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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员〔2019〕42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海港引航员

适任评估规范》的通知

各引航站、各直属海事局：

为规范海港引航员的适任评估工作，提高海港引航员实操技

能水平和综合适任能力，根据《海港引航员适任培训大纲（2019

版）》，我局组织编制了《海港引航员适任评估规范》，现予以

印发，自 2019年 12月 10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2019 年 11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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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一级引航员适任评估规范

1.评估对象：海港一级引航员适任证书申请者。

2.评估目的：通过评估，检验被评估者掌握船舶操纵、避碰、驾驶台资源管理及

英语沟通交流的相关知识和能力，并能正确进行操作和应用，掌握对船舶交通事

故案例正确分析的能力，以满足《海港引航员适任培训大纲》规定的一级引航员

适任要求。

3.评估方法

3.1评估形式

科目一：引航综合评估

由包括引航实操和引航英语听力与会话两个评估项目综合组成，利用航海模拟

器操作和评估员的问答检验被评估者的引航实操和英语听说能力。

科目二：案例分析

利用给定的船舶交通事故案例检验被评估者正确分析事故的能力，以计算机终

端评估的方式进行。

3.2成绩评定

科目一：引航综合评估，共有 91项评估要素，其中必对项（以●标识）8项，

其他项（以◎标识）83项。必对项须全部通过，且其他项通过 65项及以上，则

科目一的成绩评定为合格。如科目一不合格，则引航实操和引航英语听力与会话

两个科目均不合格。

由 3名评估员对每项评估要素独立进行评判，3名评估员均判定通过的，则

该要素方判定为通过。

科目二：案例分析，共有事故原因、事故经验教训、安全建议 3项评估要素。

3项要素均通过的，则科目二的成绩评定为合格。

3.3评估时间

科目一：每人评估时间不超过 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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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每人评估时间不超过 150分钟。

4.评估要素与标准

科目一的评估要素与标准见附表 1，科目二的评估要素与标准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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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科目一：引航综合评估

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引 航

方 案

制定

1.掌握

引航有

关信息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由被评估者独

立制定书面的

英文版引航操

纵方案。（时

间不超过 30
分钟）

1.1引航信息

◎（1）船舶数据

◎（2）航道与港口设施

◎（3）水文气象

◎（4）规章制度

1.1规范的引航信息描述

（1）完整的船舶数据

至少应包含船名、船长、船宽、船舶类型、吃水、

净空高度

（2）完整的航道与港口设施信息

至少应包含泊位、航道、锚地

（3）完整的水文气象信息

至少应包含潮汐、潮流、风向、风速、能见度

（4）对相关法律法规重要条款的正确描述

2.掌握

引航操

纵方案

的制定

与评估

2.1引航操纵方案内容

◎（1）引航起讫点和系离泊时

间制定

◎（2）各航段时间节点

◎（3）拖船码头船方等相关方

的协作

◎（4）注意事项

●2.2 引航操纵方案的合理性

2.1规范的引航操纵方案要素描述

（1）适当的系离泊时间

（2）合适的时间节点

（3）明确的协作要求

（4）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2.2合理有效的引航操纵方案

能用图例方式阐述，方案符合引航员通常做法、

满足安全引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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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引 航

实施

3.掌握

驾驶台

资源的

有效运

用

——能够熟练利

用驾驶台各种资

源获取有效的避

碰及助航信息，正

确判断可能存在

的风险，采取有效

行动；并能够根据

现有信息对发展

趋势做出预判。

——掌握与引航

技术相关的基本

英语交流用语。

——能使用英语

进行有效的内外

部沟通。

选择引航员所

在港口水域一

致或接近一致

的水域环境条

件。

利用航海模拟

器 操 作 总 长

250 米及以上

船舶。

被评估者全程

使用英语进行

内部和外部交

流。（时间不

超过 90分钟）

3.1沟通和交流

◎（1）引航业务与信息交流

◎（2）船舶数据的核实

◎（3）引航操纵方案的介绍

◎（4）驾驶台设备助航信息的

使用

◎（5）人力资源的利用

◎（6）船方质询的处置

3.2团队合作

◎（1）驾驶台团队的融入

◎（2）互相监督

◎（3）情境意识的运用

●3.3 英语会话和英语操纵口令

的使用

3.1使用英语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

（1）能使用英语与船舶内外人员进行信息交换，

能让信息接受者（包括评估员）理解并接受

（2）规范沟通“引航卡”“船长/引航员信息交

流卡”等信息

（3）能达成驾驶台团队理解引航操纵方案并优

化操纵

（4）正确使用驾驶台设备助航信息

（5）有效利用驾驶台人力资源

（6）正确的质询与响应

3.2团队合作的有效性

（1）能快速融入驾驶台团队

（2）正确履行岗位职责

（3）能激励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3.3能运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熟练使用英语操

纵口令

引 航

实 施

（续）

4. 掌 握

航行要

点情况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力的估

算，作出有关系泊

和锚泊的决定；全

面评估受限水域、

潮汐情况、过往船

只以及本船的首

同上 4.1通航环境

◎（1）水文气象情况

◎（2）航道情况

◎（3）航线情况

◎（4）水域通航规律

4.2引航操纵方案的实施

●（1）船位

◎（2）富余水深和/或净空高度

安全余量

◎（3）时间节点

◎（4）风、流对船舶的影响

4.1正确理解通航环境

（1）有效适应风、流、潮高、能见度等水文气

象条件

（2）能正确处理包括相关助航设施、碍航物、

桥区水域、锚地、禁锚区、警戒区、水深、限

速水域等操纵环境条件

（3）能正确处理包括转向点、各航道的航向与

航程等操纵行为

（4）有效运用通航水域的船舶航行规律

4.2规范执行引航操纵方案

（1）通过多种定位方式正确获取船位，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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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波和尾波的可能

