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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带生物、重要湿地、滨海旅游区和敏感岸线等。 

2.1.3 风险特点 

根据公司船舶污染应急预案分析，大连港周边海域和老铁山水道

周边海域为大连海域船舶污染事故高风险区域。 

在大连港周边海域，主要风险源为由于船舶发生海损等事故而导

致的液体货物或船用油的泄漏，其中碰撞、搁浅/触碰和由恶劣天气、

配置不当和其它原因导致的船舶沉没事故是引发船舶污染事故的主

要原因。构成较大污染事故后果所涉及的船舶主要为散装液体船舶

（主要为油船），导致较多污染事故的沉没事故涉及船舶主要为载运

散装固体货物的地方公司中、小型船舶，污染事故涉及的外国籍船舶

比例较高。 

2.2 应急组织机构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船舶污染应急指挥组织机构见图

2-2。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船舶污染清除作业方案 

 

16 
 

海上污染应急总指挥
部

海上污染应急现场操
作指挥部

污
染
监
测
组

后
勤
支
持
组

公司各职能处室

执行
反应
的现
场人
员

到现
场协
助的
各部
门人
员

现
场
安
全
组

 

图 2-2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船舶污染应急指挥组织机构图 

根据公司船舶污染突发事故应急反应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成立海

上污染应急总指挥部。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成立海上污染应急现场

操作指挥部，具体指挥船舶污染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海上污染应急总指挥部设在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办公楼

内，总指挥由李宏顺担任，副总指挥由唐奔担任。 

现场总指挥由王斌担任，成员由唐奔、隋锦滔、隋广利、王安刚、

潘娜组成。 

2.3 应急处置方法 

2.3.1 溢油围控 

当油溢至海面时，必须采取措施使溢油对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污染

损害减至最小。我公司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围油栏防止溢油扩散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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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集中后进行回收或将溢油转向以保护环境敏感资源。 

围油栏在敏感资源保护中的用途包括： 

1）包围水面溢油，防止溢油扩散，为溢油回收争取时间。 

2）拦截水面溢油，防止溢油进入敏感水域，减少污染面积，降

低污染损失。 

3）改变溢油漂移方向，使其向相对不敏感水域方向漂移。 

4）转移水面溢油，使溢油集中到相对不敏感水域进行回收作业。 

5）保护工业用水和饮用水取水口、水上渔场、养殖场及海滨浴

场等，避免石油污染 

2.3.2 机械回收 

机械回收是指在不改变溢油形态的情况下利用围油栏将溢油进

行水面围控并利用收油机将油从水面分离出来，以清除水面的溢油。 

使用机械回收的优点： 

1）将溢油影响区域化以减少污染。 

2）可使溢油逐渐集中，增加油层的厚度以简化溢油回收。 

3）将溢油从海面上回收以便进一步的处理、提炼或倾倒。 

我公司机械回收的主要设备为收油机，一般需要围油栏进行配

合。 

2.3.3 使用吸油材料 

吸油材料是一种通过吸收油（油渗入吸油材料）或吸附油（油粘

附在吸油材料表面）来回收溢油的材料。使用吸油材料是回收溢油普

遍使用的手段。我公司最常使用的吸油材料是吸油毡和吸油拖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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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清除机械回收装置不能进入或限制进入的地区。采用吸油材料制

成的吸油栅栏还用来保护岸边溢油环境敏感资源。 

2.3.4 喷洒消油剂 

“消油剂”学名“溢油分散剂”，是由多种表面活性剂和强渗透

性的溶剂组成，主要用于处理海上溢油及清洗油污。消油剂的作用机

理是将水面浮油乳化，形成细小粒子分散于水中，主要适用于开阔海

域的溢油处理。 

2.3.5 物理消散 

浮油表面有自然分解和损耗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趋势可

能会加速。这种分解的可能性和速率取决于以下几点： 

1）油的类型（轻油、低腊油分解的更快）。 

2）海况（运动剧烈的海况会帮助分解）。 

3）风（大风有助于分解）。 

如果发生的溢油对重要海区、浅海或近岸海环境不发生威胁，这

种选择是可行的。 

2.3.6 岸线溢油清除 

溢油事故应急处置后，对于被溢油污染的岸线，需进行溢油的清

除以恢复岸线的使用功能。根据岸线类型的不同，可采取的岸线清除

技术包括使用吸油材料、喷洒消油剂、使用岸线清除设备、人工清除

等。 

2.3.7 溢油监视监控 

溢油监视监控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http://baike.baidu.com/view/596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5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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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舶监视：利用船舶在海上进行巡逻，及时发现并跟踪溢油

