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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材料和設備的標準及接納 
 
 

1. 任何材料和設備，只要符合國際海事組織 (IMO) 公約所訂的測試程序、標準和
性能規格，都會獲海事處接納。一般而言，經由其他海事主管當局批准在其註
冊船舶上使用的材料和設備，都可獲接納在香港註冊貨船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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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   營運於 B 類航區沿海貨船  - 急 救 箱  
 
 

 物品名稱  訂貨說明  所需數量  

1 三角繃帶 36吋 x 36吋 x 51吋 4條 

2 彈性繃帶 2吋 x 6.5呎 1卷 

3 繃帶 2吋 x 18呎 1卷 

4 繃帶 3吋 x 18呎 1卷 

5 膠布 多款、消毒、有黏性 10片 

6 敷料 石碏敷料 5片 

7 膠布 1吋 x 16.5呎 1卷 

8 藥棉 35克 1包 

9 安全扣針 不生銹，5cm 6支 

10 較剪 全身不銹鋼 1把 

11 消毒葯水  0.1公升 

12 湯火膏 50 g 1支 

 
註： 

1. 急救用品需放置在有明顯標記和容易提取的箱內。 

 

2. 船東/船長可因應船隻運作的需求，多添其他醫藥品。 

 

3 .  消毒劑的規格 

(1) 一般說明- 消毒劑須為白色液體，而且是彌散良好的穩定乳劑，含有或不含碳氫

化合物的煤焦油酸或其他酚體。 

(2) 殺菌值及其釐定的方法- 殺菌值如是以英國標準規格 808號(經 PD2627，1960確

定)所規定的奇- 馬田氏法來釐定的，則不得少於 1.7。 

(3) 稀釋前的穩定性- 消毒劑液體在普通溫度(5℃至 30 )℃ 靜置 3 個月，不得發生沉

澱，或除微量油�[外，不得出現離析。任何膏狀液體經輕微搞拌後變得均勻的，

均可攜載。 

(4) 稀釋後的穩定性- 消毒劑液體須能以 1、2、3、4及 5%的比例，與蒸餾水及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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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27 克鹽酸鈉和 5 克硫酸鎂結晶體(MgSO47H2O)溶於蒸餾水並加添蒸餾水

至 1000mL，並且在使用前先予過濾)溶和成穩定乳劑，而且該乳劑在 

維持在 18℃至 22℃之間 6小時後，不得分解，或只在頂層或底層油有輕微離析

情況，而有關樣本及稀釋劑在樣本自量筒傾進稀釋劑混和前，各自的溫度均已

達該溫度幅度。 (1997年第 259號法律公告) 

(5) 氣味及腐蝕作用- 該液體不得有惡味，並且在依指示使用時，其對金屬的腐蝕作

用並不大於用作稀釋劑的水所引起的。 

 

4. 殺蟲劑的規格及應用方式 

(1) 殺蟲劑的配方-  

(a) 在按照用法指示使用時(用法指示須在貼於盛載殺蟲劑噴霧溶液或粉末

的容器上的標籤指明)-   

(i) 就該等指示所指明的用途而言，須是有效的；及 

(ii) 須對人無害； 

(b) 須適合用於船員及乘客艙房，及準備食物的船艙；及 

(c) 不得有臭味，並且盡可能不留污�。 

(2) 殺蟲劑的配方須為-  

(a)  噴霧溶液，其燃燒點在以阿伯耳氏法測試時不低於 48.9 (120 )℃ ℉ ，並且

在以下容器按照第(1)(a) 條提述的指示作空間噴霧或滯留噴霧時，含有

有效濃度的殺蟲劑-  

(i) 人手操作的持續噴灑噴霧器，而且噴霧器上裝有能產生細霧而沒

有粗小滴的噴嘴；或 

(ii) 預先包裝的按鈕壓力罐；及 

(b) 粉末，盛載於撒粉器內，並且在按照第(1)(a) 條提述的指示應用於受感

染人士的身體或衣服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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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船舶營運者符合安全管理系統的指引 
 
 

1  通則  
 

1 .0 為要符合安全管理系統規則的要求，每一個船舶營運者必須建立安全工作環
境，包括下列各項:  

