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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６９９３—１９９７《防止船舶货舱及封闭舱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与 ＧＢ１６９９３—

１９９７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缺氧的定义（见３．１，１９９７年版的３．１）；

———增加了缺氧危险作业、一般缺氧危险作业、特殊缺氧危险作业和船舶封闭处所的术语和定义

（见３．３～３．６）；

———修改了空气质量要求（见４．１，１９９７年版的４．１）；

———修改了人员能力和培训要求（见４．２，１９９７年版的４．７）；

———增加了安全程序（见４．３）；

———修改了安全防护设备与用品的基本要求（见４．４，１９９７年版的４．４）；

———增加了风险评估、安全交底、进入作业许可和作业结束要求（见５．１、５．２、５．６和５．９）；

———修改了作业前通风换气、空气检测的要求（见５．３和５．４，１９９７年版的４．２和４．３）；

———增加了进行管道和阀门作业时提高空气检测频率的要求（见５．７．６）；

———增加了应急救助与演习要求（见第６章）；

———删除了急性缺氧症的主要表现（见１９９７年版的附录Ａ）；

———修改了易造成缺氧风险的非危险货物主要品种（见附录Ａ，１９９７年版的附录Ｂ）；

———增加了船舶封闭处所进入作业许可样本（见附录Ｂ）；

———删除了现场人工心肺复苏术的步骤（见１９９７年版的附录Ｃ）。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６９９３—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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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船舶封闭处所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作业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进入船舶封闭处所防止缺氧危险作业的安全程序和措施，

包括基本要求、预防管理与安全防护措施、应急救助与演习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进入航行、停泊和作业过程中的营运船舶封闭处所的作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８９５８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ＧＢ／Ｔ１２３０１　船舶内非危险货物产生有害气体的检测方法

ＧＢＺ２．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１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缺氧　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氧气浓度（按体积比计）低于１９．５％的状态。

　　注：改写ＧＢ８９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１。

３．２

缺氧症　狊狔犿狆狋狅犿狅犳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由于吸入缺氧空气而引起的症状。

３．３

缺氧危险作业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狑狅狉犽犻狀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犪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

具有潜在的和明显的缺氧条件下的各种作业，主要包括一般缺氧危险作业和特殊缺氧危险作业。

［ＧＢ８９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２］

３．４

一般缺氧危险作业　犵犲狀犲狉犪犾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狑狅狉犽犻狀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犪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

在作业场所中的单纯缺氧危险作业。

［ＧＢ８９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３］

３．５

特殊缺氧危险作业　狋狅狓犻犮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狑狅狉犽犻狀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犪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

在作业场所中同时存在或可能产生其他有毒有害、可燃气体的缺氧危险作业。

　　注：改写ＧＢ８９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４。

３．６

船舶封闭处所　犲狀犮犾狅狊犲犱狊狆犪犮犲狊犪犫狅犪狉犱狊犺犻狆狊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船舶处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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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存在受限的出入口；

ｂ）　通风不足；

ｃ）　非设计为连续有人员作业。

　　注：船舶封闭处所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货舱、双层底、燃油舱（柜）、压载舱、货泵室、货物压缩机室、隔离空舱、锚链舱、

空舱、箱形龙骨、保护层间处所、锅炉、发动机曲拐箱、发动机扫气箱、污水柜（舱），以及不用于放置货物但可能

与船舶封闭处所具有相同空气环境特征未通风的相邻处所。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空气质量

进入船舶封闭处所（以下简称“封闭处所”）作业时，空气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氧气浓度始终大于或等于１９．５％（按体积比计），且小于或等于２３．５％（按体积比计）；

ｂ）　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符合ＧＢＺ２．１职业接触限值的相关规定；

ｃ）　可燃气体浓度小于或等于可燃下限（ＬＦＬ）的１％。

４．２　人员能力

４．２．１　作业负责人应对防止封闭处所缺氧危险作业具有充足的安全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对封闭

处所内当前或随后出现的危险可能性做出合理评估，批准作业人员进入作业许可，对作业全程进行

管理。

４．２．２　作业负责人接受的安全教育培训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与封闭处所缺氧危险作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国际公约和相关管理要求；

