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 141-149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20  

文章引用: 邓绍云, 邱清华. 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现状与展望[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 141-149.  
DOI: 10.12677/ass.2023.121020 

 
 

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现状与展望 

邓绍云1,2，邱清华1,3* 
1北部湾大学，广西 钦州 
2彭享教育基金大学学院，马来西亚 关丹 
3维萨亚斯大学，菲律宾 宿务 
 
收稿日期：2022年12月4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28日 

 
 

 
摘  要 

采用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对海难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并对海难进行了分类，对我国海难

及其预防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分类和归纳总结，对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对海难及其预

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对海难及其预防研究成果内容进行了归纳和评述。最后，指出

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的研究未来，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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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the article had accurately defined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shipwreck, had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to Shipwreck; had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the lite-
ratures on shipwrecks and their prevention research in China, had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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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hipwrecks and its prevention in China, had analyze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hipwrecks and its prevention, and had studied on Shipwrecks and its prevention. The content of 
the results had been summarized and reviewed.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had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research on shipwrecks and its prevention in China, and ha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follow-u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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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航海是种活动，是种生产实践，同时是种文化，是一种文明的载体，也是一种交流方式。航海从海(或
河)域的一处到达海(或河)域的另一处，这一活动的顺利与否，除与海(河)况有关还与航海实施参与者的技

术能力、意志力、毅力等素质因素有关。给“海难”下个概念定义为船舶在海上遭遇自然灾害或其他意

外事故所造成的危难。海难可给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造成海难的事故种类很多，大致有船舶搁浅、

触礁、碰撞、火灾、爆炸、船舶失踪，以及船舶主机和设备损坏而无法自修以致船舶失控等。 
海难的发生，轻者让航海者财物受损，重者让航海实施和参与者等人员丧失生命，更有严重者航海

交通工具所载一些危险物品因海难而散落飘离于海(河)水中，将给相应区域的人和物带来无穷的后遗灾祸。 
所以，海难的研究至关重要，世界各国无不重视航海安全以避免海难问题，我国也不例外，将其列

入生活工作安全生产有关法律和条例中。研究海难的发生原因、发生过程、发生后果及其预防极为重要，

也是促进航海安全生产和劳动顺利进行及航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 

2. 海难及其预防研究文献归纳 

海难及其预防在我国研究较多，从文献的查找来看，在中国知网上能查找到近达两千篇文献，现对

这些文献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如下：总检索到 1900 篇文献，其中期刊文献有 1174 篇，硕博论文 164 篇，

会议论文 126 篇，报纸报道 424 篇，外文文献 45 篇，等等。这些文献所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所涉及的

研究层次也众多，且相互之间有交汇现象较多，交汇频率较高，同时也反映海难及其预防的研究引发众

多学者、诸行业相关人士的关注和研究，且取得成果众多繁杂。 
从表 1 分析可知，对于海难及其预防文献的查找发现，涉及的学科中船舶工业和安全与灾害防治及

运输三个学科方面占据绝大部分，这也与海难的特征相吻合，与海难发生的主体特性及后果直接相应。

然而，有一个值得关注处在于有关海难及其预防的硕博论文，相关的法律法规学科方面的硕博论文占据

大部分，这也反映在航海方面，人们越来越注重法制建设，及其合法维权的呼吁与实施。 
从表 2 分析可知，对于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的层次有基础性研究海难发生的原理、原因、产生机理及

预防方法、方式及效果等占据大概 22%的比例，而安全生产预防避免海难的发生或减小发生后的破坏力、

破坏后果的生产行业性的指导性文献占据大概 33%，如何将水上交通工具船舶制造生产或使用与运转正

常状态良好等、如何预测天气、气象及传播通讯等工程技术性的研究文献占据整个文献大概 25%，发展

航海事业及船运等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的规范约束指导性政策研究文献大概占据 10%，其他研究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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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占据 10%。另外，从表 2 分析可知相关硕博论文基本集中在基础性研究约占 65%，工程技术性研究

