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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海峡北岸应急救援力量问题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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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琼州海峡北岸港口经济的快速发展，船舶交通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海上突发事件的风险上升。本文从琼

州海峡北岸专项应急预案和海上应急救援力量的配备两个方面梳理了琼州海峡北岸应急救援力量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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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海峡连接着海南岛与大陆，是我国“六区一线”

的重点水域。近年来，琼州海峡船舶交通及旅客流量逐

年增加，以及全球最大的滚装渡船码头之一的南山港投

入运营，琼州海峡通航密度进一步加大，海上交通安全

形势也越来越复杂。因此，为了防范和化解高速发展的

船舶交通运输带来的海上突发事件风险，对琼州海峡北

岸应急救援力量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应急救援力量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以期进一步提高应对海

上突发事件的能力。

1 琼州海峡北岸应急救援力量现状
1.1 专项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是指琼州海峡北岸交通运输突发事

件涉及多个部门（单位）职责的应急预案，由相关部门

（单位）牵头制订，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1）琼州海峡北岸交通运输突发事件海上救援处

置应急预案；

（2）湛江海上搜救分中心海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湛江海事局海事应急反应总体预案；

（4）湛江海事局港口船舶防抗热带气旋事件专项

预案；

（5）湛江市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

环境应急预案。

1.2 应急救援力量

琼州海峡北岸海上应急救援力量主要有公务力量和

社会力量。公务力量包括海事、海警、海监、救助、渔

政等救援力量。社会力量主要为专门从事海峡客滚运输

的船舶和渔业船舶。目前琼州海峡南北通道共有从事运

输的客滚船舶 53 艘（包括 4 艘火车轮渡）。此外，还有

一艘各港航企业共同租赁并安置在海安新港的小型消防

拖轮“捷隆拖 1”。除以上应急救援力量以外，在必要

时可以协调驻湛军队和武警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行动。

2 应急救援力量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海上大量人员转移力量

客滚船舶载客定额数量大，少则几百人，多的近

千人，目前琼州海峡北岸缺乏大型救助船，特别是缺乏

载客较多的救助力量。

2.2 海上消防救助力量不足

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汽车量巨大，一旦发生火灾，

客滚船难以通过本身的力量将半封闭舱室内的火及时扑

灭。此外，布置在海安新港的小型消防拖轮“捷隆拖 1”，

其配备的消防枪射程有限，难以穿过汽车，对客滚船内

部起火点进行灭火。

2.3 应急救援力量抗风浪能力差

湛江每年约受 1-3 个台风袭击，琼州海峡北岸海

上力量普遍存在船舶（除客滚船）吨位小，抗风浪能力差。

2.4 联动机制有待完善

海峡运输涉及面广，牵涉单位和企业多，在形成

合力方面，尤其是岸基联动方面，有时仍然存在指挥体

系混乱、权责不清和合力不够等问题。

3 对策建议
3.1 开展客滚船舶之间的互救能力建设

琼州海峡客滚船舶班次较为密集，且客滚船之间

船舶参数大体相同。通过调整压载水使两船的干舷高度

大体一致，能够实现大量人员的转移。因此，有必要开

展客滚船舶之间的互救能力建设。

3.2 推进消防应急能力建设

配置满足吃水条件、高抗风等级的消防救助两用

船，强化培训专业消防队伍，补充必要的消防装备物资，

建立响应快速、综合性强的消防应急救援力量。

3.3 区域联动保障

湛江市、徐闻县两级政府部门，要不断完善与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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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潮汐河口是沿海港口疏港航道的重要通道，此类航道既受上游径流影响，又受到潮流、波浪等因素影响，水文

条件极为复杂，导致船舶操纵难度增大，加大了水上交通事故的风险。本文以射阳河口疏港航道及海河联运区河口航段

为例，提出河口航段通航安全关键因素，通过潮流模型和波浪模型分析了河口航段的通航及泊位条件，为类似工程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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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拥有密集的内河航道网，随着航道建设的不

断完善，通航船舶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同类型航道的自

然条件对通航安全的影响逐步显现 [1]。许力源等分析了

交叉航段通航安全的关键因素和评估方法 [2]，孔宪卫等

分析了桥区水域的河床演变对通航安全的影响 [3]。而河

口航段通航的航段安全关键因素与其它内河航道不尽相

同。河口航段是实现“海河联运”的关键航段。河口区

域受径、潮流双向作用，水流条件复杂。同时，还受到

风浪因素影响的叠加，易造成船舶在河口段通航时飘移

量增大，船舶操纵难度增大，增加了水上交通事故的风

险。海事部门虽通过大力建设 VTS、AIS 等监管系统 [4]

来保证船舶通航安全，但运用科学手段，论证和评价河

口航道的通航安全风险仍十分必要。本文以射阳河口疏

港航道及海河联运区河口航段为例，开展河口航段通航

安全评估技术研究；梳理河口航段通航安全关键因素；

提出河口航段通航安全评估方法，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1 评估重点分析

潮汐河口是沿海港口疏港航道的重要通道，此类

航道属于从内陆向海洋的过渡河道，既有内陆河流的特

邻省、市政府的信息共享、力量支援、快速反应、共同

应对的联动机制，应对区域性突发事件提供合作与联动

保障。

3.4 经费物资保障

鼓励各部门为琼州海峡北岸海上突发事件提供资

金支持和捐赠。引导社会公众参加商业保险和互助保险，

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加强琼州海峡北岸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

备的管理工作，以保障海上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和其他必

需品的供应，加强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并及时补充和

更新。

3.5 建立评价和激励机制

应急工作是一个需要各方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建立评价和激励机制可激励各方力量参与海上应急救助

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有效提升应急处置工作效能。

3.6 完善应急演练机制

把应急演练纳入船舶应急救援工作的重要内容，

制定演习计划，组建预案演练组织，确定演习的主要内

容、时间、地点，参加演习的单位、人员等，制订演习

规则、纪律，并做好后勤物资、资金、技术、医疗等方

面的保障协调工作。

4 结论
通过梳理琼州海峡北岸专项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

力量，识别出琼州海峡北岸应急救援力量存在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琼州

海峡北岸应急救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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