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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大、潮凶、冰厚……他为巨轮引航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本报通讯员 刘昊 摄影报道

●“前进、关引擎、打舵……”随着引航员杨炳栋的指令，一艘艘外籍巨轮缓缓驶进黄骅港。

●天在头上，海在脚下，人在半空，空中有风，海上有浪，软梯在晃……杨炳栋靠过人的技能和经

验，把巨轮安全引入泊位——

11 月 12 日凌晨 2 点，黄骅
港引航站，室外的气温5℃。

42岁的杨炳栋开始为当天
的引航任务做准备，防护用具、
便携导航设备、通信设备、救生
衣……逐个检查，一样东西也
不能落下。

数十海里外，满载货物的
巴拿马籍船舶“海星”轮正等待
着引航员杨炳栋。

凌晨 2 点半，杨炳栋出发
了。

天在头上，海在
脚下，人在半空

此次，杨炳栋要为“海星”
轮进行引航。

他乘交通车到达港口，然
后坐引航拖轮，到达 10海里外
的水域。

这里，正有一艘巴拿马籍
巨轮静静等待他的引航。

从 小 小 的 拖 轮 到“ 海 星
轮”，他需要沿着船身外面悬挂
的软梯，晃晃悠悠地爬上去。

爬完软梯，还要再爬一段
室外楼梯，才能上到轮船甲板
上，这些梯子的高度加起来超
过了10层楼高。

戴着防护口罩、穿着防护
服，手抓软梯绳索，手不能抖，
脚不能滑。天在头上，海在脚
下，人在半空，空中有风，海上
有浪，软梯在晃动……

爬到船上，人已一身汗水。
面对这个一般人看着就

“腿软”的高度，杨炳栋用了数
年的时间，来战胜这种悬空的
恐惧。“虽然现在已习以为常，
但也需要时刻警惕。稍有不慎，
引航员就有可能发生事故。”

杨炳栋登船，引航正式开
始。

风向、风速，海水的流向、
流速、潮高……所有关于大海
的信息全部烙印在杨炳栋的脑
海里，他根据这些情况，发出一
项项指令，加速、减速、转向、倒
车……

杨 炳栋镇定自若地指挥
着。船长、驾驶员还有舵工在旁
边，一丝不苟地按着杨炳栋的
指令进行操作。

引航里程可以
绕地球三圈

10 时许，船舶安全顺利地
完成靠泊，杨炳栋的引航任务
圆满完成。

一次引航任务，长达8个小
时，这只是杨炳栋 20年来引航
生涯中最普通的一天。

离船后，他细心完成消杀，
脱下防护装备，返回引航站，为
设备充电，为下一次引航任务
做好准备。

疫情下，杨炳栋已经将这
样的工作节奏看做“家常便
饭”。

引航员，是指在港口通航
水域及江河、水道、海峡等特殊

水域内引领船舶航行、系离泊
或锚泊作业，并从事引航管理
和提供引航技术与咨询服务的
专业技术人员。据了解，全球引
航员2万多人，中国引航员只有
2422 人，高级引航员仅有 852
人。

杨炳栋是黄骅港引航站的
一名高级引航员。

驾驶船舶进出港靠离泊这
一段，是技术难度系数最高的。
因此，引航员被称为“航海技术
金字塔尖上的人”。

“在无风无浪的情况下，船
舶也不能像汽车一样直线航
行。船舶没有类似车辆的刹车
系统，引航员必须根据水文气
象、操纵水域、船舶尺度等众多
因素，协同指挥，将巨轮缓缓靠
近码头。”杨炳栋介绍。

每一次引航，都是与大海
的较量。

20 年来，杨炳栋共安全引
领各类船舶 3600多艘次，引航
里程可以绕地球三圈。

轮船面临翻扣……

引航员，面对的从来都是
险情和挑战，杨炳栋的工作，就
是运用各种知识和经验，成功
化解危机。

杨炳栋印象最深的，是在
结冰的海域引领船只“破冰”航
行。

2011 年 1 月，寒潮大风来
袭，厚厚的海冰覆盖了黄骅港的
港池和航道，黄骅港出现了船舶
进出港艰难的境况。

1月22日凌晨，杨炳栋执行
“大舟祥”轮的引航任务。冰区
航行，最困难的是为小船舶引
航，“像‘大舟祥’轮这样船舶尺
度小、吃水小的轮船，最容易发

生‘冰困’，稍有疏忽，就会造成
重大事故。”杨炳栋介绍说。

“大舟祥”轮虽然已经做好
了充分准备，但还是遇到了人
力不可抗拒的大面积流冰。

叠冰厚度超过半米的流冰
慢慢把“大舟祥”轮推向防波堤
暗堤段，如不能脱困，可能发生
船舶触堤坐沉，甚至是翻扣，大
面积原油污染的严重后果。

危险越来越近。
惊慌失措的船长和船员将

目光一齐投向杨炳栋。
杨炳栋沉着冷静：“没事，

我们一定会脱险的！听我命
令！”

