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關
船
舶
發
生
火
警
的
正
確
處
理
方
法

方 

信 

雄

二
、
案
例
回
顧

姑
不
論
船
舶
失
火
係
因
船
舶
運
轉
或
是
施
工
不
慎
所
造
成

者
，
談
及
船
舶
火
災
搶
救
失
敗
的
案
例
實
不
勝
枚
舉
，
茲
特
舉

二
例
說
明
；

案
例
一
： 

二○
○

五
年
六
月
初
，
總
噸
九
八○

五
噸
，
船
齡
高
達

三
十
六
年
的
皇
家
太
平
洋
號
客
輪
，
自
廈
門
港
航
抵
高
雄
港
，
並

於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移
泊
至
高
雄
港
第
五
十
四
號
碼
頭
擬
繼
續
其
在

廈
門
未
完
成
的
整
修
工
程
。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午
十
一
時
左
右
，

船
員
發
現
甲
板
下
第
三
層
船
艙
失
火
，
經
判
斷
疑
因
焊
接
工
程
不

慎
所
引
起
，
於
是
船
員
乃
企
圖
自
行
滅
火
，
但
一
個
多
小
時
後
因

搶
救
無
效
只
有
被
迫
撤
離
，
並
報
請
港
務
局
求
救
。

高
雄
港
務
消
防
隊
據
報
後
立
即
派
遣
人
車
趕
往
灌
救
，
滅

火
初
期
消
防
人
員
共
布
了
三
條
水
線
灑
水
滅
火
，
但
因
密
閉
的

船
艙
溫
度
甚
高
致
灌
救
困
難
，
故
而
消
防
人
員
乃
在
船
艏
的
左

舷
船
板
處
切
割
出
長
、
寬
各
約
一
公
尺
的
缺
口
排
煙
，
藉
以
降

低
艙
內
高
溫
並
供
灌
救
使
用
，
火
勢
才
稍
獲
控
制
。

一
、
前
言

眾
所
周
知
，
有
關
船
舶
在
海
上
航
行
或
在
港
內
停
泊
時
發

生
各
種
偶
發
性
或
機
械
性
的
意
外
事
故
是
無
法
全
然
避
免
的
，

但
不
容
否
認
的
，
具
絕
對
毀
滅
性
的
火
災
，
仍
然
是
海
上
職
場

中
最
令
人
害
怕
發
生
的
意
外
事
故
，
一
九
九○

年
發
生
火
災
的

客
輪
�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之
星
�(M

.V
. S

can
d
in

av
ian

 S
tar)

號
，

因
為
晚
近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S

O
L
A

S
)

所
制
定
之
許
多

有
關
船
舶
火
災
預
防
、
偵
測
與
滅
火
能
力
之
法
規
皆
緣
起
於
此

輪
的
不
幸
遭
遇
，
尤
其
國
際
海
事
組
織(IM

O
)

現
行
實
施
有
關
火

災
偵
測
與
滅
火
之
新
規
定
，
亦
皆
因
此
輪
的
不
幸
所
促
成
的
。

從
損
害
管
制
與
海
難
救
助
的
角
度
來
看, 

火
災
無
疑
是
諸

多
海
難
中
，
最
難
以
處
理
的
意
外
事
故
，
因
此
儘
管
相
關
法
規

制
定
的
再
嚴
謹
，
但
其
效
力
終
究
僅
止
於
防
範
，
或
緩
和
火
災

影
響
之
硬
體
設
計
部
份
，
最
重
要
的
是
船
舶
管
理
人
應
本
於
專

業
充
分
監
督
，
並
及
時
且
正
確
的
授
權
或
指
示
船
員
，
在
現
場

作
出
迅
速
有
效
的
因
應
。
而
為
達
到
此
一
目
的
，
除
了
要
加
強

船
、
岸
間
的
有
效
聯
繫
外
，
似
乎
只
有
對
船
員
施
予
足
夠
與
踏

實
的
訓
練
一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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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二 

