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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聚焦：	
拖轮和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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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轮和驳船

在为拖轮和驳船所有人、经营人提供责任保险方
面，UK保赔协会作为领先提供商的历史悠久。(UK保
赔协会长期以来提供拖船和驳船所有者及经营者责任保
险，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处于领先地位)

保赔（保障与赔偿）险承保多种事件，包括对其他船舶
或结构物的损坏、污染、货物损坏或灭失、船员和第三
方人员受伤或患病、沉船残骸清除等等。

通过对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处理的理賠案件进行分析，
我们观察到这一特定行业中的一些明显趋势。

本文旨在分享我们的观察所得，并就最佳安全工作做法
提出一些建议。我们相信此等建议可大大提高船上安全
性，从而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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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轮索赔
过去二十年来，船员人身伤害和疾病
索赔占总索赔频率的87%，因此产生
的费用占协会承保拖轮产生的责任索
赔总费用的79%。

虽然人身伤害索赔和疾病索赔的频率
相对平衡（按索赔次数计算，约为
60%/40%），但97%的索赔费用是
由人身伤害案件产生的。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某些索赔频率最
高、费用影响最大的事故明显存在集
中风险，而这是可以避免的：

•	高处坠落事故

•	滑倒、绊倒与跌倒事故

•	机械伤害事故

•	坠落物/飞行物/移动物撞击事故

•	缆索操纵事故

“ 虽 然 人 身 伤 害 索 赔
和疾病索赔的频率相
对 平 衡 . . . 但 9 7 % 的
索赔费用是由人身伤
害产生的。”

此等事故通常会导致肌肉骨骼损伤，
由于经常需要进行手术和术后护理，
因而费用高昂。

导致烧伤的事故也很常见。

其余索赔类型包括碰撞、货物索赔、
污染、固定物或浮动物损坏、罚款
等，但它们的影响小得多，无论是在
数量还是费用上。污染除外，虽其索
赔频率较低，但费用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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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拖轮索赔情况

按事故类型划分的拖轮人身伤害索赔数量
 

拖轮索赔数量

个人 碰撞 货物 污染 固定&浮动物 罚款 沉船残骸移除

高处坠落事故
烧伤事故

滑倒、绊倒与跌倒事故
机械卷入事故

坠落物/飞行物/移动物撞击事故
工具伤害事故

化学品/烟雾接触事故
拉伤事故

喷砂/打磨/清洗事故
爆炸事故

高温/低温环境暴露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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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船索赔
在拖轮和驳船组合中，大多数索赔都
与拖轮相关。驳船上虽较少发生人身
伤害索赔，但严重程度与拖轮上发生
的人身伤害索赔相等，因此对于驳
船，我们的分析结果与拖轮相似。

与驳船相关的具体索赔较为少见。最
严重的损失来自于重大碰撞和污染事
故，此等事故代价高昂，但并不常
见。

就频率而言，大多数驳船索赔都与货
物相关。

个案研究

韩国史上最严重事故：驳
船撞上锚泊油轮
2007年，韩国遭遇了该国史上最严
重的溢油事故。事发时，一艘驳船脱
离拖带，猛然撞向锚泊中的超大型油
轮“河北精神”轮舷侧，导致10,900吨
原油泄漏入海，对韩国西海岸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污染，引发了128,000多
起索赔案件。赔款共计3216亿韩元，
使该案成为国际油污赔偿基金史上最
大的溢油事故之一。

当局进行调查后，提出了以下建议：

•	负责拖带的船长应制定一份尽可能
详尽的拖带计划，涵盖拖航中的方
方面面。船长应考虑到航行期间天
气恶化的可能性，并相应准备好应
急计划或推迟航程。

•	当拖航过程中发生航行失控时，拖
轮船长应立即将事态的严重性通知
给当地船舶交管中心，以便交管中
心向附近船舶发出警报，提醒他们
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	拖轮船长应确保使用适当的拖缆进
行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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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船舶状况检
验计划”分析结果
协会“船舶状况检验计划”旨在帮助会
员确保其入会船舶符合可接受标准。
这些检验是标准程序做法进行的，包
括对船龄已达10年的船舶或入会时船
龄已超过10年的船舶进行检验。

