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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员疲劳问题分析及控制
孙晖

（大连引航站，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针对引航员疲劳影响船舶安全引航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疲劳的概念并总结了引航员疲劳的形成原因，详细分析

了引航员疲劳对船舶安全引航作业的影响，提出通过引航员自身调节、引航站管理提升、加强与船舶协调和沟通以及消

除外界环境因素影响等措施，控制引航员的疲劳，从而减少由于引航员疲劳造成引航事故的发生，保证引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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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是港口生产的起点和终点，是港口运作中不可

缺少的关键环节。引航一方面代表国家行使引航主权，

另一方面为船舶提供专业服务，保障船舶、港口和水域

环境的安全，促进港口生产的发展 [1]。引航员既行使国

家主权，又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

代表着国人的形象，也代表着国人在维护和保障国家主

权方面的一种坚定信念。引航员参与船舶航行和靠离泊

作业的时间是船舶最易发生事故的作业时间段。在对

2007~2016 年 166 起引航事故的调查分析中可以发现，

人为因素在造成引航事故的直接原因中，所占比率高达

85.23%[2]。而人为因素中，疲劳又是导致发生引航事故

的重要原因。

1 疲劳的概念

疲劳是人的一种生理反应，是为了保证机体不会过

于衰弱，能量不会过度消耗 [3]。连续的体力或脑力劳动

使人产生疲劳，进而使工作效率下降。疲劳可分为生理

疲劳和心理疲劳两类。生理疲劳即肌肉疲劳，心理疲劳

即精神疲劳，心理疲劳可加重生理疲劳。

目前，航运界普遍接受疲劳是导致航运事故的重要

因素这一观点。因此，为了减少由于船员疲劳而引起的

船舶事故的发生，国际上 STCW 公约和 MLC2006 公约，

还有我国交通运输部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

船员值班规则》等，都详细规定了船员的最低休息时间

和最长工作时间。

2 引航员疲劳的形成及原因

疲劳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睡眠时间与质量、生

活环境、工作环境、身体条件和工作经验都是导致疲劳

的因素，无论引航员的专业技能、知识水平如何，都会

受到疲劳的影响。由于引航是一个技术性和专业性都非

常强的行业，疲劳作业更容易导致事故发生，因此，引

航员在引航作业过程中须保持持续的警觉性和高度的注

意力 [4]。

引起引航员疲劳的原因很多。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

总结这些原因，将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引航员自身因素

引航员自身因素不仅与引航员的航海知识水平和专

业引航技能有关，还与引航员个人生活行为方式、生活

习惯、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等有关。疲劳对人的

影响通常与这个人所实施的特定行为有关 [5]。

2.2 引航站管理因素

引航站管理因素是指引航站对引航员的管理，包括

有关引航员的政策和培训、引航站的排班制度和引航员

的绩效管理机制等。这些因素无形中增加了引航员的工

作量，并最终导致引航员疲劳。

2.3 船舶因素

船舶因素是指引起引航员疲劳的船舶设计特点和营

运安排。船舶设计特点会影响到引航员的工作量，例如

船舶自动化程度、设备可靠性、船舶驾驶台资源管理等。

船舶的营运因素，如船舶营运计划改变、中断、码头与

泊位管理的不利因素等，造成引航作业的时间不能保证，

从而延长引航员工作时间而形成疲劳。

2.4 外界环境因素

港口货物吞吐量的迅速发展，引航员相对不足，引

航员的工作量日趋增大，对引航员的疲劳影响日益突出。

另外，船舶引航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协作，如 VTS 中心、

引航艇、拖船和码头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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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引航难度。还有，由于引航员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

家庭生活会被打乱。同时，在引航工作之外的时间里，

是否会安排任务、何时安排任务、安排何种任务都会影

响他们在社会家庭活动中的心情，造成紧张情绪，从而

产生心理疲劳，不利于引航安全。

3 疲劳对引航作业的影响

人类正常的睡眠周期受人体生理节奏的控制。这种

节奏夜间会促进人们睡眠，白天则会使人保持清醒。一

个人很难在白天获得良好的睡眠，而夜间工作则会使人

更加疲劳。引航员可能经常需要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睡眠而处于疲劳的状态，对引航作业

安全威胁严重，因此，必须对引航员疲劳问题进行有效

的处理。

与一些标准化的行业相比，引航方面的船舶操作变

得越来越复杂，原因在于：船舶类型、航线类别和船长、

泊位的变化以及船舶在港停留时间长短的多样性。所有

这些因素构成了疲劳潜在起因的独特组合。由于船舶进

出港时间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双休日还是节假日，无论

是白天还是晚上，引航员都需要进行引航作业。精力与

体力的消耗常常达到最大值，引航员在这样的状态下工

作，发生引航事故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

4 引航员疲劳的控制

引航站应格外重视引航员“疲劳引航”问题，尽最

大可能避免因引航员疲劳而引发的相关作业事故。针对

引航员疲劳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有效

控制。

4.1 引航员自身调整

4.1.1 提高自身引航技术

提高引航员引航技术水平，才能减轻引航员职业压

力。新入职引航员应定期跟随资深引航员进行船舶引航

实践学习，学习各种船型的不同操纵特性，提高引航技

能，积累引航经验；引航员自身要多学习有关的船舶和

航海方面的知识，逐步提高自身引航专业技能。

4.1.2 提升应对疲劳能力

引航员应了解疲劳对安全的影响，提高自身应对疲

劳的能力，应知道在引航过程中出现疲劳所采取的措施，

如适时采取积极的休息、喝杯热的浓茶或咖啡等。加强

自身学习，激发工作热情，提高抵抗疲劳的生理机能和

心理能力。

4.1.3 加强自身行为管理

引航员应加强自身行为管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未安排引航任务时，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充分休息，

