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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肺潛水參與人數不再是早期少數專業人員之人口，近年來有趨於大眾化，由於水肺潛水活動安全管理策略成敗，高度影

響水肺潛水者的生命安全，故安全管理在水肺潛水活動之效用，有其探討的必要性。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以立意取樣

訪問六位資深潛水員觀點，採半結構式深度訪問取得結果做為本研究主要內容，配合文獻分析，並透過跨個案分析加以整

理交叉探討，研究結果發現： 水肺潛水活動中，自然因素、設備與科技及潛水規章的安全是可以透過人為被預防及控制的

，故水肺潛水的安全管理策略，需歸咎於人為因素的層面探討。從事水肺潛水必須謹慎、細心及有自信，不可自大、倚老

賣老及英雄主義等態度。水肺潛水較危險的人為因素包含了潛水員無知、態度的偏差、過度自信、身體狀況不佳、疲勞、

睡眠不足及處理危機能力不佳等七項，而這些危害安全因素的發生，並不針對於一般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其中也包括一

些教練身份的潛水員。安全觀念的培養乃人為因素安全管理策略的重點，安全觀念必須藉由潛水基礎教育及訓練傳達訊息

，在日常訓練中安排模擬課程，讓潛水員由模擬中得到更新安全知識的觀念，並實施良好的教育及嚴格自我要求，完善的

「教育」及心理與生理的互相配合才是水肺潛水安全管理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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