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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為確保船舶甲板操作科學實驗及探測作業順利運作、機器設備功能正常

及人員作業安全無虞，特制訂本程序。 

2. 適用對象：船務室管理之所有船舶。 

2.1. 大副負責人員安全之協調、指導及監督。 

2.2. 大管輪負責甲板一般設備之檢查及維修。 

2.3. 探測技正負責科學實驗作業計畫協調、指揮及監督。 

2.4. 操作人員負責各設備操作、潤滑及保養。  

3. 程序： 

3.1. 作業流程： 

探測技正/大副 操作人員 機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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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操作程序： 

3.2.1. 前置作業程序 

3.2.1.1. 探測技正負責科學實驗甲板計畫之規劃，與船長進行協

調，訂定航行計畫、召開安全會議及進行風險評估

（OR1C-07-11）。 

3.2.1.2. 進行甲板操作時，探測技正須與大副、大管輪及操作員進

行溝通、協調，並施作「探測機械操作查核表」

（OR1C-07-04-01）及「探測儀器航前運轉檢查表」

（OR1C-07-04-02）。 

3.2.1.3. 凡是在甲板負責指揮及操作探測機械之人員必須穿戴個人

防護裝備如安全帽、安全鞋、救生衣，必要時應加裝安全

索並配戴無線電對講機。 

3.2.2. 船艉 A 架之操作注意事項： 

3.2.2.1. 通知機艙開油壓，暖機約數分鐘，開啟總電源鈕，按下電

源開啟按鍵綠色（啟動）鍵，鎖緊剎俥油壓，控制搖桿，

開動 A 架前傾或後仰，檢視運轉有無正常，油壓、電力、

轉動聲音、有無漏油等，並回報探測技正準備開始作業。 

3.2.2.2. 如有任何異狀發生，立即停止操作，通知機艙人員檢查/

調整，待一切正常後，再重新啟動操作。 

3.2.2.3. 操作作業術語須統一，尤其是緊急停止之信號、手勢 、

語言，操作人員與探測技正保持良好可視狀況。 

3.2.2.4. 在操作時注意總指揮（探測技正），隨時保持警覺，注意

現場人員安全及海浪風流狀況。 

3.2.2.5. 注意工作迴旋範圍及半空中之吊物搖晃安全距離，吊物接

觸甲板時應立即以卡榫防止其滑動，盡快移動到儲放位

置，並立即固定。 

3.2.2.6. 吊物離開甲板前，兩側各以破斷強度足夠之繩索固定，繩

索另一端綁在羊角上由工作人員保持安全距離操控之。 

3.2.2.7. 操作作業結束後，應將絞纜機之煞車打住，控制桿置於

“STOP”或中間位置，檢查週遭設備是否均正常，關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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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檢查各項開關及項目是否置於安全位置，並將 A 架歸