：

一
九
九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
巴
哈
馬
籍
客
輪
太
陽
景
觀
號

(M
.V

. S
u
n
 V

ista
)

搭
載
四
五
六
名
旅
客
，
與
六
三
二
名
船
員
欲

自
泰
國
的
普
吉
島
航
往
新
加
坡
，
然
卻
於
五
月
二
十
日
的
午
後

發
生
主
機
故
障
，
同
時
機
艙
發
生
火
災
。
並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麻
六
甲
海
峽
沉
沒
。

從
事
後
的
調
查
報
告
得
知
，
火
災
發
生
初
期
船
員
企
圖
控

制
火
災
範
圍
，
及
撲
滅
火
災
所
作
的
努
力
，
並
沒
有
成
功
，
之

後
，
船
員
決
定
封
閉
機
艙
，
並
釋
放
二
氧
化
碳
滅
火
系
統
以
悶

熄
火
源
，
但
此
一
動
作
延
宕
至
兩
小
時
後
始
進
行
之
。
禍
不
單

行
，
此
時
船
舶
的
緊
急
電
源
供
應
系
統
亦
告
故
障
，
致
使
船
舶

在
沒
有
照
明
及
滅
火
幫
浦
停
擺
的
情
況
下
開
始
漂
流
。

其
實
，
在
稍
後
釋
放
二
氧
化
碳
系
統
滅
火
的
第
一
個
小

時
內
，
並
無
實
效
可
言
，
因
為
船
員
為
排
除
濃
煙
特
將
機
艙

的
天
窗
開
啟
著
，
此
一
極
為
不
智
的
動
作
，
明
顯
違
反
窒
息

滅
火
的
基
本
原
則
；
另
一
方
面
，
為
探
尋
火
源
所
在
，
船
員

特
組
織
一
支
滅
火
隊
，
並
乘
坐
一
艘
救
生
艇
企
圖
由
位
於
船
邊

水
線
︵W

a
te

r lin
e

︶
附
近
可
通
往
機
艙
工
作
間
的
邊
門
︵S

id
e
 

p
o
rt

︶
進
入
機
艙
，
遺
憾
的
是
，
進
入
機
艙
的
滅
火
隊
並
未
發
現

確
切
的
火
源
所
在
。
由
於
火
勢
的
逐
漸
擴
大
，
滅
火
隊
最
後
不

得
不
循
原
路
徑
撤
退
。
很
明
顯
地
，
此
時
的
火
勢
已
非
船
上
配

置
的
滅
火
設
備
所
能
撲
滅
地
。

至
於
人
員
安
全
方
面
，
由
於
事
故
發
生
初
期
船
方
或
許

對
災
情
的
控
制
仍
持
樂
觀
看
法
，
故
而
僅
要
求
旅
客
至
上
甲
板

集
合
以
策
安
全
。
但
至
一
八○

五
時
，
旅
客
被
要
求
至
各
救
生

站
集
合
。
一
八
三○

時
，
船
長
下
達
棄
船
的
命
令
，
而
且
在

二
十
五
分
內
將
所
有
旅
客
及
主
要
船
員
安
全
撤
離
，
雖
撤
離
過

程
中
發
生
許
多
作
業
上
的
問
題
，
但
並
無
嚴
重
的
傷
亡
發
生
。

以
上
所
述
案
例
，
前
者
顯
然
起
因
於
典
型
的
施
工
不
慎
，

故
而
基
本
上
並
不
能
算
是
海
難
，
但
其
整
個
施
救
過
程
總
有
值

得
吾
人
檢
討
與
警
惕
之
處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兩
者
都
不
是
被

燒
沉
的
，
而
是
被
外
來
的
滅
火
單
位
灌
水
灌
沉
的
。

三
、
滅
火
方
法
之
探
討

事
實
上
，
類
似
上
述
以
海
水
或
岸
上
淡
水
撲
滅
火
災
，

致
船
舶
沉
沒
的
事
故
不
乏
先
例
，
例
如
六○

年
代
大
洋
公
司
所

屬
鑽
石
輪
在
基
隆
港
內
錨
地
起
火
，
由
海
軍
救
難
船
灌
水
滅
火

終
致
沉
沒
；
以
及
昔
日
中
國
船
王
董
浩
雲
先
生
於
一
九
七○

年

購
自
冠
達
郵
輪
公
司
所
屬
的
伊
莉
莎
白
皇
后
號(S

.V
. Q

u
e
e
n
 

E
liza

b
e
th

)

