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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3.1 改为： 
   “3.1  除有明确规定者外，本法规适用于船长大于等于 20m 的我国内河水域（包

括江、河、湖泊和水库）的中国籍船舶（本法规中简称内河船舶），具体要求按各篇的

规定。但下列船舶除外： 

（1）军船； 

（2）渔船； 

（3）帆船； 

（4）运动竞赛艇； 

（5）游艇。” 

 
4.2 改为： 

   “4.2  对于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如应用本法规有关篇章的规定会严重妨碍对发

展这种特征的研究和在内河船舶上对这些特征的采用时，本局根据规定程序，并基于

对相关特性和措施的技术评估结果表明：该船舶适合于预定的用途，并能保证其安全，

则可免除本法规有关篇章的规定要求。” 

 
5.1 改为： 

   “5.1  船上设置不同于本法规要求的装置、材料、设备/器具或采用其他型式及设

施时，本局根据规定程序，并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认定：这些装置、材料、设备/器具

或采用其他型式及设施与本法规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或优于本法规所要求者），则

可准许在船上使用。” 

 
新增 6.3： 

   “6.3 除有明确规定者外，本法规各篇章所提及的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系指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船舶检验机构或中国船级社总部同意。” 
 

7.4 改为： 
   “7.4  现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时，修理、改装、改建部分以及与之有

关的舾装至少应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法规和规范的要求。对于重大改装，改装部分及

其相关部分应满足本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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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以下文字替代： 

    “8 申请检验 

    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的规

定向业经本局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法定检验。” 

 

 11 删除 

 
 

12.1(5)改为： 
   “（5）认可——除另有规定外，按本法规执行具体船舶检验中的认可，以及批准、

同意，由船舶检验机构具体实施。” 

 
12.1(7)改为： 

   “（7）新船——系指本法规以及其修改通报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

造阶段的船舶。相似建造阶段是指在这样的阶段： 

① 可以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和； 

②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50t，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1%，取较

小者。” 
 

12.1(13)改为： 
   “（13）车客渡船（驳）——系指自始发港至终点港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2h，

设有滚装处所，载运汽车和乘客的客船（包括仅载运汽车的船舶，但不包括仅载运商

品汽车的船舶）。” 

 
12.1(14)改为： 
“（14）干货船——系指在舱内或甲板上主要载运干燥货物（包括桶装液体货物）

的货船；其中，在舱内或甲板上主要载运散装干燥货物的干货船称为散货船。” 

 
12.1(19)改为： 

   “（19）化学品船——系指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所适用的船舶。” 

 
12.1(20)改为： 

   “（20）液化气体船——系指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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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适用的船舶。” 

 
12.1(22)改为： 

   “（22）工程船——系指承担水上水下施工任务的船舶，包括挖泥船、起重船、打

桩船、开底泥驳（船）、对开泥驳（船）等。” 
 

12.1(32)改为： 
   “（32）船龄——系指船舶自建造完工之日起至今的周年数。” 

 
12.1(33)改为： 

   “（33）重大改装——系指现有船舶一个或几个重大特征实质性的修理、改建或改

装，通常包括以下方面的一种或几种改变： 

① 船舶的主尺度； 

② 船舶类型； 

③ 船舶的分舱和结构型式； 

④ 船舶的承载容量； 

⑤ 乘客居住处所； 

⑥ 本局认定的其他情况。” 

 
12.1(34)改为： 

   “（34）船长 L（m）——系指沿满载水线自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无首柱

船舶，自船体侧投影面前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量起（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

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无舵柱船舶，量至舵杆中心线，若

舵杆位于船体侧投影面外面时，则量至船体侧投影面后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金属材

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但均应不

大于满载水线长度，亦不小于满载水线长度的 96%。无舵船舶的船长取满载水线长度。 

满载水线长度 LS（m）——系指满载水线面的前后两端之间的水平距离（金属材

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 

 

新增 12.1（23）、12.1（24）、12.1（25）如下： 

   “（23）天然气燃料动力船——系指本局《内河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法定检验暂行

规定》所适用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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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液化天然气燃料水上加注趸船——系指本局《液化天然气燃料内河水上加

注趸船法定检验暂行规定》所适用的加注趸船。 

（25）游艇——系指本局《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所适用的船舶。” 
 

新增 12.1（35）和 12.1（36）如下： 

   “（35）总长 LOA（m）——系指船体（包括首、尾升高甲板）及上层建筑的船首最

前端到船尾最后端之间的水平距离（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计至内表面，纤维增强塑料

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计至外表面），不包括船首尾两端的突出物（如舷伸甲板、护

舷材、舷墙、顶推装置、舷外挂机及其安装支架、假首、假尾、活动突出物等）。 

    （36）最大船长 LE（m）——系指船首最前端到船尾最后端之间的水平距离，包

括外板和船首尾两端结构性突出物（如舷伸甲板、护舷材、舷墙、舷外挂机及其安装

支架、假首、假尾、顶推装置等）在内，活动突出物（如跳板、起重吊臂、输送装置

等）根据航行状态的情况计量。” 
 

原序号依次调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5 年修改通报 

 

 第 1 篇  检验与发证 

    6 



 

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改为：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篇规定适用于本法规要求的内河船舶的法定检验与发证。 

1.1.1.2  化学品船尚应符合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的规定。 

1.1.1.3  液化气体船尚应符合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的规定。 

1.1.1.4  起重设备尚应符合本局《起重设备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 

1.1.1.5  天然气燃料动力船尚应符合本局《内河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法定检验暂

行规定》的规定。 

1.1.1.6  液化天然气燃料水上加注趸船应符合本局《液化天然气燃料内河水上加

注趸船法定检验暂行规定》的规定。 

1.1.1.7  内河船舶需进行海上拖航时，尚应符合本局《海上拖航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的规定。 

1.1.1.8  本篇中各种法定证书所述项目的检验，除本法规规定外，尚应按本局《河

船法定建造检验技术规程》和《河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以及本局认可的中国船

级社相应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 2 节  检验机构 

 
1.2.1 改为： 

   “1.2.1  执行内河船舶法定检验的人员或组织及其职权和职责 

1.2.1.1  执行内河船舶法定检验应按规定由总则 12.1（3）所述的船舶检验机构进

行。 

1.2.1.2  上述船舶检验机构的验船师（以下简称验船师）在执行内河船舶法定检

验时有权： 

（1）对船舶提出修理要求； 

（2）在收到港口海事管理机构要求时，上船检查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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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上述船舶检验机构的验船师在执行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时，如确认船舶或

其设备的状况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情况不符，或该船不符合“航行或对船舶和船上人员

均无危险”的条件时，该验船师或船舶检验机构应立即要求对船舶采取纠正措施。如对

船舶未能采取相应纠正措施，则应撤消该船的有关证书，并应及时通知港口海事管理

机构。” 

 
第 4 节  法定证书 

 
新增 1.4.1.4 如下： 

   “1.4.1.4  在本节 1.4.1.3 规定的法定证书中，内河船舶吨位证书由本局签发，其他

证书由船舶检验机构签发。” 

 
1.4.3.1 改为： 

   “1.4.3.1  本局、船舶检验机构或其验船师所签发、签署的法定证书在本法规规定

的范围内使用时应予以承认。” 
 

第 5 节  船舶检验 

 

1.5.1 改为： 

   “1.5.1  申请 

1.5.1.1  内河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下列检验： 

（1）初次检验； 

（2）营运检验。 

1.5.1.2  内河船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

附加检验： 

（1）因发生事故，影响船舶适航性能； 

（2）改变船舶证书所限定的用途或航区； 

（3）法定证书失效； 

（4）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变更及船名或船籍港变更； 

（5）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改装或改建（包括证书中注明的遗留项目的消除），

重大改装除外。 

1.5.1.3  对于《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第五条所述的船舶(以下简称老旧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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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该规定要求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特别定期检验。 

1.5.1.4  当内河船舶进行重大改装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

请重大改装检验。  

1.5.1.5  当内河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有关规定向

船舶检验机构申请附加检验。 

1.5.1.6  当正常运行的船舶停止其经营活动，并在一段时期内不再营运，即将船舶

搁置。船舶搁置阶段开始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申请搁置检验。 

1.5.1.7  用于内河船舶的有关船舶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

料，其制造厂应申请本局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产品检验。” 
 

1.5.2 改为： 

   “1.5.2  初次检验 

1.5.2.1  初次检验包括：新船的初次检验、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 

1.5.2.2  与法定证书有关的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审核批准，以确

认其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规定。 

1.5.2.3  经检验、试验，确认船舶满足审查批准的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1.5.2.4  核查船上已配备所需资料和文件。 

1.5.2.5  验船师将检验结果编制成检验报告和证书，并由船舶检验机构按规定签发

法定证书。” 
 

1.5.3 改为： 

   “1.5.3  营运检验 

1.5.3.1  营运检验包括：年度检验、中间检验、换证检验、船底外部检查、附加检

验、特别定期检验、重大改装检验、搁置检验。 

1.5.3.2  船舶重大改装时，改装部分及其相关部分的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应经船舶

检验机构审核批准，并确认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规定。 

1.5.3.3  船舶在营运期间应予适当维修保养，以使船舶的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

并适合于预定用途。 

1.5.3.4  船舶经检验并认为处于良好状态，则由验船师将检验结果编制成检验报

告，并按规定在法定证书上签署。 

1.5.3.5  船舶经换证检验或特别定期检验并认为适合预定用途、具备适航条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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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验船师将检验结果编制成检验报告和证书，并由船舶检验机构按规定签发新证书。” 
 
 

第 2 章  检验和证书 

第 1 节  检验种类 

 

2.1.1 至 2.1.8 改为： 

   “2.1.1  检验种类 

2.1.1.1  初次检验——在船舶投入营运以及第一次对船舶颁发证书之前，对与某一

特定证书有关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次完整的检查，以保证这些项目满足有关要求，并且

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 

2.1.1.2  年度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总体检查，以确保其处于良好

状态，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 

2.1.1.3  中间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其处于良好

状态，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 

2.1.1.4  换证检验——在船舶证书到期之前，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检验以

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并颁发一份新证书。 

2.1.1.5  船底外部检查——对船舶水下部分和有关项目进行的检查，以确保其处于

良好状态，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 

2.1.1.6  附加检验——在因调查而进行的修复之后或进行了任何重要修理或更换

之后或在本篇第 1 章 1.5.1.2 所述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一次全面或部分检验。 

2.1.1.7  特别定期检验——对老旧运输船舶，按其船舶种类达到规定的船龄之日

起，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并且适合船舶预期

的营运业务，并颁发一份新证书。 

2.1.1.8  搁置检验——船舶在搁置阶段开始、搁置期间和结束搁置期重新营运前进

行的检验。 

2.1.1.9  重大改装检验——船舶在重大改装时进行的检验。” 
 

第 2 节  检验范围 

 

2.2.4.2 改为： 

   “2.2.4.2   对船舶及其设备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详细检查，以确认其处

    10 



 

于良好状态，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 
 

新增 2.2.10 如下： 

   “2.2.10  重大改装检验 

2.2.10.1  审查重大改装部分及其相关部分的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以证实重大改

装部分及其相关部分结构、机械和设备等满足特定证书的有关要求。 
2.2.10.2  重大改装部分应按新船初次检验的要求进行检验；与重大改装相关的部

分应按现有船舶初次检验的要求进行检验。” 

 

第 3 节  检验间隔期 

 
2.3.1.1 改为： 

   “2.3.1.1  除另有规定外，内河营运船舶年度检验、中间检验和换证检验的检验间

隔期限见表 2.3.1.1。 

表 2.3.1.1” 

船舶种类 
换证检验次数 

间隔期限（年） 
检验种类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及

以后各次 

客船、餐饮趸船、滚装

货船、油船（包括沥青

船）、油推（拖）船、化

学品船、液化气体船 

换证检验 6 6 6 4 

中间检验 3 2 2 2 

年度检验 1 1 1 1 

高速船 

换证检验 4 4 4 4 

中间检验 2 2 2 2 

年度检验 1 1 1 1 

以上未包括的 
其他自航船 

换证检验 6 6 6 4 

中间检验 3 3 3 2 

年度检验 1 1 1 1 

油驳、油趸、化学品趸

船、液化气趸船 

换证检验 8 8 4 4 

中间检验 4 4 2 2 

年度检验 2 2 1 1 

非自航工程船 

换证检验 8 8 8 4 

中间检验 4 4 2 2 

年度检验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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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未包括的 
其他非自航船 

换证检验 8 8 8 6 

中间检验 4 4 2 2 

年度检验 — 2 — — 
 

2.3.2.1 改为： 

   “2.3.2.1  内河营运船舶在换证检验间隔期内应至少进行两次船底外部检查，其中

一次应结合换证检验进行，另一次一般结合中间检验或在两次中间检验之间进行，且

两次船底外部检查的间隔期不超过换证检验间隔期的 2/3。高速船应每年进行一次船底

外部检查。” 

 

第 5 节  证 书 

 
新增 2.5.1.4 如下： 

   “2.5.1.4  船舶经重大改装检验合格后，应根据新的船舶主尺度、船舶类型和预定

用途签发新证书，并注明改装日期。重大改装船舶不得改变船舶建造日期，船龄仍按

原船龄延续。” 

 

2.5.2.2 改为： 

“2.5.2.2 内河船舶适航证书、内河船舶载重线证书、内河船舶防止油污染证书、

内河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内河船舶防止垃圾污染证书、内河船舶防止控制污

染证书、内河船舶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内河浮船坞安全证书、内河高速船舶安全证书、

京杭运河型船舶航行证书、川江及三峡库区船舶航行证书的有效期和表 2.3.1.1 规定的

换证检验间隔期相同。对有冰封期的水系的船舶（包括自航船和非自航船），其内河船

舶适航证书的有效期为每年度船舶通航期。” 

 
 

第 4 章  签发内河船舶适航证书的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新增 4.1.1.3 如下： 

   “4.1.1.3  散货船应在船舶适航证书的记事中注明适装的货物品种及容重；天然气

燃料动力船应在船舶适航证书的记事中注明本船以天然气为发动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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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签发内河船舶防止油污染证书的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新增 7.1.1.3 如下： 

   “7.1.1.3   对于未设置动力设备或主辅机总功率小于 22kW 动力设备的内河船舶，

可免予签发内河船舶防止油污染证书；该类船舶仍应满足第 7 篇第 2 章的相应要求，

且在初次检验、换证检验、中间检验、年度检验合格后，其相应内容应在船舶适航证

书上签署。” 

 
7.3.1.1 改为： 

   “7.3.1.1   内河船舶防止油污染证书的年度检验和中间检验应包括： 

（1）了解防油污结构和设备的使用情况并进行外部检查； 

（2）油水分离设备作效用试验和取样检查； 

（3）了解标准排放接头使用是否正常； 

（4）油分报警装置作模拟试验(如装有时)； 

（5）对于油船，其年度检验和中间检验还应了解压载舱、泵舱内货油与压载系统

之间确实没有连接，并证明压载舱内没有受到污染。” 
 
 

第 8 章  签发内河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新增 8.1.1.3 如下： 

   “8.1.1.3  对于第 7 篇第 5 章适用范围内不产生生活污水的内河船舶（如未设置厕

所的船舶、第 5 类客船等），可免予签发内河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该类船舶仍

应满足第 7 篇第 5 章的相应要求，且在初次检验、年度检验、中间检验、换证检验合

格后，其相应内容应在船舶适航证书上签署。” 

 
 

 

第 10 章  签发内河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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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一般规定 
 

新增 10.1.1.2 如下： 

   “10.1.1.2  对于未设置柴油机或单机功率小于等于 130kW 柴油机的内河船舶，可

免予签发内河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该类船舶仍应满足第 7 篇第 7 章的相应要求，

且在初次检验、年度检验、中间检验、换证检验合格后，其相应内容应在船舶适航证

书上签署。” 

 

第 13 章  签发内河船舶乘客定额证书的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3.1.1.1 改为： 

   “13.1.1.1   内河客船应符合本法规第 9 篇的有关要求（内河高速客船应符合本法

规第 10 篇的有关要求），并备有规定的内河船舶乘客定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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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修改通报 

 

 第 2 篇  内河航区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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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第 1 节 适用范围 

1.1.2 改为： 

“1.1.2 本片未提及的江、河、湖泊和水库，由所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海

事局或直属海事局，根据本局《内河航区等级划分标准暂行规定》①的有关规定提出划

分航区（航段）的级别，报本局审批。” 

 

1.1.3 改为： 

“1.1.3 现有航区（航段）级别的改变，包括航区（航段）分界的改变，由所辖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海事局或直属海事局，根据本局《内河航区等级划分标准暂行

规定》的有关规定提出划分航区（航段）的级别，报本局审批。” 

 

① 见本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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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主要航区级别 

第 9 节  独自入海主要水系 
 

2.9.9 改为： 

   “2.9.9  闽江——自南平延福门至马尾为 C 级航区；自马尾至闽江口为 B 级航区。” 

 
2.9.19 改为： 

   “2.9.19  高州水库、鹤地水库为 B 级航区。” 

 
新增 2.9.20 如下： 

“2.9.20  海南省主要水域的航区级别为： 
（1）南渡江——新埠桥以上为 C 级航区；自新埠桥至南渡江口为 B 级航区； 

（2）海口港进港口以内港池水域为 B 级航区； 

（3）海甸溪——自东口至海口世纪大桥为 B 级航区；自海口世纪大桥至海口港

进港口水域为 A 级航区；自海口世纪大桥至海口港进港口水域为 A 级航区； 

（4）自曲口渡口码头与珠溪河口铺前港码头连线以内水域为 B 级航区；自曲口

渡口码头与珠溪河口铺前港码头连线至进港航道口水域为 A 级航区； 

（5）自文昌河口至建华山水域为 B 级航区；自建华山至进港航道口水域为 A 级

航区； 

（6）万泉河——琼海市博鳌港第二道进港口（从外海向港内算起）以内水域为 C

级航区；自琼海市博鳌港第二道进港口至第一道（从外海向港内算起）进港口水域为

B 级航区； 

（7）自万宁市港北至盐墩水域为 B 级航区； 

（8）自陵水县新村港码头至猴岛码头水域为 B 级航区； 

（9）红沙港水域为 B 级航区； 

（10）自三亚河口至三亚港务局码头水域为 B 级航区； 

（11）自昌化河口港水域至海头港水域为 B 级航区； 

（12）自春江河口至干冲渡口水域为 B 级航区； 

（13）新盈至海头连线水域为 B 级航区； 

（14）自临高县昆社至青龙水域为 B 级航区； 

（15）琼山市东寨港、红树林水域为 C 级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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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自干冲渡口至洋浦鼻沿岸水域为 A 级航区； 

（17）松涛水库、大广坝水库、牛路岭水库、南丽湖为 B 级航区。” 

 
 

新增第 10 节如下： 

 

“第 10 节  其他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 
 

2.10.1  西藏自治区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1）雅鲁藏布江——自里孜至派乡为 B 级航区，并为 J2 级航段； 

（2）拉萨河为 C 级航区，并为 J2 级航段； 

（3）尼洋河为 C 级航区，并为 J1 级航段； 

（4）错高湖为 B 级航区； 

（5）羊卓雍湖为 B 级航区； 

（6）班公湖为 A 级航区。 

2.1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1）天山天池为 B 级航区； 

（2）喀纳斯湖为 B 级航区； 

（3）乌伦古湖(大海子)为 A 级航区； 

（4）吉力湖(小海子)为 A 级航区； 

（5）博斯腾湖为 A 级航区，其中莲花湖、阿洪口、相思湖为 C 级航区； 

（6）赛里木湖为 A 级航区； 

（7）喀拉喀什河——自胡杨林至乌鲁瓦提水电站大坝为 B级航区。 

（8）托尔干支——自红柳滩至五指山为 B级航区。 

2.10.3  福建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1）沙溪——自台江水电站大坝至沙溪口铁路大桥为 C 级航区，其中自官蟹水电

站大坝至下游 2.5km 水域为 J2 级航段； 

（2）富屯溪——自照口水电站大坝至沙溪口铁路大桥为 C 级航区，其中自照口电

站大坝至王富村为 J2 级航段； 

（3）西溪——自沙溪口铁路大桥至南平延福门为 C 级航区，其中沙溪口水电站大

坝至西芹高速公路大桥为 J2 级航段； 

（4）建溪——自南平延福门以上为 C 级航区，其中延平区建溪大桥至上游电站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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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 J2 级航段； 

（5）金溪——自池潭水电站大坝以上水域为 B 级航区； 

（6）濉溪——自器村电站大坝至旧梅口为 C 级航区； 

（7）杉溪——自百竹园电站大坝至风洞蓄水大坝为 C 级航区；自风洞蓄水坝至旧

梅口为 B 级航区； 

（8）均溪——自昆山村尾至昆山为 C 级航区并为 J2级航段；自昆山至街面水电站

大坝为 B 级航区； 

（9）湖美溪——自大才洋以上水域为 C 级航区，其中自湖美下至湖美为 J2 级航段； 

（10）尤溪——自尤溪口以上为 C 级航区，其中西滨镇刘坂村至尤溪雍口电站大

坝为 J2 级航段； 

（11）吉溪——自砖窑厂至吉溪口为 C 级航区； 

（12）古田溪——自平湖至凤冲为 C 级航区，并为 J2级航段；自凤冲至为古田溪

水电站（一级）大坝 B 级航区；自闽清县桔林乡汤兜村至古田溪口为 C 级航区； 

（13）武步溪——自樟湖溪口以上为 C 级航区，其中武步村以上为 J2级航段； 

（14）汀江——自上杭城关水南大桥至德里为 C 级航区并为 J2 级航段；自德里至

棉花滩水电站大坝为 B 级航区； 

（15）黄潭河——自黄潭河口以上水域为 C 级航区，其中自上渡坪栗至稔田镇福

田村为 J2 级航段； 

（16）筼筜湖为 C级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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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附录如下： 

 

附录 

内河航区等级标准划分暂行规定 

 

目录 

 
第 1 章  通  则  

第 2 章  航区（航段）级别的划分标准   

第 3 章  申报提交的资料   

第 4 章  气象、水文的观测与数据整理  

第 5 章  波高参数的估算方法  

附录Ⅰ 河流和库区干流/支流航道参数统计表  

附录Ⅱ  风向风力目测方法   

附录Ⅲ  波浪目测方法  

附录Ⅳ  内河有效波高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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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通 则 

 

1.1  一般规定 

1.1.1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以下简称法规）关于内河航区分级的有关规定，明确航区（航段）级别的划分标

准、申报资料、申报和审批程序，特制定《内河航区等级标准划分暂行规定》（以下简

称本规定）。 

1.1.2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内河(包括江、河、湖泊和水库)的航区（航段）级别划

分： 

（1）没有划分航区（航段）级别的水域； 

（2）已划分航区（航段）级别，但由于航道整治和水利工程建设以及气候环境条

件变化等原因使水文条件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划分航区（航段）级别的水域； 

（3）其他原因需要进行航区划分的水域。 

1.1.3  本规定划分航区（航段）级别时未考虑局部地区出现的特殊情况（如暴风、

台风、潮汐、山洪等）的影响。 

1.1.4  山区河流的平均比降超过 0.1‰时，应提交本规定 3.4 要求的资料，按本规

定 2.3 划分急流航段。 

1.1.5  本规定由本局负责解释。 
 

1.2  名词定义 

1.2.1  风级——系指蒲氏风级。 

1.2.2  风速 U（m/s）——系指单位时间内空气移动的水平距离。风速通常指 10min

平均风速，其标准高度为距水面 10m。 

1.2.3  风向 F (°)——系指风的来向。人工观测，风向用十六方位法；自动观测，

风向以度(°)为单位。 

1.2.4  风区长度 D（km）——系指波浪观测点逆主风向至水域边界的距离。 

1.2.5  波高 H（m）——系指相邻波峰至波谷的垂直距离。 

1.2.6  周期 T（s）——系指波浪起伏一次所需的时间，或相邻两个波峰/波谷经

过某固定点的时间间隔。 

1.2.7  有义波高 HS（m）——系指将一定时期内测得一定数量波高由大至小排序，

取 1/3 的最大波高加以平均得到的波高；其对应周期的平均值为有义波周期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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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5%保证率——系指将一定时期内测得一定数量波高由大至小排序，大于等

于某波高的概率为 5%。 

1.2.9  流速 V（m/s）——系指单位时间水流动的距离。对山区河流，流速系指主

航道（包括滩险位置的主航道）上的水面最大流速。 

1.2.10  比降 J（‰）——系指单位长度河段的水面落差，通常用千分率表示。即

水面落差/落差段长度×1000‰ 。 

1.2.11  船舶报——系指采用船舶航行时对航行水域的气象、水文进行观测或测

量，以获取气象水文数据的方法。 

1.2.12  山区河流——系指流经山区和丘陵地区，具有水位暴涨暴落、河道坡陡流

急等特点的河流。 

1.2.13  正常蓄水位——系指水库在正常运用情况下允许为兴利蓄到的上限水位。 

1.2.14  防洪限制水位——系指水库在汛期允许兴利蓄水的上限水位。 

1.2.15  正常回水区——系指从大坝前缘到正常蓄水位回水末端的范围。 

1.2.16  常年回水区——系指从大坝前缘到防洪限制水位(即水库最低水位)回水末

端的范围。 

1.2.17  变动回水区——系指常年回水区末端到正常回水区回水末端的范围。 
 

1.3  申报和审批程序 

1.3.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辖区内的水域，应由所辖省/

区/市地方海事局或直属海事局向本局提出航区划分的申报申请，并提交申报资料。 

1.3.2  跨越省/区/市的水域，应由所辖省/区/市地方海事局或直属海事局联合向本

局提出航区划分的申报申请，并提交申报资料。 

1.3.3  本局视申报水域的特殊性和资料情况，可委托中国船级社对申报资料进行

审查或开展研究工作，所辖省/区/市地方海事局或直属海事局应配合中国船级社的审查

或研究工作。 

1.3.4  本局组织对申报资料审核，审核合格后对暂定的航区（航段）级别给予批

复。自本局批复之日起，暂定航区（航段）级别的试行期不少于一年。 

1.3.5  暂定的航区（航段）级别试行一年后，所辖省/区/市地方海事局或直属海事

局可将执行情况的报告（试行期的水域气象水文情况和船舶航行情况等）提交本局。 

1.3.6  本局根据暂定航区（航段）级别试行期的执行情况，对暂定的航区（航段）

级别进行审定，确定批准或延长试用期或调整航区（航段）级别。暂定的航区（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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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经本局批准后将予以发布。 
 

第 2 章  航区（航段）级别的划分标准 
 

2.1  航区（航段）级别 

2.1.1  根据水文和气象条件，内河航区为 A、B、C 三级，其中某些水域，依据水

流湍急情况，又分为急流航段，即 J1 级、J2 级航段。 

2.1.2  航区级别按 A 级、B 级、C 级高低顺序排列，航段级别按 J1级、J2 级高低

顺序排列，不同的 J 级航段分别从属于所在水域的航区级别。 
 

2.2  航区级别的划分标准 

2.2.1  航区级别按5%保证率对应的有义波高划分，A、B、C级航区的有义波高范

围如表2.2.1所示。 

表2.2.1  

航区级别 有义波高范围 HS（m） 

A 1.25 < HS ≤2.0 

B 0.5 <HS ≤1.25 

C HS ≤0.5 
 

2.3  急流航段级别的划分标准 

2.3.1  急流航段级别按滩上流速划分，滩上流速超过3.5m/s的航段应定为急流航

段。J1、J2级航段的滩上流速范围如表2.3.1.所示。 

表2.3.1  

航段级别 滩上流速范围（m/s） 

J1 5 < V ≤ 6.5 

J2 3.5 < V ≤ 5 
 

2.4  水域范围的确定 

2.4.1  河流（江、河）范围按照河道条件和航行水域范围确定。 

2.4.2  水库范围按照水库（包括水库的干流和支流）的正常回水区和船舶航行水

域范围确定。 

2.4.3  湖泊范围一般按照多年平均的最高水位对应的湖区范围确定。根据湖泊的

形状和船舶航行水域范围及水文情况，可分成大湖区、小湖区（内湖）、湖汊、湖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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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2.4.4  当河流（江、河）起始点为入湖/库口、出湖/库口和其他河流的河口时，其

