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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 2020 年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的实施和长江三角洲海事融合一体化的深入发展，ERM 评估的内容

和方式将着力强调机舱工作人员增强应对各种灾害情景和应急应变的团队工作技能，本文通过探索研究机舱工作人员情

景意识的培养途径，旨在提升机舱工作团队的情景意识，减少人为因素对船舶轮机安全的影响和促进船员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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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际海事组织（IMO）船员培训和值班标

准（STW）分委会在马尼拉通过《海员培训、发证和值

班标准国际公约》即 STCW 公约修正草案，形成 STCW

公约马尼拉修正案，将“清洁海洋上安全、保安和高效

的航运”确定为其追求的目标，马尼拉修正案将 ERM（机

舱资源管理）纳入公约Ａ部分，新增了机舱工作人员领

导力、团队精神和团队工作技能等强制性适任要求，主

要包括机舱备车与完车、机动航行、正常航行、锚泊、

雾中航行、加装燃润料等常规工况下轮机长、轮机员之

间的协调与配合，以及在主机故障、舵机失灵、全船失

电、机舱火灾、机舱进水、恶劣海况、搁浅、碰撞、海

盗袭击、溢油等应急情况下轮机长、轮机员之间的协调

与配合两个方面，这是 IMO 在研究人为因素对船舶航

行安全影响议题下提出的一种有效措施。

ERM 评估的内容主要有船舶机舱人员的管理、机

舱工作任务和工作量的管理、有效资源运用的管理以及

决策技能的运用等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近年来，随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20

规则）的实施和长江三角洲海事融合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ERM 评估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尤其体现在机舱资源

的管理和决策等情景意识的培养方面，可以说一个适任

的轮机管理人员，必须要有良好的情景意识。

1 机舱情景意识的体现

轮机人员情景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

于机舱正常工况下，轮机员能够按照设备说明书的要求

和相关操作规程规范操作机电设备，且根据机械设备的

故障规律按照船舶维护保养体系进行设备设施的维护保

养工作；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机舱设备发生异常等应急

工况下，机舱团队工作人员能够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和

素养，镇定地查看机械设备各种运行参数，研究各系统

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影响因素，判断机械故障发生的可能

原因和可能引发的机损事故，敏捷地采取行之有效的应

急应变方案和措施，避免人为因数引起的失误操作而导

致的机损事故等。

 

2 机舱情景意识对船舶安全的影响

轮机人员的情景意识是船舶安全意识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在机舱安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轮机人员对

船舶机电设备等资源的认知、理解、判断能力越强，情

景意识就越高，机损事故风险就越小，机舱安全系数就

越高；反之，轮机人员不良的工作态度、传统经验、较

低的操作技能和管理及决策能力都会导致较低的情景意

识，这样机舱安全性就低，发生机损事故的可能性就大。

总之，轮机人员对机电设备运行工况的熟知程度越高，

对机舱资源掌握越明晰正确，团队协作能力越强，情景

意识就越高，可以最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机舱机损事故的

发生。

    

3 轮机人员情景意识的培养

情景意识的培养是多个方面的，对于轮机人员，无

论是在学历教育阶段，还是在船舶机舱实际工作过程中，

情景意识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当然，

随着轮机职务的不断晋升，情景意识对于轮机人员的要

求也逐步提高，这也明显地体现在 ERM 评估对于不同

级别的人员，有着不同的考核评估标准。

3.1 轮机专业知识的积累是培养情景意识的基础

掌握轮机专业知识是轮机人员从事轮机管理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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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条件，也是不断适应船舶自动化发展和提高自己工作

