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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OVID-19 的爆发及其全球传播，对国际航运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给船舶运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何

有效应对船舶运行中的疫情，做好船舶疫情管理工作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避免船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成为船舶管理

的首要任务。结合船舶管理工作，根据港口国、海事局、航运公司和协会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并对船

舶防疫工作及具体对策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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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安全是港口安全管理的关键环节。自 2019 年

底以来，COVID-19 一直是公众的噩梦。伴随国内外航

运业的发展和国际贸易进出口额的不断增加，我国各港

口试验站的引航量越来越大。在此期间，防疫工作尤为

重要。此外，由于引航工作环境和条件复杂以及难度和

强度不断加大，从而增大了引航的安全风险性。

1 案例

2020 年 2 月 3 日， 出 现 COVID-19 感 染 者， 于 5

日正式隔离封闭钻石公主号环岛的邮轮，时长为 14 天。

邮轮搭载着 2000 多名乘客与 1000 多名船员的浪漫的旅

行，本是一次开心、愉悦的经历，不想却变成了突如其

来的病魔扰乱了所有的计划，旅行变成了被病毒围绕的

苦难。截至同月 19 日，共发现 691 例新冠状病毒感染

确诊病例，感染率高达 18%，此事件瞬时变为全世界的

热点话题。

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在世界范围内的肆虐，使

社会经济活动被迫终止，人们的生活节奏被中断以及生

存的空间被封闭，甚至于直接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通

过“钻石公主”号邮轮此次集聚性事件，要对船舶引航

安全风险进行新的思考，提前做好防疫工作准备，制定

相关措施，确保船员和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新冠疫情对全球航运业和船舶运营管理的影响

由于突如其来的影响，使得国际贸易运输工作无法

正常运作，整体的贸易额也呈现急速下滑的趋势走向，

全球贸易急剧下降，原材料和产品进出口贸易减少，发

货人减少。并且对于国际贸易的人员往来也受到限制，

大部分贸易无法及时有效地签订及履行相关合同，整个

制造业的供应链被严重干预，阻碍了贸易的进程及发展，

并限制了贸易的运输和航运的发展。

工人被迫停工，码头与港口工作量锐减，对于船舶

的装卸过程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而且港口货物不能及

时运输及转运，港口被施以了很大的压力 [2]。由于疫情

的严重影响，巴西、南美等地对数国的港口出现拥堵、

堵塞，七十多艘船以此排序等待出口，同时，也存在会

有部分的进口商有退货的现象与风险。在这工作的阶段，

整个港口的工作人员以及岸上的船员，在间歇的船舶停

泊过程之中会出现交叉感染的现象，这往往就是船舶航

行期间的防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因为疫情的世界性爆发，蔓延也一直持续，基于此

中西方国家对于船运的港口增加了在港阶段的管理，对

于船舶的停靠与船员值班、轮班有了十分严格的规矩。

尽管世界各级国际组织的拥护之下，部分港口着手准备

轮班作业的相关策略，但由于班次轮换的局限性大且产

生的费用较高，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海上运输的封闭与旅

行禁止条例，导致班次的问题一直未妥善解决。各船舶

公司均已经落实相关的政策，并针对港口进行适当船员

调整，还要做好相应的船员安抚工作，但效果却不是很 

明显。伴随疫情范围持续扩大，船员的调动与变更一直

不断，其中的问题也尤为突出，船员的值班与调度工作

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一大批船员出现无法结束工作及服

务的情况。船员想回家的愿望无法满足，船员健康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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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获得保障，船员长期辛苦工作，身心劳累、疲惫，这