分界点应相应对应。对于河流（江、河）中的水库和湖泊，可用相应的河段进行表述

水库和湖泊的范围。 

 

2.5  航区（航段）分界点（线）的确定 

2.5.1  航区（航段）分界点（线）一般以某一固定参照物或某一地名或港口表示，

分界点（线）一般应标注经纬度。对于某些特定水域（如入海口和大型湖泊），可采用

至陆岸的距离作为航区（航段）分界线。 

2.5.2  航区（航段）分界点的应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1）分界点（线）上、下水域的气象水文条件有明显变化； 

（2）若以某一固定参照物（或距某一固定参照物的距离）作为分界点（线），则

该参照物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消失或迁移； 

（3）若以某一地名或港口作为分界点（线），其分界点应确切、无争议，且该地

名或港口的范围应符合较低一级别航区（航段）的评定标准。 

 

第 3 章  申报提交的资料 
 

3.1  一般规定 

3.1.1  申报单位在申报航区（航段）级别时，应提交相应水域的概况、气象水文

资料和航行经验以及对航区（航段）级别划分的建议。 

3.1.2  小型河流、湖泊和水库的气象、水文资料，可按 3.5.1 的规定提交相应的资

料；其他河流、湖泊和水库的气象、水文资料，经本局同意可按 3.5.2 的规定提交相应

的资料。 
 

3.2  水域概况和航行经验 

3.2.1  水域概况和航行经验应至少涵盖下列的内容： 

(1)水域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及所属流域； 

(2)水域平面图及航道图(应注明主要港口位置、航线；如有航区/航段分界点，应

注明分界点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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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域主要特征参数，包括长度、平均宽度、最大宽度、平均水深、最大水深、

航道最小弯曲半经、河流的比降/湖泊的水域面积/水库的库容、海拔高度等，以及河

流、湖泊和水库的特征参数（见附录Ⅰ)； 

(4)基本气象、水文情况，气象情况包括多年的大风日数、有雾日数、雷暴日数、

区域气象特征等，水文情况主要包括枯/洪水位和流量、水流情况、波高情况等； 

(5)航行情况、航行经验及水上交通事故情况，包括船舶种类、数量、尺度范围、

运输特点及客运/货运情况、航行经验、主要事故类型及典型案例等。 

 
3.3  申报航区级别的气象、水文资料 

3.3.1  申报航区级别时应提交以下气象、水文资料： 

(1)不少于连续5年的风级（或风速）和风向统计资料； 

(2)不少于连续3年的波高统计资料。 

 
3.4  申报急流航段级别的航道及水文资料 

3.4.1  申报急流航段时，应提交以下航道及水文资料： 

(1)典型弯曲航道的位置、弯曲半径； 

(2)急流险滩的名称、位置、滩段长度、比降和流态情况以及成滩的条件(水位和

流量)； 

(3)急流险滩在典型水位和流量下的流速、比降测量资料。 

 
3.5  气象、水文资料的简化与替代 

3.5.1  小型河流、湖泊和水库申报航区级别时，按表3.5.1的水域条件提交相应的

资料。 

表3.5.1 

水域条件 气象、水文资料的简化
与替代 备 注 

水面平均宽度小于300m，且最大宽度小于1000m
的河流、湖泊和水库 

免除提交3.2.1（3）、（4）
和3.3.1要求的资料 

可直接划分为C
级航区 

河 流 水面平均宽度小于500m，水面最大宽度
小于2200m 

用波高估算方法
①
替代

3.3.1（2）要求的资料 

视有义波高的
数据按2.2.1划

分航区 
湖 泊 水面面积小于30平方千米，水面平均宽

度小于2200m 

水 库 总库容小于8.5亿立方米，水面平均宽度
小于450m，水面最大宽度小于2000m 

  
注 ①：波高估算方法见第 5章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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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除 3.5.1 所述的小型河流、湖泊和水库外，其他河流、湖泊和水库在申报航

区级别时，可采用波高估算方法替代 3.3.1（2）要求的资料。波高估算方法见第 5 章

的相应规定。 

3.5.3  用船舶报方式所获取的统计资料可替代本规定 3.3 的要求。采用船舶报方式

获取气象、水文数据时，应按日测量，每月不少于 20 天，每天不少于 4 次，每次间隔

时间不少于 3h。 

3.5.4  申报急流航段时，流速、比降和流态可采用水工模型试验的方法获取。水

工模型试验时应至少包含二年一遇最小流量和五年一遇最大流量。 

对于山区河流上的水库，若缺少流速、比降测量资料时，水库（包括水库的干流

和支流）在常年回水区的水域可不划分为急流航段；水库（包括水库的干流和支流）

在变动回水区的水域应划分为急流航段。 

3.5.5  没有条件进行气象观测或观测的气象资料不全时，可引用和借鉴当地气象

台站的气象数据。 

 

第 4 章  气象、水文的观测与数据整理 
 

4.1  一般规定 

4.1.1  气象观测主要包括风速、风向等要素。风速一般采用仪测（即采用风速仪

测量）的方式获取；风向一般采用风向仪测得。 

4.1.2  水文观测主要包括波高、周期、流速、比降等要素。波高、周期可采用目

测或仪测（即采用测波仪或船用测波雷达等仪器测量）的方式获取；流速可采用目测

或浮标法或流速仪的方式获取；比降一般采用岸边水尺计算或仪测（即河心比降采用

水面比降器测量）的方式获取。 

4.1.3  气象观测和水文观测一般同步进行，观测时段为每日 02:00、05:00、08:00、

11:00、14:00、17:00、20:00、23:00 时进行观察。夜间不具备观测的测站应于每日 08:00、

11:00、14:00、17:00 时进行观察。 

4.1.4  气象、水文数据的单位和取值及准确度应符合表 4.1.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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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项 目 单 位 取 值 准 确 度 

风向﹡ （°） 取整数 ±5° 

风速 m/s 

取一位小数 

±10% 

风区长度 km ±2% 

水深 m ±2% 

波高 m ±10% 

周期 s ±0.5s 

流速 m/s ±1% 

比降 ‰ ±10‰ 

注﹡：正北为 0°，顺时针计量。 
 

4.2  观测点的选择 

4.2.1  观测点的布设应具有代表性，所测数据能反映申报水域的气象、水文情况。

申报航区级别时，应根据水域的情况选择可能产生较大波高的位置作为观测点；申报

急流航段级别时，应根据水域的情况选择主航道上的典型急流滩作为观测点。 

4.2.2  波浪观测点的选择原则： 

（1）观测点水面应开阔，无暗礁、浅滩和水产养殖等障碍物影响，并尽量避开陡

岸、急流区和回流区； 

（2）抛设浮标（或传感器）处的水深应不小于该水域常见波波长的一半，水下地

形比较平坦； 

（3）观测场地应濒临观测点，观测场地距水面高度以 20～30m 为宜； 

（4）采用船舶报目测波浪时，观测员站在船只迎风面，以离船身以外30m的水面作

为观测区域。 

4.2.3  急流观测段的选择原则： 

（1）以急流滩段向上和向下各延长1倍的河宽作为急流观测段； 

（2）观测段的河床和两岸应稳定，并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4.3  观测方法 

4.3.1  风速、风向的观测方法： 

（1）采用目测方法时，按附录Ⅱ观测风速、风向； 

（2）采用仪测方法时，按照测风仪的使用说明，连续测量并记录风速和风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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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换记录载体并作时间标志。 

4.3.2  波高、周期的观测方法： 

（1）采用目测方法时，应注意测站水域波高的分布状况，每次目测10个显著波（在

观测的波系中较大的波）的波高，取其平均值，即为每次目测的有效波高HS。波浪目

测方法见附录Ⅲ； 

（2）采用仪测方法时，对浅水测波通常采用易于固定的测波仪；对深水测波一般

采用浮球式加速度型测波仪。其采样时间间隔小于或等于0.25s，连续记录的波数不少

于100个波，记录的时间一般取17～20min。 

4.3.3  流速、比降的观测方法： 

（1）采用目测和浮标法时，在观测段上选择布设好上、中、下三个断面，施放浮

标，观测并记录浮标通过断面的时间； 

（2）采用流速仪时，根据大致的水流速度范围选择合适流速仪，测量时按照使用

说明，连续测量并记录水流速度。 

 
4.4  气象、水文数据的记录与整理 

4.4.1  采用目测方法观测时，气象、水文数据应按日、按表 4.4.1 记录。 

 

表 4.4.1 

水域名称  记录日期 年    月    日 

测站位置  记录人（2人） （签名） 

序  数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日数据整理 

平均值 最大值 

测量时间     ----- ----- 

风向（°）     ----- ---- 

风速（m/s）       

风区长度（km）       

水深
①
（m）       

流速
②
（m/s）       

比降
②
（‰）       

有效波高（m）       

有义波周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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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对应风区长度的最大水深； 
② 仅申报急流航段时填写。 

 

4.4.2  采用仪测方法观测波浪时，其波高可采用模拟曲线形式记录或以磁带记录

并利用微机直接打印波浪要素；其他气象、水文数据应按日、按表 4.4.1 记录。 

4.4.3  根据每日的测量，整理成年报表： 

（1）根据每日四次测量的风向、风速，整理成年平均风速、最大风速和大风（含

5 级风、6 级风、7 级风、8 级风及以上）频率及对应的风向； 

（2）根据每日四次测量的流速、比降，整理成年平均流速、最大流速和平均比降、

最大比降； 

（3）根据每日四次测量的有效波高、有义波周期，整理成 5%保证率对应的有效波

高及对应的有义波周期。 

 

第 5 章  波高参数的估算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波高参数应根据水域的环境条件，按本规定第4章所述的方法进行观测确

定；当无观测资料时，可按本章的规定进行估算。 

5.1.2  采用本章方法进行波高参数估算时，应按第3章3.2.1的规定收集相应的水域

概况和航行经验。 

5.1.3  对于河流、河道型水库，应至少选用三处较宽阔的河段进行波高参数的估

算，有义波高取其平均值。 

 
5.2  计算风速的选取 

5.2.1  计算风速可根据当地气象实测资料按5.2.2的规定确定或根据经验方法按

5.2.3的规定确定。 

5.2.2  有当地的风速实测资料时，将一定时期内测得每日最大风速（距水面或地

面10m高处的10min平均最大风速）由大至小排序，计算风速取5%保证率对应的最大风

速。 

5.2.3  如没有当地的风速实测资料时，计算风速可根据多年平均的年大风日数N按

下列方法确定： 

（1）当N/365≥0.05或没有大风日数的资料时，计算风速取2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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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0.025≤N/365<0.05时，计算风速取17.10m/s； 

（3）当N/365<0.025时，计算风速取16.00m/s。 

5.2.4  对于有冰封期的水域，在按5.2.2的规定确定计算风速时，应不计及冰封期

的天数和风速数据；在按5.2.3的规定确定计算风速时，应不计及冰封期的天数和大风

日数。 

 
5.3  计算风区长度的选取 

5.3.1  河流的计算风区长度按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河面尺寸确定，湖泊的计算风

区长度按多年平均最高水位对应的湖面尺寸确定，水库的计算风区长度按正常蓄水位

对应的水面尺寸确定。 

5.3.2  河流、河道型水库的计算风区长度取河面最大宽度或 3 倍河面平均宽度的

大者。 

5.3.3  湖泊和宽阔型水库的计算风区长度按下列方法确定： 

(1)根据当地大风的风向，确定波高参数估算的主风向。有当地的风向实测资料时，

主风向取 5.2.2 对应的风向；如没有当地的风速实测资料时，主风向取常遇大风的风向； 

(2)当水域的水面形状比较规则时，取主风向对应的最大对岸距离； 

(3)当水域的水面形状不规则（或有岛屿等障碍物）时，计算点取在受风一侧的岸

线上，以主风向自计算点作主射线，然后自计算点在主射线两侧每隔 7.5°作一条射线，

直至与主射线的偏离角为±22.5°，如图 5.3.3 所示；风区长度按下式计算： 

3,2,1,0,
cos
cos2

±±±==
∑
∑ i

F
F

i

ii
e α

α
 

式中：Fi——从计算点沿主风向两侧作射线到水域边界交点的距离； 

αi——第 i 条射线与主射线之间的夹角，αi ＝i ×7.5°； 

i——射线序号，取值 0，±1，±2，±3，其中正号和负号分别表示以主射线为

中线心的一侧和另一侧。 

计算点取不同位置得到一列的风区长度，取最大值作为计算风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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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风区长度计算 

 

5.4  计算水深的选取 

5.4.1  河流的计算水深取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平均水深，湖泊的计算水深取多年

平均最高水位对应的平均水深，水库的计算水深取正常蓄水位对应的平均水深。 

5.4.2  河流、河道型水库在选取多处河段进行波高参数的估算时，其计算水深分

别取各河段的平均水深。 

 
5.5  有效波高估算 

5.5.1  有效波高估算方法见附录Ⅳ。 

5.5.2  有效波高估算所需的计算风速、计算风区长度和计算水深等参数按5.2、5.3、

5.4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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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河流、湖泊和水库特征参数统计表 

 
Ⅰ.1  河流的河道参数 

          河流的河道参数统计表 

序号 河段名称 
起点位置 终点位置 河段长度 

(km) 

正常水位（     m 水位） 最低水位（     m 水位） 

起点地名 距河口(km) 终点地名 距河口(km) 平均水深(m) 平均河宽(m) 最大河宽(m) 平均水深(m) 平均河宽(m) 最大河宽(m) 

             

             

             

 

 

Ⅰ.2  湖泊的特征参数 

          湖泊的特征参数统计表 

序号 海拔高程 形状特征 
长度(km) 宽度(km) 水深(m) 水域面积

(km2) 

蓄水容积 

(亿 m3) 

岸线长 

(km)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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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3  水库的库区干流河道参数 

          库区干流的河道参数统计表 

序号 河段/库段名称 
起点位置 终点位置 河段长度 

(km) 

设计正常蓄水位（       m 水位） 死水位/汛期限制水位（     m 水位） 

起点地名 距大坝(km) 终点地名 距大坝(km) 平均水深(m) 平均河宽(m) 最大河宽(m) 平均水深(m) 平均河宽(m) 最大河宽(m) 

             

             

             

 

 

Ⅰ.4  水库的库区支流河道参数 

          库区支流的河道参数统计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河口位置 河流全长 

(km) 

设计正常蓄水位（        m 水位） 死水位/汛期限制水位（        m 水位） 

河口地名 距大坝(km) 回水末端地名 距河口(km) 平均河宽(m) 最大河宽(m) 回水末端地名 距河口(km) 平均河宽(m) 最大河宽(m) 

             

             

             

 

Ⅰ.5  填写注意事项 

Ⅰ.5.1  河流、湖泊和水库特征参数的填写范围应包含船舶通航范围及航区划分界定的范围； 

Ⅰ.5.2  建议河流按照由上（游）至下（游）顺序填写，湖泊按照正常水位、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对应的海拔高程填写，库区干流

按照由下（游）至上（游）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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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5.3  河流和库区干流应采取分段方式进行填写，河流至少分为上游、中游、下游、河口段，库区干流至少分为坝首宽阔水域、

中间段、库尾回水变动段； 

Ⅰ.5.4  在分段填写河流的航道参数时，尚应根据河段宽度变化情况进行细分，并含盖正常水位、最低水位对河段宽度的影响； 

Ⅰ.5.5  在分段填写库区干流的航道参数时，尚应根据河段宽度变化情况进行细分，并含盖设计正常蓄水位、死水位/汛期限制水位

对应的回水位置（在地名处标注相应的回水位置）； 

Ⅰ.5.6  库区支流一般以支流河口距大坝的距离按由近至远的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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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风向风力目测方法 

 

Ⅱ.1  当没有测定风向风速的仪器，或虽有仪器但因故障而不能使用时，可目测风

向风风力。 

Ⅱ.2  根据风对地面或海面物体的影响而引起的各种现象，按风力等级表估计风力

并记录其相应风速的数值。 

Ⅱ.3  根据炊烟、旌旗、布条展开的方向及人的感觉，按八方位估测风向。 

Ⅱ.4  目测风向风力时，观测者应站在空旷处，多选几个物体，认真地观测，以尽

量减少主观的估计误差。 

Ⅱ.5  风力等级见表Ⅱ.1，风向符号与度数对照见表Ⅱ.2。 

 

风力等级表                               表Ⅱ.1 

风力 
等级 名称 

相当于开阔平坦地面 10m 高处风速 
陆上物理征象 

m/s km/h n mile/h 

0 静风 0－0.2 <1 <1 静，烟直上。 

1 软风 0.3－1.5 1－5 1－3 烟能表示风向，但风向标尚不能指示风向。 

2 轻风 1.6－3.3 6－11 4－6 人面感觉有风，树叶有微响，风向标能随
风转动。 

3 微风 3.4－5.4 12－19 7－10 树叶与微枝摇动不息，旌旗展开。 

4 和风 5.5－7.9 20－28 11－16 灰尘和碎纸扬起，小树枝摇动。 

5 清劲风 8.0－10.7 29－38 17－21 有叶的小树枝摇动，内陆水面有小波浪。 

6 强风 10.8－13.8 39－49 22－27 大树枝摇动，电线呼呼有声，打伞困难。 

7 疾风 13.9－17.1 50－61 28－33 全树摇动，逆风步行感到困难。 

8 大风 17.2－20.7 62－74 34－40 树枝折断，逆风行进阻力甚大。 

9 烈风 20.8－24.4 75－88 41－47 发生轻微的建筑破坏。 

10 狂风 24.5－28.4 89－102 48－55 内陆少见，有些树木拔起，建筑物破坏较
重。 

11 暴风 28.5－32.6 103－117 56－63 极少遇到，伴随着广泛的破坏。 

12 飓风 32.7 11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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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符号与度数对照表                           表Ⅱ.2 

方 位 符号 中心角度（°） 角度范围（°） 

北 N 0 348.76—11.25 

北东北 NNE 22.5 11.26—33.75 

东北 NE 45 33.76—56.25 

东东北 ENE 67.5 56.26—78.75 

东 E 90 78.76—101.25 

东东南 ESE 112.5 101.26—123.75 

东南 SE 135 123.76—146.25 

南东南 SSE 157.5 146.26—168.75 

南 S 180 168.76—191.25 

南西南 SSW 202.5 191.26—213.75 

西南 SW 225 213.76—236.25 

西西南 WSW 247.5 236.26—258.75 

西 W 270 258.76—281.25 

西西北 WNW 295.5 281.26—303.75 

西北 NW 315 303.76—326.25 

北西北 NNW 337.5 326.26—348.75 

静风 C 风速小于或等于 0.2m/s 
 

    36 



 

附录Ⅲ 

波浪目测方法 

 
Ⅲ.1  测波标杆法 

(1)单杆观测：系用一根标杆观测波高和周期。测出 30～50 个连续的波浪通过标

杆的历时，除以相应的次数即得平均周期。 

(2)三点法观测：采用三根标杆，布成直角等腰三角形，其中一腰应与岸边平行，

见图Ⅲ.1（1）。 

观测时，用秒表测出某一波顶通过标杆 A、B、C 的时间 t1、t2、t3。波顶线与岸

边的交角为 α，三角形腰长为Ｌ，则可用下式求出波速 V。 

当 α < 45°时       V=Lcosα/(t2-t1) 

当 α > 45°时       V=Lsinα/(t3-t2) 

波长 λ 可根据公式 λ=TV 算出。 

此外，还可用漂浮波速尺测读波长，见图Ⅲ.1（2）。用下式计算波速： 

V =λ / T 

式中：V——波速，m/s； 

λ——波长，m； 

T——周期，s。 

 
图Ⅲ.1（1） 三点法观测波浪平面示意图 

 

 
图Ⅲ.1（2） 浮动波速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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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光学测波器法 

在水面设置浮标，其上设一测标。浮标底部系一绳索，锚固于库底重物上。在岸

上设框架和准星，框架上设等距离水平线条（或者采用配有透视网格的单简望远镜或

带有水准仪的分盘组成），见图Ⅲ.2。 

 
图Ⅲ.2  光学测波器观测波浪示意图 

 

观测时用秒表直接测出历时，算出周期，并按下式计算波高： 

H =(D + d )k/d 

式中：h——波高，即图中之 AB，m； 

k——观测波顶和波底时，视线在框架上所截间距。即图中的 ab，m； 

D——浮标至框架的距离，m； 

d——准星至框架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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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内河有效波高估算 

 

内河有效波高根据风速、风区长度和水深按表Ⅳ进行估算。 

内河有效波高(m)估算表                        表Ⅳ 

序号 
风速 
(m/s) 

水深 
(m) 

风区长度(m) 

5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10000 20000 

1 

16.0 

2 0.3065 0.3984 0.5106 0.5863 0.6449 0.6933 0.8634 1.0724 

2 5 0.3147 0.4175 0.5504 0.6438 0.7175 0.7790 0.9950 1.2506 

3 10 0.3171 0.4226 0.5625 0.6639 0.7457 0.8151 1.0665 1.3740 

4 20 0.3188 0.4254 0.5679 0.6722 0.7574 0.8306 1.1023 1.4501 

5 50 0.3207 0.4283 0.5723 0.6783 0.7650 0.8398 1.1206 1.4901 

6 80 0.3217 0.4296 0.5743 0.6807 0.7680 0.8432 1.1261 1.4997 

7 130 0.3227 0.4311 0.5763 0.6832 0.7708 0.8464 1.1309 1.5072 

8 平均值 0.3175 0.4218 0.5592 0.6583 0.7385 0.8068 1.0578 1.3777 

9 

17.1 

2 0.3305 0.4281 0.5485 0.6293 0.6918 0.7437 0.9258 1.1506 

10 5 0.3399 0.4505 0.5931 0.6931 0.7719 0.8376 1.0680 1.3408 

11 10 0.3426 0.4563 0.6071 0.7162 0.8041 0.8787 1.1480 1.4767 

12 20 0.3444 0.4594 0.6132 0.7257 0.8176 0.8965 1.1892 1.5632 

13 50 0.3465 0.4625 0.6180 0.7323 0.8260 0.9067 1.2100 1.6094 

14 80 0.3475 0.4640 0.6202 0.7350 0.8292 0.9104 1.2161 1.6202 

15 130 0.3494 0.4655 0.6223 0.7377 0.8323 0.9139 1.2233 1.6285 

16 平均值 0.3430 0.4552 0.6032 0.7099 0.7961 0.8696 1.1401 1.4842 

17 

20.0 

2 0.3946 0.5007 0.6494 0.7435 0.8165 0.8771 1.0915 1.3591 

18 5 0.4079 0.5390 0.7072 0.8246 0.9165 0.9931 1.2614 1.5797 

19 10 0.4112 0.5470 0.7266 0.8560 0.9600 1.0481 1.3634 1.7481 

20 20 0.4134 0.5510 0.7347 0.8692 0.9788 1.0729 1.4211 1.8637 

21 50 0.4159 0.5547 0.7407 0.8776 0.9896 1.0864 1.4496 1.9284 

22 80 0.4171 0.5565 0.7433 0.8807 0.9935 1.0908 1.4572 1.9427 

23 130 0.4171 0.5583 0.7458 0.8839 0.9971 1.0950 1.4637 1.9534 

24 平均值 0.4110 0.5439 0.7211 0.8479 0.9503 1.0376 1.3583 1.7679 
 
注：对于风速、风区长度和水深的中间值，有效波高用内插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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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总吨位与净吨位 

第 1 节  总吨位 

 

2.1.1.1 改为： 

   “2.1.1.1  船舶的总吨位（GT）应按下式计算： 

VKGT 1=  

式中：K1——系数，按下式计算，或按表 2.1.1.1 选取，K1 按四舍五入取值到小数点

后第 4 位； 

VK lg016.023.01 +=  

V——按本篇规定丈量所得的船舶总容积，m3，按下式计算： 

4321 VVVVV +++=  

其中：V1——量吨甲板以下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m3，见本篇 3.1.1； 

V2——量吨甲板以上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m3，见本篇 3.1.2； 

V3——量吨甲板以上应计入的固定载客开敞处所 ①的容积，m3，见本篇 3.1.3； 

V4——量吨甲板以上应计入的固定载货开敞处所 ②的容积，m3，见本篇 3.1.4。 
表 2.1.1.1  

V K1 V K1 V K1 
50 0.2572 5000 0.2892 28000 0.3012 

100 0.2620 6000 0.2905 30000 0.3016 
200 0.2668 7000 0.2915 32000 0.3021 
300 0.2696 8000 0.2924 34000 0.3025 
400 0.2716 9000 0.2933 36000 0.3029 
500 0.2732 10000 0.2940 38000 0.3033 
600 0.2745 12000 0.2953 40000 0.3036 
700 0.2755 14000 0.2963 42000 0.3040 
800 0.2764 16000 0.2973 44000 0.3043 
900 0.2773 18000 0.2981 46000 0.3046 
1000 0.2780 20000 0.2988 48000 0.3049 
2000 0.2828 22000 0.2995 50000 0.3052 
3000 0.2856 24000 0.3001 52000 0.3055 
4000 0.2876 26000 0.3006 54000 0.3057 

 注：对于容积的中间值，系数 K1 用内插法求得。” 

 
2.1.1.2 改为： 

① 应计入的固定载客的开敞处所，系指在量吨甲板以上按本法规第 9 篇规定用于乘客定额核定的载客开敞处所。 
② 应计入的固定载货的开敞处所，系指甲板货船、半舱船、滚装货船、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车客渡船、火

车渡船和集装箱船等在量吨甲板以上固定载货的开敞处所及无舱盖的货舱口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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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对于开底泥驳（船）、对开泥驳（船）和设有泥舱的挖泥船，当卸货时

尽管其船体可暂时敞开与河水相通，但船体内容积如图 2.1.1.2 所示影线部分应计入总

容积内。 

非水密底部舱口

 
图 2.1.1.2” 

 
第 2 节  净吨位 

 
2.2.1.1 改为： 

   “2.2.1.1  船舶的净吨位（NT）应按下式计算： 

GTKNT 2=  

式中：GT——按本章量计所得的总吨位； 
K2——系数，按表 2.2.1.1 选取。 

表 2.2.1.1 

船舶种类 K2 船舶种类 K2 

干货船、液货船 0.56 舱口驳船、液货驳船 0.84 

客船、餐饮趸船、Ⅰ型客滚船、滚装货船 0.60 
Ⅱ型客滚船、车客渡船、火

车渡船 
0.52 

集装箱船 0.65 浮船坞 0.50 

甲板货船、半舱货船 0.65-0.3
D
H  其他船舶 0.30 

开底泥驳(船)、对开泥驳(船) 0.35   

注：① 甲板货船、半舱货船(含甲板货驳、半舱货驳)，其
D
HK 3.065.02 −= ，式中的 H 为载货

甲板至基线的平均垂向高度，D 为型深，当
D
H < 0.5 时，取

D
H ＝0.5； 

② 舱口驳船系指非自航干货船(甲板货驳、半舱货驳、集装箱驳船除外)； 
③ 液货驳船系指非自航液货船； 
④ 干货船系指自航干货船(甲板货船、半舱货船、集装箱船除外)； 
⑤ 液货船系指自航液货船； 
⑥ 其他船舶系指工作船、推(拖)船、工程船(开底泥驳/船、对开泥驳/船除外)、趸船(餐饮趸

船除外)等不载客货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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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丈量与计算 

第 1 节  丈量与计算 

 
3.1.3.1 改为： 

   “3.1.3.1  设有顶篷的载客处所，其容积为甲板载客面积乘以自顶篷的下表面至载

客甲板的上表面的平均高度。” 

 
3.1.3.2 改为： 

   “3.1.3.2  未设顶篷的载客处所，其容积为甲板载客面积乘以计算高度，计算高度

取 1.90m，若载客甲板（乘客站立面）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平台（或铺板、舱底板）

时，计算高度取(1.90－W)m，其中：W 为载客甲板（或铺板、舱底板）至干舷甲板的

距离(m)。” 