影响，以使该船在

各种装载和天气

条件下能够安全

地操纵。

◎（5）受限水域对船舶操纵的

影响

◎（6）特殊水域的航行

◎（7）会遇和/或追越

◎（8）指令的核查

◎（9）对车、舵设备的关注

航路航行，避免无故占用反向航道

（2）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留足富余水深和净空

高度安全余量

（3）按引航方案所指定的时间节点，有效抵达

相应水域

（4）正确判断风、流对船舶航行的影响，合理

选择上风上流侧航行

（5）正确处置浅水效应、岸壁效应、斜坡效应、

船间效应对船舶航行的影响，有效控制船位

（6）正确防控特殊水域如警戒区、桥区、冰区、

岛礁等水域（若适合）的航行风险，安全通过

特殊水域

（7）正确选择合适的水域，避免在弯曲航道或

狭窄水域会遇和/或追越

（8）有效核查指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纵

（9）有效观察主机转速表和舵角指示器，了解

船舶车、舵设备的运行状况

引 航

实 施

（续）

5. 掌 握

船舶避

让操纵

基于对《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内容的

正确理解，以及对

船舶交通局面及

其发展趋势的正

确判断，作出适当

且有效的避让行

动，以达到宽裕地

避让他船的目的。

同上 5.1航行规则的执行

◎（1）瞭望

◎（2）安全航速

◎（3）碰撞危险的判断

●（4）避碰措施

◎（5）号灯号型、声响与灯光

信号

◎（6）报告和动态发布

5.1执行航行规则的规范性

（1）正确使用视觉、听觉、其他一切有效手段

保持正规瞭望，及时发现他船等等

（2）正确使用适合当时环境和条件的航速，遵

守限速规定

（3）有效利用视觉、雷达/ARPA、AIS、电子海

图等手段，正确估计局面和判断碰撞危险

（4）根据不同的局面，采取正确的避让措施，

直至驶过让清，避免船舶搁浅、触岸和船舶碰

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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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5）正确使用号灯号型、声响灯光信号，规范

表明船舶航行状态和操纵意图

（6）及时有效按相关规则、规定要求进行报告、

发布动态

引 航

实 施

（续）

6.掌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锚

泊 作

业）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同上 6.1抛起锚作业

●（1）抛起锚作业的安全性

◎（2）进出锚地的路线和方式

◎（3）船舶姿态

◎（4）口令的核查

◎（5）VHF通信

◎（6）锚位测定

◎（7）外界因素

◎（8）号灯号型

6.2抛锚作业

◎（1）锚位

◎（2）锚泊方式和抛锚时机

◎（3）出链长度

6.3起锚作业

◎（1）锚泊状况

◎（2）起锚时机

◎（3）特殊情况

6.1抛起锚作业的规范性

（1）驶进、驶离锚地过程中避免碰撞、搁浅事

故

（2）合理的锚泊作业程序，选择适当的路线和

方式进出锚地

（3）根据锚链方向和受力情况用车（包括侧推

器）、舵的配合，有效调整船舶迎风流状态

（4）核查口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作

（5）正确使用 VHF 与 VTS、附近船舶保持信

息沟通

（6）正确利用雷达、电子海图、罗经等手段测

定锚位

（7）正确处理风、流、周围船舶等外界因素对

抛起锚作业的影响

（8）正确使用号灯、号型、声响与灯光信号表

明船舶动态

6.2抛锚作业

（1）根据锚地底质、水深、周围船舶的情况选

择合适的锚位

（2）根据客观情况合理选择下列锚泊方式，抛

锚后正确核实抛锚效果

——单锚泊

——八字锚锚泊



7

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平行锚锚泊

——一字锚锚泊

抛锚时余速控制应满足: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小于 1节;
——△＞100 000吨时，小于 0.5节
（3）根据锚地底质、水深、周围船舶的情况，

确定合理的出链长度，应满足 3h+90米（风速 8
级时）；4h+145米（风速 11级时），h为水深

6.3起锚作业

（1）充分了解所抛锚的状况、链长、锚机状况

（2）根据引航方案和现场通航环境合理地选择

起锚时机

（3）正确处理特殊情况如锚链穿过球鼻首、锚

爪挂有异物、锚链绞缠等

引 航

实 施

（续）

7. 掌 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靠、

离泊作

业）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同上 7.1系离泊作业

●（1）系离泊作业的安全性

●（2）系离泊作业的合理性

◎（3）交流

◎（4）船舶操纵特性

◎（5）外界环境

◎（6）泊位信息

◎（7）反应能力

◎（8）作业准备

◎（9）号灯号型

◎（10）VHF通信

◎（11）车、舵、侧推器（若适

合）的使用

7.1系离泊作业的规范性

（1）靠系、离泊过程中不碰撞他船或碰撞码头

及设施

（2）作业方式符合引航员通常做法

（3）就作业方案的执行与修正与船方有效交流

（4）有效适应船舶的变向和变速性能

（5）有效适应风、流、通航环境等条件

（6）有效核实泊位信息，如港口、码头、浮筒

（单浮、双浮、单点）、系泊船（过驳操纵）、

船坞的情况

（7）及时根据外界情况变化调整引航操纵方案，

如时间、掉头方式、拖船配置、锚、侧推器的使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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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12）锚、缆绳的使用

