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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下稱 CDC)

船舶衛生計畫(Vessel Sanitation Program，下稱 VSP)係針對入境美國之客船進行定

期及無預警衛生檢查之制度，該制度自 1970 年代開始運作多年且為國際主要郵

輪公司依循。本次參加 CDC VSP 舉辦之定期教育訓練，了解 VSP 對於客船食品

安全、飲用水及娛樂用水安全、傳染病監測等領域之規範，以及客船傳染病通報

標準、檢查評分設計及結果發布等機制。此外，實際參與 VSP 檢查人員登船檢

查，觀摩完整檢查流程、與船方之溝通應對、報告產出方式等；經由參與訓練課

程及實務觀摩，增進我國客船衛生檢查國際經驗，並建議可汲取 VSP 特點，做

為未來我國客船檢查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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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船舶衛生計畫(Vessel Sanitation Program, VSP)係針對入境美國之客船進行衛

生檢查，主要目的是協助郵輪業者預防和控制郵輪上急性胃腸道疾病(acute 

gastroenteritis, AGE)的爆發及傳播，為成熟運作多年且為國際主要郵輪公司依

循之制度，並定期舉辦訓練，主要供郵輪業相關從業人員參加；而我國現行

船舶衛生檢查制度係依循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05 年頒布之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 2005)之規範，

執行船舶衛生檢查及證書簽發。為了解 VSP 對於客船食品安全、飲用水及

娛樂用水安全、病媒防治、傳染病監測等領域之規範，派員參加本次訓練；

此外，經事前溝通協調，VSP 同意本署學員隨同 VSP 檢查人員共同登兩艘

客船，實際參與正式檢查，以了解檢查流程、與船方之溝通應對、報告產出

方式等；藉由課程訓練及實務觀摩，增進客船衛生檢查之國際經驗並建立溝

通管道，以做為未來我國之參考。 

 

貳、 過程 

一、 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紀要 

11/11、12 啟程，經美國洛杉磯轉機抵達邁阿密 

11/13、14 參加 VSP Seminar* 

11/15、16 觀摩船舶檢查 

11/17～19 返程，經美國洛杉磯轉機返抵臺灣 

*備註：VSP Seminar 為 3 天之訓練課程(11/13-11/15)，惟因 VSP 另於 11/15

及 11/16 分別安排客船檢查且歡迎本署學員共同參與，爰僅參加 11/13-14

之課程 



5 
 

二、 VSP 介紹 

美國 CDC 依據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法第 264 條與檢疫相關規範授權，自

1970 年代與郵輪業者合作制定船舶衛生計畫(VSP)，促使郵輪業者清楚且

主動的擔負應該履行的船舶衛生管理責任，並且以疾病預防控制的概念，

致力於降低郵輪上發生 AGE 事件的風險。該計畫包含四大部分： 

(一) 客船衛生檢查(Operational Inspection)：對象為航行於國際間、載客大

於 13 人且入境美國的客船，每年應接受兩次無預警檢查；VSP 依船

體大小由 2 到 4 人組成檢查團隊登船。檢查重點包含疾病報告、飲

用水、娛樂用水設施、食物安全、醫療日誌、環境衛生及工作人員知

能等類別，共計 44 項，分數滿分為 100 分、86 分以上為通過(報告表

格如下)。 

 

圖 1、VSP 之船舶衛生檢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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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測及突發疫情調查(Surveillance & Outbreak Investigation)：監測客船

人員 AGE 情形，當爆發 AGE 群聚時，VSP 會派員登船進行調查。 

(三) 船體結構諮詢(Consultation on Construction)：與公共衛生相關的設施，

包含：食物、飲用水及娛樂用水等，制定 VSP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客船在設計及建造時，應符合前揭規範，VSP 提供建造計畫審查及登

船結構檢查等。 

(四) 訓練及諮詢(Training & Consultation)：VSP 每年定期舉辦六次教育訓練

(即本次參與之 Seminar Training)，主要提供有參與 VSP 之郵輪業者參

加。 

 

三、 VSP Seminar 

本次 VSP Seminar 之課程表如附錄，摘述課程重點如下： 

(一) 急性腸胃炎(AGE)個案監測與群聚事件調查 

船方需制定適合自身之疾病預防控制監測計畫(outbreak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protocol)，持續監測 AGE 個案及群聚事件之發生、釐清流行

