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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救捞系统饱和潜水作业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交通运输部潜水主管部门和行

业相关单位对深潜水（饱和潜水）作业保障也越来越加以重视。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

下达 2016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函[2016]506号）文件，由交通运输

部上海打捞局负责起草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计划编号 JT/T

2016-7）。

1.2 编制单位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南通大学。

1.3 编制人员及分工

姓 名 单 位 承担的主要工作

吉宏伟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1 标准的起草

2标准的修订

3 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效果的比较研究

4 编制说明的撰写

汤佳鹏 南通大学

1 标准的起草

2 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效果的比较研究

3 消毒剂现场使用的效果比较

4 编制说明的撰写

李家颂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1 标准的起草

2 标准的修订

3消毒剂现场使用的效果比较

4 编制说明的撰写与修订

金 伟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1 标准的修订

2 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效果的比较研究

3 消毒剂现场使用的效果比较

姓 名 单 位 承担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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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正林 南通大学

1 标准的修订

2 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效果的比较研究

3 编制说明的撰写与修订

黄知果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1 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效果的比较研究

2 消毒剂现场使用的效果比较

顾德章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效果的比较研究

徐军林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效果的比较研究

1.4 主要工作过程

2016 年 4 月，任务下达后，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与南通大学按（交科技函

[2016]506号）文件要求联合成立了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编写

项目组并确定了组成人员及分工。

2016年 4~7月，项目组首先对国内外饱和潜水卫生消毒有关资料进行了查阅、收集

和整理，拟定出编写纲要。然后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工作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开展了对国内各饱和潜水作业机构和潜水作业单位的走访和调查，充分了解饱和潜水卫

生需求和舱室环境及人员卫生消毒的重点后，确定了技术内容、编写方案和具体章节。

2016年 8月，项目组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

生消毒要求》（初稿）的编写。

2016年 8~12月，项目组分别在上海打捞局 300 米饱和潜水系统、深圳市德威胜潜

水工程有限公司200米和300米饱和潜水系统潜水作业中进行了消毒剂消毒方法与消毒

效果的比较研究。

2016年 9~12月，项目组对初稿内容进行了内部审核和修改，形成了交通运输行业

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专家函审征求意见稿），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国内

多个潜水机构/单位的 22位专家发送了“专家函审征求意见表”。“专家函审征求意见表”

发出后项目组共收到书面意见回函 13份，电话或口述回复意见 7份，意见回函共 20份。

2016年 12月，项目组针对收到的专家回函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汇总，并根据

讨论和汇总的结果讨论并整理出了“专家函审处理意见”。

2017年 1月，项目组根据《专家函审意见》，对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

消毒要求》（函审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并在采纳了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

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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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项目组依据实验室消毒剂舱室卫生消毒效果的观察和评估结果据潜水

单位反馈的意见及饱和潜水卫生保障工作的实际需求，增补编写了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征求意见稿）的资料性附录 C“舱室环境及潜水员体表微

生物污染检查方法”。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⑴ 瞄准国际先进性：项目组在编写前，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资料、文献的充分收集

和查阅，在充分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立足于国际饱和潜水卫生消毒措施

手段及饱和潜水消毒剂同效水平制订和编写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

求》。

⑵ 加强安全保障性：以提高大深度潜水作业保障技术水平、保障潜水员健康为核

心，以保证大深度饱和潜水作业安全为主旨，结合前期针对饱和潜水舱室系统环境、人

员卫生状况进行的调查和菌种的采样、培养与分析、实验室及饱和潜水作业现场进行的

消毒剂杀菌试验等研究的前提下，科学制定和编写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

毒要求》。

⑶ 突出自我创新性：在消化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自主创新精神，

本标准中的饱和潜水舱室卫生消毒方法和措施将全部采用项目组经科学比对后所采用

的国产同效药剂组配的消毒剂，其消毒功效经前期实验室比较和现场的试用，已完全可

以同效取代国外先进饱和潜水消毒剂功能。项目组将依据国产同效药剂的特性和功效作

用编写和编制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

⑷ 坚持生产实用性：以国内饱和潜水作业特点为基础，围绕国内饱和潜水舱室卫

生特点和生产应用的需要，坚持以海洋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在生产实用性的基础上与