 
3.1.4.6 改为： 

   “3.1.4.6  集装箱高出甲板或平台或舱口围板以上的容积 V4h，应根据集装箱堆放

的几何尺寸按下列方法计算： 

（1）吨位丈量所用的丈量箱数和集装箱尺寸按 1CC 型号集装箱选取； 

（2）丈量箱数根据设计箱位数及型号确定，当设计箱位数由货箱数和空箱数组成

或全部为空箱数时，空箱数取一半进行量计；当设计箱位数包含多种型号的集装箱时，

按其外部尺寸对应的容积换算成 1CC 型号集装箱对应的箱数；计算所得的丈量箱数按

四舍五入取整； 

（3）1CC 型号集装箱的外部尺寸取为 6.058m×2.438m×2.591m（长×宽×高）； 

（4）集装箱堆放的几何尺寸按上述(1)～(3)确定的丈量箱数和尺寸及箱位布置确

定； 

（5）集装箱高出甲板或平台或舱口围板以上的容积 V4h 按下式计算： 

ii HSV ∑5.0h4 ＝              m3 

式中：i——载货处所的序号； 

Si——各载货处所的实际装载集装箱面积(包括集装箱与集装箱之间的间距)，m2； 

Hi——各载货处所的集装箱高出甲板或平台或舱口围板的平均高度，m。 
 

（6）本条文(5)所计算的容积不包括货舱口容积，当载货处所设有无舱盖的货舱

口及舱口围板时，其货舱口容积按本节 3.1.4.7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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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计算集装箱高出甲板或平台或舱口围板以上的容积 V4h 时，各载货处所之

间的集装箱间距不计入(本条文所述的载货处所系指不同货舱及堆放平台所形成的集

装箱处所)； 

（8）若船舶有几种设计箱位数时，应分别对每种设计箱位数按上述(1)～(7)计算，

取其中较大者进行量计。” 

 
3.1.4.7 改为： 

   “3.1.4.7  无舱盖的货舱口容积为舱口围板内表面间的平均长度、平均宽度和舱口

围板平均高度相乘所得。半舱船的舱口围板平均高度低于船宽的 0.1 倍时，取 0.1 倍船

宽进行量计(装运集装箱的半舱船，其舱口围板平均高度仍按实际值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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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2.6 改为： 

   “1.1.2.6  当船舶构件低于水尺勘划的基准线时，应在船舶载重线证书的记事中注

明构件低于基准线部分的尺寸。” 

 
新增 1.1.2.7 如下：  

   “1.1.2.7  按 1.1.2.2 和 1.1.2.3 勘划附加载重线的船舶，应在船舶载重线证书的记

事中注明载重线标志、载重线和附加载重线对应船舶种类或状态。” 

 
1.1.3.10 改为： 

   “1.1.3.10  A 型船舶——系指具备如下特征，且载运散装液体货物的船舶： 

（1）干舷甲板（包括首、尾升高甲板）上露天部分的货舱区域具有高度的完整水

密性，货舱仅设有小的出入口，并以钢质或等效材料的水密填料盖封闭； 

（2）载货的货舱具有较低的渗透率； 

（3）干舷甲板（包括首、尾升高甲板）上的其他开口设有风雨密舱盖。” 

 
 

第 3 章  核定干舷条件 

第 1节  一般规定 

 
新增 3.1.1.6 如下：  

   “3.1.1.6  船舶因结构型式和布置等原因，需要在露天干舷甲板上设置局部下沉或

凹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与舷外水相通的局部下沉或凹槽的底板至满载水线（相应载重线所对应的水

线）的距离应不小于本篇第 4 章表 4.2.2.1 中的基本干舷 F0； 

（2）局部下沉或凹槽的周界（底板、侧向板、横向板）应符合水密要求； 

（3）按本篇第 4 章 4.2.6 计入干舷甲板局部下沉或凹槽对干舷的修正。” 

 
第 2 节  开口的保护与密性 

 
3.2.1.2 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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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  干舷甲板（含首、尾升高甲板）上位于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内的舱口，若

舱口位于距船中纵线 0.2B 范围或设有风雨密舱盖时，其舱口围板高度不作要求；其他

舱口的舱口围板高度一般应不小于 50mm。” 

 
第 3 节  排水设备和船员保护 

 
3.3.1.2 改为： 

   “3.3.1.2  甲板排水孔的布置应使船舶在正常营运条件的正浮和倾斜位置均能及

时排出甲板积水，并应防止舷外水浸入船内。” 

 
3.3.1.3 改为： 

   “3.3.1.3  用作排出干舷甲板上的封闭上层建筑或封闭甲板室（含 3.1.1.2 所述的上

层建筑、甲板室）内的水至舷外的排水管，如排水管舷外端位于干舷甲板以下时，其

孔口下缘至满载水线之间的距离一般应不小于 100mm，否则，每一独立的排水口应设

置一个自动止回阀。 

用作排出干舷甲板以下处所或半舱船的货舱区内的水至舷外的排水管，每一独立

的排水口应设置一个自动止回阀，且半舱船货舱区排水管舷外端的孔口下缘至满载水

线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100mm。” 

 
 

第 4 章  干舷计算 

第 2 节  一般船舶的最小干舷 
 

4.2.1.1 改为： 

   “4.2.1.1  船舶最小干舷 F 按下式计算： 
43210 ffffFF ++++=              mm 

式中： 0F ——船舶的基本干舷，mm，见本节 4.2.2； 

1f ——型深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 4.2.3； 

2f ——舷弧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 4.2.4； 

3f ——舱口围板高度及舱室门槛高度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 4.2.5； 

4f ——干舷甲板局部下沉或凹槽对干舷的修正，mm，见本节 4.2.6。” 
 

4.2.5.1 改为： 

   “4.2.5.1  干舷甲板上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等的标准高度按表 4.2.5.1 选取。 

    47 



 

表 4.2.5.1” 
   船长与航区（段） 

标准高度 
（mm） 

舱口类别 

船长 40m 以下 船长 40m 及以上 
备 注 

A、J1 级 B、J2 级 C 级 A、J1 级 B、J2 级 C 级 

露天部分的

客/货舱口围

板高度 

C 型船舶 450 350 230 650 550 400  

A、B 型船舶 250 190 130 350 300 200  

非露天部分的客/货舱口围板高

度 
190 150 80 250 200 125 

如具有牢固的风雨密关

闭设备，且在航行中永久

关闭者可不受此限 露天部分其他舱口围板高度、

舱室及舱棚的门槛高度 
 

4.2.5.3 改为： 

   “4.2.5.3  舱口围板高度和舱室及舱棚门槛高度对干舷的修正值 f3 按下式计算： 

)(5.03 cibi
cici hh

LB
bL

f −= ∑              mm 

式中： i——舱口和舱室及舱棚的序号； 

L——船长，m； 

B ——型宽，m； 

ciL ——舱口长度，m，当计算舱室或舱棚门槛高度的修正值时， ciL 为舱室或舱棚

的长度，或通过该门槛能到达的上层建筑的长度； 

cib ——舱口宽度，m，当计算舱室或舱棚门槛高度的修正值时， cib 为舱室或舱棚

的宽度，或通过该门槛能到达的上层建筑的宽度； 

bih ——由本节表 4.2.5.1 确定的舱口围板和舱室或舱棚门槛的标准高度，mm； 

cih ——船舶的舱口围板和舱室或舱棚门槛的实际高度，mm。” 
 

新增 4.2.6 如下： 

   “4.2.6  干舷甲板局部下沉或凹槽对干舷的修正 

4.2.6.1  干舷甲板上设有局部下沉或凹槽时，应按下列规定计算的修正值 f4 增加

干舷： 

（1）当凹槽未与舷外水相通(未延伸至船底、船侧、船尾和船首)时，如图 4.2.6.1(1)

所示，凹槽对干舷的修正值 f4 按本节 4.2.5.3 计算，此时，舱口围板的标准高度按客/

货舱口取值，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取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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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水线

 
图 4.2.6.1（1） 

 
（2）当局部下沉或凹槽延伸至船侧或船尾或船首时，如图 4.2.6.1（2）所示，其

局部下沉或凹槽对干舷的修正值 f4 按下式计算，此种情况下应计入该凹槽区域内的舷

弧和升高甲板及舱口围板对干舷的影响； 

LB
V

f d10004 =               mm 

式中： dV ——局部下沉或凹槽在干舷甲板以下的体积，m3 ； 

L——船长，m； 

B ——型宽，m。 

 
图 4.2.6.1（2）” 

 
第 3 节  工程船的最小干舷 

 
4.3.2 改为： 

   “4.3.2  最小干舷 

4.3.2.1  设有泥舱的挖泥船、开底泥驳（船）、对开泥驳（船）和自航工程船的最

小干舷应按本章第 2 节的有关规定计算，并根据船体结构型式及对干舷甲板（包括首、

尾升高甲板）上开口的保护情况确定船型（A 型船舶或 B 型船舶或 C 型船舶）；当确

定为 A 型船舶时，其基本干舷按本章表 4.2.2.1 有关 A型船舶栏括号外的数值选取。 

4.3.2.3  除 4.3.2.1 所述的工程船外，其他工程船的最小干舷 F 按下列规定计算： 

（1）航行(调遣)、避风状态下的最小干舷 F 按下式计算： 
6.0

1(55 ）＝ DLF ×               mm 

当 F ≤200mm 时，取 F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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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船长，m ； 

1D ——计算型深，m 。 
（2）作业状态下的最小干舷 F 取本条文(1)计算值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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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水尺标志 
 

Ⅰ.2 改为： 

   “Ⅰ.2  水尺数字由数字、小数点和单位组成。水尺标志吃水值以 0.2m 的倍数进

行标注，吃水值为整数时在数字的后面加注单位 m，吃水值有小数时不加单位。水尺

读数的线粗为 20mm；数字的字高为 100mm，字宽为 60mm；小数点占位的高为 50mm，

宽为 30mm（小数点圆心位于 50mm×30mm 的中心处，直径为 20mm）；单位以大写 m

表示，大写 m 的高度为 100mm，宽为 80mm。数字与数字之间、数字与单位之间的间

距为 25mm，数字与小数点占位之间不留间隙。” 

 

Ⅰ.9 改为： 

   “Ⅰ.9  船体左、右两舷水尺标志的勘划位置和式样如图Ⅰ.9（1）和图Ⅰ.9（2）

所示。 

 
图Ⅰ.9（1）右 

 

 
图Ⅰ.9（1）左 

 

 

图Ⅰ.9（2）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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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Ⅰ.9（2）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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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新增 1.1.1.7 和 1.1.1.8 如下： 

   “1.1.1.7  天然气燃料动力船尚应符合本局《内河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法定检验暂

行规定》的规定。” 

1.1.1.8  液化天然气燃料水上加注趸船应符合本局《液化天然气燃料内河水上加注

趸船法定检验暂行规定》的规定。” 

 
1.1.2 改为： 

   “1.1.2  一般要求 

1.1.2.1  船舶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 

1.1.2.2  自航船的设计航速应满足安全航行和营运使用的需要。船舶航行时，其

实际航速尚应满足海事部门的相应规定。 

1.1.2.3  船舶应按照预定用途进行装载和航行（或作业或避风）。 

1.1.2.4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应按照批准的货物类别、数量及载货处所进行装载

和布置；其他船舶不得载运危险货物。 

1.1.2.5  I 型客滚船、II 型客滚船和车客渡船在装载车辆时，应根据平衡配载原则

布置车位，使车辆位于载车处所内，并对车辆进行有效的系固。 

1.1.2.6  客渡船禁止装载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辆。

当乘客随身携带自行车和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时，应按本法规第 9 篇第 2

章 2.1.2.9 的要求折减乘客人数；自行车和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上船后应在

停放区停放稳妥。 

1.1.2.7  液化气体船、化学品船、油船和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不应以纤维增

强塑料为主船体及上层建筑的结构材料。当纤维增强塑料船（含主船体为钢质材料、

上层建筑为纤维增强塑料的复合材料船）用作客船时，除符合本法规的相应规定外，

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载客人数应小于等于 450 人，单程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间)

小于等于 4h； 

（2）撤离时间应满足本法规第 10 篇第 10 章的相应规定。 

1.1.2.8  对于载运乘客小于等于 12 人，且用于游览的船舶，应满足本法规对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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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规定，并签发内河船舶乘客定额证书。 

1.1.2.9  对于载运乘客小于等于 12 人，且用于渡口间渡运、港内交通和港内作业

兼作交通的船舶，可以任选下列方法之一处理： 

（1）船舶应满足本法规对客船的相应规定，并签发内河船舶乘客定额证书； 

（2）船舶符合下列要求，在证书上注明允许载乘的人数： 

① 单程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间)小于等于 2h； 

② 乘客用救生衣的配备和存放满足本篇第 4 章对客船的相应规定； 

③ 稳性满足本篇第 8 章对客船的相应规定； 

④ 设有固定载客处所，载客处所和乘客定额满足本法规第 9 篇的相应规定。 

1.1.2.10  除客船、本节 1.1.2.8 所述船舶和本节 1.1.2.9 所述船舶外，其他船舶一

般不应载运乘客。 

1.1.2.11  下列船舶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安全装载手册应由设计部门或船厂根据

完工资料编制，并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审批： 

（1）Ⅰ型客滚船； 

（2）Ⅱ型客滚船； 

（3）车客渡船； 

（4）船长大于等于40m的集装箱船； 

（5）船长大于等于40m、装运矿石的散货船； 

（6）船长大于等于80m的干货船； 

（7）船长大于等于80m的液货船。” 

 
新增 1.1.3 如下： 

   “1.1.3  定义 

除另有规定外，本篇的名词定义如下： 

1.1.3.1  第 1 类客船——系指自出发港至终点港，其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

途停港时间)大于 24h 的客船。 

1.1.3.2  第 2 类客船——系指自出发港至终点港，其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

途停港时间)大于 12h 但小于等于 24h 的客船。 

1.1.3.3  第 3 类客船——系指自出发港至终点港，其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

途停港时间)大于 4h 但小于等于 12h 的客船。 

1.1.3.4  第 4 类客船——系指自出发港至终点港，其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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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停港时间)大于 0.5h 但小于等于 4h 的客船。 

1.1.3.5  第 5 类客船——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间)小于等于 0.5h

的客船。 

1.1.3.6  大型客船——系指总吨位大于1000的客船。 

1.1.3.7  中型客船——系指总吨位大于200但小于等于1000的客船。 

1.1.3.8  小型客船——系指总吨位小于等于200的客船。 

1.1.3.9  客渡船——系指航行于渡口（城镇渡口和乡村渡口）间，单程逆水延续

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间）小于等于 2h 或单程航行距离小于等于 20km，载运

乘客或兼运货物的客船。 

1.1.3.10  游览船——系指航行于城区、水库、公园、风景区等水域，单程逆水延

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间）小于等于 12h，为乘客提供游览、观光、娱乐等

服务的客船。 

1.1.3.11  旅游船——系指以经营接待度假、休闲、观光、商务等乘客为主，单程

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间）大于 12h，为乘客提供游览、观光、娱乐、

食宿等服务的客船。 

1.1.3.12  普通客船——系指除客渡船、游览船、旅游船、I 型客滚船、II 型客滚

船和车客渡船之外的其他客船。 

1.1.3.13  散装水泥船——系指其构造适合于在货舱内专门装载散装水泥的船舶。 

1.1.3.14  自卸砂船——系指在货舱内装载砂石等散装颗粒状货物并在船上设有

货物输送装置的船舶。” 

 
第 2 节  客船分类 

 
1.2.1 改为： 

   “1.2.1  客船分类 

1.2.1.1  内河客船按航行时间分为第 1 类客船、第 2 类客船、第 3 类客船、第 4

类客船和第 5 类客船等 5 类。 

1.2.1.2  对于沿途停靠的第 3 类客船，如果各站点之间逆水航行时间均小于等于

2h，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则视作第 4 类客船。工矿企业的交通船应按逆水延续航行

时间来划定其所属类别。 

1.2.1.3  内河客船按总吨分为大型客船、中型客船和小型客船等 3 类。 

1.2.1.4  内河客船按用途和航行时间分为客渡船、游览船、旅游船、普通客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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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客滚船、II 型客滚船和车客渡船等 7 类。” 

 
 

第 2 章  构造 

第 1 节  船 体 
 

新增 2.1.1.2 如下： 

   “2.1.1.2  适用本节的内河船舶，其船体结构的材料可为钢、铝合金或纤维增强塑

料。” 

 

2.1.2.2 改为： 

   “2.1.2.2  主横舱壁——系指自船底通至舱壁甲板的横向水密舱壁。 

当货船的货舱区域设有纵通舱口（或类似纵通长大舱口，如半舱船的舱口型式）

时，其设置情况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横舱壁也视为主横舱壁： 

（1）设有水密内舷板（纵向舱壁）和水密内底板（半舱船指载货甲板）； 

（2）舷舱内的水密横舱壁和双层底的水密实肋板（半舱船指载货甲板下的水密横

舱壁）在同一肋位上； 

（3）水密内舷板（纵向舱壁）在满载水线平面上，至舷侧的距离大于等于 0.1B(B

为型宽)或 1.0m，取小者；水密内底板至基线的距离大于等于 B
15
1

或 0.76m，取小者。 

当客船的客舱区域采用落舱型式（如载客甲板低于舱壁甲板）时，其设置情况若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横舱壁也视为主横舱壁： 

（1）载客甲板距基线的高度大于等于 0.5D(D 为型深)或 d(d 为满载水线)，取大

者； 

（2）客舱甲板下设置水密横舱壁。” 

 

2.1.3 改为： 

   “2.1.3  材料与焊接 

2.1.3.1  当船体结构选用钢质材料时，其材料和焊接及焊接设计应符合本局认可的

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的相应规定。 

2.1.3.2  当船体结构选用铝合金材料时，其材料和焊接及焊接设计应符合本局认可

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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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当船体结构选用纤维增强塑料材料时，其原材料、铺敷成型工艺及检验与

试验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纤维增强塑料船建造规范》的相应规定。 

2.1.3.4  当船体结构选用钢质、铝合金和纤维增强塑料以外的其他材料时，应根据

等效原则特殊考虑。 

2.1.3.5  船舶设备及产品的材料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

规范》的有关规定。 

2.1.3.6  从事船舶及其产品焊接作业的人员必须持有认可的《焊工资格证书》方可

从事与证书等级相应的焊接作业。 

2.1.3.7  从事船舶及其产品无损检测作业的人员必须持有认可的《无损检测人员资

格证书》方可从事与其证书相应的种类和等级的无损检测作业。” 

 

2.1.6 改为： 

   “2.1.6  水密舱壁的设置 

2.1.6.1  船舶应在船首设置水密防撞舱壁和在船尾设置水密尾尖舱舱壁，船长大于

30m 的船舶的机舱前后壁以及船长小于等于 30m 的船舶的机舱前壁应为水密舱壁。 

2.1.6.2  客船相邻主横舱壁的间距 l 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若机舱的前后

水密舱壁的间距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时，则该区域破损后的破损稳性应满足本节

2.1.9 的有关要求。 

L
D
dl )1(75.0 −=              m 

当 Dl 6> 时，取 Dl 6= ； Ll 15.0< 时，取 Ll 15.0= 。 

式中：L——船长，m； 

D——型深，m； 

d——满载吃水，m。” 
 

2.1.6.3  船长大于 30m 且小于等于 60m 的货船，在按 2.1.6.1 的规定设置尾尖舱舱

壁和机舱后舱壁时，若符合下列任一条件，其尾尖舱舱壁可兼做机舱后舱壁： 

（1）机舱前舱壁至尾尖舱舱壁的距离小于 L15.0 (L 为船长)，且机舱前舱壁至距

尾垂线的距离小于 L20.0 ，或； 

（2）机舱前舱壁至尾尖舱舱壁的区域破损时，其破损稳性满足本节 2.1.9.9 的有关

要求。 

2.1.6.4  本节 2.1.6.1 所述船舶的水密舱壁(除 2.1.6.3 所述的机舱后舱壁外)，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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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舱壁的高度应延伸至干舷甲板或首升高甲板或尾升高甲板。 

2.1.6.5  防撞舱壁一般应设置在距首垂线 0.05～0.1L 范围内。如满载水线以下的任

何部分自首垂线向前延伸，例如球鼻艏，则上述规定的距离应自下列任一点来量计，

取小者： 

（1）这类延伸部分的长度中点； 

（2）首垂线以前船长的 1.5%处。 

对于船长小于等于 30m 的船舶，防撞舱壁距首垂线的距离应不大于 3.0m。 

2.1.6.6  尾尖舱舱壁一般应设置在距尾垂线 L10.0 范围内。对于首、尾装有推进装

置的船舶，尾尖舱舱壁的位置应满足本节 2.1.6.5 对防撞舱壁的要求。 

2.1.6.7  除本节 2.1.6.1 和 2.1.6.2 的规定外，本节 2.1.9.1 所述船舶的主横舱壁数量

和沿船长的分布尚应满足 2.1.9.3 至 2.1.9.9 的要求。” 

 
2.1.9.5 改为： 

   “2.1.9.5  假定的破损范围如下： 

（1）单体客船的假定破损范围 

① 船侧破损 

a、纵向范围：0.1L 或 3m + 0.03L，取较小者； 

b、横向范围（在满载水线平面上，自舷侧向中纵剖面垂直量取）： B1.0 或

1.0m，取小者； 

c、垂向范围：自基线向上，无限制。 

② 船底破损 
① 

a、纵向范围： L1.0 或 L03.0m3 + ，取小者； 

b、横向范围（横向任意位置）： B
6
1

或 2.0m，取小者； 

c、垂向范围（自基线向上量起）： B
15
1

或 0.76m，取小者。 

（2）双体客船的假定破损范围 

a.一个片体按2.1.9.5（1）所述的范围破损； 

b.两个片体的首尖舱或尾尖舱同时破损。 

（3）油船、货船等的假定破损范围 

① 客船的船底破损仅适用于 J 级航段的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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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船侧破损： 

a. 纵向范围： 3
2

3
1 L ； 

b. 横向范围（在满载水线平面上，自舷侧向中纵剖面垂直量取）： B1.0 或

1.0m，取小者； 

c. 垂向范围：自基线向上，无限制。 

② 船底破损 ① 

a. 纵向范围： 3
2

3
1 L ； 

b. 横向范围（横向任意位置）： B
6
1

或 2.0m，取小者； 

c. 垂向范围（自基线向上量起）： B
15
1

或 0.76m，取小者。 

（4）如任何小于上述破损范围的破损会使浮态和稳性的损失更为严重，则应对这

种破损情况进行计算。” 
 

2.1.9.6（4）改为： 

   “（4）如在假定的破损范围内设有符合本节 2.1.7.6 规定的污水阱时，污水阱的影

响可忽略不计；” 

 
2.1.9.9（1）改为： 

   “（1）在浸水最终阶段，客船的破损水线应在舱壁甲板边线的下缘；油船、货船等

的破损水线应低于所有非水密开口（包括空气管、通风筒以及风雨密门或风雨密舱盖

关闭的舱口等）的下缘；” 

 
2.1.10.4 改为： 

   “2.1.10.4  防撞舱壁上不应设置门、人孔、通道开口、通风管道或任何其他开口。

当管子通过防撞舱壁时，应在防撞舱壁上设置易于操作的截止阀。除客船、油船、化

学品船和液化气体船外，其他船舶因船舶布置确需在防撞舱壁上设置水密人孔时，其

人孔应尽可能设置在较高之处，并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2.1.10.5 改为： 

   “2.1.10.5  除 2.1.10.9 所述情况外，A、B 级航区客船和 J 级航段船舶的机舱前舱

壁上不应设门。” 

 

① 油船、货船的船底破损仅适用于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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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7 改为： 

   “2.1.10.7  除 2.1.10.9 所述情况外，A、B 级航区客船和 J 级航段船舶不应在相邻

的主横舱壁上同时设门，如若机舱后舱壁设有通往轴隧的门，则与机舱后舱壁相邻的

舱壁不应设门。主横舱壁系指按 2.1.6 设置的水密舱壁。” 

 
新增 2.1.10.8、2.1.10.9 如下： 

   “2.1.10.8  对于首、尾设有推进装置的船舶，尾尖舱舱壁的水密完整性应满足本

节 2.1.10.4 对防撞舱壁的要求。 

2.1.10.9  对于航行于 A、B 级航区和 J 级航段，且航行时间不超过 0.5h 的车客渡

船，当船舶符合下列条件时，可允许在除防撞舱壁和尾尖舱舱壁之外的其他主横舱壁

上开设水密门： 

（1）首、尾设有推进装置，机舱设置在船舶中部； 

（2）在防撞舱壁和尾尖舱舱壁之间设有左、右水密舷边舱，其舷边舱的纵侧壁（内

舷壁）在船舯的满载水线平面上距舷侧外板的距离应不小于 B1.0 或 1.0m，取小者； 

（3）水密门设在左、右纵侧壁（内舷壁）之间的中间横舱壁上。” 

 
原 2.1.10.8 至 2.1.10.11 改为： 

   “2.1.10.10  当机舱前后壁上设有水密门时，应在驾驶室内设有表明水密门是开启

或关闭的显示装置，并应装设从干舷甲板上操纵这些门的手动装置。 

2.1.10.11  按本节 2.1.6 至 2.1.9 的规定所构成水密边界（包括横向或纵向的水密舱

壁、水密内底板、水密平台及水密甲板等）应有适当的强度，其构件尺寸应符合本局

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的规定。 

2.1.10.12  水密门应以本节 2.1.10.11 所对应的水头压力进行水压试验。 

2.1.10.13  通风管（位于本节 2.1.9.5 中破损范围的通风管以及通风管是水密舱壁

的一部分时）和本节 2.1.10.7 所指的轴隧应水密，并与相应的水密舱壁具有同等的强

度。” 

 
2.1.13.1 改为： 

   “2.1.13.1  对于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若滚装处所的两侧设有用作通道的舷

伸甲板，该通道与滚装处所之间应设置间断的垂直挡板。对于车客渡船，若滚装处所

的两侧设有通道时，该通道与滚装处所之间应设置间断的垂直挡板或栏杆或勘划明显

的标识线和设置标识牌；若滚装处所的两侧设有载客处所时，该载客处所与滚装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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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应设置连续的垂直挡板或栏杆。” 

 
第 2 节  轮 机 

新增 2.2.7.15 如下： 

   “2.2.7.15  布置有电力推进系统驱动电机的处所，其舱底水系统应按机器处所的

要求设置。应有防止驱动电机下方产生积水的措施。” 

 
第 3 节  电气设备 

 
2.3.7.2（2）改为： 

   “（2）下列设备的应急电源供电： 

① 航行灯和信号灯； 

② 磁罗经； 

③ 传令钟； 

④ 灭火剂释放预告报警装置； 

⑤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手动失火报警按钮装置； 

⑥ 紧急（集合）报警装置； 

⑦ 无线电通讯设备。” 

 
2.3.9.1 改为： 

   “2.3.9.1  除本节2.3.9.3要求外，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的容量应至少向下列

（1）～（7）所列设备同时供电0.5h，并应同时向（8）所列设备供电1h： 

（1）临时应急照明； 

（2）紧急（集合）报警装置； 

（3）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手动失火报警按钮装置； 

（4）机电设备故障检测报警系统； 

（5）船内通信系统； 

（6）操舵控制系统； 

（7）失控信号灯； 

（8）无线电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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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2.3.13 如下： 

   “2.3.13  急流航段电力推进的补充规定 

2.3.13.1  船舶应至少设置 2 套主推进装置。 

2.3.13.2  推进系统的电站可以是专用的推进电站，也可以是推进系统和船舶日常

供电的共用电站。 

2.3.13.3  推进电站的柴油机应满足本法规对推进主机的相关要求。 

2.3.13.4  推进电机应采取有效的冷却措施，对不同的冷却介质应采取有效的监

控。 

2.3.13.5  推进电机应设有在停机时防止潮气和冷凝水积聚的措施。如采用蒸汽加

热，则电机内部不应设置蒸汽管接头。 

2.3.13.6  所有 500kW 以上的交流电机定子绕组和直流电机的换向极绕组均应设

置温度传感器。当温度超过预先设定的安全值时，应发出警报。 

2.3.13.7  船舶设置蓄电池组作为推进系统和操舵装置的应急电源时，蓄电池组应

有足够的容量，确保在推进电源失效时能够维持船舶有效的推进和操舵。 

2.3.13.8  如推进电站满足下列要求，船舶可免设推进装置和操舵装置的应急电

源： 

(1)推进电站及其控制系统应保证在推进和船用负载之间安全合理分配功率，必要

时，能卸掉非重要负载和/或降低推进功率； 

(2)推进主汇流排可按下列方式之一设置： 

①主汇流排至少分成两段，分段之间不连接，实行分区供电； 

②主汇流排至少分成两段，分段之间采用带保护的断路器连接，该断路器能自动

切断其安装处可能产生的任何故障电流，且该断路器应与发电机保护装置之间进行保

护性协调； 

(3)推进发电机、推进系统设备及其他设备尽可能均分连接到推进汇流排各分段

上； 

(4)推进汇流排每一分段上至少有一台发电机组在网供电，并满足各汇流排分段上

推进系统和等效操舵设备对船舶的有效推进和操舵，以及其他设备的用电； 

(5)当一台在网发电机组故障停机后，可以采取有效措施，不会导致其他在网发电

机组过载跳闸而造成全船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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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机舱自动化 
 

