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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姚“7.12”“东浚 12”轮触碰

事故调查报告

1.事故简况

2022 年 7 月 11 日 0300 时“东浚 12”轮从镇海甬江出

发，7 月 11 日 1200 时左右在距离尾水排海延伸工程作业点

1.1 海里处抛锚，2100 时左右起锚至距离作业点 300 米处，

重新抛左前锚，抛锚点经纬度为 30°16′.054N/120°

58′.695E，抛锚时船首朝上游。7 月 12 日 0820 时左右涨潮

时潮流作用，船尾向右侧甩出撞到水下障碍，船体尾部右侧

机舱部位破裂，出现约 1 平方米破洞，机舱迅速进水，0932

时船尾坐底，船上 9 人全部获救，无人员伤亡，未发现污染

事故。事故等级：一般事故。

2.专业术语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3.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事故发生后，杭州海事局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

故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主要通过询问当事人员、查阅船舶法

定文书和记录、调取事发船舶 AIS 航行轨迹、调查船舶岸基



管理情况等方式开展。调查组共取得了以下证据材料：

1.询问笔录 4 份；2.船舶证书资料 1 套；3.船员证书资

料 3 份；4.“东浚 12”轮 AIS 轨迹图 1 份；5.现场照片 1 张。

3.1 事故船舶基本情况

表 1：“东浚 12”轮基本情况

船名 “东浚 12”

船旗港 宁波

总吨/净吨 868/486

总长 47.08 米

型宽 16.0 米

型深 3.5 米

主机型号 R6160ZC450

主机功率 660 千瓦（330KW*2）

船舶种类 挖泥船

船体材料 钢质

船检登记号 2014J0000148

船舶登记号 CN20128395997

检验单位 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

建造完工日期 2014 年 02 月 21 日

建造地址 宁波

建造厂家 宁波金涛船舶有限责任公司



船舶所有人 宁波海工建设有限公司

3.2 船舶登记和检验情况

“东浚 12”轮持有宁波海事局签发的国籍证书和最低安

全配员证书，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签发的海上船舶检验证书。

表 2：“东浚 12”轮相关证书情况

文书名称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船舶国籍证书 宁波海事局 2020.03.26 2025.03.25

