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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根据我省开展船舶自救互救工作的实践而总结编

写， 它从乡镇如何建立船舶自救互救机制、 船舶遭遇险情或

事故时如何开展自救以及如何施救遇险或事故船舶等三方面

入手， 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船舶自救互救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

法， 并介绍了我省近年来船舶自救互救的典型案例。 本书可

作为乡镇开展基层水上应急工作的指导性书籍， 也可作为船

员培训和水上应急培训的业务书籍， 本书同时也是一本水上

交通安全知识、 乘客安全出行常识的宣传性书籍。 本书的发

行对普及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加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 推进

水上应急基础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概述， 由屠小宁撰写； 第二章船

舶自救， 由李小平撰写； 第三章船舶互救， 由邓旭峰撰写；

第四章岸基支持， 第五章水上救护常识， 由胡高利撰写； 第

六章船舶自救互救案例， 由余立强撰写。 全书由屠小宁统

稿。

本书由许东明、 杨小宁、 李跃勤、 朱江、 荣康林等同志

审稿。 并特邀泸州市地方海事局胡玉臣、 宜宾市地方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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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茂祥、 广元市地方海事局伍成毅、 达州市地方海事局段炼、

巴中市地方海事局庞勇等同志参与审稿，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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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章 概 述

四川江河纵横，湖泊水库密布，为水运和水运经济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四川有各类船舶近五万艘，运输船舶、公务

船舶、渔业船舶、娱乐船舶、体育运动船舶和乡镇自用船舶，

种类繁多，用途各异。船舶为国民经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

生活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运输

与风险并存，俗话说“行船走水三分险”，在船舶增多的环境

下，各类事故也不断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

失，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立有效的水上交通事故救援

机制十分重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四川努力构建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水上交通事故应急体系，切实

强化源头管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水上交通安全预防预控和

应急处置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然而，四川乡镇船舶多、分布

广，一旦在山区和偏远地区发生事故，政府、海事机构应急工

作因地域、通讯、交通等原因而受到限制，事故信息不及时，

响应滞后，救援率低，基层水上交通应急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为提高基层水上交通应急能力，形成科学有效、上下衔接、运

行通畅、响应及时、广泛参与、密切协作的水上交通应急工作

体系，提高船舶（船主）、船员、群众的水上风险意识，规范

基层水上交通应急策略和方法，必须建立一套在政府应急体制

框架之下，由基层人民政府主导，适合基层水上交通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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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船舶自救互救机制，进一步强化水上交通应急工作。

第一节 船舶自救互救的概念

船舶自救互救是指内河船舶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险情时，

船舶、船员和乘客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以及附近其他船舶和

岸上相关单位、人员对事故（遇险） 船舶实施救援，避免和减

少伤亡损失的行动和策略方法。

船舶自救互救包含自救和互救两个部分。船舶自救是水上

应急救援的基础，一方面，有效的自救可以使船舶或船上人员

及早脱离危险，避免、减少伤亡和损失；另一方面，遇险或事

故船舶人员通过自救可以为其他船舶和岸上人员的施救争取宝

贵的时间，提高救援效率。船舶互救是水上应急救援的重要内

容，航行、停泊、作业中的船舶发现有他船发生事故时，应当

在不危急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对事故船舶实施有效的救

助。这是《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赋予船舶船员的职责，同

时，有效的救助机制和正确的救助方法是保证救助成功的根本

保障。从水上交通应急工作角度看，自救与互救是一个事件的

两个部分，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在水上交通应急工作中，

应当把自救和互救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共同谋划和实施。

第二节 船舶自救互救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一、目的

船舶自救互救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救助人命。落实到基层，

船舶自救互救工作的具体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平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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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船舶自救互救工作，加强水上应急救援知识的宣传学习，

增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广大从业人员、社会公众的安全生

产和公共应急意识。二是一旦发生水上事故或险情后，船舶、

船员和乘客能够运用自救互救知识、正确应对水上事故 （险

情），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就近采取措施实现最有效救助，

缓解险情势态，竭力减少人员伤亡，从险情角度讲，避免事

故。

二、重要意义

通过建立船舶自救互救机制，能够形成遍布江河、湖泊水

库等通航水域的基层水上应急网络，以最有效、最及时、最经

济的方式救助人命，避免事故，减少伤亡。通过开展船舶自救

互救工作，能够有效提高船舶、船员、群众的水上交通风险意

识和提升紧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不断积储基层水上应急

资源，整合各方救助力量，为开展水上事故和险情救助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同时，全面开展船舶自救互救建设工作能够进一