◎（13）拖船的使用

◎（14）口令的核查

◎（15）船舶姿态

◎（16）作业时长

◎（17）风险处置

7.2系泊作业

◎（1）余速

◎（2）法向靠岸速度

◎（3）入泊角度

◎（4）横距

◎（5）前后误差

7.3离泊作业

◎（1）离泊方式

◎（2）离泊时机

◎（3）操纵安全距离

◎（4）横向位移

◎（5）受流原则

（8）按规定要求船方备锚应急，及时通知相关

人员就位，做好系离泊准备

（9）正确显示相应的号灯、号型

（10）正确报告和发布船舶动态，与相关方有效

沟通

（11）正确使用车、舵、侧推器（若适合），避

免频繁的大幅度反向操纵

（12）知悉锚和缆绳的助操作用，并予以合理使

用

（13）合理配置和使用拖船

（14）核查口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纵

（15）准确判断船舶前冲后缩、转动和平移态势，

保证船舶安全

（16）在合理的时长内完成系离泊作业，通常不

应超过 45分钟

（17）合理处置环境、拖船、船员变化下的偶发

状态

7.2系泊作业

（1）船舶接近泊位 1倍船长时控制船舶余速；

抵达泊位正横位置时，通过车、舵、锚的运用及

拖船的配合将船停住，横风横流时，余速可适当

提高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余速小于 2节;
——△＞100 000吨时，余速小于 1节
（2）当船舶靠拢至泊位 1倍船宽时，

——当排水量△≤10 000吨时，法向靠岸速度不

应超过 0.35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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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当排水量当 10 000＜△≤50 000吨时，法向

靠岸速度不应超过 0.25米/秒
——当排水量 50 000＜△≤100 000吨时，法向

靠岸速度不应超过 0.2米/秒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法向靠岸速度

不应超过 0.10米/秒
（3）靠泊过程中外档受流，随着码头的接近保

持平行靠拢

（4）抵泊横距不大于 2倍船宽

（5）靠泊前后误差不超过船长的 15%或 30 米

（取小值）

7.3离泊作业

（1）选择恰当的离泊方式，确定艏先离、艉先

离还是平行离泊

（2）根据引航方案和现场通航环境合理地选择

离泊时机

（3）根据风流的影响、泊位前后的活动空间、

后续操纵的需要与泊位、设施、他船保持合适的

安全距离

（4）合理使用车、舵、锚、侧推和拖船协助安

全离泊

（5）离开泊位过程中，把握内档受流的原则

引 航

实 施

（续）

8.掌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掉

头操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同上 8.1掉头操纵

◎（1）掉头水域和时机

◎（2）外界和自身条件

◎（3）船舶姿态

8.1掉头操纵的合理性

（1）根据相关规定及水深、吃水、通航环境等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掉头水域

（2）合理运用风、流、锚、侧推器、拖船等条

件，安全完成掉头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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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纵）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3）掉头过程中，正确判断前冲后缩和漂移，

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掉头圈的大小和位置，避免

与他船和设施发生紧迫危险

引 航

实 施

（续）

9.掌握

应急应

变

同上 正确处置应急应变（以下 7选其

2）
.1主机失控

.2船舶失电

.3舵机失灵

.4遭遇暴雨、大雾致能见度不良

.5人员落水

.6 船舶碰撞

.7 船舶搁浅

9.1正确处置应急应变的处置

●（1）应急应变的有效性

◎（2）初始行动

◎（3）局面的判断

◎（4）人力资源的利用

◎（5）控船措施

◎（6）号灯号型

◎（7）VHF通信

◎（8）后续措施

◎（9）情境意识

9.1应急应变的处置

（1）措施符合轻重缓急的次序，尽可能避免或

减少损失

（2）初始应急行动的时效性

（3）迅速判明本船趋势及周围通航环境

（4）迅速调动相关人员进入应急应变部署

（5）根据余速、舵效、侧推器、拖船等条件尽

量控制船舶，远离危险区域

（6）正确显示相应的号灯、号型

（7）正确报告和发布船舶动态，与相关方有效

沟通

（8）根据应急应变的处置情况，选择合适的后

续措施，如申请拖船协助、请求岸基支持、选择

合适水域抛锚或续航

（9）能正确感知紧急情况下的状态变化的趋势

引 航

交流

10.引航

交流与

面试

掌握与引航相关

的英语交流用语

对船舶操纵能进

行有效沟通。

评估员与被评

估者进行面对

面英语沟通交

流。（时间不

超过 30分钟）

应覆盖评估规范 1至 9项中的任

务或要素

评估规范中 1至 9项对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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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科目二：案例分析评估

任务
Action 评估内容 Contents 评估目的（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案 例 分

析

掌握案例分析

.1 案例分析的方法和步

骤，包括人失误和人的

不安全行为分析

.2 分析事故（或事件）

结果的形成原因

.3 针对事故致因分析的

结果提出预防措施

.4 针对超大型和特种船

舶案例提出防控措施

能够运用船舶

操纵与避碰、

资源管理原理

及有关国际公

约，分析各类

型船舶案例的

事故致因并提

出预防措施。

采用计算机终

端评估的方式

进行。

●（1）事故原因

分析

●（2）事故经验

教训

●（3）安全建议

（1）分析事故原因

确定事故基本要素，能运用事故致因理论与方

法分析事故基本要素，确定事故主客观原因。

（2）总结事故经验教训

针对事故原因，事故各方应汲取的教训。能结

合事故过程提出有效的事件当时条件下操纵方

案，包括事件前、中、后不同阶段的具体纠正

与预防措施。

（3）提出安全建议

针对事故提出合理安全改进建议或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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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二级引航员适任评估规范

1.评估对象：海港二级引航员适任证书申请者。

2.评估目的：通过评估，检验被评估者掌握船舶操纵、避碰、驾驶台资源管理及

英语沟通交流的相关知识和能力，并能正确进行操作和应用，以满足《海港引航

员适任培训大纲》规定的二级引航员适任要求。

3.评估方法

3.1评估形式

以引航综合评估方式开展，包括引航实操和引航英语听力与会话两个评估项

目，利用航海模拟器操作和评估员问答检验被评估者的引航实操和英语听说能

力。

3.2成绩评定

共有 91项评估要素，其中必对项（以●标识）8项，其他项（以◎标识）83

项。必对项须全部通过，且其他项通过 58项及以上，则评估成绩评定为合格。

如不合格，则引航实操和引航英语听力与会话均不合格。

由 3名评估员对每项评估要素独立进行评判，至少有 2名评估员判定通过方

视为该要素通过。

3.3评估时间

每人评估时间不超过 150分钟。

4.评估要素与标准

评估要素与标准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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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引航综合评估

