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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各式船艇操作安全指導原則 

指導原則預計達成目標 

本指導原則內容屬消防人員教育訓練教材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各

級消防機關指導救災人員注意救災安全之用。 

本指導原則主要提供學習者瞭解於海域、河川（激流）、湖泊執

行水域救生與警戒勤務時，操作各式船艇之安全注意事項，以避免人

員傷亡。 

 

指導原則摘要 

一、 前言 

二、 歷史案例 

三、 安全注意事項 

四、 結語 

 

指導原則本文 

一、 前言 

臺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季風盛行區，氣候多雨、颱風頻繁且四面

環海、山高水急，又因全球極端氣候之影響，瞬時強降雨難以預測，

故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遇有水患，時有災害意外發生。為此，消防救

災人員必須熟練各式船艇之操作，以因應水域救生與警戒勤務作業高

風險，安全不可輕忽。本文即針對救生艇、橡皮艇及氣墊船操作提出

安全注意事項，供執行水域救生與警戒勤務作業者參考，以避免救災

者成為待救者之憾事。 

 

二、 歷史案例 

（一）案例一 

1、發生時間：102年 6月 23日。 

2、發生地點：○○鎮○○工業區內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AF%E7%86%B1%E5%B8%B6%E5%AD%A3%E9%A2%A8%E6%B0%A3%E5%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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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情概述： 

○○消防單位於○○工業區內海移地訓練，於訓練結束階

段收拾器材裝備時，多名義消同仁在地面協助將橡皮艇高舉上

車，消防車頂平台由 1 名消防人員及另 1 名義消人員（2 名人

員皆著水母衣而未戴頭盔）協助將橡皮艇固定，此時突遇一陣

強風吹襲將橡皮艇從消防車頂平台吹落地面，導致 1 名消防人

員反應不及從車頂摔落地面，造成頭部撕裂傷、左肩疼痛及手

腳多處擦傷，另 1名義消人員所幸未自車上摔落，但左肩不適。 

4、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 1人受傷、義消人員 1人受傷。 

5、案例檢討： 

救災人員應隨時注意救生裝備搬運過程之安全性，尤其是

突發強風可能導致之危害。 

 

（二）案例二 

1、發生時間：102年 11月 18日。 

2、發生地點：濱海公路○○停車場（濱海公路○公里處）。 

3、案情概述： 

○○消防單位執行釣客落海救溺勤務，義消吳員搭乘水上

警戒艇擔任艇上重裝警戒工作，期間因長湧浪致船艇翻覆，艇

上共 3 名人員均落水。現場救災人員立即投入搶救，發現吳員

於鄰近礁石區海面仰漂待救，即以拋繩袋及魚雷浮標救援，因

風浪過大吳員未能接著，浪潮將吳員帶往近岸處。岸上救災人

員立即下水將吳員拉起上岸，此時，吳員已失去意識，救災人

員立即進行急救，到院後宣告不治。 

4、人員傷亡情形：義消人員 1人死亡。 

5、案例檢討： 

（1）現場救災指揮人員應加強考量救災現場安全性評估，堅持

安全上的考量及專業性，審慎評估家屬的要求，並與家屬

充明說明，必要時可尋求專業單位（如海巡署）協助，以

確保救災人員執勤安全。 

（2）執行救溺勤務時，彼此應互相提醒、檢視身上的裝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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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更要相互關照，以避免意外發生。 

（3）船艇上應放置救生衣、頭盔，搭載之人員及執行重裝潛水

人員於脫除重裝後一律穿著救生衣、頭盔，以確保自身安

全。 

 