2.4.5.3 改为： 

   “2.4.5.3  主机遥控系统应设计成使其能在发生故障时发出报警信号，在这种情况

下，除非船舶检验机构认为实际上不可行，螺旋桨转速和转向应一直保持至就地控制

为止，特别是当控制系统的动力源（电力、气动、液压）中断或控制转换时，应不会

导致推进功率和转向发生较大和突然的变化。” 

 
2.4.5.12 改为： 

   “2.4.5.12  驾驶室应设有主机的紧急停车装置，该装置应与驾驶室控制系统完全

独立，但其执行部件（停车电磁阀）可不独立。紧急停车装置失电时，应自动转换至

蓄电池供电。” 

 
2.4.5.15 改为： 

   “2.4.5.15  驾驶室控制站的显示和报警项目应按表 2.4.5.15 的规定设置。电力推进

系统的柴油机及轴系应满足表 2.4.5.15 中对主机及轴系的相关要求。 

 

驾驶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                    表 2.4.5.15”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1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对于可调螺距螺旋桨，转向可由螺
距或桨角代替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或起动蓄电池电压 压力/电压  不在驾驶室起动主机的可不设 

3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 2.4.5.10 的规定 

4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5 控制系统的动力 
（电力、气压、液压） 

电力指示灯 
气、液压力表 

失效  

6 离合器的动力 
（电力、气动、液压） 

电力指示灯 
气、液压力表 

失效 参见 2.4.5.9 的规定 

 
2.4.5.16 改为： 

   “2.4.5.16  机旁控制处所的显示和报警项目应按表 2.4.5.16 的规定设置。电力推进

系统的柴油机及轴系应满足表 2.4.5.16 中对主机及轴系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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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                    表 2.4.5.16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1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对于可调螺距螺旋桨，转向
可由螺距或桨角代替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或起动蓄电池电压 压力/电压   

3 滑油进机压力  低  

4 滑油进齿轮箱压力  低  

5 冷却水出机温度  高  

6 齿轮箱滑油温度或冷却水温度  高  

7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 2.4.5.10 的规定 

8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9 驾驶室遥控主机、离合器的换向指示 
前进 
后退 

  

10 主机紧急停车  动作时  

11 控制系统的动力 
（电力、气压、液压） 

电力指示灯 
气、液压力表 

失效  

12 离合器的动力 
（电力、气动、液压） 

电力指示灯 
气、液压力表 

失效 参见 2.4.5.9 的规定 

注：表中 2、3、4、5、6、7 等如有随机显示仪表及报警装置可不需重复设置。” 

 
2.4.5.17 改为： 

   “2.4.5.17 若设有机舱监控室（监视室），其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应按表 2.4.5.17 的

规定设置。电力推进系统的柴油机及轴系应满足表 2.4.5.17 中对主机及轴系的相关要

求。 

监视室或监控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               表 2.4.5.17” 

项  目 显示 报警 备注 

1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对于可调螺距螺旋桨，转向可
由螺距或桨角代替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或起动蓄电池电压 压力/电压   

3 滑油进机压力 压力 低  

4 滑油进齿轮箱压力 压力 低  

5 滑油进增压器压力 压力 低 指独立润滑系统 

6 冷却水出机温度  高  

7 冷却水膨胀箱水位  低  

8 齿轮箱滑油温度或冷却水温度  高  

9 排气温度 温度  
每缸及排气总管设置缸径小
于 200mm 的各缸可免设 

10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 2.4.5.10 的规定 
11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12 驾驶室遥控主机、离合器的换向指示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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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退 

13 主机紧急停车  停车  

14 控制系统的动力 
（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15 离合器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参见 2.4.5.9 的规定 

 
 

第 3 章  消 防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1.4 改为： 

   “3.1.1.4  散装运输石油沥青的船舶应满足对货船的有关规定，但其水灭火系统应

满足本章 3.4.3 对油船的规定。2000 总吨及以上的此类船舶应设置符合本章第 7 节要

求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予以保护液货舱甲板区域。” 

 
新增 3.1.5.16 如下： 

   “3.1.5.16  重要机器处所——系指设有内燃机（不包括驱动甲板机械和应急消防

泵的内燃机）、燃油锅炉等燃油设备以及燃油装置的机器处所。” 

 
新增 3.1.5.17 如下： 

   “3.1.5.17  其他机器处所——系指重要机器处所以外的机器处所。” 

 
原 3.1.5.16 至 3.1.5.23 改为 3.1.5.18 至 3.1.5.25。 

 
新增 3.1.5.26、3.1.5.27、3.1.5.28如下： 

   “3.1.5.26  七氟丙烷灭火剂灭火浓度——在 0.1MPa大气压和规定的温度条件下，

扑灭某种火灾所需气体灭火剂在空气中的最小体积百分比。 

3.1.5.27  气溶胶灭火剂灭火密度——在 0.1MPa 大气压和规定的温度条件下，扑

灭单位容积内某种火灾所需固体烟火气溶胶发生剂的质量。 

3.1.5.28  烟火气溶胶——系指在烟火发生器中通过制剂的燃烧产生的气溶胶。” 

 
第 2 节  火灾的防止 

 
3.2.2.5（2）改为： 

   “（2）任一燃油舱柜或燃油系统的任一部分，包括注入管在内，应设有防止超压的

设施。燃油舱柜的空气管、溢流管或注入管以及安全阀的出口管，其管口应位于安全

的位置，使可能逸出的油气不致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66 



 

 
3.2.2.5（7）改为： 

   “（7）客船和 500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其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

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路，应设有一个能够容纳因高压管路破裂而漏出的燃油并对其加

以保护的套管管路系统。这种套管包括内装高压燃油管的外管，构成一固定组装件。

套管管路系统还应包括一个收集漏油的装置。如采取了避免高压燃油管破裂所产生泄

漏的燃油喷射到机体和其它热表面的有效措施，则驱动锚机的柴油机和救生艇用柴油

机可免设套管管路系统。” 

 
3.2.4.1 改为： 

   “3.2.4.1  机器处所供排气通风用的天窗、门、通风筒，以及其他开口的数量，应

减少至符合通风及船舶正常、安全运行所需的最少数目。重要机器处所和设有气体灭

火系统保护的处所的上述所有开口应能在该处所外部予以关闭。” 

 

3.2.5.3 改为： 

   “3.2.5.3  2000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应满足本节 3.2.5.2 的要求（3.2.5.2（3）除外）。

或在供这些处所使用的走廊和梯道内的布置满足本节 3.2.5.2 的要求，并在起居处所、

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设置符合本章 3.7.6 规定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但空舱、

卫生间等基本无失火危险的处所除外。” 

 
新增 3.2.10 如下： 

   “3.2.10  挡风条 

3.2.10.1  封闭在天花板、镶板或衬板后面的空隙应以紧密安装的、间距不超过

14m 的挡风条加以适当分隔。挡风条应由不燃材料制成。在水平方向上，挡风条应与

舱室限界面保持同一垂直平面内。在垂直方向上，此类封闭空隙，包括梯道、围壁通

道等衬板后面的空隙在内，应在每层甲板处加以封堵。” 

 
第 3 节  火灾的抑制 

 
3.3.2.1 改为： 

   “3.3.2.1  下列船舶应设置供发现火灾、人员立即通知驾驶室或值班室的手动报警

装置： 

（1）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滚装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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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长大于等于 50m 的客船和餐饮趸船； 

（3）船长大于等于 50m 的车客渡船； 

（4）总吨大于等于 2000 的货船； 

（5）总吨大于等于 1000 的油船； 

（6）主机总功率大于等于 735kW 的自航工程船和推（拖）船。 

 
3.3.3.2 改为： 

   “3.3.3.2  机器处所限界面的舱壁和甲板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 

 
3.3.3.3 改为： 

   “3.3.3.3  起居处所应以钢质舱壁及钢质甲板或其他等效材料与其相邻的机器处

所、装货处所及服务处所隔离。” 

 
3.3.3.4 改为： 

   “3.3.3.4  服务处所、灯间、油漆间、灭火站室等均应以钢质舱壁及钢质甲板或其

他等效材料分隔。” 

 
3.3.3.5 改为： 

   “3.3.3.5  机器处所、服务处所、灯间、油漆间及灭火站室的门应为钢质或其他等

效材料。” 

 
3.3.4.3 改为： 

   “3.3.4.3  舱壁及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1）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船长大于等于 50m 的第 1、2 类客船和船长大于等

于 50m 的餐饮趸船，其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应分别符合表

3.3.4.3（1）①及表 3.3.4.3（1）②中相应表列的规定。 

对于两个均无自动喷水器系统保护的处所之间的限界面，当运用表 3.3.4.3（1）①

及表 3.3.4.3（1）②确定其所适用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时，应采用表列两个等级中的较高

值。 

对于两个均有自动喷水器系统保护的处所之间的限界面，当运用表 3.3.4.3（1）①

及表 3.3.4.3（1）②确定其所适用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时，应采用表列两个等级中的较低

值。当一个设有喷水器系统的区域和一个未设喷水器系统的区域在起居处所和服务处

所内相接时，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分隔应采用表 3.3.4.3（1）①及表 3.3.4.3（1）②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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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等级中的较高值。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3.3.4.3（1）① 

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控制站① A—0c A—0 A—15 A—0 A—60 A—30 A—60 
A—15n 

走廊②  Ce B—0e A—0 
B—0e A—60 A—15 

A—0 
A—60 
A—0n 

起居处所（卫生处所除外）
③   Ce A—0 

B—0e A-60 A—15 
A—0 

A—60 
A—0n 

梯道④    B—0e A—60 A—15 
A—0 

A—60 
A—0n 

重要机器处所⑤     * A—30 A—60 
A—15n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⑥      * A—60 

滚装处所⑦       A—0 

注：c——注有上角“c”者，分隔驾驶室和海图室的舱壁可以为“B—0”级； 
e——当该分隔为主竖区的限界面时，应为 A—0 级分隔； 
n——载运在油箱内备有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的自用燃料车辆的船舶（如Ⅱ型客滚船），

可采用两个等级中的较低值； 
*——注有“*”者，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但不要求为“A”级。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3.3.4.3（1）② 

甲板上处
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控制站① A—0 A—0 A—0 A—0 — A—0 A—15 

走廊② A—0 A—0 A—0 A—0 — A—0 A—0 
起居处所（卫生处所除外）

③ A—0 A—0 A—0 A—0 — A—0 A—15 

梯道④ A—0 A—0 A—0 * — A—0 A—0 

重要机器处所⑤ A—60 A—60 A—60 A—60 — A—60 A—60 
A—15n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⑥ A—30 A—15 

A—0 
A—15 
A—0 A—0 — * A—30 

A—15n 

滚装处所⑦ A—60 A—60 
A—15 

A—60 
A—15 A—0 — A—60 

A—15n A—0 

注：n——载运在油箱内备有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的自用燃料车辆的船舶（如Ⅱ型客滚船），
可采用两个等级中的较低值； 

*——注有“*”者，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但不要求为“A”级。 
 

为了确定相邻处所之间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所列处所按其失火危险程度分为①至

⑦类。每类名称只是典型举例而不是限制。 

对表 3.3.4.3（1）①及表 3.3.4.3（1）②的说明： 

① 控制站： 

驾驶室和海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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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应急电源和应急照明电源的处所； 

设有船舶无线电设备的处所； 

设有失火报警设备或失火控制及灭火设备集中的处所； 

位于机器处所之外的监视室或监控室。 

② 走廊： 

乘客及船员的走廊。 

③ 起居处所： 

本章 3.1.5.11 所定义的除走廊外的处所。 

④ 梯道： 

内部梯道（完全设在机器处所内者除外）以及通往上述梯道等的环围。 

⑤ 重要机器处所： 

本章 3.1.5.16 所定义的重要机器处所。 

⑥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 

油漆间、灯间及易燃液体的贮存处所等。 

⑦ 滚装处所 

本章 3.1.5.18 所定义的滚装处所。 

（2）车客渡船、大于等于30m的各类客船（船长大于等于50m的第1、2类客船除外）、

船长小于50m的餐饮趸船，其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应符合以

下规定： 

① 重要机器处所与其相邻的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以及失火危险服务

处所等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15”级分隔的结构； 

②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与其相邻的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以及重

要机器处所等的舱壁和甲板，应为 “A—15”级分隔的结构； 

③ 分隔相邻起居处所的甲板下设有天花板时，应以不燃材料的结构组成连续贯

通的天花板； 

④ 起居处所与内走廊的舱壁，应以不燃材料的结构组成； 

⑤ 车客渡船的滚装处所与其相邻的重要机器处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

站及其他处所的舱壁及甲板均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⑥ 以上各处所的具体规定按本节 3.3.4.3（1）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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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船长大于等于30m的客船、船长大于等于30m的餐

饮趸船、船长大于等于50m的车客渡船的其他机器处所与起居处所（卫生间、浴室除

外）、走廊、梯道、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的舱壁及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新增 3.3.4.3（4）如下： 

   “（4）对设有紧急撤离系统的船舶，面向该系统登乘处以及用作脱险通道的开敞甲

板的外部限界面，或者与登乘处相邻的处所的限界面，以及在失火时遭受破环后会阻

碍撤向登乘站的限界面，包括门、窗和舷窗，其耐火完整性应至少为“A-30”级分隔。 

最轻载航行水线以上的船侧、位于紧急撤离系统登乘处甲板下方且与撤离滑道相

邻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侧，应采用“A-0”级分隔结构，此种结构的宽度应至少为

撤离滑道的宽度左右各延伸 500mm。” 

 
3.3.5 改为： 

   “3.3.5.1  2000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 

（1）重要机器处所与相邻的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以及具有失火危险的

服务处所等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2）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与相邻的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等的舱壁

和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3.3.5.2  滚装货船 

（1）除满足货船的有关要求外，船舶的滚装处所与相邻处所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

火完整性，应满足本节表 3.3.4.3（1）①和②的相关要求。 

（2）对载运商品汽车的滚装货船，其滚装处所间相邻甲板（滚装处所与其他滚装

处所之间的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可不满足本节表 3.3.4.3（1）②的相关要求；若滚

装处所间相邻甲板设有车辆坡道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每层滚装甲板仅设置 1 个车辆坡道； 

② 当车辆坡道开口边缘位于距船中纵线 0.2B 范围时，其开口处可不设置舱口围

板；当车辆坡道开口边缘位于距船中纵线 0.2B 范围之外时，其开口处应设置高度不小

于 50mm 的舱口围板； 

③ 车辆坡道处所应由滚装处所压力水雾灭火系统予以保护。该系统应覆盖整个车

辆坡道处所，至少提供 5L/min·m2 的水量。此种情况下，滚装处所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按本章 3.7.2.3 计算供水量时，应增加上述水量。一旦某层滚装甲板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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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则对上一层甲板开口的保护应同时启动。 

3.3.5.3  集装箱船的机器处所限界面 

（1）如在重要机器处所侧壁或上方的紧邻位置堆放集装箱，则这些部位不应布置

该处所的门、窗、通风口以及其他开口。如在重要机器处所上方甲板上堆放集装箱，

则该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3.3.6.1 改为： 

   “3.3.6.1  总吨大于等于 2000 油船的舱壁及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应分别符合表

3.3.6.1(1)和表 3.3.6.1(2)的规定。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3.3.6.1(1) 

 

处 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控制站① A—0c A—0 A—30 A—0 A—30 A—30 A—30 

走廊②  C B—0 A—0m A—
30e A—30 A—0 

起居处所③   C A—0m A—30 A—30 A—0 

梯道④    A—0m A—30 A—0 A—0 

重要机器处所⑤     * A—0d A—0 

货油泵舱⑥      * A—30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

处所⑦ 
   

 
  * 

 
注：c——注有上角“c”者，分隔驾驶室和海图室的舱壁可以为“B—0”级； 

d——表示在货油泵和机器处所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可以让货油泵轴的填料函盖以及有填料的类
似装置穿过。但是，必须在舱壁或甲板的贯穿处设置采用有效润滑或其他措施来保证永
久性气密的密封装置； 

e——表示机舱与走廊的耐火分隔至少为干舷甲板上一层舱壁的高度。其他列表说明按本节
3.3.4.3（1）的有关说明； 

m——仅穿过一层甲板的梯道应至少用“B—0”级分隔环围，并采用自闭门予以保护； 
*——注有“*”者，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但不要求为“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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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3.3.6.1(2)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控制站① A—0 A—0 A—0 A—0 — — A—0 

走廊② A—0 * * A—0 — — A—0 

起居处所③ A—30 A—0 * A—0 — — A—0 

梯道④ A—0 A—0 A—0 * — — A—0 

重要机器处所⑤ A—30 A—30 A—30 A—30 * A—0d A—0 

货油泵舱⑥ — — — — A—0d * —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

所⑦ A—30 A—0 A—0 A—0 
— — A—0 

注：d——表示在货油泵和机器处所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可以让货油泵轴的填料函盖以及有填料的类

似装置穿过。但是，必须在舱壁或甲板的贯穿处设置采用有效润滑或其他措施来保证永

久性气密的密封装置； 

*——注有“*”者，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但不要求为“A”级。” 
 

3.3.6.2（1）改为：  

   “（1）重要机器处所与相邻的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以及具有失火危险的

服务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新增 3.3.6.4（3）如下： 

   “（3）货油泵和机器处所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可以让货油泵轴的填料函盖以及有填料

的类似装置穿过。但是，必须在舱壁或甲板的贯穿处设置采用有效润滑或其他措施来

保证永久性气密的密封装置。” 

 
新增 3.3.7 如下： 

   “3.3.7  纤维增强塑料船的耐热和结构性分隔 

3.3.7.1  一般要求 

（1）本节适用于船长小于等于 60m、船体结构用材料为纤维增强塑料及纤维增强

塑料与金属混合结构的船舶。 

（2）当纤维增强塑料船为客船时，除符合本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篇第 1 章和

本法规第 9 篇的相应规定。 

3.3.7.2  材料的标准耐火试验 

（1）阻火分隔的结构耐火试验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但其判定标准

应按照下列要求： 

    73 



 

① 至少应在一定时间内能阻挡火焰和烟雾通过，且主体结构应能经受火焰焚烧而

不坍塌； 

② 以复合材料的主体结构，在一定时间内应满足下列要求： 

H30c ：设有隔热层的纤维增强塑料结构，背火面平均温度应不超过 105℃。 

（2）用于防火分隔的舱壁和甲板，其结构防火时间应与第 10 篇 10.7.1.2 中要求

的撤离时间一致，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小于 30min。 

3.3.7.3  结构材料 

（1）用于防火分隔的舱壁和甲板应符合 3.3.7.2（2）的规定。 

（2）内部梯道或扶梯应采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造。 

3.3.7.4  机舱 

（1）设有发动机的机舱和/或燃油柜所在的处所，其舱室和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

至少能通过 30min 的标准耐火试验。船体内壁应敷设厚度大于等于 3mm 阻燃性树脂

或船体结构到满载水线下 300mm 敷设厚度大于等于 30mm 的隔热材料。 

（2）如果电缆、管路、导管等穿过分隔上述处所与起居处所的舱壁时，应以阻燃

材料制成的贯穿件或具有阻燃性能的密封剂予以密封，分隔处的耐火完整性不应被破

坏。若装设的耐火绝缘材料不能达到此要求，则应使水平和垂直分隔耐火绝缘或使贯

穿件长度达到 450mm（仅钢质分隔可减至 380mm），以阻止热传递。 

（3）燃油舱柜或燃油箱若与起居处所相邻，其间应设置间距不少于一个肋距的隔

离舱。独立燃油柜不得设置在起居处所内。若在起居处所下方的双层底内设置燃油舱

柜时，独立燃油柜周界外表面应敷设厚度不小于 30mm 的耐火隔热材料加以防护。 

（4）面对重要机器处所、厨房等高失火危险处所的纤维增强塑料制的燃油柜的表

面，应敷设不燃性材料或敷设厚度大于等于 3mm 阻燃性树脂。储存汽油燃料的燃油柜

应采用金属制作。 

（5）主、辅机的排烟管和炉灶烟囱不得穿过起居处所，排烟管、烟囱外面应采用

耐火隔热材料予以防护，防护层表面的温度应不超过 60℃。 

3.3.7.5  起居处所 

（1）客船起居处所、公共处所与内部走廊之间的侧壁，应满足 C级防火分隔要求。 

（2）客船各层起居处所两端壁的内表面应敷设厚度大于等于 30mm 的耐火隔热材

料。 

（3）舱、柜的透气管不得从起居处所内穿过，透气管口应尽可能远离起居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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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6  厨房 

（1）厨房所在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至少能通过 30min的标准耐火试验。 

（2）包括厨房炉灶在内，船上不得使用明火。炉灶与船体结构间应采用不燃材料

进行有效隔热。厨房顶部甲板的下表面应敷设厚度大于等于 30mm 的耐火隔热材料或

等效材料； 

（3）任何电炉或烤箱周围的窗帘或其他类似物质应采用不会被电路、烤箱元件散

发出的热量烫焦或灼烧的材料。 

3.3.7.7  可燃材料的限制使用 

（1）可燃材料的限制使用除满足下述要求外，还应符合本章第 2 节 3.2.5.2 的相

应规定。 

（2）对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未敷设不燃材料的天花板或内衬，应采

用敷设厚度大于等于 1mm 阻燃性树脂或等效的耐火材料敷设。 

（3）采用的隔热材料应为不燃材料，且对其可能接触到的易燃液体或其蒸气应是

不可渗透的。 

3.3.7.8  采用钢质材料分隔的要求 

（1）对于设有发动机的机舱和/或燃油柜所在处所与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若采

用钢质材料，则应为“A-30”级分隔的结构。 

（2）如果电缆、管路、导管等穿过 A级分隔的舱壁或甲板时，应以阻燃材料制成

的贯穿件或具有阻燃性能的密封剂予以密封，分隔处的耐火完整性不应被破坏。 

（3）厨房所在处所的舱壁和甲板若为钢质，应至少为“A-30”级分隔的结构。” 

 
原 3.3.7 至 3.3.10 改为 3.3.8 至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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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灭 火 
 

3.4.2.1 改为： 

   “3.4.2.1  客船、货船、工程船、货驳及推（拖）船的固定灭火系统及装置应

按表 3.4.2.1 的规定设置。 

 

表 3.4.2.1 

被保护处所 
船舶类型 干货舱 重要机器处所 起居及服务处所 

客船 
船长 L（m） 

≥50 1、水 
2、二氧化碳 

1、水 
2、下列固定灭火系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水 

<50 水 水 水 

货船 
（总吨位） 

≥2000 1、水 
2、二氧化碳 

1、水 
2、下列固定灭火系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水 

<2000 水 水 水 

货  驳 水 水 水 

自航和非自航工
程船主、辅机总
功率（kW） 

≥2000  

1、水 
2、下列固定灭火系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水 

<2000  水 水 

推（拖）船 
主机总功率（kW） 

≥2000  

1、水 
2、下列固定灭火系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水 

<2000  水 水 

 
注：1、敞口式货船的干货舱仅需设置水消防； 

2、趸船按驳船的规定设置，或将岸上消防系统管路引至船舶上，且应满足驳船水灭火系
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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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改为： 

   “3.4.2.2  油船固定灭火系统应按表 3.4.2.2 的规定配置。 

表 3.4.2.2” 

被保护处所 
船舶类型 货油泵舱 重要机器处所 货油舱及其甲

板区域 
起居及服
务处所 

油 船 
（闪点≤
60℃） 

≥300总吨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七氟丙烷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1、水 
2、固定式甲板
泡沫系统 

水 

<300 总吨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七氟丙烷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1、水 
2、手提式泡沫
枪（设有机舱
动力设备时需
配置） 
3、大型泡沫灭
火器 
 

水 

油船 
（闪

点>60℃） 

≥2000 总
吨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七氟丙烷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1、水 
2、固定式甲板 
泡沫系统 

水 

<2000总吨 水 水 

1、水 
2、手提式泡沫
枪 
3、大型泡沫灭
火器 

水 

油驳 
（闪点≤
60℃） 

≥300总吨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七氟丙烷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1、水 
2、手提式泡沫
枪（设有机舱
动力设备时需
配置） 
3、大型泡沫灭
火器 

水 

<300 总吨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七氟丙烷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1、水 
2、大型泡沫灭
火器 

水 

油驳 
（闪

点>60℃） 

≥2000 总
吨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七氟丙烷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
统之一： 
① 二氧化碳 
② 压力水雾 
③ 气溶胶 
④ 七氟丙烷 

1、水 
2、大型泡沫灭
火器 

水 

< 2000 总
吨 水 水 

1、水 
2、大型泡沫灭
火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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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3.4.2.3 如下： 

   “3.4.2.3  船舶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包括走廊和梯道）可设置符合本章

第 7 节要求的自动喷水器、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予以保护。客船设有此系统时，应根

据本章 3.3.4.3 的规定确定其舱壁及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3.4.3.1（4）④改为： 

   “④ 货油舱甲板洒水系统的充分出水（如由消防泵供水）。” 

 
3.4.3.2（1）改为： 

   “（1）消防泵应能至少从分设于船舶两舷的海底阀吸水。趸船和驳船可允许由一舷

的海底阀吸水；” 

 
新增 3.4.3.2（4）、（5）、（6）如下： 

   “（4）在油船上，应在艉楼前端消防总管受保护的位置以及货油区域内甲板上的位

置设置隔离阀，隔离阀的间距应不大于 40m，以在发生火灾或爆炸时维持消防总管的

完整性； 

（5）对设有应急消防泵的船舶，在主消防泵所在机器处所之外易于到达的位置，

应设置用于将该处所内的消防总管与该处所外的消防总管隔断的隔离阀。当隔离阀关

闭时，除该处所内的消火栓外，其他消火栓应能由应急消防泵供水； 

（6）应急消防泵及其海水入口、吸水及排水管和阀件应位于主消防泵所在处所的

外部。如果无法安排管路布置在主消防泵所在处所之外，则可通过主消防泵所在处所

的通海阀箱吸水，但吸水管应尽可能短，且应能在应急消防泵所在处所内对海水进口

管路上的阀件进行遥控操作；当主消防泵所在处所失火时，应不影响阀件的正常操作。

吸水管和排水管的一小部分可以贯穿主消防泵所在处所，但应采用坚固的钢质外套包

裹，或隔热至“A-60”标准。管子应采用加厚管，除确为必要外，管子所有接头均应

采用焊接连接。 

应急消防泵舱与主消防泵舱不应相邻，如果无法做到，则相邻的限界面应采用

“A-60”级耐火分隔，且不应有任何开口。” 

 
3.4.4.1 改为： 

   “3.4.4.1  本节 3.4.2 所要求的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固定式甲

板泡沫灭火系统、气溶胶灭火系统和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应符合本章第 7 节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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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4.5.1 改为： 

   “3.4.5.1  消防用品的种类、数量和布置，应至少符合表 3.4.5.1 的规定。消防用品

应符合本章第 7 节的有关规定。 

 

表 3.4.5.1 
消防用品 

名称 
配置量 

船舶类型 

手提式 
灭火器 
（具） 

大型泡沫

灭火器

（台） 

手提式泡

沫枪（套） 
气体灭火器

（具） 

消防 
水桶 

（只） 

砂箱

（个） 
太平斧

（把） 

手提 
防爆灯

（具） 

铁扦和 
铁钩 
（套） 

消防员 
装备 
（套） 

客  船 
滚装货船 

 
船长 L（m） 

≥50 

每层甲板 6 
厨房     2 
机舱     4 
滚装处所

① 
1/50m2 

2（滚装处

所 通 道

处）， 
1（机舱） 

机舱 1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6 
每层 
甲板 2 

4  2 
2（≥50m
客 船 配

置） 

<50 
每层甲板 4 
厨房     2 
机舱     4 

  4 
每层 
甲板 2 

2  1  

货  船 
油  船 

 
（总吨位） 

≥1000 
每层甲板 4 
厨房     2 
机舱     4 

 

