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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6 月 3 日电（记者 王贤）记
者在“东方之星”翻沉事件救援现场获悉，截
至昨日19时，救援人员已打捞出21具遇难
者遗体。目前，“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已发现
26具遗体，另有14名幸存者，仍有400余人

生死未卜。
海军前方副总指挥董焱介绍说，昨日

凌晨3时40分至 12时，海军救援部队打捞
出 12 具遇难者遗体。现场救援指挥人员
称，下午相关部门组织的救援力量又打捞

出多具遗体，目前共发现26具遗体。
记者在沉船施救现场看到，6月2日 19

时许抵达现场的 1艘 500 吨级打捞船正在
紧张地穿绑钢绳、吊机等救援设备做作业
准备。现场多位救援人员透露，多艘大型

打捞船舶正在紧急驰援中，为船体切割做
好准备。

目前，救人依然是第一位的任务。昨
日21时许，海军救援力量再次到达施救现
场进行潜水救援，继续搜救被困人员。

“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

仍有400余人生死未卜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齐
中熙）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上搜救中
心获悉，目前针对“东方之星”轮的水
面搜寻和水下探摸24小时不停歇同
步进行，共有180名潜水员、202名其
他搜寻人员以及两艘500吨级工程
吊杆船、1艘 160吨级工程吊杆船投
入现场开展搜救作业。

目前，前方搜救力量正在本着
“救人第一，方案科学，处置有序，作
业安全”的搜救理念和指导原则，水
面搜寻和水下探摸24小时不停歇同
步进行，千方百计全力搜救。

据了解，在进行水面搜寻基础
上，目前已主要转入水下探摸阶段。
交通运输行业搜救专家经过研讨分
析，对多种有利于以人命救助为核心
的方案进行优化和选择，真正把救人
放在第一位的理念和原则贯穿搜救
全过程。

海上搜救中心综合处处长殷杰
表示，目前搜救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
是事发水域水流较急，沉船区域水流
流速达到1.8米/秒。此外，客船倾覆
导致物品位移，严重阻塞原有通道，
使水下探摸环境更加复杂。目前，现
场已通过工程船舶对“东方之星”轮
进行了固定，防止船舶因水流影响导
致位移。

另据了解，长江航务管理局针对
涉事重庆东方轮船公司发出紧急通
知，要求立即对公司及所属船舶开展
全面自查自纠，对同型船舶“东方之
珠”轮实施停航检查。并要求公司采
取一切有效手段和方式，加强对极端
灾害性气象、水情等信息的收集，及
时向所属船舶发送相关信息，督促船
舶落实相关安全措施，防止类似事件
和次生事故发生，确保船舶航行安
全。

交通运输部：

水面搜寻和水下
探摸24小时不停歇

新华社武汉 6 月 3 日电（记者李
鹏翔、梁建强）昨日下午，长江客轮

“东方之星”翻沉事件第3场新闻发
布会举行。会上，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徐成光介绍，目前救援工作坚持
救人第一，潜水员正对舱室进行逐一
摸排、搜救。待打捞船全部到位后，
将实施船体打捞工作。

徐成光说，经过搜救专家集体会
商，决定先继续采取潜水员水下探摸
搜寻的方式，开展沉船内被困人员的
搜救工作。一个舱室一个舱室摸排，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待调派的打
捞船全部到位后，将实施船体打捞工
作。截至昨日下午，已有3艘打捞船
赶到现场，还有两艘正在赶来的途
中。

徐成光透露，截至昨日下午，现
场救援指挥部已统一调度了 180余
名潜水员前来进行水下救援。与此
同时，大量搜救人员正在事发江段下
游220公里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搜寻。

潜水员正对沉船
舱室进行逐一摸排

搜救仍在继续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一条长 76.5 米，高约 13 米，额
定载客500多人的大船，为何瞬间
倾覆？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的船舶，
到底谁说了算？困在船舱里的游客
还有没有“一线生机”？6月2日下
午，上海海事大学教授、上海海事司
法鉴定中心负责人蔡存强和上海海
事局通航处处长、水上安全指挥中
心主任黄建伟分别接受记者的采
访，解答这些疑问。

船长70多米的大船为何一两

分钟内，底朝天翻倒沉没？

蔡存强认为，10 级以上的强
风，对水上船舶的杀伤力巨大。“东
方之星”水下深度仅3米，水上高度
约10米，受风面积很大。在受到破
坏性强风时，较货船更容易翻船。