ｂ）　封闭处所缺氧危险作业风险评估方法，预防一般缺氧危险作业和特殊缺氧危险作业的程序和

安全措施；

ｃ）　缺氧症的主要症状、职业禁忌症以及缺氧症的急救知识；

ｄ）　气体检测仪器、防护用品、呼吸保护器具、通信设备及抢救设备的检查、使用和维护常识；

ｅ）　封闭处所中氧气及有毒有害、可燃气体的浓度要求和测定方法；

ｆ）　紧急撤离、事故救援等应急处置程序和技能；

ｇ）　应急演习的程序和要求。

４．２．３　作业人员应充分了解可以进入封闭处所作业的安全程序，在获得进入作业许可并实施相应安全

防护措施后，开展相应的作业。

４．２．４　监护人员应对进入封闭处所的作业进行监控，与进入封闭处所的作业人员保持联系，在作业环

境恶化或发生事故时启动应急救助程序。

４．２．５　作业人员和监护人员接受的安全教育培训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封闭处所的危险性，预防一般缺氧危险作业和特殊缺氧危险作业的安全措施和程序；

ｂ）　缺氧症的主要症状、缺氧症的急救知识；

ｃ）　有毒有害气体个体防护和急救知识；

ｄ）　气体检测仪器、防护用品、呼吸保护器具、通信设备及抢救设备的检查和使用知识；

ｅ）　紧急撤离、事故救援等应急处置程序。

４．３　安全程序

４．３．１　应定期识别、评估封闭处所，形成封闭处所清单。

４．３．２　应制定封闭处所缺氧危险作业应急救助预案。

４．３．３　作业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进入封闭处所，应按照以下程序防止缺氧危险，保障作业安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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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风险评估；

ｂ）　安全交底；

ｃ）　通风换气；

ｄ）　空气检测；

ｅ）　进入准备；

ｆ）　进入作业许可；

ｇ）　作业安全防护；

ｈ）　作业中断或暂停；

ｉ）　作业结束。

４．４　安全防护设备与用品

４．４．１　作业单位应配备气体检测仪器，明确专管部门和专管人员。气体检测仪器应定期校准、维护，

确保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４．４．２　作业单位应配备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等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明确专管部门和专管人员。每次使

用前应仔细检查空气呼吸器，发现异常应立即更换。

４．４．３　作业人员应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每次使用前应仔细检查，发现异常应立即更换。

４．４．４　当存在坠落危险时，作业人员应配备全身式安全带。

４．４．５　特殊缺氧危险作业时，作业人员配备的安全防护用品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可能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时，配备相应的防护服等用品；

ｂ）　可能存在可燃气体时，配备防静电用品和必要的相应防爆等级的便携电气设备。

４．４．６　在实施作业的封闭处所入口处应配备必要的救助和急救设备。

５　预防管理与安全防护措施

５．１　风险评估

５．１．１　应依据船舶载运的货物、封闭处所的通风、封闭处所的涂层、相邻处所状况和其他相关因素，分

析产生缺氧以及有毒有害、可燃气体的可能性，判定缺氧危险作业类型。常见易造成缺氧风险的非危险

货物品种参见附录Ａ。

５．１．２　未经风险评估的封闭处所，判定为可能存在缺氧危险，应禁止进入作业。

５．２　安全交底

５．２．１　进入封闭处所开展缺氧危险作业前，应进行安全交底，内容包括：

ａ）　封闭处所的位置及内部结构情况；

ｂ）　船舶载运的货物、封闭处所的通风等相关因素；

ｃ）　可能出现的缺氧以及有毒有害、可燃气体的情况；

ｄ）　进入封闭处所的原因和作业内容；

ｅ）　评估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其他危险情况；

ｆ）　应急救助的相关要求。

５．２．２　船方以外作业人员进入封闭处所前，船方与作业人员应对照５．２．１的内容进行相互安全交底，明

确进入封闭处所作业存在的风险情况和安全作业程序。

５．３　通风换气

５．３．１　应对人员拟进入的、可能形成不符合空气质量要求的封闭处所进行持续有效地通风换气，使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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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境空气质量符合４．１规定，直至作业结束。

５．３．２　当打开封闭处所的出入口进行通风换气时，应在出入口处使用机械式障碍物（如绳子或铁链）拦

挡，设置警示标识，安排监护人员进行监控，防止人员进入。监护人员应根据环境状况配备必要的安全

防护用品。

５．３．３　不同的封闭处所应分别进行通风换气。船舶多层货舱应视为不同封闭处所。

５．３．４　自然通风换气效果不佳或封闭时间较长的封闭处所应采用机械通风。

５．３．５　对可能存在可燃气体的封闭处所使用机械通风时，应采用防爆通风机械。

５．３．６　因故暂停通风或重新关闭的封闭处所，恢复作业前应重新进行通风换气。

５．３．７　清舱作业前或熏舱作业后，应通风换气。

５．３．８　不应使用纯氧通风换气。

５．３．９　采用二氧化碳等气体灭火的封闭处所，应进行有效的通风换气。

５．４　空气检测

５．４．１　空气检测类型及方法包括：

ａ）　现场检测：应根据封闭处所的环境特性和载运货物的特点，采用匹配的、标定有效的设备进行

检测；

ｂ）　实验室检测：应采用符合ＧＢ／Ｔ１２３０１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５．４．２　应根据封闭处所的结构、货物载运状况等实际情况合理布设检测点。检测点布设原则应符合

