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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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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智库暨专家委员会、广州潜水学校、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

会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分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种医学中心、深圳市德威胜潜水工程有限公司、安

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姜平、田坤文、陈锐勇、华文生、徐国梁、谢年玖、孙海京、蓝智勇、罗雄斌、

杨井宇、容超文、罗娟、杨伟强、廖远强、张辉、陈水开。 

本文件于2023年3月15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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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携式空气潜水紧急漂浮上升训练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携式空气潜水紧急漂浮上升训练的基本要求，以及训练准备、操作程序及应急处理

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空气潜水员、市政工程潜水员及应急救援与公共安全潜水员培训，其它类潜水员培训

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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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0827 职业潜水员体格检查要求 

GB/T 17870 减压病加压治疗技术 

JT/T 1101 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评价 

JT/T 1365 潜水作业现场急救方法与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携式空气潜水  SCUBA air diving 

    潜水员从自身携带的气瓶和呼吸器中吸入空气，呼出的气体直接排入水中的一种潜水方式。 

3.2 

紧急上升   emergency ascent 

自携式空气潜水发生供气不足或中断等情况时，潜水员紧急上升出水的一种程序，包括正常紧急上

升、应急气源上升、紧急游动上升、紧急漂浮上升及共生呼吸上升等。    

3.3   

紧急漂浮上升    buoyant emergency ascent 

自携式空气潜水发生供气不足或中断又得不到潜伴或水面救援，并且因潜水深度太大或体力等其它

原因而无法紧急游动上升出水面的紧急情况下，潜水员通过卸下压重带，快速上浮出水的一种紧急上升

程序。通常以不受控制的方式上升。 

3.4   

水下卸装紧急漂浮上升    underwater equipment removal and buoyant emergency ascent 

自携式空气潜水发生供气不足或中断又得不到潜伴或水面救援，并且装具被绞缠的紧急情况下，潜

水员快速卸下压重带和其它被绞缠的装具组件，快速上浮出水的一种特殊情形的紧急漂浮上升程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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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气压伤   pulmonary barotrauma 

当肺内压相对于外界环境压力过高或过低时，造成肺组织和肺血管撕裂，引起血管气泡栓塞及

气肿，导致某些器官和系统功能障碍的损伤。 

[来源：GJB 7122—2011，4.14] 

3.6 

缺氧症   diver
，
s anoxia 

潜水过程中因吸入气氧分压过低所产生的疾病。 

[来源：GJB 7122—2011，4.23] 

4 基本要求 

学员体格条件应符合 GB 20827规定的要求，身体及心理状况适潜性评估合格。 4.1 

学员已学习和掌握气体压强与体积变化的定律，知晓肺部气体体积变化过度及空腔压力不平衡会4.2 

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学员应掌握自携式空气潜水基本操作技能。 4.3 

掌握应紧急漂浮上升的操作程序及安全注意事项 4.4 

应循序渐进，从浅深度水平方向模拟紧急游动上升训练开始，由浅至深，逐渐提高深度。 4.5 

不应在任何无法直接上升到水面的水域进行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4.6 

应在白天和水下能见度良好的环境下训练。 4.7 

教练应持有有效的实操教员证书和潜水医学技士证书或其他等效的急救和心肺复苏证书。 4.8 

训练期间，教练应始终在现场指导与监护学员训练。 4.9 

无教练监护，学员不得自行练习紧急漂浮上升。 4.10 

5 训练准备 

学员技能、身体及心理状况评估 5.1 

5.1.1 教练在训练前应评估学员自携式空气潜水基本技能熟练程度，包括有控制的下潜与上升、潜游、

面镜排水、呼吸调节器寻回、浮力调节与身体平衡、手势信号及闭气与缓慢呼气训练等。 

5.1.2 教练在训练前宜参照 JT/T 1101进行学员心理状况测评。 

5.1.3 教练应根据对学员的技能、身体及心理状况的评估结果（评估表参见附录 A），并结合学员的

平时表现、现场状态及其它情况，判断学员是否存在技能不足、身体不佳或心理障碍等状况，决定是否

允许学员参加当次的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训练组织 5.2 

5.2.1 训练水深大于 3 m 时，应在训练前履行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审批手续（审批表参见附录 B）。 

5.2.2 教练应结合训练现场环境进行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安全分析，并制定训练计划（参见附录 C）。 

