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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即将生效之际，作者综述了检疫部门多年来对压载水
政策的发展，分析了近年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压载水检测中发现多批次船舶压载水超标的情况，分析了入

境船舶压载水排放的风险。面对当前入境船舶压载水监管在立法、监管、技术、认识等的诸多问题，作者认为：

应该尽快构建压载水管理信息系统，积极开展入境船舶压载水的风险评估；加快压载水检测实验室建设，加强

入境压载水监管方面的技术研究标准建设和信息交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统一压载水管理的技术和排

放标准；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多部门的协调管理机制；加强船舶检疫监管，提高压载水管理水平；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民众法律意识。压载水的检疫监管不仅是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还关系到贸易发展

和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引起社会和相应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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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海上丝
绸之路”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在促进我国航运业

迅猛发展的同时，船舶压载水问题也给我国海域

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亟待引起

全社会的高度重视［１］。

《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

约》［２］的生效实施，将可以防止、减少和最终消除

通过进入我国港口的船舶而引入有害水生物和

病原体的风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障国境口

岸卫生安全，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１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开展压载水检测情
况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对

来自霍乱疫区的压载水需要进行申报和卫生处

理。在“三检合一”后的２０００年３月５日，国家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烟台召开“压载水监管项目

研讨会，”布置了相关管理办法的研究。

上海口岸从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７年对压载水中藻
类毒素的调查结果中检测出了藻类毒素［３］。

２００５年５月开始对国际航行船舶排放压载水采
取预防性消毒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生

物入侵的风险。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我们和上海海洋大学联
合开展的《上海港入境船舶压载水生物监测及应

用》课题实施中，对２０艘国际航行船舶开展了微
生物监测，结果发现，所检查压载水中总大肠杆

菌有三艘船（１５％）不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Ｔ５７５０
规定。另外，研究结果表明，压载水中有多种致

病菌共存，而这些致病菌较容易引起物种的侵

袭，影响本地的生态环境且带来生物污染等。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上海市政协办公厅向我局转
发了“关于尽快开展船舶压载水管理和控制性研

究的建议”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随后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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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质检总局卫生司提交了“关于《国际船舶压载

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生效后，我国检验

检疫监管措施的思考和建议”的函［４］。随着公约

生效日期的临近，压载水问题，逐渐引起社会有

关部门的高度关注［５］。

２　当前入境船舶压载水监管中存在的问
题

　　在立法层面上，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上
看，目前立法上仅有个别条款，亟待加强；没有专

门机构对压载水管理进行负责，没有制定专门针

对压载水的法律条文；对压载水的管理只是局限

于现有的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缺乏从

防控病原菌和海洋外来生物入侵的视角，对船舶

压载水进行专门立法。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无

法满足《公约》生效后我国压载水监管和实现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６］。

在监督管理方面，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建

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也没有形成压载水管

理体制，所依据的也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

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其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

例的有关条文规定。我国船舶压载水管理部门

主要是检验检疫部门和海事部门。海事部门主

要从防止船舶油类污染或危险化学品污染的角

度，审查船舶是否具备专用压载舱和打入压载水

的地点等形式要件，在对压载水携带有害水生生

物和病原体方面难以实现有效监管。检验检疫

机关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也仅仅是规定了只能对来自霍乱疫区的压载水

需要进行申报和卫生处理，其他来源的压载水不

需要申报，也不需要进行卫生处理。《国际卫生

条例（２００５）》实施以来，ＷＨＯ已经取消霍乱、鼠
疫、黄热病３个检疫传染病疫区的规定。在检验
检疫实际工作中，ＣＩＱ２０００系统涉及的“疫区”作
废，这对压载水的卫生处理出现了监管难点，而

压载水即使是来自非疫区，其潜在的危害性也是

显而易见的。在处理方式方面，只是一种预防性

行为，处理的结果没有说服力且容易造成误解。

在技术层面上，检验检疫部门在船舶压载水

控制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家质检总局颁

布了“入出境船舶压载水卫生监测规程”，但在实

际工作中操作难度大，采样和检测往往需要２４～

４８ｈ的时间，时效性不强，易造成执法尺度不统
一，缺乏有效统一地管理措施进行规范，与当前

国际上的很多要求不相一致，难以对压载水携带

有害水生生物和病原体实现有效监管［７］。

在认识方面，很多国际航行船舶和船方代理

对压载水可能带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８９］，对国

家相关规定不甚了解，以至于对检验检疫监管和

卫生除害处理工作不理解，被动应付甚至存在抵

触情绪。这是压载水监管中诸多问题存在的根

本原因，因此，造成取证困难已成为压载水监管

工作的最大障碍。由于压载水处理需要一定的

费用，船方为了省钱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逃避监管

和卫生处理［１０］。

３　《公约》生效后船舶压载水检验检疫监
管的对策与建议

３．１　尽快构建我国入境船舶压载水管理信息系
统和开展风险评估

借鉴美国船舶压载水管理方法，建立《我国

入境船舶压载水管理信息系统》，全面掌握入境

船舶在我国口岸压载水的排放情况，开展压载水

监测，收集汇总到港船舶压载水的历史置换区

域、历史置换时间和历史置换量等信息，并与抽

样检测的方式相结合，建立我国港口压载水监测

数据库。

３．２　加快压载水检测实验室建设，加强入境压
载水监管方面的技术研究标准建设和信息交流

通过近几年压载水检测表明，未经过预防性

消毒处理的压载水中所含的可生存生物远超过

《公约》的压载水性能标准规定要求［１１１２］，未来上

海口岸将开展压载水经化学消毒后可生存生物

的浓度监测工作，来评估预防性处理措施的有效

性。

今天，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国家国境

口岸卫生监督检测重点实验室”已与上海海洋大

学联合建立“国际船舶压载水检测实验室”，通过

建立船舶压载水检测和卫生处理技术平台，以提

高压载水检测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３．３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统一压载水管理
的技术和排放标准

研究制定出台相应的技术法规和标准，确保

国际航行船舶所装载的压载水进行了符合中国

检验检疫和国际海事组织的有关要求的有效管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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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可以取样进行实验室检

验，确保在《公约》实施过程中的主动地位，避免

发达国家利用这一公约对我国船舶工业和远洋

航运业实施技术垄断和贸易壁垒。

３．４　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多部门的协调管理机
制

成立一个跨部门领导小组，对各部门的工作

加以协调，增强压载水排放管理的协调统一性，

建立管理信息共享以及执法平台，由点到面形成

压载水管理的套接，使管理工作延续不脱节。多

部门的协同管理可以增强压载水监管的统一性、

协调性和有效性，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

３．５　加强船舶检疫监管，提高压载水管理水平
开展对执法人员和检验人员的专业培训，以

及时掌握 《公约》的技术标准和要求，有效实施

对进入我国水域的外国籍船舶压载水查验［１２］。

３．６　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举办培训班、印发宣传册等措施，大力

宣传《公约》生效所要求压载水达到的各项标准，

提高相关人员尤其是船方、船舶代理和港区从业

人员对压载水、船舶垃圾、污水和其他有可能影

响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危害性的认识，提高其遵

守相关法律规定的自觉性，以更好地履行防止国

际航行船舶压载水对口岸卫生环境带来严重危

害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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