国际商业潜水的适用性接轨，使本标准成为指导和规范我国饱和潜水卫生工作的技术文

件。

2.2 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要求》名称的更改和确定

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函

[2016]506号）的文件要求，该标准的编写名称为“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2016年 8

月，项目组按交通运输部下达的任务要求完成了交通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

（英文名称：Requirements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for saturation diving）初稿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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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16年 10~11月修订后以交通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专家函审征求

意见稿）的形式向国内多家单位的专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了征求意见表。在收回的

20 份专家意见中，有部分专家根据标准的编写内容，对标准的名称提出了修改建议，建

议认为：本标准中的“卫生”概念包含了清洁和消毒的含义，因此不能将“卫生”与“消

毒”同层次排列。项目组在整理专家意见后，在认真讨论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该意

见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评审会讨论。2017 年 3 月，交通运输部组织专家对该标

准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评审，在会上评审专家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后对函审专家的

意见表示赞同，同时，针对本标准内容，建议增加“饮用水卫生”和“食品卫生”这两

个卫生要求的内容，以完善本标准的饱和潜水卫生要求。2017 年 3 月，项目组根据专家

评审会意见，在增补了“饮用水卫生”和“食品卫生”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后将本标准的

名称更改为《饱和潜水卫生要求》（英文名称：Hygienic requirements for saturation diving）。

2.3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首先，项目组采用舱室环境菌群对照法设定饱和潜水舱室环境卫生消毒的基本参

数。项目组分别在上海打捞局 300 米饱和潜水系统南中国海 126 米饱和潜水、上海打捞

局 200 米饱和潜水系统东海 94 米饱和潜水、深圳市德威胜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S8-200 米

饱和潜水系统涯城 86 米饱和潜水、S6-300 米饱和潜水系统恩平 98 米饱和潜水、番禺

120 米饱和潜水、涯城 86 米饱和潜水作业前以及南通大学 200 米饱和潜水模拟系统 200

米饱和潜水实验前对舱室采取常规清洁消毒和紫外线灯照射后进行舱室环境采样，确定

了饱和潜水舱室环境中菌种、菌落的基础参数后，将菌落培养皿及菌种采样盒放入舱内，

并在以后的饱和作业/实验的第 5、10、15、20 和第 28 天，分别从舱内取出培养皿并对

潜水员体表皮肤及指定区域的舱壁环境进行采样，分析、鉴定出饱和期间影响舱内环境

和潜水员身体健康的主要致病菌及菌落的生长繁殖状况。并依此为依据，参照国外相关

文献的内容遴选同效国产制剂进行敏感试验后确定了“舱室消毒剂”。同时，项目组针

对舱内部分有害致病菌的生长繁殖规律，研究确定了用以增强消毒、灭菌作用的“增效

消毒剂”，不仅可用以阶段性增效消毒，而且对于潜水员早期真菌性皮肤感染具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项目组在上述实验室模拟与饱和潜水作业现场采样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参

考国外饱和潜水舱室卫生消毒相关标准与规范，结合国内饱和潜水作业实际，确定了《饱

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标准的基本内容。为方便使用，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舱室消毒剂

的配制及使用”和“增效消毒剂的配制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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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项目组针对国内饱和潜水作业过程中采取的人员通过 HRC 过渡而居住舱压力

不泄放，始终保持饱和压力进行人员轮换，且使居住舱长时间密闭运转的状况，为保证

饱和潜水舱室环境的卫生安全，项目组依据舱室菌种的繁殖规律及耐药规律，并结合上

海打捞局多年饱和潜水舱室卫生消毒的经验，参考国外相关标准或规范的要求，提出了

饱和潜水员居住舱室在密闭状态下采用舱室消毒剂实施环境和人员卫生维持的“最长时

间限制”。此外，为了方便饱和潜水作业过程中评价消毒卫生效果，或在潜水作业中有

疑似感染暴发或怀疑有致病性微生物污染时的应对处置，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舱室环境

及潜水员体表微生物污染检查方法”。

编写组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确定了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的

内容。

2.4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分为 11 个部分，包括：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作业前舱室