通常的强风，船长若想办法调
转船头迎风而行，可以避免翻船。
不过，若遭遇龙卷风，风向东南西北
瞬息万变，船马上翻掉船舱进水，整
条船很快就头朝下沉没了。

是否停航到底谁说了算？

蔡存强说，我国交通部门规定
遭遇恶劣天气，水运船只需全部停
航。由于恶劣天气情况的预报能力
有限，所以一般只对明确造成能见
度不良的天气情况采取强行停航。
交通部门一般不会发布强行停航的
通告。各船船长均基于个人判断，
选择停航或是继续航行。

有没有“救援黄金72小时”？

谈到“救援黄金72小时”，黄建
伟认为这是针对地震、矿难等灾难
来说的，水上事故救援更讲求时间、
空气和温度。“人体如果浸泡在与体
温相差十几摄氏度以上的水里，1
小时内就会出现失温状态，进而不
幸死亡。所以水上救援要看能不能
在水下形成更多的密闭空间，给游
客提供氧气，还要看救援人员能不
能尽快进入到船体实施救援。”

翻船受困的游客有生的希望吗？

蔡存强指出，通常情况下，船舶
设计和制造中，水上部分和水下部
分的船体内，布置了诸多“水密”级
门窗。但是长江游轮旅客众多，众
多的“水密”门是很难统一关闭的。

“水密门”的逃生设计在危难来临
时，几乎起不到应有的救生之用。

当然，船底部的轮机舱是一个密
闭的空间，有一定的储备空气，但只有
熟知船体结构的船员，才可能会找到。

为什么船舶没有自动发出求救

信号？

作为海事司法鉴定专家，蔡存
强分析，对于海轮，国际海事组织一
般都要求装上应急示位标，其作用
就是在事发的瞬间无须船员操作自
动向全球卫星发布求救信号，全球
卫星将立即向全球各国海事救助单
位发布遇难信号，相应海事救助单
位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

但是，“东方之星”号游轮事件
却是等船长、轮机长等船员游到岸
上，在渔民的救助下才向地方海事
局发出求救信号，为什么不是由应
急示位标事发当时自动发出求救信
号，这一原因暂时尚未可知。

（新民）

海事专家详解
客船翻沉五大疑问

“东方之星”客船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
域沉没。在船上的乘客中，有上百位是“夕阳
红”老年旅游团成员，年龄在50岁到80岁不
等。这次重大事故引起了社会对于老年旅游
团的广泛关注。在老年旅游团日趋火热的现
象下，其实存在着众多隐患。

老年人渐成跟团游主力

近几年，各大旅行社都推出了针对老年
人的旅行线路和老年旅行团。

据某旅游网站透露，该网站每年组织的
百万跟团游客中，45岁以上已经成为一大主
力，而且今年同比去年增长在50%以上。

据某旅行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老年人出
游有两大特点，一是对价格比较敏感，所以多
选择火车往返的线路，所以选择的路线时间
都较长，在10天左右；二是多在淡季出游，按
理来说，春节后到暑假前的3-5月和6月上旬
都是老年人出游高峰期，此外9-10月重阳节
前后也多为老年人出游时间。

专业服务远没有跟上

目前，许多旅行团在组织老年旅游团出

游时，并未针对老年团做出有准备的专业服
务。资深旅游评论家劳毅波表示，老年人的
身体体能较差，有很多旅游项目不宜参加，一
些项目需要为老年人配备专业的硬件和服
务。另一方面，老年人如果遇到事故，很难进
行自救。如果没有及时的救助，老年人遇到
事故后的伤亡会比较严重。并且，在遭遇事
故后老年人身体所受到的伤害很难恢复。

由于老年人在旅游中属于容易出现意外
的群体，因此，旅行社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还需要联系旅行途中的一些医院，并和医院
做好接洽，建立老年人意外紧急预案。老年
人如果出现意外，医院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进行救助。另外，旅行社要培养专业的老年
团导游，老年团导游应当具备更多的老年人
健康常识，经过特殊的一些医疗救助方面的
培训。确保老年人出现意外之时，能第一时
间进行基本的救助。

据了解，目前部分旅行社对于年纪大的
游客会要求填健康申请表，以便于导游对客
人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并给予一定的关
照。同时，也建议游客在出游时购买旅游意
外险，但并不强制购买。 (羊晚)

“夕阳游”火爆 安全隐患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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