情况。 

2）飞机监视：利用无人机手段飞机进行空中监视，能够快速覆

盖大面积海域。 

3）卫星监视：针对大型事故，通过其他部门的卫星影像资料，

对海域进行全天候、大范围的监视，能够迅速发现和定位溢油事件。 

4）视频监控和人员现场巡视：利用视频网络监控及人员现场巡

查的手段进行污染情况监控。 

 

2.4 应急处置策略 

2.4.1 总体应急处置策略 

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后，能否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应急反应，对于控

制污染、减少污染损失以及消除污染等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

一旦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时应快速做出正确的应急反应，最大限度地减

少污染对附近海域和敏感点的损失。总体应急反应策略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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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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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切断溢油源 

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后，首先应果断地切断污染物泄漏源，关闭产

生污染事故的各种阀门，堵漏或将破损货舱内剩下的残液转移到该船

其它舱内或过驳到其他船上。 

2.4.1.2 溢油的围控 

对于非持久性油类，如航空煤油、汽油、柴油及某些轻质原油蒸

发速率极大，一般不采取回收方式。对持久性油类，只要海况允许，

应根据具体情况立即布放一道或数道围油栏进行围控，防止溢油继续

漂移扩散。 

2.4.1.3 海面溢油的处理 

尽可能依靠机械的方法将围控的浮油回收，回收时可用浮油回收

船、撇油器、油拖网、油拖把、吸渍材料以及人工捞取等。对于不同

情况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回收。 

2.4.1.4 岸线清除作业 

清除搁浅于岸线的油及被油污染的海滩泥沙，可用收集污染沙石

及污染物进行集中填埋或对沙滩、岸边用分散剂或热水清洗，并围控

回收污水的方法。 

2.4.2 不同泄漏的应急处置策略 

2.4.2.1 操作性泄漏 

这是事故率比较高的泄漏事故。在出现操作性泄漏事故时，应急

处置的重点在于使用各种手段迅速控制入海污染物数量，尽快回收污

染物，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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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油类污染，较常采用的清污方案是： 

1）调用围油栏围控，特别注意对栈桥码头的围控，避免溢油扩

散出港池； 

2）用撇油器撇油； 

3）撇油器不能到达的水域，人工抛投吸油毡吸油并打捞回收处

理； 

4）对于少量残油可喷洒消油剂处理。 

2.4.2.2 事故性泄漏 

船体泄漏情形一般出现在老旧船，或者船舶出现搁浅、碰撞等情

形中，船舶溢油风险大，极易出现恶性海洋污染事故，必须高度重视，

迅速、稳妥处理，力争将污染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1）决策要点 

1）加强监视； 

2）围控事故船舶，应急队伍紧急待命； 

3）尽快派员协同船方查明泄漏位置及破损情况； 

4）尽快卸载破损货舱/燃油舱中的液货/燃油； 

5）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直到得到控制。 

（2）处理方案 

1）派出工作船现场监视； 

2）派出应急队伍用围油栏对事故船舶进行全面围控，避免污染

物扩散，应急人员和设备现场紧急待命； 

3）召集船体、防污、引航等方面人员评估船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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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船舶情况允许时，将船舶拖至泊位紧急卸载。否则，制定水

上过驳方案，进行水上过驳； 

5）对泄漏到海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理。 

2.4.2.3 自然灾害造成污染 

 这种情形一般污染规模较大，容易造成严重损害，必须高度重

视。 

（1）决策要点 

1）通过各种渠道监视污染物动向； 

2）各专兼职队伍做好应急准备； 

3）当污染区域较大时，根据优先保护次序确定清除方案。 

（2）行动方案 

1）派出工作船大密度巡视海面，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2）与市海洋局联系，通知海上作业渔船，发现污染物动态及时