郵
輪
︵
一
九
三
八
年
下
水
︶
，
在
香
港
準
備
改
裝
成

海
上
大
學(S

e
aw

ise
 U

n
iv

e
rsity)

，
但
就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元
月
接

近
完
工
之
際
，
該
輪
突
然
全
船
著
火
，
經
過
噴
灑
數
以
千
萬
加

侖
計
的
海
水
灌
救
仍
無
法
滅
火
，
最
終
因
為
灌
救
海
水
數
量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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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造
成
該
船
傾
覆
。

針
對
上
述
灌
水
滅
火
的
作
法
，
無
論
從
造
船
工
學
或
損
害

管
制
的
角
度
來
看
，
顯
有
相
當
值
得
探
討
的
空
間
，
因
為
船
舶

設
計
與
船
體
結
構
原
本
就
是
以
水
密
︵W

a
te

rtig
h
t

︶
為
首
要
考

量
，
而
此
不
允
許
船
體
外
的
水
體
任
意
進
入
船
內
，
亦
正
意
味

著
船
體
內
的
水
欲
流
出
船
外
亦
非
易
事
，
此
通
常
需
藉
助
幫
浦

加
壓
或
真
空
抽
出
。

是
故
吾
人
在
灌
水
滅
火
前
當
應
先
考
慮
如
何
排
水
，
即
要

考
量
到
該
輪
有
無
足
夠
時
間
與
容
量
可
以
進
行
排
洩
多
餘
的
積

水
，
始
可
為
之
。
何
況
匆
促
之
間
大
量
灌
入
船
體
的
水
並
不
一

定
會
全
部
流
往
底
層
艙
間
，
或
是
流
向
任
一
特
定
艙
間
，
此
乃

因
各
不
同
艙
間
內
或
有
貨
載
，
或
有
機
具
設
備
佔
著
一
定
的
空

間
比
例
，
故
而
自
船
外
噴
入
船
內
的
水
除
了
會
產
生
很
大
的
自

由
液
面
效
應
︵F

re
e
 S

u
rfa

c
e
 E

ffe
c
t

；
易
產
生
傾
側
力
矩
︶

外
，
更
常
會
滯
留
在
較
上
層
艙
間
或
積
聚
於
舷
牆(B

u
lw

a
rk

)

內
，
造
成
所
謂
﹁
頭
重
腳
輕
﹂
的
不
穩
定
狀
態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沉
船
多
會
船
底
朝
上
之
主
因
。

從
海
事
主
管
機
關
於
事
後
所
發
布
的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中
，

更
可
以
看
出
許
多
端
倪
甚
至
缺
失
，
於
此
特
提
出
個
人
對
滅
火

過
程
產
生
的
合
理
疑
惑
概
述
於
下
，
或
可
作
為
吾
人
日
後
因
應

火
災
與
趨
吉
避
兇
之
殷
鑑
；

1.
未
查
明
火
源
所
在
即
亂
槍
打
鳥
式
灌
水
滅
火
；
從
上
述

的
案
例
吾
人
發
現
直
至
船
舶
沉
沒
之
後
，
主
事
者
都
未
明
確
的

指
出
火
源
的
所
在
，
因
而
可
見
事
發
當
時
的
滅
火
作
業
幾
乎
都

是
在
不
確
定
火
源
所
在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的
。

2.
我
們
知
道
一
般
商
船
，
尤
其
是
客
輪
為
防
止
浸
水
沉
沒

都
有
分
段
隔
艙(C

o
m

p
a
rtm

e
n
t)