“最主要的缺陷大多
与船舶管理和经营有
关，而与船舶本身的
具体状况无关”

通过对状况检验数据进行分析，协会
发现了验船师最常指出的缺陷如下條
列。值得注意的是，最主要的缺陷大
多与船舶管理和运营有关，而与船舶
本身的具体状况无关：

•	未制定或未遵守《驾驶台程序》、
《公司程序》和《船长常规命令》
。

•	未制定燃油、油类或受污染舱底水
转移相关程序。

•	机舱（包括舱底）未保持清洁、整
洁、无可燃物。

•	未制定拖带作业相关程序。

•	安全设备标识不足（如以船舶工作
语言书写的国际海事组织标志标牌
和指示）。

其他常见缺陷包括是否备妥了以下设
备：

安全和应急设备，包括通信设备。

•	应急程序

•	船员个人防护装备

•	 UK保赔协会安全评估服务

协会防损部门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明
确索赔原因，并确定可能可以预防此
等事件发生或防止事态失控的适当控
制措施。

协会为会员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是安
全评估计划。协会有一个风险评估小
组，他们对协会的索赔数据进行研
究，并对会员船舶进行安全评估——
以找出控制措施方面存在的潜在危险
和不足，并向会员提供一份非公开且
非强制性报告，提出他们的改进建
议。

https://www.ukpandi.com/loss-prevention/risk-assessment/
https://www.ukpandi.com/loss-prevention/risk-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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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许多属于拖轮或驳船的船舶，因其大
小、性能或航行区域限制，并不受国
际公约的约束，如非从事国际航行的
船舶。对于这些船舶，他们所适用的
当地标准和要求在范围、质量、适用
和执行方面可能大相径庭，从而导致
部分船舶营运标准过低，尽管事故的
危险性和潜在严重性并不亚于其他船
舶。

即便法律文书未作要求，我们仍建议
所有拖轮和/或驳船的经营人自愿实
施符合国际海事组织ISM规则（《国
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
则》）的安全管理体系，并使其实施
的安全管理和环保措施通过被认可组
织的认证。

在安全管理体系的制定和实施上，	
ISM规则给予了经营人很大的自由
度。理想的情况是，公司制定的政策
和企业宗旨体现以“提高安全和船员
福利有利于企业发展”为原则的价值
观，并按照此等政策和企业宗旨进行
运营，因为事故会造成时间和金钱损
失，以及对企业有害的其他损害和损
失。

“提高安全和船员福
利有利于企业发展”

管理体系应包括一套结构化和文件化
的相互依存的实践做法、流程和程
序，供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使
用，以规划、指导和执行各项活动。
以下运营管理体系框架示例（版权归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协会及国际
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所有，可在
www.iogp.org上查看）由两个相互
依存的部分组成：

•	四大基本原则着重于管理原则，可
以说是有效运营管理体系最重要的
原则，即领导层、风险管理、持续
改进和执行。这些原则适用于运营
管理体系各个要素，以推动其成
功。

•	十元素构建了一个结构，将运营管
理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组织起来。各
元素要求创建并保留适当的文件和
记录。

•	国际船级社协会和船级社关于安全
和环保管理各个方面的准则亦可参
考。

图1：以四大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十要素运营管理系统模型

元素

1. 
承诺与 
问责

2. 
政策、标准 

与目标

3. 
组织、资源和 

能力

4. 
利益相关方和 

客户

5. 
风险评估 
和控制

6. 
资产设 
计和完 
整性

7. 
计划和 
程序

8. 
活动执行

9. 
监测、报告 

和学习

10.  
保证、审 
核与改进

基本原则

风险管理

持续 
改进

执行

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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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船上维护保养不足，一个有效的管
理体系将：