环境卫生消毒，4）作业中舱室环境及人员的卫生消毒，5）巡回潜水后潜水装具和设备

的清洁与消毒，6）甲板居住舱卫生消毒维持时间限制，7）饮用水卫生，8）食品卫生，

9）附录 A（资料性附录）舱室消毒剂的配制及使用，10）附录 B（资料性附录）增效消

毒剂的配制及使用，11）附录 C（资料性附录）舱室环境及潜水员体表微生物污染检查

方法。

2.4.1 本标准的范围： 规定了在饱和潜水作业前舱室环境卫生要求、作业中舱室环境

及人员卫生要求、巡回潜水后潜水装具和设备卫生要求、甲板居住舱最长卫生维持时间、

饮用水卫生要求以及食品卫生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饱和潜水作业舱室环境和进舱人员、物品以及饮用水、食品的卫生。

2.4.2 本标准文件的引用：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9985 手洗餐具洗涤剂

GB 15981 消毒与灭菌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标准

GB 24555 200m 氦氧饱和潜水作业要求

GB 28235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在上述规范性引用文件中，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应用于本标准的“饮用

水卫生要求”，引用 GB 9985《手洗餐具洗涤剂》中的“表面活性清洁剂中的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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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去污力及 pH 值”方面的要求用于饱和潜水作业前舱室基础消毒清洁剂的理化要

求，引用 GB 15981《消毒与灭菌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标准》中的“紫外线照射时间”计算

公式用于“作业前舱室环境、进舱人员和物品卫生”舱室环境紫外线照射的要求，引用

了 GB 24555《200m 氦氧饱和潜水作业要求》中饱和潜水居住舱卧具卫生要求作为本标

准饱和潜水期间潜水员卧具更换的卫生要求，引用了 GB 28235《紫外线空气消毒器安全

与卫生标准》中关于紫外线灯的辐照强度效率检验、使用寿命以及更换的要求作为本标

准紫外线灯的使用要求。

2.4.3 作业前舱室环境、进舱人员和物品卫生要求：规定了饱和潜水作业前居住舱环境、

物品、进舱人员以及过渡舱环境、座便器、盥洗池，高压救生舱、潜水钟环境及潜水装

具的清洁、消毒剂的使用及卫生要求。

2.4.4 作业中舱室环境及人员卫生要求：规定了饱和潜水作业中居住舱环境、递物筒、

舱底、淋浴设施及盥洗池、座便器的清洁、消毒方法及卫生维持，规定了饱和潜水员在

饱和期间体表、外耳道、卧具、内衣及睡衣的消毒及卫生要求。

2.4.5 巡回潜水后潜水装具和设备的清洁与消毒：规定了巡回潜水后潜水服、潜水装

具、潜水钟分别在油污水域和非油污水域下巡回潜水后的内外环境清洁、消毒与卫生要

求。

2.4.6 甲板居住舱卫生消毒维持时间限制：规定了饱和潜水作业甲板居住舱最长卫生

消毒维持时间的限制为三个饱和周期，三个饱和周期后该甲板居住舱必须泄放压力至常

压，并开放舱室，重新按作业前舱室环境卫生要求进行清洁和卫生。

2.4.7 饮用水卫生：规定了饱和潜水舱内人员饮用水卫生的要求。

2.4.8 食品卫生：规定了饱和潜水期间饱和潜水员的食品卫生要求及从事饱和潜水食

品制作人员的健康要求。

2.4.9 附录 A（资料性附录）舱室消毒剂的配制及使用：该附录用于对舱室消毒剂的配

调、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储存要求以及使用注意事项的指导和说明。

2.4.10 附录 B（资料性附录）增效消毒剂的配制及使用：该附录用于对舱室增效消毒

剂的配调、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储存要求以及使用注意事项的指导和说明。

2.4.11 附录 C（资料性附录）舱室环境及潜水员体表微生物污染检查方法：该附录主

要用于在饱和潜水过程中或在潜水作业中有疑似感染暴发或怀疑有致病性微生物污染，

或是需要对舱室卫生消毒效果进行评价时，对目标微生物进行收集、采样、检查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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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说明。

2.5 标准中关于对“饱和潜水作业甲板居住舱最长卫生消毒维持时间限制”要求的编

制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饱和潜水舱室卫生消毒最长维持时间为三个饱和周期，三个饱和周期

后该甲板居住舱必须泄放压力至常压，开放舱室，重新按作业前舱室环境卫生要求进行

清洁和卫生。该项限制规定的编写基础是基于项目组通过对饱和潜水期间舱室菌群生长

繁殖状况调查，发现在饱和潜水期间，潜水员居住的甲板居住舱环境内存在的部分真菌

在长期消毒剂的作用下会逐渐产生抗性，而部分细菌则因长时间高气压作用的影响导致

细胞 DNA 结构发生变异。产生抗性后的真菌不仅对消毒剂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而且