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引航

方案

制定

1.掌握

引航有

关信息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由被评估者独

立制定书面的

英文版引航操

纵方案。（时

间不超过 30
分钟）

1.1引航信息

◎（1）船舶数据

◎（2）航道与港口设施

◎（3）水文气象

◎（4）规章制度

1.1规范的引航信息描述

（1）完整的船舶数据

至少应包含船名、船长、船宽、船舶类型、吃水、

净空高度

（2）完整的航道与港口设施信息

至少应包含泊位、航道、锚地

（3）完整的水文气象信息

至少应包含潮汐、潮流、风向、风速、能见度

（4）对相关法律法规重要条款的正确描述

2.掌握

引航操

纵方案

的制定

与评估

2.1引航操纵方案内容

◎（1）引航起讫点和系离泊时

间制定

◎（2）各航段时间节点

◎（3）拖船码头船方等相关方

的协作

◎（4）注意事项

●2.2 引航操纵方案的合理性

2.1规范的引航操纵方案要素描述

（1）适当的系离泊时间

（2）合适的时间节点

（3）明确的协作要求

（4）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2.2合理有效的引航操纵方案

能用图例方式阐述，方案符合引航员通常做法、

满足安全引航的要求

引航

实施

3.掌握

驾驶台

资源的

有效运

用

——能够熟练利

用驾驶台各种资

源获取有效的避

碰及助航信息，正

确判断可能存在

选择引航员所

在港口水域一

致或接近一致

的水域环境条

3.1沟通和交流

◎（1）引航业务与信息交流

◎（2）船舶数据的核实

◎（3）引航操纵方案的介绍

◎（4）驾驶台设备助航信息的

3.1使用英语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

（1）能使用英语与船舶内外人员进行信息交换，

能让信息接受者（包括评估员）理解并接受

（2）规范沟通“引航卡”“船长/引航员信息交

流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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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采取有效

行动；并能够根据

现有信息对发展

趋势做出预判。

——掌握与引航

技术相关的基本

英语交流用语

——能使用英语

进行有效的内外

部沟通

件。

利用航海模拟

器 操 作 总 长

180 米至 250
米的船舶。

被评估者全程

使用英语进行

内部和外部交

流。（时间不

超过 90分钟）

使用

◎（5）人力资源的利用

◎（6）船方质询的处置

3.2团队合作

◎（1）驾驶台团队的融入

◎（2）互相监督

◎（3）情境意识的运用

●3.3英语会话和英语操纵口令

的使用

（3）能达成驾驶台团队理解引航操纵方案并优

化操纵

（4）正确使用驾驶台设备助航信息

（5）有效利用驾驶台人力资源

（6）正确的质询与响应

3.2团队合作的有效性

（1）能快速融入驾驶台团队

（2）正确履行岗位职责

（3）能激励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3.3能运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熟练使用英语操

纵口令

引航

实施

（续）

4. 掌 握

航行要

点情况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力的估

算，作出有关系泊

和锚泊的决定；全

面评估受限水域、

潮汐情况、过往船

只以及本船的首

波和尾波的可能

影响，以使该船在

各种装载和天气

条件下能够安全

地操纵。

同上 4.1通航环境

◎（1）水文气象情况

◎（2）航道情况

◎（3）航线情况

◎（4）水域通航规律

4.2引航操纵方案的实施

●（1）船位

◎（2）富余水深和/或净空高度

安全余量

◎（3）时间节点

◎（4）风、流对船舶的影响

◎（5）受限水域对船舶操纵的

影响

◎（6）特殊水域的航行

◎（7）会遇和/或追越

◎（8）指令的核查

◎（9）对车、舵设备的关注

4.1正确理解通航环境

（1）有效适应风、流、潮高、能见度等水文气

象条件

（2）能正确处理包括相关助航设施、碍航物、

桥区水域、锚地、禁锚区、警戒区、水深、限

速水域等操纵环境条件

（3）能正确处理包括转向点、各航道的航向与

航程等操纵行为

（4）有效运用通航水域的船舶航行规律

4.2规范执行引航操纵方案

（1）通过多种定位方式正确获取船位，按规定

航路航行，避免无故占用反向航道

（2）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留足富余水深和净空

高度安全余量

（3）按引航方案所指定的时间节点，有效抵达

相应水域

（4）正确判断风、流对船舶航行的影响，合理

选择上风上流侧航行

（5）正确处置浅水效应、岸壁效应、斜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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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间效应对船舶航行的影响，有效控制船位

