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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1971—2011年期间发生在我国沿海海域内溢油量在50t以上的海洋溢油事故

数据的收集调查,分析了海洋溢油事故的年际变化、事故原因、油品种类、事故发生地区、事故等级

等的统计特征。结果表明:1971—2011年我国50t以上海洋溢油事故共发生81起,溢油总量为

49667t;碰撞是造成海洋溢油事故的最主要原因,占总溢油次数的48.2%;污染物类型主要为燃

油、原油和柴油;广东省和山东省是发生溢油事故的大省;特别重大溢油事故发生频率为0.32
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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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oilspillaccidentsthatover50tonsinChinascoastalwatersduring1971—2011

werecollectedtoanalyzethecharacteristicsincludingyearlychanges,thecauses,thetypesofpol-

lutants,theprovincewheretheaccidentshappened,theaccidentlevelsandsoon.Investigationre-

sultsprovedthatatotalof81oilspillaccidentswereidentifiedduringtheperiod,thequantitiesof

overalloilspiltwere49667tons,andcollisionwastheprimaryreasonwhichaccountedforthe

48.2%oftheaccidents.Thefueloil,crudeoilanddieseloilweretheprimarypollutants,themain

provinceswereGuangdongandShandong,andthefrequencyoftheextraordinarilyseriousoilspill

accidentwas0.32per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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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石油消费量亦不

断提高,我国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

费国[1],2015年国内石油消费量5.47亿t,占国内

能源消费总量的18%,“十三五”期间我国石油需求

仍将稳步增长,沿海的石油运输量日益增加,海洋

溢油风险逐渐增大。海洋溢油事故一旦发生,其影

响程度往往是巨大的,通常会导致溢油事故周围海

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对我国海洋溢油事故进行分析并掌握海洋溢

油污染事故发生规律,可为海洋溢油风险管理和防

范提供技术支撑。目前,我国学者对全球及国内的

船舶溢油事故进行了统计分析[2-11],但存在研究尺

度大、分析不详细、研究资料陈旧和仅研究发生次

数的概率特征等问题,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海洋溢

油污染事故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

础上,对1971—2011年我国海洋溢油事故特征趋势

进行分析,将为海洋溢油事故的防范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析统计的是1971—2011年发生的单

次溢油量在50t以上的海洋溢油污染事故。事故

不仅局限于船舶溢油,还包括了海上石油平台、输

油管道、港口码头等的爆炸、溢油事故。

1.2 数据来源

海洋溢油污染事故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灾害

公报》[6]、NOWPAP数据库以及网上调研及文献

查阅。

2 事故特征与趋势分析

2.1 溢油污染事故的年际变化

图1是1971—2011年期间,海洋溢油污染事故

发生的次数以及溢油总量的年度变化情况,如图1
所示,海洋溢油事故发生次数和溢油总量随着年际

变化出现波动变化现象,溢油量呈现出波动下降趋

势,溢油事故次数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41年

内共发生海洋溢油事故81次,发生频率是2.0次/a,

溢油事故发生次数最多的年份是1994—1996年,平

均每年发生海洋溢油事故的次数是7.3次。这41
年内海洋溢油污染事故的溢油总量达49667t,平

均每年泄漏量为1211t,而溢油总量的高峰期主要

集中在1973年、1976年、1983年和1984年这4年,

溢油量平均达到5000t余。

图1 海洋溢油事故发生次数与溢油量的年际变化

2.2 溢油事故原因统计

操作性失误主要指人为原因造成的海洋溢油

事故,包括船底破裂、阀门未关、作业过程中发生的

事故等。如图2所示,引起海洋溢油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是碰撞、触礁/搁浅和爆炸/起火,其中碰撞

是造成海洋溢油事故的最主要原因,共引发溢油事

故40起,占总溢油次数的48.2%,碰撞导致的溢油

总量也是最高的,为21345t,占所有溢油事故溢油

量的42.9%。触礁/搁浅是引发海洋溢油事故的第

二大原因,共引发溢油事故19起,占总溢油次数的

22.9%,其溢油总量是13050t,占所有溢油事故溢

油量的26.2%。井喷以及操作性失误导致的溢油

事故最低,分别为2起和4起,共占总溢油次数

的7.4%。

图2 海洋溢油事故原因分析

2.3 溢油污染事故油品种类分析

不同类型的溢油污染物性质和危害不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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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事故的处置方法也不同,通过对多年来溢油事

