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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arin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very rapidly,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hip oil spill 
ac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which causes certain pollution to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or marine oil spill accidents at sea, including on-site management,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dures, 
oil spill monitoring and control, etc.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offshore oil spill accidents, the emergency procedures should be started 
in time to minimize the harm. I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e paper,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mai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offshore ship oil spill accidents,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or offshore ship oil spill 
accidents, and proposes key points for preventing ship oil spill accidents, for reference by relevant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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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海上运输业发展十分迅速，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船舶溢油事故频发，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因此，
需构建海上船舶溢油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包含现场管理、应急响应程序、溢油监测与控制等多项内容。发生海上溢油事故
后，应及时启动应急程序，可将危害降到最低。在论文的研究工作中，应急管理体系主要分析海上船舶溢油事故造成的影
响，探究海上船舶溢油事故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路径，提出船舶溢油事故防范的要点，以供相关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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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关研究表明，在全球的货物贸易中，海洋运输占据

了 80%，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海上运输船舶的数量增加，

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船舶溢油事故，威胁到海洋的生态平衡和

经济发展。因此，港口企业需建立溢油事故应急管理体系，

做好风险评估、溢油监测、重点项目保护、溢油清除与控制

等一系列工作，避免造成严重影响，与此同时也要建立防范

措施，明确各项要点控制溢油事故的发生，保障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2 海上船舶溢油事故造成的影响

2.1 溢油的归宿
海上船舶发生溢油事故，当油品溢出到海面时，由于

自身重量情况，会铺在海面上，不断地扩大油膜的覆盖面积。

在海洋环境动力的作用下，会促进溢油的迁移，实现油品在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扩散与悬浮。在这个过程中，溢油的

组成性质会发生变化，包括蒸发溶解、混合扩散、乳化、氧

化吸附等 [1]。即使迅速做出应急反应，也无法百分百回收溢

油，剩余的溢油会用于光氧化和生物降解，对海洋环境造成

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2.2 溢油的漂移
当溢油覆盖在海面上会受到海洋动力的驱动，实现水

平方向的漂移。影响溢油漂移的因素有海面风场、波浪和风

生流。风生流影响油膜的漂移，而风的本身会直接作用于油

膜驱动油膜进行运动，不断地拓展覆盖面积。而风生流是在

海风的作用下，引起海水流动，然后带动海面上的油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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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波浪会导致溢油破碎、分散和乳化。

3 海上船舶溢油事故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3.1 现场指挥与评估管理
溢油事故发生后要做好现场指挥与管理工作，及时启

动应急管理预案（如图 1 所示）。船长立即向应急管理指挥

部门汇报，根据相关计划及时检查传播与溢油的情况，然后

制定抢险方案，提供一定的技术和人员上的支持 [2]。在上报

信息时要提供关键信息，包括船位、紧急情况的种类、溢油

的种类与数量、面积、控制情况等。

海上船舶溢油事故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要构建评

估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支持下，可以评估事故的危险程度，

启动相对应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理工作。溢油事故发生

后，派遣专门人员在现场进行事故调查，收集多方资料，包

括溢油时间地点、海域的污染情况、环境中的敏感资源等，

分析判断业务事故发生的原因 [3]。确定这些信息开展评估工

作，分析现场可能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可能性。包括操作性溢

油、含油污水排放和事故性溢油等多种情况。操作性溢油指

的是由于人为失误或者设备故障所引发的溢油事故。该事故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溢油量比较小，产生的区域比较分散，