位固定，放開鎖緊之剎車油壓，按下關閉電源按鍵紅色（關

閉）鍵，關閉總電源鈕，通知機艙關油壓及駕駛台作業完

成。 

3.2.2.8. A 架啟動收放時注意下方人員或儀器是否在 A 架及油壓

缸移動範圍內以免夾傷人員或損壞 A 架。A 架之操作亦可

由左舷後甲板控制閥操控。 

3.2.2.9. 使用完畢回收 A 架使兩支油壓缸撐桿不至暴露在外以免

生鏽長斑及鏽蝕。 

3.2.3. 大小吊車之操作注意事項： 

3.2.3.1. 依據原設備所附說明書/操作手冊，正常保養。吊車旋轉範

圍為左轉 90 度右轉 300 度，吊臂長度最長 14.02 米最短

4.46 米，最大吊掛重量 2.5 頓，最大仰角 70 度。吊掛貨物

時下方嚴禁人員站立，吊掛貨物應保持平衡。 

3.2.3.2. 輪機人員及操作人員定期在各活動之地方加注潤滑油。

（使用規定油品） 

3.2.3.3. 定期補充齒輪箱內之潤滑油。 

3.2.3.4. 各吊俥煞車架之支撐柱，須有適當之空間，裸露部分可塗

黃油以減少海水鹽分侵蝕。 

3.2.3.5. 隨時檢查油壓管路的狀況，必要時予以換新。 

3.2.3.6. 機艙人員定期檢查或更換油壓系統之過濾網等保養工作。 

3.2.3.7. 使用各個吊車設備時，注意勿超過安全負荷重量。 

3.2.3.8. 機艙人員及吊車操作人員對相關牛油嘴作定期施打牛油

潤滑。 

3.2.3.9. 注意吊車工作迴旋半徑及作業時吊索長度。 

3.2.3.10.操作過程注意聆聽油壓及機械運轉聲音，有異聲當立即停

止檢查，直至確認安全才可繼續工作。 

3.2.3.11.每個月檢查鋼索是否損耗直徑超過 7%以上，並建立檢查

記錄，如一股鋼絲斷裂超過 10%以上，或鋼絲有明顯扭

曲、變形等現象，當立即停止工作，並更換新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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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2.檢查制動器或阻擋器之煞車是否正常，來令片及煞車鼓間

隙是否正常。 

3.2.3.13.檢查吊鉤之鍛造組織是否有龜裂或變形，吊鉤開口防脫扣

是否正常安全閉合。 

3.2.3.14.檢查各項指示表或顯示是否正常。 

3.2.3.15. 檢查鋼絲盤繞是否排列整齊，以免擠壓變形。 

3.2.3.16.開啟吊車座位右下方之電源鍵啟動電源，使用鋼絲收放搖

桿控制鋼絲收放的長度，使用吊臂伸縮搖桿控制吊臂伸縮

的長度，使用吊臂仰俯搖桿控制吊臂仰俯的角度，使用吊

臂左右搖桿控制左右轉的角度，使用前將安全固定索解

開，升起昇起吊臂調整吊臂長度及角度，調整吊車位置及

鋼絲長度，使貨物在吊臂吊鉤之正下方，吊掛貨物至指定

位置。 

3.2.3.17. 結束使用應收短鋼絲及吊臂長度，將吊車收回到開始的位

置，吊鈎固定於安全固定索上，關掉右邊電源開關，通知

探測技正、甲板當值人員、駕駛台及機艙，並將吊車歸位

固定。 

3.2.4. 深海重絞機之操作注意事項： 

3.2.4.1. 下放深海重絞機採樣操作守則 

3.2.4.1.1. 先通知機艙人員，開啟總電源鈕，旋轉 P.D.O.

鈕至 ON 位置，至後控制板，順時針方向旋緊剎

車油壓，由控制操作盤上之搖桿控制上收及下

放，開啟儀表板長度顯示器之電源按鈕，顯示鋼

絲之長度，開啟儀表板荷重顯示器之電源按鈕，

顯示吊放裝備荷重。 

3.2.4.1.2. 確認絞機操縱桿在正中位置之後請機艙打開油壓

馬達。 

3.2.4.1.3. 慢速上收鋼纜至 A 架下方適當高度後裝上（浮游

動植物網、重力岩心採樣、採泥器等採樣設備）。 

3.2.4.1.4. A 架緩慢推出同時保持鋼纜在適當高度，待 A



 

內容名稱 探測機械操作程序 

程序章節 OR1P-07-04 頁 次 5/9 

修訂版次 1.1 實施日期 2022.05.17 
 

 