5.2.3 训练水深大于 3 m 时，教练应与学员同时下水，全程指导与监护学员训练。 

装具和设备准备与检查 5.3 

5.3.1 备齐所需装具并摆放好，每套装具包括气瓶、供气调节器、浮力背心、面罩、脚蹼、潜水服、

压重带、潜水刀等。 

5.3.2 检查现场装具是否有损坏、锈蚀或老化等迹象，测试其性能，并填写检查表。 

5.3.3 训练水深大于 3 m 时，现场应备有甲板减压舱系统。 

应急救援准备       5.4 

5.4.1 教练和学员应熟知紧急漂浮上升训练的风险和应急程序。 

5.4.2 训练现场应备有急救箱、便携式吸氧装置、人工呼吸气囊、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手册及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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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4.3 训练水深大于 3 m 时，应有潜水医师值班。 

5.4.4 训练前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演练结束后教练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是否开

展训练的依据。 

安全教育 5.5 

5.5.1 训练前，教练应向学员介绍训练任务，使每名学生清楚训练内容和操作程序。 

5.5.2 训练前，教练应对学员进行安全教育，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告知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存在的风险； 

b) 按规定的操作程序和要领进行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c) 自感身体状况不适或心理不适的学员，不得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d) 强调紧急漂浮上升过程中应保持呼吸道畅通，缓慢呼气，不得屏气上升；       

e) 出水后，学员应在现场停留观察至少 10 min，1 h内不得离开现场 0.5km 范围内。 

6 操作程序 

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6.1 

6.1.1  水平方向模拟紧急游动上升训练 

a）水平方向模拟训练水池的长度应大于15 m、宽度大于10 m、深度不大于3 m，水质清澈见底。 

b）训练时，学员按教练安排有序轮流下潜至水底后，应适应环境并调匀呼吸，准备开始水平方向

模拟紧急游动上升训练。 

c）学员在深吸1～2口气，应一只手举过头顶，沿水平方向向前游动至少9 m的距离，然后上升出

水；水平游动过程中，应缓慢呼气。 

d）教练全过程指导和监护每名学员训练，直至最后一位学员上升出水面。 

6.1.2 垂直方向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a）每名学员下水前，教练应逐一察看并询问其精神和心理状况，并再次强调不得屏气上升出水。 

b）学员按教练指令着装、入水后，应先在水面检查装具是否正常、气密性是否良好。 

 c）学员下潜至水底后，应适应环境并调匀呼吸（切勿过度换气），准备开始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d) 学员深吸 1～2口气，卸下压重带，开始离底上升。 

e）上升过程中，学员头部适当后仰，保持呼吸道畅通，缓慢呼气，但不得屏气。  

f）上升过程中，学员借助潜水服和浮力背心产生的正浮力，自由漂浮上升；不得给浮力背心充气 

增加新浮力和上升速度；若上升太快，可通过打开双臂双腿阻水，或者反向向上抱水以减缓上 

升速度。      

g）上升过程中应一只手举过头顶，并保持观察直至水面，避免与头顶障碍物发生碰撞。 

 h）出水后，教练应对学员现场观察至少 10 min。  

6.2  水下卸装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6.2.1  同 6.1.2a）～6.1.2b）的要求。 

6.2.2  学员下潜到达水底，应在适应环境并调匀呼吸（切勿过度换气）后，开始模拟发生呼吸气体不

足或中断又得不到潜伴或水面救援，并且装具被绞缠，必须水下卸装紧急漂浮上升的紧急情况。 

6.2.3  学员两膝触地，快速解开浮力背心的胸扣、腰扣及腰封贴，双手从背后将气瓶举过头顶再从前

面放入两腿之间，也可先脱开左手臂，将气瓶从身体右侧脱开放到身前。此时，学员继续咬住咬嘴呼吸。                      

6.2.4  学员将腿和身体离开气瓶，脱下脚蹼叠放在气瓶底下，摘下面罩挂在气瓶阀上。 

6.2.5  学员调匀呼吸周期（切勿过度换气），准备上升；卸下压重，深吸 1～2 口气后取下咬嘴，一

起横压在气瓶上面，开始离底上升。 

6.2.6  同6.1.2e）的要求。 

6.2.7  上升过程中，学员借助潜水服产生的正浮力，自由漂浮上升；不得采用气囊和头罩增加新浮力

和上升速度；若上升太快，可通过打开双臂双腿阻水，或者反向向上抱水以减缓上升速度。 



T/CDSA 402.9—2023 

4 

6.2.8  同6.1.2g）～6.1.2h）的要求。 

7 应急处理 

现场急救原则 7.1 

7.1.1 现场急救应遵循 JT/T 1365的相关要求。 

7.1.2 现场急救操作由潜水教练或潜水医师负责实施。 

7.1.3 发生疾病或伤害时应按相应的处理方法和要求进行应急处理；处理某一疾病或伤害时，若并发

其他疾病和伤害，应首先处理危及生命的疾病或伤害。 

7.1.4 在现场处理后，应转送相关医疗机构作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意识障碍           7.2 