硕博论文约占 20%，而政策性研究硕博论文约占 15%。 
 

Table 1. First of the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itime disaster and its prevention research documents 
表 1. 对当代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文献归纳分析之一 

涉及学科 
文献类型 

船舶 
工业 

安全与灾 
害防治 运输 经济 法规等 文学 管理 新闻与 

传媒 军事 历史 医学 

文献 557 350 312 91 297 70 28 26 27 69 25 

期刊 342 233 237 47 182 56 6 24 14 47 24 

硕博论文 25 12 15 3 118 1 5 0 0 1 0 

会议 81 32 32 0 5 0 1 0 1 2 0 

报纸报道 107 73 28 6 1 2 1 0 1 1 1 

 
Table 2. Second of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itime disaster and its prevention research docu-
ments 
表 2. 对当代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文献归纳分析之二 

研究层次 
文献类型 

基础 
研究 

行业 
指导 

工程技 
术研究 

政策 
研究 

职业 
指导 

经济 
信息 

科普 
研究 

大众 
文化 

文艺 
作品 

高等 
教育 

文献 424 648 498 210 23 25 23 29 8 3 

期刊 308 391 305 84 16 25 16 0 8 3 

硕博论文 99 9 32 21 1 0 0 0 0 0 

会议 15 58 41 1 2 0 0 0 0 0 

3. 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回顾 

海难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发生有，且非常平凡，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能力水平低下，安全意识淡

薄，自然环境又恶劣，在航海的过程中，遭受风浪带来的灾难很多如沉船、触礁、落水等等不计其数。

西方的圣经记载的大风水“欧亚方舟”事件其也是海难事件之一，中国古代的“大洪水事件”也可认为

是记载较早的海难事件。在中外相关的史书都有相关的记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记载在册的毕竟少数。 
世界记录在册的十大海难是：1) 最具知名度的大海难——“泰坦尼克号”，二十世纪初被誉为永不

沉没的巨轮，4.6 万吨载重，长近 270 米，双层密封钢壳体结构，牢固无比，却因触礁而沉，造成船体由

中间断裂，沉于大西洋，死亡人数达到 1513 人，这个海难被拍成电影，让世人皆知，海难的惨烈景象让

人们记忆犹新，警钟长鸣；2) 最为惨烈的大海难——“兰开斯特里亚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为

军用的邮轮，被德军飞机击沉，死亡人数达到 3500 人，可谓海难死亡人数最多。3) 中国最难忘怀的大

海难——上海“江亚轮”作为当时的上海招商局新型客轮，于 1948 年 12 月 3 日因故(据说被鱼雷击中)
发生船体爆炸，造成 3000 余人死亡。4) 人类历史上罹难最多的大海难——“古斯特洛夫号”，这是一

艘德国纳粹邮轮，二战末期在载运战困东普鲁士的德国人期间被苏军击沉，造成近达万人的死亡。5) 21
世纪第一次大海难——“乔拉号”，2002 年 9 月 26 日因严重超载，结果在海中倾覆导致 1863 人死亡。

6) 国际海运史上和平时期的最大海难——“多纳–帕斯”号客轮同“维克托”号油轮相撞，1987 年 12
月 20 日，事情发生在菲中部朗布隆省附近海域，因为台风影响，海难发生死亡人数达 4300 多人，被称

为国际海运史上和平时期的最大海难。7) 欧洲和平时期发生的伤亡最为惨重的海难——爱沙尼亚号，事

发于 1994 年 9 月 28 日，地点在于芬兰海域，原因到现在还众说云云，爱沙尼亚号客轮在前往瑞典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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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摩的途中沉没船上 852 人遇难，这被定性为欧洲在和平时期发生的伤亡最为惨重的海难事故，虽然

人死亡数目不是最大，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到现在其海难起因还没有调查清楚，该海难事件的发生引发

人们对航海条例的修改思考。8) 非洲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事件——色拉姆 98 号客轮，事情发生在 2006 年

