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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风浪造成的恶劣海况是船舶遇险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北部海域为例，冬季的寒潮大 风，

春夏季温带气旋入海形成的大风天气给海上航行和作业的船舶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危险, 并易造成

船舶遇险事故。针对恶劣天气海况对专业救助船舶救助作业的不利影响，结合实际 救助案例中的

体会，来探讨大风浪中救助失控遇险船舶的几种方法，达到科学救助、安全施 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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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事业的飞速发展，为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

件，确保海上国际运输安全，需大力发展海上救助事业；近些年在国家倡导“一带一路” 同时，

更是提出了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此同时，海上生命财产、海洋 环境所面临

的风险也日益严峻。我国救捞体制改革以来，海上救助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专 业救助船舶得到

了更新换代，沿海配备了高性能救助直升机，救助基地有 24 小时待命的应 急队员，所有这些都

凸显了国家对保护海洋环境、保障海上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视。以下就从 几个方面来分析探讨大风

浪中救助失控遇险船舶的方法和对未来救助事业的展望。

1 船舶受大风浪的影响

1.1 大风浪的定义：大风浪通常是指海面风力达到 8级及以上和海面出现 3-4 米及以上的浪 涌。

1.2 船舶受大风浪的影响：在大风浪中的船舶难以操纵，风浪的联合作用会引起船舶产生横 摇、

纵摇、艏艉摇、横荡、纵荡、垂荡 6 种复杂的运动。

1.2.1 迎浪航行船舶会失速，船头上浪，纵摇剧烈，影响船体纵向强度等现象。

1.2. 2 顺浪航行船舶容易打横，舵效变差、出现淹艉现象。

1.2.3 大风浪中船舶掉头存在因打横而倾覆等危险。

1. 2.4 大风浪海况对于船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船舶易发生海难事故的海况。

1.3 大风浪对救助船的影响：大风浪对救助船舶的影响不仅具有对普通船舶的不良影响，还 对救

助遇险船行动带来更大困难，大风浪致使救助船舶很难靠近遇险难船对人员实施救助和 对难船进

行拖带。

1.4 研究救助船舶在大风浪中的救助方法显得十分重要,有效的救助不但可以拯救人命和船 舶财

产安全，同样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救助船舶大风浪中的救助方法

根据一些成功救助案例结合本人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出以下救助方法

2.1 救助船舶大风浪中航行或作业时应选择偏顶浪航行或 Z字型航法；仔细观察波浪的变化 规律，

利用波群中波浪“三大八小”的一般规律，选择适当掉头时机。

2.2 遇险船舶无爆炸、倾覆危险，船况良好，对遇险人员暂无威胁，可先实施拖带，将遇险 船拖

至安全水域再行转运。例如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3日，救助船冒着海上 8-9 级大风和 4-5 米的巨