（6）正确防控特殊水域如警戒区、桥区、冰区、

岛礁等水域（若适合）的航行风险，安全通过

特殊水域

（7）正确选择合适的水域，避免在弯曲航道或

狭窄水域会遇和/或追越

（8）有效核查指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纵

（9）有效观察主机转速表和舵角指示器，了解

船舶车、舵设备的运行状况

引 航

实 施

（续）

5. 掌 握

船舶避

让操纵

基于对《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内容的

正确理解，以及对

船舶交通局面及

其发展趋势的正

确判断，作出适当

且有效的避让行

动，以达到宽裕地

避让他船的目的。

同上 5.1航行规则的执行

◎（1）瞭望

◎（2）安全航速

◎（3）碰撞危险的判断

●（4）避碰措施

◎（5）号灯号型、声响与灯光

信号

◎（6）报告和动态发布

5.1执行航行规则的规范性

（1）正确使用视觉、听觉、其他一切有效手段

保持正规瞭望，及时发现他船等等

（2）正确使用适合当时环境和条件的航速，遵

守限速规定

（3）有效利用视觉、雷达/ARPA、AIS、电子海

图等手段，正确估计局面和判断碰撞危险

（4）根据不同的局面，采取正确的避让措施，

直至驶过让清，避免船舶搁浅、触岸和船舶碰

撞

（5）正确使用号灯号型、声响灯光信号，规范

表明船舶航行状态和操纵意图

（6）及时有效按相关规则、规定要求进行报告、

发布动态

引 航

实 施

（续）

6.掌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锚

泊作

业）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同上 6.1抛起锚作业

●（1）抛起锚作业的安全性

◎（2）进出锚地的路线和方式

◎（3）船舶姿态

◎（4）口令的核查

◎（5）VHF通信

◎（6）锚位测定

6.1抛起锚作业的规范性

（1）驶进、驶离锚地过程中避免碰撞、搁浅事

故

（2）合理的锚泊作业程序，选择适当的路线和

方式进出锚地

（3）根据锚链方向和受力情况用车（包括侧推

器）、舵的配合，有效调整船舶迎风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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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7）外界因素

◎（8）号灯号型

6.2抛锚作业

◎（1）锚位

◎（2）锚泊方式和抛锚时机

◎（3）出链长度

6.3起锚作业

◎（1）锚泊状况

◎（2）起锚时机

◎（3）特殊情况

（4）核查口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作

（5）正确使用 VHF 与 VTS、附近船舶保持信

息沟通

（6）正确利用雷达、电子海图、罗经等手段测

定锚位

（7）正确处理风、流、周围船舶等外界因素对

抛起锚作业的影响

（8）正确使用号灯、号型、声响与灯光信号表

明船舶动态

6.2抛锚作业

（1）根据锚地底质、水深、周围船舶的情况选

择合适的锚位

（2）根据客观情况合理选择下列锚泊方式，抛

锚后正确核实抛锚效果

——单锚泊

——八字锚锚泊

——平行锚锚泊

——一字锚锚泊

抛锚时余速控制应满足: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小于 1节;
——△＞100 000吨时，小于 0.5节
（3）根据锚地底质、水深、周围船舶的情况，

确定合理的出链长度，应满足 3h+90米（风速 8
级时）；4h+145米（风速 11级时），h为水深

6.3起锚作业

（1）充分了解所抛锚的状况、链长、锚机状况

（2）根据引航方案和现场通航环境合理地选择

起锚时机

（3）正确处理特殊情况如锚链穿过球鼻首、锚

爪挂有异物、锚链绞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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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航

实 施

（续）

7. 掌 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靠、

离泊作

业）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同上 7.1系离泊作业

●（1）系离泊作业的安全性

●（2）系离泊作业的合理性

◎（3）交流

◎（4）船舶操纵特性

◎（5）外界环境

◎（6）泊位信息

◎（7）反应能力

◎（8）作业准备

◎（9）号灯号型

◎（10）VHF通信

◎（11）车、舵、侧推器（若适

合）的使用

◎（12）锚、缆绳的使用

◎（13）拖船的使用

◎（14）口令的核查

◎（15）船舶姿态

◎（16）作业时长

◎（17）风险处置

7.2系泊作业

◎（1）余速

◎（2）法向靠岸速度

◎（3）入泊角度

◎（4）横距

◎（5）前后误差

7.3离泊作业

◎（1）离泊方式

◎（2）离泊时机

◎（3）操纵安全距离

◎（4）横向位移

7.1系离泊作业的规范性

（1）靠系、离泊过程中不碰撞他船或碰撞码头

及设施

（2）作业方式符合引航员通常做法

（3）就作业方案的执行与修正与船方有效交流

（4）有效适应船舶的变向和变速性能

（5）有效适应风、流、通航环境等条件

（6）有效核实泊位信息，如港口、码头、浮筒

（单浮、双浮、单点）、系泊船（过驳操纵）、

船坞的情况

（7）及时根据外界情况变化调整引航操纵方案，

如时间、掉头方式、拖船配置、锚、侧推器的使

用等

（8）按规定要求船方备锚应急，及时通知相关

人员就位，做好系离泊准备

（9）正确显示相应的号灯、号型

（10）正确报告和发布船舶动态，与相关方有效

沟通

（11）正确使用车、舵、侧推器（若适合），避

免频繁的大幅度反向操纵

（12）知悉锚和缆绳的助操作用，并予以合理使

用

（13）合理配置和使用拖船

（14）核查口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纵

（15）准确判断船舶前冲后缩、转动和平移态势，

保证船舶安全

（16）在合理的时长内完成系离泊作业，通常不

应超过 45分钟

（17）合理处置环境、拖船、船员变化下的偶发

状态



— 18 —

◎（5）受流原则 7.2系泊作业

（1）船舶接近泊位 1倍船长时控制船舶余速；

抵达泊位正横位置时，通过车、舵、锚的运用及

拖船的配合将船停住，横风横流时，余速可适当

提高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余速小于 2节;
——△＞100 000吨时，余速小于 1节
（2）当船舶靠拢至泊位 1倍船宽时，

