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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国油国运”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油轮船队规模日益增大的同时也导致了油轮污染事故频发，

这给我国油轮防污染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结合油轮污染本身的特点，本文分析和归纳了我国在油轮防污染领域的

发展现状和成果，总结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利用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应急管理体系，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加强

现场监管和培训演练，得到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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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对于石油的依存度正在逐

年大幅度升高。因为原油资源的相对匮乏，我国原油需

要大量的进口 , 而进口的绝大部分都需要依靠海上油轮

运输来完成。近年来，大量的油轮污染事故不仅导致了

大量的财产损失，更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为此，国际海事组织（IMO）提出的“让海洋更清洁、

让航行更安全”的宗旨将油轮的防污染工作视为重中之

重。

1 油轮污染概述

1.1 油轮的污染种类

油轮污染最常见的是油类物质的污染，其中按照

油类污染的原因可分为操作性污染和意外事故污染。操

作性污染是发生频率最高的污染类型，一般情况下是因

为船员没能严格遵守油船的操作流程和相关规定，操作

失误而导致原油或者含油污水排放到海洋环境中，其主

要发生在装卸货过程中。而意外事故性污染是由意外事

故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其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如搁

浅、火灾和爆炸、碰撞、设备故障、恶劣天气、船体故

障、人为因素等。这类污染中有 5% 的事故会造成大量

原油泄漏，对环境形成极大的污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近来年某些船东为了节约运营成本，唆使船员蓄意不使

用油水分离器，故意不记录油污舱底水的排放情况，而

将污油水直接排放到海洋当中。如 MOL 的子公司 Unix 

Line Pte Ltd. 因承认在油轮 Zao Galaxy 上违反 MARPOL

行为被判处罚款 165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168 万元），

并对相关责任人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的处罚。目前这种蓄

意操作造成的污染种类还没有进行严格分类，但相关执

法机构和航运公司应对这种违法行为提高重视。

油轮因其本身特殊的运输要求（原油洗舱），还可

能造成其他种类的污染。如利用锅炉制造惰性气体的过

程中会产生废气污染，在港卸货时油轮的惰性气体洗涤

塔废水排放污染，船舶压载水排放污染等。这些种类的

污染也同样不能忽视。

1.2 油轮污染的危害

根据环境管理与评估研究所（IEMA）发布的最新

研究报告的第八章（污染与污染控制）表明，油轮污染

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1）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危害。溢油污染发生后，

首先通过在海洋环境表面形成油膜，严重影响海洋中浮

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减少阳光对海水的辐射。然后因原

油的烃类物质大量溶解于海水中，导致海水质量大幅度

下降，引起大量海洋生物，如海鸟、鱼类等的死亡，最

终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造成重大破坏。这种破坏往往极

难恢复。

（2）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溢油污染主要影响的人

群不仅包括在溢油污染区域作业的渔民和进行溢油应急

处理的工作人员，还包括食用溢油污染影响海域的贝类、

鱼类的人群。这种污染通常会造成人体的淋巴系统受损，

甚至产生癌变，对人体的健康产生长期巨大的危害。

（3）对污染区域经济的危害。大量的原油泄漏往

往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除了对旅游业和渔业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外，高额的治污恢复费用也会让经济损失

达到一个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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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轮防污染发展概述

2.1 公约及法规的建立

面对油轮污染产生的巨大危害，国际社会和国际

海事组织（IMO）对油轮的提出了一系列特殊的要求。

相关公约中针对油轮的污染特性，从实际运营的角度出

发，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特殊要求。如 MAPPOL

公约中对于结构防污染、防止操作性污染要求。国际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中对于消防特殊要求、救

生设备特殊要求、构造特殊要求。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COLREGS）针对油船操纵受限的情况的操作要求。

《1978 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STCW）

中对于油船船员制定有关适任及培训要求。《国际船舶

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ISM）中对于船公司

运营和管理的具体要求。防污底公约中的《国际防污底

系统证书》《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国际

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中的要求。

为了应对油轮污染新形势，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防污染法律法规。2006 年 1 月国务院颁

发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09 年 1 月交

通部颁布了《国家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配置管理规定》。

2010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了《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2010 年 9 月环境保护部颁布了《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2012 年 5 月，经由国

