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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8·24”L艇与 F 船碰撞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简况

2023年 8月 24日 1821时，日照籍小艇 L艇与日照岚山

籍渔船 F 船，在日照灯塔景区以东约 600 米海域（概位：

35°23′.706N/119°34′.133E）发生碰撞事故，事故造成 F 船 1

名在船人员落水后死亡，两船船体不同程度损坏，构成一般

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二、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

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自动识别系统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

三、调查取证情况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日

照海事局于 8 月 25 日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联合日照市海洋

发展局、日照海警局，开展了事故调查取证工作。共取得主

要证据资料如下：

事故双方船员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 14 份；事实陈述 2

份；船舶证书复印件 2套；船员证书复印件 2套；调查组现

场勘验记录 2份；现场勘查照片等资料 1宗；涉事船舶所有

人、经营人公司管理规章制度等证据材料 2宗；事发附近海

域的视频监控数据 1 宗；F船北斗轨迹数据 1 份；L艇航行

轨迹雷达监测数据 1份；乘客录制的 F船航行视频 1份；乘

客提供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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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资料

1.L 艇

（1）船舶概况

船籍港：日照

船舶识别号：**** 航区：遮蔽

船舶种类：小艇 船体材料：纤维增强塑料

船舶总长：7.0米 登记船长：5.89米

型宽：2.46米 型深：1.19米

总吨：3 净吨：1

主机类型：内燃机 额定功率：95.6千瓦

载客定额：11人

建成日期：2016年 7月 13日

船舶所有人：A公司

船舶经营人：A公司

图 1：L艇照片

（2）证书情况

L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海事局签发的船舶国籍证

书、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持有山东省青岛船舶检验局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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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海小船船舶检验证书，以上证书均在有效期内。该轮法

定证书齐全有效。

（3）设备情况

经调查，L艇主机、通信及信号设备等性能未见异常。

该艇未配备雷达、北斗定位系统、AIS、GPS等导助航设备

（根据该艇的船舶检验证书，不需配备此类设备）。

（4）经营区域

经核实，该艇的停泊点在日照市灯塔景区，经营区域为

灯塔景区附近距岸约 1千米以内海域。

（5）作业时间

根据该艇的沿海小船船舶检验证书，限定在白天能见度

良好时航行。经查询，8月 24日日照海域的日落时间为 1841

时。根据事发海域的监控视频，该海域能见度良好，天黑时

间晚于日落时间，约在 1900时。

本次碰撞事故发生时间为 1821 时，处于 L 艇正常的作

业时间内。

2.F 船

（1）船舶概况

船籍港：岚山

渔船编码：**** 船体材料：玻璃钢

船舶种类：其他辅助船 生产方式：休闲渔船

船舶总长：10.29米 登记船长：8.98米

型宽：2.75米 型深：1.1米

航区：平静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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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吨：4.1 净吨：1

主机类型：内燃机 额定功率：220.6千瓦

最大船员人数 2人，乘客人数 6人

建成日期：2021年 6月 10日

船舶所有人：B公司

船舶经营人：C公司

图 2：F船照片

（2）证书情况

F 船持有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签发的渔业船舶国籍

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持有山东渔业船舶检验局

青岛检验处签发的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以上证书

均在有效期内。该轮法定证书齐全有效。

（3）设备情况

经调查，F船主机、通信及信号设备、导助航设备等性

能未见异常。该船配备了雷达、北斗定位系统、AIS等导助

航设备，符合其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的要求。

（4）船舶停靠水域

经核实，F船的停靠点在日照市世帆赛基地 1号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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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时间

经核对 F船的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等法定证书

以及船舶建造审批资料，没有该船作业时间的限制性要求。

根据《日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休

闲海钓渔船不得夜间航行。

（二）航次情况

1.L 艇

事发航次 L艇载运 5名游客（包括 4名成年人和 1名未

成年人）从灯塔景区开航，航经至万平口海域、灯塔正东约

1千米的海域附近游览，游览结束返航途中发生本次事故。

2.F 船

事发航次 F船载运 9名游客（包括 5名成年人和 4名未

成年人）从世帆赛基地 1号码头离泊出海到日照港石臼港区

抛泥区从事垂钓活动，垂钓活动结束返航途中发生本次事

故。

（三）人员情况

1.L 艇

L艇本航次配备船员 1人，为驾机员别**，其船员适任

证书有效，船员配备符合海事主管机关颁发的《船舶最低安

全配员证书》的要求。相关信息如下：

别**，男，1984 年 8月 23 日出生，持有日照海事局签

发的小型海船驾机员适任证书，证书编号：****，有效期自

2021年 8月 25日至 2026年 4月 29日。

2.F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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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船本航次配备船员 1人，为机驾长秦**，其船员适任