架倒放至支撐架後，絞機操作人員應停止移動 A

架，此時慢速下放鋼纜至適當水深或海底。 

3.2.4.2. 上收深海重絞機採樣操作守則 

3.2.4.2.1. 慢速上收鋼纜至水面後停止上收，A 架慢速控

制，移動至與船艉垂直後停止回收 A 架動作。 

3.2.4.2.2. 慢速上收鋼纜至主甲板高度後，持續保持儀器與

滑車適當距離，並回收 A 架至垂直後停止。 

3.2.4.3. 慢速下放鋼纜讓儀器置於甲板上後，停止下放鋼纜，儀器

回收後停止所有操作；確認操作搖桿置中，關閉儀表板長

度顯示器電源，剎俥轉至儀表盤歸零位置，旋轉 P.D.O.控鈕

至 OFF 位置，關閉總電源鈕，通知機艙同仁關閉油壓馬達。 

3.2.4.4. 深海絞機操作時應保持速度盡量平穩，於鋼絲收放時需注

意排列器是否有排列整齊。鋼絲收放過程中，鋼絲下方嚴

禁人員站立。 

3.2.5. 溫鹽深儀絞機之操作注意事項： 

3.2.5.1. 下放溫鹽深儀採樣操作守則 

3.2.5.1.1. 先通知機艙人員，開啟總電源鈕，按下面板上標

示之溫鹽深儀電源按鍵綠色（啟動）鍵，打開面

板上溫鹽深儀白色旋鈕，按下面板上溫鹽深儀白

色按鍵，燈號亮起，由控制閥上之搖桿控制上收

及下放。 

3.2.5.1.2. 確認溫鹽深儀防塵護罩及所有加掛感測器護套已

打開。 

3.2.5.1.3. 確認溫鹽深儀採水瓶蓋已打開且就定位，絞機操

作正常。 

3.2.5.1.4. 絞機操作人員先將溫鹽深儀水門打開準備下放工

作。 

3.2.5.1.5. 當值探測人員指揮絞機操作人員上收電纜待溫鹽

深儀至一定高度位置後喊停，同時間當值探測人

員手扶溫鹽深儀使之不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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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6. 當值探測人員手扶溫鹽深儀並指揮絞機操作人員

伸長伸縮臂，同時間讓溫鹽深儀與伸縮臂滑俥保

持在適當高度，若當值探測人員（發現高度不適

當時應立即喊停）並同時指揮調整溫鹽深儀與滑

俥間距，（間距應保持在 20－30 公分間）絞機操

作人員須注意間距適時收放，不可讓溫鹽深儀座

頭鋼纜卡入滑車內，探測人員亦須時時觀察座頭

鋼纜是否在安全間距內，若發現有不安全間距時

應立即提醒絞機操作人員注意或即時喊停。 

3.2.5.1.7. 待伸縮臂伸長至適當長度後絞機操作人員應停

止，此時慢速下放溫鹽深儀待越過水門至水面後

當值探測人員喊停，並做手勢指揮絞機操作人員

停止下放溫鹽深儀。 

3.2.5.1.8. 絞機操作人員依在電儀室之當值探測人員指示，

下放溫鹽深儀至探測規劃所需之深度採樣。 

3.2.5.2. 上收溫鹽深儀採樣操作守則 

3.2.5.2.1. 絞機操作人員依電儀室之當值探測人員指示上收

溫鹽深儀至水面後停止上收，靜待當值探測人員

指揮。 

3.2.5.2.2. 當值探測人員站立於水門手扶欄杆指揮絞機操作

人員，同時間觀察海面湧浪上下起伏及船體左右

搖擺情況後，待適當時機以手勢示意上收溫鹽深

儀，當上收至水門平行高度後當值探測人員以溫

鹽深儀協力絞機掛勾勾住溫鹽深儀後慢慢回收，

並同時指揮示意絞機操作人員回收伸縮臂及溫鹽

深儀，探測人員即配合跟隨伸縮臂及溫鹽深儀協

力絞機將溫鹽深儀回收至就定位。 

3.2.5.2.3. 關閉面板上溫鹽深儀旋鈕，按下面板上溫鹽深儀

白色按鍵，燈號熄滅，按下面板上溫鹽深儀電源

按鍵紅色（停止）鍵，總電源旋鈕至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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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拖網絞機之操作注意事項： 

3.2.6.1. 拖網絞機操作守則 

3.2.6.1.1. 絞機之啟動操作：先通知機艙當值人員，開啟總

電源鈕，旋轉 P.D.O.鈕轉至 ON 位置，至後控制

板，順時針方向旋緊剎車油壓，由控制操作盤上

之搖桿控制上收及下放。  

3.2.6.1.2. 絞機之關閉操作：確認絞機操作搖桿已歸位於正

中位置，剎俥轉至儀表盤歸零位置，旋轉 P.D.O.

控鈕至 OFF 位置，關閉總電源鈕，並請機艙當值

人員關油壓馬達。 

3.2.6.1.3. 拖網絞機操作時應保持速度盡量平穩。操作過程

中及鋼絲收放過程中，鋼絲下方嚴禁人員站立。 

       3.2.7.   工作艇操作注意事項： 

    3.2.7.1.  領隊應於出海作業申請書及研究探測計劃書提出需求。 

    3.2.7.2.  接獲領隊出海申請後確認工作艇油料及測試運作是否 

足夠及正常。 

    3.2.7.3.  除非必要避免夜間進行工作艇作業。 

    3.2.7.4.  航前檢查熟悉規定並告知乘員： 

            3.2.7.4.1. 熟悉各項規定及當地航行的特別危害狀況。 

            3.2.7.4.2. 查詢天氣預報，找出因各種天候條件、潮汐、                                             

                    風力、潮流及海象等有關的任何危險。 

            3.2.7.4.3. 告知研究船人員，目的地及預計返回時間。 

            3.2.7.4.4. 預估工作艇的續航能力範圍：滿油箱可航行之 

                     浬程與海象有直接的影響。不論何時都要確保                           

                     有足夠燃料可到達庇護處或整補站。 

            3.2.7.4.5. 讓所有乘員都知道基本作業程序。 

            3.2.7.4.6. 確認每位乘員知道在緊急狀況下如何操縱小 

                     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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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5.  作業前檢查裝備是否正常運作及工作艇釋放/回收部屬，