向应急总指挥部报告； 

3）通知可能受污染损害部门，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4）通知专兼职应急队伍，做好清污准备，保证人员、设备处于

紧急待命状态； 

5）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6）发现污染物时，派出应急队伍。对于油类污染物，海上布设

围油栏拦截，并尽可能采用撇油器等回收，海况不允许时，喷洒消油

剂，防止溢油等污染物上岸。 

2.4.2.4 港内发生船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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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港内发生船舶污染，应首先考虑切断污染源。如果是油类污

染，然后应布设围油栏，防止溢油向港外扩散，同时用吸油毡和小型

收油机回收，经海事部门允许，也可采用溢油分散剂处理。回收溢油

后，还应对溢油陆域污染环境进行冲洗，冲洗水应集中收集，送入污

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2.4.2.5 航道或锚地发生船舶污染 

如在航道或锚地发生船舶污染事故，可考虑海上污染应急作业和

岸线保护相结合的方式，控制船舶污染源，同时保护可能污染的岸线。

首先立即启动船舶溢油应急预案，关闭阀门、堵塞泄漏，同时启动公

司溢油应急预案，对事故船舶进行围油栏围控，防止溢油扩散，再对

船舶破损货舱进行残油过驳。如果海况允许，可同时展开海上溢油的

回收工作。为避免溢油分散剂对海洋生物资源的二次污染，应当使用

经海事部门认可的环保型分散剂。如果海况较差，如果条件允许，应

立即对船舶溢油的飘移进行预测，并通知可能受损单位提前作好防

护，可采用岸滩围油栏或简易围油、塑料布等进行布控。 

2.4.2.6 根据不同的船舶载货种类进行核实信息 

（1）油船要了解和核实的信息 

1）所装油品种类和数量（油品的正确技术名称或联合国编号，

货物数量，货油空档高度或油位深度,船舶货物积载情况）； 

2）油船的结构和总体布置情况（是否双层底，货油舱的数量和

载货情况，货泵舱的位置和数量，隔离舱的位置和数量，压载水舱的

位置和数量，货油管系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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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品的理化特性，包括闪点、挥发性、爆炸极限等（详细情

况应参阅《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等技术资料）； 

4）货主、托运人或收货人及其联系方式方法、防护措施、应急

处理措施，等等。 

（2）化学品船要了解和核实的信息 

1）所装化学品种类和数量（化学品的正确技术名称或联合国编

号，货物数量，货物积载情况）； 

2）船舶配备的防护用品情况（船上防护用品的可用数量，发放

的情况）； 

3）化学品的理化特性，包括闪点，爆炸极限，危害性等（详细

情况应参阅《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等技术资料）； 

4）货主、托运人或收货人及其联系方式方法、防护措施、应急

处理措施，等等。 

（3）液化气船要了解和核实的信息 

1）液化气种类和数量； 

2）液化气船的水雾喷淋系统的可用情况； 

3）液化气的货物成分，密度，货物温度，爆炸极限，饱和蒸汽

压力，液体比重等特性（详细情况应参阅《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等技术资料）； 

4）液化气船的结构和总布置情况（液化气船的类型，管线的损

坏情况，货舱区域的应急截止阀的数量、位置及可用情况）； 

5）货主、托运人或收货人及其联系方式方法、防护措施、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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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措施，等等。 

2.4.3 油类泄漏应急处置策略 

根据溢油源的类型、规模、溢出地点、溢出油的种类、溢油扩散

方向等，考虑采取如下相应的防治措施： 

2.4.3.1 非持久性油类 

1）一般不大可能采取回收方式。因为这种油经过一定时间，大

部分会挥发掉。但为防止其向附近的敏感区扩散，可视情况可利用围

油栏、吸油材料等进行围控和清除。经海事主管部门批准，可使用消

油剂（沉降剂，分散剂）。 

2）严格控制消油剂的使用，要根据溢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溢

油量、溢油地点以及周围的环境情况等，权衡利弊后，决定是否使用。 

3）若经预测和实际观察，溢油总的趋向是向外海扩散时，应采

取严格监视溢油的动向的相应措施。 

2.4.3.2 持久性油类 

1）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以物理的方式回收。可以使用回收

船、撇油器、油拖网、油拖把、吸油材料以及人工捞取等方法。 

2）回收的废油、含油废水和岸上清理出来的油污废弃物等，应

统一运送到公司岸上污染物接收处理中心，使用回收处理装置集中处

理。 

3）受溢油污染的岸线，油污经清除后，还要尽可能进行恢复。

如自然保护区、旅游景观区、海水浴场、人工养殖等场所等。 

2.4.4 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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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1 应急处理程序 