证书有效，船员配备符合海洋渔业船舶职务船员最低配员标

准的要求。相关信息如下：

秦**，男，1973年 10月 31日出生，持有日照市岚山区

海洋与渔业监督检查大队签发的船舶长度小于 12 米或主机

总功率小于 50千瓦渔业船舶机驾长证书，证书编号：****，

有效期自 2022年 8月 31日至 2027年 8月 30日。

（四）气象海况和通航环境情况

1. 气象海况

（1）日照气象台 2023 年 8 月 24 日早间天气预报：24

日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海上偏北风 5级，气温 20~31℃。

（2）根据 L 艇驾机员别**陈述，事发时天气晴朗，无

风，海面平静，能见度良好。

（3）根据 F船机驾长秦**陈述，事发时天气晴，基本

无风，海面平静，基本无浪，能见度很好，7海里以上。

（4）经查询国家海上搜救环境保障服务平台，事故发

生时该海域流向 40.8°，流速 0.29米/秒，风向 172.8°，风

速 2.39米/秒。

综上，事故发生时，事发水域天气晴，南风 2级，浪高

小于 0.5米，东北流，流速 0.29米/秒，能见度良好。

2.通航环境



7

图 3：事发位置图

事故地点位于日照市灯塔景区以东约 600米海域，事发

位置图见图 3。事发海域海图水深约 7米，潮汐类型属于正

规半日潮。8月 24日 1201时低潮潮高 155厘米，1724时高

潮潮高 445厘米。8月 25日 0454时低潮潮高 184厘米。事

发时处于落潮阶段，潮高约 425厘米，潮汐表曲线图见图 4。

该海域旅游船艇等小型船舶活动相对频繁。

图 4：事发日期日照港潮汐表曲线图

(五)现场勘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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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艇受损情况

图 5：L艇碰撞痕迹图

现场勘查发现，该轮船首正中护舷下侧有一处白色碰撞

痕迹（见图 5），上端距开敞甲板约 40 厘米，下端距水面

30厘米，该痕迹呈不规则上粗下细形状，长度约 60厘米，

上端宽度约 20厘米，下端宽度约 8~10厘米，船体其他位置

未见明显碰撞痕迹。船体及机器设备未见其他明显变形损

坏。

2.F 船

现场勘查发现，F船中后部右舷栏杆有弯曲，并向内凹

陷，凹陷形状基本呈对称分布；右舷船舷上边缘有擦碰痕迹，

痕迹长 102厘米，宽 5~8厘米。驾驶室右侧玻璃破损，窗户

向驾驶室内凹陷，窗户正下方 20 厘米处有长约 110 厘米的

裂纹，右舷船体有多处裂纹。该船受损情况见图 6~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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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F船受损情况（一）

图 7：F船受损情况（二）

图 8：F船受损情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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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F船受损情况（四）

(六)管理因素调查

1.L 艇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情况

L 艇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为 A 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法定代表人刘**，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包括：旅游业务，公园、景区小

型设施娱乐活动，海洋环境服务等。

调查发现，该公司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教

育培训、隐患排查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

2.F 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情况

F 船船舶所有人为 B 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6

日，法定代表人刘**，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经营范围包括：水产养殖、垂钓，水产品加工

及销售。

F船船舶经营人为 C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5年 4月 24

日，法定代表人陈*，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

资）。经营范围包括：垂钓服务、旅游项目开发、水产养殖、

船舶租赁、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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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上述两公司在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等方面存在

不足之处。

3. D 公司

D 公司系日照市世帆赛基地管理方和灯塔景区运营方。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13 日，法定代表人徐**，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

范围包括：旅游业务、游览景区管理、名胜风景区管理等。

调查发现，该公司在与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落实安全管理措施、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

