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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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靠泊

中图分类号：U6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1）08-0126-03

DOI 编码：10.13646/j.cnki.42-1395/u.2021.0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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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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通航条件不理想，给船舶操纵带来极大的困难。

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和主机失控船舶有所不同，没有动

力是已知的，而主机失控是突发的，紧急的，所以无动

力船舶可以有足够时间做准备，可以制定详细的引航方

案，配备足够功率的拖船，选择合适的天气和潮汐，安

排巡逻和清理航道，选择胜任的引航员等；大型浮吊无

动力船舶考验的是引航员完全利用外力对这个漂浮体的

控制能力 [7-8]。

引航实例：2017 年 11 月 07 日 1330 大型浮吊无动

力船舶“宇航起重 58”从洋浦港锚地 13# 起锚拖带进

靠洋浦港 5# 泊位，左舷靠泊。

2 船舶资料

船名“宇航起重 58”（无动力），LOA=145 米，

B=45 米，da=6.5 米，GT=21719，上层建筑高达 30m，

参见图 1 所示。

图 1  “宇航起重 58”拖带实景图

3 协助作业拖轮
表 1   协助作业拖轮情况

拖轮名称 主机功率 / 马力 备注（简称）

宇航拖 1 1500
Q1 为宇航起重 58 自

配拖船
洋港拖 2 2800 Y2

洋港拖 3 3500 Y3

洋港拖 5 5000 Y5

孚宝拖 1 5000 T1

4 洋浦港潮汐

1300L，110cm；1400L，83cm；1500L，72cm； 

1600L，71cm。

5 气象

风向 NE，风力 4~5 级。

6 航道情况

从 13# 锚地登轮点至洋浦 5# 泊位 4.2n mile，小铲

滩航段水深 13.5m，洋浦港航段水深 8.8m，最窄处航道

宽度为 120m，17#~21# 浮航段湾道曲度较大，转向幅

度达 50°以上，此航段边界附近两侧均有渔排及抛锚

渔船，穿越航道的渔船较多，且杂乱无章，给进出港船

舶带来极大的不便。

  图 2   洋浦港航道

图 3   洋浦港泊位

7 大型浮吊无动力船的引航要点

7.1 引航前准备

航前会同工程港方、港作拖轮船长、拖带方、被拖

带船船长、代理、引航员，确定靠泊时间，拖轮数量，

带缆位置，以及引航员的操作方案等。

7.2 选择合适的时机

根据被引航船的主要尺寸长度、吨位大小、吃水等

因素，选择合适的引航时间和时机，包括白天还是晚上，

潮汐、潮流情况，风力，能见度情况。

7.3 合理搭配拖轮

共 5 艘拖轮，有 4 艘拖轮参与作业，左前、右前分

别为“洋港拖 3”和“洋港拖 2”，船首正前方为“宇

航拖 1“，船尾为”洋港拖 5“，拖轮全部带缆，船首

拖轮为顺拖，船尾正中拖轮为顶推，同时小范围调整顶

推方向起到舵的作用；另外一艘“孚宝拖 1”作为机动

护航清理影响本拖带作业的航道渔船，直到靠泊时带缆

协助靠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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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引航员的站位

由于该浮吊船的浮吊基座以及浮吊的布局所限，驾

驶台的瞭望视线受到严重的遮挡，在驾驶室内无法看到

整个浮吊船的全貌，从而对浮吊船的运动态势的判断受

到很大的影响，所以选择两个或更多的站位点。站位点

选在较高处的驾驶台两翼，主领在视野开阔的高处，另

指派一名引航员持对讲机在船首协助瞭望，其他引航员

分散在各注意节点上，如平台的舷侧或角上，与主引航

员相呼应，判断距离、速度、通过浮筒的情况等为其提

供参考。

7.5 航道中拖船的使用配置

航道中拖船的使用配置，参见图 4 所示。

Q1

Y3

Y2

Y5

图 4   航道中拖轮配置示意图

7.6 航道引航操纵要点

（1）浮吊船起锚后，Q1 起拖，Y5 顶推，逐步加

力向航道行驶，根据进港航线令 Y5 全速顶推船尾正中

间，同时小范围调整顶推方向起到舵的作用，Q1 主要

沿航道中心线方向拖带前进，同时小范围调整向左或向

右拖带方向起到船首航向的改变；落水顶流及左舷受风，

被拖带浮吊船航速 4kn 左右。

（2）抵航道弯道时，即 17#~21# 浮，流压向凹岸

一侧，及时使用 Y2 和 Y3 的推力或拉力来控制被拖船

的船位。

（3）接近泊位前沿 300m 时，通过船尾拖轮 Y5 向

船尾正后方向拖拉控制船速在 1kn 以下；然后再根据靠

泊需要，拖轮带缆位置做出适当的调整，拖轮 Y5 解缆

改带缆在右舷船尾，机动的 F1 带缆在右舷船首，Y3 带

右舷船尾，参见图 5 所示。

Q1

Y3 Y2Y5 F1

图 5   近泊操纵拖轮配置示意图

（4）进入泊区，Y5 沿船尾方向放缆起拖把船停稳，

Y2 和 Y3 垂直靠上随时做好顶推的准备，F1 和 Y5 垂直

放缆随时做好拖拉的准备，运用前后拖轮平稳地把浮吊

船平行靠上码头。

8 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和靠泊经验总结

（1）因平台式浮吊船型，加上风影响明显，航向

稳定较差，故要随时及早地调整拖轮的拖带方向和顶推

方向。

航道弯道曲度大，转向幅度较大，航道边界附近渔

排较多，过往穿越渔船较多，且不守规矩，护航船应及

时警告清理航道，且流压较明显，此航段是操纵的一个

难点，故应摆好船位在上风上流处，及早协调发挥拖轮

的作用。

（2）引领此类船舶时，切记做好：①前期工作准

备充分，引航方案合理周全；②水文气象条件理想，进

港时机适宜；③各方配合默契；④引航员操纵平稳从容。

9 结语

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进靠洋浦港虽然没有常态化，

但作为特殊船舶和特殊的引航，进靠洋浦港有相当的难

度，需要驾引人员有丰富的专业理论支撑，积累一定的

实践经验。本文介绍了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与靠泊

洋浦港的典型案列，将无动力船的操纵特点与引航要点

相结合，结合生产实际，总结大型浮吊无动力船舶拖带

和靠泊要素，希望能够进一步指导港口引航生产，提供

有力的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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