病學因素，並執行必要的預防及控制措施。最常見引發 AGE 的病原

為諾羅病毒，另外也有部分因細菌引起；可使用「腹瀉與嘔吐症狀個

案比值(diarrhea to vomiting prevalence ratio)」來研判 AGE 群聚事件的病

源，其定義是比值≦2.5，可推斷屬病毒引發的事件；比值若≧2.6，則

可推斷該事件病原為細菌。此外，船舶應於入境美國 24 小時前向 VSP

通報 AGE 個案情形，若通報後有新增個案，也應於入境前 4 小時更

新通報；惟若船上 AGE 個案數超過旅客或船員人數的 2%，則應立即

通報，若超過前揭人數之 3%，也應立即再次通報。 

(二) 船舶清潔管理 

船舶清潔管理屬於疾病預防控制監測計畫的一部分，船上負責船舶清



7 
 

潔管理的人員必須具有良好的工作知能，此為評分表的其中一項。此

外，船方訂定相關執行的工作流程也須符合 VSP 規定，包含洗滌劑的

使用、清潔溶液是否符合規定濃度、遇有嘔吐物時的處理流程，或是

遭汙染之被褥等是否有獨立清潔設備、清潔液置放時間時否足夠等細

節，都是需要被強調與落實的要項。 

(三) 設備與設施 

VSP 將船上與食物相關的設施概分為「食物接觸表面」或「非食物接

觸表面」，若為食物會接觸到的表面，則強調要具備平滑、容易清潔、

不吸水材質等性質。此外，各項器材的設置空間中，與地板或牆面的

空隙是否適當而有足夠空間可供清潔，也是需要注意的部分。每一個

儲放食物的空間或加熱/保冷的設備中，溫度測量設備是必要裝置。 

(四) 鼠媒及其他病媒蚊蟲控制管理 

為防範鼠類或其他蚊蟲病媒造成船上衛生威脅，船舶需自行訂定適用

的整合性病媒管理計畫(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計畫重點包

含主動和被動監視機制，各項防治作為是否確實執行且有完整紀錄，

以及持續監控各項防治作為的有效性。重點措施包含客船靠岸 1 小時

內直到離岸都必須懸掛防鼠盾、會與食物接觸的餐具設施或食物都必

須與船板保持至少 6 英吋(約 16 公分)的距離等。客船上不能任意使用

殺蟲劑，僅有接受過專業認證訓練的船員才可依照相關規定使用，且

使用相關過程均須有紀錄，紀錄至少須保存 12 個月。 

(五) 環境衛生管理 

環境衛生管理強調的環境包含小於 6 歲兒童使用的遊樂中心，其設置

上必須符合兒童需要，包含馬桶、洗手設備等；此外，出現傳染病症

狀的兒童應被禁止進入該空間。空調設施的管理主要強調其清潔與持

續監測等相關的規定是否落實、排水的機制是否完善，不能出現積水

等狀況，另外空調設施須定時將相關設施打開進行內部檢查，以確定



8 
 

前述的清潔度與是否積水等問題出現。 

(六) 食物風險與安全管理 

此主題相關課程約佔本次參加訓練講授課程部分所有時間的二分之

一，可見該主題的重要性。 

1. 食物風險：會引發食物風險的原因大致分為物理性(如玻璃、金屬、

橡膠等)、化學性(如自然產生的黴菌毒素或食物添加劑)、食物過

敏、生物性(如細菌、病毒或寄生蟲)。因此從食物來源至處理過

程都需要在良好的監督下完成，特別是食物烹調與保存溫度是否

符合標準。 

2. 食物安全：食物安全管理首重船舶工作人員的健康，故工作人員

一旦出現腸胃道症狀，均須嚴格管制。此外，船上所有提供的食

物除了確定來源的安全，從製作過程至供餐過程，均須依照標準

作業流程處理。各類型食物(如：牛肉或海鮮等)烹調溫度均有不

同的規定。為降低引發 AGE 個案之風險，訓練課程中相當強調

洗手，從洗手裝備是否足夠、洗手時間是否足夠、方法是否正確

等，都是再再被強調的預防方法。每一個製作餐飲的部門，均須

制定「時間控管計畫 (Time-control plan)」(如下圖)，以維各項餐

飲都在安全的範圍下提供給旅客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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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客船上餐飲部門的時間控管計畫 