2 月 2 日的距离埃及港口城市胡尔加达 40 海里的海域，事发原因恶劣的天气和超载的原因，死难者多达

1300 余人。9) 1991 年 12 月 15 日开罗东南红海海域一艘往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客轮触礁沉没船上 464
人遇难。10) 2000 年 6 月 29 日印尼苏拉威西岛海域一艘载有数百名难民的客轮沉没约 550 人遇难。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交通不发达、安全意识淡薄等原因，也发生过诸多的海难事件，如 1999
年 11 月 24 日发生的“大舜”号海难，因风大浪高，动力丧失，在牟平姜格庄附近海域搁浅倾覆而导致

280 余人丧生，造成重大财务损失。广义上的海难还包括发生在内河中的航运灾害事故，如 2015 年 6 月

1 日，从南京驶往重庆载 400 余人的“东方之星”大型豪华游轮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导致除

少量人员生还之外，近 400 人葬身长江中，等等因船体倾覆或沉没而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巨额财产受损

事件均为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这些海难事件的记载和传播及原因调查分析，并引发人们思考分析，接受惨痛的教训，并时刻警觉、

警钟长鸣，做好宣传与教育工作，加强预测与防治工作，以避免或减小人们的财产生命损失等等，也是

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的工作之一。 
我国大陆对于海难的研究可见文献大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朱邦谟[1]作为较早研究海难的科研工

作者，他从船体的稳定性来研究海难的预防，根据五十年代国内外所发生的海难公布案例，结合一些航

海经验的报道，从设计的角度探讨了船舶稳性的几个主要方面，归纳概括了一些船舶稳性影响因素，及

船舶稳性指标，并对当时常用的一些稳性计算方法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船舶复原力臂的新方

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对于海难及其预防的研究资料非常少见，间隔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才

发表一篇文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研究文献逐步增加，每年都有文献发表，随每年不多，但由每年

的一、二篇到一年上十篇。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每年相应文献达到二、三十篇，但每年不超过 35 篇，二十一世纪之后，

对于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的研究文献大增，每年发表的文献有五、六十篇，甚至上百篇，在 2006 年、2007
年达到极高数量达 120 篇，2008 年到 2013 年每年平均维持在近百篇，2014 年研究文献达到最高数量 136
篇，但之后研究热情衰减，大量减少。分析原因大概是我国五六十年代生产安全意识淡薄，民生没有能

放到首要重视的地位之故，而在文革期间就根本不可能将生产放在关注点上，从而导致文革期间研究成

果一片空白，只是在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重新将经济建设放到首位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才开始重

视海运中的安全问题，对海难等安全事故给以一定的重视，但重视程度还是不够。 
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后，党和政府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民生、对于安全生产提到极为关注和重

视的地位上来，所以对于海难和其预防事项研究的关注度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时间到二十一世纪初叶

研究热情和研究成果达到最高潮，此外还有个原因，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所出现的海难数量较

多，灾难较大，损失较大的缘故。而此后，研究热情衰减和研究成果数量下降的原因大概在于研究问题

已基本弄清楚，可供研究、创新之处被大大压缩。此外，因为各国各政府对于海难的重视和预防制度的

健全及预防措施的得当，从而大大减少了海难事件的发生和损失的减小。 

4. 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方法 

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的方法众多，有些研究文献采用一种研究方法，有些研究文献采用的是两种或数

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早期的海难及其预防研究文献体现主要采用陈述性的研究方法，陈述海难事故

案例，教导人们防范海难的发生及海难发生后的自救和救助方法与知识。如文献[2] [3]，陈述了海上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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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救或等待救援的方法与知识。海难现象描述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将海难前后整个经历或某

个阶段进行详细描述，以告知人们海难发生的原因、现状及后果，以便让人们加以警觉，如文献[4]中叶

令况详细描述了发生在 1934 年 9 月 8 日的摩洛城堡号海难发生的原因、现象和当时人们得知海难的心情

和救援急切愿望等。分析研究法在海难发生的原因分析研究中用得非常多，如周祖逵在文献[5]中详细分

析了我国鱼船事故发生的原因，并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应对，如何预防，提出了提高其安全性

