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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引航员登离船安全
李涛

（日照港引航站，山东 日照 276800）

摘　要：船舶引航是港航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但是绝大多数引航员必须通过引航员登离船装置才能登离被引船。如

何保证引航员登离船安全是各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引航员、引航艇（拖轮）、被引船三个方面的风险进行阐述，

同时对所遇到的风险给出了相应的举措和建议 , 目的是最大程度上减少或避免引航员登离船过程中意外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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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员登离船是引航作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而

此环节又存在高危性，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安全事故。有

效保护引航员登离船安全，不仅关系到引航员的人身安

全，而且也会影响到港口的正常运行和船公司的切身利

益。如何预防引航员登离船事故是非常有必要讨论的，

本文对常见的安全事故原因做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相

应的措施和建议。

1 引航员登离船风险类型

引航员登离船风险类型按其诱因可分为不可抗力风

险和可抗力风险两种。

1.1 不可抗力风险

不可抗力风险是引航员登离船时造成意外事故的

主要原因，它主要受天气和恶劣海况的影响。引航员通

常在下风舷登离船舶，但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引航员

出引航艇（拖轮）保持站立都非常困难，另外，风对两

船都会产生影响，两船发生不同程度的起伏，使引航员

登离船舶风险变大。流的变化也是不可确定的，即使引

航艇（拖轮）和被引船的汇合点在避风，少流的海区，

但流的瞬时变化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一般来说，

被引船只较大，引航艇（拖轮）较小，当引航艇（拖轮）

靠近被引船时会发生船间效应。大部分被引船将引航软

好安全的回转领域。同时利用雷达上的最大安全边界报

警功能进行不间断的有效瞭望，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本

船因转流或者大风影响而出现的走锚情况，最大限度地

保证本船的引航安全。

4 结语

为了让雷达在上海港的船舶避碰操作之中，操纵准

确性得到充分提升，要求充分把握船舶操纵的实际特点，

结合雷达技术的应用优势，让引航员的技术能力得到切

实应用，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船舶碰撞事故的发生概率，

让本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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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安装在船中部位，此位置对于大船来说处于低压区，

对于引航艇（拖轮）来说是高压区，所以会形成不同程

度的船吸现象。表面来看有助于引航员登乘，实际上，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挤压，如若引航员上梯时时机把握不