机舱 1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6 4 4 2 1 
2 （油船

配置） 

<1000 
每层甲板 2 
厨房     2 
机舱     2  

4 2 2 2 1  

≤200 全船     5 2 2 1    

推(拖)船 
 

主机总功率

（kW） 

≥735 
每层甲板 4 
厨房     1 
机舱     2 

 机舱 1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4 2 2  1  

<735 
每层甲板 2 
厨房     1 
机舱     2 

  4 2 2  1  

货  驳 
 

（总吨位） 

≥1000 全船     6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4 2 2    

<1000 全船     4   2 2 1    

油  驳 
 

（总吨位） 

≥1000 全船     8 

1（货油

区域）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6 4 2 1   

<1000 全船     6 4 2 2 1   

≤200 全船     3 2 2 1    

自航工程船 
 

主机总功率
≥735 

每层甲板 4 
厨房     1 
机舱     2 

 机舱 1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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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735 
每层甲板 2 
厨房     1 
机舱     2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4  2  1  

非自航工程

船 
 

主机总功率

（kW） 

≥735 泵机舱   2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2  1    

<735 泵机舱   1   1  1    

注：① 设有压力水雾灭火系统的滚装处所，其手提灭火器的数量和布置应确保灭火器的间距不超

过 20m； 

② 若非自航工程船泵机舱的辅机总功率≥2000kW，则泵机舱尚应设置大型泡沫灭火器 2台。” 
 

 
第 5 节  脱 险 

 
3.5.2 标题改为： 

   “3.5.2  客船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3.5.2.5 改为： 

    “3.5.2.5  起居处所内的梯道，其净宽度应不小于 900mm。除有明确规定外，其

与起居处所的分隔应为 B-0 级结构，但第 5 类客船及航行时间不超过 0.5h 的车客渡船

除外。梯道环围应直接通至走廊。” 

 
3.5.3 标题改为： 

   “3.5.3  货船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新增 3.5.3.5 如下： 

   “3.5.3.5  脱险通道及其通往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的宽度应大于等于 700mm，2000

总吨以下船舶的上述宽度可减至 600mm。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倾角不得大于 50°。” 

 
3.5.4 标题改为： 

   “3.5.4  油船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3.5.5.1 改为： 

   “3.5.5.1  重要机器处所至少应有两个通向干舷甲板的出入口，并尽可能分设于两

舷，且相互远离。 

出入口应有通向重要机器处所花钢板的带有扶手的金属梯道，梯子与花钢板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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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不得大于 65°。 

船长小于等于 30m的船舶，其重要机器处所的梯道允许一个为直梯。船长小于 40m

的船舶，若重要机器处所的两个出入口之间有格栅联通，则可仅设一个带倾角有扶手

的梯道。” 

 
新增 3.5.5.2、3.5.5.3、3.5.5.4 如下： 

   “3.5.5.2  其他重要机器处所应至少设有一条通向开敞甲板的脱险通道。 

3.5.5.3  机器处所的门及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应至少为600mm。 

3.5.5.4  对于双体船，每个片体的重要机器处所其梯道允许一个为斜梯，另一个

为直梯。” 

 
第 6 节  滚装处所的保护 

 
3.6.6.2 改为： 

   “3.6.6.2  按本章 3.3.2 的规定设有手动报警装置的船舶，其滚装处所手动报警按

钮的布置应使处所内任何一点到手动报警按钮的距离都不超过 20m，且手动报警按钮

应位于滚装处所每舷两端的通道口附近。” 

 
新增 3.6.6.3 如下： 

   “3.6.6.3  Ⅰ型客滚船和Ⅱ型客滚船的开式滚装处所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该系统

应能覆盖开式滚装处所的全部区域。该系统在夜间应具有良好的监控图像效果，视频

显示屏应设置在驾驶室或有人值班的处所。” 

 
3.6.8.1（4）② 改为： 

   “②对于干舷甲板以上的处所，其每舷排水管路及吸口应具有 1.25 倍水灭火系统

（包括压力水雾系统和水消防系统）的最大容量。一般可在该处所的左右舷设置间距

约为 9m、直径不小于 150mm 的排水孔，或采用舷侧流水孔等其他有效的排水措施。” 

 
第 7 节  消防安全系统和消防用品的要求 

 
3.7.3.1（2）改为： 

    “3.7.3.1（2）机器处所、货油泵舱及闭式滚装处所采用二氧化碳灭火剂灭火时，

应在相应场所设有声光报警装置。听觉报警应与其他报警区分开来。该报警装置在二

氧化碳灭火剂释放之前应至少报警 20s，以便工作人员迅速撤离。其在施放前和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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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分别发出不同的报警信号。” 

 
新增 3.7.4 和 3.7.5 如下： 

   “3.7.4  气溶胶灭火系统 

3.7.4.1  一般要求 

（1）除另有规定外，气溶胶灭火系统应取得船舶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其试验参照

MSC/Circ.1270 号通函进行。 

（2）机器处所应设置机械排风装置。在灭火系统启动之前，机器处所内的通风、

换气设施应自动关闭，影响灭火效果的操作应停止进行。 

（3）被保护处所内所有开口均应安装能从被保护处所外面迅速关闭此开口的装

置，其开启或关闭应清楚明确；在灭火剂施放前上述开口能被有效关闭。 

（4）灭火剂的热分解产物不应蔓延至起居处所和人员密集区域。 

3.7.4.2  气溶胶灭火剂需要量 

（1）气溶胶灭火剂设计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qVW ×=                   g 

式中：W —— 气溶胶灭火剂设计用量，g； 

q —— 灭火用气溶胶设计密度，g/m3，机舱灭火气溶胶设计密度应不小于

140g/m3； 

V —— 被保护处所净容积，m3。 

（2）在被保护处所中，空气瓶内装有的压缩空气，如因失火而在该处所内释放时，

其数量严重影响到灭火效果时，则应适当增加气溶胶的数量。 

（3）气溶胶灭火剂应密封在塑料袋内，塑料袋外应加保护包装；其贮存区域应保

持通风、阴凉、干燥、远离火源并防止破损。 

3.7.4.3  控制系统与管路 

（1）控制系统应设有手动启动方式，并应设有紧急启动按钮。紧急启动按钮应设

在被保护处所外便于操作的地方。 

（2）控制系统应能保证同一保护处所内的所有的灭火装置同时启动，其动作响应

时差不得大于 2s。 

（3）烟火气溶胶灭火系统装置的喷口前 1.0 m 内，以及装置的背面、侧面、顶部

0.2m 内不应设置或存放设备、器具等；发生器的喷嘴多于 1 个时，宜对称布置，同时

喷嘴的布置应充分考虑避免引燃可能物质，并应尽可能避免朝向门外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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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台烟火气溶胶预制灭火系统装置的保护容积应不大于 160m3；当机舱容积

大于 160m3 时，应采用多点释放，发生器和释放点应均匀对称布置，且其相互间的距

离不得大于 l0m。 

（5）灭火装置应在不超过 120s 时间内将 85%的设计容量施放至被保护处所内。 

（6）灭火系统的控制电缆应全部为阻燃型。 

（7）发生器应能防止其在低于 250℃时自动启动。在施放过程及施放后，发生器

或喷嘴出口处及外壳的温度应不超过 200℃，否则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8）在灭火剂施放过程中，发生器或喷嘴本身不应产生火星，无残渣外溢。施放

完毕后，外壳不应出现烧穿、变形或壳体表面引燃的现象。 

（9）灭火剂施放时，应通过有效方式保证被保护处所正压不大于 0.02bar，负压

不大于-0.05bar。 

（10）用于灭火系统施放所必需的电力线路和管系，应布置成当被保护处所内发

生火灾或爆炸致使损坏仍能保证灭火所需的灭火剂施放于整个被保护处所。 

（11）控制系统的电源应设有失电和其他故障检测装置，并在经常有人值班的处

所设有听觉和视觉报警。 

3.7.4.4  报警装置 

（1）应在被保护处所内易于被看见的位置安装视觉和听觉报警装置，该报警系统

应对所保护处所发出报警信号，并在灭火剂施放前至少工作 20s，其报警信号应异于

其他信号。 

（2）被保护处所的入口处应设灭火系统防护标志和气溶胶喷放指示灯。 

（3）在可能受灭火剂影响的任一处所的入口处均应清楚张贴带有白底红字的警示

牌。 

3.7.5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 

3.7.5.1  一般要求 

（1）除另有规定外，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应取得船舶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其试验参

照 MSC/Circ.848 号通函进行。 

（2）七氟丙烷灭火系统的充装量应不少于各被保护处所灭火需要量中的最大值。

如有影响灭火效果的因素存在，则应适当增加七氟丙烷的数量。 

（3）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动作时，应设有视觉和听觉报警装置，并在灭火剂施放前

至少工作 20s，其报警信号应异于其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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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2  七氟丙烷间 

（1）七氟丙烷间是施放七氟丙烷灭火系统灭火剂的操纵处所，应只用于存放灭火

剂容器以及与系统有关的部件和设备。 

（2）七氟丙烷间内应设有清楚而永久性的示意图，以表明与灭火剂的施放及分配

直接有关的容器、总管、支管和附件等的布置，并对系统的操作方法作简要的说明。 

（3）七氟丙烷间应设置在机舱外、干舷甲板以上，最好应能从开敞甲板进入，且

应设置机械通风或自然通风。灭火站室与相邻的起居处所应以钢质气密分隔，其舱壁

或门上应设置观察窗，站室的门应为向外开启。 

（4）七氟丙烷间的开启钥匙应有一把存放在该处所门口附近有玻璃面罩的盒内。 

（5）七氟丙烷间内应留有足够的位置，以便操纵、测量和维修保养。 

（6）灭火剂输送至被保护处所的管路应设有控制阀，并应清楚标明这些管路通往

的被保护处所。 

（7）七氟丙烷间应有与驾驶室直接联系的通信设施。 

（8）七氟丙烷间应有足够的照明，除主照明以外，还应设有应急照明。 

3.7.5.3  七氟丙烷灭火剂需要量 

（1）保护处所内灭火设计用量应按照下式计算： 

08.1
100

×
−

××=
c

c
s
VkW              kg 

式中：W ——保护处所设计用量，kg； 

c——七氟丙烷设计浓度（%），机舱灭火浓度宜采用 9%； 

V ——保护处所的净容积，m3； 

s——七氟丙烷过热蒸气在 101kPa 和被保护处所最低环境温度下的比容；常温

下取 s =0.137； 

k ——海拔修正系数，按表 3.7.5.3 取值。 

表 3.7.5.3  

海拔高度（m） 0 1000 1500 2000 

修正系数 1 0.885 0.830 0.785 

 
（2）在被保护处所中，空气瓶内装有的压缩空气，如因失火而在该处所内释放时，

其数量严重影响到灭火效果时，则应适当增加七氟丙烷的数量。 

（3）被保护处所内七氟丙烷灭火剂设计喷放时间不应大于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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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4  七氟丙烷气瓶 

（1）储存容器的增压压力分为三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      2.5+0.1 MPa(表压)； 

二级      4.2+0.1 MPa(表压)； 

三级      5.6+0.1 MPa(表压)。 

（2）三级增压储存容器应使用无缝钢瓶，一级与二级增压储存容器可使用焊接钢

瓶。每一钢瓶均应具有合格证件。瓶体上应清晰而永久地标明以下各项：容器重量、

容积、液压试验压力、试验日期、出厂编号及检验印记；瓶体应漆以红色且写有黄色

“七氟丙烷”字样，上述印记处漆为白色。 

（3）七氟丙烷气瓶的充装量不应超过 1.12kg/L。 

（4）每个气瓶应装有一个气压控制装置和过压保护装置。该装置应保证气瓶受热

时，其内部的灭火剂能够安全扩散。 

（5）安全泄压装置的泄放动作压力设定值应不小于 1.25 倍的瓶组最大工作压力，

但不大于 1.5 倍的瓶组最大工作压力的 95%。 

（6）气瓶应装有压力监测装置，当启动空气发生非正常损失时，在经常有人值班

处所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报警应在防护处所外触发。 

3.7.5.5  七氟丙烷管系及控制系统 

（1）管网灭火系统应设手动控制和机械应急操作两种启动方式,预制灭火系统应

设手动控制启动方式；同时，应能从被保护处所的外面启动灭火系统。 

（2）喷头应以其喷射流量和保护半径进行合理配置，满足七氟丙烷在被保护处所

均匀分布的要求。喷头应有表示其型号、规格的永久性标志。对于隐蔽式喷头，应设

置在喷射时自行脱落的防尘罩。 

（3）输送七氟丙烷的管道应采用无缝钢管，钢制管道及其附件应内外镀锌；对于

有腐蚀性场所，应采用不锈钢管；输送启动气体的管道应采用铜管。当管道公称直径

不大于 80mm 时，可采用螺纹连接；当管道公称直径大于 80mm 时，应采用法兰连接。

灭火系统不应包含铝质部件。 

（4）分配阀箱至每一被保护处所应有独立的支管，每一支管在分配阀箱上应设有

控制阀，各控制阀须标明被保护处所的名称。 

（5）被保护处所可用的七氟丙烷浓度不应超过 10.5%。” 

 
原 3.7.4 至 3.7.7 改为 3.7.6 至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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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3（6）改为： 

   “（6）为了隔离总管的损坏部分，泡沫总管和消防总管（后者如果是甲板泡沫灭火

系统整体的构成部分）均应装设阀门，这些阀门应安装在紧接任何泡沫炮或泡沫枪之

前。这些隔离阀之间的间距应不大于 40m。” 

 
原 3.7.7.3（1）改为 3.7.9.3（1）：  

   “（1）手提式液体灭火器的容量应不大于 13.5L，亦不少于 9L。手提式气体灭火器

的灭火剂质量应不少于 5kg，且灭火器的可携性应至少与 13.5L 液体灭火器相当。客

船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内的手提式灭火器的容量或质量可适当减小，但同时应增加相

应的数量。” 

 
第 8 节  油推（拖）船等船舶特殊要求 

 
3.8.4.1 改为： 

   “3.8.4.1  除货物控制室外，通往机器处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入口、

空气进口或开口的布置不应面向货油区域，若其位于甲板室的外侧，则距离面向货油

区域的舱壁应不小于 3m。面向停靠船舶的甲板室舱壁距离趸船舷侧外板的距离应不小

于 5m。 

就油趸船而言，货油区域系指趸船上货油泵舱或货油泵所在区域、货油污油水舱

柜、货油管系所穿过区域以及所停靠油船货油区域等范围。” 

 
3.8.4.9 改为： 

   “3.8.4.9  油趸船应至少设置 2 台消防炮，其射程应能覆盖所设计停靠最大船型货

油区域的任何部位。每台消防炮应能提供水和泡沫两种灭火介质，泡沫宜采用低倍泡

沫。泡沫混合液的供给强度应不小于所设计停靠油船最大单个货油舱 8.0L/min·m2，

且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少于 40min。 

在消防水工况下，应确保 2 台消防炮同时工作，以便在任何 1 台消防炮用于甲板

泡沫系统时，另 1 台消防炮能同时提供消防水。” 

 
新增 3.8.4.17 如下： 

“3.8.4.17  油趸船应设置固定式独立动力驱动的应急消防泵，但消防水由岸上提

供的油趸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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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救生设备 

第 1 节  一般规定 
 

4.1.1.2 改为： 

   “4.1.1.2 除另有规定外，配备在内河船舶上的救生设备与装置的技术要求应符合本

章第 4 节的规定。” 

 
新增 4.1.2.1（9）如下： 

   “（9）紧急撤离系统——系指将人员从船舶的登艇甲板迅速转移到漂浮的集体救生

设备上的设备。” 

 
第 2 节  救生设备的配备定额 

 
4.2.2.1 改为： 

“4.2.2.1  客船 

（1）游览船和旅游船至少应按船上乘客人数 100%配备乘客用的救生衣，其他客

船至少应按表 4.2.2.1 配备乘客用的救生衣、个人救生浮具。 

 
表 4.2.2.1   

航区 / 航
段 

占乘客人数的百分比（%） 
第 1 类客

船 
第 2 类客

船 第 3 类客船 第 4 类客船 第 5 类客船 

 救生衣 救生衣 救 生
衣 

个人救
生浮具 

救 生
衣 

个人救
生浮具 救生衣 个人救

生浮具 
A、J1 100 100 70 30 60 40 

30 70 B、J2 100 100 70 30 60 40 
C 100 100 60 40 50 50 

 注：① 航行于三峡库区的客船乘客用的救生衣、个人救生浮具按 A级航区的要求配备； 
 ② 餐饮趸船救生衣、个人救生浮具按第 5 类客船的要求减半配备； 
 ③ 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以救生衣代替个人救生浮具或以个人救生浮具代替救生衣。” 

 
（2）每艘客船还应配备至少为船上乘客人数 10%的适合儿童穿着的救生衣；其中，

游览船应根据营运可能载运儿童的人数，为每个儿童配备（或调配）1 件救生衣。 

（3）船长大于等于 60m 的客船还应配备不少于船上乘客人数 5%的救生衣；其中，

航行于 A 级航区和 J1 级航段的第 1 类客船还应配备不少于船上乘客人数 10%的救生

衣。 

（4）每个船员应配备 1件救生衣，并增配船员人数 20%的供船员值班或工作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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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救生衣。 

（5）航行于 A 级航区、J1 级航段和 J2 级航段的第 1 类客船在按（1）配备救生衣

时，应至少在 20%救生衣上配备救生衣灯。” 

 
第 3 节  救生设备的存放、降落、登乘、回收和检修 

 
新增 4.3.1.1（3）如下： 

   “（3）紧急撤离系统 

① 在紧急撤离系统的登乘处和最轻载航行水线之间的船侧不应有任何开口，并应

设有保护该系统免受任何突出物影响的设施； 

② 紧急撤离系统应布置在能安全降落的位置，应特别注意离开推进器及船体陡斜

悬空部分，以尽可能使紧急撤离系统能从船舷平直部分降落下水； 

③ 每一紧急撤离系统的存放应使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妨碍任何其他救生设备

在任何其他降落站的操作； 

④ 如适合，船舶的布置应对在存放位置的紧急撤离系统加以保护，使其免受巨浪

引起的损坏； 

⑤ 紧急撤离系统不应布置在车辆甲板上。” 

 
4.3.1.2（1）改为： 

   “（1）救生衣和个人救生浮具应存放在显见易取之处。供值班人员使用的救生衣分

别存放在驾驶室、机舱等值班处所。救生衣和个人救生浮具的存放位置应有明显标示。

对客船，救生衣和个人救生浮具的存放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 客舱内应存放与乘客等额数量的救生衣； 

② 按 4.2.2.1（3）增配的救生衣应存放在公共处所、登乘处或这二者之间的直接

脱险通道上； 

③ 救生衣集中存放时，儿童救生衣应与成人救生衣分开放置。” 

 
4.3.2 改为： 

   “4.3.2  降落、登乘与回收 

4.3.2.1  船舶应设置供人员登乘集体救生设备时使用的登乘处，每一登乘处应在甲

板上有足够的无障碍场所（包括邻近并可直接通往该登乘处的上、下方甲板公共处所），

以容纳在该处登乘集体救生设备的人员，通往登乘处的路线应设有发光指示标志，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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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处应张贴专用符号。 

4.3.2.2  登乘处应设在容易从起居处所和工作区域到达的地方。 

4.3.2.3  货船每一集体救生设备的登乘处或每相邻两处登乘处均应设置 1 具经认

可的登乘梯，以供船上人员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集体救生设备。 

4.3.2.4  客船应按照如下要求配置登乘装置： 

（1）集体救生设备的登乘处距最轻载水线高度不超过 4.5m 时，应配置登乘梯、

紧急撤离系统或二者的等效设施，以供船上人员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集体救生设备。 

（2）集体救生设备的登乘位置距最轻载水线高度超过 4.5m 时，应配置紧急撤离

系统，以供船上人员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集体救生设备。 

4.3.2.5  登乘梯、紧急撤离系统撤离通道的长度在船舶纵倾至 5°和任何一舷横倾

至 10°的不利情况下应可从甲板延伸至最轻载航行水线。 

4.3.2.6  在通往救生艇、筏等集体救生设备存放处的所有通道、梯口和出口，连

同登乘处和集体救生设备存放处所及其降落水面应提供应急照明。 

4.3.2.7  客船集体救生设备的登乘处应设置告示牌写明“老弱病残孕优先使用”

字样。 

4.3.2.8  每艘救生艇（舢板）应设置 1 台能降落和回收该救生艇（舢板）的吊艇

架。” 

 
4.3.3  删除。 

 
4.3.4 改为： 

   “4.3.3  检修 

4.3.3.1  每一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气胀式救生浮具、静水压力释放器和

紧急撤离系统均应定期进行检修，间隔期不超过 12 个月，但外观检查无异常者，经同

意可展期到 17 个月。 

4.3.3.2  降落所用的吊艇索应定期检查，要特别注意穿过滑轮的区域，并在由于

变质而需要换新时或按 6 年的间隔期（取较早者）予以换新。 

4.3.3.3  除按 4.3.3.1 要求外，每一紧急撤离系统还应至少每 6 年轮流布放 1 次。 

4.3.3.4  检修工作应由本局认可的检修机构进行。 

4.3.3.5  以生产日期计算，救生衣使用年限建议不超过 6 年，且救生衣出现损坏

应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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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救生设备的要求 

 

表 4.4.2.5 改为： 

“表 4.4.2.5  

属具名称 单位 机动救生艇 非机动救生艇 救生舢板 

艇机燃料油 
艇机润滑油 
修理工具箱 
桨 
带钩艇篙 
桨架 
舵及舵柄 
首缆 
白色环照灯 
水瓢 
帆布盖 
救生圈 
尾缆 
哨笛 
灭油火的灭火机 
急救医药箱② 

 
 
个 
支 
根 
个 
副 
根 
个 
个 
副 
个 
根 
只 
只 
套 

供 4h 用 
供 4h 用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6 
1 
6 
1 
1 
1 
1 
1 
 

1 
1 
 

1 

 
 
 

3 
1 
3 
 

1 
1 
1 
1 
 

1 
1 
 

1 
 

注：①燃油白色环照灯应备有可使用 4h 的灯油及防风火柴 2 盒。 
②急救医药箱应置于使用后能紧密关闭的防水箱内，并按附录 1 要求配备。” 

 
表 4.4.4.3 改为： 

“表 4.4.4.3    

属  具 名 称 单位 数量 

可浮救生浮环（系有长度不短于 30m，破断负荷至少为 1.0kN 的浮

索） 只 1 

具有浮柄且存放在护套内的非折叠型安全刀（用一根细绳系固在救

生筏上。并且不论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用什么方式充气，

至少能在上浮胎顶部一个适当位置处，容易得到一把安全刀） 
把 2 

水 瓢 只 1 

海 绵 块 2 

可浮手划桨 支 2 

哨 笛 只 1 

带备用电池一副、电珠 2 只储存于防水容器内的防水手电筒 支 1 

急救医药箱
① 套 1 

注：① 急救医药箱应置于使用后能紧密关闭的防水箱内，并按附录 1 要求配备。” 
 

4.4.6 改为： 

   “4.4.6  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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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1  成人救生衣应符合附录 2 的规定。 

4.4.6.2  对要求配置救生衣灯的救生衣，其救生衣灯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第 3 章及其附录 2《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Ⅱ章 2.2.3 的规

定。 

4.4.6.3  成人救生衣及气胀式救生衣若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第 4 篇第 3 章及其附录 2《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Ⅱ章 2.2.1 或 2.2.2 的规定，亦

认为也符合本节 4.4.6.1 的规定。 

4.4.6.4  儿童救生衣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第 3

章附录 2《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Ⅱ章 2.2.1 或 2.2.2 的规定。 

4.4.6.5  救生衣应以明显耐久的字迹标明其型号、制造厂名、制造编号、制造年

月及检验单位的标志。儿童救生衣的内外两面，均应有明显耐久的“儿童专用”字样。” 

4.4.6.6  船舶应在乘客舱室和公共处所张贴救生衣和个人救生浮具的穿着方法示

意图。” 

 
新增 4.4.9 如下： 

   “4.4.9  吊艇架 

4.4.9.1  吊艇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吊艇架的型式：救生艇（舢板）在操作转出状态下的质量大于 2300kg 者，应

配重力式吊艇架；质量小于或等于 1200kg 者，可采用旋转式吊艇架；质量大于 1200kg，

但不超过 2300kg 者，可选用重力式或摇出式吊艇架； 

（2）吊艇架的设置和强度：吊艇架应能在船舶向任一舷横倾 10°状态下保证救生

艇（舢板）在载足全部属具和放艇人员时，能转出舷外安全降落； 

（3）吊艇架伸出船侧的跨距：在船舶无横倾状态下，附在吊艇架上的救生艇（舢

板）中部舷缘与船侧板间的距离一般不小于 300mm，若船舶设有护舷材，其艇（舢板）

中部舷缘与此护舷材间的距离一般不小于 100mm。 

（4）吊艇机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卷筒的设计应能使两根吊艇索分别卷绕，且同时放出两根吊艇索的长度应相

等，转筒上的吊艇索不应多于两层。卷筒直径至少应为吊艇索直径的 16 倍； 

② 每一吊艇机应配有两套制动器，一为手动制动器，另一为自动调节救生艇（舢

板）下降速度的调速制动器，调速制动器应保证救生艇（舢板）的下降速度在安全降

落速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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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应配备有效的手动装置用以回收救生艇（舢板）。在救生艇（舢板）降落时，

或使用动力装置吊起时，手动装置的手柄或手轮不应旋转； 

④ 若臂架是由吊艇索的动力复原，则应设有安全装置，使其在恢复原位时自动

切断能源。 

（5）吊艇索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吊艇钢索须柔软并具有足够韧性。钢索宜用抗拉强度为 1373.4～

1667.7N/mm2 的钢丝制成。钢索须镀锌，且应不少于 6 股并含有纤维芯； 

② 吊艇索的长度须满足当船舶在最轻载航行状态并向任一舷横倾 10°时，能将

艇（舢板）安全放落于水面上； 

③ 系吊艇索的设备，可固定于吊艇架或甲板上，其型式与强度须保证救生艇（舢

板）能安全放落于水中。 

（6）吊艇钩可采用固定式吊钩，吊艇钩开口须面向艇（舢板）的中部。当艇（舢

板）吊起时，吊艇钩与吊艇索须在同一垂直线上； 

（7）吊艇架横张索上应装有两根救生索，救生索应为纤维绳。其长度须在船向任

一舷横倾10°时能达到最轻载水线； 

（8）吊艇架滑轮的直径应至少为钢索直径的12倍（自滑轮槽口底计量）； 

（9）吊艇架及其属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其试验负荷与安全系数的要求应符合表

4.4.9.1的规定。 

表 4.4.9.1 

名  称 工作负荷 试验负荷 
安全系数 

σs / [σ] σb / [σ] 

吊 艇 架 P 2P 2.5  

吊艇钩、滑轮等 P 2P  5 

钢质吊艇索 吊艇索张力   5 
表中：P = 艇（舢板）重 + 属具重 + 吊艇架属件重 + 放艇人员重 

σs ——材料的屈服极限，MPa； 
 σb ——材料的强度极限，MPa； 
 [σ]——许用应力，MPa。 

 
（10）吊艇架、吊艇钩和吊艇滑轮等的强度试验时间应不少于5min，试验后不应

有任何永久变形； 

（11）吊艇架、吊艇钩及吊艇滑轮等受力构件的材料应符合本篇第2章2.1.3.1的有

关规定。其转动部分的材料应为不锈材料； 

（12）降落试验。每副吊艇架装船后应进行艇（舢板）的降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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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试验吊艇架在载有放艇船员重量时，应能转出舷外，并进行艇（舢板）的降