的方法和措施，给渔民予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建我国渔船救生设备设置的建议

[6]。 
评论分析方法在海难事故合同纠纷中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对已有的事件加以叙述、评论和

分析得出需要的结论以便指导人们遇到该事该采取的方式、方法与措施。张文广采用该方法研究了“加

百利”轮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事件[7]。 
实证分析研究法是指通过海事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以便从分析的结果中得出有利于人们避免或减少发

生海难的概率或遭受损失、人员伤亡的程度。向力在文献[8]中以南海多年所发生的海难事故及搜救事例

的实际参与者和参与程度的分析，指出南海发生海难事故，南海诸国不存在实质意义的搜救合作，并分

析了因为利益的差异造成，强调南海搜救机制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由中国担负起南海搜救重任。为此，须

增进中国政府搜救实力，激励引导民间搜救力量，同时谋求与越南、泰国、新加坡三国的有限合作。 
通过流体力学的数值模拟方法对风暴潮、海洋水流的运动或气流的流动进行数值模拟，以便分析海

难水流、风浪等外在环境的预测状况进行分析，有利于人们对海难事故的发生进行预警或事后灾难进行

评估。吴庆丽等[9]采用中尺度数值模式 MM5 对 1999 年 11 月 24 日烟台附近发生重大海难事故的渤海风

场进行了数值模拟，探讨了该次冷锋大风的风场特征和影响机制，给人们研究海难提供了可行的数学计

算方法。 
文献综述法是应用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该种方法是在具备一定的研究成果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检

索搜集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指出研究的不足、缺陷、存在的问题，提出希望或指明后续研究

方向和切入点等等。在二十一世纪后，因海难及其预防研究资料较为充裕，海难事例和案例资料较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对海难及其预防或后事处理事例的分析、归纳和总结。例如文献[10]中黄志球等对

我国海上搜救管理研究的成果和成就进行了有效的综合评述。 
原因分析研究法，这种方法是对事物的某一方面详尽的剖析，分析出发生该事件的机理、原由，以

及其避免或预防的对策、措施及方法等等。王斌[11]详尽分析、剖析了船员疲劳的原因，而船员疲劳也是

造成海难的主要原因，故应该避免，王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避免船员疲劳的有效对策。尹朝忠[12]详尽

分析了影响船员疲劳的因素，他认为船员疲劳的因素有诸多，有船员的身体素质、环境、劳动强度、混

乱的工作安排等等，他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如合理制定工作计划，合理做好工作安排，建立和谐的

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作息时间的合理安排等等。 
数据挖掘研究法，是应用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技术将已有的海难数据，通过各种计算方法，进行数据

分析、数据挖掘、推演演算，得出某些人们所需要的结论。例如，于卫红等[13]分析了建立海难数据仓库

的意义，提出了海难数据仓库的雪花模型，对 Aprioir 算法进行了改进，用改进后的算法实现了海难数据

的关联规则和频繁模式挖掘，用改进的有向图方法实现了关联规则的可视化表示。数据挖掘技术克服了

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可挖掘出大量的知识，这种方法具有科技先进性。 
海难事故追踪研究方法，该种方法是通过对某一海难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的详尽描述、追踪、调查、

采访及分析等得出相应结论。如文献[14]对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追踪研究，分析了沉船事故发生的原

因，及责任的分摊和处理结果。 
考古研究方法，对于发生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上千年的海难船舶遗骸的打捞，挖掘等活动，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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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海难事故的证据、痕迹，以期再现原有的海难事故，从中分析事故的现场惨烈程度和损失后果等。

如文献[15]通过对泰坦尼克号的残骸的打捞等描述，分析当年泰坦尼克号邮轮沉没的原因和惨景及损失的

严重程度的估计等。 

5. 我国海难及其预防研究内容 

我国对于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的内容较为庞杂，人们有必要对其归纳分析，以便梳理出研究的空白处、

