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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辽宁省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力量的对策措

施

通过对辽宁省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企业基本概

况、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机构设置及人员基本情况以

及装备配备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辽宁省整体港口危

险货物监管任务重，监管企业数量众多，而监管力量薄

弱。

监管力量主要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安全监管队伍

人员不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二是安全监管装备配备

不足。监管人员数量不足主要体现在大连和营口港区，

7 名和 6 名安全监管人员承担着几十公里范围的监管任

务；而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专业性强，知识面广，需

要较丰富的安全管理经验，但目前辽宁省安全监管人员

专业单一，并无安全工程相关专业人员，且从事安全监

管工作年限较短。监管设备方面，除大连外，其他港口

的现场检查设备，如防爆手机、执法移动终端均未配备，

个体防护装备，如防护面罩、救生衣也均未配备。 

针对上述安全监管力量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情

况，在强化危险货物企业管控、强化监管人员履职水平、

加强执法装备配备等方面提出对策措施：

（1）危险货物企业、危险货物泊位、储罐数量众多、

运输吞吐量增大、货物种类繁多，是导致安全监管力量

不足、难度较大的直接原因，因而本文建议应提高企业

的准入门槛，加强危险货物企业储存、运输货物种类和

数量的资质审核，加强企业安全责任体系建设、人员教

育培训、现场作业等安全监督管理，强化企业安全生产，

对达不到安全管理要求的企业通过增加检查的频率、加

大督办力度等方式，提升安全监管的效率。

（2）由于吞吐量较大，货物种类繁多，导致企业

的操作工人对某些货物的相关特性了解不足，而安全监

管人员也无相关经验，进而极大地增加了生产隐患。港

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内容

较多，对监管人员的知识储备、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本文建议应定期组织监管人员技能培训，与经验丰

富的专家交流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降低监

管人员的流动性，提高监管人员的薪资待遇，专职专责，

增强安全管理经验；招聘具有油气储运、石油化工、安

全工程等专业背景的人员作为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人

员，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3）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安全监管人员执法装备

配备标准，配备基础的安全监管装备，如防爆手机、防

护面罩、救生衣；增加智能化、可视化安全监督检查装

备的配备，加强远程监控、监管设备的布设，提高综合

管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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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汛期，长江流域降雨范围广、累积雨量大、

暴雨极值强，7~8 月份长江流域先后发生 5 次编号洪水，

三峡入库流量长期居高不下，最大入库流量达到 75000

立方米每秒，为三峡成库以来最大洪峰，防汛形势严峻。

同时枯水期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频发，凸显出了两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枢纽通航环境不安全因素越来越多

（大风大雾、大流量、水位突变等），二是管理对象的

不安全因素显著增加（擦碰，机器故障，打横等）。新

的通航形势对三峡通航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现阶

段，针对码头趸船的安全管理，综合服务中心暂无明确

完善的安全管理文件，对于潜在的锚链断裂、趸船走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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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隐患未形成有效的防控机制，

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研究影响其安全生产的风险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防控管理对策，有利于防范化解各项安全