的
構
造
，
故
而
失
火
船
舶
沉
沒

不
外
兩
個
原
因
；
第
一
，
可
能
是
該
輪
隔
艙
無
效
，
致
灌
水
過

量
致
船
體
傾
斜
。
其
次
，
有
可
能
是
船
員
在
最
後
撤
退
時
，
未

將
所
有
通
往
艙
間
的
水
密
門
關
緊
所
致
。

3.
在
船
舷
開
口
以
利
滅
火
的
作
法
，
頗
有
商
榷
之
處
，
因

為
從
往
昔
的
案
例
，
在
船
舷
開
口
或
是
開
啟
邊
門(S

id
e
 P

o
rt)

的
動
機
，
主
要
是
讓
滅
火
人
員
得
以
進
入
艙
內
探
查
火
源
之
所

在
，
而
非
利
於
灌
救
；
何
況
此
在
船
舷
開
口
的
作
法
，
若
位
置

選
擇
不
對
極
可
能
助
長
火
勢
。
若
再
從
國
際
海
上
安
全
規
章
的

角
度
來
看
，
船
舶
在
海
上
打
開
通
往
船
艙
的
船
板
或
邊
門
，
已

明
顯
違
反
國
際
海
上
人
安
全
公
約
第
十
一-

一
章
的
規
定
，
故
而

個
人
認
為
此
一
嚐
試
性
動
作
過
於
草
率
更
非
必
要
，
因
為
其
極

可
能
會
允
許
更
多
新
鮮
空
氣
流
入
艙
間
而
助
長
燃
燒
，
進
而
造

成
後
續
的
嚴
重
浸
水
。

4.
如
純
就
機
艙
或
船
艙
悶
燒
的
情
境
來
看
，
以
船
上
配
置

的
二
氧
化
碳
系
統
滅
火
，
應
是
最
適
當
亦
是
最
有
可
能
滅
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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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
而
船
舶
安
全
管
理
規
章
有
關
機
艙
火
災
的
既
定
滅
火
程

序
，
就
是
先
關
閉
機
艙
的
天
窗
與
所
有
開
口
後
，
再
釋
放
二
氧

化
碳
滅
火
系
統
。
然
遺
憾
的
是
，
許
多
案
例
中
的
船
員
與
消
防

人
員
都
未
作
此
嚐
試
；
從
專
業
的
角
度
來
看
，
吾
人
必
需
體
認

到
幾
乎
所
有
的
悶
息
瓦
斯(S

m
o
th

e
rin

g
 G

as)

系
統
，
必
需
在
火

災
發
現
的
初
期
立
即
釋
放
，
始
能
有
效
滅
火
。

另
外
，
由
於
目
前
的
船
舶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規
定
，
船
舶
只