ＧＢ／Ｔ１２３０１的规定。

５．４．３　空气检测前，应停止对封闭处所的通风，在环境状态稳定后进行测定。

５．４．４　检测人员应尽可能在封闭处所外进行空气检测，当需要进入封闭处所检测或采样时，应采取符

合ＧＢ８９５８规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５．４．５　应在作业人员进入封闭处所前进行空气质量检测，并做好检查记录，确认检测结果符合４．１的

规定。

５．５　进入准备

５．５．１　进入封闭处所作业前，作业人员应检查确认安全防护设备用品有效。

５．５．２　应安排监护人员进行监控，并与作业人员明确通信方式和通信频率。

５．５．３　应对需要进入作业的封闭处所进行有效隔离，切断或关闭所有相关的管路或阀门、电源或电力

设备。

５．５．４　对无需进入的封闭处所，其所有出入口应始终锁闭，对确实无法锁闭的出入口应设置警示标识

和警戒线，防止人员进入。

５．６　进入作业许可

５．６．１　作业人员进入封闭处所开展缺氧危险作业前，应取得由相应的作业负责人批准的进入作业许

可。封闭处所进入作业许可样本参见附录Ｂ。

５．６．２　船方以外作业人员进入封闭处所前，应先取得船方批准的进入作业许可。

５．６．３　进入作业许可应明确有效时限，超过有效时限应重新取得进入作业许可。

５．６．４　作业人员未取得进入作业许可，或取得进入作业许可但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不应打开或者进

入封闭处所。

５．７　作业安全防护

５．７．１　作业人员进入封闭处所时应清点人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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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　正在作业的封闭处所，应在出入口处设置警示标识和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５．７．３　作业过程中，监护人员始终不应离开出入口外，应随时按规定的通信方式与作业人员取得联系。

在超过约定的时间间隔联系不到作业人员时，应立即报告作业负责人。

５．７．４　作业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空气质量变化的，应连续检测空气质量。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不符合４．１

要求或作业人员对封闭处所安全状况产生怀疑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并撤离作业人员。

５．７．５　货舱内装卸货作业应严格遵守相应程序规定。对需要定位分票拆垛作业，应采取阶梯式拆卸方

法，并随时检测作业点的空气质量。

５．７．６　在封闭处所内进行管道和阀门作业时，如果工作过程发生以下情况，应提高空气检测频率：

ａ）　气温升高；

ｂ）　使用氧燃料火炬；

ｃ）　移动设施；

ｄ）　在封闭处所内可能会产生蒸气或有毒有害气体的工作；

ｅ）　工作间歇；

ｆ）　在工作进行期间船舶进行压载或平舱操作。

５．７．７　在封闭处所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不应擅自离开工作面，如果作业工具及其他物品落入工作面以

外区域不应私自进入拾取。

５．８　作业中断或暂停

作业人员进入封闭处所后以及在临时休息期间，应持续对封闭处所进行通风换气。临时休息或中

断作业后再次进入封闭处所前，应重新对空气质量进行检测。如果通风系统发生故障，封闭处所内的所

有作业人员应立即离开。

５．９　作业结束

５．９．１　作业结束离开封闭处所时，应清点人数。

５．９．２　确保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封闭处所后，应锁闭封闭处所，并通知作业负责人和相关人员。

６　应急救助与演习要求

６．１　应急救助

６．１．１　当封闭处所作业人员发生危险或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并迅速撤离。

６．１．２　在应急救助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评估、确保可以安全进入封闭处所实施救助之前，任何在场人

员不应进入该处所。仅允许训练有素和装备完善的应急救助人员在封闭处所内从事救助工作。应急救

助人员应佩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不应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进入封闭处所实施救助。

６．１．３　对已患缺氧症的作业人员应立即在空气新鲜处实施现场抢救，并尽快与医疗单位联系，以便进

一步抢救和治疗。

６．２　应急演习

进入封闭处所的作业人员和应急救助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参加应急演习，内容应包括：

ａ）　安全防护设施用品的检查和使用；

ｂ）　通信设备的检查和使用；

ｃ）　空气质量检测仪器的检查和使用；

ｄ）　救助设备的检查和使用；

ｅ）　应急救助程序和医疗急救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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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易造成缺氧风险的非危险货物主要品种

