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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渔业资源调查与环境监测评估，是促进我

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必要支撑。

渔业资源调查船是采集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相关

数据的特定科学装备，是摸清我国渔业资源状况的重

要物质基础。我国渔业资源调查船建设自20世纪50年

代起步，60年代至70年代达到顶峰，80年代末90年代

初跌入低谷，原有大部分船只先后退役或转卖[1]。近

年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并

编制了《全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规划（2013—

2020年）》，随着规划的逐步落实，新建了一批渔业

资源调查船，全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日趋完善。

为保障我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运行安全，本

文系统梳理了全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和管理情

况，分析了渔业资源调查船运行风险因素，提出了渔

业资源调查船风险管理建议，以期为构建渔业资源调

查船风险保障体系提供参考。

1　全国渔业资源调查船基本情况

1.1　建设情况

渔业资源调查船是指专门从事渔业资源、水域

环境等调查的科学考察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

役的渔业资源调查船总计约21艘，按照海洋和内陆区

分：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船13艘，内陆渔业资源调查船

8艘；按照单位区分：水产科学院系统18艘（黄海所

4艘、东海所4艘、南海所2艘、黑龙江所1艘、淡水中

心2艘、长江所5艘），上海海洋大学1艘，浙江海洋

大学1艘，河北海洋与水产科学研究院1艘；按照船

舶吨位区分：3000吨级3艘，1000吨级2艘，300吨级6

艘，100吨级以下10艘[2-3]。

1.2　管理情况

通过调研发现，大部分船舶单位成立了渔业资

源调查船的专业管理机构，如调查船管理处、调查船

队等，建立了相关制度规定，配备了整齐的管理队

伍。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调查船日常运行及

管理；根据科研工作需要和航行条件，拟定年度用船

计划和航次计划；组织船员配合科研人员开展科学调

查工作；开展船员日常业务培训及管理；制定调查船

相关规章制度并监督落实；组织实施对外船舶科研服

务工作，担负相关外援科研保障任务。

2　渔业资源调查船风险分析

船舶航行是个高风险的行业，特别是海上航行

由于其独特的工作环境，经常会受到众多不易预料的

自然因素影响。通过调研总结发现，渔业资源调查船

运行风险主要有碰撞、搁浅、触礁、触损（触碰岸

壁、码头、航标、桥墩等）、浪损、火灾、爆炸、风

灾、人员及设备落水等。产生以上风险的主要影响因

素包括以下几点。

2.1　内部因素

2.1.1　人为因素

据统计，80%的船舶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人为

因素主要包括航行中操纵疏忽、疲劳航行以及应急处

理过失等。随着船舶大型化、新型化及自动化，现代

科技应用到航运业当中，对船员在理论知识、技术应

用、操作控制和维护管理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2.1.2　船舶因素

船舶因素主要包括船舶质量情况和船舶适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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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船舶因素还包括机舱各种消防和救生、机械电气

设备、安全措施、驾驶室的导航设备及各种自动化系

统等是否正常运行。船舶各项指标情况是船舶安全航

行的前提。

2.2　外部因素

2.2.1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水域气象条件、水域地理环

境、水域交通环境和信息情报环境。航道宽度、航道

深度、航道弯曲角度、航道交叉状况、水域船舶交通

流量、通航秩序及所有位置调查水域的环境因素都会

对船舶航行安全产生影响。

2.2.2　管理因素

管理因素主要包括船舶管理情况和船员管理情

况。管理因素在现代航运安全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大量的事故原因都可归咎于管理缺位，如用船单位安

全生产意识淡薄，安全制度不够健全，船舶长期出海

导致安全管理制度难以全面贯彻等。

3　建设渔业资源调查船风险保障体系的建议

3.1　调查船基础保障体系建设

安全运行基础保障工作是调查船风险保障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调查船质量保障、制度