务院批准，交通运输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了《船舶油污

损害赔偿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这些法规和制度

的建立有效弥补了我国在船舶油轮防污染领域方面的空

白。

2.2 海上船舶溢油应急管理

海上船舶溢油应急管理是降低油轮污染的一个重

要措施。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和物力，如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国家污染基金中心和辖

区反应组在整个美国沿海建立了大量的应急设备资源

库。英国的海事与海岸警备局、防污与响应部门建立了

完备的应急分级处理预案。澳大利亚的海事安全局和海

上溢油中心完善了国家防污计划和体系。

我国的海上溢油应急管理也在不断建设和发展中，

在 2000 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陆续颁布出

台了《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东海海区溢油应

急计划》《北方海区溢油应急计划》等，初步建立符合

我国国情的溢油应急反应体系。但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

仍有许多不足，如对于具体海域的油轮溢油风险评估工

作研究不系统、具体的应急措施操作性不强等。

3 我国油轮防污染的对策

3.1 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油轮溢油应急管理

加强我国油轮溢油应急管理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

的工程，它是处理油轮溢油污染的基础和根本保障。目

前我国在这个领域的投入并不足够，应积极调动各方面

的力量，如整合监管机构、执法机构、船公司、高校科

研单位等，首先从法律法规、通航环境、船员管理、监

督检查、应急方案等搭建油轮防污染的预控体系，其中

应包含相应的防污染应急计划，并实施分级管理。再构

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参与的全国性油轮溢油事故防治

组织管理架构，并不断从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新角度

来加深研究。

3.2 加强油轮防污染培训

有效地开展油轮防污染培训不仅能提高相关人员

在防污工作中的实际操作水平，更可以唤醒相关人员的

防污染意识，明确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利用基于

仿真的多场景模拟应急培训可以模拟多种油轮的相关操

作，通过实操演练大幅度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应急素质，

有利于油轮防污染专业队伍的建设。

3.3 加快核心技术开发和应用

核心技术的使用既可以降低油轮防污染发生的可

能性，也可以减少油轮污染后产生的危害。油轮防污染

预防领域的核心技术众多，如利用卫星技术和合成孔径

雷达技术组成的卫星图像监控系统来实现对油类污染在

固定海域的实时监控。在油轮脱硫装置和惰气洗涤塔中

使用最新的高分子吸附剂能有效的控制向海洋中排放的

污染物。通过新式的自动报警装置对油轮防污染的关键

部位进行智能监控可以防止不符合公约要求的污油水或

者是废气的排放。利用紫外线、超声波或氯化剂可以改

善油轮压载水的清洁程度。油轮的防污染控制技术同样

重要，其领域主要涉及到快速的搜寻技术、高效的消防

技术、快捷的封堵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需

要科研单位持续投入，以形成一个完备的良性的研发使

用系统。

3.4 严格把控监管环节

严格高效的监管能够对油轮的防污染工作起到很

好的监督作用。现场检查人员在对油轮进行检查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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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航行于内河的船舶造成水环境污染，会直接影响周边甚至是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在长江保护法出台的大背景

下，内河船舶防污染策略需标本兼治、重在固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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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过，并在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全法共分九章

96 条。其中，第四章水污染防治包括第 43~51 条。 其

实早在 2016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令第 2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

境管理规定》施行。长江保护法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对内

河污染防治成文立法。

1 船舶造成的内河水环境污染物

船舶对于内河的污染主要包括生活垃圾、操作垃

圾、含油污水及污染危害性货物泄露等。资料表明：

全国每年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约 40.8 万吨；生活污水约

5420 万吨；含有污水约 438 万吨 [1]。如此庞大的污染物

数量，除一些有利益分配的污染物如油污水被回收外，

数量惊人的污染物被直接偷排至内河水域，性质恶劣，

社会影响巨大，清除代价极高。

定要特别注意油轮的特殊要求。如严格检查油轮的《油

类记录簿》和《海洋污染应急计划》内的记录内容是否

与实际情况相符合。油轮上的电器设备、便携式灯具、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透气装置等是否满足公约

和主管机关的要求。对于油轮船员的监督检查除了对船

员是否持有特殊培训证书的检查外，还应该重点检查船

员的实际操作是否满足消防、防污染方面的具体要求。

4 结语

随着油轮数量的增加和油轮吨位的不断增大，我国

油轮防污染的工作必将越来越严峻。只有提高加深责任

意识，建立完备的应急管理系统，尽早实现核心技术的

突破，提高监管的力度和效果，才能推进我国油轮防污

染工作的快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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