　　表Ａ．１给出了易造成缺氧风险的非危险货物的主要品种。

表犃．１　易造成缺氧风险的非危险货物主要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１
木材，包括包装形式的木材、圆木、原木、纸浆、撑材（坑木和其他撑材）、木屑、刨片、木芯和锯屑，以及木片、胶

合板等板材

２
谷物或粮食（例如大米、小米、玉米、稻谷、小麦、大麦、荞麦，以及大豆、蚕豆、花生等），谷物制品以及谷物加工

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例如糠、粉碎的谷粉，碎麦芽或者粗粉）、饲料、啤酒花、麦芽壳和废麦芽

３ 油籽及其产品和油籽的残留物（例如渣滓残渣、种子饼、油渣饼和粗粉）

４ 废金属、金属废料和碎片、铁屑、钢屑和其他车、钻、刨、锉和切产生的碎屑

５ 直接还原铁

６ 铁矿石、硫矿和精矿

７ 木炭、煤炭、褐煤和煤制品

８ 鱼、鱼粉和鱼渣

９ 鱼肥料

１０ 干椰子肉

１１ 木薯干

１２ 食糖

１３ 干冰

１４ 惰性气体

１５ 水果、蔬菜、蔗渣

１６ 酒类、酱油等

１７ 沥青

１８ 橡胶

１９ 化肥

６

犌犅１６９９３—２０２１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船舶封闭处所进入作业许可样本

　　表Ｂ．１给出了船舶封闭处所进入作业的许可样本。

表犅．１　船舶封闭处所进入作业许可样本

本表应由作业负责人以及参与作业的所有人员共同填写完成。

（“是”填写“√”，“否”填写“×”）

概　述

船舶封闭处所名称和位置：

进入的原因：

第一部分　进入前准备

（由作业负责人检查）

·是否通过机械手段对封闭处所进行了彻底通风？ □

·封闭处所是否已被隔离，将所有相关的管路或阀，电源或电力设备切断或关闭？ □

·封闭处所是否进行了必要的清理？ □

·空气检测前是否停止对封闭处所通风，空气环境是否已稳定？ □

·封闭处所是否进行了空气质量检测并表明可以安全进入？ □

·进入前空气质量情况：

———氧气（Ｏ２）： ％体积比（１９．５％～２３．５％）

———有毒有害气体（　　 ）： ｍｇ／ｍ
３ 或ｐｐｍ（允许值：　　　）

———可燃气体： ％ＬＦＬ（小于或等于１％）

检测时间： 　　检测人：

·在处所内有作业人员或工作间歇后，是否已经安排了连续的空气检测？ □

·在处所内有作业人员或工作间歇后，是否对处所进行了持续通风？ □

·通道和照明是否足够？ □

·封闭处所入口处是否安排了即时可用的救助和急救设备？ □

·是否已经将进入计划通知值班船员？ □

·作业人员和监护人员的通信系统是否已经检测并统一了信号？ □

·是否制定了应急程序和撤离程序，并使作业人员均了解该程序？ □

·是否所有的设备都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并在进入前进行了检测？ □

·人员是否正确穿着防护服等安全防护设备用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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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第二部分　进入前的检查

（由进入封闭处所作业人员进行检查）

·此表第一部分已经由作业负责人检查完成。 □

·我已同意和明白通讯程序。 □

·我已同意每隔 分钟联络一次。 □

·我已同意和明白应急程序和撤离程序。 □

·我明白处所内通风系统发生故障或空气检测显示与安全标准有差异时，必须立即撤离。 □

第三部分　呼吸器及其他设备

（由作业负责人和作业人员共同检查）

·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熟悉呼吸器的使用。 □

·呼吸器已经进行如下检测：

———压力表和容量 □

———低压声音报警 □

———面罩：正压力下不泄漏 □

·已检测了通信方式和统一了应急信号 □

·为所有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提供了救助用具和救生绳（如需要） □

完成第一、二、三部分后签字：

作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时

监护人员： 年 月 日 时

拟进入封闭处所的作业人员：

年 月 日 时

批准人：

批准本次作业审批表有效期：自 年 月 日 时

至 年 月 日 时

如果封闭处所的通风停止或检查表中注明的任何条件发生变化，则本审批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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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第四部分　进入人员

（由监护人员填写）

姓　　 名 进入时间 离开时间

第五部分　工作完成

（由监护人员填写）

·工作完成： 年 月 日 时

·锁闭进入的封闭处所： 年 月 日 时

·已经正式通知船上值班高级船员： 年 月 日 时

·已经正式通知作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时

当完成第四、五部分后签字：

监护人员： 　　 日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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