 

此外，本次因隨同 VSP 登船檢查，故未參加 11/15 之訓練課程及屬於

技術領域之飲用水及娛樂用水安全課程，惟根據主辦單位提供之紙本資料，

重點摘述如下： 

(一) 飲用水來源如果是從港口補給，須注意補水站相關設施是否符合世界

衛生組織規範，以及須有水質檢測證明文件，水質檢測項目須包含大

腸桿菌(E.coli)檢測。此外，飲用水補水管線的連結與標示必需清楚且

獨立，以避免誤接其他用途之管線，各水管間的連接帽款式須使用具

有其獨特性質的設計，降低誤接其他用途水管之風險。水中餘氯值與

酸鹼值需持續監測，標準濃度應至少有 2.0ppm，pH 值需不超過 7.8，

另於加水過程中，需每小時測量及記錄前述檢測。 

(二) 飲用水如果是船舶自製，則須確認像是空調冷卻水等均不可作為水源，

需有逆滲透及蒸餾板等設施，且相關管線的設置務必確保免受環境汙

染之風險。水中餘氯值與酸鹼值需持續監測，標準濃度應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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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pm，pH 值需不超過 7.8，另於製水過程中，需每 4 小時測量及記

錄一次。 

(三) 船舶上像是游泳池的水是屬於娛樂用水的一部分，娛樂用水須定期清

潔漂流於水中的小碎屑或有機物，另餘氯值監測須持續進行，例如游

泳池等娛樂用水設施須介於 1.0 ppm 與 5.0ppm 之間，若是兒童用的戲

水池或三溫暖設施，其餘氯值則需要大至 3.0 或 4.0ppm，且容許值上

限在 10.0ppm。此外，娛樂用水設施要有過濾系統定期過濾水池內可

能的汙染物，例如泳池的水過濾速度就規定在 4-6 小時。 

 

四、 VSP 客船檢查 

本次經出國前溝通協調，VSP 同意本署學員於 11/15 及 11/16 隨同 VSP

檢查人員登船，實際參與 VSP 官方檢查，以了解檢查流程、與船方之溝通

應對、報告產出方式等；摘述 VSP 客船檢查之重點內容如下： 

(一) 檢查時間及流程安排 

大略時間 工作內容 說明 

檢查前 檢查前準備 
先行了解該船背景及前次受檢結果，列

印前次檢查報告隨身攜帶 

07:00-07:20 抵達受檢船 通知船方受檢 

07:20-07:50 
檢 查 前 啟 始

會議 

1. VSP 檢查人員與船方相關領域主管

進行雙方介紹 

2. VSP 檢查人員說明檢查區域、內容以

及分工 

3. 確認受檢船是否有需 VSP 配合事項 

07:50-14:00 
船 上 各 區 域

衛生檢查 

1. VSP 檢查人員每人分配不同的檢查

區域，由該區域負責船員帶領，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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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檢查  

2. 檢查區域涵蓋醫療、食物、飲水、娛

樂用水、廢棄物、引擎室、駕駛艙、

兒童照護設施、空調間等處 

3. 檢查方式包含：目視、以儀器測試(水

的餘氯及酸鹼值、溫度、光度等)、

檢查進貨紀錄等各項文件、詢問負責

船員或要求現場操作等 

14:00-15:20 

VSP 檢查人員

討 論 檢 查 結

果 及 製 作 檢

查報告 

1. 此流程不對船方開放，由船方提供空

間供檢查人員討論 

2. 檢 查 人 員 各自 繕 書檢查 發 現 的 缺

失，亦會相互討論，例如該缺失是否

扣分、該引用檢查報告之哪一項目進

行扣分等 

3. 檢 查 人 員 確認 檢 查結果 及 計 算 分

數，並當場製作及列印檢查報告草稿

(Draft Copy) 

15:20-16:30 
檢 查 後 結 束

會議 

1. VSP 檢查人員依 Draft Copy 逐項向船

方說明當天檢查發現之缺失事項以

及檢查結果 

2. 雙方就缺失事項進行討論，並且確認

檢查結果 

16:30 離船 
配合郵輪航程，於離港時間前結束檢查

並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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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區域檢查重點 