（三）案例三 

1、發生時間：103年 10月 11日。 

2、發生地點：○○鎮○○漁港外海。 

3、案情概述： 

消防局為強化海岸際救生艇救援能力，連續 3 日於○○漁

港外海進行海域救生艇操作訓練，遴選水上救生救難協會總教

官吳○○等 6 名擔任教官及消防局急流教官 4 名擔任助教。10

月 11日由總教官吳○○評估訓練現場狀況，認為現場狀況可下

水進行操作訓練，計有 8艘救生艇 40名教官及學員出海進行操

作訓練，疑似風浪過大，大浪打過來導致其中 4艘救生艇翻覆，

38名安全脫困上岸，其中消防人員黃○○於北堤消波塊由救援

人員救上岸，外聘教官賴○○於南堤南岸沙灘處尋獲。 

4、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 1人死亡、外聘教官 1人死亡。 

5、案例檢討： 

（1）辦理專業救災訓練時，須兼顧現場天候突發變化、安全訓

練處所的擇選、裝備器材備援、個人防護裝備標準穿戴、

緊急狀況應變處置、專業訓練教官經驗與應變作為……等，

以周全規劃與考量，一旦遇有突發狀況才能妥適因應並確

保受訓過程安全。 

（2）研訂「消防機關辦理水域救援訓練安全規範」。 

 

三、 安全注意事項 

（一）各式船艇操作通則 

1、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現場指派指揮官或安全幕僚，負責現場安全管控事宜。 

2、評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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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過大、打雷閃電等氣象惡劣時勿下水。 

3、蒐集水域資料 

事先蒐集水域之相關資料。 

4、穿著安全裝備 

人員上下船艇應穿著防寒衣或水母衣、救生衣、防滑鞋、

護盔等安全裝備（如圖 1），並視勤務需求攜帶應勤裝備（例

如：救生圈、魚雷浮標、照明設備、拋繩袋等），溺者救起後

宜穿著救生衣；上下船艇應保持船艇平衡，並與船外機保持安

全距離。 

 圖 1 

5、檢查氣嘴並確定充氣量 

針對需充氣之船艇，執勤前應檢查氣嘴是否良好，氣囊有

無破洞及漏氣，且充氣要適當，以防膨脹或碰撞爆破。 

6、通訊設備 

艇上作業應攜無線電通訊設備（備有防水套）並安全固定

於身上（如圖 2），保持通訊狀況良好，以免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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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操舟人員能力 

各式船艇應由具操作能力或取得證照之救生人員操作。 

8、環境評估 

任何搶救作業前都應先評估環境（水流、水速、深淺、河

床落差、水溫、河道、渦流、迴流區、擾流區、水混濁度、突

石峭壁、暗礁、礁岩、風力（浪）、潮汐…等）及施救地點是否

安全穩固。 

9、選擇適當上（下）艇位置、方式 

置放救生艇於水域時，應評估安全環境及採用適當拖拉

（升降）工具，人員採用安全方式上（下）艇，避免救生人員

發生摔跌或遭拖拉之危險情形。 

（二）各式船艇 

1、救生艇 

(1) 備用船槳 

檢查艇內具有備用船槳。 

(2) 抬艇動作 

抬艇下水動作要確實，應由專人指揮，動作應互相協

調配合。 

(3) 確實固定船外機 

使用前確實將船外機夾緊螺絲並旋緊固定於船艇後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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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4) 檢查燃料及接頭 

檢查燃料是否充足，評估是否需準備備用油料；各接

頭處燃料是否洩漏。 

(5) 熄火繩套 

確實將熄火繩套至駕駛手部。 

(6) 空檔啟動 

引擎啟動時務必將排檔桿放置空檔。 

(7) 檢查冷卻水 

引擎啟動後檢查冷卻水是否穩定流出。 

 

(8) 檢查油門 

檢查油門加（減）速狀況，及其與螺旋槳反應時間是

否正常。 

(9) 檢查排檔反應 

檢查前進檔、後退檔及空檔時螺旋槳反應是否正確。 

(10) 檢查船外機升降是否正常 

操作船外機固定桿或電動按鈕，確認是否可將船外機

抬起，升降是否能到定位。 

(11) 調整傾斜固定桿 

視河道（海浪）情況調整傾斜固定桿至適當位置。 

(12) 避免覆船 

超重行駛、重量不平均或於行駛中玩耍嬉戲，最易覆

船（艇）。 

(13) 注意繩索 

操作人員注意勿使繩索纏腳部。 

(14) 注意水流 

注意水道、水流方向及雜物。 

(15) 通過淺水區 

接近海濱、沙灘、礁石區或淺水區時，須緩慢前進或 

將船外機拉起（排檔桿置於空檔），以人力划槳方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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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切浪 

