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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船建学院各个科研团队、个人开展校外场

地、海上作业（以下称外场）试验任务的安全作业管理，保障

人员、设备设施安全，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等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学院各个科研团队、个人开展外场试验，

主要包括工程实地测量试验、船海装备海上测试，野外调查

监测等相关科研试验工作。 

第三条  外场试验任务安全管理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分级管理，责

任到人。 

第四条  开展外场试验工作的项目负责人/实验室主任（以下称

负责人）应负责本项目外场安全管理工作。学院实验室与资产管



理委员会负责指导外场试验测试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外场安全管理 

第五条  根据科研工作，确有外场试验任务的团队和实验室需按

照国家、上海市和学校学院的相关规定制定本部门外场试验

工作的安全管理细则，并向学院备案。 

第六条  外场试验应保证至少两人以上参加，严禁一人单独作业。

出发前，外场试验项目组应根据任务要求，确定外场人数，

向学院提交报送“外场试验实施方案”。“外场试验实施方

案”应包含工作计划、作业人员名单、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和应急处置预案。 

第七条  负责人应对外场试验工作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进行监

督审查排除安全隐患，并向学院实资办报备。 

第八条  出发前，负责人应对车船、仪器设备、后勤供应、安全

措施等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做好仪器设备的编号登记、

安装固定、检查调试等准备工作。作业中，仪器设备应设专

人专管，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 

第九条  外场试验部门应根据任务的要求，选定状况良好、证照

齐全并在检验有效期内的作业车辆、船舶等。租赁车辆、船

舶应签订“租车/船协议书〞，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按

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实施外场作业。 

第十条  在进展外场试验前，参试人员应进行现场/船舶救生、

消防、急救等相关技能培训和操作训练。保证作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海上安全知识，熟悉有关安全制度。 

第十一条  应为参试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救生防护设备、办理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二条  海上试验作业期间，应设安全员，负责海上作业的

安全监视管理，定时对海上安全作业情况进展登记，并及时

向上级汇报。 

第十三条  外场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其他不安全因素，应立即

向现场安全员或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及时予以处

理；遇紧急情况时，须听从船上指挥人员的命令，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在确保人身安全情况下，保护好仪器设备、样品

和资料。 

第三章 海试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海上参试人员要严格遵守作业船舶的管理规定，在

工作时，要精力集中、听从指挥、坚守岗位，严格执行操作规

程。 

第十五条  参试人员负责人要及时了解掌握作业海区气象和海

况，在恶劣天气和海况差的情况下，禁止出海作业，正在海

上作业的船舶要采取应急避险措施。 

第十六条  海上作业船舶应配备防火、救生、卫星定位和高频

通讯等设备；航前，应储藏必要的食品、淡水以及燃油等物

资，以确保船舶在作业区有足够的续航能力。 

第十七条  海上试验期间，甲板上应至少保证两名工作人员；



作业人员不准在拉紧的缆索、锚链附近及起重物下停留，不

准坐在船舷、栏杆、链索上，在高空或舷外作业时，要系好安

全带。 

第十八条  航行或风浪大时，无特殊情况，禁止进行高空及舷

外作业。 

第十九条  定点作业期间，白天悬挂作业标志，夜间开启锚泊

灯，并加强值班，注意嘹望观察，按规定时间测船位，防止走

锚、碰撞等事故发生。 

第二十条  作业期间，要确保岸船间、船舶问及船上指挥员和

值班驾驶员间的通讯联络畅通，多船作业时，应设指挥船。 

第二十一条  船靠码头时，应检查舷梯、跳板等设施的安全性

能，禁止从舷梯、跳板以外的地方上、下船；仪器设备和样品

装卸船时，不准从船舷处递送，以保证人身及仪器设备安全。 

第四章 陆上试验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  开展工程实地测量试验或野外调查监测等相关

科研工作时，应严格遵守工程现场安全规定或野外调查地现

场安全要求，做好安全防护，确保人员安全。 

第五章 外场人员安全管理 

第二十三条  外场人员是指开展外场试验的工作人员，包括校

内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 

第二十四条  外场单位在作业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与本岗位

相适应的、专门的安全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训练，为作业人



员配备必要的安全救生防护设备、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并保证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野外安全知识，熟悉外场的有关

安全制度，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第二十五条  外场人员要严格遵守作业汽车船舶等设备的管

理规定，在工作时，要精力集中、听从指挥、坚守岗位，严格执

行操作规程。 

第六章 外场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第二十六条  外场安全事故主要是指发生人员落水、伤残、失

踪、死亡及仪器设备、样品与实验资料、数据、损坏、丢失等

情况。 

第二十七条  发生外场事故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

项目负责人和实验室负责人并逐级上报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

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发生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重、特大事故，须立即报实验室、

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并在 24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上报事故情

况报告。 

第二十八条  轻伤事故，由项目组和实验室相关负责人组织事

故调查组，进行调查。重伤事故、死亡事故，报学校相关部

门，按学校相关规定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特大死亡

事故，逐级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实验室积极配合由国家相关

部门组织的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事故等级的具体标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事故调查处理应按照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

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的原因，查明事故性

质和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

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十条  事故经调查确定为责任事故的，除了应查明事故责

任人的责任并依法予以追究外，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要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第七章 外场安全管理奖惩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应建立外场工作年度奖惩制度，对在外场

安全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集体或个人，项目组和实验室应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二条  对未建立外场安全管理制度或违反业安全管理

规定、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或不接受安全主管部门实施的

监督管理发生安全事故的，除给予通报批评、党纪政纪处分

外，还应给予相摩的经济处罚；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要按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各项目组应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一依据本规定

制定外场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  外场的船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规则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船建学院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 

2022 年 9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