浪，在石岛南部海域成功救助主机故障走锚失控的散货轮“金亿 28”，并将其拖 带至石岛锚地附

近安全水域，19 人随船获救。（见图 1）



图 1 图 2

2.2.1 根据现场海况、遇险船状况选择合适的接拖方式：在大风浪屮遇险船舶无动力、船员 未弃

船：可用单根高强度救助拖缆由巴拿马孔穿入直接套桩实施拖带（一般需遇险船 4-6 人操作），

待海况好转后换常规拖带方式（钢缆）拖往安全水域（见图 2）；无动力、已弃船：用救助（生）

艇、直接靠遇险船用跳板、救生吊篮（笼）、直升机协助等方式送人过去带 缆接拖;对于失去电

力的船舶有时需要向遇险船提供电力后进行带缆或者考虑用救助船绞缆 设备带回头缆方式接拖。

需特别注意的有：一是如果是遇险的油船、液化气船等危险品船, 要充分考虑钢质拖缆及卸扣摩

擦引起火花的危险性;二是带缆过程屮连接卸扣的弧度应朝向 遇险船方向，龙须缆琵琶头应分前

后绑扎在一起传递，避免卸扣和琵琶头卡在导缆孔而带不 上缆。三是拖航过程屮经常检查拖缆磨

损情况，在拖缆通过的导缆孔或锚链筒等地方一定用 帆布、麻袋等做好包扎并涂黄油。

2.2.2 如果海况恶劣无法带缆，周围海域宽敞，应现场守护，跟随监控遇险船，给予遇险人 员心

理安慰和希望,并做好随时接救遇险人员的准备。等待海况好转后，再带缆拖至安全水 域。

2. 3 遇险船舶有爆炸、倾覆危险，救助船等待时机靠遇险船舶利用克令吊加救生吊篮或者在 上风

舷释放摆渡筏、救生平台等救助设备进行人员救助，将人员转运至救助船。例如 2018 年 8 月 15

日砂石船“建功 66”轮在东营港东北侧约 8 海里处遭遇大风，机舱进水失去动力，走锚失控，满

载砂石，船上 14 名遇险人员，有沉没危险，情况紧急。船上 14 人穿着浸水保 温服集屮在驾驶楼

等待救援，左舷救生筏遗失，只剩右舷一个救生筏可用。由于受台风“摩 羯”影响，低压屮心进

入渤海湾后能量大大加强，在北上的过程屮向南掉头直扑东营海区。 受此影响事故现场风力 9T0

级，实测最大风速 58. 6 节，导致救助船自身保向都很困难，只 能在难船附近滞航守护，同时建

议难船做好随时释放救生筏准备，救助船也做好随时救捞救 生筏的准备。耐心等待风浪稍小后，

最终经过约一个半小时的努力，终于使用吊笼成功将四 人包括两名伤员安全转运至救助船。（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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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救助船靠遇险船实施救助时，选择顶风浪接近或顺风浪接近，应先观察难船漂流速度, 掌握

