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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峡通航智能安检的思考
靳海宁，杨孝作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本文对现有三峡通航船舶过闸安检现状进行分析，探索未来智能安检模式及功能需求，为三峡通航智能化发展

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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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

的不断发展与应用，智慧通航建设显得愈发重要。三峡

枢纽作为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加快其智能化发展

是三峡通航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加快交通强国建

设的必然要求。

2  船舶过闸安检现状

现阶段，过闸船舶自申报到锚地后，根据滚动预计

划按序分区待闸，待船舶进入核心区域锚地后，根据安

检计划等待海事部门安检。自 2018 年 6 月 1 日三峡通

航对过闸船舶实施百分百安检以来，船舶过闸秩序持续

向好。截止目前，合格率已到达 97% 以上，为船舶过

闸安全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过闸船舶安检也存

在一定不足，具体表现在：

（1）安检效率有待提高。目前，船舶根据人工指

泊停靠相应锚区锚位，海事安检人员无法获取安检船舶

的具体位置信息，只能根据船舶名单逐艘寻找，安检效

率低下。

（2）申报及安检信息无法及时反馈。船舶申报后，

无法明确申报信息是否有误，不能及时作出整改，导致

安检不合格，从而待闸时间延长。

（3）船舶受到安检区域划分的限制，多次移泊存

在安全风险。目前锚地划分有待检区、合格区、不合格区。

船舶在待检区安检合格后需移泊至安检区，不合格的需

移泊至不合格区，锚地水域环境复杂，存在安全风险。

（4）部分船舶收到安检计划后，无法及时到达核

心水域接受安检。为了满足每日船舶过坝作业计划的数

量要求，安检计划均会推送一定富裕量的船舶，但存在

部分船舶无法到达核心水域接受安检的情况，影响正常

的安检计划和过坝作业计划。

3 智能安检设想

3.1 智能安检模式

智能安检主要采用船舶现场安检为主，远程核验为

辅的智能安检模式，提高现场安检的精确性，进而提升

安检工作的整体效率，实现便捷、高效、绿色、节能、

环保。

3.1.1 远程核验

船舶自申报信息核验成功后，安检信息化系统则可

随时对船舶的过闸信息进行远程核验。

（1）信息读取与校验：安检信息化系统直接读取

过闸船舶的基本信息、申报信息、位置信息、锚泊信息、

安检计划和闸次信息，校验六大类项目内容。分别为：

①船舶是否填写提交《过闸船舶安全自查记录表》；②

过闸船舶和船员证书、文书是否齐全、有效；③过闸船

舶主尺度、吃水和舷伸物、水下附属装置是否符合过闸

安全要求；④过闸船舶的申报信息是否符合相关过闸申

报要求；⑤过闸船舶载运的货物种类和数量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⑥船员、乘客及货物登记表是否符合要求。

（2）校核项目实现方式：第①项安检内容，船员

填写完毕《过闸船舶安全自查记录表》后，通过扫描电

子版或拍照照片，将电子版或照片上传至船载终端申报

系统中安检模块，安检模块根据船载终端上传电子版或

照片进行初步核验；第②项安检内容，船员将申报过闸

船舶和船员的相关证书通过扫描或拍照，将电子版或照

片上传至船载终端申报系统中的安检模块，安检模块根

据船载终端上传电子版或照片进行初步核验；第③项安

检内容，船舶申报后，安检模块自身检索智能调度系统

内船舶基本信息以及船级社系统信息，对船舶基本数据

进行读取，对船舶是否进行二次改装进行核验，同时船

员通过将本船船体照片上传至船载终端申报系统中的安

检模块，安检模块根据船载终端上传的照片进行再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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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第④项安检内容，船舶申报后，安检模块自动读取

申报船舶基本数据以及该船以往申报数据，与本次申报

信息进行比对，对过闸船舶的申报信息是否符合相关过

闸申报要求进行初步核验；第⑤项安检内容，船舶申报

后，安检模块读取到申报信息后，与船舶过闸相关规定

进行检验；第⑥项安检内容，船员将申报过闸船员、乘

客及货物登记表通过扫描或拍照，将电子版或照片上传

至船载终端申报系统中的安检模块，安检模块根据船载

终端上传电子版或照片进行初步核验。

（3）校验结果反馈：船舶数据校验后，向船舶反

馈校验结果。若校验通过，反馈远程核验成功，若校验

不通过，向船舶发送失败原因并进行问题提示。另外，

系统在进行信息校验过程中，若发现船舶、船员证书等

即将到期的情况，向船舶反馈提示建议。

（4）收到疑似问题反馈信息的船舶，按照要求进

行整改，整改完毕后上传整改材料，系统进行再次审核。

疑似问题包括：①不能提供安全自查记录表或者填写不

完整、不规范；②船舶和船员证书、文书无效或者不齐

全；③不能提供船员、乘客及货物登记表；④不能提供

危险物品清单和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5）收到重大问题反馈信息的船舶，则取消船舶