疏漏处和不足处，以利后期人们对其深入研究，故现对其归纳总结分析如下： 

5.1. 海难事故现状的描述 

海难事故发生之后对现场的描述，描述海难发生的惨状、船体沉没的全过程，死难人员、人数，财

务损失，事后的求救和援助及救难和后事处理与赔偿等问题。如文献[16]白云详尽描述了太平轮的沉没及

惨烈事例。文献[17]对韩国的“岁月号”和中国的“大舜号”的海难现场场景及惨痛事故及人员伤亡情况、

财产损失数额进行回顾性的描述。 

5.2. 海难事故发生原因及其分析 

海难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消除或减少海难发生的可能性和机率，从而就必须研究海难发生或产生及

持续的原因，这是海难及其预防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关键的研究点、人们研究海难沉没的原因有因船体

与冰山触碰而造成沉没的有如泰坦尼克号油轮[18]，有严重超载人员或货物而又因风浪及恶劣天气等原因

造成的倾覆，从而引发海难事故的，如 1999 年 11 月 24 日发生的车客滚船“大舜号”轮船就是因为超载

车辆和系固不牢而又因风浪引发倾覆造成 282 人死难[19]。有的海难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船体结构本身就有

问题，存在隐患而导致。如文献[20]所论述。有些海难事故是因为战争造成，如二战期间，苏联“亚美尼

亚”号运输船被德军击沉，该海难死难人数达到“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的 5 倍[21]。船舶改装改造改变

原有的结构而造成灾难隐患，如戎嘉隆在文献[22]所阐述和分析。恶劣天气引发海浪潮流紊动而引起一些

小船倾覆沉没而造成人员伤亡海难事故，如李志宏在文献[23]中所陈述。此外一些莫名其妙，非常奇特的

事件原因所造成的海难发生，例如文献[24]如海文所记录阐述的 1913 年，德国“奥德利尔”轮船的倾覆

沉没海难事故的发生是一些蝴蝶所造成。 
还有一些海难，到现在人们都无法明白原因和原理所造成的海难事故的发生，如百慕大三角洲所发

生的海难，人们至今无法弄清楚到底原因何在。如文献[25]所阐述。有些海难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船舶上的

一些机械零件设备和设施的人为破坏，如文献[26]中董兴章所报道，李鹏在文献[27]中较为全面详细地分

析了海难发生的原因。有些海难的发生竟然是海洋生物的袭击所造成，如文献[28]所报道。 
王凤武等[29]在分析世界众多海难事故的发生原因归纳为：1) 船龄老久，船舶结构陈旧老化，船舶

不再适应于航海要求，船体结构脆弱，经不起风浪等。2) 恶劣的天气、风暴潮、风浪、漩涡流、急流等

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3) 相关设施、设备、仪器等不足或陈旧、老伤等等，不再满足航海要求。4) 人为

造成，人有意或无意的一些行为引发灾难，如对安全航海不重视，心理不健康甚至变态，人为搞破坏，

船员素质不高等。5) 装载货物方式方法不对，重心不稳，分布不均，绑扎不牢等等。6) 船舶碰撞，原因

在于天气不好，大雾、船员责任心不强，操作技术低下等等造成两船相碰，损伤船体，导致沉船发生海

难。7) 船舶触礁搁浅等原因。8) 其他原因等等。 

5.3. 预防方法、措施与手段 

对于海难的研究，其目的一是为了警示、醒觉世人，海难事例的陈述描述及原因的分析，其最终目

的在于找到预防的方法、措施和手段，故海难的预防是研究的重中之重，是研究海难最为关键所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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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是占据最大比例。海难预防措施根据有关文献[29]-[34]等归纳总结如下： 
1) 加强船舶的制造能力和技术的提高，以让航海主体船舶适航可航善航等等；2) 加强相关设备、设

