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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苏段安全渡运措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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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渡船的安全渡运一直是预防水上交通重特大事故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海事部门联合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出

台了多项政策，开展了一系列长江渡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但随着长江航运船舶数量增加，通航环境日益复杂，渡

船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确保渡船安全渡运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调研长江江苏段渡运安全管理现状及安

全事故分析，结合其他地区渡运企业安全管理的先进经验，提出长江江苏段安全渡运管理举措，为渡运企业安全生产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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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苏段汽渡作为综合交通过江通道的合理补

充，既方便了过往车辆行人，同时促进了两岸经济增长，

然而长江江苏段江面上下水船流密度大，通航环境复杂，

水域面积没有长江上游开阔，渡船横穿江面，长江客汽

渡具有船舶碰撞概率高、群死群伤概率大、恶劣天气影

响大等安全风险，极易引发重特大恶性事故，对社会造

成巨大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探究长江安全渡

运措施，确保渡船安全渡运至关重要。

1 长江江苏段渡运安全管理现状
长江江苏段渡运单位众多，渡运量大，随着近几年

机构改革，目前渡运单位中事业性质只剩一家，其他改

为了企业性质，部分渡运单位管理模式及体制也随之改

变，且安全投入及管理效率有待加强。随着长江经济带

的发展，江苏段在航船舶总数量和危化品船数量增多，

渡船在横渡江面时，发生碰撞事故的几率不断加大。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渡运单位作为主体责任人，需要做好

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和日常经营工作，交通主管部门、

海事部门、地方政府按照各自的权责分工，履行渡运单

位渡船日常安全监督检查及验船审批等职责 [1]。2020 年

江苏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江苏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工作方案》，明确将长江江苏段渡运安全列入 26

个重大风险之一。为做好渡运单位安全管理工作，同时

海事部门也施行了多种举措，取得了一定实效，事故率

有所降低，但仍存在其他因素及问题影响渡口渡船的安

全运营，例如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严，安全管理手段不

能与时俱进，船员的管理培养滞后等问题。

2 渡运事故案例分析
近年来，长江客汽渡发生多起渡船险情、事故，其

中较严重的是 2012 年 3 月常熟“通常汽渡 11 号”与“顺

强 28”轮由于天气恶劣判断失误造成碰撞事故，共造

成船上 33 人遇险，其中 31 人获救，2 人死亡；2015 年

3 月 31 日，镇江水域“大港路渡 2402”和“镇长交 51

号”由于驾驶员疏忽大意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镇长交

51 号”翻沉，造成 2 人落水，1 人死亡；2015 年 12 月

21 日，南京市轮渡公司所属“中山 15”遇雾迷失方向，

先后与 3 艘水上船舶和南京长江大桥 4 号桥墩构成碰撞

险情 [1]。

通过对客渡船事故案例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渡运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码头岸基

支持不够，对航行安全疏于管理，对船员应急技能培训

亟待加强。二是船员安全意识淡薄，横穿水域时麻痹大

意，疏忽瞭望。三是制度及应急预案不健全，安全规定

执行不严，恶劣天气开航，没有与交会船舶提前沟通，

各自航向航速意图不明。

3 加强渡运安全的措施
3.1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渡运单位应完善和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管理制度，建立定期研究解决安全

生产重大问题的会议制度，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

防控制体系，贯彻系统治理、精准治理、综合治理，落

实 2021 年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实现安全生产与

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安全投入和船舶船员管理，渡运单

位应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将船员培训教育、船舶设备维

护保养、恶劣天气等条件下船舶禁限航管理规定和开航

前自查等安全制度落实情况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建立安

检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渡运乘客夹带易燃、易爆等

危险品。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渡运单位应建

立并落实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动态更新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和事故隐患清单，严格实施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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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制度，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2]。

3.2 提升船员履职尽责能力

渡运单位应对新任职船员实行三级安全教育，驾驶

员实行上岗前检查，杜绝疲劳驾驶及酒后驾驶，对所有

船员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熟练应急操作，提

升专业素养，及时掌握船员心理职业健康状况，有针对

性地进行疏导培训，建立健全船员考核管理机制，着力

加强船员安全意识与责任心，形成“人人都是安全员、

人人都是监督员”的良好氛围。

3.3 加强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智慧交通产业发

展（2021-2023 年）》、《5G、北斗等新技术推广应用

（2021-2023 年）》等文件，为水上交通运输渡运单位

指明了方向，在传统的安全管理基础上逐步加强信息化

技术手段在安全渡运生产的运用，基于 AIS 系统、5G+

北斗系统、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术，加强岸

基监控系统、船舶安全预警平台建设，集成天气预警、

江面船舶航行动态监管、智能避碰预警、船员行为分析、

人车货统计识别系统、渡船积载平衡报警等安全智能辅

助功能，将进一步提升安全渡运管理水平。

3.4 规范航行避让行为

《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2021 年）》中规定渡

船为“让路船”，渡船驾驶员穿越航道时应和附近船舶

加强联系，明确会让意图，不得盲目穿越。渡运单位应

与海事部门加强协作，建议通过灯光、浮标等标识出渡

运区域范围，同时通过 AIS 系统电子海图，由航道部门

划定标识渡运水域，对偏离渡运水域的渡船触发报警并

提醒调度人员，对进入渡运水域的其他船舶进行提醒。

渡运区域的边界指示应当清晰明了，上下水船要能准确

地判断渡运区域位置，提醒渡船尽量在渡运水域内航行，

同时建议海事部门交管中心通过 VHF 要求进入渡运水

域的船舶加强沟通瞭望，与渡船主动联系，明确各自意

图，避免船舶碰撞 [3]。

4 结语
江苏渡口分布多，渡运量依然较大，渡运是水上交

通安全的重大风险源，需要渡运单位时刻紧绷安全生产

这根弦，做到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船员专业素

养，履职尽责，加强信息化技术在安全渡运中的运用，

规范在航船舶避让行为，如此才能打造全方位安全可靠

的渡口，营造安全的渡运环境条件，促进长江渡运生产

步入安全化、标准化、信息化的道路，使水上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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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大件货物在海上运输途中须进行绑扎固定，避免其受船体运动倾覆力的影响而发生位移或翻转运动，造成货

物损毁。在海上运输途中，货物的倾覆稳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校核结果直接关系到整个运输方案的可行性与否。

本文结合 DNV 和 ABS 船级社规范，阐述了重大件货物海上运输结构稳定性校核的计算方法与过程，为运输方案的前

期设计提供了理论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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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在海上运输途中，会受到风浪等环境载荷的作

用产生摇荡运动，其甲板上方载运的货物，比如导管架、

上部模块，或者大型浮式工程船，会随着船舶一起运动，

从而受到加速度产生的惯性载荷的作用。同时，外部环

境风也会作用到货物上，从而产生风压作用力。所以，

海上运输的货物需要进行系固。这样可以避免货物受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