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宁波海事局 2020.03.27 2025.03.25

海上船舶检验证书
中国船级社浙

江分社
2017.04.18 2023.2.20

经调查，事发时该轮持证齐全有效。

3.3 在船人员情况

该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规定应配备船员：船长、

大副、轮机长、三管轮各 1 名，值班水手 2 名，值班机工 1

名，1 名专职或 2 名兼职 GMDSS 通用操作员。本航次实际配

员 9 人（详情见附件 1），船员配备满足《船舶最低安全配

员证书》要求，船员证书均在有效期内。主要当事船员相关

情况如下：

船长陈 X，男，47 岁，持有宁波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

500 至 3000 总吨船舶的船长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2021



年 1 月份开始到“东浚 12”轮上工作，并担任船长职务。事

发时在驾驶台负责指挥。

大副黄 X，男，48 岁，持有宁波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

500 至 3000 总吨船舶的大副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2022

年 4 月份开始到“东浚 12”轮上工作，并担任大副职务。事

发时在驾驶台值班。

三管轮郭 X，男，50 岁，持有宁波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

区主推进动力装置 3000 千瓦及以上船舶的三管轮证书，证

书在有效期内。2020 年 12 月份开始到“东浚 12”轮上工作，

并担任三管轮职务。事发时在机舱值班。

轮机长李 X，男，56 岁，持有宁波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

区主推进动力装置未满 750 千瓦船舶的轮机长证书，证书在

有效期内。2020 年 4 月份开始到“东浚 12”轮上工作，并

担任轮机长职务。事发时在自己房间休息。

3.4 船舶管理状况

宁波海工建设有限公司为“东浚 12”轮所有人、经营人

和管理公司，成立于 2019 年，从事海底管道安装。

宁波海工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签定

租赁协议。“东浚 12”做为“余姚市尾水排海延伸工程”铺

设海底污水管道的施工船舶。



3.5 环境因素

3.5.1 气象水文（海况）

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2 日（农历六月十四），

系钱塘江当月潮汛较大期间，事故发生地余姚水域无潮汛观

测站，涨落潮时间主要参考嘉兴澉浦站点，向后推迟约半小

时左右，并略有提前或延后。查阅潮汐表显示澉浦站点 7 月

12 日潮汐情况如下：潮时 0641 潮高 147（厘米，下同）；

潮时 1152 潮高 664；潮时 1835 潮高 110；余姚水域 0820

时左右正在涨潮期间，流向西南，流速约 3 节；南到西南风

4-5 级阵风 6 级；能见度良好。

3.5.2 通航环境

杭州湾钱塘江口余姚水域潮强流急、涌潮汹涌，属于非

正规半日浅海潮流，水位每日两涨两落，水流为往复流，但

不对称性较明显，涨潮流大于落潮流，潮差较大，航道频繁

变迁，通航条件受限制。该轮事故发生地在低潮位时成为浅

水或露天滩涂，河床高低不平。

事故发生地在余姚尾水排海延伸工程作业区东北方向

大约 100 米处，“东浚 12”轮发生触碰事故后未发现作业区

内相关设施损坏，据此判断“东浚 12”轮发生触碰事故与尾

水排海延伸工程海上施工设施无直接因果关联。



表 3：“东浚 12”轮与尾水排海延伸工程作业区位置

3.6 重要事故要素认定

3.6.1 触碰时间

据船长、大副、轮机长陈述，7 月 12 日 0820 时许，在

该轮机舱听到砰砰两声撞击声，随后机舱立即进水。

故认定：该轮 0820 时触碰水下不明障碍物。

3.6.2 搁浅时间和地点

据船长、大副陈述，7 月 12 日 0930 时许，该轮船尾已

经坐底。

经查“东浚 12”轮 AIS 轨迹显示，7 月 12 日 0932 时 07



秒开始该船船位未再发生变化。

综上认定：“东浚 12”轮搁浅时间为 0932 时；搁浅地

点：30°16′.054N/120°58′.695E。

4.事故经过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船舶的航行轨迹、现场的水文潮流

实际情况，尽可能地还原船舶事发经过。

2022 年 7 月 11 日 0300 时，“东浚 12”轮从宁波镇海

甬江出发计划驶往余姚尾水排海延伸工程海域管线段项目

海上作业区。

1200 时左右，“东浚 12”轮抵达离作业区 1.1 海里并

抛锚；

2100 时左右，“东浚 12”轮重新动船，继续向作业区

航行，在距作业区 300 米左右处抛左前锚，锚链长 150 米，

经纬度为 30°16′.054N/120°58′.695E，抛锚时船首朝上

游。

7 月 12 日 0640 时开始涨潮。

0810 时左右，“东浚 12”轮在涨潮时受转流的潮水作

用，船尾向右侧甩出。当时值班驾驶员黄旭君听到船体撞到

异物发出第一声较轻的响声，几分钟后听到较响一声。船员

下机舱发现已经进水，并组织进行堵漏抢险，但进水量太大，

轮机长带人关闭设备、速闭阀、通风孔、水密门等，并将重



要物件开始往甲板搬。

0817 时，大副向尾水排海延伸工程项目部汇报事故情况。

0930 时左右，由于进水量大，“东浚 12”轮船尾坐底，

船长决定立刻组织人员进行撤离，并留下大副和水手进行观

察，项目部安排渔船接船上 7 名船员到岸上。

1030 时左右，杭州海事局值班室接船上报告发生事故，

立即将相关情况通报绍兴海事处，要求派员前往事发现场对

险情处置行动进行现场指挥。

1110 时左右，绍兴海事处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向当事船员

了解情况，发现“东浚 12”轮船尾已经坐底，要求立刻将船

上 2 名船员接到岸上。

1200 时左右，船上剩余 2 名船员安全转移到岸上。

5.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

2022 年 7 月 12 日 1030 时，杭州海事局接到“东浚 12”

轮险情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开展人命救助和应

急处置工作。杭州海事局值班室立即将相关情况通报绍兴海

事处，要求派员前往事发现场对险情处置行动进行现场指挥。

1110 时，绍兴海事处执法人员到达现场了解到，项目部安排

快艇将船上 7 名船员已经接到岸上。执法人员并要求项目部

派船立刻将船上留下的 2 名船员接上岸。1156 时，船上剩余

2 名船员安全转移到岸上。



1230 时左右，“东浚 12”轮最高一层连续甲板已被浸

没二分之一以上。

6.事故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东浚 12”轮整体沉没，未造成人员伤亡

和水域污染。

本起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包括：船舶打捞、船舶解

体清障、船舶残值（详情见附件 2）等费用。

本起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216 万元。

7.事故原因分析

当事船长不熟悉通航环境，未能对触碰危险作出充分估

计，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东浚 12”轮船长不熟悉当地通航环境和钱塘江水文情

况，对事发水域相关风险因素未作出充分的估计，盲目抛锚

在该水域，未使用良好的船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8.事故责任认定及事故结论

本起事故是由于“东浚 12”轮当事船长不熟悉钱塘江通

航环境和水文情况，特别是未能对施工作业水域作业风险作

出充分估计，操作不当导致“东浚 12”触碰水下异物引发船



舶搁浅后沉没的单方责任事故，“东浚 12”轮对本起事故负

全部责任，该船舶船长陈民为直接责任人。

9.安全管理建议

一、建议船舶所有人宁波海工建设有限公司对船员的培

训，增强安全意识；船员开航前应做好航次计划，务必要做

好充分准备工作，熟悉航经水域航道及水文特殊情况。

二、建议该工程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加大对施工作业水

域和周围水域扫测力度，消除安全隐患，避免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

11.调查机构：杭州海事局绍兴海事处

调查报告编制时间：2022 年 11 月 17 日

附件

附件1：“东浚12”轮残值

附件2：事故现场照片



附件 1

“东浚12”轮船舶残值



附件 2

事故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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