落及收起若干次，以检查吊艇架的装置安全可靠性。 

② 试验吊艇架、吊艇索、吊艇机及一切有关装置，当救生艇（舢板）收起时应

能将附有救生艇（舢板）的吊艇架复原。 

③ 在救生艇（舢板）的安全降落速度范围内进行突然刹车，以检查装置的强度

及吊艇机的制动性能。 

④ 吊艇机的制动器若无遮蔽，则在进行上述试验前须在制动器上洒水，以试验

其是否安全可靠。” 

 
新增 4.4.10 如下： 

   “4.4.10  登乘梯 

4.4.10.1  登乘梯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第 3 章及

其附录 2《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Ⅵ章 6.1.6 的规定。” 

 
新增 4.4.11 如下： 

   “4.4.11  逆向反光材料 

4.4.11.1  逆向反光材料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第

3 章及其附录 2《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Ⅰ章 1.2.2（7）的规定。” 

 

新增 4.4.12 如下： 

   “4.4.12  紧急撤离系统 

4.4.12.1  紧急撤离系统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第

3 章及其附录 2《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Ⅵ章 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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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救生艇、筏用急救医药箱的药品 

 
救生艇、筏用急救药包的药品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单位 艇、筏用数量 备注 
1 绷带 4.8×600cm 卷 5  
2 纱布 34×40cm 块 10 塑料袋密封包装 
3 三角巾绷带 底边 130×90cm 块 3  
4 医用胶布 1.2×100cm 卷 1 橡皮膏布 
5 药棉 10g 包 2 ② 
6 止血带 55cm 根 2 乳胶管Φ0.7~1.0cm 
7 镊子 12cm 把 1 ① 
8 绷带剪 10cm 把 1 圆头 
9 别针 3cm 只 10 ① 

10 酒精 75% ml 20 ① 
11 创可贴 2.5×2cm 张 20  
12 烫伤膏 20g 支 2 ② 
13 金霉素眼膏 2.5g 支 2 ① 
14 止痛片  片 50 阿司匹林② 
15 复方新诺明 0.5g 片 80 ② 

 
注：① 救生筏可免配备。 
    ② 救生筏可减半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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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内河船用救生衣的检验要求 

 
1  范围 

1.1  本附录规定了内河船用成人救生衣（以下简称：救生衣）的分类、标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1.2  本附录适用于固有浮力救生衣的设计、制造与验收。 

 

2  定义 

除另有规定外，本附录的名词定义如下： 

2.1  翻转时间——系指受试人员模仿一种极度衰竭的状态，面部朝下，全身放松，

测量受试人员的口部离开水面的时间。 

2.2  净高度——系指受试人员的嘴部最低端与水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如图 1 所

示。 

2.3  面平面角——系指前额与下巴的连线与水平面间的夹角，如图 1 所示。 

2.4  躯干角度——系指肩膀与髋骨的连线与垂线之间的夹角，如图 1 所示。 

 

 
图 1  静平衡位置 

 
3  分类和标记 

3.1  救生衣的结构一般采用下列两种型式： 

（1）套头式救生衣，套头式救生衣的型式如图 2 所示； 

（2）背心式救生衣，背心式救生衣的型式如图 3 所示。 

3.2  其他型式的救生衣若符合本附录的相应规定，可作为内河船用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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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套头式救生衣 

 

  
图 3  背心式救生衣 

 
3.3  救生衣正面应显著的标示“中国内河”字样，标示方式如图 2、3 所示；“中

国内河”字体应为楷体 GB2312，高度为 60mm（约为 172 磅）。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 

4.1.1  救生衣外表面应为橙红色或橙黄色； 

4.1.2  救生衣应明显的标明“正面穿着”； 

4.1.3  救生衣的系固应采用扣件型式； 

4.1.4  每件救生衣应配备哨笛一只； 

4.1.5  受试人员在水中处于静平衡状态时，救生衣在水面以上的外表面所贴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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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带的总面积应不少于 100cm2。 

4.2  缝制要求 

4.2.1  包布缝边的向内折进应不小于 10mm； 

4.2.2  救生衣的明缝线距边缘应不小于 1mm，且缝线应无跳针。 

4.2.3  机缝线密度每 50mm 长度内不应少于 16 针，缝线端部应打回结； 

4.2.4  缚带端头镶入包布的长度不应少于 30mm。绱缚带应不少于 3 趟缝线等加

固方法。 

4.3  强度 

4.3.1  救生衣衣身强度：救生衣衣身应能承受 2000N 的作用力 30min 不损坏； 

4.3.2  救生衣肩部强度：救生衣肩部应能承受 750N 的作用力 30min 不损坏。 

4.4  浮力及浮力损失 

4.4.1  救生衣的浮力应不小于 100N，在浸入淡水时及浸入 24h 后均应测量其浮

力，浮力损失不得超过 5%。 

4.5  温度循环 

4.5.1  救生衣及应经受-30±2℃及+65±2℃的环境温度，进行十个循环试验后，应

无损坏迹象，诸如皱缩、破裂、胀大、分解或机械性质的改变。 

4.6  耐燃烧 

4.6.1  救生衣过火 2s 后，不应继续燃烧或熔化超过 6 s。 

4.7  穿着 

4.7.1  无指导情况下，应有三分之二的受试人员在 1min 内正确地穿上救生衣； 

4.7.2  经指导后，所有受试人员应在 1min 内正确地穿上救生衣； 

4.8  浸水性能 

4.8.1  穿着救生衣的受试人员在水中的翻转时间不超过 5s； 

4.8.2  穿着救生衣的受试人员在水中应保持后倾状态,使其头部露出水面，并不应

有将受试人员面部浸入水中的倾向； 

4.8.3  受试人员穿着救生衣在水中静平衡（如图 1 所示）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1）所有受试人员的净高度应不小于 80mm； 

（2）所有受试人员的平均躯干角度应不小于 30°，任何一个受试人员的躯干角度

不得低于 20°； 

（3）所有受试人员的平均面平面角应不小于 40°；任何一个受试人员的面平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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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低于 30°。 

4.9  跳水 

4.9.1  受试人员穿着救生衣跳水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1）受试人员浮出水面并保持脸朝上，且所有受试人员的净高度不应小于 4.8.3

（1）的规定； 

（2）救生衣应不发生位移或对受试人员造成伤害； 

（3）救生衣及其附件应不损坏。 

4.10  材料 

4.10.1  包布、缚带、插扣和缝线的强度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序号 材料名称 试验项目 性能要求 

1 包布 

抗拉强度 ≥784 N / 50 mm 

老化后抗拉强度 不得低于原样的60% 

纱线滑移 ≥220 N 

2 缚带 
抗拉强度 ≥1600 N 

老化后抗拉强度 不得低于原样的60% 

3 插扣 
抗拉强度 ≥1600 N 

老化后抗拉强度 不得低于原样的60% 

4 缝线 抗拉强度 ≥20 N 

 
4.10.2  逆向反光材料应满足《救生设备用反光膜》（GB/T26086-2010）的要求。 

4.10.3  浮力芯材应为闭孔型泡沫，不得使用松散的颗粒状材料。浮力芯材应满足

下列要求： 

（1）按照 5.5 要求进行 10 个循环后，检查各试样，应无任何结构上或机械品质上

的改变迹象； 

（2）浮力芯材浸入 100mm 压头的柴油中浸泡 24h 后，其不应有皱缩、开裂、膨

胀、分解等损坏； 

（3）浮力芯材浸入 1.25m 水中，浸入 1 天及浸入 7 天后均应测量其浮力，其浮力

损失不得大于 5%，对经过耐柴油试验后的浮力芯材，其浮力损失不得大于 10%； 

（4）浮力芯材抗拉破断强度应不小于 140kPa，在经历 10 个温度循环和耐柴油后

抗拉破断强度的损失应不大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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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外观 

5.1.1  用目测方法检查救生衣外观质量，结果应符合 4.1 的要求。 

5.1.2  用通用量具检查救生衣反光材料尺寸，结果应符合 4.1.5 的要求。 

5.2  缝制要求 

5.2.1  用目测方法和通用量具检查加工质量，结果应符合 4.2 的要求。 

5.3  强度 

5.3.1  将救生衣浸入水中历时 2min，然后取出按实际人员穿着的方法扣好并挂

起；在系紧缚带的救生衣部分施加不小于 2000N 的作用力，如图 4 所示，并保持 30min，

结果应符合 4.3.1 的要求。 

背心式救生衣                  套头式救生衣 

 
图中：C为筒状(规格直径125 mm)；L为试验载荷(N) 

图4. 救生衣衣身强度试验布置 
 

5.3.2  将救生衣浸入水中历时 2min，然后从水中取出，按实际人员穿着的方式在

一个如图 5 所示的架子上扣好。穿过架子对救生衣的肩部施加不小于 750N（试验载荷

L+试验架子），如图 6 所示，并保持 30min，结果应符合 4.3.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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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符号 A B C D E F G Ø J 
尺寸(mm) 610 114 76.2 127 381 432 508 25.4 178 

 
图 5. 救生衣肩部提拉试验的架子 

 
 

背心式救生衣                  套头式救生衣 

 
图中：C为筒状(规格直径125 mm)；L为试验载荷(N) 
图 6. 救生衣肩部提拉试验布置 

 
 

5.4  浮力及浮力损失 

5.4.1  将救生衣刚好浸没在淡水水面以下，分别测量并记录在浸入时及浸入 24h

后的浮力。浮力损失的比率 WS 按下式计算： 

100
1

21 ×
−

=
W

WWWS  

式中：W1——救生衣浸入时浮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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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救生衣浸入 24 h 后的浮力，N； 

5.4.2  浮力损失的比率 WS 按四舍五入取值到小数点后第 2 位，结果应符合 4.4 的

要求。 

5.5  温度循环 

5.5.1  将救生衣交替地放置在温度为+65±2℃的高温试验环境下和温度为

-30±2℃的低温试验环境下历时 8h，但交替循环无需一个接一个进行，按下述程序为

重复一个高低温循环试验： 

（1）将救生衣放入高温室，在温度为+65±2℃的高温的环境中，连续 8h； 

（2）8h 后，将试样从高温室中取出，并在常温条件下敞开放置至第二天； 

（3）将救生衣放入低温室，在温度为-30±2 ℃的低温的环境中，连续 8h； 

（4）8h 后，将试样从低温室中取出，并在常温条件下敞开放置至第二天。 

重复 10 个温度循环试验后，检查救生衣外观，结果应符合 4.5 的要求。 

5.6  耐燃烧 

5.6.1  将一个 300mm×350mm×60mm 的试验盘置于无风之处，在试验盘里装入

10mm 深的淡水，接着倒入汽油，使总深度不低于 40mm；点燃汽油使其自由燃烧 30s；

然后，使救生衣的底部高出试验盘上边缘 250mm，以直立、向前、自由吊起的状态将

救生衣移过火焰，救生衣过火时间应为 2s，离开火焰后检查救生衣外观。结果应符合

4.6 的要求。 

5.7  穿着 

5.7.1  根据表 2 及下列规定选择至少 6 名体格健全且完全不熟悉救生衣的受试人

员进行 5.7.2 和 5.7.3 的试验： 

（1）至少 1 人但不超过 2 人为女性，每一身高档中不应多于 1 名女性； 

（2）除另有规定外，从每个参加受试人员中获得的试验结果，对救生衣的认可应

予以接受。 

表 2  

身高H（m） 
体重W（kg） 

50<W≤60 60<W≤70 70<W≤80 W>80 

1.4<H≤1.6 1 1 ― ― 

1.6<H≤1.8 ― 1 1 ― 

H >1.8 ― ― 1 1 

注：① 含“1”的每格应选 1 名受试人员； 

② 含“―”的每格表示该身高体重范围内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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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要求受试人员普通着装，不给予任何帮助、指导或事先对救生衣穿着进行

演示。救生衣处于备用状态，试验计时从下达指令至受试人员报告穿着完毕为止。只

有当受试人员穿上救生衣，并用系固救生衣的所有方法调整救生衣直至可以进入浸水

性能试验时才能认为救生衣穿着完毕。结果应符合 4.7.1 的要求。 

5.7.3  对于每一位受试人员，若第一次救生衣穿着时间超过1min或没有完成穿着，

则在经演示或指导其穿着程序后，应在普通着装且无人相助的情况下按 5.5.2 所述的指

令重新进行救生衣的穿着试验。结果应符合 4.7.2 的要求。 

5.8  浸水性能 

5.8.1  此试验是要模拟救生衣对救助一个无能力的或处于筋疲力尽状态的人的能

力，并表明该救生衣不致过度地限制水中活动能力。全部试验应在平静的淡水中进行。 

5.8.2  试验应至少由 6 名如表 2 所述的人员来进行，应仅挑选那些擅长游泳的人

员，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在水中放松的能力。 

5.8.3  救生衣复正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模拟完全筋疲力尽的状态：受试人员应取俯卧、面朝下的体位，抬起头使嘴

部离开水面。试验人员支撑起受试人员的双脚，与肩同宽分开，并使脚跟刚好保持在

水面之下。双腿伸直和手臂放在腿外侧，受试人员按下列顺序使身体逐渐并最终完全

放松处于自然的浮态： 

①放松手臂和肩膀； 

②放松腿； 

③放松脊柱和颈部； 

④将头浸入水中并保持正常呼气。 

放松阶段，受试人员应保持稳定的面朝下姿势。 

（2）受试人员脸部浸入水中保持放松后，试验人员立即放开受试人员的脚。计录

从放开受试人员脚起至受试人员嘴部离开水面的时间（即为翻转时间，精确到 0.1s）； 

（3）上述试验进行 6 次，结果应满足 4.8.1 的要求。 

5.8.4  救生衣复正试验后，在不进行任何身体或救生衣位置调整的情况下，在受

试人员处于面朝上静平衡浮态时用通用量具进行下列项目的测量，其结果应满足 4.8.3

的要求。 

（1）净高度； 

（2）躯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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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平面角。 

5.9  跳水 

5.9.1  受试人员穿着救生衣在 3m 的高度垂直跳入水中。跳水时，受试人员抓住救

生衣以避免受伤。入水后受试人员保持放松，模拟筋疲力尽的状态。在受试人员水中

静止后，记录水面至其嘴部的净高度，检查救生衣及其附件是否有破损。结果应符合

4.9 的要求。 

5.10  材料试验 

5.10.1 包布应进行下列试验： 

（1）抗拉强度：裁制经、纬向试样各 5 块（250mm×50mm）在环境温度 20±2 ℃，

相对湿度 65±4%存放 24h 后，设定拉力机拉伸速度 100±10mm/min，隔距长度 200 mm

进行抗拉强度试验，试样断裂时记录最大抗拉力。试验结果应满足 4.10.1 中的要求。 

（2）老化后抗拉强度：裁制经、纬向试样各 5 块（250mm×50mm），试样正面对

光，中心处于光源垂直照射的正下方，辐照度为 0.55W/m2，黑板温度为（63±2）℃，

光照周期为 144min，其中 120min 亮周期，24min 暗周期，亮周期 102 分钟光照/18 分

钟光照并伴随喷水，暗周期 24min 伴随喷水，总共进行大约 303h 试验。光照后按 5.10.1

（1）进行试验，试验结果满足应满足 4.10.1 中的要求。 

5.10.2  缚带应进行下列试验： 

（1）抗拉强度：裁制试样 5 根，长度 250mm，在环境温度 20±2℃，相对湿度 65±4%

存放 24h 后，设定拉力机拉伸速度 100±10mm/min，隔距长度 200mm 进行抗拉强度试

验，试样断裂时记录最大抗拉力。要求平均抗拉强度满足 4.10.1 中的要求。 

（2）老化后抗拉强度：裁制试样 5 根，长度 250mm，按 5.10.1（2）方法进行光

照试验。光照后按 5.10.2（1）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 4.10.1 中的要求。 

5.10.3  插扣应进行下列试验： 

（1）抗拉强度：选择试样 5 个，用缚带连接，在环境温度 20±2℃，相对湿度 65±4%

存放 24h 后，设定拉力机拉伸速度 300±10mm/min，隔距长度 200mm 进行抗拉试验，

试样断裂时记录最大拉断力。要求平均抗拉强度满足 4.10.1 中的要求。 

（2）老化后抗拉强度：选择试样 5 个，按 5.10.1（2）方法进行光照试验，光照后

按 5.10.3（1）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 4.10.1 中的要求。 

5.10.4  缝线应进行下列试验： 

裁制试样 5 根，长度,300mm 在环境温度 20±2℃，相对湿度 65±4%存放 24h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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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拉力机拉伸速度 250±10mm/min，隔距长度 250mm 进行拉断试验，试样断裂时记

录最大拉断力。要求平均抗拉强度满足 4.10.1 中的要求。 

5.10.5  浮力芯材应进行下列试验： 

选取 12 块救生衣浮力芯材试样应进行下列试验，试样尺寸应为 300mm×300mm

×25mm，试验开始和结束时，均应记录各试样的尺寸。 

（1）温度循环：试验按照 5.3 进行，试验后检查试样外观并切开 2 个试样检查其

内部结构，试验结果应满足 4.9.1 的要求。 

（2）压缩吸水：试验应在淡水中进行，将各试样浸于 1.25m 的水头下历时 7 天，

测量并记录浸水 1 天和 7 天后的浮力，其结果应满足 4.10.3（3）的要求。 

试验应选择下述试样进行： 

①处于供货状态的 2 块试样； 

②按 5.8.5(1)的规定经过温度循环的 2 块试样； 

③按 5.8.5(1)的规定经过温度循环及随后按 4.10.3（2）规定经过耐柴油试样的

2 块试样； 

（3）抗抗拉强度：在进行 5.8.5(2)③所述的组合试验前后都应测试材料断裂时的

抗拉强度。每组分别取 5 个为经向，5 个为纬向的共 10 块（哑铃状试样截取如图 7 所

示）试样，试样的厚度不得超过 10mm，将其两端固定在试验机的夹头上，拉伸速度

为 50mm/min。记录拉断时的拉力值。原始状态下的试样抗拉强度应不小于 140kPa，

组合试验后的抗拉强度的减少应不超过原始状态下的 25%。 

 
图中：a 为夹头间距离(mm)；b 为拉断的有效区域(mm) 

图 7. 芯材抗抗拉强度试样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救生衣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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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型式检验 

6.2.1  救生衣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新产品鉴定（定型）； 

（2）结构、材料、工艺等有重大变动，足以影响产品性能或质量； 

（3）批量生产后每隔 5 年； 

（4）产品停产 2 年以上，恢复生产； 

（5）主管检查机构有要求。 

6.2.2  救生衣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及检验顺序按表 3 的要求进行。 

表3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外观 × × 
2 缝制要求 × × 
3 强度 × ― 
4 浮力及浮力损失 × × 
5 温度循环 × ― 
6 耐燃烧 × ― 
7 穿着 × ― 
8 浸水性能 × ― 
9 跳水 × ― 
10 材料 × ― 
注：① “×”为必检项目； 

② “―”为不检项目。 

 
6.2.3  救生衣型式检验的样品为 4 件。 

6.2.4  所有试样的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时，判定救生衣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一

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定救生衣型式检验不合格。 

6.3  出厂检验 

6.3.1  救生衣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及顺序按表 3 的要求进行。 

6.3.2  救生衣外观和加工质量要求应逐件检验；其它项目进行抽样，同工艺、同

材料、连续生产的救生衣为一批，每批为 2000 件，不足 2000 件仍可计为一批。抽样

数量取批量的 2％，抽样少于 2 件时，则取 2 件。 

6.3.3  救生衣的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时，判定救生衣出厂检验合格。若外观、

加工质量和属具不符合要求，则允许修复后复验。若复验符合要求，则仍判定该件救

生衣该出厂检验项目合格；若复验仍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件救生衣出厂检验不合格。

其它项目中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应加倍取样进行复验。若复验都符合要求，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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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该批救生衣出厂检验合格；若复验仍有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则判定该批救生衣出

厂检验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7.1  标志 

7.1.1  出厂检验合格的救生衣应加上标志，标志内容应包括： 

（1）救生衣名称和型号； 

（2）救生衣制造标准； 

（3）检验机构检验标志； 

（4）制造厂名称、生产日期、产品编号或生产批号。 

7.2  包装、运输 

7.2.1  救生衣的包装应能防止其不受雨雪侵蚀，在运输中应不受损坏。 

7.3  贮存 

7.3.1  救生衣应存放在干燥的库房内，且应不受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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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航行设备 

 

第 2 节  航行设备的配备 

 
表 6.2.1.1 改为： 

   “6.2.1.1  客船（包括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车客渡船）、货船和推（拖）船

的航行设备的配备定额应分别根据航区、客船类别、货船总吨位（GT）、推（拖）船

推进装置总功率（kW），按表 6.2.1.1 的规定配备。 

表 6.2.1.1 

序号 航行设 
备名称 航区 

最低配备定额（台或套） 

客船（类别）
① 货船（GT） 推（拖）船（kW） 

第1、 
2类 

第3、 
4类 第5类 ≥1000 300≤~<1000 <300 ≥883 368≤~<883 <368 

1 磁罗经 
A 1 1  1 1 1 1 1 1 

B② 1 1  1 1  1 1  

2 雷达
③ 

A 1 1 1 1   1   

B 1 1 1 1   1   

3 测深仪 
A 1   1   1   

B 1   1   1   

4 探照灯
④ 

A、B、C 2 2 1 2 2 1 2 2 1 

J航段 3 3 2 3 3 2 3 3 2 

5 舵角 
指示器 A、B、C 1 1 1 1 1 1 1 1 1 

6 主机或螺旋桨 
转速指示器 A、B、C 1 1 1 1 1 1 1 1 1 

7 测深手锤 A、B、C 1 1 1 1 1 1 1 1 1 

注：① 客船类别按本篇第 1 章第 2 节的规定分类； 

② 系指 B 级航区的湖泊； 

③ 第 4、5 类客船在不夜航、不雾航的限定条件下可不配备雷达，但在其船舶检验证书上应注

明该船不准夜航、雾航的限定。第 1、2 类客船、总吨大于等于 1000 的货船、推进装置总

功率大于等于 883kW 的拖轮所配雷达显示器的直径不得小于 180mm； 

④ 当船舶设置本篇 2.3.3.1、2.3.3.2 要求的主电源，且照明供电采用工作电压交流 220V 时，

探照灯的功率应不小于 1kW，当采用新型光源时，其光通量或光强不应低于 1kW 白炽探照

灯；主电源为蓄电池组时，探照灯的功率应不小于 0.1kW。 

船舶所配置的探照灯中至少有一只白炽探照灯。不夜航的船舶可不配备探照灯，但在其船

舶适航证书上应注明该船不准夜航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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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改为： 

   “6.2.2.4  总吨位大于等于100的船舶应配备一台A级或B级船载自动识别系统

（AIS）。A级AIS设备应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IEC）61993－2标准《海上导航和无线

电通信设备和系统——自动识别系统（AIS）第二部分：通用自动识别系统（AIS）A

级船载设备——操作和性能要求、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B级AIS设备应符合

本局《国内航行船舶船载B级自动识别系统（AIS）设备（SOTDMA）技术要求（暂行）》

或国际电工委员会（IEC）62287-1标准《海上航行和通信设备与系统B级船载自动识

别系统（AIS）第一部分：载波侦听时分多址技术（CSTDMA）》。” 

 
6.2.2.5 改为： 

   “6.2.2.4  总吨位大于等于 1000 的客船、液货船应配备一台船载电子海图系统

（ECS）。船载电子海图系统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船舶船载电子海图系统（ECS）功

能、性能和测试要求（暂行）》中的 A 级设备要求，或满足 IMO MSC.232（82）决议

对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CDIS）的要求。” 

 
第 4 节  磁罗经的技术要求 

 
6.4.1.3 改为： 

   “6.4.1.3  用于指向系统的磁铁，应为高剩磁和至少是 18000A/m 的矫顽磁性材料。

磁罗经除了校正元件和指示磁针外，均应以非磁性材料制成。” 

 
第 5 节  导航雷达的技术要求 

 
6.5.3.1 改为： 

   “6.5.3.1  在天线高度距离水平面 5～10m 情况下雷达的主要工作参数应不低于表

6.5.3.1 规定的数值。” 

表 6.5.3.1  
序号 主要技术项 指  标 序号 主要技术项 指  标 

1 最小作用距离 35m 4 距离误差 所用量程的 1.0%或 30m， 
取其大者 

2 距离分辨力 30m 5 方位误差 ±1° 
3 方位分辨力 2.5° 6 艏向误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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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信号设备 

 

第 1 节  一般规定 

 
7.1.3.3 改为： 

   “7.1.3.3  船长——就本章而言，系指本法规总则所定义的最大船长。” 

 
第 2 节  号 灯 

 
7.2.1.1 改为： 

   “7.2.1.1  号灯的分类和颜色、能见距离、水平光弧等主要特性，应符合表 7.2.1.1

的规定。” 

表 7.2.1.1 

序号 号灯名称 颜色 
能见距离（km） 水平弧光（°） 

船长≥
50m 

50>船长≥
30m 

船长
<30m 总角 分  布 

1 桅灯 白 6 5 3 225  自船的正前方到每一舷的正横后 22.5°内 

2 左舷灯 红 4 3 2 112.5  自船的正前方到左舷的正横后 22.5°内 

3 右舷灯 绿 4 3 2 112.5  自船的正前方到右舷的正横后 22.5°内 

4 尾灯 白 4 3 2 135  自船的正后方到每一舷的 67.5°内 

5 船艏灯 白 2 2 2 180  自船的正前方到每一舷的 90°内 

6 环照灯 白红绿黄 4 3 2 360 环照 

7 闪光灯 
红绿黄 4 3 2 

360 环照 
白 4 

8 双色灯 左红右绿   1 225  自船的正前方到每一舷的正横后 22.5°内 

9 三色灯 红白绿   1 360 
 红光自船的正前方到左舷的正横后 22.5°内 
 白自船的正后方到每一舷的正横后 67.5°内 
 绿光自船的正前方到右舷的正横后 22.5°内 

10 旋转闪光灯 红 2 360 环照 

 
7.2.2.1 改为： 

   “7.2.2.1  基本号灯应按表 7.2.2.1 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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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1   

注：① 船长 50m 及以上者，配备两盏白环照灯作前、后锚灯，前锚灯高于后锚灯。趸船、帆船除
外； 

② 装运危险品的船舶、限于吃水的船舶，应增设一盏红环照灯； 
③ 白闪光灯位于桅杆横桁； 
④ 自航船船长 50m 及以上者，还应在后桅增设一盏白光桅灯； 
⑤ 其中两盏绿环照灯位于桅杆横桁； 
⑥ 顶推船舶、排筏的拖船，配备 3 盏白桅灯。吊拖或者吊拖又顶推船舶的拖船，配备两盏白

桅灯； 
⑦ 适用于吊拖排筏的拖船。” 

 
第 3 节  号型与号旗 

 
7.3.4.1 改为： 

   “7.3.4.1  船舶号型应按表 7.3.4.1 配备。” 

表 7.3.4.1  

船  种 工程船 横江轮渡 其 他 

球  形 3 3 3 

十字型 1   

菱  形 1   

双箭头型  1  
 

7.3.4.3 改为： 

   “7.3.4.3   横江渡船白天航行时应在桅杆横桁的一侧，悬挂首尾向桔黄色双箭头

号型一个。号型主体长 1.5m，宽 0.2m，箭头为边长 0.3m 的等边三角形，如图 7.3.4.3

所示。 

号灯 

数量灯 

船舶种类 

白
桅
灯 

绿
桅
灯 

红
舷
灯 

绿
舷
灯 

船
首
灯 

白
光
尾
灯 

白
环
照
灯
① 

红
环
照
灯
② 

绿
环
照
灯 

红
闪
光
灯 

黄
闪
光
灯 

绿
闪
光
灯 

白
闪
光
灯
③ 

红
旋
转
闪
光
灯 

自航船 1④  1 1  1 1 2 1 1  1 1  
渡 船 1  1 1  1 1 2 3⑤ 1  1 1  
拖 船 3⑥ 1⑦ 1 1  2 1 2 1 1  1 1  
驳 船   1 1 1 1 1 2 1      
工程船 1  1 1  1 1 2 1 1  1 1  
快速船 1  1 1  1 1 2   1  1  
监督船 1  1 1  1 1      1 1 
航标船 1  1 1  1 1  2    1  
趸 船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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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数值单位：m） 