本次申报并按照《诚信管理办法》进行扣分。重大问题

包括：①船舶主尺度、吃水和舷伸物、水下附属装置不

符合过闸安全要求；②过闸船舶的申报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一致。

3.1.2 现场安检

若远程核验信息校验无误，船舶进入现场安检流

程，依照现有现场安检流程进行。

3.1.3 船舶复检

若远程核验及现场安检均合格，则船舶按照过坝作

业计划等待发航过闸。过一坝船舶前往两坝间码头或作

业区；已有第一坝计划未有第二坝计划的非危险品船舶，

安检系统将按照不超过前一统计日三峡枢纽过闸船舶艘

次数量为基数，按照不超过 2% 的比例抽取复检；危险

品船舶为有过坝计划的船舶。安检模块每三天抽取 2 次

非危险品船舶，1 次危险品船舶。被抽中复检的船舶会

进行再一次的现场安检，若合格则继续通过第二坝，不

合格则取消第二坝作业计划，按照要求整改，整改完毕

后申请复查，24 小时后进行复检，若合格则安排第二

坝计划，若仍不合格，重复以上复检流程。具体见图 1。

图 1 船舶安检流程

3.2 智能安检模块功能需求

3.2.1 安检区域管理

3.2.1.1 获取船舶锚区信息

船舶自申报到锚后，进入核心水域锚地之前，船舶

将收到锚泊计划，根据闸次顺序，以同闸次船舶为单元，

组合停靠，同闸次几艘船舶所占的锚位确定为一个锚区，

现场安检根据船舶所在锚区，分别开展安检工作。见图

2。

图 2 锚位与锚区

3.2.1.2 区域属性界定

根据锚泊计划，船舶按照整闸方式停靠在指定锚区

等待安检。为了避免船舶频繁移泊，每个锚区的属性定

义随着船舶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即同一锚区，属性可能

会经历待检区→安检区→合格区的过程。

待检区：暂未接受安检的船舶停靠的锚区称为待检

区；

安检区：正在接受安检的船舶停靠的锚区称为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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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合格区：安检合格的船舶停靠的锚区称为合格区；

不合格区：安检不合格的船舶停靠的锚区称为不合

格区。

3.2.1.3 安检状态属性变化

船舶安检完成后，安检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向安检系

统反馈安检结果，安检系统根据安检结果对锚区安检状

态属性进行调整。

若安检过程中，整闸中有船舶不合格，则将其调离

至停靠安检不合格船舶的锚区，过坝作业计划按照预先

安排的顺序依次填补空余闸次。见图 3。

图 3 锚区属性变化图

3.2.1.4 安检结果反馈

（1）安检模块将安检结果向船方反馈，告知船方

安检结果，若安检结果为不合格，则告知船方不合格原

因。

（2）安检模块将安检结果向锚泊管理模块反馈，

锚泊管理模块为不合格的船舶重新分配锚区和锚位。

（3）安检模块将安检结果向智能计划模块反馈，

智能计划模块将不合格的船舶暂时移出滚动计划序列，

将复查合格的船舶重新移入滚动计划序列。

3.2.2 综合监管系统调用

在安检系统模块中，将综合监管系统相关功能进行

对接，在综合监管系统中调取调度视图功能，辅助现场

安检整闸安检提高效率；在综合监管系统中调取船舶异

常列表以及疑似问题船舶相关功能，为现场安检提高参

考，让现场安检更有针对性，提高安检的有效性。

3.2.3 CCTV 系统调用

在安检系统模块中，将三峡局 CCTV 系统和船载

CCTV 系统接入安检系统中进行备用，船舶在通过吃水

检测装置时，三峡局 CCTV 系统将多方位自动捕捉该船

外在船体结构，同时通过船载 CCTV 系统进一步核验船

舶主尺度、吃水和舷伸物、水下附属装置是否符合过闸

安全要求等相关安检项目检验。

3.3 智能安检模块功能需求及数据流程

智能安检模块应具备“智能安检计划编制、安检计

划参数设置、提示、预警、定位、锚区闸次、远程核验

结果、安检确认、安检状态统计、标注”等功能。

船载安检系统中应该具备“安检时间、安检自查核

验、远程核验结果、现场安检结果、需要整改内容、延

期复检申请、安检结果申诉”等功能。

根据船舶安检模块的功能需求，其数据流程为：

（1）远程核验：调度系统根据船舶申报信息、三

峡通航数据中心的船舶基础信息以及外接船检等管理部

门的相关证书信息进行初步检查。将来，远程核验也可

接入沿途其他海事部门的源头安检信息。

（2）现场安检：调度系统根据辖区锚地应用信息、

船舶位置信息、滚动计划信息和船舶锚位信息为现场安

检工作提供指导。见图 4。

图 4 船舶安检模块数据流程

4 结语

智能安检作为三峡通航智能调度的重要一环，与智

能计划模块的研究密不可分。智能计划将所有申报过闸

的船舶列入一个滚动计划内，通过“先计划后锚泊、先

计划后安检”，实现船舶整闸调入、智能指泊，同一闸

次船舶停靠同一锚区，一方面提高了锚泊管理能力，降

低了发航时船舶交汇引起的航行风险；另一方面使安检

工作从原先的“一艘一艘检查”转变为“一闸一闸检查”，

减少了安检人员“找船”的需要，提升了安检工作的效率，

为“靠泊安检”、“远程核验”的实现打下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