——当排水量△≤10 000吨时，法向靠岸速度不

应超过 0.35米/秒
——当排水量当 10 000＜△≤50 000吨时，法向

靠岸速度不应超过 0.25米/秒
——当排水量 50 000＜△≤100 000吨时，法向

靠岸速度不应超过 0.2米/秒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法向靠岸速度

不应超过 0.10米/秒
（3）靠泊过程中外档受流，随着码头的接近保

持平行靠拢

（4）抵泊横距不大于 2倍船宽

（5）靠泊前后误差不超过船长的 15%或 30 米

（取小值）

7.3离泊作业

（1）选择恰当的离泊方式，确定艏先离、艉先

离还是平行离泊

（2）根据引航方案和现场通航环境合理地选择

离泊时机

（3）根据风流的影响、泊位前后的活动空间、

后续操纵的需要与泊位、设施、他船保持合适的

安全距离

（4）合理使用车、舵、锚、侧推和拖船协助安



19

全离泊

（5）离开泊位过程中，把握内档受流的原则

引 航

实 施

（续）

8.掌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掉

头操

纵）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同上 8.1掉头操纵

◎（1）掉头水域和时机

◎（2）外界和自身条件

◎（3）船舶姿态

8.1掉头操纵的合理性

（1）根据相关规定及水深、吃水、通航环境等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掉头水域

（2）合理运用风、流、锚、侧推器、拖船等条

件，安全完成掉头操纵

（3）掉头过程中，正确判断前冲后缩和漂移，

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掉头圈的大小和位置，避免

与他船和设施发生紧迫危险

引 航

实 施

（续）

9.掌握

应急应

变

同上 正确处置应急应变（以下 7选其

2）
.1主机失控

.2船舶失电

.3舵机失灵

.4遭遇暴雨、大雾致能见度不良

.5人员落水

.6 船舶碰撞

.7 船舶搁浅

9.1正确处置应急应变的处置

●（1）应急应变的有效性

◎（2）初始行动

◎（3）局面的判断

◎（4）人力资源的利用

◎（5）控船措施

◎（6）号灯号型

◎（7）VHF通信

◎（8）后续措施

◎（9）情境意识

9.1应急应变的处置

（1）措施符合轻重缓急的次序，尽可能避免或

减少损失

（2）初始应急行动的时效性

（3）迅速判明本船趋势及周围通航环境

（4）迅速调动相关人员进入应急应变部署

（5）根据余速、舵效、侧推器、拖船等条件尽

量控制船舶，远离危险区域

（6）正确显示相应的号灯、号型

（7）正确报告和发布船舶动态，与相关方有效

沟通

（8）根据应急应变的处置情况，选择合适的后

续措施，如申请拖船协助、请求岸基支持、选择

合适水域抛锚或续航

（9）能正确感知紧急情况下的状态变化的趋势

引 航 10.引航 掌握与引航相关 评估员与被评 应覆盖评估规范 1至 9项中的任 评估规范中 1至 9项对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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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交流与

面试

的英语交流用语

对船舶操纵能进

行有效沟通

估者进行面对

面英语沟通交

流。（时间不

超过 30分钟）

务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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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三级引航员适任评估规范

1.评估对象：海港三级引航员适任证书申请者。

2.评估目的：通过评估，检验被评估者掌握船舶操纵、避碰、驾驶台资源管理及

英语沟通交流的相关知识和能力，并能正确进行操作和应用，以满足 STCW公约

及我国《海港引航员适任培训大纲》的要求。

3.评估方法

3.1评估形式

以综合评估方式进行，包括引航实操和引航英语听力与会话两个评估项目，利

用航海模拟器操作和评估员问答检验被评估者的引航实操和英语听说能力。

3.2成绩评定

共有 91项评估要素，其中必对项（以●标识）8项，其他项（以◎标识）83

项。必对项全部通过，且其他项通过 58项及以上，则评估成绩评定为合格。如

不合格，则引航实操和引航英语听力与会话均不合格。

由 3名评估员对每项评估要素独立进行评判，至少有 2名评估员判定通过方

视为该要素通过。

3.3评估时间

每人评估时间不超过 150分钟，包括：引航方案制定、引航实操、交流与面

试。

4.评估要素与标准

评估要素与标准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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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引航综合评估

任务
Action

评估内

容
Contents

评估目标（aim） 评估方式 means 评估要素 Elements 评判标准 Criteria

引 航

方 案

制定

1.掌握

引航有

关信息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由被评估者独

立制定书面的

英文版引航操

纵方案。（时

间不超过 30
分钟）

1.1引航信息

◎（1）船舶数据

◎（2）航道与港口设施

◎（3）水文气象

◎（4）规章制度

1.1规范的引航信息描述

（1）完整的船舶数据

至少应包含船名、船长、船宽、船舶类型、吃水、

净空高度

（2）完整的航道与港口设施信息

至少应包含泊位、航道、锚地

（3）完整的水文气象信息

至少应包含潮汐、潮流、风向、风速、能见度

（4）对相关法律法规重要条款的正确描述

2.掌握

引航操

纵方案

的制定

与评估

2.1引航操纵方案内容

◎（1）引航起讫点和系离泊时

间制定

◎（2）各航段时间节点

◎（3）拖船码头船方等相关方

的协作

◎（4）注意事项

●2.2 引航操纵方案的合理性

2.1规范的引航操纵方案要素描述

（1）适当的系离泊时间

（2）合适的时间节点

（3）明确的协作要求

（4）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2.2合理有效的引航操纵方案

能用图例方式阐述，方案符合引航员通常做法、

满足安全引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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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

实施

3.掌握

驾驶台

资源的

有效运

用

——能够熟练利

用驾驶台各种资

源获取有效的避

碰及助航信息，正

确判断可能存在

的风险，采取有效

行动；并能够根据

现有信息对发展

趋势做出预判。

——掌握与引航

技术相关的基本

英语交流用语

——能使用英语

进行有效的内外

部沟通

选择引航员所

在港口水域一

致或接近一致

的水域环境条

件。

利用航海模拟

器 操 作 总 长

180 米以下船

舶。

被评估者全程

使用英语进行

内部和外部交

流。（时间不

超过 90分钟）

3.1沟通和交流

◎（1）引航业务与信息交流

◎（2）船舶数据的核实

◎（3）引航操纵方案的介绍

◎（4）驾驶台设备助航信息的

使用

◎（5）人力资源的利用

◎（6）船方质询的处置

3.2团队合作

◎（1）驾驶台团队的融入

◎（2）互相监督

◎（3）情境意识的运用

●3.3英语会话和英语操纵口令

的使用

3.1使用英语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

（1）能使用英语与船舶内外人员进行信息交换，

能让信息接受者（包括评估员）理解并接受

（2）规范沟通“引航卡”“船长/引航员信息交

流卡”等信息

（3）能达成驾驶台团队理解引航操纵方案并优

化操纵

（4）正确使用驾驶台设备助航信息

（5）有效利用驾驶台人力资源

（6）正确的质询与响应

3.2团队合作的有效性

（1）能快速融入驾驶台团队

（2）正确履行岗位职责

（3）能激励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3.3能运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熟练使用英语操