四、基本事实分析认定

（一）碰撞时间和位置

1.根据日照市灯塔景区监控视频数据，涉事两船图像发

生重合的时间为 2023年 8月 24日 1821时 56秒（该时间已

按照电子证据提取要求进行了校正），该时刻视频截图见图

10。

图 10：日照市灯塔景区监控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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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 F船北斗定位系统导出的该轮事发航次的轨迹数

据（见图 11），该船 8月 24日 1819时至 1821时 51秒，航

速为 20~23节，1821时 59秒，航速降为 7节。表明碰撞发

生时间在该船北斗定位系统记录时间 1821 时 51 秒至 59 秒

期间 。 8 月 24 日 1821 时 59 秒， 该船船 位在 35°

23′.706N/119°34′.133E。

图 11：F船北斗定位系统导出的事发航次轨迹数据

3.F船机驾长秦**陈述，碰撞时间在 1820时左右，事发

后 其 查 看 该 船 定 位 设 备 ， 描 述 碰 撞 位 置 大 致 在

35°23′.604N/119°34′.187E处。

4.根据“守望者”近海智慧监测系统1对事发时间段、事发

附近海域的区域回放数据，编号为“3587472769448689677”

的雷达回波（轨迹图见图 12）与 L艇航行动态相吻合。经分

析，调查组认定该雷达回波即为 L艇的雷达回波。

1 该系统由三亚海兰寰宇海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具备海上态势一张图、记录回放、统计分析、查询

检索、大数据离线分析等功能。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4474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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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守望者”近海智慧监测系统跟踪的编号为

“3587472769448689677”的雷达回波（L艇）轨迹

图 13：“守望者”近海智慧监测系统跟踪的 L艇船位

根据“守望者”近海智慧监测系统的雷达跟踪数据，8 月

24 日 1821 时 56 秒，L 艇船位在 35°23′.660N/119°34′.095E

附近（见图 13）。经核对，该位置数据与 F船定位设备导出

的数据基本吻合。

综上，事发前两船均处于航行状态，船位变化较快，考

虑到定位精度，本报告采纳 2023年 8月 24日 1821时 56秒

作为两船碰撞时间；以 F船该时刻的船位作为碰撞位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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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北斗定位系统未记录该时刻的数据，本报告采纳较为接

近的 1821时 59秒的船位 35°23′.706N/119°34′.133E作为两船

发生碰撞的位置。

（二）碰撞前两船的航向、航速

1.L 艇航向、航速

（1）根据“守望者”近海智慧监测系统的跟踪数据，8月

24日 1821时许，L艇航向 240.5°，航速 23.6节。

（2）该艇驾机员别**陈述，当时该艇正在返回灯塔景

区途中，航向自东向西航行。

综上，调查组认定事发前 L艇航向 240.5°，航速 23.6节。

2. F 船航向、航速

（1）根据 F 船北斗定位系统导出的事发航次轨迹数据

（见图 11），该船 8 月 24 日 1821 时 51 秒航向 337.5°，航

速 20节。

（2）F船自开展垂钓活动的地点（日照港石臼港区抛泥

区）返航至事发地点的直线距离约 6 海里，航行时间约 18

分钟。经测量，该船航向约 343°，航速约 20节（见图 14）。

图 14：自垂钓地点至事发地点的方位、距离



15

（3）F船机驾长秦**陈述，事发时该船航向约 350°，航

速约 20节。

（4）根据 F 船上的乘客葛**陈述，1803 时，F 船机驾

长为乘客拍摄合影后开船返航。返航过程中，船的速度增加

到一定数值后就稳定了，没有再调整，直到碰撞发生。1808

时葛**拍摄了视频，认为“浪花较大，船速很快”。视频截图

见图 15。

图 15：1808时 F船乘客拍摄的视频截图

综上，考虑到数据的精度，调查组采纳 F船北斗定位系

统导出的事发航次轨迹数据作为主要依据，认定事发前 F船

航向 337.5°，航速 20节。

（三）会遇局面

根据两船的航向、航速及相对位置，事故调查组绘制了

碰撞示意图，见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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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船舶碰撞示意图

本事故是在能见度良好的白天，在开敞水域发生的船舶

碰撞事故，适用《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一章、第二

章第一节、第二节规定。

本起事故中，事发海域能见度良好，L艇与 F船均为在

航机动船，两船的会遇局面为交叉相遇局面，F为让路船，L

艇为直航船。

（四）碰撞部位与碰撞角度

根据对两船的现场勘验，结合事发前两船的航行轨迹，

L艇船首与 F船右舷船中部位发生碰撞，碰撞角度约 90°。

五、事故经过

本事故经过基于涉事船舶船员和乘客陈述、F船航行轨

迹信息及“守望者”近海智慧监测系统的雷达跟踪数据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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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得出。