操作救生艇時，油門應適當維持船艇舵性，遇浪則切

浪，小心駕駛，船艇出發時須與浪切適當角度出海。切浪

勿與浪平行；前方有浪頭時，勿超越前方大浪。 

(17) 換檔 

換檔時應先將油門旋至慢速位置，再迅速變檔。 

(18) 安全距離 

行進間要注意保持適當之行駛安全距離。 

(19) 海上航行避碰規則 

甲、小船避讓大船。 

乙、副航道船隻避讓主航道船隻。 

丙、迎艏正遇：兩船對遇時，應各朝右轉向，讓彼此的船 

互在對方左舷通過。（如圖 3） 

 圖 3 

丁、交叉相遇（橫遇）：兩動力船舶交叉相遇，見他船在

其右舷者，應避讓他船。（如圖 4） 

 圖 4 

戊、後方超車（追越）：超越船（後方船）應從直行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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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通過，但應保持相當距離及明確表明其方向。 

己、轉彎船隻應自直行船隻後方通過。 

(20) 即時救起溺者 

當船艇過浪，應立即將溺者救起不可等浪再來。 

(21) 避免螺旋葉片危及溺者 

接近溺者時，將排檔桿置於空檔以防螺旋葉片危及溺

者。 

(22) 入水救人之位置 

行駛中入水救人，跳水者應與救生艇方向盤轉向同一

側，勿從船艏入水，救生艇應避免撞及救者和溺者。 

(23) 溺者救起調整平衡 

溺者救起後，注意維持船艇重量之平均。 

(24) 接近岸邊減速行駛 

接近岸邊時應減速行駛，不得直接衝撞。 

2、橡皮艇 

(1) 避免覆船 

注意載重限制，切勿超重行駛，並隨時保持艇身平衡，

避免覆船。 

(2) 注意繩索 

操作人員注意勿使繩索纏住腳部。 

(3) 聽從指揮 

艇上隨員應聽從指揮者（掌舵者）之命令做動作，操

作時不宜站立。 

(4) 注意漏氣現象 

操作過程中應隨時注意橡皮艇是否有漏氣現象。 

(5) 溺者救起調整平衡 

救起溺者後，注意人員座位之調整維持艇身平衡。 

3、氣墊船 

(1) 檢查安全防護網 

風扇運轉前，須檢查安裝之安全防護網。 

(2) 避免條狀物品捲入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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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有條狀物品者，禁止乘座靠風扇之座位。如：穿

著具有跨帶之救生衣、蓄留長髪之人員。 

(3) 物品固定 

嚴禁船艇內部置放任何鬆動物品。 

(4) 與群眾保持距離 

氣墊船為特殊工具並具危險性，接近擁擠群眾時須特

別注意。運轉中之風扇視線不易被察覺，旁觀者須遠離船

艇風扇前後及航線出入口。 

(5) 避免靠近風扇 

氣墊船乘員及駕駛須隨時留意風扇，避免無關人員靠

近風扇造成危險。 

(6) 注意側風影響 

受側風影響時，須注意船艇是否會被強風牽引飄忽不

定。 

(7) 避免雜物 

駕駛人員行駛中應隨時避免風扇吸入任何雜物以導致

驅動皮帶、扇葉損毀。 

 

四、 結語 

現今船艇動力極佳，有助水域救生作業任務之執行，但面對惡劣

的海象、激流、暗礁、淺灘下，其危險性包括翻覆、碰撞、雷擊、擱

淺、失去動力等，為順利執行任務，確保人艇安全，務必謹慎採取行

動，避免成為待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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