•	明确提出检查和预防性维护保养的
例行程序。

•	确保对已进行的检查和维护保养工
作进行记录，注明状况及缺陷。

•	确保对安全或防止污染至关重要的
设备已经明确认知，包括船上至少
应携带的备件。

•	明确提出船员在发现缺陷或无法
按照计划（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进
行维护保养时应采取的措施，尤其
是关键设备——包括报告和记录保
存。

对于涉及不安全工作做法或不安全状
况的事故，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将：

•	基于风险评估，明确提出如何开展
作业，尤其是危险作业。

•	为船员提供必要的见习、熟悉培
训、监督以及其他所需资源，以确
保船员能够胜任并安全地履行他们
应尽的职责。

•	在组织内部各个层面推进安全工作
做法，并积极授予所有人员在他们
认为一项工作不安全或管理不当时
停止该工作的权力。

•	推动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况上
报。实施定期检查和审查计划。确
保开展适度调查和原因分析后执行
纠正措施并分享其中所吸取的教训
（应相应进行书面记录）。

安全管理原则适用于任何类型的船舶
或行业。拖轮和驳船作业需要技术娴
熟的船员，但船员的工作表现却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由驳船或拖轮营运公司
所控制的工作环境的影响。通过回顾
拖轮和驳船保赔险理赔案例，我们认
为某些方面的安全管理需要给予特别
关注，下文将对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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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维护保养计划
良好运营船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技
术活。一份适当的检查和预防性维护
保养计划表，以及对备件和维修工作
的管理，对确保安全、营运效率和租
船义务而言至关重要。

船舶的具体状况通常由被认可组织进
行监测，但协会通过其检验计划发
现，仅靠法定检验并不足以确保船舶
维持安全有效的状况。

尤其是就拖轮和驳船而言，它们的结
构、属具和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
承受较大静态或动态载荷，需要予以
有效监测和维护保养。

ISM规则要求船舶识别那些可能因特
定设备操作故障而导致的潜在危险，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缔约国的
船舶的经营人应熟悉这一要求。这与
安全和污染预防相关，是通过风险评
估程序来完成的。ISM规则进一步要
求经营人制定安全管理体系程序，以
提高此等设备和系统的可靠性，包括
非连续使用的后备/备用设备或技术
系统。ISM规则这部分内容明确规定
了检查和维护保养的例行程序，同时
要求创建一个体系以确保遵守必要的
例行程序。

评估哪些设备和系统对安全和环保至
关重要时，我们建议同时评估哪些设
备和系统对运营至关重要。例如，租
用船舶的目的是什么？哪些故障可能
会导致船舶停租？确保此等设备的可
靠性亦可提高船上作业人员的安全，
并降低发生作业紧急情况的可能性。

良好保养的设备可能看起来状况良好，但如果任由甲板和底部结构磨
损，设备也可能会从甲板上脱落。

应对舱面属具进行保养并上钢涂层，防止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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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计划保养系统中的各项例行工
作，以下内容应注明：

•	该项工作是否与关键设备有关

•	责任人（哪个职级的人员负责此项
工作指令）

•	频率（此项例行工作多久执行一
次）

•	应执行工作的内容（要具备充分的
细节）

•	应参考的相关安全预防措施或程序

•	应使用的检查清单

•	相关图表等，包括润滑图和润滑表

•	可更换部件清单和供应商详细信
息。

工作执行完毕后，应进行书面记录，
并注明执行人员的姓名/职级以及他
们观察到的情况和/或所做工作的内
容。如发现任何缺陷，应按照报告程
序恰当上报。

市面上有许多计划保养系统软件产品
可供选择，与使用电子表格相比，采
用这种系统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计
划保养系统软件不仅可以简化和标准
化整个船队维护保养工作的实施和监
控，还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工具用以
管理例行工作、全面了解要完成的工
作、记录结果并监控维护保养状态，
包括即将到期和逾期未完成的工作清
单。

管理备件库存最好也使用同一系统。
两者结合，可以使船员更易于管理
库存、请购单、库存量和相关汇报工
作。

计划保养系统的例行维护保养工作以及备用设备的库存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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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性能规格
租用拖轮进行拖带作业时，承租人应
特别关注安全拖带作业所需的必要规
格，并适当考虑被拖物的大小以及可
能出现的天气状况，包括潮汐（如适
用）。