1）接警。接到报告时应明确发生事故的部门、位置、危险化学

品种类、事故简要情况、人员伤亡情况等。 

2）隔离事故现场，建立警戒区。事故发生后，启动应急预案，

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火焰辐射热、爆炸所涉及到的范围建立

警戒区，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 

3）人员疏散，包括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撤离是指把所有可能

受到威胁的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准备的情况下，撤

离是最佳保护措施。一般是从上风侧离开，必须有组织、有秩序地进

行。就地保护是指人进入建筑物或其它设施内，直至危险过去。当撤

离比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无法进行时，采取此项措施。指挥建筑物

内的人，关闭所有门窗，并关闭所有通风、加热、冷却系统。 

4）现场控制。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

根据事故特点和事故引发物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5）各液体化学品的性质的不同，环境的不同，其扩散形式不一

样。一般而言，其泄漏后的某一阶段的某一运动以某一形式为主，辅

以多种形式在环境中输移，扩散。 

6）针对液体散化不同理化性质和扩散漂移方式采取合理措施。 

7）确定清除作业的相关细节，由现场指挥发布执行作业细则及

相关命令，各小组成员具体实施清除作业。 

8）指定人员做好相关纪录，如溢油动态、规模、损害情况、清

除结果、动用人力物等情况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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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场指挥人要适时发布终止作业的命令和解除警报。 

2.4.4.2 应急处理方法 

（1）对于有毒化学品 

1）因毒性气体会经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等进入人体，行动小

组人员应穿着全封闭防护服，戴相应防毒面具或正压式呼吸器，戴抗

渗手套，并尽可能处于上风位。 

2）随时监测空气中的氧气和毒气含量，并用雾状的消防水向大

气喷洒，以稀释大气中毒气浓度。且应据风向，判断含毒气空气的扩

散方向，及时将信息通报相关单位和居民，做好防范工作及撤离准备，

限制工农业和居民用水。 

3）根据化学品的特性和流动方向，布设围油栏围控，监测水中

毒性物质的含量，并随时将污染信息对周围相关单位（养殖区、农业、

工业取水口、游乐场所等）通报，直至经评估小组评估、判断后，认

为无危险性止。 

（2）对于易燃性化学品 

1）切断事故船舶电源，严防静电的产生，使用防爆型的器材和

设备。 

2）监测现场空气中可燃气体和氧气的含量，用消防水喷洒事故

现场空气及对泄漏的化学品喷洒抑制剂或用相应的化学泡沫覆盖，以

减少可燃气体的挥发量，并作好随时启动火灾应急方案的准备。如果

存在发生火灾、爆炸的可能，且采取措施后，仍未能消除隐患，则应

考虑将船舶拖离至安全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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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采取施救措施后，经评估和判断，无火灾、爆炸的可能，

则立即投入清理、消除污染物的工作。 

4）在事故船拖离现场后，对于水面污染物，根据当时的气象、

周围环境，也可考虑采用定点焚烧的方法，清除污染物。 

（3）对于污染性化学品 

1）根据化学品的理化特性，泄漏物若是类油物质，则可按油类

物质采取措施。 

2）如果泄漏的化学品比水重，污染物将会沉降或溶于水中，无

法采取围控打捞的方法回收，则需采用处理剂喷洒处理使其沉降、分

散、中和，或采用水底打捞沉降物的方法，进行清理。 

3）回收的化学品及含水、杂质的化学品废弃物等，应考虑其运

输、储存、处理和处置的方法，以防止发生二次污染岸线。  

2.4.4.3 应急行动中的注意事项 

1）不同的化学品尽管有其独特性，但大多数都同时具有毒性、

易燃性和污染性等特性，在采取措施时应综合考虑。 

2）根据污染物的理化特性，现场作业人员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护

器材。 

3）现场应落实各项防火防爆措施，所有船艇及动力工具必须具

备火星消除装置，防止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发生。 

4）在污染物溢漏的初期，是油气或化学污染物蒸发量最大的阶

段，所有船舶、清污和救护人员应尽量处于污染物的上风，关闭船上

不必要的进风口，消除所有可能的火源，采取措施防止易燃气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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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舱室和机舱处所。 