 檢查日期：11/15   

 VSP 檢查人員：3 人 

 受檢郵輪：Celebrity Edge (噸位 129,500/船員人數 1,320/載客人數

2,926) 

 本署學員跟隨檢查區域：郵輪上所有供應餐食的大小餐廳、酒吧及其

配膳室 

  

以溫度計測量廚房內半成品中心溫

度，以及檢查是否有確實標示半成

品的製作日期、是否逾食用期限等 

要求負責的船員將製冰機的主機面

板拆卸下來，檢查裡面的過濾膜是

否乾淨 

  

以自備的螺絲起子將 hood wash 

cabinet 面板拆開，發現內部管線有

疑似化學藥劑洩漏及殘留 

檢視生蠔進貨紀錄及每批次進貨之

包裝標籤，發現紀錄有遺漏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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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準備區域檢查：垂直/水平表面

交接處是否有隙縫、接縫處是否以

silicon 填補、是否容易清潔等 

以手電筒照射餐具儲藏櫃及餐具

(杯盤等)表面，確認是否有病媒孳

生、或餐具是否確實洗淨 

  

要求船方現場啟動洗杯/盤機並運

作一個清消循環，並以附帶有延長

線的溫度計動態監測運作時的水

溫，確認是否達到規定的溫度 

於配膳室檢查張貼之時間控制計畫

(Time Control Plan)，確認其內容符

合該配膳室的運作特性，例如供應

餐點的時段等 

 

 檢查日期：11/16  

 VSP 檢查人員：2 人 

 受檢郵輪：Island Princess (噸位 88,000/船員人數 900/載客人數 2,200) 

 本署學員跟隨檢查區域：醫務中心、廢棄物處理區、引擎室、加水

站、駕駛艙、游泳池、兒童照護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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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務中心檢查疑似傳染病個案檢

體採集之流程、包裝及運送用品(保

冷、防洩漏、內外層紙箱、標示) 

檢查醫務中心隔離病房廁所內蓮

蓬頭之防逆流裝置 

  

檢查郵輪水質管線中，防逆流裝置

的清單，並確認前次檢查於此處的

相關缺失是否已改善 

檢查加水站之管線、標示、管線儲

放櫃、連接帽等 

  

於引擎室內檢查飲用水製造流程、

管線設計及標示、儲水槽設計、材

質及標示等 

於 引 擎 室 內 檢 查 飲 用 水 製 造 流

程、製水後加入氯化物，並監測餘

氯及酸鹼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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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廢棄物處理區之甲板材質，垂

直/水平表面交接處是否有隙縫、是

否容易清潔等 

測 量 游 泳 池 池 水 之 餘 氯 及 酸 鹼

值，並請負責船員同步檢測，以確

認船上儀器準確性 

 

(三) 檢查分數計算 

1. 記分表如圖 1，滿分為 100 分，依缺失項目往下扣分，86 分以上為

合格。 

2. 總共 44 個指標，以風險大小為基礎訂定各項指標的比重配分，例

如第 1 個指標「Disease reporting」占分 4 分。 

3. VSP 檢查人員於檢查過程中依發現的缺失及對應的檢查指標，並依

風險程度判定扣分分數，以第 1 個指標「Disease reporting」為例，

檢查人員可依船方是否有依規定通報傳染病，以及通報的正確性、

時效等缺失之嚴重程度，決定扣 1 至 4 分，最後計算全部指標的總

扣分，以得出最終檢查分數。 

(四) 檢查結果討論及報告產出 

VSP 檢查人員分頭完成負責區域之檢查後即再度會合，閉門討論

檢查過程中的發現及結果，對於檢查結果有共識後，即將其彙整為檢

查結果報告草稿(Draft Report)，並當場以筆記型電腦繕打及列印。 

Draft Report 完成後，邀集船方相關部門主管共同召開結束會議

(Closing Conference)，向其說明該次檢查的結果及分數，並以 Draft 

Report 逐項說明缺失內容(包含發現的地點、對應的指標、缺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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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分數等)；確認船方認可後，結束該次檢查並離船。 