並依照「工作艇釋放前檢查表/部屬表」(OR1C-07-04-03)

執行。 

              3.2.7.6. 工作艇操作守則 

                     3.2.7.6.1. 負責操艇人應具備小艇駕駛執照者。 

           3.2.7.6.2. 平均分配負載 (例如：將供油箱固定到前端，有 

助於分散後端引擎的重量)。 

           3.2.7.6.3. 救生衣：在艇上所有人都應穿好救生衣。  

           3.2.7.6.4. 拉繩熄火開關：拉繩另一端繫掛駕駛員，最好在 

手腕，注意避免拉繩熄火開關在不對的時機下，

不慎意外作動，尤其在高速行進間特別危險，會

造成失控。  

           3.2.7.6.5. 不得在酒精及藥物之影響下駕艇或乘艇：確定所 

有的乘員都保持在清醒的狀態。  

           3.2.7.6.6. 絕對不得有超過最大承載人數、最大馬力、承載 

重量。  

           3.2.7.6.7. 確定所有在艇內乘員不得將腳伸出艇外：只要落 

水就會捲入俥葉的水流中。  

           3.2.7.6.8. 所有乘員都要座在位子上，除非有絕對必要，避 

免任何突然改變航向。轉向前告知艇上所有乘

員。  

           3.2.7.6.9. 避免在高速時急轉：以避免將艇上人員拋到艇 

                    外。 

           3.2.7.6.10.靠泊時要特別注意：靠泊作業時如手、腳如伸 

                    出艇外，會造成傷害。 

           3.2.7.6.11.停止或運動一定要確定有足夠的安全距離，避 

免發生碰撞。  

                     3.2.7.6.12.牢記俥葉會危害游泳者及潛水者：當引擎在運    

                              轉時，不要讓乘員下水游泳，在接近潛水區時，  

                              特別注意在水中人員。注意若有懸掛 Alpha 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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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有潛水員在水下，請遠離我船並慢速行駛。  

                 3.2.7.6.13. 在工作艇未獲固定前，人員絕對不得離艇。 

           3.2.7.7. 工作艇意外事件處理: 

                  3.2.7.7.1.  發生意外時，不要恐慌並確認乘員安全，即使 

工作艇受損，也要找到最好且易於定位的庇護

點，千萬不要試著游回岸上。 

                  3.2.7.7.2.  充氣式小艇即使進了水，也不會立即沉末。如

發生意外後，船體發生漏氣的情形，應重新平

衡洩氣船體的另一端，並以慢速返回。 

                  3.2.7.7.3.  如果是與漂浮物體碰撞，先停下並檢查艇底、 

船體及引擎狀態，慢速返回研究船。 

                  3.2.7.7.4.  下次出港前，應做完整性的檢查。 

             3.2.7.8. 環境保護，請遵守下列的環保基本原則： 

                  3.2.7.8.1.  尊重海上哺乳動物的生命。  

                  3.3.7.8.2.  使用無污染的塗料及清潔劑。  

                  3.3.7.8.3.  盡量遠離游泳及潛水的保護區。  

                  3.3.7.8.4.  降低噪音：避免發出過度噪音及排放廢氣。  

                  3.3.7.8.5.  加油時要小心：避免溢出流入海中。 

                  3.3.7.8.6.  不得排放任何碳氫物(機油與燃油)到海洋環。 

                  3.3.7.8.7.  不得將廢棄物及垃圾丟到海中。       

4. 相關文件： 

4.1. 探測機械操作查核表（OR1C-07-04-01）。 

4.2. 探測儀器航前運轉檢查表（OR1C-07-04-02）。 

4.3. 船上風險評估表（OR1C-07-11）。 

4.4. 工作艇釋放前檢查表/部屬表 (OR1C-07-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