7.2.1 若学员在水中或者出水面后出现意识障碍，应呼叫现场和附近人员协助，立即救出水面，并按

照下列步骤处理： 

     a）除去遇险学员的呼吸调节器，清除其口腔及呼吸道内异物，患者处于平卧位，头偏向一侧； 

     b）检查并判断遇险学员有无反应，检查呼吸、心跳是否存在； 

     c）若患者心跳、呼吸存在，按照现场医师或者远程医疗咨询的初步医疗诊断，进行现场处理或者 

送医疗机构救治； 

     d) 若患者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若患者心跳停止，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同时，按照现场医师或者远程医疗咨询的初步医疗诊断，进行现场处理或者送医疗机构救治。 

7.2.2  若学员在甲板减压舱舱内治疗时出现意识障碍，应按下列步骤处理： 

a) 舱内发生心跳、呼吸停止时，进行心肺复苏应按照 7.2.1的要求； 

b) 心跳停止时禁止加压； 

c) 呼吸停止、心跳存在，并且加压治疗刻不容缓，应在人工呼吸的基础上，尝试性加压治疗。 

7.2.3  意识障碍的后送处理要求如下： 

a) 心肺复苏的同时，应联络医疗机构后送； 

b） 后送途中不得终止心肺复苏。 

肺气压伤 7.3 

7.3.1 只要学员出现胸痛、咯血等症状，出水后均应立即给予吸氧，并由潜水医师确定是否需要加压

治疗。 

7.3.2 学员出水面时或出水面后 10 min内发生昏迷、惊厥、感觉障碍、视觉障碍、瘫痪或四肢无力等

状况，应考虑发生肺气压伤造成了动脉气体栓塞，立即加压治疗；若判断存在气胸、气肿等情况，应按

相应方法和要求处理。 

7.3.3 肺气压伤动脉气体栓塞的加压治疗方法和要求如下： 

a) 症状严重者应按 GB/T 17870规定的减压病加压治疗表中的 500 kPa治疗方案处理，症状不严

重者可按 180 kPa 吸氧方案处理； 

b) 加压速度应尽可能快； 

c) 若高压停留结束后气体栓塞症状未完全消失，视现场条件许可，选择更高压力的治疗方案； 

d) 若减压过程中症状复发，应重新升高舱压，直至症状消失，必要时可升至初始治疗压力，然

后按修正方案减压； 

e) 减压至 180 kPa以下，应给予间歇吸氧。 

7.3.4 肺气压伤气胸的处理方法和要求如下： 

a) 若加压治疗前存在气胸，特别是张力性气胸，应及时处理，有必要时应设置闭式引流；否则，

不需要处理气胸，立即加压治疗； 

b) 舱内密切观察呼吸情况，并备用紧急胸穿排气器械； 

c) 减压过程中，若因存在于胸膜腔内的气体膨胀，或肺内损伤部位重新活动、气体又进入胸膜

腔引起复发或新发生气胸，应立即停止减压，将舱压升高 30 kPa～50 kPa或更高些，并及时

抽出胸膜腔内气体，若有必要，应设置闭式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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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肺气压伤纵隔或皮下气肿的处理方法和要求如下： 

a) 症状和体征较轻的，可采用常压吸氧； 

b) 症状和体征严重的，可采用 180 kPa吸氧方案处理； 

c) 加压处理前应排除气胸。 

7.3.6 肺气压伤现场处理的其他要求如下： 

a) 治疗期间和治疗后，应让患者卧床，不宜过多搬动； 

b) 治疗后，应观察 24 h以上； 

c) 如需转运，应卧于担架上转运，不得搀扶步行，转运期间防止震动和颠簸； 

d) 如需人工呼吸，应采用口对口方式，避免压迫胸廓或直接猛烈地用口或机械将空气吹入肺内； 

e) 治疗期间或治疗后，可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辅以药物治疗。 

溺水 7.4 

7.4.1 溺水的一般处理的方法和要求如下： 

a) 应尽快将遇险学员营救出水； 

b) 出水面后，应去除遇险学员呼吸调节器，清除口、鼻内的呕吐物或异物； 

c) 仔细检查遇险学员颈椎有无损伤，如疑似颈椎损伤，应将遇险学员仰卧在硬质木板上并固定； 

d) 开放气道，保持呼吸道处于开放状态； 

e) 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倒水处理； 

f) 若呼吸及心跳停止，应立即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 

g) 如条件允许，应立即给予吸氧，吸氧应持续到呼吸完全恢复为止； 

7.4.2 若需要倒水，应按倒水的方法处理： 

a) 急救人员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遇险学员的腹部放在膝盖上，使其头下垂，然后再按压