效率的有效途径。无论是 STCW 公约及其修正案还是《海

船船员培训大纲》（2021 版）都规定了轮机航行值班

的最低适任标准。没有轮机专业知识作为基础，轮机人

员就不可能按照设备说明书的规范要求来操作、测试和

维护保养机舱各种设备设施，更不可能在机电设备应急

工况下判断机电故障发生的可能原因和可能引发的机损

等灾害事故，轮机灾害情景意识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

之水。作为轮机员，无论是在学历教育阶段，还是在职

务晋升适任评估前的强制培训阶段，都应认真地进行系

统性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职务晋升的见习和工作过程中，

还要有意识地结合主管的机电设备，融会贯通理论知识，

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各类机电设备的运行参数及安全工

作范围，这样既能加深专业知识的积累，又可以收到触

类旁通的效果，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也提升了

轮机专业知识的质量。随着电子喷射技术的发展和双燃

料在船舶主机的推广和应用，对轮机人员不断更新和提

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轮机人员只

有掌握了数量足够和质量较高的轮机专业知识，才能具

备相应的情景意识和对应急应变做出相应专业决策判断

的能力。

3.2 轮机管理的关联研究是培养情景意识的关键

机舱机电设备运行环境复杂多变，种类繁多，这

些因素培植了每艏船各有特定的情景，且船舶在不同工

况下又有不同的情景，加上海员交接换班、流动性大的

工作性质，使得轮机工作人员只有不断地对整个机电系

统进行关联研究，才能够去把握这样一个复杂变化的情

景，能“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知全豹”，形成机

电设备不同工况对应的情景意识。具体的关联包括轮机

内部系统间的关联、轮机与外部运行环境间的关联、轮

机与人的干预之间的关联等。例如二冲程主机扫气温度

高，从内部系统间的关联考虑，要检查活塞环密封状况、

是否有串气可能，扫气箱单向阀止回效果是否良好，增

压器气封环是否损坏，扫气箱排温表或传感器有无异常

等；从外部运行环境的关联考虑，要核查船舶航行水域

是否结冰、鱼群聚集或水体有杂物垃圾，机舱海底门滤

器是否脏，中央冷却器冷却和空冷器效果是否良好等；

从人的干预的关联考虑，船舶防海生物装置是否被人为

关闭而导致海生物在海水管壁吸附并生长，机舱鼓风机

是否有效运行等。只有充分地加强轮机管理的关联研究，

对人、机、环境三者内外部关系有清楚的熟悉和掌握，

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才能使得轮机

人员在各种工况下都能对机电设备性能参数的变化产生

相应的“条件反射”，从而形成良好的情景意识。ERM

的培训与评估设置的各种类型的特定情景，旨在提升轮

机人员有效运用机舱资源的能力和进行决策控制与管理

的水平。

3.3 良好的工作态度是培养情景意识的保证

“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

的评价和行为倾向，轮机人员的工作态度包括轮机管理

工作的认知要素、情感要素以及行为倾向要素。当轮机

人员具备一定的“主人翁精神”和良好的职业操守，认

识到轮机工作的重要性和对船舶机舱安全的意义时，就

会认真负责，精神饱满，力争把每一项工作做到尽善尽

美，就会对机舱机械设备的规范操作与维护保养做到一

丝不苟、精益求精，就能够敏捷地注意到机电设备的异

常信息，形成相应的情景意识，然后及时有效地运用机

舱资源，进行决策控制与管理；反之轮机管理工作缺乏

主动性，就会偷懒耍滑，遇到问题时，总是找借口和理

由，对异常信息和潜在的风险置若罔闻、熟视无睹，不

能形成相应的灾害情景意识，造成安全事故隐患。轮机

人员良好的工作态度对提升机舱工作团队的情景意识至

关重要，因此，对轮机人员工作态度的培养不可小觑，

必须从国家、社会、院校、企业及机构几个方面共同发

力，着力体现关心、关爱、服务和后勤保障：

（1）深入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及相关

指导意见，优化船员职业发展环境，推动建设高素质船

员队伍。

（2）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推进船员自有化，建立

运行船岸互转工作机制，畅通公司内部发展渠道，完善

再培训制度，制定关爱海嫂举措，做好后勤保障 /

   （3）加强顶层设计，促进船员职业发展，汇聚政府、

工会、行业协会、航运企业资源，搭建船员就业及职业

发展公共服务平台。

（4）采取相关激励措施，激发轮机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

（5）培育航海文化，提升职业荣誉，鼓励参加劳

动竞赛和技能大赛，培育主人翁精神，宣传先进典型，

不断提升轮机人员的社会认可度和美誉度。

3.4 重视注意力的分配是培养情景意识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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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人员通过“看、听、摸、嗅”等来诊断机电设