步弘扬“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水运精神，营造川江水运平

第一章 概 述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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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谐的良好氛围。

第三节 船舶自救互救的原则

乡镇船舶自救互救的原则是：政府主导，预防优先；自救

为主，积极互救；船岸结合，就近有效。这些原则符合国家

《突发事件应对法》 《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的基本原则，

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的要求，符

合上游支流水域，非水网地区水上交通事故（险情） 应急工作

的实际。

一、政府主导的原则

《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

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

理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要求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工作，加强基层应

急队伍的建设和管理。船舶自救互救工作是政府应急体系的重

加强领导，靠前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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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属于基层应急管理工作范畴。船舶自救互救工作

面对的是分散的船舶船员和广大的基层群众，开展船舶自救互

救工作需要有效的组织和积极的支持保障。政府主导的原则要

求县、乡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船舶自救互救建设工作，加强领

导，统一规划，在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同时，重视水上救

助机制建设，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水上应急救助，形成政府

负责、社会力量参与、多部门合作和船员群众自救的水上应急

救助体系。船舶自救互救工作是一项基层性的应急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是船舶自救互救建设工作的

责任主体，也是政府主导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预防优先的原则

预防优先胜于事后抢险。预防水上交通事故发生是有效开

展船舶自救互救的第一道防线。在建设船舶自救互救中，要把

预防事故发生作为船舶自救互救机制的第一要务，通过加强水

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消除事故隐患，杜绝或减少事故发生。

通过建立船舶自救互救机制，宣传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增强船

第一章 概 述

安全乘船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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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船员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利用船舶自救互救等建设工作，

促进船舶船员自觉遵章守纪，谨慎驾船，预防事故发生。预防

优先也要求把船舶自救互救与日常安全工作结合起来，在船员

培训、乡镇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中，融入船舶自救互救的知

识。

同时，在开展船舶自救互救工作中，必须充分考虑水上救

助的风险，防止二次（次生） 事故和事故损害的不当加大。因

此，在制定方案和实施船舶自救互救工作中，也应当把预防二

次事故和事故损害加大作为预防措施而优先考虑。

三、自救为主的原则

一方面，船舶发生事故（险情） 时，事故船舶本身应当立

即采取应急措施，实施船舶应变部署的各项要求，开展积极的

自救，把事故（险情） 消灭在萌芽阶段。另一方面，客渡船舶

发生事故时，船上乘客多，靠船上几个船员来救助乘客困难非

常大，有时船员本身也被险情所困，依靠附近船舶救助也需要

一定的时间，这期间船上人员，特别是乘客的有效自救最为重

要，是受困人员能否获救的关键。自救为主要求船舶船员和乘

客必须熟悉船舶基本布置情况，掌握船上逃生的基本方法，了

解消防救生救助设备的使用，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开展

自救工作，把握获救机会，争取他救的时间。

四、积极互救的原则

对遇险船舶的救助是船舶、船员法定的职责，也是船员必

须履行的义务。在不危及自身船舶安全的情况下，遇险船舶附

近的船舶以及受到乡镇政府、海事机构指挥的船舶，都应及时

赶赴事故地点，积极救助遇险船舶和人员。

五、船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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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发生事故（险情） 后，除事故船舶自救、就近船舶的

救助外，事故（险情） 地点沿岸的群众、岸上应急队伍、医疗

卫生等单位也应当积极参与救助，包括沿岸群众对落水人员的

搜寻、救助，医疗单位对获救上岸人员的救护送医等。

船岸结合也包括乡镇人民政府、海事管理机构及相关部门

及时的指挥调度，组织各种应急力量参与救助的行动。

六、就近有效的原则

就近施救是船舶自救互救的基本原则，也是船舶自救互救

的特点。客渡船舶特别是渡口船舶大多分布在边远地区，道路

和水上交通不便，应急资源的覆盖极为欠缺，船舶发生事故后

要依靠海事和其他专门的求助力量进行救援并不现实，远水解

不了近渴。就近原则要求在建立船舶自救互救机制时应当就近

组织互救力量，一旦发生事故就近开展救助。就近原则要求基

层水上交通应急资源的配置，基层应急单元的建立要向渡口、

码头集中，向船舶密度大、事故多发的区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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