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事故性溢油具有突发性，如船舶行驶

过程中发生触礁碰撞等情况都会导致溢油事故。含油污水排

放指的是货油仓中的废水废油排放。并不符合相关标准，存

在非法排放的情况。判断溢油事故，根据不同因素采取有效

措施，控制泄漏源，将溢油量降到最低。根据风险等级进行

合理划分启动对应的应急预案，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和回收

溢油。与此同时还要采集好现场的溢油样本，暂时保存送入

实验室。分析溢油污染的情况，控制不良影响。

3.2 溢油监测
溢油事故发生后启动生态环境的监测工作，由不同方

面不同机构进行监测与评估，为研究事故的危害和相关急救

措施奠定良好的基础。目前，中国船舶监视主要依托于海事

巡航执法，借助于监视雷达开展作业 [4]。在实际应用中借助

航空遥感监视溢油事故的具体情况，如使用飞机配备红外扫

描仪、激光荧光传感器等进行监视。

在溢油监测方面，中国的涉海机关也设置了自己的鉴

定机构。发生事故后，做好信息的收集工作，确认义务的类

型，规模和事故等级。应急指挥机构根据初步评估结果开展

监测工作。要对溢油源进行警戒，采取监视措施，掌握溢油

的扩散动态情况，运用监测技术，获得相关样本，对溢油事

故进行鉴别分析。加强溢油扩散漂移整个过程的监管工作，

为应急措施的制定提供重要的依据。

3.3 重点目标的保护
在溢油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及时上报。由应急主管

部门作出应急行动，应急指挥机构，监视监测机构，相关科

研团队等及时响应，参与到海上溢油事故应急管理工作中。

分析溢油事故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尤其要做好重点目

标的保护工作。救助溢油事故现场的动植物和其他重要保护

目标。

3.4 控制和清除溢油
控制和清除溢油是应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控制溢油

的扩散和蔓延有效清除溢油可以保护生态环境，避免造成严

图 1 海上重大溢油事故应急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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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后果。常用的技术有溢油围控技术，回收技术和清除技

术。应用溢油围控技术，主要是控制溢油进一步扩散和漂移，

减少油品的覆盖面积，可采取围油栏，根据现场情况选择合

适的结构，达到良好的围控效果。溢油回收技术指的是在不

改变溢油形态的情况下，将油从水面或路面分离出来，可以

使用机械装置回收溢油（如图 2 所示），也可以借助吸油材

料 [5]。常使用的材料有吸油拖栏、稻草等。溢油清除技术指

的是利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技术将溢油从环境中去除或者

改变溢油的形态，降低溢油对环境的危害程度。例如，可以

使用生物降解技术、海面溢油、燃烧技术等。

图 2 溢油回收系统

3.5 设置完善的应急程序
设置一套完整规范的应急流程，出现问题及时启动这

一程序，可以确保应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在第一时间内控

制事故，避免溢油事故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第一，在接到

报警信息后，港调中心立即进行广播，停止现场作业，并通

知消防人员在现场做好警戒，而船方需要立即启动应急处置

方案。第二，港交中心将事故情况上报给应急指挥中心和部

门领导，协同多部门开展溢油应急响应处理进行应急抢险。

公司的部门领导应当及时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及海事和港

口等部门报告，做好海上警戒等应急处置工作。第三，清污

协助单位立即采取维护措施，控制溢油的扩散，而船舶则停

止现场作业，做好应急撤离准备工作。第四，操作人员要切

断卸油流程，收回输油臂，做好应急准备。第五，事故发生

水域海域加强警戒，严禁其他无关船舶进入海域 [6]。第六，

采取溢油回收措施，根据现场情况选择合适技术设备，提高

回收效率。若回收处理不了，需要申请海事部门使用消油剂

进行处理。第七，应急处理结束后，对周围海域进行巡查，

检查是否有污染情况。制定一套严谨完整的应急程序，发生

溢油事故后及时启动，做好应急响应工作，并加强各单位的

联动，控制溢油事故带来的影响。

4 海上船舶溢油事故的防范要点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也要做好防范措施，避免船舶溢油

事故的发生。海事部门制定合理的调度计划，安排船舶离港、

靠港、装卸作业，规划合适的航道行驶路线，减少溢油事故

的发生风险。要构建完善的海上导航与通信系统，引进先进

的技术设备，实现雷达导航系统的全面覆盖加强中心与船舶

的联系，开展有效管理工作 [7]。建立引航员制度，引进专业

人才，明确他们的具体职责，确保船舶进出锚地和进出港更

加安全可靠。制定风险评估机制，收集溢油事故的发生因素，

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了解事故发生的多种原

因，根据原因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加强隐患排查，提高

船舶企业的重视，将应急管理和防范措施落实于日常管理工

作中，规避风险，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

船舶企业也需要做好船舶油污应急培训和持续改进工

作的建设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吸收一些新的经验，更新

自身的应急机制，并做好对现有人员的教育培训，定期开展

演习，严格遵守相关程序进行应急处理，及时发现其中问题，

调整应急方案，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计划，有效控制船舶油

污事故的发生，保障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传统企业

的应急管理模式，也需要朝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依托于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项先进技术搭建联动平台。智

能监测传播运行情况，出现问题及时响应，发送预警信息及

时采取溢油事故的处理措施。也能提前发现一些问题，做好

整改工作，避免造成严重的溢油事故。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海上船舶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对船舶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溢油事故的应急管理体系，开

展现场指挥，做好评估建设，对溢油进行监视监测并保护重

点项目，采取适当的控制和清除溢油的措施，制定更加完善

的应急程序。在多项措施体系的支持下，可加强对船舶溢油

事故的监管工作，提高应急管理的先进性和全面性。在溢油

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响应，控制事故的影响和危害

程度，避免造成严重的污染事故，也能保证船舶企业的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未来发展中，政府的相关部门和有关企

业应与时俱进，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以及先进技术培养

专业人才，做好溢油应急的整体规划，尽量规避各类环境风

险，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发生，确保海上运输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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