 
1.1 健康及安全保護政策 
 

此政策必須針對健康、安全及環境等問題，因此等問題會影響公司及其岸上和

船上僱員。此政策要點大致如下:  

 
“(公司名稱) 的政策是為進行公司營運，經詳細考慮到與公司有關連的僱員的健
康與安全而釐定。在執行這政策時，(公司名稱) 會確保該 [船舶] 在任何時刻都
得到適當維修及由適任人員操作，以達到完全符合有關法例的要求。[公司] 將
會特別進行與其僱員及其他受此 [政策約定] 影響人士的健康與安全的風險評
估，並採取措施來減低已標識的風險。” 

 
1.2 船舶安全營運程序以確保符合規例和規則的要求 

(1) 沿海貨船適用的法定規例和規則，已詳列於本工作守則的第 1篇、第１
章的第 3.1段的 “法定規則” 和 3.2段的 “其他標準”， 但不限於所列各
項。 

(2) 就船舶營運而言，公司應編寫一份簡單程序，用以確保安全工作守則得

以實施。此等程序可以用檢查清單形式以便船員遵從。 

(3) 對某些船舶來說，永久標示檢查清單是較為適宜，例如駕駛室的航行事

項。小型船舶可採用變通措施，以任何合適的形式例如日記替代特別印

製的指定航海日誌。不論以任何形式，該等記錄均可被接受為已符合船

上程序規定的證據。 
  
1.3 岸上與船上人員通訊渠道 

 
 每位僱員的責任與權限應該清楚列明。可用簡單圖表說明，誰人應向誰人報告。 
 
1.4 意外事故報告程序 
 

所有員工應該清楚明白報告意外事故的規定，以促進船上安全守則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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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緊急事故應變程序 

(1) 應備有清晰的緊急事故應變程序。此程序可包括但不限於: 火警、碰撞、
觸礁、暴力行為、主機或操舵失靈、人員傷亡及墮海。 

(2) 在這方面，檢查清單會可能有用。 
 
 

2  健康及安全保護政策 

 
2.1 有需要委派一位或多位的岸上指定人員，來審核及監控安全管理系統。該等指

定人員的身份須可標識。船東/船舶營運者有責任確保政策得以遵守及清楚明白
其責任和權限。 

 
2 .2 岸上指定人員的責任如下:  

(1) 核實安全管理系統的執行與成效； 

(2) 向有關負責的管理層匯報安全管理系統的缺損項目； 

(3) 籌組內部安全檢查及船舶年檢，包括船上安全管理系統，以確保糾正措

施的執行；及 

(4) 確保提供足夠資源和岸上支援。 

 
2 .3 公司應考慮制訂政策來防止酗酒和濫用藥物。 
  
2.4 所有岸上和船上人員有責任照顧自已及其他可能因他們的行為或疏忽而受影響

的人士。 
 

2 .5 在緊急事故發生時，有能力可以透過岸上基地與緊急事故應變服務機構聯絡實

為重要。岸上基地可以是公司岸上辦事處、當地港口管理當局、警察局或消防

局，或其他已由船舶及岸上基地雙方同意的辦事處。 

 
 

3  責任 
 
3.1 船長在任何時刻均有在涉及船舶及船上人員安全方面上的決定權。船長應檢討

安全管理系統及向公司匯報缺損項目。船長的職責應以簡單的聲明文件闡明，

以確保不會出現混淆不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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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員及培訓 
 
4.1 每艘船舶必須配備符合有關規例及守則要求的適任、持證及身體健康的船員。

所有人員必須已接受職責相關的訓練。公司有責任確保已提供相關訓練及僱員

已清楚明白有關規例及規則。 

 
4.2 在首次登船工作前，每一位僱員必須接受合適的熟習訓練及已獲發給船上程序

的正式指示。這包括但不一定限於下列各項:  

(1) 拋錨及起錨； 

(2) 放下及回收救助救生艇； 

(3) 從船上任何地點撤離； 

(4) 穿著救生衣； 及 

(5) 使用和操作滅火設備。 

 
4.3 熟習訓練可透過下列例子完成:  