建设、队伍管理和技能防范4个方面提出建议。

3.1.1　加强船型优化设计，夯实质量安全基础

渔业资源调查船的任务是通过配备在船上的多

种科学考察专业设备调查各种水域的渔业资源情况，

因此调查船的设计应针对科考设备和科考任务，加强

船型优化设计，统筹兼顾建设质量和科研调查功能，

夯实质量安全基础。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2艘3 000

吨级渔业资源调查船在船型方案论证时利用SBD船型

设计技术，开展了调查船线型优化设计，最终船型由

普通球鼻首船型优化成垂直球首船型，最大限度避免

气泡对声学设备的影响，同时船舶运行阻力也明显下

降，为后续船舶安全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1.2　建立安全责任制度，落实各级安全职责

安全责任制度是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的关键。船

长全权负责调查船的安全工作，负第一位责任，并明

确好其他船员的安全职责。可以签订安全管理责任

书，并进行层层分解，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

负责的安全管理体系。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制

度，如在船舶设立安全员，督促船上人员严格执行安

全生产规章和操作规程，保障船舶的安全运行。

3.1.3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船员队伍管理

建立科学合理的船员岗位任用考核、年度绩效

考核与监督评价机制，充分调动船员工作积极性，建

立船员管理网络和技术档案库，对船员进行动态管

理，掌握并跟踪船员的业务和管理能力，做到择优汰

劣，促使船员提高自身的安全保护意识和对船舶安全

管理与合规操作的自觉性。

3.1.4　抓好船员培训教育，提升船员安全技能

人在安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全面

提高船员的安全素质[4]。一是抓好船员的日常安全教

育，不断提高船员的安全意识。二是通过培训和竞赛

活动，使船员熟悉掌握正常航行中的各项业务和各种

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各项应对措施，提高船员的综

合业务素质。三是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

船员组织协作能力，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

自救能力和事故防范能力。

3.2　调查船应急处置体系建设

应急处置是当事故发生时，通过及时采取相应

的措施避免带来的不利后果，将损失控制在尽量小的

范围内[5]。本文从应急预案、应急措施和保险投入3个

方面提出建议。

3.2.1　制定调查船应急预案，充分做好风险防范

做好调查船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管理，根

据每艘调查船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如恶劣

天气/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失控应急预案、海损应急

预案、火灾爆炸应急预案、油污应急预案等，明确调

查船各部门处置安全突发事件的职责和工作程序，做

到各部门相互紧密协调配合，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维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安全[5]。

3.2.2　规范应急处置措施，科学应对突发事故

调查船航行中如遇紧急情况或出现危险局面

时，应该严格按照应急原则和应急预案的处置措施，

科学应对突发事故，同时向有关方报告，切忌根据个

人意愿改变应急处置措施和计划，导致不可预料的后

果。如发生船舶油污染事故时，需要调配各方资源实

施应急处置，尽快控制事态发展，保障船员生命安

全，最大程度减少油污染带来的损失。

（下转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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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斑病，常常会导致玉米果穗腐烂或者出现茎秆折

断现象，直接导致玉米的减产。玉米小斑病叶片病斑

也类似于水渍，但是颜色为褐色，呈半透明状态，随

着病情的发展边缘颜色逐渐加深。在阴雨潮湿天气，

常常因分生出孢子盘而导致叶面出现黑色的霉状物。

在对该病防治过程中，除了选择抗病品种、控制田间

湿度、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及时摘除病叶外，还可以

采用50%多菌灵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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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加大调查船保险投入，提升风险保障能力

调查船保险有助于安全稳定转移风险，减轻船

东单位经济负担，为调查船事故应急处置、损害赔偿

和恢复生产提供资金保障，对于调查船风险管理具有

重要意义。加大调查船保险投入需要政府推动、多方

参与[6]。国家制定有关政策，保险行业探索建立适当

机制，充分调动行业资源，扩大承保能力，提供有针

对性的保险产品，满足渔业资源调查船保险市场的需

求[6]。船东单位应积极为调查船投保，事故发生时做

好证据留存，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4　总结

渔业资源调查船风险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是一

项系统而复杂的管理工程，需要我们进行积极的探

索，不断完善机制，科学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加

强对新技术、新设备、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

高船员自身安全素质。建立现代安全管理体系机

制[7]，表本兼治、防微杜渐，彻底消除各类事故隐

患，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工作环境，使调查船的运行

安全得到充分保障，以便调查船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渔

业科学考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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