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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航运业发展，海上安全形势严峻，水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本文调研分析了近几年国内万吨级以上危

化品泊位、船舶和危化品吞吐量，国际和国内部分地区的船舶事故情况。结果表明：水上交通事故呈现减少趋势，水上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并趋于好转，但是港口和船舶突然污染事故的危害性越来越大，水上安全形势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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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海洋货物运输逐年递增，负担着全球

70%~80% 的货运量 [1]。随着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海

洋水体油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石油是海洋环境最普遍的

污染物之一 [2]。目前世界上每年因突发性溢油事故流入

江河、海洋的石油为 300 万～ 500 万 t[3]，是人类其他

活动泄入海洋石油量的数十倍 [4]。据统计，全世界溢油

事故在港内的占 92%，海上的占 8%[5]。国际油轮防污

染联合会统计 (ITOPF) 表明：2010-2017 年发生 53 起 7

吨以上溢油事故，溢油事故约 50% 发生在内陆或受限

制区域（如港口）。水体污染损害除会造成极大的社会

和经济损失外，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环境损失，

2010 年墨西哥湾溢油，有 50 万吨原油泄漏入海，造成

1600km2 海滩污染，英国公司赔偿 260 亿美元。

为了降低水体油污染的危害，分析港口和船舶突

发污染事故的风险趋势，为管理决策者提供数据依据。

本文对港口发展水平、船舶活动水平、近期国内外的港

口和船舶突发污染事故数据进行了调研对比分析。

2 港口和船舶突发污染事故趋势分析

2.1 港口船舶数量变化分析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6] 显示，2020 年年末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22142

个。其中，沿海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5461 个，占比

24.66%； 内 河 港 口 生 产 用 码 头 泊 位 16681 个， 占 比

75.34%。2020 年年末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592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的原油泊位 87 个、成品油泊位

147 个、液体化工泊位 239 个，合计万吨级以上危化品

泊位 473 个，占总数 18.25%。2016-2020 年万吨级及

以上危险化学品泊位数目呈现每年递增的趋势，平均增

长率 3.89%，详见图 1。

图 1    我国近五年万吨级以上危化品泊位数量统计

2020 年年末全国水上运输船舶 12.68 万艘，净载重

量 27060.16 万吨，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45.5 亿吨，

其中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13.10 亿吨，占比 9%。2016-

2020 年危化品货物吞吐量逐年攀升，年均增长率 8.94%，

随着船舶大型化发展，船舶总数量逐年下降，年均下降

率 5.66%。详见图 2。

图 2   我国 2016-2020 年船舶数量和危化品吞吐量统计

基于船舶签证和查验数据统计显示，2017 年进

出港船舶共计 7171211 艘次，国内航行船舶占绝大多

数。其中国内航行船舶 6692822 艘次，占进出港总数的

93.3% ；国际航行船舶 478388 艘次，占进出港船舶总

数的 6.7%。进一步分析，海船 3352485 艘次，占国内

航行船舶总数的 50.1%，占 2017 年进出港船舶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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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5%；内河船 3340337 艘次，占国内航行船舶总数的

49.9%，占 2017 年进出港船舶总数的 46.58%。

2017 年 13 个省市的进出港船舶平均艘次为 55.16

万。其中广东省进出港船舶数量最多，达到 219.26 万

艘次；其次是江苏省，117.18 万艘次；其余省份的进出

港船舶艘次都低于 100 万艘次，其中黑龙江省进出港船

舶艘次最少，2017 年全年进出港船舶 1 万余艘次。

国际航行船舶艘次最多的是广东省，占全年国际航

行船舶总艘次的比例是 23.03%，其次是深圳、江苏、

福建、上海、浙江和山东，占全年国际航行船舶总艘

次的比例分别是 16.23%、12.48%、11.72%、11.72%、

11.31% 和 10.07%。

2.2 溢油事故趋势分析

根据 ITOPF 统计，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油轮溢油

量超过 7 吨的统计数字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图

3 所示。2010 年代记录的年平均泄漏量为 1.8 次，不

到 1970 年代记录的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在 2010 年代，

7 吨及以上的油轮泄漏造成约 164000 吨石油损失，自

1970 年代以来减少了 95%。

图 3   历年中大型溢油事故统计 [7]