其腹部、背部； 

b) 将遇险学员俯卧，下腹垫高，头部下垂，并用手压其背部，使其积水倒出； 

c) 抱住遇险学员双腿，将其腹部放到急救人员肩上，急救人员快步走动，将积水倒出。 

7.4.3 无呼吸道堵塞者，也可不必倒水，即使呼吸道有水堵塞，也应尽量缩短倒水时间，切勿因倒水

而耽误心腹复苏。 

缺氧症 7.5 

7.5.1 潜水员缺氧症的一般处理方法和要求如下： 

a) 尽快将遇险学员营救出水； 

b) 给予呼吸新鲜空气或吸氧,遇险学员自控能力允许时，可进减压舱呼吸高压氧； 

c) 出水面后若心跳、呼吸停止，应立即心肺复苏。 

7.5.2 应鉴别有无肺气压伤并存，如有应按肺气压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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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前学员技能、身体及心理状况评估 

表A.1规定了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前学员技能、身体及心理状况评估内容。 

表A.1 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前学员技能、身体及心理状况评估表 

训练班级：                训练日期： 20   年   月   日  教练签名：         、             

序

号 
学员姓名 

掌握自携式潜水基本技能 

身体

状况

良好 

心理

状况

正常 

知晓

紧急

漂浮

上升

操作

要领

及风

险 

学员签名 

教练

核准

学员

参加

训练 

下

潜

与

上

升 

屏气

潜游

25m，

无面

镜游

100m  

面 

镜 

排

水、

呼 

吸 

器 

寻 

回 

浮

力

调

整

与

身

体

平

衡 

手

势

信

号 

结

伴

潜

水 

闭

气

和

缓

慢

呼

气 

综

合

评

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注：1. 学员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签名，正面情况在空格内打“√”，反之打“╳”；教练核准填“是”与“否”。 

    2.心理状况评估可参照 JT/T 1101 中心理症状表和心理状态表，制作电子问卷，由学员自我评价，教练根据统

计结果进行心理健康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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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审批 

表B.1规定了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审批的内容。 

表 B.1  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审批表 

一、学员及教练情况 

班别  学员技能、身体及心理状况是否已评估  

课次 
共    天 

第    天 
教 练  教练证书是否齐全 □是  □否 

二、训练计划及准备工作 

训练时间  
训练地点及计

划深度 
 计划人次  

装备配备情况  
甲板减压舱系

统准备情况 
 

急救物资准

备情况 
 

潜水医师值班

安排情况 
 训练计划  

应急演练计

划 
 

注：1. 急救物资包括：急救箱、急救手册、便携式吸氧装置、人工呼吸气囊、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及担架等； 

2. 紧急漂浮上升训练水深超过 3 m，甲板减压舱系统应处于待命状态，并有潜水医师值班。 

三、潜水教练确认知悉以下事项  

1.训练前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演练结束后教练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 

2.训练前，教练应对学员进行安全教育，其内容如下： 

a) 告知紧急漂浮上升训练存在的风险； 

b) 按规定的操作程序和要领进行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c) 自感身体状况不适或有心理障碍的学员，不得紧急漂浮上升训练； 

d) 强调紧急漂浮上升出水过程中应保持呼吸道畅通，缓慢呼气，不得屏气上升；       

e) 出水后，学员应在现场停留观察至少 10 min，1 h 内不得离开现场 0.5km 范围内。 

3.水深超过 3 m 时，教练应与学员同时下水，全程指导与监护学员训练。 

4.每名学员下水前，教练应逐一察看并询问其心理状况，再次强调不得屏气上升。 

5.教练应熟练实施心肺复苏操作。 

6.教练应掌握肺气压伤、溺水、缺氧症等的应急处理程序。 

 

申请教练：                    部门审核：                  培训机构负责人审批： 

申请时间：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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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潜水训练日常计划 

表C.1规定了潜水训练日常计划的内容。 

表 C.1  潜水训练日常计划 

实操科目：                                    日期：      年   月   日  

训练前简报会时间：              训练地点：                   编号:                

项目  

训练 

目标 
 

训练 

操作 

设计 

安排 

每人下水

次数 

计划下水

人次 
减压方式 减压表 潜水装具 需用器材等 其它 

       

 

学员

轮流

训练 

顺序 

次

序 

实习 

潜水员 
照料员 

待命 

潜水员 

次

序 

实习 

潜水员 
照料员 

待命 

潜水员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甲板减压舱准备情况  

应急医疗保障准备情况  

签名 实习潜水监督：                              审核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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