施、仪器、仪表等的检修、检测和及时更新等，使之适应航海的需要，消除因相关设施、设备、仪器、

仪表等破损、损坏、老旧等原因而引发海难事故的发生；3) 加强船舶的操纵和控制能力的培养和水准的

提高，加强船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4) 加强政治思想和心理素质教育和提高，避免因为航海成员的心理

素质、思想品德、道德涵养等因素而导致人为有意或无意的破坏而导致海难的发生。5) 避开危险天气气

候等不利因素，做到恶劣环境下不出海不出江不航行，做好风险评估和回避工作。 

5.4. 救助救援研究 

海难既然成为事实，然后最为要紧的事情就是救援、救助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就要求海难

发生之后的信息讯号传达畅通，呼救信息能及时准确快速的发出，并能准确地被有能力救助救援的部门

和人员及组织得到且能做出相应正确的反应，在较短的时间内及时赶到海难事发现场展开救助和救援。

同时对于海难发生方来说，除了立刻迅速地发出呼救信息信号外，更应该立即组织有秩序的疏散和自救。

具体的措施和方法根据现有的具体情况而言，这就要求有足够的救生艇、救生筏、救生衣、救生圈等等

必具的安全保护救助工具和设备及设施等等。在救助和救援及自救的过程中除了必备的物质条件之外，

还有一定的精神条件，最为重要的是不能出现混乱，一旦混乱发生就很难控制局面，灾难将迅速扩大态

势，所以，人的组织行为在此时显得格外重要和关键。文献[35] [36] [37] [38]对该方面展开过详细阐述。 

5.5. 海难后事处理等研究 

海难发生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这些已成事实，伤亡人员的后事料理，责任划分，责任人员的

处理等等，赔偿申诉，救助过程中的责任划分、报酬提取，政府、相关组织管理单位、个人三者之间的

责任比例划分等各自职责及其表现等等，都值得大家研究。 
袁曾[39]就现行海难救助制度对于救助海上遇险人员的相关规定，存在诱发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

的巨大漏洞：人命并非现行海难救助的客体、救助人命难以得到单独的报酬、缺少对于财产与人员同时

遇险时对于优先救助人命的规定。呼吁为了有效应对现行制度弊端，有必要着手对现行海难救助制度下

有关人命救助的规定进行整体性修改，通过有关人命救助制度规定的调整，构建完善的海难救助下的人

命救助制度。确保在未来的海难救助中人命能够能到切实有效的救助，特别是在出现财产与人命同时遇

险时，人命能够较财产得到优先救助。遇难船舶残骸的打捞和清理及处理等如何做才为合法合情合理等

值得人们研究，唐明君[40]结合国际公约以及各国的法律和实践做法对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实践做法进

行了研究。对残骸、清除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残骸清除的法律性质，提出了界定残骸清除

法律性质的方法，并针对我国立法在界定残骸清除法律性质问题上的缺陷提出了建议方案。我国有个海

事行政管理机构——海事局，海事局在海难发生后该担负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在海难救助中起个什

么作用，顾珍妮[41]较为大胆全面地进行了论述。  

6. 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我国海难发生事故也不少，但随着国家政府对民生的关心关切程度的提高，随着我国人民的安全生

产意识的增强，也随着我国对安全生产建设政策条例的贯彻和落实，海难事故越来越少，但不可麻痹忽

视，需要警钟长鸣。 
对于海难及其预防的研究，虽然研究较晚但成果不少，上文对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对研究方法进

行了归纳分析，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归总分析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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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虽然很多，但有一点就是很大程度忽视了小规模的海难事例的研究，此外，内河船舶的倾覆沉

没和人员的伤亡以及事后的善后管理，责任人的处理等被研究人员所忽视。 
另外就是如何预测海难事故的发生及预防方法、措施和手段有待于进一步开拓进取深入研究，特别

是海难预警及其系统的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为进一步规范航海工作的行为必须建立一

系列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有待于进一步健全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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