（一）F船

2023年 8月 24日 1637时许，F船搭载了 9名游客，由

秦**驾驶，从世帆赛基地 1号码头出发，出海开展海上垂钓

活动。事发航次，该船未开启 AIS设备。

约 1705 时许，抵达日照港石臼港区抛泥区，组织游客

在多个垂钓点进行垂钓。

1803时许，F船结束垂钓、返航。返航过程中该船雷达

设备量程设置在 1海里档。返航时，9名游客均在船尾聊天，

其中 8名游客是坐着的，由于船上鱼获箱被渔获物弄脏，没

有地方可以坐下，游客马某在驾驶室右后侧的把手处，抓着

把手，面向船尾站立。

1807 时许，F 船航速逐步提升到约 20~23 节，航向约

337°。在此后的航行过程中，该船航向航速基本无变化。L

艇位于其右舷，该船未通过目视或雷达观测等方式发现L艇。

9名游客在聊天，亦未注意到 L艇。

1821时 56秒，抵达灯塔景区以东约 600米处，与 L艇

发生碰撞。碰撞导致 F船猛烈晃动，游客马某落入海中后失

踪（后经搜救找到其遗体）。

（二）L艇

8月 24日 1800时许，L艇载运 5名游客，由别**驾驶，

从灯塔景区开航，航经至万平口水域、灯塔正东约 1千米的

海域附近游览。

1815时许，L艇返航回灯塔景区，准备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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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时许，航向约 240°，航速约 23.6 节。此时发现一

艘白色游艇（即 F船）位于其左前方约 400~500米处，以自

南向北略偏西的航向航行，目测速度在 20 节左右。判断对

方是让路船，于是继续向前航行。

两船距离约 20~30米时，别**发现对方未履行让路船义

务，于是紧急采取避让措施，由于距离太近，没能有效避开。

1821时 56秒，L艇船首与 F船的右舷船中位置发生碰

撞。

六、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

L艇与 F船发生碰撞后，当事双方立即开展自救行动，

及时将其余 13名乘客安全转移上岸。L艇船舶经营人出动其

船艇开展对落水失踪人员的搜救。日照市海上搜救中心协调

日照海事局、日照海警局、市海洋发展局、旅游客运公司等

单位派出政府公务船舶、快艇等社会救助力量以及固定翼飞

机参与现场搜寻。

本次搜救行动共出动公务船舶 18艘次，快艇、摩托艇、

固定翼飞机 60 余艘（架）次。经多方努力，失踪人员遗体

于 8月 26日被打捞上岸，并得到妥善安置。

七、事故损失情况

本起船舶碰撞事故造成 F船乘客马某落水死亡，F船、

L艇船体不同程度损坏，未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八、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对获取的证据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析

研究，得出事故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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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原因

L艇与 F船在能见度良好的白天交叉相遇，两船均未保

持正规瞭望，均未采用安全航速，F船作为交叉相遇局面下

的让路船，未及早地对 L艇进行避让，导致形成紧迫局面；

紧迫局面形成后直到碰撞发生，两船均未能考虑当时的环境

有效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F船事发航次乘客数量超过其《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

环保设备记录》的核定乘客人数。

2.F船的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L艇的船舶所有人（经营

人）均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九、责任认定

（一）涉事船舶不安全行为分析

1.F 船

（1）未保持正规瞭望。该船在与 L 艇的会遇过程中存

在严重的瞭望疏忽行为，该船装有雷达设备但机驾长秦**未

有效使用，碰撞发生前一直未发现 L艇，并对当时的局面和

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其行为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第五条2的规定。

（2）未使用安全航速。本次碰撞事故发生前，该船维

持 20~23节的航速高速航行，未根据当时的交通密度和本船

的操纵性能等因素采取安全航速航行，其行为违反了《1972

2 《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 瞭望

每一船在任何时候都应使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一切可用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以

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73046/1173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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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3的规定。