使用校准过的荷重传感器测量船舶拉
力，即系桩拉力测试。测试通常在被
认可组织的监督下进行，测试结束后
向船舶签发相应证书。然而，船舶的
拉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减弱，因
此建议定期进行系桩拉力测试（例如
每五年一次），以确保船舶规格的准
确性。在船舶未依其性能规格操作的
情况下，曾发生过因此导致被拖物失
控的事故。

系桩拉力证书和荷重传感器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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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格船员
拖轮和驳船作业具有高度专业性。安
全高效的操作需要具备足够知识和经
验的适格船员。除要求船员具备相应
证书外，经营人还可通过建立一个强
大的学习管理体系，将行业和公司特
定内容输入其中，提供适合特定船舶
作业的培训平台，从而获得优势。在
适当的情况下，培训模块应包含一个
验证受训船员是否理解培训内容的流
程。

应在各个程序中书面记录船员配备流
程，以确保：

•	各职级的培训和资质证书要求均已
明确

•	为担任高级职位的新船员提供适当
的入职和交接培训——应明确规定
高级职位的最短重叠期

•	开展船上熟悉培训、入职和见习，
并进行书面记录。对于高级船员，
应明确入职检查清单中有哪些项目
是该船员在独立进行值班（无人监
督）之前所必须完成的。

•	保持充分配员。

建议实施变更管理流程。无论出于何
种原因，在有必要偏离既有流程时，
可提交“变更管理”申请给高级管理层
审批。申请表应描述偏离情况以及如
何安全管理变更等，并可由适当级别
的高级管理人员签字授权。申请表中
通常会载明偏离时限，届时需要对偏
离情况进行审查。

船员资质证书、入职表格和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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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化流程和標準
管理体系通常由不同类型的文件组
成，包括政策、标准、手册、程序和
检查清单。此外，还应包括《船长常
规命令》、《轮机长常规命令》和《
夜间命令簿》。

建议加入关键作业（如安全或环保相
关作业）检查清单。检查清单不仅有
助于确保在整个船队或全体船员中实
现标准化，还有助于确保关键步骤不
会被遗漏。

标准的做法是，在安全管理体系中加
入应急检查清单，涵盖火灾、弃船、
人身伤害、船舶失去动力、操纵失
控、碰撞、搁浅、洪水、污染等事
件。建议将典型的船舶紧急状况扩展
至涵盖行业特定的操作紧急状况，例
如拖带装置失灵。应急程序和检查清
单、培训和演习可确保船员能迅速采
取行动控制局面并减少损失。

作业检查清单、应急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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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拖轮和驳船的静态和动态稳性是
管理体系应全面涵盖的关键因素。船
舶和拖带装置的设计、配置和状态必
须能够承受其在航行中可能遭受到的
强大压力。

•	要求油舱和空舱为空时，船员应检
查其中是否有水。

•	开航前，驳船和拖带索具的安全状
况须达到令船长满意的程度

•	开航前应验证稳性，并在航程中全
程监测稳性

•	公司程序应载明航道计划要求，并
提供用于制定计划的模板。航次计
划应由适格高级船员编制，经船长
批准，且所有值班驾驶员均应阅读
并签署。

航程和航道计划应包含以下四个要
素：

•	评估，即收集与计划航程或航道有
关的所有信息

•	按“泊位到泊位”规划整个航程或航
道

•	执行计划

•	监控船舶执行计划的进度。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国际海事组
织A.893(21)号决议——航程计划指
南。

船舶和驳船的吃水标志和空舱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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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通道
确保安全登离拖轮或驳船或在两者之
间进行安全移动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这需要在设计阶段（或改
装阶段）就予以注意，并在作业期间
予以良好规划。每次租船均应审查船
舶规格和作业区域，并进行风险评
估，包括通道分析。