图 7.3.4.3” 
 

7.3.5.1 改为： 

   “7.3.5.1  船舶号旗应按表 7.3.5.1 配备。” 

表 7.3.5.1 

数量      
    船长 

名称 

自航船 
非自航船 

L≥60m L<60 

本国国旗   2 号 2   

3 号 2 1 按实际需要 

4 号  1 按实际需要 

5 号  2 按实际需要 

国际信号旗 2 号 1 套   

3 号 按实际需要 按实际需要  

4 号  1 套 按实际需要 

红      旗 1 1 按实际需要 

手      旗 1 1 按实际需要 

 
 

第 4 节  声响信号 

 
7.4.2.1 改为： 

   “7.4.2.1  自航船的声响信号应按表 7.4.2.1 配备。有配员的非自航船可仅配备号

钟，无配员的非自航船可不配备声响信号。” 

 
 

第 8 章  完整稳性 

第 1 节  一般规定 

 

8.1.3.2 改为： 

   “8.1.3.2  现有船舶因改装及修理使空船状态发生较大变化时，除本节 8.1.3.5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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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外，在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对现有船舶的稳性发生怀疑时，也应进行倾斜试

验。” 

 
8.1.3.5 改为： 

   “8.1.3.5  新建船舶因修改及变更、现有船舶因改装及修理等情况使空船状态发生

变化时，若已有系列船或现有船舶的倾斜试验报告，以及空船状态变化的详细重量和

重心位置计算资料，当空船排水量与系列船或现有船舶倾斜试验数据的相对误差在±

2%范围时，可在系列船或现有船舶的倾斜试验报告基础上，通过换算的方法来确定空

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 

 
8.1.4.6 改为： 

   “8.1.4.6  对于已配备安全装载手册的船舶，若在安全装载手册中包含了完工稳性

资料，可用安全装载手册替代完工稳性报告书。” 

 
8.1.4.7 删除。 

 
第 2 节  稳性基本要求 

 
8.2.1.3 改为： 

   “8.2.1.3  航行于 A 级或 B 级航区的船舶，其复原力臂曲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θ 或进水角 jθ 中之小者等于或大于20°时，

至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θ 或进水角 jθ 或30°中之小者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

面积（也可取相应的动稳性力臂 dl 值）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A： 

Lk CCA 052.0=                m·rad 

式中： KC ——系数，A 级航区取 1=KC ；B 级航区取 9.0=KC ； 

LC ——系数，按下式计算： 

LCL 015.07.0 +=  

当 1>LC 时，取 1=LC 。 

其中： L——船长，m。 

（2）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θ 或进水角 jθ 中之小者小于20°时，至该角

度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A： 

( )[ ]θ−+= 200015.0052.0 LK CCA             m·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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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C 、 LC ——同 8.2.1.3(1)； 

θ—— mθ 或 jθ ，(º)，取小者。 

（3）A 级航区船舶的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θ 应不小于 15°。 

（4）本章所述的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横倾角 mθ 不计进水角的影响。” 

 
8.2.5.3 改为： 

   “8.2.5.3  船舶受风面积 Af 是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正浮时实际水线以上各部

分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受风面积由满实面积和非满实面积两部分组成。 

（1）满实面积包括船体、舷墙、上层建筑、甲板室、舱口围板(货舱围板)、舱口

盖、甲板机械、帆布遮阳、桅杆、吊杆、起重柱、烟囱、大型通风筒、救生艇、舢板、

救生筏和救生浮具等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对于设有固定载货开敞处所和

货物超过舱口围板(货舱围板)的船舶，尚应计入货物超过舱口围板(货舱围板)以上部

分的侧投影面积；对于设有固定载客开敞处所的船舶，尚应计入固定载客开敞处所(用

于乘客定额核定的载客开敞处所)的侧投影面积。对于独立的圆剖面物体，如烟囱、通

风筒、桅杆等，应乘以流线型系数 0.6。 

（2）在计算固定载客开敞处所的侧投影面积时，当固定载客开敞处所设有顶篷时，

其高度取自顶篷的下表面至载客甲板的上表面的平均高度；当固定载客开敞处所无顶

篷时，其高度取 1.90m，若载客甲板（乘客站立面）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平台（或铺

板、舱底板）时，高度取 1.90－W（m），其中：W 为载客甲板（或铺板、舱底板）至

干舷甲板的距离(m)。 

（3）非满实面积包括索具、栏杆、格栅形桁架、天线及零星小物体等在船舶纵中

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 

计算非满实面积时，对客船、货船及起重船取所核算基本装载情况中最小吃水时

满实面积的 2.5%，而面积静力矩取 5%；对拖船及液货船取满实面积的 5%，而面积静

力矩取 10%。其他各装载情况非满实面积及其面积静力矩均取此相同值。 

（4）非满实面积亦可采用逐件详尽计算的办法，此时，应在其外廓面积上乘以下

列满实系数： 

加网栏杆                  0.6 

无网栏杆                  0.2 

格栅形桁架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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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桁和索具                0.6 

假使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物体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投影面积重叠时，则重叠部分面

积只计入一次。 

（5）起重船和挖泥船的受风面积计算尚应符合本章第 3 节的有关规定。” 

 
8.2.7.4（4）改为： 

   “（4）当以干舷甲板上的客/货舱口围板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时，按舱口围板的

实际高度计入；当以干舷甲板上的其他舱口围板（除客/货舱口围板之外的舱口围板）

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时，若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高度大

于 0.2m，则只取 0.2m 计入。” 

 
 

第 3 节  稳性特殊要求 

 
8.3.2.4 改为： 

   “8.3.2.4  客船乘客集中一舷的倾侧力矩 kM 或力臂 kl 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iiik nbCM ∑= 32.0              kN·m 

iiik nbCl ∑∆=
81.9
32.0                   m 

式中： i——乘客活动处所的序号；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t； 

in ——各活动处所的相当载客人数，按下式计算并取整数： 

iii lb
S
Nn =  

ib ——乘客可移动的横向最大距离，m； 

iC ——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活动处所有固定坐（卧）席时，
i

ii
i n

lb
C 32.012.0 += ； 

活动处所无固定坐（卧）席时，
i

ii
i n

lb
C 30.017.0 += ； 

当 92.0≥iC 时，取 92.0=iC 。 

其中：N——乘客人员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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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乘客可移动的纵向最大距离，m； 

S ——全船供乘客活动的总面积，m2，按下式计算： 

∑= ii lbS  

乘客可移动的横向或纵向最大距离，系指乘客在各活动处内(包括走道、床铺、坐

凳)自由活动所能达到的沿船宽或船长方向的最大距离，如图 8.3.2.4 所示。 

当某一个处所内既有固定坐（卧）席，也有非固定坐（卧）席时，可以将这两类

区域分开考虑，也可全部视作无固定坐（卧）席。 

 
图 8.3.2.4” 

 

新增 8.3.2.7 如下： 

   “8.3.2.7  游览船和旅游船在按本节 8.3.1.2、8.3.2.2 的要求核算全速回航稳性和乘

客集中一舷稳性时，若设有多层载客处所(包括观光游览处所)，则应考虑乘客按下列

分布导致重心升高对稳性的影响： 

（1）乘客分布的密度：载客处所(乘客舱室)按该处所核定的载客人数计算；公共

处所和服务处所按该处所设置的坐椅/坐登数量计算人数，或按该处所的面积取每平方

米 2 人计算，取其大者；观光游览处所按该处所所限定的人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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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客从所能达到的最上一层甲板起由上向下地分布在载客处所(乘客舱室)、

公共处所、服务处所和观光游览处所； 

（3）乘客的重心按站立状态取高出甲板或地板 1m； 

（4）本条文（1）所述的处所面积参考本法规第 9 篇第 4 章 4.1.2.5 的规定计算。” 

 
8.3.3.1 改为： 

   “8.3.3.1  干货船包括舱口货船（驳）、甲板货船（驳）、半舱货船（驳）、运木船

（驳）和散装水泥船。” 

 
8.3.3.5 改为： 

   “8.3.3.5  散货滑移附加倾侧力臂 sdl 按下式计算： 

025.011.009.025.036.032.0 222 −−−+−= cccsd DaaDaDaal      m 

当 0<sdl 时，取 0=sdl 。 

式中： a——倾角系数，
3.57

θ
=a ，其中θ为横倾角，（°）； 

    cD ——载量系数， 1000/wc DD = ，其中 wD 为楔形部分的货物重量，t；当 5.1>cD

时，取 5.1=cD 。” 

 
8.3.3.6 改为： 

   “8.3.3.6  航行于 C 级航区的装运散货的船舶，其按本节 8.3.3.3 规定计算所得的

复原力臂曲线面积应不小于按本章 8.2.1.3 对 B 级航区船舶计算值 A 的 0.8 倍。” 

 
8.3.3.9 改为： 

   “8.3.3.9  散装水泥船应符合下列规定： 

（1）散装水泥船不需按本节 8.3.3.3 至 8.3.3.6 的规定考虑散货滑移和堆装计算的影

响； 

（2）货物的重心位置取在货舱的载货空间形心处； 

（3）进水角 jθ 为按本章 8.2.7 确定的进水角或 20°，取小者。” 

 
8.3.3.10 改为： 

   “8.3.3.10  露天装运干散货和木材的船舶，应加算 8.3.3.2（2）因货物吸水导致重

量增加的情况；因货物吸水增加的重量可根据试验数据确定，并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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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试验数据时，按船舶装运的货物种类选取：黄砂因吸水增加的重量按货物重量的 5%

计算，煤因吸水增加的重量按货物重量的 8%计算，木材和其他干散货因吸水增加的重

量按货物重量的 10%计算。按此计算的吃水不作为核算干舷的依据。” 

 
新增 8.3.3.11 如下： 

   “8.3.3.11  露天装运干散货和木材的船舶,如果船舶设有简易舱口盖和简易顶篷，

能够防止甲板上浪和雨水等流入舱内，则不需要按 8.3.3.10 进行计算。” 

 
新增 8.3.3.12 如下： 

“8.3.3.12  装运湿散货的船舶（如直接从挖砂船装砂的舱口货船/驳、甲板货船/

驳,自卸砂船除外）,除本节 8.3.3.3 至 8.3.3.6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参照本篇第 10章第 4节对自卸砂船的要求，设置积水舱/挡水槽； 

（2）船舶在装载和航行过程中，应即时将积水舱/挡水槽中的积水排到舷外； 

（3）船舶的初稳性高度和复原力臂曲线均应计入积水舱/挡水槽中液体的自由液

面的影响； 

（4）货物重量已包含积水舱/挡水槽中的积水重量，积水舱/挡水槽的积水不应作

为重量项目。 

装运湿散货的船舶不需要按 8.3.3.10 进行计算。” 

8.3.7.1 改为： 

“8.3.7.1  集装箱船应核算下列基本装载情况的稳性： 

（1）满载出港； 

（2）满载到港； 

（3）空载（或加压载）出港； 

（4）空载（或加压载）到港。” 

8.3.8.7 改为： 

   “8.3.8.7  单位计算风压 p 应按起重船所处状态及航区由表 8.3.8.7 选取。 

                                                               表 8.3.8.7” 

状 态 航 行 作 业 避 风 

航 区 A 级 B 级 C 级 不分航区 A 级航区 B、C 级航区 

单位计算风压

p (Pa) 
361 330 300 176 1079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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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6 改为： 

   “8.3.9.6  风压倾侧力矩 fM 或力臂 fl 应分别按下列要求计算： 

（1）耙吸挖泥船、链斗挖泥船按本章8.2.5.1、8.2.5.3、8.2.5.4、8.2.5.5和本节8.3.9.7

的规定； 

（2）绞吸挖泥船、抓斗挖泥船： 

3
0 10)( −×−= ∑ daZApCM fifiif                 kN·m 

3
0 10)(

81.9
1 −×−
∆

= ∑ daZApCl fifiif                 m 

式中： p ——单位计算风压，Pa，见本节 8.3.9.7； 

i——受风面积的分档序号； 

 fiA ——受风面积，m2，按本章 8.2.5.3 及本节 8.3.9.8 确定； 

 fiZ ——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m； 

∆——同本节 8.3.9.4； 

0a ——修正系数，见本章 8.2.5.5； 

iC ——同本节 8.3.8.6。” 
 

8.3.10.4(2)改为： 

   “（2）在核算复原力臂曲线时，A级航区的单体趸船，其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

倾角 mθ 应不小于 10° ；” 

 

第 9 章  船舶操纵性与驾驶室可视范围 

 

第 1 节  船舶操纵性 

 
9.1.1.5 改为： 

   “9.1.1.5  船舶应配备操纵性手册，操纵性手册应由设计部门或船厂根据实船操纵

性试验的数据编制。操纵性手册至少应包含如下内容： 

（1）满载出港情况下主机输出功率为 50%、75%、90%、100%时的静水航速； 

（2）满载出港情况下的回转轨迹； 

（3）满载出港情况下的制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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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满载出港情况下的航向改变性能； 

（5）营运中针对操纵船舶的注意事项及建议。” 
 

9.1.3.1 改为： 

   “9.1.3.1  船舶应通过实船操纵性试验来测试和评价其操纵性。新建船舶完工时，

应进行实船操纵性试验；对于同一船厂建造的同型船舶（系列船），第一艘应进行实船

操纵性试验，以后建造的船舶若没有发生影响操纵性的修改及变更时，可不进行实船

操纵性试验，其操纵性手册可采用第一艘船舶的实船操纵性试验数据。 

按本章 9.1.1.5 的规定配备操纵性手册的船舶如在营运中因改装及修理使操纵性发

生较大变化时，在完工时也应进行实船操纵性试验，并根据实船操纵性试验的数据重

新编制操纵性手册。” 
 

9.1.3.3 改为： 

   “9.1.3.3  实船操纵性试验应尽可能在船舶满载出港的情况下进行。当确有困难不

能达到满载出港状态时，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按下列任一方法处理： 

（1）按 9.1.4 的方法进行换算； 

（2）建造/改装完工后的第 1 次年度检验前，在船舶满载出港的情况下进行实船操

纵性试验。” 

 
第 2 节  驾驶室可视范围 

 
9.2.2.1（1）改为： 

   “（1）从驾驶位置上所见的水面视域，在所有吃水、纵倾和甲板货状态下，自船首

前方至任何一舷 10°止的范围内均不应有 1.5 倍最大船长（LE）以上的盲区遮挡；” 
 
 

第 10 章  特殊船舶附加要求 

 

第 2 节  浮油回收船 
 

10.2.18.3 改为： 

   “10.2.18.3  机械装置 

（1）仅用于回收闪点高于 60℃浮油的浮油回收船，适用于本节 10.2.11.1、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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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3、10.2.11.7、10.2.11.9 和 10.2.11.10 的规定； 

（2）与浮油相关的管系应尽可能不通过机器处所和起居处所；如通过机器处所为

不可避免时，则其在机器处所内的布置应符合对燃油管系的要求； 

（3）回收油舱的透气管出口应布置在回收油舱露天甲板以上不小于 500mm 处，

该出口离含有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最近进气口或开口以及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甲板机

械和设备的水平距离均应不小于 2m，且透气管的出口端应按相关要求装设防火网。” 
 

新增第 4 节如下： 

“第 4 节  自卸砂船 
 

10.4.1  一般要求 

10.4.1.1  除本节明确规定外，自卸砂船尚应符合本法规对相同总吨位货船的相应

规定，并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的规定。 

10.4.1.2  自卸砂船在货舱围板顶缘以下的货舱容积一般应小于等于下式计算之

值，当货舱围板顶缘以下的货舱容积大于该值时，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V=kG/ρ              m3 

式中：k——货舱围板以下货舱容积系数，取 k=0.8； 

G——最高一级航区满载水线对应的设计载货量，t； 

ρ——货砂的计算容重，t/m3，按 10.4.7.5 取值。 
 

10.4.1.3  船长大于等于 40m 的自卸砂船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安全装载手册应由

设计部门或船厂根据完工资料编制，并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批。 

10.4.1.4  自卸砂船应在货舱首尾两端以及中部（如有可能时）设置永久性的货物

堆高标尺或标杆，并能便于人员观测货物的实际堆高；并在适当位置设置告示牌，以

提醒船员正确作业和避免误操作。 

10.4.1.5  自卸砂船不应设置采砂的吸砂泵系统或类似装置。 

10.4.1.6  总吨大于等于 1000 的自卸砂船应满足本法规第 5 篇第 9 章 9.2.2 和 9.2.3

的要求。当自卸砂船不满足本法规第 5 篇第 9 章 9.2.2.1(1)、(2)所要求的可视范围时，

可采用具有夜视功能的视频监控等手段作为等效替代。 

10.4.1.7  自卸砂船在装载过程和航行时，应能及时将积水舱中的积水排到舷外。 

10.4.1.8  自卸砂船在航行时，其浮态不应有艏倾现象。 

 
10.4.2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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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1  货物输送装置——系指由驱动装置、传动装置、储带装置、输送架臂等

组成，将货物由舱底提升到舷外的重力式输送带装置。 

10.4.2.2  积水舱——系指货舱下方由船底板、纵壁板、货舱斜壁等围成的用于积

水疏排、支撑货舱和输送货物的舱室(积水舱也称输送带舱)。 

10.4.2.3  挡水槽——系指积水舱内设置的，由舱底板和纵向挡水板构成的用于积

水疏排的水密槽形结构。 

10.4.2.4  输送带槽——系指自首防撞舱壁至干舷甲板或首升高甲板，由水密底板

和水密纵壁板构成的用于货物输送装置通过和积水疏排的水密槽形通道结构。 

 
10.4.3  船体结构 

10.4.3.1  船长大于等于 40m 且小于 60m 的自卸砂船，应在货舱前壁至机舱前壁设

置舷边舱；船长大于等于 60m 的自卸砂船，应在首防撞舱壁至机舱前壁设置舷边舱。 

舷边舱的纵侧壁（内舷壁）应水密延伸至干舷甲板。 

10.4.3.2  自卸砂船应在首防撞舱壁至机舱前壁设置积水舱、挡水槽（需要时）或

类似结构及排水阱，其型式应便于货舱砂水的收集和抽排，有利于减小自由液面对船

舶稳性的影响，且能防止积水流向其他舱室。 

积水舱的纵壁板应尽量水密，或在船底板以上保持一定高度的水密。当设置挡水

槽时，挡水槽的挡水板应在船底板以上保持一定高度的水密。 

10.4.3.3  货物输送装置穿过首防撞舱壁时，应设置输送带槽，并与积水舱纵壁板

或挡水槽纵向挡水板有效衔接，以利于砂水或雨水等汇集于排水阱。输送带槽的底板

及纵壁板应与防撞舱壁及干舷甲板或首升高甲板等相邻结构水密连接。输送带槽在干

舷甲板或首升高甲板上的开口应尽可能小，以减少雨水进入的可能性。 

10.4.3.4  货物输送装置（输送带槽）在干舷甲板(或升高甲板)的出口处应设置舱

口围板，出口处的前端（不含舱口围板）应不低于干舷甲板(有升高甲板时，应不低于

升高甲板)。 

10.4.3.5  舷边舱、积水舱、挡水槽（需要时）、输送带槽等设置及结构尺寸应符合

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的规定。 

 
10.4.4  轮机与电气 

10.4.4.1  自卸砂船应设置专用的货舱排水管系、独立的舱底水管系及舱底水位监

测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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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2  货舱排水泵应至少为 2 台或 2 组，且为自吸式泥砂泵；泵的总排量应按

下列(1)、(2)、(3)的大者确定： 

（1）按每小时降雨量为 100mm 计算的雨水量，积雨面积取货斗的载货区域、货

物输送装置在干舷甲板(或升高甲板)的开口和货物输送装置伸出干舷甲板(或升高甲

板)后的皮带等在水平面上(俯视图)的投影面积之和； 

（2）按装砂时装载速率和砂石含水率计算的积水量，装载速率和砂石含水率根据

挖砂船的装载能力和砂石情况来确定，其取值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3）船长小于 50m的自卸砂船，泵的总排量应大于等于 100m3/h；船长大于等于

50m的自卸砂船，泵的总排量应大于等于 150m3/h。 

10.4.4.3  货舱排水管系的水管计算、水管材料、吸口布置、舱底附件、舱底水位

监测报警装置和排水装置的设置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的规定。 

 
10.4.5  吨位丈量 

10.4.5.1  在计算自卸砂船的船舶总容积时，量吨甲板以上固定载货的开敞处所容

积 V4 应按量吨甲板至舱口围板顶缘的货舱形状计算(量吨甲板以上的货斗斜壁与舱口

围板形成的封闭区域不计入)，舱口围板按实际高度选取。 

10.4.5.2  在计算自卸砂船的净吨位时，取 K2=0.35。 

 
10.4.6  载重线 

10.4.6.1  货物输送装置在干舷甲板(或升高甲板)出口处的舱口围板高度应符合本

法规第 4 篇第 4 章 4.2.5.1 对露天部分货舱口围板高度的规定。 

10.4.6.2  货物输送装置在干舷甲板(或升高甲板)出口处的舱口围板实际高度从干

舷甲板(或升高甲板)量计。当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大于等于 10.4.6.1 所述的标准高度

时，不作修正；当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小于 10.4.6.1 所述的标准高度时，应按本法规

第 4 篇第 4 章 4.2.5.3 计算所得增加干舷。 

10.4.6.3  按本法规第 4 篇第 4 章 4.2.5.3 进行货物输送装置在干舷甲板(或升高甲

板)出口处的舱口围板高度的修正计算时，舱口宽度取货舱围板之间的宽度，或机舱前

壁至防撞舱壁设有的水密内舷壁(纵舱壁)之间的宽度，两者取小值；舱口长度取货舱

后围板至防撞舱壁的水平长度。 

10.4.6.4  货舱排水管系的排水出口一般应位于干舷甲板之上，当排水管可能进水

的最低点位于干舷甲板以下，或位于干舷甲板以上但至干舷甲板的高度小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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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排水管系应设置自动止回装置。 

 
10.4.7  完整稳性 

10.4.7.1  当自卸砂船在装载、航行和卸货状态下所对应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

不相同时，货物输送装置和其他活动装置应按航行状态的情况进行倾斜试验，并根据

其结果换算成装载和卸货状态下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 

10.4.7.2  对需要采取永久性压载的自卸砂船，不应采用水压载作为永久性压载。

在核算各种装载情况的稳性时，除空载或加压载状态(出港、到港)外，其他装载情况

不应采用水压载。 

10.4.7.3  在核算自卸砂船的稳性时，应将货物输送装置在干舷甲板(或升高甲板)

的出口处作为进水位置之一计算进水角。 

10.4.7.4  自卸砂船核算的基本装载情况和散货滑移计算等应符合本法规第 5 篇第

8 章 8.3.3.2、8.3.3.3 的相应规定。 

10.4.7.5  货砂的计算容重取为 1.5t/m3，其他取值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10.4.7.6  货砂的分布、重量及重心位置的计算应符合本法规第 5 篇第 8 章 8.3.3.4

的相应规定。 

10.4.7.7  在核算自卸砂船的稳性时，应按下列方法计入积水舱或挡水槽中液体的

自由液面对初稳性高度和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 

（1）计算长度取自输送带槽尾端至货舱后壁的水平距离； 

（2）计算宽度取积水舱的宽度（当积水舱内设挡水槽时取挡水槽的宽度），当积

水舱纵壁板、挡水槽纵向挡水板或构成积水舱周界的其他结构的水密高度小于下式计

算值时，计算宽度取临近的水密纵舱壁或舷侧板间的水平距离；当积水舱或挡水槽宽

度(含排水阱)前后不相同时，取相当宽度计算； 

1001250 ++= WHh           mm 

式中：H0——舱底水位监测报警装置的报警水位高度（以排水阱的底板上表面计量），

mm； 

W——积水槽的宽度，m。 

 
（3）计算高度取本条文（2）所对应纵壁板或挡水板的水密高度； 

（4）积水舱或挡水槽中液体的装载率按水位监测报警装置的报警水位对应的高度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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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卸砂船的货物重量已包含积水舱或挡水槽中的积水重量，积水舱或挡水槽

中的积水不应作为重量项目。 

10.4.7.8  自卸砂船的初稳性高度、复原力臂曲线、风压稳性衡准数、急流稳性衡

准数(适用时)、全速回航稳性应符合本法规第 5 篇第 8 章的相应规定。 

10.4.7.9  采用旋转式输送装置的自卸砂船，尚应核算满载到港状态下输送装置旋

转时的稳性，其稳性应符合本法规第 5 篇第 8 章对旋转式起重船在作业状态下的稳性

要求，其输送装置伸出舷外倾侧力矩按下式计算： 

ixxh MbWM −= 81.9  

式中： xW ——旋转式输送装置的重量，t； 

xb ——旋转式输送装置的重心至船体纵中剖面之间的水平距离，m； 

iM ——旋转式输送装置机械平衡部分的平衡力矩，kN·m。 
 

10.4.8  货物输送装置 

10.4.8.1  货物输送装置在伸出干舷甲板以上部分，应尽可能设计成伸缩式、旋转

式、翻折式或其他等效型式，并能有效固定。货物输送装置的布置及结构尺寸等应符

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的规定。 

10.4.8.2  货物输送装置在航行状态下一般不允许伸出船首；当货物输送装置在航

行状态下伸出船首时，伸出船首的部分在船长方向的长度（自艏垂线开始计量）应不

大于 10m，其前端应设置白环照灯一盏。 

10.4.8.3  货物输送装置原动机处所的消防应满足下列要求： 

（1）固定式水灭火系统应覆盖该处所； 

（2）应配置 2 具手提式灭火器。当原动机总功率大于等于 735kW 时，还应配置手

提式泡沫枪 1 套； 

（3）应设有便于人员从开敞甲板进出的通道，通道出口附近应设有消火栓； 

（4）当原动机总功率大于等于 735kW 时，原动机的燃油柜应采用舱壁或甲板等钢

质结构与原动机隔开。 

10.4.8.4  货物输送装置的控制位置应设置照明，并张贴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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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新增 1.1.1.5 如下： 

   “1.1.1.5  载运危险货物的车客渡船，除应满足本法规其他各篇的适用规定外，尚

应满足下列要求： 

（1）自航车客渡船应符合第 1 章和第 2 章的规定； 

（2）推船驳船组合体式车客渡船应符合第 1 章、第 2 章和第 4 章的规定。” 

 
新增 1.1.4 如下： 

   “1.1.4  定义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的名词定义如下： 

1.1.4.1  载重量（t）——系指船舶允许装载的货物、人员及其行李、燃料、滑油、

淡水、粮食、备品和供应品等的重量的总和，相当于船舶满载排水量与空载排水量的

之差。” 

 
原条款 2.2.1.1、2.2.6.1、2.2.6.2、2.2.6.3、3.2.1.1、3.2.4.1、3.2.4.2 及 3.2.4.3 中“载

重”均改为“载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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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5 年修改通报 

 

 

 第 7 篇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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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防止油类污染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3.3 改为： 

   “2.1.3.3  其它航区的船舶，若港口设有污油水接收设备，其船舶可根据接收设备

的接收能力设置污油水舱（柜），船舶到港时应定期将所产生的污油水排放给接收设备。

严禁将污油水直接排往舷外，污油水舱（柜）容积应满足本章 2.2.2.1 的要求。” 

 
第 2 节  船舶防油污结构与设备 

 
2.2.1.1 改为： 

   “2.2.1.1  主、辅柴油机总功率大于等于 220kW 的船舶，至少装设一套油水分离

设备。油水分离设备应按国际海事组织所推荐的规格 ①进行设计、制造和试验，并经

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对于满足本章 2.1.3.2、2.1.3.3 规定的船舶可免设油水分离设备。” 

 
2.2.1.2 改为： 

   “2.2.1.2  主、辅柴油机总功率大于等于 22kW 且小于 220kW 的船舶，至少装设

一套额定处理量为 0.04m3/h 的油水分离设备。此种油水分离设备的试验条件应符合本

局的有关规定，并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对于满足本章 2.1.3.2、2.1.3.3 规定的船舶可

免设油水分离设备。” 

 
2.2.2.2 改为： 

   “2.2.2.2  主、辅柴油机总功率小于 22kW 的船舶，可采用其他简易有效的设施贮

存含油舱底水，定期排放给接收设备，严禁将污油水直接排往舷外。” 