风险，不断提高码头趸船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促进管理

工作有章可循，朝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模式迈进。

2 码头趸船管理现状

2.1 码头趸船配布及功能

综合服务中心所管辖的码头趸船共 8 艘，分别为三

峡航趸 603、三峡航趸 901、三峡航趸 401、三峡油趸

401、三峡锚趸 406、三峡锚趸 403、三峡航趸 408、三

峡锚趸 606。具体信息见表 1。

表 1 码头趸船基本信息表

由表 1 可知，以上 8 艘趸船最早的建造于 1986 年，

最新的也是 2006 年建造，船龄均在 10 年以上，且尺度小、

吨位小，属于“老、旧、小”船舶，分别停靠于左坝头、

母猪嘴、三斗坪、莲沱下岸溪码头，均位于两坝间水域。

2.1.1 左坝头码头

左坝头码头位于葛洲坝二、三号船闸上游附近，

属三江上游航道水域。葛洲坝三江上引航道长 2.5km，

口 门 宽 230m， 船 闸 附 近 300m 左 右， 航 道 最 小 底 宽

180m，设计河床高程在 48~55m 之间。三江上引航道右

侧为防淤堤，堤的腰部外侧设有靠船墩 9 个，墩距为

25m。左侧上段为岸坡，中段是黄柏河的汇入口，下段

设有靠船墩 6 个，墩距为 16m。三江上引航道口门防淤

堤头有斜流，洪水期尤其是泄洪时斜流力强。黄柏河涨

水时有横流汇入三江，当黄柏河流量大于等于 7000m3/s

时，禁止船舶通过葛洲坝三江航道。

进出葛洲坝二、三号船闸、黄柏河的船舶在葛洲坝

三江上引航道水域交会频繁，根据历史过闸船舶数据统

计，三江上引航道日均交通流量在 97 艘次左右。

三江上引航道水域在春冬季节，易出现能见度不良

天气。

目前，左坝头的 2 艘趸船主要用于局内海巡艇的临

时停靠，供海事部门交接班人员或外来参观人员上下船

舶，以及个别新进职工长期住宿。船上配备有相应的生

活生产设施、消防、排污等设施。

2.1.2 母猪嘴码头

母猪嘴码头位于南津关水域，该水域自左岸母猪嘴

至三江上引航道口门，设有王家沟（长江上游航道里程

10.3km）应急停泊区，南津关海事救助码头和执法趸船，

三游洞旅游码头。母猪嘴掉头区，受入（出）库流量、

冲沙、泄洪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左岸三游洞至王家沟有

一定斜流，特别是汛期大流量条件下，葛洲坝上游二江

内拖水势较强。

进出葛洲坝一、二、三号船闸和黄柏河的船舶、以

及区间客船在南津关水域汇集，船舶交会频繁，根据历

史数据统计，南津关水域日均交通流量在 156 艘次左右。

南津关水域在春冬季节，可能出现能见度不良天气。母

猪嘴码头主要用于临时客船停靠，供游客上下船。

2.1.3 三斗坪码头

三斗坪码头位于黄陵庙对岸，属于乐天溪水域。该

水域自丁头镇至重件码头水域，有陡山沱至新码头渡口、

鹰子嘴至代石渡口；胡子沙坝冲滩区、大浪红应急停泊

区；黄陵庙旅游码头等等。主流分心偏右岸下，受渣包

挑流折向河心偏左岸循弯而下。右岸小浪红流急，小浪

红嘴下水势内泻，下延夹堰内侧回流扫边；大浪红脑部

为背脑水，流急；渣包脑部为内拖水，其下斜流夹堰，

内侧为回流；虾须梁下首近岸有回流；青水滩水流较急，

水势内拖，高桅口水势内拖。左岸乐天溪上锚地至下锚

地水势扫弯内拖、流急，下岸溪乱石坝尾有斜流。

根据近几年发布禁限航类航行警告，乐天溪水域在

春冬季节，可能出现能见度不良天气，年均 1 次左右。

陡山沱 - 新码头渡船、鹰子嘴 - 代石渡船、进出乐

天溪锚地待闸船舶与顺主航道行驶的船舶在该水域交会

较频繁，根据历史数据统计，莲沱水域日均交通流量在

178 艘次左右。

三斗坪码头主要用于临时客船停靠，供游客上下船。

2.1.4 莲沱下岸溪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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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沱下岸溪码头位于莲沱水域，该水域自白马沱至

丁头镇水域，包括水田角、喜滩等急流河段，狮子脑至

丁头镇横驶区；主流过莲沱偏左岸而下，直至白马沱；

右岸水田角至狮子脑流急，水势内困，水田角斜流力强，

严须沱上角有斜流，三条沟至喜滩岸边有连串泡水，喜

滩上部有斜流，下部水势内拖，喜滩局部比降大，滩口

流急，水流湍急。船舶操纵性能不好，易发生“爬不动”

现象，甚至出现吊滩、落弯事故；左岸丁头镇至粗石滩

为急流，莲沱上角有斜流，与水田角之斜流交汇于河心

略偏左岸，芭蕉溪水势扫湾内拖。

根据近几年发布禁限航类航行警告，莲沱水域在春

冬季节，可能出现能见度不良天气，年均 1 次左右。

中交船厂、发中船厂、南沱渡口等船舶与顺主航道

行驶的船舶在莲沱水域交会较频繁，根据历史数据统计，

莲沱水域日均交通流量在 157 艘次左右。

莲沱下岸溪码头主要用于炸礁施工船舶的停靠，目

前已到报废年限，开始执行报废流程。

2.2 安全生产设施设备 

该 8 艘趸船均配备有消防泵，水枪、太平桶、太平

斧、黄沙箱、灭火器、救生衣、救生圈等消防救生用具，

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硬件条件。汛期来临之前，综合服

务中心都会提前清点并储备防汛物资，包括消防救生用

具及堵漏棉絮、堵漏王、木楔子、潜水泵、安全网、水

龙带等应急用品，具备应对汛期大流量下的船舶破损等

事故险情的防御能力。

2.3 管理部门管理现状分析

码头趸船一直都是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管理工作中

的重中之重，其日常安全监管手段主要包括：①定期安

全检查。综合服务中心每月二十号左右对所管辖 8 艘趸

船进行安全检查，包括消防救生设备、防汛物资的清点

储备等；②强化日常监督。综合服务中心督促外包公司

加强节假日、重点时期等的值班值守；③加强定期联系。

综合服务中心定期与外包管理公司进行业务沟通联系，

及时了解趸船管理动态。

整体来讲，码头趸船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有序，但根

据综合服务中心检查情况可知，趸船日常安全管理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通航环境复杂多变，存在安全隐患。由于汛