5）在大规模溢油/化学品溢漏的初期，禁止任何人和船舶进入漂

浮污染物区域内，清污工作在漂浮污染物的边缘地区，在污染物经过

一定时间的自然挥发后，方可进入漂浮污染物区域内进行清污作业。 

6）指挥人员应密切注意污染物和清污作业的动态，严禁在危险

的条件下进行清污作业。 

2.4.4.4 清污行动中防止二次污染的处置策略 

1）及时、有效回收污染物： 

在污染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调集专业设备和

人员，对泄漏的污染物进行及时、有效的回收。这包括使用吸油毡、

收油机、围油栏等工具，将泄漏的油污等污染物从海面上回收起来，

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2）合理储存与运输污染物： 

回收的污染物应储存在专用的储存容器中，并确保其密封性良

好，防止在储存过程中发生泄漏。同时，应制定详细的运输方案，选

择安全的运输路线，确保污染物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 

3）加强现场管理与监督： 

在清污行动现场，安排专门的管理与监督人员，对清污作业进行

全程监控。这包括对清污设备的操作、污染物的回收与储存、运输等

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监管，确保各项操作符合规范，防止发生二次污

染。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船舶污染清除作业方案 

 

31 
 

4）采用环保材料与设备： 

在清污行动中，应优先选用环保材料和设备。例如，使用可降解

的吸油毡、低污染的清洗剂等，以减少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同时，对

于清污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应进行分类处理，确保其对环境的影

响降到最低。 

5）加强后续处理与监测： 

在清污行动结束后，应对受污染的海域进行持续监测，以评估清

污效果并及时发现潜在的二次污染风险。对于已经回收的污染物，应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后续处理，确保其得到妥善处置。此外，还应加强

对周边环境的监测，防止因清污行动而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2.4.5 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泄漏应急处置策略 

（1）确定泄漏源的位置； 

（2）确定泄漏的化学品种类（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 

（3）所需的泄漏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技术人员； 

（4）确定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 

（5）确定是否已有泄漏物质进入大气、海水、下水道等场所；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7）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 

（8）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 

（9）气象信息； 

（10）泄漏扩散趋势预测； 

（11）明确泄漏可能导致的后果（泄漏是否可能引起火灾、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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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等后果）； 

（12）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13）确定泄漏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堵漏、工程抢险、

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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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船舶应急堵漏、卸载作业方案 

3.1 船舶应急堵漏作业方案 

船舶在航行中因碰撞、触礁、搁浅、风暴或船壳腐蚀等原因，使

船体破损进水，为保证船舶的浮力和稳性，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货损失，

保障旅客和船员的生命安全，在应急情况下可以施用各种堵漏器材来

进行抢救，完成船舶应急堵漏作业。 

3.1.1 船舶应急堵漏作业方案 

在船舶发生破损渗漏时，为了避免严重后果，把损失降低到最低

程度，船上除了必备有效的堵漏器材外，还必须制定一套完整的应急

作业方案，这样才能在发生险情时迅速协同抢救，正确熟练地使用堵

漏设备，有效地控制局面。发生上述情况后，采取措施如下： 

A. 首先向海事局报告情况的同时与船东尽快取得联系，利用事故船

上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堵漏器材进行堵漏工作，调整船上的压载货物及

货物的仓位保持船舶的稳性，使船不至于沉没。 

B. 同时联络当地专业打捞公司，借助打捞队伍进行堵漏工作。并且

根据事故船的情况，采取围油栏布控等防止溢出物扩散的应急措施。 

C.如果需要紧急过驳，立即组织采取相应的应急行动。 

3.1.1.1 发出警报 

在船舶发生破损渗漏时，应及时发出堵漏警报信号（两长声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