左右偏荡规律，当难船快要达到左右偏荡接近最大时果断抓住良机靠近实施救助。例如 2010 年

12 月 5 日，“利舟 8”轮在蓬莱港东 4海里处锚泊时遭遇东北风 8-9 级的袭击，船 舶舱盖被巨浪

打掉 4个，船舶走锚失控，船舱大量进水，船舶逐渐下沉，船上 6人命悬一线。 救助船制定了几

个方案：一是用救生艇，这对求救者最有利，但风浪太大，很可能人救不上 来，还把艇打翻；二

是让求救者穿上救生衣，系上缆绳跳到海里，然后把他们拉上来，这对 他们来说危险性较大；三

是船艉贴船艉，让求救者跳到救助船甲板上，但两条船挨那么近, 可能会把人挤伤；四是待两船

靠近时用吊篮将人救起，但稍有不慎，吊车折断会伤及救助船 员。经过慎重分析考虑，最终通过

救生吊篮施救将全部遇险人员成功救助，挽救了 6 人生命。

（见图 4）

图 5

2.3.2 救助船选择顺风浪接近遇险船时应保持与遇险船的安全距离，防止难船锚链缠绕救助 船螺

旋桨发生危险局面。（见图 5）

2.3.3 提前备好克令吊和救生吊篮、摆渡筏、救生平台等救助设备。安排专人操作和指挥,保持现

场通讯畅通，做到令行禁止。

2.3.4 风浪太大影响操纵情况下，救助船可考虑用锚协助，在难船的上风流方抛锚，然后松 锚链

慢慢接近难船，特别要注意用锚安全，确保不会走锚或造成锚链绞缠。

2.4 对已弃船的落水人员及在救生艇（筏）屮的遇险人员可利用救生攀爬网等设备在救助船 下风

舷进行救助。

3 船机联合救助的实现

3.1 救助船舶的优缺点：救助船舶最突出的优点是续航能力强、载重量大，特别适合大规模 人命

救助和财产转移；救助船舶设计为拖船模式，功率大、有侧推，操作方便、灵活，适合 拖拽遇险

船舶。我国目前的屮大型救助船舶，排水量在 4000t 以上，航行基本不受天气限制， 遍布重点水

域的“动态待命”制度保障了一旦发生重大险情，救助船能迅速驶向事发海域; 救助船救助设施

齐全，能够确保伤病人员得到第一时间的救援。相比救助直升机，救助船的 救助速度慢、搜索能

力偏弱，在距离较远情况下，人命救助效率低；航行受水域限制，在浅 滩、礁石、养殖区限制下

无法实施有效救援；在较大海浪且需要船舶靠帮作业时，风险极大， 风力达到 9-10 级时，自身

保向比较困难，只能在难船附近滞航守护。

3.2 救助直升机的主要优点：直升机是海上人命救助最高效的工具，具有速度快，视野好等 天然

优势，搜索、定位目标更加便捷，直升机救助遇险船舶、伤病人员还不受海浪情况限制， 采用绞

车吊运作业不需要像船舶靠帮的方式才能完成，直升机的高速性可以保障及时为遇险 船舶提供必

要的救助工具，为伤病人员配送医生、药物等。（见图 6）

3.3 救助直升机主要限制：直升机进行搜救的缺陷是承载能力有限，我国目前使用的屮型直 升机

S76C+型商载大约为 1000kg （根据天气和油量变化）、额定载客人数 12 人;大型直升机 EC225 商

载大约为 4000kg、额定载客人数 19 人。载重量受限是直升机救助的天然短板，所 以除了人命救



助外，救助直升机在财产救助，环境方面的贡献极其微弱。直升机救助飞行受 天气影响大，大风

（一般风速达到 50 节时）、大雾、雷雨、降雪等极端天气下直升机根本不 能出动执行任务。如

果救助船舶没有合适的降落条件，船上障碍物多也没有合适的绞车吊运 区域的话，直升机救援就

会非常危险，甚至无法实施。另外，直升机运行必须依托机场，燃 油、航材要求的特殊性等条件

也限制了直升机的搜救能力。救助直升机还有一个缺点是在远 距离救助飞行过程中，由于距离起

降机场远，自身通信工具功率小，很难取得有效联系，也 就无法得到更新的救助信息和各类安全

提示，造成搜索目标困难甚至对整个搜救机组构成安 全威胁，在远距离救助时如无法及时发现目

标，由于直升机油量限制，则会直接造成救助任 务失败。

3.4 海空联合救助的配合：在实施远距离、群体性人命救助时，救助船舶可作为救助直升机 母船，

为直升机提供燃料供应、人员中转、通讯转接等；救助直升机可快速到达遇险海域实 施人命救助，

对海上目标进行快速地大范围搜寻定位，为救助船舶提供精确遇险人员位置, 大风浪中为救助船

舶拖救遇险船舶带缆，为救助船舶中转医生和急救物资等。

4 未来救助事业的展望

4.1 大力发展新型大吨位、适应高海况、深远海的救助船舶。应设计航速较快、具备飞机平 台、

潜水支持、带 DP （动力定位）等功能救助船，能够将船舶周围的风、流、浪等海况数 据通过传

感器传输到计算机上，经过计算机处理和计算稳定船位和接近遇险船舶，有效实施 救助。

4.2 设想在大风浪高海况条件下通过救助船抛绳器传递引缆，再连接传递钢索。从遇险船高 处到

救助船低处架设一根带有恒张力收紧的钢索，通过此钢索挂上吊笼或者人员通过安全带 直接连接

钢索，滑到救助船（如军舰海上补给时用于传递物品作业），这样一来救助船就不 用冒着碰撞风

险在高海况下靠近遇险船，来开展转运行动。

4. 3 设计一套用制造鱼竿的轻质高强度碳纤维材料来制造一大型捞网，固定在救助船舶适当 位置

的转轴上，利用杠杆、滑轮等原理，即可以伸出舷外十数米进行接人作业，又可以从水 中捞人，

轻便易操作并代替克令吊，减少大风浪救助作业中的船舶接触，减少碰撞危险。

4.4 设计配备新一代船载无人救助艇。艇体可采用滑行艇体流线性设计；材质可用艇底为增 强型

玻璃钢或铝合金加舷边四周为充气式气囊的轻质材料，气囊分为数个独立气室，既能减 轻重量增

加浮力又能减小对遇险人员的伤害，且具有抗倾覆和一定防撞性能；动力可为柴油 机和电池组合

+2 台喷水泵，设计航速应大于 15 节；应配有光电取证系统（可在母船远程视 频监控）、雷达、

GPS/北斗、AIS、罗经、测深仪、扬声器、警灯、搜索灯、航行灯等助航设 备；配有一定的救生、

消防设备：救生圈、气胀式救生筏、救生攀爬浮索、可遥控水炮/枪 等；艇尾部应设有一个有一

定拖带能力的拖桩，可用于拖带落水遇险人员和救生筏。

4. 5 引进能适应高海况情况下飞行的无人机，在大风浪中能够遥控操作搜寻落水人员和协助 救助

船舶进行带缆。

4.6 尽快制定出一套适用救助船舶和直升机联合救助的岗位职责和操作规程。

5 结语

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气候的变化无常，船舶在大风浪中救助存在着种种危险，有时这 种危

险是不可避免的，大风浪天气救助更考验着所有海上救助者的技术和勇气，因此需要我 们不断提

高救助能力，今后要不断将新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应用到救助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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