备的运行状况，所收集感知的信息会形成相应的情景意

识，因此，收集的信息的数量多少及其质量高低对形成

的情景意识正确与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信息主要

包括轮机内部的关联信息如机炉舱内设备的工况参数信

息等；外部的关联信息如船舶航区、航速、是否狭窄水

道机动操车等信息；人机关联信息如机电设备的维保、

操作等。例如二冲程柴油机发生单缸排烟温度高这种特

定的应急情景，如轮机人员收集的信息太少，注意力过

于集中，只认为是燃烧雾化不良，可能遗漏决策判断依

据，难以形成正确的情景意识；注意力过于分散，收集

的信息太多且质量不高，认为是排气阀烧蚀、喷油定时、

喷孔部分堵塞或者劣质燃油等问题，可能产生干扰，又

影响情景意识的准确性。由于个人的注意力的容量是有

限的，不合理的分配就会引起收集的信息的多少和质量，

可见，合理分配注意力是情景意识形成的重要环节。因

此，轮机人员要密切关注机电设备状态参数的发展变化

信息，清楚地认识到信息资源及情景意识的关系，利用

专业知识和有限的注意力，筛选出关键核心信息，快速

获得有效的情景意识，提升处理各种情景灾害和应急事

故决策判断能力。

3.5 加强机舱应急应变情景的培训和演练是培养情景意

识的手段

情景意识是一种感知信息，引起联想，产生行为意

识的反应能力，轮机专业知识的积累只是情景意识培养

的基础，从“知道”到“做到”，隔着认识的深度、思

想的状态和行动的落实，例如在狭窄水道机动航行时全

船突然跳电，部分轮机人员神思恍惚，根本不知道迅速

启动备用发电机组进行合闸操作。这种情形的产生，从

本质上讲是因为轮机人员对发电机的短路、过载、欠压

等应急应变情景缺乏培训和演练，导致全船跳电的应急

反应能力不足，当这个情景突然发生时，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道先要解决恢复船舶电网的供电问题，然后再去排

查故障机组跳电的原因，思维暂时停滞，情景意识产生

障碍。待克服惊慌失措，理智地分析主电网跳电的应急

应变程序时，船舶狭窄水道航行的船速航向等实时情景

早已不是当时的应急情景，必然就会错过适逢其时采取

决策判断的时机。所以，轮机人员无论是在 ERM 培训

演练还是在船工作再培训过程中，都要特别熟悉应急情

况下关键性操作和人员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程序，从容应

对轮机管理中可能出现的情景灾害事故。

3.6 机损事故案例分析与研究是培养情景意识的捷径

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收集整理一些典型机损事

故进行分析、研究，挖掘事故发生的根源，利用案例

分析成果，吸取事故教训，掌握机舱安全生产的方法

和主动权，对提前控制机损事故的发生和不断强化安

全情景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轮机机电设备运行工况变

化莫测，影响轮机安全的因素不计其数，而船舶应急

应变手册和机电设备操作规程都是基于外部环境和其

他系统都正常的逻辑基础之上建立的，只能提供有限

的程序帮助；而轮机机损事故是发生在轮机员身边活

生生的案例，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每一次事

故发生，偶然中隐含着必然，往往有深刻的思想根源

和管理漏洞，仅单靠个人经验，容易导致思维定势，

而且经验还具时效性，轮机故障正逐步向着电气方面

转移，传统的经验已不适应发展的需求。所以要想快

捷地获取各种非常规工况下的情景意识，就必须持续

加强机损事故案例分析与研究，通过这一捷径，可以

最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机舱机损事故的发生。

   

4 结束语

船舶轮机作业是多人协同配合的工作，单凭某一

两个人是很难获得和保持机舱整体高水平的情景意识

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每一位轮机部成员的作用与相

互间的支持和监督。良好的轮机部工作人员领导力、

团队精神和团队工作技能是保证该团队所有成员具有

良好的情景意识的关键，可以有效提升机舱团队处理

各种情景灾害和应急事故的技能，减少人为因素对轮

机事故的影响，促进中国船员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

清洁海洋上安全、保安和高效的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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