据 ITOPF 统计，1990 年代，共有 358 起 7 吨及以

上的石油泄漏事故，造成 1134000 吨石油损失；其中

73% 是在 10 起事故中泄漏的。在 2000 年代，共有 181

宗 7 吨及以上的石油泄漏，造成 19.6 万吨的石油流失；

其中 75% 是在 10 起事故中泄漏的。在 2010 年代，有

63 次 7 吨及以上的石油泄漏，造成 164000 吨石油损失；

其中 91% 是在 10 起事故中泄漏的。一次事故造成了大

约 70% 的石油泄漏。事故石油泄漏量越来越多的集中

在大型溢油事故中，说明随着船舶大型化，严重泄漏事

故的泄漏量也在逐步攀升。

我国是航运大国，海上安全形势严峻，水上交通事

故频发，海上污染事故相对较少，但是仍偶有发生，防

治船舶发生污染事故的工作依然重要。据统计，进出港

艘次最多的广东省，2016-2020 年共发生水上交通事故

1222 起，年均 24.44 起。交通事故数目呈现平缓波动趋

势。如图 4 所示。

进一步对 2016-2020 年事故成因进行分析，发现以

碰撞、搁浅、自沉、机损为主要原因，统计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4   广东省水上交通事故逐年分布图（2016-2020）

图 5   广东省水上交通事故成因分析

图 6   厦门辖区水上交通事故逐年分布图（2010-2019）

部分地区的水上交通数目逐年下降，根据漳州海事

局事故资料，2013-2017 年，漳州辖区共发生水上交通

事故 62 起，平均每年发生 12 起。近年来漳州辖区海域

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次数极少，仅 2017 年，在漳州沿海

发生 1 起污染事故，溢油量不超过 100 升。经主管部门

及时处理，事故未造成严重影响。近几年，厦门辖区水

域水上交通事故数呈减少趋势，2010-2019 年厦门辖区

水上交通事故 95 起，事故逐年分布如图 6 所示，辖区

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并趋于好转。其中，港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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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及长江黄金水道建设，

促进长江生态保护和沿岸经济发展，本研究依托镇江市、泰州市长江航道疏浚砂综合利用（试点）工程，对长江下游航

道疏浚砂综合利用全过程进行研究，提出了水上转运区、分散式上岸以及五联单监管的模式，为长江下游实施航道疏浚

砂综合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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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江南京以下 12.5 m 深水航道全线贯通，长

江下游航道维护要求进一步提高、维护疏浚量大。航道

疏浚砂综合利用工作的持续推进，提高了航道维护疏浚

效率和疏浚效果，缓解了城市建设用砂供需矛盾 [1]，符

合共抓长江大保护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 [2]。2017 年始长江中上游九江、荆州两处相继开展

疏浚砂的综合利用，2019 年镇江、泰州紧随其后，积

极推动长江下游疏浚砂综合利用。

1 概述

长江航道部门疏浚所产生的砂石，以往由航道部门

在指定区域抛弃处理，抛砂沿程引起水体污染、造成生

态破坏。长江航道不同航段疏浚砂粒径虽不相同，但含

沙量高、砂质良好，是利用价值较高的泥沙资源，将疏

浚砂运输上岸，用于吹填或作为城市建设用砂的补充，

减小疏浚工程对长江水体环境的影响，减轻其对长江生

态环境的破坏，是落实长江大保护、践行绿色发展的需要。

船舶突发污染事故 9 起，平均每年 0.9 起。

3 结论

本文调研分析了近几年国内万吨级以上危化品泊

位、船舶和危化品吞吐量，国际和国内部分地区的船舶

事故情况。结果表明：我国万吨级以上危化品泊位数目

和危化品吞吐量呈现递增趋势，说明污染事故风险不容

忽视；然而我国船舶数目逐年减少，说明船舶具有大型

化的趋势；2017 年我国船舶进出港船舶达 700 万余艘次，

其中广东省达 200 万余艘次，其余省份都低于 100 万艘

次，国际航行船舶最多的也是广东省，其次是深圳、江

苏、福建、上海、浙江和山东，说明我国国内外航运主

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国际溢油事故数据和国内水上

交通事故数据表明，水上交通事故呈现减少趋势，水上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并趋于好转。其中，广东省每年

水上交通事故频发，以碰撞、搁浅、自沉、机损为主要

原因，总体数量呈现平缓波动趋势，厦门和漳州港口和

船舶突发污染事故也偶有发生。总体来说，水上安全事

故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随着危险品船舶的专业化、大型

化的趋势日益显现，港口和船舶突然污染事故的危害性

将越来越大，水上安全形势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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