故各种污染物类型的分析,可以更加有效地预防和

处理措施。如图3所示,泄漏次数最多的污染物是

燃油,发 生 事 故 次 数 是29次,占 总 事 故 次 数 的

34.9%,共导致8020t燃油泄漏,占所有溢油事故

溢油总量的16.1%。原油的泄漏次数次之,但造成

的泄漏量是最大的,共泄漏原油量是24156t,占所

有溢油事故溢油总量的50.6%。柴油也是海洋溢

油污染事故的常见泄漏污染物,共发生柴油泄漏的

次数 是14次,占 总 事 故 次 数 的16.9%,共 造 成

10439t柴油泄漏。重油的发生次数和溢油量均是

最低的。由此可见,海洋溢油污染事故的主要污染

物为燃油、原油和柴油,而原油的泄漏事故基本是

大型溢油事故,是溢油污染事故防范的重点,根据

不同油品的性质,制订相应的溢油应急计划。

图3 海洋溢油事故油品种类分析

2.4 溢油事故发生地区分析

如图4所示,总体上来看,事故发生次数与溢油

总量的地区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广东省和山东省是

发生溢油事故的大省,溢油量也是最高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虽然溢油发生次数不高,但事故造成的溢

油量很大,这可能与香港码头吞吐量大,过往油轮

吨位大有关。海洋溢油事故的发生与经济的发展

呈一定的相关性,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石油的需求

量越大,船舶的交通密度也较高,溢油事故的发生

次数也就越高。但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溢油事

故的应急越完善,投入也越多,溢油量相应会降低。

2.5 溢油事故等级分析

根据《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对

船舶溢油污染事故的分级标准,溢油1000t以上,

图4 海洋溢油事故发生地区分析

或者直接造成经济损失2亿元以上的事故为特别重

大溢油事故,溢油500t以上1000t以下,或者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为重大溢油

事故;溢油100t以上500t以下,或者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为较大溢油事

故。如表1所示,1971—2011这41年间,共发生特

别重大溢油事故13起,发生频率为0.32次/a,溢油

总量达30102t,其中20世纪70年代发生4起,80
年代、90年代各发生3起,21世纪以来共发生3起,

各年代之间无明显差别。发生重大溢油事故12起,

发生频率为0.29次/a,溢油总量达8538t,21世纪

以来只发生1起重大溢油事故,这与近年来设备技

术水平的提升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完善密切相关。

较大溢油事故48起,发生频率为1.17次/a,溢油总

量为10287t,较大溢油事故在90年代发生频率较

高,共发生22起,可能与90年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

的上升期,对于溢油污染的重视不够,港口、船舶设

备条件不够先进,应急防范措施薄弱有关。

表1 海洋溢油事故等级分析

年份

特别重大溢油事故 重大溢油事故 较大溢油事故

次数

/次

溢油量

/t

次数

/次

溢油量

/t

次数

/次

溢油量

/t

1971 0 0 0 0 0 0

1972 0 0 0 0 0 0

1973 2 5400 0 0 0 0

1974 0 0 1 895 0 0

1975 0 0 0 0 2 228

1976 1 8000 0 0 2 530



第11期 宫云飞,等:我国海洋溢油事故特征与趋势分析 45   

续表

年份

特别重大溢油事故 重大溢油事故 较大溢油事故

次数

/次

溢油量

/t

次数

/次

溢油量

/t

次数

/次

溢油量

/t

1977 0 0 0 0 1 350

1978 1 1400 1 650 1 178

1979 0 0 0 0 2 555

1980 1 1789 0 0 0 0

1981 0 0 0 0 0 0

1982 0 0 0 0 0 0

1983 1 3343 1 750 0 0

1984 1 1470 2 1442 1 400

1985 0 0 0 0 0 0

1986 0 0 0 0 1 200

1987 0 0 0 0 0 0

1988 0 0 0 0 2 293

1989 0 0 1 630 1 300

1990 0 0 0 0 1 100

1991 0 0 0 0 1 200

1992 0 0 0 0 2 430

1993 0 0 0 0 0 0

1994 0 0 1 650 4 400

1995 1 1500 0 0 8 1817

1996 0 0 2 1532 3 785

1997 1 1000 0 0 2 340

1998 1 1000 0 0 2 392

1999 0 0 2 1089 1 150

2000 0 0 0 0 3 530

2001 1 2500 0 0 1 400

2002 0 0 1 900 2 360

2003 0 0 0 0 0 0

2004 1 1200 0 0 0 0

2005 0 0 0 0 2 480

2006 0 0 0 0 2 664

2007 0 0 0 0 0 0

2008 0 0 0 0 0 0

2009 0 0 0 0 0 0

2010 1 1500 0 0 0 0

2011 0 0 0 0 1 205

合计 13 30102 12 8538 48 10287

3 结论

本研究在收集1971—2011年发生的50t以上

的海洋溢油污染事故案例的基础上,剖析了这些溢

油污染事故发生的年际特征、事故原因、油品性质、

发生地区及事故等级等,这41年间,海洋溢油事故

发生频率是2.0次/a,事故发生次数和溢油量的年

际变化无明显相关性,溢油量呈现出波动下降趋

势,溢油事故次数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碰撞

是造成海洋溢油事故的主要原因,燃油和原油是海

洋溢油事故的主要污染物,原油的泄漏事故基本都

是大型溢油事故,应引起重视。海洋溢油发生次数

与溢油总量的地区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广东省和山

东省是发生溢油事故的大省。我国较大海洋溢油

事故的发生频率较高,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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