“抛右锚三节甲板刹牢！前
进二！右舵二十！”

“拖三右船尾全速顶！拖六
拖七立即全速来救援！与机舱
核实主机温度情况……”

接连不断的几百个口令，
持续了近 20分钟，“大舟祥”轮
在离暗堤不到 300米的地方脱
困！

当杨炳栋把“大舟祥”轮引
抵十几海里之外的安全水域

时，船长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
得声音都颤抖了：“谢谢！谢
谢！……”

破解“冰困”难题

自建港初，杨炳栋就来到
了黄骅港，从事引航工作。

2010 年，黄骅综合大港开
航。黄骅港综合港区的航道是
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航道，长达
60.5公里，底宽仅250米。

随着大港建设和船舶业的
发展，巨轮越来越多，引航难度
也随之增大。

杨炳栋说，他喜欢解决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像引领
船舶在大风浪中航行一样，有
些煎熬，有些漫长，但也很有成
就感。

黄骅港综合港区20万吨级
矿石泊位建成后，因受水深和
乘潮等问题困扰，有一段时间
一直无法满载通航。

杨炳栋结合多年来对航海

学、海洋学、测绘学的学习研究
和对黄骅港航道实际情况的观
察分析，提出“分段乘潮”理论，
并设计出了黄骅港大型船舶乘
潮计算系统。

这种方法不仅能保障通航
安全，还有助于实现黄骅综合
大港靠泊能力的提升，填补了
国内长航道乘潮的空白。更重
要的是，杨炳栋解决了 20万吨
级船舶满载通航的难题。

杨炳栋说：“20万吨级船舶
的满载通航是黄骅港跨入国际
大港的一个标志，否则吞吐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影
响。”

为解决“冰困”难题，杨炳
栋一边研究一边实践，总结出
了四大类共计14种靠泊方法。

其中，“冰期船舶靠泊操纵
技术研究”被中国引航协会评
为中国引航（2008—2018 年）十
大科研创新成果。

今年 7月 11日是中国航海
日，在这一天，杨炳栋当选中国
郑和航海风云榜十大风云领航
人物。

“ 水 上 国 门
形象第一人”

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
显示，中国外贸进出口货运量
的 90%以上是通过海运完成
的。按照相关规定，凡是外籍船
舶进入我国港口，都需要进行
引航。

一般情况下，在黄骅港，引
航员是外籍船舶船员们进入中
国水域遇见的第一个中国人，
也是送走他们的最后一个中国
人。因此，引航员有了“水上国
门形象第一人”的美誉。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黄骅
港。”因为引航员要引领来自
世界的船舶，与世界不同国家
的船员打交道，杨炳栋肩负着
对外展示国家良好形象的任
务。

杨炳栋告诉记者，要想成
为一名合格的引航员，除了要
具备基本的航海知识和船舶操
控技能之外，还要有过硬的政
治素质和良好的个人形象，还
要有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能
运筹帷幄、胸有成竹地处理好
各种突发情况。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给引航增加了难度。

由于国外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杨炳栋经常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在外轮上连续引航几个
小时。这期间不能进食、进水和
上厕所，以确保防疫安全。

“但是这些困难都不可怕，
引航员就是要有克服任何困难
的勇气。”杨炳栋说。

风在刮，潮在涌，巨轮进港
需要引航。

褪去身上的疲惫，杨炳栋
精神百倍又出发。

“关引擎、打舵、下锚……”
驾驶室里，杨炳栋沉着下令。

巨轮安全进港……

杨炳栋杨炳栋（（中中））处理引航中遇到的问题处理引航中遇到的问题

杨炳栋为巨轮引航杨炳栋为巨轮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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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鑫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诚聘
机泵维护钳工 ，身体健康，从事该行业三年以上，月薪一万至
一万五。其他待遇面议。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5028751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