(1) 有船員加入或離船時，容許一段重疊交接時間及使用已制訂的檢查清

單； 

(2) 有船員加入時，由合適的高級船員指導他們熟習船上情況和設備；及 

(3) 提供視像輔助設施，例如影帶、手冊和操作指示等。 

 
4.4 相關訓練亦應提供給短期僱員，即非正式“船員”。 

 
4.5 公司應備有一套系統，向涉及安全管理系統的僱員提供有關公司安全管理系統

的資訊及各有關當局的法定要求。 

 
4.6 發放資訊可以下列形式:  

(1) 書面的程序/指示； 

(2) 在崗位職責中說明； 

(3) 船隊通告；及 

(4) 與公司代表正式討論。 

 
4.7 公司應確立船上工作語言。如工作語言是以廣東話為主，則公司應確保船長及

合適層次的高級船員能講及明白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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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船上程序 

 
5.1 船上應備有簡單的運作程序。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1) 船舶啟航前的設備測試，包括操舵裝置； 

(2) 船舶航行及操控； 

(3) 例行維修； 

(4) 加油操作； 

(5) 污水和壓載水操作； 

(6) 裝貨及卸貨操作； 

(7) 生活污水及垃圾處理； 

(8) 水密完整性；及 

(9) 船的穩性。 

 
 

6  應急部署  
 
6.1 應考慮船舶可能遇到的潛在性緊急事故。並應進行處理該等緊急事故應變行動

和撤離船舶的演習。  

 
6.2 在可能範圍內，所有人員包括岸上及船上人員應參與演習。 

 
6.3 應付緊急事故人員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應按安全管理系統的原則來設定。 

 
6.4 演習須作記錄。參與者的姓名亦應記錄。 

 
 

7  報告意外事故 
 
7.1 船東/船舶營運者/船長有責任向海事處報告所有意外事故，包括: 

(1) 按香港法例第 548章《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57和 58條的規定，報
告火警、撞船、擱淺、人命傷亡等意外事故; 及 

(2) 按香港法例第 548章《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49條的規定，報告排放
或漏出任何油或含油混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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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上述意外事故發生在香港以外水域，也應按當地法例向有關港口管理機關報

告。 

 
7.3 公司必須具備一套程序，向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部報告任何意外事故。再者，

所有意外事故、險情及不符合事故，均須按既定程序記錄及向公司匯報，待調
查及分析完成後，公司應執行糾正措施，以達到改進安全目的。 

 
 

8  船舶及設備的維修 

 
8.1 船舶與設備維修是安全管理重要的一環。設備應在日常使用時檢查和測試。 

 
8.2 應備有程序來詳盡規劃船舶與設備的檢查和維修。 

 
8.3 公司的維修計劃應包括測試和維修常用及備用設備。以下列出檢查和測試的項

目的例子:  

(1) 報警器和應急關閉設備； 

(2) 燃油系統的完整性； 

(3) 貨物系統的完整性； 

(4) 應急設備 (無線電應急示位標、手提甚高頻無線電裝置等)； 

(5) 發電機、緊急消防泵、主機車鐘等； 

(6) 滅火及救生設備。 
 
8.4 檢查間隔期限應由船東/船舶營運者決定，但每次均須記錄。  

 
8.5 應使用檢查清單來協助記錄設備的檢查。  
 

 
9  檢討 

 
9.1 每間公司須定期檢討所有屬下船舶的安全管理系統，每隔兩年最少一次。 

 
 

10  發證  
 
10.1 在首次審核時，按個別個案去檢查未備妥的附加文件，或會在有需要時到船東

辦事處探訪。因此，船東/船舶營運者應確保所需文件配備在船上。 

 



 174

10.2 用以表明已符合公司維修程序的文件及其有為性可廣泛分為兩大類 :  

(1) 源自外部記錄: 

(i) 第三者的檢驗報告及證書; 

(ii) 法定證書; 及 

(iii) 港口國監督檢驗報告。 

 
(2) 源自內部記錄: 

(i) 船舶的例行檢查記錄; 

(ii) 已進行的維修工作記錄; 

(iii) 主要及備用設備的測試記錄; 

(iv) 報警器和緊急關閉設備的測試記錄; 

(v) 總管的巡視和檢查記錄; 

(vi) 不符合事故、意外事故和險情的記錄; 

(vii) 糾正措施的執行和核實記錄; 及 

(viii) 申請零件的文件、收悉通知書、送貨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