不仅仅会对船舶的安全航运带来很大程度的风险及安全

隐患，并极可能发生严重的海上危险事故 [3]。

此次世界级的疫情暴发对航运业的不同层面都产生

了极大影响，一旦在船上出现疫情，结局将无法想象，

所产生的直接性后果是造成船舶停航，危及船员的生命

安全。因此，船舶疫情防治工作已变成船舶航运过程之

中关键性工作。

2 船舶疫情防控措施及要求

为确保船舶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相关的船舶运营

公司要依据有关规定与要求和实际的船舶情况，严格地

拟定并加紧落实船舶的防疫策略。针对新的冠状病毒防

疫进行有效而细致额战略部署，依据章程规定以及防疫

程序按部就班的开展，保证相关疫情管控的实现，保证

船舶在出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应对并实施科学的处理，

同时还要明确船员、船舶的航运安全 [4]。

2.1 加强船舶疫情防控知识培训

在每次传播停靠时，要进行有关的疫情近况收集工

作，需实时地开展收集、总结和防疫政策的相关会议，

利用分管、航运、船员、部门安全、预调会议等各种机

会，向所有相关船员实施防疫预案的知识普及与疫病危

害的宣传，要引起高度重视，做好相应的思想假设，不

懈怠防控工作，领导船组科学正确落实、开展防疫工作。

2.2 防疫物资、防疫设施及隔离点落实到位

做好口罩、一次性手套、防护服、洗手液、消毒剂

等防疫物资的供应，将防疫物资的管理工作尽快全部落

实，在物资紧缺的期间一定要将相关物进行科学、合理

应用。还需在船上设立后背隔离舱，隔离舱用于聚集疑

似疫情感染者，以防出现传播或疑似感染的情况。

2.3 做好日常疫情防控措施

（1）保持日常健康监测，要对船上所有成员进行

每日三次的体温监控并务必做好记录实时上报减少无关

的问题出现，一旦发现体温过低或过高的船员要立即进

行隔离观测，将缩短体温检测间隔，持续注意温度与各

项体征的变化，随时准备实施提前准备好的疫情防治预

案。此外，在平时闲暇时还要持续强化对船员身体素质

的管控，确保船员身体健康与坚实。

（2）科学采购日常饮食。在船期间务必谨慎对所

吃食物进行购置与采买，科学的选择采购地点，最好与

所停靠的港口相近，在购买时务必看好是否是安全生产

地域的食品，一定不要在三无摊位进行购买，减少在航

行中的安全隐患。还需注重吃食的营养搭配，严格按照

原有的船员饮食标准进行日常的管理，对于食品在食用

前要清洗彻底，注重食物及个人的卫生，以免在疫情防

控期间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与问题。

（3）维持船舶的办公区域公共区域的通风。在船

舶上要每天开窗进行通风，加强相应的空气流动，并要

有专门工作人员对船员生活区消毒情况实施明确的管理

与监测，按时对气体滤网进行清洁与处理，以有效保障

船只舱内空气新鲜，始终维持空气畅通。

2.4 重点落实好船舶靠港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1）在船舶途径别区港口时候，进港出港引航员

从生活区以外都需要进入船舶，测量引航员体温，出现

非正常的状况需马上向船长报告。在登船前要配备好一

切的防治用品，登船后提醒相关的工作人员，如驾驶员、

领航员以及生活区的船员进行温度测量并穿戴完毕后再

上岗开始工作。医用口罩、防护手套、护目镜以及防护

服不可随意穿脱，在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处理用过的物品

或是严封保存，或是消毒，同时也要对使用、操作过相

关仪器与生活区域也进行杀毒处理。

（2）船舱楼梯口的相关值班船员一定要注重个人

的防护，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手套、防护头

盔及防护衣，务必严格对有关登船人员的进行体温测量

与记录，做好相关的人员登船的监管工作。且无关人员

一律不可陪同、不准登船，一旦进入船舱则不可随意出

入，也不能乱窜、乱走、闲逛人员生活区。

（3）一旦在航运期间船舶停靠在出现严重疫情的

区域，务必展开相关的应对措施，严禁船舶中的船员离

开船舱，除需要进行相关的交涉工作的人员，其余人员

不能登上船舶并要维持最为安全的距离。在开展工作前

与接待结束后，五部对会中人员，货品以及用品进行杀

毒、消毒，并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及时的处理 [5]。

（4）在船舶上的甲板装载货物时，相关值班人员

需要佩戴防护口罩、手套、防护镜以及穿防护衣，且要

缩减与作业工人的直接性接触，要从始至终地维持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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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长江干线兰－鳊段数字航道的建设及运行，已实现了对航标动态信息（灯质、电压、位置等）的监控管理，

俗称电子巡查航。但是对于航道现场水域、航标外观等情况依然无法在数字航道平台进行监管、巡查，只能采取传统的

航道维护船艇开展航道现场巡查航。本文在分析现有的航道巡查航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利用航行的社会船舶来实

现视频巡查航的新模式，弥补了电子巡查航对航道现场监管的不足，丰富了巡查航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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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通过兰－鳊段数字航道的建设，长江重庆航道局辖

区已初步实现了对航标的动态监控管理。2018 年 8 月，

长江航道局正式启动长江干线数字航道联通运行专项工

作，按照“业务驱动，协同推进；示范推广，分步联通；

自上而下，全线贯穿；由内而外，转型发展”的原则，

通过一年时间完成了长江干线数字航道全面联通运行，

自此长江干线数字航道正式进入全线贯通运行新时期。

现有的数字航道系统能够实现对航标的动态信息

进行监管，包括航标灯的灯质、电压、电流、日光阈值、

位置等动态参数，能够及时地发现航标漂移、位移、灯

器失常、欠压等异常情况，并进行报警提醒，工作人员

根据发现的报警信息，指导航道一线职工开展航道养护

工作，提升了航道养护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对于航道现

场水域、航标外形外观等静态信息依然缺乏有效的监管，

对航道水域发生的海损事故、标志船碰撞、打横、侧翻

等情况，依然采取传统的行轮告知、船艇巡航等方式发

现，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主动监管。因此，本文提出了

预防距离。工作结束后，还要到专门的消毒点展开消杀

工作，并换好工作服和工作鞋后再返回生活区。

3 结论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出动救助船对

船员进行防控，确保船员引航安全。通过长时间对疫情

防控经验总结，将一些预防措施的标准化管理制度，将

预防措施和防疫物资准备放入疫情紧急预案，做好包括

有效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各类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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