需
配
置
一
套
瓦
斯
滅
火
系
統
即
可
，
此
意
味
著
船
長
只
有
一
次

機
會
，
因
而
一
旦
釋
放
就
需
有
效
滅
火
並
防
止
復
燃
，
否
則
將

功
虧
一
潰
；
因
此
，
釋
放
悶
息
瓦
斯
系
統
的
時
機
愈
早
，
船
長

及
船
東
就
愈
有
救
回
其
船
舶
的
可
能
。

從
過
去
幾
十
年
來
的
統
計
，
只
有
十
八
％
的
船
舶
火
災
是
利

用
二
氧
化
碳
系
統
撲
滅
地
，
此
主
因
船
員
普
遍
對
固
定
二
氧
化
碳

滅
火
系
統
的
陌
生
與
使
用
不
便
，
故
而
遂
成
為
船
員
滅
火
的
最
後

選
擇
；
反
之
，
卻
有
四
成
的
火
災
是
藉
由
手
提
滅
火
器
撲
滅
地
，

而
非
每
一
艘
船
舶
皆
需
配
置
的
二
氧
化
碳
固
定
滅
火
系
統
。

5.
船
舶
在
港
施
工
，
常
有
在
具
高
度
易
燃
的
環
境
中
實

施
電
焊
作
業
的
場
景
，
故
而
絕
對
要
有
充
分
的
防
範
與
因
應
。

例
如
我
國
現
行
國
際
商
港
港
務
管
理
規
則
第
五
十
五
條
即
有
：

﹁
船
舶
在
港
內
施
工
應
派
有
專
人
在
場
監
修
，
每
一
燒
焊
熔
切

場
所
，
並
應
備
妥
消
防
器
材
。
﹂
的
規
定
。

6.
案
例
一
的
處
理
過
程
中
最
令
人
錯
愕
的
就
是
，
在
事
故

發
生
後
的
第
一
時
間
，
某
港
埠
管
理
高
層
即
面
對
所
有
媒
體
聲

稱
，
此
次
沉
船
係
意
外
事
件
，
沒
有
人
應
為
此
次
意
外
事
故
負

責
。
試
想
，
如
此
一
艘
大
客
輪
於
港
內
修
船
，
因
不
慎
失
火
進

而
導
致
翻
覆
，
豈
能
僅
以
此
無
關
痛
癢
的
聲
明
即
將
整
個
事
件

帶
過
，
何
況
肇
事
責
任
的
有
無
，
或
是
該
由
誰
負
責
，
亦
絕
不

是
如
此
草
率
的
單
憑
個
人
直
覺
即
能
作
下
定
論
的
。

四
、
結
語

從
文
中
案
例
分
析
吾
人
得
知
，
火
災
處
理
的
缺
失
有
相
當

程
度
都
是
由
於
主
事
者
的
優
柔
寡
斷
、
專
業
判
斷
不
足
與
延
宕

黃
金
搶
救
時
機
所
致
，
例
如
儘
管
消
防
隊
灌
水
搶
救
係
出
自
善

意
，
但
演
變
到
船
沉
的
局
面
終
究
是
暇
疵
，
尤
其
滅
火
過
程
中

常
常
發
現
無
人
能
確
實
掌
握
究
竟
往
火
場
灌
注
了
多
少
水
量
，

顯
然
大
家
都
在
打
迷
糊
仗
，
此
亦
是
採
用
﹁
水
攻
法
﹂
的
常
見

缺
失
。另

一
方
面
，
吾
人
亦
發
現
許
多
船
舶
管
理
人
顯
然
在
某

些
方
面
，
並
沒
有
盡
到
有
效
提
供
船
長
維
持
船
舶
在
滿
意
的
運

航
狀
況
的
方
法
，
或
在
危
急
情
況
下
給
予
充
分
支
持
的
責
任
，

例
如
文
中
巴
哈
馬
籍
客
船
的
火
警
偵
測
系
統
︵F

ire
 D

e
te

c
to

r 

S
y
ste

m
︶
早
已
證
實
無
法
有
效
偵
測
火
源
所
在
位
置
的
缺
失
，

但
船
舶
管
理
人
明
知
該
缺
失
的
存
在
，
卻
無
意
積
極
修
復
至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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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船
級
協
會
與
船
旗
國
政
府
所
要
求
之
正
常
服
務
狀
態
，
顯
然

該
船
舶
管
理
人
應
負
起
隱
瞞
缺
失
的
責
任
。

最
後
，
本
文
絕
非
在
否
定
或
強
調
某
一
特
定
滅
火
系
統
的

功
能
與
必
要
性
，
只
不
過
呼
籲
船
舶
管
理
人
，
除
了
要
定
時
保

養
與
檢
查
各
法
定
滅
火
系
統
與
設
備
外
，
更
要
不
時
作
另
類
思

考
，
以
便
屬
輪
不
幸
陷
入
困
境
時
能
有
不
同
的
救
助
選
擇
。
至

於
有
效
防
範
船
舶
火
災
的
方
法
，
除
了
要
確
切
瞭
解
船
上
所
配

置
可
資
使
用
之
滅
火
器
材
的
實
用
性
與
有
效
性
外
，
更
要
確
實

作
好
船
員
的
防
火
教
育
與
滅
火
操
演
。︵

作
者
：
基
隆
港
引
水
人
︶

保
險
智
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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