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应重视一线施工现场审核 

                                     

  案例提交人：王颖 

摘要： 

2016 年 10 月 29 日，在受审核方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浙玉机 997”（挖沙船）

沉船打捞项目现场审核时发现，潜水员张 XX 在上午 9 时至 12 时之间 2 次入水（平潮水深

约 8 米）探测沉船舱内海沙清理进度及指引“满洋 7”吊机安放泥浆泵，查看潜水期间水面

供气系统仅一套，无水面备用气源,不符合《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6.2.1.3 条款 “不需

要减压的水面供气式潜水（0～30m）”的最低设备要求。且潜水作业现场无着装待命预备潜

水员，不符合公司海工部《潜水安全作业手册》4.7.3f) “进行水面供气式潜水时，预备潜水

员应着装待命（可不带上呼吸器和压铅），做好随时入水准备”之规定。 

仅一台空压机水面管供空气，无备用气源，潜水员水下作业亦未佩戴备用回家气瓶，

潜水作业过程一旦发生设备故障造成的供气中断，或供气软管意外脱落，或水下结构物以

及难船船舱内设备设施绞缠软管卡住潜水员，使其供气中断且无法自主脱身，潜水作业现

场无着装待命预备潜水员，无第二套潜水装具及供气系统，不能及时下水施救，会使潜水

员面临窒息死亡的风险。 

以上事实不符合 ISO9001-2015 标准 8.5.1、GB/T 24001-2015 标准 8.1、GB/T 28001-2011

标准 4.4.6 运行控制的相关要求。 

一． 审核背景 

1．受审核方名称：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2．企业概况：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从事沿海沉船沉物打捞、 海

难救助、海上船舶溢油清理服务、港口及海洋工程施工潜水配合等业务。公司经中国潜水

打捞协会评定，打捞能力为海上三级，潜水服务能力为潜水作业三级。 

3．认证类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4．审核范围：QES：资质范围内的潜水作业、沉船沉物打捞及相关船舶溢油清理服务，Q 不适

用条款：8.3*** 

5．审核时间： 

2016 年 10 月 29 日 （施工现场） 

6. 审核员：  王颖   



 

二．施工现场审核实施过程及主要审核发现与沟通 

受审核方申报现场审核的沉船打捞、潜水作业项目是沉没于台州金清白果山岛东约 3

海里的水域的货船“浙玉机 997”轮“的水下探摸及打捞。经了解，难船“浙玉机 997”轮“（总

吨：499 吨、净吨：279 吨、载重吨：960 吨；船舶主尺度：51.8m×9.2m×4.0m）于 2016

年 10 月 6 日 19 时在距离金清白果山岛东 3 海里的水域（沉船概位：121°41'54″E/28°

30'21″N）沉没，沉没前满载黄沙。 

在 2016 年 10 月 29 日抵达施工现场前查阅了《 台州金清白果山岛附近水域沉船“浙

玉机 997”打捞方案》，了解了施工方法（整体打捞、投入 600 自航浮吊船、力学计算、起

吊船起吊安全系数、钢丝索配置及安全系数），施工工艺流程（施工准备—辅助施工船进场

—沉船货舱清理—浮吊船进场—起吊钢丝绳挂钩——沉船起吊、排水、清理——沉船拖带

——清场撤点）、拟投入的船机设备。合规性方面查阅审核了《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

2016.10.13/台海同航准字【2016】第 21 号；核查本项目所使用的起重船满洋 7、抛锚船满

洋 16 及起重船军西 1 号（租赁）的船检证书（包括海上船舶适航证书、海上船舶防止生活

污水证书、防止油污证书） 

进一步了解到目前施工进度，受审核方在申请、获取台州海事局出具的《水上水下活

动许可证》后调遣“满洋 7”（工程船）和“满洋 16” （抛锚船）分别于 10 月 24 日及 26

日到达难船失事海域，布场，探摸，24-27 日实施了沉船水下探摸及货舱清理（吸排沙）。 

审核组抵达施工海域作业现场后， 旁站观察吸排难船船舱沙子及潜水配合作业。重点

关注了现场施工船舶适航安全、整体施工作业全面管理、潜水员及生命支持员资格及安全

意识环境行为、潜水作业安全的技术应用。发现了以下不符合事实： 

 

问题一： 

      查该项目作业日志，公司“满洋 16”及“满洋 7 号”分别于 10 月 24 日及 26 日到

达难船现场，24-27 日实施了沉船水下探摸及货舱清理（吸排沙），不能提供项目启动前已

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环保、施工技术交底的证据。 

 

问题二：查现场作业的起锚船“满洋 16” 主甲板左船舷消防栓内无消防水带。 

 



 

     

 

问题三： 

吸排沙作业过程中见“满洋 7 号”船上施工人员将破损缆绳直接扔入海中。 

 