恰当，引航软梯受到挤压，形成断裂，或者挤压到引航

员身体部位，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事故。

1.2 可抗力风险

可抗力风险即多数为人为，或者人为可以减少的风

险。

1.2.1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不符合规范

一般是先告诉引航员登离船装置包括什么，然后

是举例说明。引航员登离船装置不符合规范的例子有很

多，比如有的船舶在接引航员时使用不规范的引航梯，

将符合规范要求的新的留做 PSC 检查。还有个别船舶，

引航梯在船长久使用，天然纤维棕绳已经不堪重负，向

船公司申请新梯得不到回复。还有的组合梯中的舷梯最

大坡度超过 45 度，舷梯和引航梯没有系固在船舷上，

舷梯没有紧固在船舷甲板上，不知道系留座、磁铁吸盘

具体是什么。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2012 年 9 月 22 日，

某引航站两名引航员在引领木片专用船“曙光”轮出口

抵达引航站点离船时，第一名引航员在下至距拖轮甲板

大约 1 米处，引航梯断裂，引航员随断裂的引航梯一起

掉落拖轮甲板，事故造成引航员胯部部分软组织挫伤。

1.2.2 引航梯装置安装不符合规范

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引航协会（IMPA）

对登离轮装置有明确的要求，但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出现

过许多不规范之处。如引航梯距离水面的高度不符合要

求，引航梯位置太高，引航员上不去；引航梯太低，会

在水中摇晃，容易被引航艇（拖轮）压到，造成断裂风

险。有的船舶在安放引航梯时，引航梯上端不与甲板地

令连接，仅仅依靠防扭加长踏板挡在固定突出物上。引

航梯自舷梯下平台开始没有向上延伸至少 2 米，也没有

系固在舷梯下平台上方 1.5 米处的船舷上。舷墙梯没有

紧紧地系固在船舶甲板上。还有一些船舶出现照明不足，

相关设置如扶手绳、救生圈、撇缆绳配备不齐全等等。

这些不符合规范的安装，都会成为引航员登离船引发安

全事故的重大隐患。

1.2.3 引航艇（拖轮）和被引船的操纵问题

对于引航艇（拖轮）而言，虽然操纵灵活性高于被

引船，但仍有部分引航艇（拖轮）不是驾机合一的，无

法达到无级调速的目的。引航艇（拖轮）的操纵性能存

在缺陷，难以实现与被引船同速航行、平稳贴靠，保持

相对稳定的船位。当引航艇（拖轮）接近被引船时，难

免会出现前冲或后缩的现象，如果引航梯放置不当或者

被引船没有安排水手在梯尾提拉，很容易造成引航梯被

挤压断裂，影响引航员的登离船安全。对于被引船来说，

虽然驾驶台有专门的瞭望人员，但并不能全面及时了解

引航员下船时的状况。引航梯附近安排的值班水手负责

接引航员，可以通过 VHF 进行随时报告，但也存在信

息报告的滞后性。

1.2.4 引航员的个人状态和劳防装备

引航员由于休息不好，产生疲劳、精神状态不佳、

反应和判断力迟钝；或在工作前 24 小时服用药物，或

者过量饮酒，使得登离船过程中动作缓慢，容易受到伤

害。引航员安全意识不强，侥幸心理作怪，企图贪图方

便行事，不穿戴引航专用的劳防用品，如不穿救生衣，

不戴防护手套，不穿劳防工作防滑鞋，以上种种都有可

能带来滑倒、刮伤、坠落等伤害。除此之外，由于引航

员的工作包需要携带引航工作的必须装备，如安装电子

海图的笔记本电脑、对讲机等，背着工作包会影响攀爬

引航梯。

2 引航员登离船的安全措施

这里的安全措施主要是指在未发生事故之前所做

的预防、保护措施，从而有目的地减少事故的发生。

2.1 考虑天气、海况、风流的影响

海面上水汽充足，在天气较冷时，引航员登离轮装

置很容易出现结冰。登离轮装置上一旦结冰，在攀登过

程中容易发生手脚打滑现象，造成引航员坠落。出现这

种情况时，建议暂时不安装引航梯，当引航艇（拖轮）

到达汇合点再进行安装；如果已经安装完毕，建议安排

人手将引航梯末端部分拉起来，当引航艇（拖轮）靠好

稳妥之后再缓慢放下。如果引航艇（拖轮）在靠近被引

船和引航员登离船过程中遇到恶劣天气时，应该加派人

手，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如果风浪过大，则

应该停止登离船并且远离被引船。经验充分的引航艇（拖

轮）对风浪特点非常熟悉，掌握大小浪之间的变化规律，

通常来说在几个大浪之后会出现几个小浪，俗称“三大



116   CWT 中国水运  2022·01

八小”，在小浪中实施登离轮行动，在大浪过后就应该

精神高度集中，判断准确登离轮的时机，尽快登离被引

船。根据经验，当引航艇（拖轮）被波浪推到最高处时，

是最恰当的时机，引航员应立即采取行动登船或离船，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被挤压的风险。                             

2.2 加强登离轮装置的维护、保养

笔者认为，船方必须购买符合国际标准或符合规

范要求的生产厂家所制作的引航梯，并对任何维护、修

理做好记录。如绳子受潮，应晾干后再收起来，防止霉

变。踏板上的油污应该及时清理，踏板的楔子应时时处

于扎牢状态。每一艘船舶都有相应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ISM），船舶应该按照 ISM 体系文件进行定期不定期

的对登离船装置进行检查，对维护保养做好记录，遇到

问题及时处理。推广某大型国企的做法，针对这种要求

高、易磨损的关键装置，使用 3 年时间统一强制报废。

2.3 正确安装引航员登离船装置

为了使引航员在登离船过程中更加方便安全，登离

船装置一般是中部或中部附近，其一可以有效避开船首

海浪对引航艇（拖轮）的影响，其二也可以减少船尾吸

入流的影响，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被引船所带来的不利

因素。船舶安装登离船装置要在驾驶员的监督下进行，

等安装完毕后，被引船应安排船员攀爬试验，确保安全。

如果被引船的干舷大于 9 米或者引航员有特别要求时，

被引船应按照规范要求安装组合梯，缩小引航员爬梯的

高度和时间，减少坠落事故发生的风险。

2.4 运用良好船艺保证操纵安全

引航艇（拖轮）和被引船的操纵问题也是影响引航

员安全因素之一，良好的船艺保证了引航艇（拖轮）平

稳的并靠状态。船舶在航行状态下接送引航员时风险较

大，一般来说引航员登离船水域，来往船舶比较多，所

以更应该加强注意。引航员登船前，被引船不仅要正确

地安装好引航梯，还需平稳地控制船舶。关于被引船操

纵有以下几点需要掌握：①通过甚高频准确预报抵达登

船点的时间，过早或者过晚对船舶安全都是不利的，尤

其是过早地到达引航地点非常不利，水域受限且不熟悉，

被引船舶会出现很被动的局面。②引航员登离轮时，船

长与引航员协调妥当，及早地做好下风。一般来说都是

将引航软梯放在下风舷侧，利用船体宽大的受风面积，

有效减少下风舷侧的风浪，有利于引航员安全登船。③

为了能更好地适应引航艇（拖轮）的并靠，被引船一般

都会降低速度，但如果所处水域的横流影响较为严重，

船速不应过低，以免漂移过大造成搁浅，最好以保持舵

效为准。④加强瞭望，如果周围船舶较多，注意及时使

用 VHF 与 VTS 和他船取得联系，及时避让。 

2.5 提升引航员的职业素质和自身安全意识

引航员的专业素质也是影响引航安全的重要因素。

引航员的专业技能、经验、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关系

着其自身安全。第一，加强经验交流，用实际训练和实

践操作获取登离船作业的安全规范和技巧，不断总结经

验，找出不足。第二，引航员健康状态也是尤为关键的。

如果条件许可，在引航之前对引航员的健康状态进行询

问，是否过量饮酒，或者存在药物影响。当引航员出现

健康条件低于平时水平、精力不充沛的状况时，会造成

反应力和判断力不足，登离船作业的风险将增大。第三，

攀爬引航梯是比较艰苦的体力活动，容易出现坠落事故。

因此建议采用必要的防坠落的劳防措施，如缓冲器、安

全绳、自锁器等等。当然被引船也应该做好安全准备工

作，比如配备足够安全强度的安全带。以上所有措施，

只是常规的保护性、规范性举措。要减少乃至杜绝登离

船安全事故的发生，还应总结优秀的成功经验。

3 结语

本文对引航员登离船所可能遇到的风险做了分类，

通过不可抗力风险和可抗力风险两个角度对登离船安全

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同时也对所分析的风险提出了

相应的措施，对被引船、引航艇（拖轮）、引航员三个

方面给出了建议，希望引起引航员共鸣。只有船公司积

极提供相应的支持，船方按照规范进行相应的维护保养，

引航员加强对专业素质的培训，相关海事部门有效的进

行监督，引航艇（拖轮）技术与经验丰富，才能够更好

地保障引航员登离船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