获得充沛的精力。保持足够的自律，做到自我约束，培

养自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使自身能够更加适应引航

工作。

4.2 引航站管理提升

4.2.1 完善引航员排班制度

进一步完善引航员排班制度，保证引航员充分休息，

杜绝引航员连续长时间作业。同时，可参考 STCW 公约、

MLC2006 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

的相关规定，确定引航员排班最低时间间隔。

4.2.2 优化绩效管理机制

引航员一方面要进行高强度的引航工作，另一方面

还要负责照顾家庭，合理的绩效管理机制可以使引航员

多劳多得，不仅能提升引航员的工作动力，还能从心理

上给予足够的保障。

4.3 加强与船舶沟通和协调

4.3.1 有效的协调和沟通

引航员应提前与船舶建立联系，告知船舶引航梯的

安装位置和要求。引航员攀爬引航梯是造成引航员生理

疲劳的重要因素，也是确保引航员人身安全的关键程序。

引航员作为驾驶台团队中的一员，应尽快融入到驾驶台

工作团队中，与船长进行有效沟通，确保船舶能够安全、

高效地航行。

4.3.2 船舶营运计划改变

如遇船舶营运计划改变、中断、码头与泊位管理等

不利因素，使引航作业的时间不能保证，要求有关方提

前和引航站联系，及时取消或改变船舶引航计划，避免

造成引航员不必要的等待，从而减轻引航员的心理和生

理疲劳。

4.4 消除环境因素的影响

4.4.1 增加引航员数量

随着港口的迅速发展，货物吞吐量快速增长，使得

引航任务快速增加，而引航员数量不足，引航员的劳动

强度越来越大，已影响到港口生产能力的扩大和船舶引

航安全。增加引航员的数量，降低劳动强度，从而减轻

引航员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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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加强与各单位间的沟通和配合

引航员需要与船舶、港方、调度、拖轮、VTS 等部

门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协调，避免增加引航员沟通负担而

引起的心理疲劳。引航作业前各单位间的充分沟通以及

引航过程中的相互配合都是确保引航作业安全的关键。

4.4.3 消除家庭环境的影响

引航员的工作性质使引航员很难尽职尽责地照顾好

家庭，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引导引航员树立正确的家庭

观，帮助引航员化解家庭矛盾，加强对引航员家属的人

文关怀，使引航员能够安心工作，消除引航员因家庭不

睦而产生的心理疲劳。

5 结语

引航员疲劳是影响引航安全作业的重要因素，疲

劳问题一直都是引航员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心

理疲劳更是造成引航事故的主要原因，研究引航员疲劳

问题对减少引航事故的发生和确保引航安全作业有重要

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与靠泊洋浦港探讨
林山，符冠勇，逄启忠

（海南省船舶引航站，海南 海口 5701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与靠泊洋浦港的生产方案。首先介绍了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的特点及引航

现状，其次介绍了引航中的船舶资料、协助作业拖轮配备情况、洋浦港的潮汐、气象及航道情况，既而分析了无动力船

的引航要点，最后给出了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和靠泊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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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海上运输是大宗商品货物的主要运输方式。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船舶建造技术的日新月异，船舶不

断向着智能化、高速化、大型化发展 [1-2]。大型浮吊无

动力船舶的靠离泊操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决定船

舶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 进靠洋浦港大

型浮吊无动力船舶靠离泊日趋频繁，对此类船舶的操纵

对一线引航员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与要求 [3-4]。随着海

南自贸港进程的大力推进，未来此类船舶进靠洋浦港的

机会也将会增多。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在操纵上比较特

殊，按照常规做法进行靠离泊操作具备一定的风险 [5-6]。

因此，全面提升引航服务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保驾

护航，是每位引航员刻不容缓的职责。本文通过介绍大

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与靠泊洋浦港的操纵方法，分析

无动力船的操纵特点，总结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和

靠泊要素，以期能够进一步指导港口引航生产实践。

1 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的特点及引航现状

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该类型船舶形状为方驳型，

航向稳定性很差，上层建筑高，受风流影响大，驾驶台

瞭望盲区大，加上洋浦港航道弯度大，航道狭窄，渔船

作用。引航员应充分认识到引起疲劳的原因和疲劳对引

航安全作业的影响，通过自身调节、引航站管理提升、

加强与船舶协调和沟通以及消除外界环境因素影响等措

施，控制引航员疲劳，从而消除或降低由于疲劳而造成

引航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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