期流量都涨，船舶缆绳锚链断裂；由于枯水期水位陡降

造成船舶搁浅；大风大雾天气，船舶摇摆不定导致碰撞

破损等。

（2）码头趸船工作人员存在较多年龄偏大的职工，

文化程度也有高有低，在消防、救生、防汛等设施设备

的使用技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上存在差异。

（3）码头趸船船龄逐渐老化、船型偏小，抗风险

能力仍有待提升。

（4）趸船管理制度仍需要针对各项隐患进一步完

善。

3 码头趸船安全生产管理对策研究

3.1 风险防控模式构建

在双重预防机制的理论基础上，本文构建“预防 +

管控 + 评估”的闭环式风险防控模式，即

3.1.1 风险预防

风险预防主要从风险信息预警、定期隐患排查及分

析等方面入手。

（1）风险信息预警。建立相应的风险信息预警渠道，

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及时、有效、便捷。

（2）定期隐患排查及分析。每月定期组织开展隐

患排查及分析，从“环境、人员、船舶、管理”等方面

对存在的风险进行深入分析，不仅要分析重点问题和隐

患，更要从应急处置、规章制度、人员培训、设备维护

保养等方面分析原因，制定相应对策。 

3.1.2 风险管控

风险管控主要从风险信息的传递及反馈、应急处置

措施、后续跟踪等方面入手。

（1）信息的传递及反馈。发生突发事件后，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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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第一时间进行信息收集与核实，及时向分管领导

报告核实后的具体信息，同时应向局总值班室、海事部

门及时报告。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翔实。

因客观原因当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

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情况，随时补报详情。

（2）应急处置措施。根据不同的安全事故类型，

报请领导同意后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事态紧急情

况下可先采取临机应急控制措施后报告相关领导。

（3）后续跟踪。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数据

等资料进行统计整理。应急处理全程工作记录作为资料

留存、备查，包括突发事件始末、应急处置的具体措施

及效果、所有信息往来等相关的记录。

3.1.3 应急评估

应急评估主要指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从方案

制定与实施、人员分工、管控效果、信息报送等方面对

其进行整体评估，找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组织工作人员复盘演习，补充改善。

3.2 风险防控管理对策

3.2.1 强化气象水文等突发预警信息服务

（1）构建稳定的信息传递渠道，提早预警，提早

预防。健全信息收集和传递渠道，是防范安全风险的前

提条件，对领导决策起到关键性作用。构建和完善信息

网络，确定预警信息的传递渠道及接收人员名录，通过

手机短信、企业微信、工作平台等媒介收集并及时传递

诸如流量突变、水位突变、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等相关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确保信息直报直达。

（2）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一是工作人员要高

度重视应急值班值守工作，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要

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认真履职，不得擅自

离岗，确保各类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三是要做好重要

信息的上传下达。

3.2.2 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水平

（1）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意

识和责任意识。定期组织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

讲解、典型案例分析、制作宣传展板、分发宣传手册等

形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强化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

责任意识。

（2）定期组织业务技能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岗

位胜任能力。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内容，包括主要

业务职责及范围、设备使用基本常识、突发事件的处置

流程和要求等，让员工在上岗前对本职岗位的基本情况

有所了解和掌握。二是鼓励互动式学习，员工可根据培

训内容开展集体讨论、交流体会、总结长处、改进不足，

提高培训效果。三是不定期更新培训内容，根据实际工

作需要和通航要求，紧跟时势，不断补充和完善培训盲

点。

（3）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工作人员的应急处

置能力。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置

能力培养，重点加强汛期流量突变、枯水期水位突变、

火灾、人员落水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一是明确各个

工作人员的职责，二是考验团队协作能力和实战能力，

三是提高对险情事故的警惕性，四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以改进应急行动方案。

3.2.3 加强设备的定期维护保养及检查

按照保养标准，在规定保养期、按规定的保养内容

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各类船舶设备随时可用，杜

绝只用不养。同时开展定期安全检查，发现设备存在安

全隐患，及时处置。

3.2.4 制定完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为规范码头趸船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各类安全生产风险，提

高工作人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应制定相应的风

险防控及应急预案，为码头趸船安全生产管理提供指导

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