职责分工，建立各船艇的技术资料台账，重点做好

船舶基础资料的收集，分船分档做好资料归纳整理。二

是加强故障管理， 建立船艇维修故障库，搜集整理各

类船艇故障检修资料，为后期船艇维护检修做参考依据。

三是维护基础管理工作。通过对规程、制度进行梳理，

结合船舶实际情况，为每艘船制定科学、规范、明晰的

《维护保养工作标准》，进一步强化船舶维护管理工作。

四是通过制定船舶管用养修工作清单及评分表，强化对

船舶维护检修工作的检查与考核。

4.4 运用信息化手段，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开发船舶运维管理工作系统，有效整合船舶文书、

技术资料、设备说明书等船舶基础资料，方便管理人员

迅速查询船舶各方面信息。通过手机、PC 端互联，快

速收集汇总船舶基础运行数据，通过一船一档的方式，

为各船舶建立体检表、病历卡。有效保障船舶设备维护

检修工作落实落地。同时，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让设备

管理人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

5 结束语
三峡海航局的船艇管理分外重要，仅仅依靠船艇设

备维护管理单位工作改进还远远不够，还需求规划、基

建、设备、财务等管理部门一起高度重视，从“研建管

维”多个方面齐抓共管，从而全面提高三峡海航局船艇

的可靠性，进而为三峡通航海事航道管理工作的顺利进

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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