（3）未履行让路船义务，积极及早地采取避碰行动，

宽裕地让清他船。该船在碰撞发生前，未发现 L艇，亦未采

取避碰行动，其行为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

八条第一款4、第十五条5、第十六条6的规定。

（4）该船事发航次出海垂钓过程中，5名成年游客及机

驾长秦**未穿着救生衣；返航过程中，9名游客及秦**均未

穿着救生衣。F船未确保乘客按照规定穿着救生衣，此行为

违反了《日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7的

规定。

（5）该船事发航次乘客数量超过其《国内航行海船安

全与环保设备记录》的核定乘客人数，其行为违反了《山东

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8、《日照市海上旅游

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三项9的规定。

3 《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 安全航速

每一船在任何时候都应以安全航速行驶，以便能采取适当而有效的避碰行动，并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

情况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
4 《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 避免碰撞的行动

1.为避免碰撞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遵循本章各条规定，如当时环境许可，应是积极的，应及早地进

行和充分注意运用良好的船艺。

2.……
5 《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五条 交叉相遇局面

当两艘机动船交叉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时，有他船在本船右舷的船舶应给他船让路，如当时环境许

可，还应避免横越他船的前方。
6 《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六条 让路船的行动

须给他船让路的船舶，应尽可能及早地采取大幅度的行动，宽裕地让清他船。
7 《日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船舶应当按照规定配备救生衣、救生筏等救生设备。救生衣应按成员数量足额配置。

休闲海钓船、体育运动船艇和敞开式旅游客运船舶、游艇成员应全程穿着救生衣。
8 《山东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

渔业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载或者不合理装卸货物；

……
9 《日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休闲海钓渔船应当遵守渔业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和避碰规则，落实值班瞭望制度，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抗风等级、浓雾等恶劣天气离港或者拒绝回港；

（二）超核定航区或者距离庇护地超过十海里；

（三）乘员数量超过核定载员数；

……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06242/406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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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船船籍港为岚山，应停靠在岚山辖区的渔港内，

但其实际的停靠点在日照市世帆赛基地，该船擅自改变停靠

点，其行为违反了《山东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

一款10、《日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四项11

的规定；未按照要求保持 AIS 正常开启，其行为违反了《日

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一款12的规定。

2. L 艇

（1）未保持正规瞭望。事发当时能见度良好，该艇驾

机员在相距 400~500米时才发现 F船，且未对当时的局面和

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其行为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

（2）未使用安全航速。本次碰撞事故发生前，该艇维

持约 23.6节的航速高速航行，未根据当时的交通密度和本船

的操纵性能等因素采取安全航速航行，其行为违反了《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的规定。

（3）未对当时的局面进行有效评估，在 F 船显然没有

履行让路船义务后，未及时采取有效的避碰行动，其行为违

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和

10 《山东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渔业船舶应当在已认定的渔业港口停泊、卸货和补给。除防避台风等紧急情形外，渔业船舶不得进入

未经认定的渔业港口。渔业船舶进入渔业港口后，应当分区停泊，留有疏散和防火通道，留足值班人员，

并采取有效的防风、防火等安全措施。
11 《日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休闲海钓渔船应当遵守渔业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和避碰规则，落实值班瞭望制度，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抗风等级、浓雾等恶劣天气离港或者拒绝回港；

（二）超核定航区或者距离庇护地超过十海里；

（三）乘员数量超过核定载员数；

（四）擅自改变停靠点；

……
12 《日照市海上旅游安全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一款

游艇、休闲海钓渔船、乘客定额十二人以上的旅游客运船舶应当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并保持正常开

启，携带与岸上保持有效通讯的设备。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73046/1173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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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13的规定。

（二）责任认定

本起事故是一起双方互有责任的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

故。 F船与 L艇形成碰撞危险后，F船作为交叉相遇局面下

的让路船，未按照《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及早地对 L

艇进行避让，导致形成紧迫局面，其过失程度大于 L艇，应

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L艇应承担次要责任。

13 《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 直航船的行动

1.（1）两船中的一船应给另一船让路时，另一船应保持航向和航速。（2）然而，当保持航向和航速

的船一经发觉规定的让路船显然没有遵照本规则条款采取适当行动时，该船即可独自采取操纵行动，以避

免碰撞。

2.当规定保持航向和航速的船，发觉本船不论由于何种原因逼近到单凭让路船的行动不能避免碰撞时，

也应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