安全通道通常需要安装或提供通道设
备或装置。此等设备或装置应为合适
且安全的，并应采取措施确保正确的
索具和适当的维护保养。

在船上发生的高空坠落事故中，有大
量涉及使用便携式梯子。只有在缺乏
合理可行的更安全的进出通道时，才
可使用便携式梯子进入船舶。如使用
便携式梯子，则必须实施相关程序确
保使用得当。相关措施包括:

•	人员应：

	-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合
适、合脚且干净的鞋靴）
	- 使用梯子时不得携带任何物品
	- 始终保持三点接触
	- 必要时接受监督和协助
	- 采取适当的防坠落安全措施

•	梯子应：

	- 经过检查，状况良好
	- 有足够的安全措施防止滑倒、侧
移或坠落
	- 保持清洁，无油污、货物残渣和
其他碎屑
	- 已检查负荷
	- 底座稳定、干燥、无任何障碍物
	- 与水平面成75度夹角进行搭设
	- 除非有其他合适的扶手，否则梯
子应至少高出上方登临点1米
	- 梯级后方应至少留出150毫米的
间隙

•	环境：

	- 应安全，同时应考虑到可能影响
梯子安全的外部因素，如其他作
业、天气、潮汐、照明等。

就小型船舶而言，通常会在舷墙上设
置一个门，或提供一台带有踏步和扶
手的舷墙梯供人员踏上舷边。人员可
能落脚的任何地方均应作防滑设计，
或应采取防滑措施并加以维护保养。
如可能，应尽量安装舷梯以方便进
出。如无法使用标准通道设备，则应
酌情尽一切可能防止人员坠落。

最好安装带安全网的舷梯。如有需要，亦可提供舷墙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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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任何安全通道。如使用便携式梯子，应确保其状态良好且牢固，并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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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梯可加装安全网进行改善。无扶手的木板并不安全。 两台梯子均已损坏。第一个梯子前三个梯级缺失，且并未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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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倒、绊倒和跌倒
为减少滑倒、绊倒和跌倒事故隐患，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甲板和台阶

甲板应保持清洁、无油污，以防止滑
倒和跌倒。此外：

•	外部甲板上的指定走道应涂覆防滑
涂层

•	机舱内的甲板板应采用防滑设计并
加以固定

•	台阶和楼梯应采用防滑设计

应对永久性的绊倒和钩挂隐患加上显
著标记，即突出其危险性。

绊倒隐患
滑倒隐患。油类尤其危险，因
为易于扩散，且不容易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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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走道，充分突出了甲板标高的变化和永久性绊倒危险未充分突出甲板标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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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靴
在起居舱室内应穿着舒适的鞋靴，而
在工作区内应穿着安全鞋靴。禁止在
舱室外面穿着无鞋跟支撑或鞋跟带的
宽松鞋靴，如各式人字拖和拖鞋。
上/下楼梯时或在移动的船舶上，穿
着此等宽松鞋靴是危险的。

在甲板上、机舱和厨房内的工作区
域，鉴于其中的环境、存在的隐患和
活动的性质，通常应穿着安全鞋靴。

安全鞋靴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公认标
准，尺码应正确，且应保持清洁和良
好的状态。当鞋底严重磨平或磨损
时，应更换鞋靴。

不合适的鞋靴 适當的鞋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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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管理
在小型船舶上确保通道畅通可能极具
挑战性，但良好的内务管理对防止滑
倒、绊倒和摔倒至关重要。使船舶保
持“井井有条”，即物料和设备积载得
当，通道畅通无阻，是防止滑倒、绊
倒和跌倒的关键。应确保紧急出口和
通往消防设备及其他安全设备的通道
畅通无阻。

在工作活动中保持高标准的内务管理
水平可能十分困难，这也正是工作人
员面临风险之处。船员应持续保持工
作场所整洁有序，适当设置屏障，让
非必要人员远离工作场所，并在工作
完成后及时收拾工具和物料。 梯子的顶部和底部均存在绊倒隐患

甲板上的绊倒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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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乱无章，导致无法安全进入
通风盖。

