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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引航员与船长间信息交流
陈庆斌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防城港引航站，广西 防城港 538001）

摘　要：船舶引航安全，离不开引航员与船长的紧密合作，双方合作的关键就是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双方信息交流不

畅而导致的引航事故时有发生。本文从引航员的视角，结合笔者引航实践，重点分析引航员与船长间信息交流所存在的

问题，并给出相应的策略，旨在提高引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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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引航，通常指的是由引航机构派出持有相应

证书的引航员，对本港口水域的船舶进出港口航行、靠

离泊以及移泊进行引领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船舶、

港口设施的安全。目前我国对所有外籍船舶采取强制引

航，虽然强制引航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意义，但是具

体到某一次引航任务中，更重要也更为突出的是提供技

术支持。每次引航中引航员面对的船舶、船员、风流气

象、通航环境都不相同，这就要求引航员要有极强的适

应能力，尽快地熟悉船舶的操纵性能和融入到整个驾驶

团队中，备良好的沟通技巧，进行充分地信息交流，让

各方通力合作，从而为引航安全提供保障。

1 引航中引航员和船长的职责

1.1 引航员的职责分析

  引航员俗称引水，是指持有有效引航员适任证书，

在证书规定水域范围内进行船舶引航的专业技术人员。

引航员必须对引航水域的水文气象、航道水深、航标、

碍航物、码头设施、当地规章制度等等与船舶安全相关

在一定的通航风险。运输船在进出施工水域时，需在桥

区附近水域减速航行、调头和调整位置，期间与桥区水

域正常航行的船舶发生交叉会遇，由于运输船方形系数

大，船舶在进出施工水域期间船速较低，操纵性能较差。

运输船进出施工水域时与桥区水域船舶通航相互影响较

大，存在发生船舶碰撞的风险。

4.6 施工船在施工平台及施工水域之间往返航行对船舶

通航影响分析

北侧运输船的往返航行一方面增加了桥区水域的

交通流密度，另一方面运输船与工程北侧习惯航行的小

船及七圩专业航道内进出北侧码头的船舶大角度交叉会

遇，增加了桥区水域交通复杂程度和通航风险。

南侧运输船在主航道侧该桥未建设之前需绕行至

录安洲洲头后进入夹江施工平台。运输船的往返航行一

方面增加了桥区水域的通航密度，另一方面对下行推荐

航路内的小船及夹江里正常航行的船舶有一定的干扰。

5 结语

为减少工程施工对周边码头、锚地等水工设施产生

的影响，施工单位必须事先与相关单位做好协调。为保

证工程按期完工，施工过程应做好对内对外协调工作，

自觉接受当地海事主管机关监管，共同维护施工水域良

好的施工和通航环境，保障施工和通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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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了如指掌，同时引航员还应熟练掌握船舶驾驶操

纵能力。引航员在接受引航任务后应该及时了解船舶的

基本情况，制定出安全可靠的引航方案。通常情况下，

引航员到达被引船舶驾驶台后首先应该向船长了解清楚

船舶的航向、航速、最大吃水以及船舶现在所处的位置，

然后进一步应该向船长了解船舶的一些操纵特性及其他

与引航相关的情况。最后，引航员应该就本次引航所制

定的航次计划介绍给船长了解。引航员在引航过程中不

仅仅要时刻关注被引船舶的安全，同时也要关注周围环

境中的危险因素，比如有海损事故、污染事故或者违章

行为时，应当立刻通过 VHF 向 VTS 报告。引航员在引

航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无法继续进行引航的时

候可以终止起引航并立刻报告 VTS，包括被引航船不适

航、大风浪等恶劣海况、富余水深不足或者引航员自身

身体原因无法坚持引航的情况。在终止引航之前应该和

船长进行充分地沟通，并保证船舶的安全。

1.2 船长的职责分析

船长，是整个船舶的最高领导，同时也是第一责

任人，任何时候船长都享有对船舶的绝对指挥权。我国

的《海商法》《海船船员值班规则》都有规定，即使船

舶在由引航员引领的过程中，船长对于船舶所承担的责

任和享有的最高指挥权都不会解除。在引航过程中引航

员并不能取代船长，船长时刻应该担负起自己对船舶安

全所负的责任，这就要求船长要积极主动地和引航员密

切配合起来，将自己所掌握的对于航行安全有帮助的信

息及时提供给引航员，包括本船的一些操纵性能，助航

仪器的使用、车舵以及其他有关航行安全的信息。在引

航过程中对于引航员每一次的车钟舵令都要做到心中有

数，如有疑问应该及时要求引航员澄清，并向值班驾驶

员和舵工做明确交待。积极协助引航员并监督驾驶人员

做好瞭望，注意观察周围船舶动态，如遇疑问立刻通知

引航员，支持和满足引航员关于船舶航行安全的建议要

求。为安全提出合理的要求和建议，但不能干预引航员

的正常工作，发现引航员操作不当危及安全应立刻提出

改正意见，若引航员不接受，有权加以制止，必要时终

止其引领。

2 引航员与船长间信息交流的必要性

2.1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分析交流的必要性

  我国《引航管理规定》第 29 和第 36 条指出：引

航员登轮后，应当向被引船船长介绍引航方案，被引船

船长应当向引航员介绍本船的操纵性能以及其他与引航

业务有关的情况；被引船船长应为引航员提供工作便利，

并配合引航员实施引航，回答引航员有关引航的疑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第 46 条规定：