纵口令

引航

实施

（续）

4. 掌 握

航行要

点情况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力的估

算，作出有关系泊

和锚泊的决定；全

面评估受限水域、

潮汐情况、过往船

同上 4.1通航环境

◎（1）水文气象情况

◎（2）航道情况

◎（3）航线情况

◎（4）水域通航规律

4.2引航操纵方案的实施

●（1）船位

◎（2）富余水深和/或净空高度

安全余量

◎（3）时间节点

4.1正确理解通航环境

（1）有效适应风、流、潮高、能见度等水文气

象条件

（2）能正确处理包括相关助航设施、碍航物、

桥区水域、锚地、禁锚区、警戒区、水深、限

速水域等操纵环境条件

（3）能正确处理包括转向点、各航道的航向与

航程等操纵行为

（4）有效运用通航水域的船舶航行规律

4.2规范执行引航操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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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以及本船的首

波和尾波的可能

影响，以使该船在

各种装载和天气

条件下能够安全

地操纵。

◎（4）风、流对船舶的影响

◎（5）受限水域对船舶操纵的

影响

◎（6）特殊水域的航行

◎（7）会遇和/或追越

◎（8）指令的核查

◎（9）对车、舵设备的关注

（1）通过多种定位方式正确获取船位，按规定

航路航行，避免无故占用反向航道

（2）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留足富余水深和净空

高度安全余量

（3）按引航方案所指定的时间节点，有效抵达

相应水域

（4）正确判断风、流对船舶航行的影响，合理

选择上风上流侧航行

（5）正确处置浅水效应、岸壁效应、斜坡效应、

船间效应对船舶航行的影响，有效控制船位

（6）正确防控特殊水域如警戒区、桥区、冰区、

岛礁等水域（若适合）的航行风险，安全通过

特殊水域

（7）正确选择合适的水域，避免在弯曲航道或

狭窄水域会遇和/或追越

（8）有效核查指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纵

（9）有效观察主机转速表和舵角指示器，了解

船舶车、舵设备的运行状况

引 航

实 施

（续）

5. 掌 握

船舶避

让操纵

基于对《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内容的

正确理解，以及对

船舶交通局面及

其发展趋势的正

确判断，作出适当

且有效的避让行

动，以达到宽裕地

避让他船的目的。

同上 5.1航行规则的执行

◎（1）瞭望

◎（2）安全航速

◎（3）碰撞危险的判断

●（4）避碰措施

◎（5）号灯号型、声响与灯光

信号

◎（6）报告和动态发布

5.1执行航行规则的规范性

（1）正确使用视觉、听觉、其他一切有效手段

保持正规瞭望，及时发现他船等等

（2）正确使用适合当时环境和条件的航速，遵

守限速规定

（3）有效利用视觉、雷达/ARPA、AIS、电子海

图等手段，正确估计局面和判断碰撞危险

（4）根据不同的局面，采取正确的避让措施，

直至驶过让清，避免船舶搁浅、触岸和船舶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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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

（5）正确使用号灯号型、声响灯光信号，规范

表明船舶航行状态和操纵意图

（6）及时有效按相关规则、规定要求进行报告、

发布动态

引 航

实 施

（续）

6.掌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锚

泊作

业）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同上 6.1抛起锚作业

●（1）抛起锚作业的安全性

◎（2）进出锚地的路线和方式

◎（3）船舶姿态

◎（4）口令的核查

◎（5）VHF通信

◎（6）锚位测定

◎（7）外界因素

◎（8）号灯号型

6.2抛锚作业

◎（1）锚位

◎（2）锚泊方式和抛锚时机

◎（3）出链长度

6.3起锚作业

◎（1）锚泊状况

◎（2）起锚时机

◎（3）特殊情况

6.1抛起锚作业的规范性

（1）驶进、驶离锚地过程中避免碰撞、搁浅事

故

（2）合理的锚泊作业程序，选择适当的路线和

方式进出锚地

（3）根据锚链方向和受力情况用车（包括侧推

器）、舵的配合，有效调整船舶迎风流状态

（4）核查口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作

（5）正确使用 VHF 与 VTS、附近船舶保持信

息沟通

（6）正确利用雷达、电子海图、罗经等手段测

定锚位

（7）正确处理风、流、周围船舶等外界因素对

抛起锚作业的影响

（8）正确使用号灯、号型、声响与灯光信号表

明船舶动态

6.2抛锚作业

（1）根据锚地底质、水深、周围船舶的情况选

择合适的锚位

（2）根据客观情况合理选择下列锚泊方式，抛

锚后正确核实抛锚效果

——单锚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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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锚锚泊

——平行锚锚泊

——一字锚锚泊

抛锚时余速控制应满足: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小于 1节;
——△＞100 000吨时，小于 0.5节
（3）根据锚地底质、水深、周围船舶的情况，