舵机室内电池以及可燃物、化
学品和其他散乱的设备暴露在
外。

检查清单范例，供船长每周检查起居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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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保持安全的环境包括确保夜间照明充
足。如果不可能或无法做到这一点，
则应按前述内务管理相关要点采取额
外措施。

栏杆和扶手均应保持良好状态。在厨
房炉灶、配电盘、机器旁等人员可能
跌倒至危险表面的区域，以及在淋浴
间等人员易于滑倒的其他区域，栏杆
和扶手尤为重要。

提高警惕——光线不足和阳光强烈均会降低能见度，导致绊倒和滑倒。

在楼梯顶端安装一个门和/或在楼梯上安装低亮度照明有助于防止跌
倒。

遭遇恶劣天气时或在夜间，船
员可能会从驾驶台台阶上摔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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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移除低处舱口或舱盖时，最好设
置屏障，以防人员意外坠落。

甲板上的开口无人看守

低处舱口处有支柱和链条/栏杆可随取随用，并在其他区域用警戒带控制人员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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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活动管理
公司应确保为船员提供安全的工作体
系，包括标准工作指示和风险评估。
个人防护装备应适合于工作活动和工
作环境，并与风险评估相符。工具和
机械应按制造商说明书进行操作。使
用危险化学品应参照适用的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

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井井有条的车间和基本个人防护装备。

角磨机上装有安全防护装置，
使用时佩戴面罩和手套。

无个人防护装备。



27

个人防护装备可随取随用。 明确标示个人防护装备要求。甲板上标有个人防护装备警戒线。在开式艉附近工作时需要穿着救生衣。

所有船员均遵守个人防护装备要求。

针束除锈器上的弹簧式开关运
转正常（未固定在“开”档位
上）。

根据风险评估和程序穿着救生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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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在利用就地和远程（驾驶台）控制完成培训课程后，重新设置速
脱钩。

风险评估列明各个活动步骤所
要求的具体个人防护装备（工
作安全分析）。

相关程序和表格明确指出具体
工作区域和具体活动所对应的
个人防护装备要求。

以船舶工作语言编写的明确程
序。



29

推和拖带作业
在拖轮进行作业时或其拖带设备处于
紧张状态的其他时候，整个主甲板的
前/后区域均应被视为“缆绳急速回
弹区域”。每次作业前，均应在工具
箱会议上就缆索操纵安全和缆绳回弹
风险进行讨论。非必要人员应远离甲
板。需要留在甲板上的船员应适当保
持距离，并尽可能利用“保护区域”，
减少因绳索在甲板上断裂时而受伤的
可能性。船员应熟知并采用正确的手
动操纵技术，以减少拉伤和扭伤的可
能性。

系泊和拖带设备需保持良好状态，且
该设备应纳入计划保养系统中，以确
保对该等设备进行例行检查和预防性
维护保养。只有通过认证的设备才可
使用。相关证书和维护保养记录应留
存于船上。

港口拖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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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绳子正在吸收甲板上的油。油、油漆和其他化学污染物可能会使
纤维绳降解。

任由绳索在拖轮和驳船之间挤
压的话，绳索会受损。

绳索存放在甲板上，但未采取防晒和防风雨措施。
绳索存放在甲板上受保护之
处。

应对钢丝绳进行定期检查，并
酌情加涂润滑脂。

绳索存放在甲板外，但未采取
防晒和防风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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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作业
在确保对高处作业进行管制前，通常
应先明确高处作业的定义，例如：“
在两米以上高度或高度不足两米但可
能造成坠落伤害的风险的地方进行作
业；以及在船舷上方或任何其他具有
落水风险的地方进行作业”。