船舶由引航员引航时，船长和引航员应交换有关航行方

法、当地情况和船舶性能等信息，密切合作，对船舶位

置和动态随时进行核对，船长对引航员的错误操作应及

时指出，必要时即行纠正。同时第 47 条还规定：船长

在非危险航段暂离驾驶台时应告知引航员，并指定驾驶

员负责，如值班驾驶员对引航员的行动或者意图有所怀

疑，应要求引航员予以澄清，如仍有怀疑，应立即报告

船长，并在船长到达之前采取必要行动。《1978 年海

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A 部分第 8 章 49 条：

尽管引航员有其职责和义务，但是他们在船上引航并不

解除船长或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对船舶安全所负的

责任和义务，船长和引航员应交换有关航行程序、当地

情况和船舶性能等信息，密切合作，保持对船舶位置和

动态进行精确核对。以上法规都对引航员和船长间的交

流做了强制性的要求，由此可见引航员和船长间的交流

是保证引航安全的重要手段，必不可少。

2.2 从专业角度分析交流的必要性

引航员和船长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又

都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引航员虽然熟悉港口水文航

道情况，有着丰富操船经验和极强的应急能力，但是对

被引船舶的操纵特性以及整个驾驶团队技能水平不甚了

解。船长虽然是船舶海上航行的专家，但是对港内航行、

风流影响、拖船的使用以及靠离泊技术都比较生疏，语

言的障碍也使得船长对外界信息的获取十分有限。由此

可见，双方各有所长，但同时又都有能力和认知的薄弱

地带，只有将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和技能结合起来，使两

个相对独立的个体融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

的优势，顺畅的沟通和交流才能保证航次的安全顺利开

展和结束。

3 信息交流存在的问题

引航员和船长间的信息交流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双方职责认识模糊。很多引航员上船接过船

舶指挥权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自己就是船舶的最高指挥

者，而且如果发生安全事故自己也要承担责任，所以完

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操纵船舶，完全忽略船长的存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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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的质疑和建议不予理会，更是不会顾及船长的想法

和感受，这样也就无法充分利用整个驾驶台资源。反观

很多船长，在引航开始后没有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

或是迫于引航员的权威，或是对于自己专业水平的不自

信，当对引航员操作有疑惑时不敢及时和引航员取得沟

通，在引航员操作不当时也不能够提出改正意见，任由

引航员个人发挥，最后往往导致事故的发生。

其次，交流方式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很多船长和

引航员在开航前的信息交流仅仅停留在递过一张引航卡

而已，很少有语言上的交流。引航卡上面仅仅提供了船

舶尺寸、吃水、主机、舵机等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对于

船舶操纵的一些特性，尤其是操纵上的缺陷，很难通过

引航卡获得，以至于为后面的操纵埋下安全隐患。很多

引航员也只是单方面被动接受船长给予的信息，不能够

主动将引航方案，航行过程中的危险因素，自己的操作

意图等提前告知船长，让整个驾驶团队在面对突发状况

时毫无心理准备。

第三，语言、文化信仰的差异。剧作家萧伯纳曾经

说过：“沟通的最大问题在于各说各话而互不自知。”

众所周知，海员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职业，同一条船上

的船员都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引航员会经常面对

来自不同国家的船长，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

障碍，所以让双方的交流就变得困难起来。自己说了什

么对方可能听不懂，或者自己听不明白对方所表达的意

思，甚至产生误解，从而带来行动上的不一致。文化和

信仰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往往也给交流带来巨大的

障碍，在相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容易让对方认为对自己不

够尊重，觉得自己被冒犯，因此而产生隔阂。

4 加强双方信息交流，确保引航安全

  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信息交流，应做到以下几点：

（1）明确各自权责范围，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引

航员应明确自己工作的服务性质，上船引航是协助船长

安全航行，和船长之间是一种相互合作关系。上船后应

该主动了解船舶基本情况，对于船长有关航行安全的建

议认真听取并采纳，切不可一意孤行单打独斗。船长要

时刻牢记自己是船舶最高指挥者的角色，时刻关注船舶

运行状态，切实履行监督引航员工作的责任，积极主动

地和引航员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沟通。

（2）合理管控情绪，相互尊重，互相理解。引航

员在引航过程中由于精神高度集中，极易产生负面的情

绪，合理管控自己的情绪就显得尤为重要，不把这种负

面的情绪带给整个驾驶团队，保证和船长之间信息交流

的顺畅。双方交流的过程中要注意礼貌用语和讲话技巧，

本着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的原则，不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的架势。

（3）提高英语口语水平。英语作为航海的工作用

语，口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双方交流的准确性和流

畅性，流利的口语表达能力能够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也有利于拉近彼此的关系，增进彼此的感情，取得对方

的信任，也能让整个团队的气氛更加融洽。

5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船舶引航而言，引航员与船长之间

的信息交流至关重要，需要对两者之间的责任权利进行

合理划分，确保信息交流通畅无误，进一步地提升两者

之间的监督管理以及合作协调水平，从而保障船舶能够

有效安全地进出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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