 问题四：“浙玉机 997”（挖沙船）沉船打捞项目现场，潜水员张 XX 在上午 9 时至 12

时之间 2 次入水（平潮水深约 8 米）探测沉船舱内海沙清理进度及指引“满洋 7”吊机安

放泥浆泵，查看潜水期间水面供气系统仅一套，无水面备用气源,不符合《潜水及水下作业

通用规则》6.2.1.3 条款 不需要减压的水面供气式潜水（0～30m）的最低设备要求。且潜

水作业现场无着装待命预备潜水员，不符合公司海工部《潜水安全作业手册》4.7.3f) “进

行水面供气式潜水时，预备潜水员应着装待命（可不带上呼吸器和压铅），做好随时入水准

备”之规定。 

以上事实不符合 ISO9001-2015 标准 8.5.1、GB/T 24001-2015 标准 8.1、GB/T 

28001-2011 标准 4.4.6 运行控制的相关要求。 

 

向受审核方项目负责人阐明了目前设备配置，潜水安排存在的风险，并得到了受审

核方的充分认同：仅一台空压机水面管供空气，无备用气源，潜水员水下作业亦未佩戴备

用回家气瓶，潜水作业过程一旦发生设备故障造成的供气中断，或供气软管意外脱落，或

水下结构物以及难船船舱内设备设施绞缠软管卡住潜水员，使其供气中断且无法自主脱身，

潜水作业现场无着装待命预备潜水员，无第二套潜水装具及供气系统，不能及时下水施救，



会使潜水员面临窒息死亡的风险。 

那么，潜水究竟有多危险？大数据显示，潜水事故死亡率与交通事故、采矿死亡率

等相比高居榜首。 

 

进一步探讨，潜水多深最危险？本项目 8 米潜水是否不必过于谨慎？事实与我们猜

想的相反，并不是潜水越深事故率越高，潜水事故分析数据显示大约一半的潜水事故发生

在水深 10米以内。 

    

 

施工现场沉船清沙作业过程： 



 

                     工程船舶 

 

                    潜水员着装 

  

                 水面管供空气潜水 



 

                     潜水员下水 

 

把关员、话务员等水面工作人员配合 

 



 话务员传递潜水员信息指引“满洋 7”吊机手操作吊机向沉船舱内安放泥浆泵 

 

       吊机吊放泥浆泵至潜水员指定位置 

 

                      泥浆泵清沙（减轻沉船重量） 



三． 受审核方不符合项整改 

1 不符合项纠正 

1） “浙玉机 997”沉船打捞项目现场补充配置潜水设备及供气系统。 

2）   潜水员潜水作业期间，预备潜水员着装待命（不带呼吸器和压铅）。 

       

3)“满洋 16” 主甲板消防栓的消防水带归位，附整改后图片 



    

4)实施中“浙玉机 997”沉船打捞项目，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环保、施工技术交底、培训。  

 

2.原因分析： 

公司重视打捞施工作业风险把控，但对配合实施打捞的辅助潜水作业风险关注不够。潜水组安全意识欠缺，未考虑本项目低深度

潜水亦存在不可忽视的作业风险。在施工管理责任划分方面，因潜水作业相对独立，由潜水监督专业负责潜水技术应用及安全，项目

负责人对潜水组监管较弱。 

3． 纠正措施 

a) 增加安全监管责任：公司明确沉船打捞项目在潜水监督专业负责潜水作业管理的前提下施工现场负责人需监督潜水班组作业安

全。 

b) 海工部组织公司潜水监督、潜水员、生命支持员等学习《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潜水安全作业手册》 

c) 总经办人力资源主管联合船机部组织对公司施工人员（船员及潜水员等）培训《污染预防环保控制程序 ZJMY-P-26》《船舶防

污染管理规定 MY/D14》《船舶防火防爆须知 MY/D10》                                   



四．审核总结和审核成效 

1、审核思路应清晰有序：围绕审核范围，结合沉船打捞现场施工进度，按照过程审核方

法顺序审核了打捞方案策划（包括技术方案及环保、安全措施）、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等审

批手续办理（合规性）、作业船舶（起重船、交通艇、起锚船）适用性和船检安全、施工前

安全技术交底、现场施工管理的有效性并获取了较充分、客观的审核证据。 

2、审核重点控制有效：确定施工现场审核为整体审核重点，现场审核中进一步结合沉船

打捞潜水作业行业特点重点关注了施工船舶适航安全、整体施工作业安全管理、潜水作业

安全技术应用及潜水员、水面配合人员资格、能力和安全环保意识，力求收集第一手直接

证据，通过实质性的审核发现，客观判定企业施工现场管理实效。 

3、获取证据的方法突出了对施工现场管理及施工作业的深入观察： 

重点突出了对施工现场管理的全面多维度观察：既观察了项目负责人对难船清沙施工

作业的整体调度、满洋 7 满洋 16 船舶设备设施完好性及作业过程中定锚起锚发电机供电、

潜水作业准备、实施及水上配合、潜水电话沟通并吊机手指挥，也在细节上关注了船员在

常规工作状态下随机的环境行为。 

4、审核效果良好：就发现的问题分别与沉船打捞施工现场项目负责人、相关施工人员以

及公司领导层做了深入沟通，公司领导非常重视，表示“安全无小事，尤其潜水打捞是高

风险行业，人命关天，决不能有一点侥幸心理”，公司马上安排专人补充配送潜水供气系统

到台州难船打捞施工现场，并在安全监管系统上增加了施工现场负责人对潜水族安全监管

责任，突破单一专业分管导致潜水组安全措施不足的管理风险。                  

  

 2017.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