高处作业应进行风险评估，并应采取
适当的管制措施，以保护可能面临风
险的人员。根据风险的严重程度，可
能需要申请作业许可证（例如高空作
业许可证）*。

*任何人在有坠落风险的地方进行作业均有可能
被视为高处作业。除了在梯子、工作架和脚手架
上作业外，还包括在舱室内、舱口等开口附近或
固定式梯道上进行作业。

如需进一步指导，请参海事指导说明MGN	
410(M+F)第二修正案。

被作业许可证标志牌挡住的固定式梯子、作业许可证格式范例、张贴的有效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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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适当分析，我们发现高处作业是个
复杂问题，但它却是主要活动类型之
一。高处作业可能会造成严重伤亡且
必须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但遗憾的
是，船员在这方面上往往没有把握。
例如，在无防护装置的甲板边沿作
业——存在坠落到下一层甲板上的风
险——（严格意义上来说）就属于高
处作业。但是，船员距离无防护边沿
多近时才能被视为高处作业呢？除成
文程序明确外，通常还要求开展适当
的见习和熟悉培训。

沿着驳船舷边行走的人员会有落水的
风险，通常需要穿着救生衣，但如果
是系泊在码头边的大型驳船，作业人
员可能会有从很高的地方跌落到码头
边的风险。考虑到驳船的特点，可能
需要安装支索或其他装置，以便作业
人员可在上面系上安全短绳。

在尚不需要特定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允许船员靠近船沿多近？

作业员使用彩色编码线标明个
人防护装备要求。图示情况
下，在黄线外移动时需要穿戴
基本的个人防护装备、救生衣
及坠落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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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高处作业活动通常需要使用坠落
防护装备——无论是安装安全护栏（
被动坠落防护）、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以限制工人的活动范围使其不会坠落
（坠落限位系统），还是使用个人坠
落防护装备以在可接受的力度和间距
范围内制止坠落（坠落制动系统）。
在任何情况下，均须确保船上备有充
足的装备，并对装备进行适当的检查
和维护保养，且应就装备的使用为船
员开展适当的见习和熟悉培训。注：
如使用坠落制动系统，还应制定“高
处救援”计划，且可能需要额外装
备。

便携式梯子应存放在有免受撞
击之处，最好不要露天存放。

使用升降索代替爬上桅杆安装
日间信号，从而避免高处作
业。

对图示盖板或照明灯进行就位
维护保养时，船员应将其个人
坠落防护装备系固在哪里？

使用这台梯子时需要哪些个人
坠落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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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制动系统示例，可在使用
者坠落后制止其继续下坠。

使用中的坠落限位系统示例。
作业人员不可能跨过船沿。

装有各种个人坠落防护装备（包括各种尺寸的全身式安全吊带）的高
处作业设备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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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作业
起重机械、可拆卸起重装置以及起重
作业均需妥善管理。即使装载量相对
较轻，起重装置一旦出现故障，也可
能对给相关人员造成致命后果。因
此：

•	作业人员应接受充分培训并有能力
进行索具/吊索和起重机操作。

•	起重设备的所有部件均应经过认证
并接受定期检查。

•	启动设备时，应进行检查和安全装
置测试。可拆卸装置在每次使用前
均需进行检查。有缺陷的设备应立
即停用。

•	如果怀疑任何起重设备或其任何
部件承受的负荷超出了安全工作
负荷，或受到了可能造成损坏的处
理，则应停止使用，直到适格人员
对其进行彻底检查。

•	

气动挡泥板应从其任一端的起吊点起吊，而非从轮胎和链网起吊。应
使用经认证的吊索或绳索进行起吊。

建议使用限位开关并在用前检
查时对其进行测试。

带绿色标签的网带吊索——颜
色指示上次年检情况。

卸扣用不同颜色标记，指示安
全工作负荷/工作负荷限制以
及和上次检查年份。

建议使用彩色编码系统，以便
船员轻松识别可拆卸起重设备
各零部件的上次年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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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机械和热表面
旋转机械和热表面应采取防护/屏蔽
措施。

正确安装防护装置的旋转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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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隱患
應確保人員安全，避免電氣危險。