後續 VSP 即依 Draft Copy 內容製作正式檢查報告(Final Report)。

Final Report 中，建議及缺失項目需與 Draft Copy 所列一致，不會任意

於檢查後增刪，即為 VSP 強調之「No Surprises!」精神。 

(五) 檢查報告公布 

VSP 的檢查報告均公開於美國 CDC 網站，全球郵輪業者、旅客

等任何人均可隨時查詢，包含船舶資料、檢查日期、分數、缺失項目、

改善情形，甚至該艘郵輪過往發生 AGE 群聚事件的紀錄等，皆可方

便迅速的瀏覽及列印；也基於此設計，郵輪業者均高度重視 VSP 檢查

及檢查結果，以維護其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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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一) 本次參加 VSP 教育訓練，該梯次教育訓練約有 120 人參加，學員大多

為國際郵輪業者的餐飲及技術部門高級船員；課程設計依循 VSP 

Operations Manual 內容，透過共同課程、分組課程、模擬訓練等方式，

讓學員確實了解 VSP 的規範，讓客船遵循並落實於日常營運中，當 VSP

無預警的登船檢查時，也不會超出這些規範項目，即為 VSP 強調的「No 

Surprises!」精神。 

(二) VSP 希望與郵輪業者維持良好的夥伴關係，除了每年定期舉辦六次 VSP 

Seminar，也希望透過登船衛生檢查實際「幫助」船方(而非挑毛病的對

立關係)，因此在檢查過程中，VSP 檢查人員每到一個新的區域，總是

會先問候該區域負責船員，過程中對於做得好之處不吝肯定，若有發

現缺失，也是採取詢問及討論的方式，而非詰問或質疑，在離開該區

域前，也會誠懇的再次表達肯定及感謝。因此，可以感覺到船方對於

VSP 是信任、願意配合及分享。雖然雙方互動良好，VSP 檢查人員對

於發現的缺失、甚至需要在結果報告中扣分之處，仍是絲毫不馬虎。 

(三) VSP 郵輪衛生檢查是一件耗腦力又耗體力的工作，在一天的時間當中，

需要密集的穿梭在郵輪不同甲板樓層、不同區域間，以極快的速度及

極高的敏銳度眼觀四方進行各項檢查；在檢查的過程中需要運用多元

領域的知識，橫跨機械、餐飲、製水、空調、醫療、流行病學等，並

隨時「變」出儀器試劑進行科學測量，包含溫度計、餘氯及 pH 儀、測

光計、溫度/氯濃度試紙等；同時，還要能夠由細微零星的證據去推測

可能的缺失，例如：審視生蠔的進貨紀錄及包裝標籤(前一批次已超過

90 天前)，推論留存的進貨紀錄不確實、或若該進貨紀錄為真，則表示

船上現存的生蠔已逾食用期限；經負責船員回頭努力翻找，果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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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一批進貨的紀錄未更新於紀錄本中！這些細節都讓我們對於 VSP

檢查人員的專業及敬業態度深感敬佩。 

(四) VSP 檢查人員對我方人員態度友善且熱心，於隨同登船檢查過程中，

非常積極傳授登船檢查需要具備的知能及探究真相之技巧，對於我方

人員提出的問題，亦可詳盡回答；這些都使得我們獲益良多。 

 

二、 建議 

(一) VSP 客船衛生檢查的制度與臺灣現行船舶衛生檢查及發證制度迥異，

尤其客船傳染病通報標準、檢查評分設計、檢查結果發布(檢查報告、

郵輪發生的傳染病事件等，均公告於網站供旅客查詢)等制度，已成熟

運作多年且為國際主要郵輪公司依循；近年我國郵輪產業蓬勃發展，

國人選擇郵輪旅遊意願高，同時也對於郵輪上可能的傳染病傳播、食

品安全等議題有更多的關注；建議未來可汲取 VSP 特點，做為我國郵

輪檢查政策之參採。 

(二) VSP Seminar 的課程設計嚴謹精實，能夠有系統的了解 VSP 制度及各領

域規範，並同時與 VSP 第一線檢查人員及國際郵輪業者直接交流；此

外，藉由參與 VSP 登船檢查，親身體驗 VSP 客船衛生檢查的整體流程、

檢查重點、VSP 與船方的互動模式、檢查結果的討論及產出等，這些

都是無法由自行研讀 VSP Operations Manual 而獲得之寶貴經驗，故建

議未來可評估持續派員參加此訓練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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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VSP Seminar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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