确定合理的出链长度，应满足 3h+90米（风速 8
级时）；4h+145米（风速 11级时），h为水深

6.3起锚作业

（1）充分了解所抛锚的状况、链长、锚机状况

（2）根据引航方案和现场通航环境合理地选择

起锚时机

（3）正确处理特殊情况如锚链穿过球鼻首、锚

爪挂有异物、锚链绞缠等

引 航

实 施

（续）

7. 掌 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靠、

离泊作

业）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同上 7.1系离泊作业

●（1）系离泊作业的安全性

●（2）系离泊作业的合理性

◎（3）交流

◎（4）船舶操纵特性

◎（5）外界环境

◎（6）泊位信息

◎（7）反应能力

◎（8）作业准备

◎（9）号灯号型

◎（10）VHF通信

7.1系离泊作业的规范性

（1）靠系、离泊过程中不碰撞他船或碰撞码头

及设施

（2）作业方式符合引航员通常做法

（3）就作业方案的执行与修正与船方有效交流

（4）有效适应船舶的变向和变速性能

（5）有效适应风、流、通航环境等条件

（6）有效核实泊位信息，如港口、码头、浮筒

（单浮、双浮、单点）、系泊船（过驳操纵）、

船坞的情况

（7）及时根据外界情况变化调整引航操纵方案，

如时间、掉头方式、拖船配置、锚、侧推器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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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11）车、舵、侧推器（若适

合）的使用

◎（12）锚、缆绳的使用

◎（13）拖船的使用

◎（14）口令的核查

◎（15）船舶姿态

◎（16）作业时长

◎（17）风险处置

7.2系泊作业

◎（1）余速

◎（2）法向靠岸速度

◎（3）入泊角度

◎（4）横距

◎（5）前后误差

7.3离泊作业

◎（1）离泊方式

◎（2）离泊时机

◎（3）操纵安全距离

◎（4）横向位移

◎（5）受流原则

用等

（8）按规定要求船方备锚应急，及时通知相关

人员就位，做好系离泊准备

（9）正确显示相应的号灯、号型

（10）正确报告和发布船舶动态，与相关方有效

沟通

（11）正确使用车、舵、侧推器（若适合），避

免频繁的大幅度反向操纵

（12）知悉锚和缆绳的助操作用，并予以合理使

用

（13）合理配置和使用拖船

（14）核查口令，及时发现和纠正误操纵

（15）准确判断船舶前冲后缩、转动和平移态势，

保证船舶安全

（16）在合理的时长内完成系离泊作业，通常不

应超过 45分钟

（17）合理处置环境、拖船、船员变化下的偶发

状态

7.2系泊作业

（1）船舶接近泊位 1倍船长时控制船舶余速；

抵达泊位正横位置时，通过车、舵、锚的运用及

拖船的配合将船停住，横风横流时，余速可适当

提高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余速小于 2节;
——△＞100 000吨时，余速小于 1节
（2）当船舶靠拢至泊位 1倍船宽时，

——当排水量△≤10 000吨时，法向靠岸速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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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超过 0.35米/秒
——当排水量当 10 000＜△≤50 000吨时，法向

靠岸速度不应超过 0.25米/秒
——当排水量 50 000＜△≤100 000吨时，法向

靠岸速度不应超过 0.2米/秒
——当排水量△＞100 000吨时，法向靠岸速度

不应超过 0.10米/秒
（3）靠泊过程中外档受流，随着码头的接近保

持平行靠拢

（4）抵泊横距不大于 2倍船宽

（5）靠泊前后误差不超过船长的 15%或 30 米

（取小值）

7.3离泊作业

（1）选择恰当的离泊方式，确定艏先离、艉先

离还是平行离泊

（2）根据引航方案和现场通航环境合理地选择

离泊时机

（3）根据风流的影响、泊位前后的活动空间、

后续操纵的需要与泊位、设施、他船保持合适的

安全距离

（4）合理使用车、舵、锚、侧推和拖船协助接

近安全离泊

（5）离开泊位过程中，把握内档受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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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航

实 施

（续）

8.掌握

船舶系

离泊操

纵（掉

头 操

纵）

针对给定的引航

任务，基于对船舶

操纵和主机特性

的正确评估，以及

对靠泊或锚泊时

可能产生的力的

估算，作出有关系

泊和锚泊的决定；

全面评估受限水

域、潮汐情况、过

往船只以及本船

的首波和尾波的

可能影响，以使该

船在各种装载和

天气条件下能够

安全地操纵。

同上 8.1掉头操纵

◎（1）掉头水域和时机

◎（2）外界和自身条件

◎（3）船舶姿态

8.1掉头操纵的合理性

（1）根据相关规定及水深、吃水、通航环境等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掉头水域

（2）合理运用风、流、锚、侧推器、拖船等条

件，安全完成掉头操纵

（3）掉头过程中，正确判断前冲后缩和漂移，

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掉头圈的大小和位置，避免

与他船和设施发生紧迫危险

引 航

实 施

（续）

9.掌握

应急应

变

同上 正确处置应急应变（以下 7选其

2）
.1主机失控

.2船舶失电

.3舵机失灵

.4遭遇暴雨、大雾致能见度不良

.5人员落水

.6 船舶碰撞

.7 船舶搁浅

9.1正确处置应急应变的处置

●（1）应急应变的有效性

◎（2）初始行动

◎（3）局面的判断

◎（4）人力资源的利用

◎（5）控船措施

◎（6）号灯号型

◎（7）VHF通信

◎（8）后续措施

◎（9）情境意识

9.1应急应变的处置

（1）措施符合轻重缓急的次序，尽可能避免或

减少损失

（2）初始应急行动的时效性

（3）迅速判明本船趋势及周围通航环境

（4）迅速调动相关人员进入应急应变部署

（5）根据余速、舵效、侧推器、拖船等条件尽

量控制船舶，远离危险区域

（6）正确显示相应的号灯、号型

（7）正确报告和发布船舶动态，与相关方有效

沟通

（8）根据应急应变的处置情况，选择合适的后

续措施，如申请拖船协助、请求岸基支持、选择

合适水域抛锚或续航

（9）能正确感知紧急情况下的状态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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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航

交流

10.引航

交流与

面试

掌握与引航相关

的英语交流用语

对船舶操纵能进

行有效沟通

评估员与被评

估者进行面对

面英语沟通交

流。（时间不

超过 30分钟）

应覆盖评估规范 1至 9项中的任

务或要素

评估规范中 1至 9项对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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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长江航务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2019年 11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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