其繁殖的速度因分孢子体数量的增多而加速，细菌类则因部分变异菌的繁殖，则可能会

导致原有消毒剂抗生族谱的失效。为避免饱和潜水甲板居住舱因长时间运作而导致现有

卫生防控措施的失效，项目组根据目前饱和潜水作业的作业状况，提出了“舱室卫生消

毒最长维持周期”的合理化建议，以维护饱和潜水舱室环境卫生的安全。鉴于目前世界

各国对“最长维持周期”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项目组在结合上海打捞局和国内

其他潜水单位开展饱和潜水作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参照目前世界各国对饱和潜水卫生

管理的“惯例要求”，提出将三个饱和周期设定为“舱室卫生最长维持周期”。

3. 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随着海洋资源开发走向深海，饱和潜水作业方式越来越被普遍使用。在饱和潜水条

件下，微生物的生长会受舱室密闭环境、温度、湿度、压力及高分压氧等因素的影响。

饱和潜水时频繁的巡回潜水和舱内外物品的穿梭递送，极易使海水中和外界附着的各种

微生物进入饱和居住舱。由于饱和潜水舱室内空间狭小，氧分压高，温湿度适宜，无紫

外线照射，非常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致病菌蔓延，造成长期居住在其中的潜水员感染。

而且，一旦感染后，其治疗比常压下困难，治疗效果也没有常压下迅速和有效。这样的

感染有时还会爆发，导致作业的终止，经济损失具大。为此，世界各国不仅将饱和潜水

居住环境的卫生消毒和致病菌群的控制作为饱和潜水环境支持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饱

和潜水时潜水员生命支持技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该标准颁布、实施后，可作为一份推荐性标准，应用于国内饱和潜水作业，成为我

国各类饱和潜水作业时，指导舱室环境卫生控制及物品、人员消毒和卫生维持以及饱和

潜水人员疾病预防的消毒卫生防控操作指南。因此，该标准将为今后指导、帮助潜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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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时保障潜水员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提高潜水作业效率提供重要的基础，直接与间

接的经济效益明显。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随着饱和潜水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提高深潜水

（特别是饱和潜水）作业保障技术更加重视，国外很多著名的潜水机构在各自的饱和潜

水技术标准文件中均列有饱和潜水的舱室卫生和消毒措施相关的标准或指南。完善的深

潜水（饱和潜水）作业保障措施是保证饱和潜水作业安全、顺利进行的基础条件。虽然

深潜水保障技术包含有多项技术内容，但其中的饱和潜水舱室居住环境和人员的卫生消

毒由于直接关系到饱和潜水环境和人员的健康安全，因此，世界各国将饱和潜水居住环

境的消毒及卫生学控制作为饱和潜水生命支持中一项重要的技术内容进行专门的研究，

并在各自的饱和潜水手册中对舱室的卫生消毒和防控要求均制订了明确的操作规定。

项目组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充分汲取国外先进理念，按照国际通用规则的要求，

特别是参考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关于饱和潜水舱室环境和人员卫生消毒的标准或指南，

如下述参考文献所列，对标准的范围、条目、内容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和论证。为了较全

面地体现本标准的指导意义，在广泛听取业内专家和潜水员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上海打

捞局在近十年来饱和潜水舱室卫生消毒的经验和体会，增加了“潜水钟清洁卫生与消毒”

及“甲板居住舱卫生消毒维持时间限制”要求，该款项的提出不仅填补了既往饱和潜水

在巡回潜水后潜水钟消毒卫生措施的空白，而且对进一步规范饱和潜水消毒卫生程序、

提高饱和潜水舱室卫生消毒质量和保证饱和潜水舱室环境及人员卫生安全提供了一套

程序性的操作措施。因此，本标准达到了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先进水平。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是饱和潜水作业相关系列标准中的一部分，与其它有关饱和潜水作业涉及的

标准配套使用，如饱和潜水作业人员要求（JT/T 741-2009）、200m 氦氧饱和潜水作业程

序（GB 24555-2009）、200m 氦氧饱和潜水作业检查要求（JT/T 743-2009）等，以保障

潜水员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提高潜水作业效率。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意见分歧。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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