電池應放置在帶有蓋子和通風裝置的
電池倉或電池箱內中，並在電池倉或
電池箱上貼上標誌，注明禁止吸煙或
明火。處理鉛酸電池時應穿戴個人防
護裝備。

电池安装不当。 带电部件不应暴露在外。

电缆终端应固定住。电缆护套
应固定在终端内——单根电
线/导线不应裸露在外，接线
盒亦不应用胶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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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隐患
应确保消防安全。

对机舱内所有温度高于220°C（430°F）
的表面均应采取适当的隔热措施，因
为此等表面可能会因燃油、润滑油和
其他可燃油系统故障而受到影响。

对热表面进行隔热处理主要是通过将
表面温度降至燃油、润滑油或其他可
燃油的自燃温度以下，从而减少火灾
隐患。

如有制造商说明书，应遵照执行。应
尽可能使用永久性隔热材料。隔热材
料应由易于拆卸的部件组成，以便可
以开展正常维护保养作业。如果使用
的隔热材料具有吸油性或油可渗入其
中，则应将隔热材料包裹在钢护套或
等效材料中。

应定期检查设备，以确认隔热到位。
设备维护保养和修理完毕后，应进行
检查，确保覆盖受热表面的隔热材料
已妥善更换。

浸油的隔热材料应更换

隔热材料处于良好的无油状
态，紧密贴合，无暴露出热表
面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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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内应无可燃材料和垃圾。
垃圾桶应为带盖金属桶。油污
抹布只能放在带盖金属桶内。

漏油问题应尽快纠正。浸油的
吸油垫会增加火灾风险 吸烟应有所管制。应设立指定吸烟区，并作出明确标识，还应提供合

适的烟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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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系统、救生设备
和其他安全设备
消防安全系统、救生设备和其他安全
设备应始终放置到位并可随取随用。
同样重要的是，应确保：

•	配备充分的检查和维护保养说明及
例行程序

•	配备充分的的操作指南（以船舶工
作语言编写）

•	为船员开展充分的熟悉培训、见习
和演习。

检查中观察到的典型缺陷：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压力表显示气
瓶是空的。

国际通岸接头没有用垫片螺
栓、螺母和垫圈连接在一起。

急停按钮未作防风雨设置。
隔火舱壁的自闭式防火门在不使用
时不应固定成打开状态。

船员费时20多分钟试图启动
这台应急发电机，但一直没有
成功。

通风盖未作标记以指示其所通
风的空间/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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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设备、消防设备和安全设备的良好示例：

通过适当方式定期检查火灾探
测和报警系统。

防火挡板和防火风门处于良好
可运行状态，并注有明确标识
和标签。

控制面板和阀门状况良好，注
有明确标识和标签，还张贴了
操作说明。

露天存放的便携式和推车式（
移动式）灭火器受到保护，需
要进行例行检查和定期换新。

对消防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例
行检查，可随取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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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备和安全工作装置
氧气和乙炔供应管道中应安装阻火
器，通常安装在调节器的低压侧，但
亦可同时安装在焊炬上。

检查发现设备状态良好：

油漆和其他易燃物以安全稳当的方式积载，且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SDS）、个人防护装备（如护眼装备）和应急洗眼瓶可随取随用。
按照适用规定采取了消防措施。

气割/气焊气瓶（乙炔/氧气）
和任何家用燃料气瓶安全存放
在起居舱室外有防护且通风之
处。对于燃气管网系统，按照
认证安装方式使用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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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止回装置，使门得以安
全固定成打开状态。

化学品以安全稳当的方式积载，且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个人防护
装备（如防护长手套、围裙、面罩）和应急洗眼瓶可随取随用。容器
妥善张贴了标签。

用于系统隔离的上锁挂牌设备
可供使用，包括各种阀门和开
关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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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上有充足的船舶油污应急
计划设备可随取随用。

紧急关机按钮和急停按钮注有
明确标识。

厨房炉灶装有风暴扶手和抓握
杆。

存在触电危险之处张贴有救生
设备和急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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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逃生
应对紧急逃生路线进行维护保养，并
用低亮度荧光逃生标志做好标记。

紧急出口必须设置标志且畅通无阻。

紧急逃生路线示例，标识清晰且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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