 
2.2.7 标题改为： 

   “2.2.7  油船（包含油驳）的附加要求” 

 
 

第 5 章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1 改为：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MEPC.107（49）决议通过的《修订的船舶机器处所舱

底水防污染设备指南和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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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适用范围 

5.1.1.1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规定适用于下述内河船舶： 

（1）总吨大于等于400的新船； 

（2）总吨小于400但核定载运船上人员超过15人的新船。 

5.1.1.2  总吨大于等于400的现有船舶和总吨小于400但核定载运船上人员超过15

人的现有船舶更换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时也应满足本章要求。 

5.1.1.3  对于5.1.1.1和5.1.1.2所适用的船舶，若该船舶不产生生活污水时（如未设

置厕所的船舶、第5类客船等），可不满足5.2.1.1的规定。” 

 
5.2.1.1改为： 

   “5.2.1.1  为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水域，船舶（包括趸船）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1）装设生活污水贮存舱（柜），该贮存舱（柜）应有足够的容积以贮存船舶产

生的生活污水，并应将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施； 

（2）装设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该装置对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达到排放

标准后，方可排入水域； 

（3）装设打包收集设备（免冲），将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打包收集，打包后的生

活污水应送到接收设施。” 

 
5.2.1.11改为： 

   “5.2.1.11  对于装设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船舶，其生活污水应设有通往舷外的应

急旁通管路。” 

 
 

第 6 章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新增 6.1.1 如下： 

   “6.1.1  适用范围 

6.1.1.1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适用于所有内河船舶。 

6.1.1.2  现有船舶应在本法规生效后的下一次营运检验之前，满足本章要求。” 

 
原 6.1.1、6.1.2、6.1.3 改为 6.1.2、6.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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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 

第 1 节一般规定 

新增 7.1.1 如下： 

   “7.1.1  适用范围 

7.1.1.1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适用于新船。” 

 
原 7.1.1 改为 7.1.2，原 7.1.1.1 改为 7.1.2.1。 

 
7.1.2（3）改为： 

   “（3）  柴油机的重大改装——系指如下几种改变： 

① 柴油机由其他船用柴油机代替或新增安装柴油机，或； 

② 对柴油机进行《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①中定义的任何实质

性改变，或； 

③ 与柴油机初始证书上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相比，柴油机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增

加超过10%。 

 
第 2 节  排放控制要求 

 
7.2.2、7.2.3 改为： 

   “7.2.2  氮氧化物（NOx） 

7.2.2.1  本条适用于单机额定功率大于 130kW 的柴油机。 

7.2.2.2  本条不适用于应急发动机以及安装在救生艇上或只在应急情况下使用的

任何设备或装置上的柴油机。 

7.2.2.3  对于2011年9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现有船舶，其柴油机的NOx的排放量（按

总的NO2加权排放量计算）应在下列限制内： 

（1）17.0g/kWh，当n<130r/min时； 

（2）45.0n(-0.20)g/kWh，当130r/min≤n<2000r/min时； 

（3）9.8g/kWh，当n≥2000r/min时。 

其中n为柴油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MEPC.177（58）决议通过的《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

放控制技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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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4  对于新船，其柴油机的 NOx的排放量（按总的 NO2 加权排放量计算）应

在下列范围之内： 

(1)14.4g/kWh，当n<130r/min时； 

(2)44n(-0.23)g/kWh，当130r/min≤n<2000r/min时； 

(3)7.7g/kWh，当n≥2000r/min时。 

其中n为柴油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7.2.2.5  柴油机应持有证明其满足 7.2.2.3 或 7.2.2.4 要求的相关证书或证明文件。 

7.2.2.6  船舶重大改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若重大改装涉及7.1.2.1（3）①柴油机由其他船用柴油机代替或新增安装柴油

机，则在替代或新增柴油机时应满足7.2.2.4的要求； 

（2）若重大改装涉及7.1.2.1（3）②、③，则现有船舶应满足7.2.2.3的要求，新船

应满足7.2.2.4的要求； 

（3）若进行柴油机的重大改装，应对其NOX排放进行检验，确认其满足本条（1）

（2）的要求。 

7.2.2.7  试验程序和测量方法应符合《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的

要求。 

 
7.2.3  硫氧化物（SOx） 

7.2.3.1  船上使用的任何燃油的硫含量应不超过 3.5%（按质量比，m/m）。” 

 
 

第 9 章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对水域的污染 

第 2 节  船舶防污底控制要求 
 

9.2.1.1改为： 

   “9.2.1.1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如船舶设有防污底系统，其防污底系统不得含

有作为生物杀灭剂的有机锡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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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适用范围 
 

1.1.1.1 改为： 

   “1.1.1.1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本篇适用于总吨大于 1000 且航行时间大于 12h

的自航船舶；在合理和可行时，本篇也可适用于拖（推）船。” 

 
 

第 2 章   船员舱室设备 

第 4 节  卫生设备 
 

2.4.1.2 改为： 

   “2.4.1.2  每艘船应在适宜的部位配备卫生设备，每 6 人设 1 只抽水大便器和 1 只

淋浴器。客船抽水大便器的最少配备量尚应满足如下规定： 

（1）总吨大于 1000 且小于 3000 的客船，为 4 只； 

（2）总吨大于等于 3000 的客船，为 6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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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篇  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 

 

    134 



 

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1 改为： 

   “1.1.1.1  本篇适用于客船、餐饮趸船的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除另有规定外，不

适用于高速船。” 

 
新增 1.1.2如下： 

   “1.1.2  定义 

1.1.2.1  载客处所——系指载客围蔽处所和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总称。 

1.1.2.2  观光游览处所——系指供乘客散步、游览、观光的甲板开敞处所。观光

游览处所包括所有可以到达但不影响船员工作的露天甲板和舷侧甲板开敞处所，但不

包括货舱口及距救生艇、救生舢板周围 2m 以内的处所。 

1.1.2.3  卧席——系指在载客围蔽处所内设置固定床铺的席位。 

1.1.2.4  坐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固定的靠背坐椅的席位。 

1.1.2.5  散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固定坐凳或移动式坐凳的席位。 

1.1.2.6  站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没有设置固定坐椅、固定坐凳、移动式坐凳

的席位。 

1.1.2.7  卧席客舱——系指在载客围蔽处所内设置卧席的客舱。 

1.1.2.8  坐席客舱——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坐席的客舱。 

1.1.2.9  散席客舱——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散席或站席的客舱。” 

 
 

第 2 章  载运乘客的条件 

第 1 节  通 则 

 
新增 2.1.1.5和 2.1.1.6如下： 

   “2.1.1.5  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符合下列要求： 

（1）甲板开敞处所的顶部应设有遮阳避雨的顶篷，顶篷面积应不小于载客甲板面

积； 

（2）甲板开敞处所的四周应设置围壁或舷墙或栏杆，其中，舷墙和栏杆应符合本

篇第 8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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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观光游览处所可不设有遮阳避雨的顶篷，但应在甲板开敞处所的四周设置

围壁或舷墙或栏杆，其中，舷墙和栏杆应符合本篇第 8 章的规定。” 

 
2.1.2改为： 

   “2.1.2  其他 

2.1.2.1  客船、餐饮趸船所核定的乘客定额应满足第 5 篇第 8 章的有关要求。 

2.1.2.2   本篇所提到的甲板开敞处所系指除由外板、舱壁、固定围壁、甲板或盖

板所围成的处所以外的甲板处所。 

2.1.2.3  I 型客滚船和 II 型客滚船应设置供乘客（含司机及随车工作人员）使用的

卧席客舱。 

2.1.2.4  I 型客滚船乘客（除司机外）应设置供乘客上、下船的通道，其通道不应

途经滚装处所。 

2.1.2.5  II 型客滚船在载运危险品车辆时，不应载运其他车辆，也不应载运除司

机和随车工作人员以外的乘客，且司机和随车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应超过 12 人。 

2.1.2.6  车客渡船载运乘客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车客渡船应设置供车载乘客和散客使用的坐席客舱或组合设置坐席客舱和散

席客舱； 

（2）车客渡船允许散客随身携带自行车和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时，应

符合本节2.1.2.9的规定； 

（3）车客渡船在载运危险品车辆时，不应载运其他车辆，也不应载运除司机和随

车工作人员以外的乘客，且司机和随车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应超过12人。 

2.1.2.7  I型客滚船、II型客滚船和车客渡船载运汽车/乘客尚应满足本局以及政府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相应规定。 

2.1.2.8  纤维增强塑料船载运乘客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载客处所的甲板层数不超过 2 层； 

（2）载客处所内可设置坐席客舱或散席客舱，不应设置卧席客舱； 

（3）载客围蔽处所内的坐席客舱和散席客舱应尽可能设置为大统舱型式。 

2.1.2.9  当客渡船的布置和稳性计算未考虑乘客随身携带大件行李（如货物、自

行车、二轮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等）时，应视实际情况适当减少乘客人数，并在船舶

乘客定额证书的记事中注明大件行李折减乘客人数的情况，如货物按实际重量以 75kg

折减 1 名乘客计算，一辆自行车折减 1 名乘客，一辆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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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减 2 名乘客等。 

当客渡船允许乘客随身携带自行车和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时，应设置

自行车、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区，停放区与其他载客处所应采用栏

杆或标识线进行分隔；自行车、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停放区内应有适宜

的通道。” 

 
第 2 节  不准载运乘客的处所 

 
2.2.1.1(6)改为： 

   （6）扶梯及通道；无固定顶篷的甲板开敞处所（航行时间不超过的 0.5h 车客渡船

除外）； 

 
2.2.1.2 改为： 

   “2.2.1.2  I 型客滚船、II 型客滚船和车客渡船除 2.2.1.1 所述的处所外，其滚装处

所、车辆甲板下的围壁处所也不应核定载客。” 

 
 

第 3 章  乘客舱室的分类 

第 1 节  客舱种类 

 
3.1.1 改为： 

   “3.1.1  客舱等级 

3.1.1.1  各类客船根据营运需要分为下列客舱: 

（1）卧席客舱分为下列三种: 

① 软卧(一等或二等)客舱，为单层软席卧铺客舱，每一房间以不大多于2人为

宜； 

② 甲种硬卧(三等或四等)客舱，为双层硬席卧铺客舱； 

③ 乙种硬卧(五等)客舱，为三层硬席卧铺客舱。 

（2）坐席客舱分为下列两种: 

① 软坐席客舱； 

② 硬坐席客舱。 

（3）散席客舱分为下列两种: 

① 固定坐凳散席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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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移动式坐凳散席客舱。 

 

3.1.2 改为： 

   “3.1.2  客舱设置要求 

3.1.2.1  第 1、2 类客船应设置软卧客舱或甲种硬卧客舱或组合设置软卧客舱和硬

卧客舱。 

3.1.2.2  第 3 类客船和逆水延续航行时间大于 1h 的第 4 类客船可设置坐席客舱或

组合设置坐席客舱和卧席客舱。 

3.1.2.3  逆水延续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1h 的游览船应设置坐席客舱。 

3.1.2.4  除游览船外，逆水延续航行时间小于等于1h的第4类客船和第5类客船可

组合设置坐席客舱和散席客舱，组合设置坐席和散席时，坐席和散席的数量应按乘客

总人数的100%设置，其中：第4类客船，坐席客舱坐椅数量应大于等于乘客总人数的

60%；第5类客船，坐席客舱坐椅数量应大于等于乘客总人数的30%。 

3.1.2.5  同一乘客舱室内不应设有不同等级的席位。对于 3.1.2.4 所述的船舶，可

在同一乘客舱室内同时设有坐席和散席时，但应采用栏杆或通道或标识线进行分隔。 

3.1.2.6  对于只有单层或单一载客处所的第 5 类客船，若设置的坐椅/坐凳数量（包

括坐席客舱的坐椅数量和散席客舱的固定坐凳/移动式坐凳数量）确有困难不能完全满

足 3.1.2.4 的要求时，其余的坐席乘客和散席乘客可按站席设置；对于其他的第 5 类客

船，若设置的坐凳数量（包括散席客舱的固定坐凳数量和移动式坐凳数量）确有困难

不能完全满足 3.1.2.4 的要求时，其余的散席乘客可按站席设置。 

站席的乘客定额核定和站席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站席的乘客定额应按 4.1.2.3 计算； 

（2）散席客舱内的站席布置应防止乘客集中和便于疏散乘客； 

（3）在证书中注明相关的操作及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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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乘客定额标准 

第 1 节  核定乘客定额的基本要求 

 
4.1.1.2改为： 

   “4.1.1.2  卧席应按每位乘客占用一个固定床铺计算乘客定额，坐席、散席和站席

按本节 4.1.2 计算乘客定额。车客渡船按本节 4.1.3 计算乘客定额，餐饮趸船按本节 4.1.4

计算乘客定额。” 

 
4.1.1.3改为： 

   “4.1.1.3  第 1、2 类客船应设有适量的观光游览处所；单程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

包括中途停港时间)大于 0.5h 的游览船，若观光视野不良时，也应设有适量的观光游

览处所。” 

 
4.1.2 改为： 

   “4.1.2  坐席、散席和站席的乘客定额 

4.1.2.1  坐席应按载客处所内设置的固定坐椅（含沙发）计算乘客定额，坐席乘

客定额 N1按下式计算： 

W
l

nN i1
11 ∑+=  

当
W
l i1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n1——单人固定坐椅的数量； 

W——坐椅椅面的宽度，m，见本章 4.2.1.3； 

l1i——第 i件两人及以上的固定坐椅（含沙发）的有效长度，m。 
 

4.1.2.2  散席应按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和所设置的坐凳计算乘客定额，

散席乘客定额 N2 按下列公式计算，取小者： 

AN 45.22 =  

4.0
2

22
il

nN ∑+=  

当 A45.2 和
40.0
2il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A——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m2，见 4.1.2.4 和 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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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单人固定坐凳和移动式坐凳的数量； 

l2i——第 i件两人及以上的固定坐凳和移动式坐凳的有效长度，m。 
 

4.1.2.3  对于本篇第 3 章 3.1.2.6 所述的站席，应按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

计算乘客定额，站席乘客定额 N3 按下式计算： 

AN 8.13 =  

当 A8.1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A——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m2，见 4.1.2.4 和 4.1.2.5。 

 
4.1.2.4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仅计入用于核定散席乘客定额的处所，且

计入用于核定散席乘客定额的载客甲板开敞处所应符合本篇第 2章 2.1.1.5 的规定；服

务、卫生、观光等公共处所不计入。 

4.1.2.5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按下述规定量取： 

（1）面积根据其形状按几何方法计算； 

（2）量计载客围蔽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时，应以高出甲板（平台）1.0m的水

平高度量取，并自肋骨的内面量起； 

（3）量计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时，其宽度自排水槽里边量起；

无排水槽和栏杆或舷墙位于排水槽以内时，应自栏杆或舷墙里边量起； 

（4）同一载客处所内设有坐席和散席时，按本篇第2章2.1.2.6规定所划分的散席范

围量取甲板（平台）面积； 

（5）计量所得的面积应扣除该面积内不载客的障碍物（含宽度小于0.6m处所）所

占的面积。 

（6）车客渡船的滚装处所不应计入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 

 
4.1.3 改为： 

   “4.1.3  车客渡船的乘客定额 

4.1.3.1  车客渡船的乘客定额按本节 4.1.2 要求核定。 

4.1.3.2  车客渡船所承载的乘客总人数 N（包括司机、随车工作人员、车载乘客

和散客）不应超过 4.1.3.1 所核定的乘客定额，车客渡船所承载的乘客总人数 N 可按下

式计算： 

ncccN +++= 321 52550  

式中： 1c ——大型客车设计载车定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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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中型客车设计载车定额数； 

3c ——其他车型设计载车定额数； 

n——散客定额数。” 
 

4.1.4 标题改为： 

   “4.1.4  餐饮趸船的乘客定额” 

 
第 2 节  乘客居住舱室 

 
新增 4.2.4 如下： 

   “4.2.4  坐凳 

4.2.4.1  单人坐凳的凳面面积应大于等于 0.045m2，长坐凳的宽度一般应大于等于

0.14m。 

4.2.4.2  坐凳应采用同向排列布置，凳与凳之间的距离（指净间距，即前凳后缘至

后凳前缘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0.4m。” 

 
第 3 节  通道、出入口和扶梯 

 
4.3.1.3 改为： 

   “4.3.1.3  坐席客舱和散席客舱内的坐椅/坐凳如沿船舶横向布置，坐椅/坐凳的布

置要对称、均衡，同向或对向排列，舱室内须设置纵向通道。纵向通道的宽度，应大

于等于 0.7m。如通道一端不能走通，此宽度可向未端逐渐减少，但未端宽度应大于等

于 0.5m。纵向通道的布置数，应满足室内任一座位与通道的距离小于等于 2.5m。通向

舷边的横向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 0.7m，如两边或一边坐椅面向通道，该通道宽度应大

于等于 1.0m。如坐椅/坐凳沿船舶纵向布置，纵向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 1.0m。” 

 
4.3.2.2 改为： 

   “4.3.2.2 坐席舱室和散席舱室通向开敞部分的出入口数应按舱室乘客人数不小于表

4.3.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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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2” 

舱室内乘客人数 出入口数 出入口宽度（m） 

50 及 50 以下 1 0.8 

51~100 
2 0.8 

1 1.0 

101~150 
3 0.8 

2 1.0 

151~200 
3 1.0 

2 1.4 

201 及 201 以上 
4 1.2 

2 1.6 
 
 

第 7 章  供水、通风、照明、暖气和空调设备 

第 5 节  空调设备 

 
7.5.1.1 改为： 

   “7.5.1.1  设有空气调节装置的船舶，一般应保证夏天室内比外界气温低 6℃，冬

天应符合 7.4.1 的规定。” 

 
 

第 8 章  舷墙和栏杆 

第 1 节  舷墙和栏杆 

 
8.1.1.1 改为： 

   “8.1.1.1  在载客甲板（包括观光游览甲板）的开敞部分应有坚固的舷墙或栏杆或

舷墙与栏杆的组合，以护栏乘客，其高度应大于等于 1m，但一般应小于等于 1.2m。

栏杆的最低一档以下的开口高度，应小于等于 0.23m；其他各档间距应小于等于 0.38m；

直杆之间的距离应小于等于 2.5m。若采用其他形式的栏杆，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若载客甲板（乘客站立面）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平台（或铺板、舱底板）时，栏

杆的高度从平台（或铺板、舱底板）的上表面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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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篇  高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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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构造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1 改为： 

   “2.1.1.1  高速船的船体结构、机械装置、电气设备、自动化等应符合本局认可的

中国船级社的《内河高速船舶入级与建造规范》的规定。” 

 
 

第 5 章  消 防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2.11 改为： 

   “5.1.2.11  低播焰性——系指通过《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被试表面能有效

地限止火焰的蔓延。” 

 
第 2 节 结构防火 

 
5.2.2.3 改为： 

   “5.2.2.3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时间应符合表 5.2.2.3 的规定。对于

较大失火危险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至少能通过 30min 的标准耐火试验，中等失火危险

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至少能通过 15min 的标准耐火试验。而对于载客 100 人以下客船

或货船，在撤离时间足够的条件下，较大失火危险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可允许仅通过

15min 的标准耐火试验。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时间（min）
                       

表 5.2.2.3 

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主推进机器处所① 30 30 30 30 30 

厨房② 30 30 30 30 30 

辅机处所③ 30 30 15 15 15 

船员起居处所④ 30 30 15 15 15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⑤ 30 30 15 15 15 

注：各处所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除满足该表的要求外，尚应满足本篇 10.7.1中的规定，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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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节的要求。” 

 
 

第 7 章  通信与导航设备 

第 2 节  航行设备 
 

7.2.1.1 改为: 

   “7.2.1.1  船长大于等于 15m 的高速船航行设备的配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5 篇第 6

章表 6.2.1.1 和 6.2.2.4 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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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修改通报
	“（32）船龄——系指船舶自建造完工之日起至今的周年数。”
	“（34）船长L（m）——系指沿满载水线自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无首柱船舶，自船体侧投影面前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量起（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无舵柱船舶，量至舵杆中心线，若舵杆位于船体侧投影面外面时，则量至船体侧投影面后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但均应不大于满载水线长度，亦不小于满载水线长度的96%。无舵船舶的船长取满载水线长度。
	满载水线长度LS（m）——系指满载水线面的前后两端之间的水平距离（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
	“1.5.1  申请
	1.5.1.1  内河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下列检验：
	1.5.1.2  内河船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附加检验：
	1.5.1.3  对于《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第五条所述的船舶(以下简称老旧运输船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该规定要求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特别定期检验。
	1.5.1.4  当内河船舶进行重大改装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重大改装检验。
	1.5.1.5  当内河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有关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附加检验。
	1.5.1.6  当正常运行的船舶停止其经营活动，并在一段时期内不再营运，即将船舶搁置。船舶搁置阶段开始时，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申请搁置检验。
	1.5.1.7  用于内河船舶的有关船舶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其制造厂应申请本局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产品检验。”
	“2.2.10  重大改装检验
	（1）南渡江——新埠桥以上为C级航区；自新埠桥至南渡江口为B级航区；
	2.1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7）喀拉喀什河——自胡杨林至乌鲁瓦提水电站大坝为B级航区。
	（8）托尔干支——自红柳滩至五指山为B级航区。
	2.10.3  福建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1）沙溪——自台江水电站大坝至沙溪口铁路大桥为C级航区，其中自官蟹水电站大坝至下游2.5km水域为J2级航段；
	（2）富屯溪——自照口水电站大坝至沙溪口铁路大桥为C级航区，其中自照口电站大坝至王富村为J2级航段；
	（6）濉溪——自器村电站大坝至旧梅口为C级航区；
	（7）杉溪——自百竹园电站大坝至风洞蓄水大坝为C级航区；自风洞蓄水坝至旧梅口为B级航区；
	（10）尤溪——自尤溪口以上为C级航区，其中西滨镇刘坂村至尤溪雍口电站大坝为J2级航段；
	（12）古田溪——自平湖至凤冲为C级航区，并为J2级航段；自凤冲至为古田溪水电站（一级）大坝B级航区；自闽清县桔林乡汤兜村至古田溪口为C级航区；
	（13）武步溪——自樟湖溪口以上为C级航区，其中武步村以上为J2级航段；
	V2——量吨甲板以上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m3，见本篇3.1.2；
	⑤ 液货船系指自航液货船；
	（1）吨位丈量所用的丈量箱数和集装箱尺寸按1CC型号集装箱选取；
	（3）1CC型号集装箱的外部尺寸取为6.058m×2.438m×2.591m（长×宽×高）；
	m3
	mm
	——型深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4.2.3；
	——舱口围板高度及舱室门槛高度对干舷的修正值，mm，见本节4.2.5；
	mm
	——由本节表4.2.5.1确定的舱口围板和舱室或舱棚门槛的标准高度，mm；
	“4.2.6  干舷甲板局部下沉或凹槽对干舷的修正
	图4.2.6.1（1）
	mm
	mm
	“1.1.2  一般要求
	“1.2.1  客船分类
	（1）设有水密内舷板（纵向舱壁）和水密内底板（半舱船指载货甲板）；
	“2.1.3  材料与焊接
	“2.1.6  水密舱壁的设置
	2.1.6.1  船舶应在船首设置水密防撞舱壁和在船尾设置水密尾尖舱舱壁，船长大于30m的船舶的机舱前后壁以及船长小于等于30m的船舶的机舱前壁应为水密舱壁。
	2.1.6.2  客船相邻主横舱壁的间距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若机舱的前后水密舱壁的间距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时，则该区域破损后的破损稳性应满足本节2.1.9的有关要求。
	D——型深，m；
	“2.3.13  急流航段电力推进的补充规定
	3.2.5.3改为：
	“3.2.10  挡风条
	“3.3.4.3  舱壁及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A—60
	① 控制站：
	② 走廊：
	③ 起居处所：
	④ 梯道：
	⑤ 重要机器处所：
	⑥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⑦ 滚装处所
	“3.3.5.1  2000总吨及以上的货船
	3.3.5.2  滚装货船
	3.3.5.3  集装箱船的机器处所限界面
	3.7.4.1  一般要求
	（1）除另有规定外，气溶胶灭火系统应取得船舶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其试验参照MSC/Circ.1270号通函进行。
	3.7.4.2  气溶胶灭火剂需要量
	3.7.4.3  控制系统与管路
	3.7.5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
	3.7.5.1  一般要求
	（1）除另有规定外，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应取得船舶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其试验参照MSC/Circ.848号通函进行。
	3.7.5.3  七氟丙烷灭火剂需要量
	表3.7.5.3
	3.7.5.4  七氟丙烷气瓶
	3.7.5.5  七氟丙烷管系及控制系统
	（1）管网灭火系统应设手动控制和机械应急操作两种启动方式,预制灭火系统应设手动控制启动方式；同时，应能从被保护处所的外面启动灭火系统。
	（2）喷头应以其喷射流量和保护半径进行合理配置，满足七氟丙烷在被保护处所均匀分布的要求。喷头应有表示其型号、规格的永久性标志。对于隐蔽式喷头，应设置在喷射时自行脱落的防尘罩。
	表4.2.2.1
	“（3）紧急撤离系统
	① 在紧急撤离系统的登乘处和最轻载航行水线之间的船侧不应有任何开口，并应设有保护该系统免受任何突出物影响的设施；
	② 紧急撤离系统应布置在能安全降落的位置，应特别注意离开推进器及船体陡斜悬空部分，以尽可能使紧急撤离系统能从船舷平直部分降落下水；
	③ 每一紧急撤离系统的存放应使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妨碍任何其他救生设备在任何其他降落站的操作；
	④ 如适合，船舶的布置应对在存放位置的紧急撤离系统加以保护，使其免受巨浪引起的损坏；
	⑤ 紧急撤离系统不应布置在车辆甲板上。”
	① 客舱内应存放与乘客等额数量的救生衣；
	② 按4.2.2.1（3）增配的救生衣应存放在公共处所、登乘处或这二者之间的直接脱险通道上；
	③ 救生衣集中存放时，儿童救生衣应与成人救生衣分开放置。”
	“4.3.2  降落、登乘与回收
	“4.3.3  检修
	“表4.4.2.5
	“表4.4.4.3
	4.4.6.6  船舶应在乘客舱室和公共处所张贴救生衣和个人救生浮具的穿着方法示意图。”
	“4.4.9  吊艇架
	（8）吊艇架滑轮的直径应至少为钢索直径的12倍（自滑轮槽口底计量）；
	4.4.11.1  逆向反光材料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4篇第3章及其附录2《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Ⅰ章1.2.2（7）的规定。”
	m rad
	m rad
	（3）乘客的重心按站立状态取高出甲板或地板1m；
	m
	（2）货物的重心位置取在货舱的载货空间形心处；
	（1）应参照本篇第10章第4节对自卸砂船的要求，设置积水舱/挡水槽；
	（1）满载出港情况下主机输出功率为50%、75%、90%、100%时的静水航速；
	10.4.1  一般要求
	10.4.1.5  自卸砂船不应设置采砂的吸砂泵系统或类似装置。
	10.4.1.7  自卸砂船在装载过程和航行时，应能及时将积水舱中的积水排到舷外。
	10.4.2  定义
	10.4.2.3  挡水槽——系指积水舱内设置的，由舱底板和纵向挡水板构成的用于积水疏排的水密槽形结构。
	10.4.3  船体结构
	10.4.4  轮机与电气
	10.4.4.2  货舱排水泵应至少为2台或2组，且为自吸式泥砂泵；泵的总排量应按下列(1)、(2)、(3)的大者确定：
	10.4.5  吨位丈量
	10.4.5.2  在计算自卸砂船的净吨位时，取K2=0.35。
	10.4.7  完整稳性
	10.4.7.6  货砂的分布、重量及重心位置的计算应符合本法规第5篇第8章8.3.3.4的相应规定。
	mm
	W——积水槽的宽度，m。
	——旋转式输送装置的重心至船体纵中剖面之间的水平距离，m；
	10.4.8  货物输送装置
	（3）应设有便于人员从开敞甲板进出的通道，通道出口附近应设有消火栓；
	“1.1.2  定义
	2.1.1.6  观光游览处所可不设有遮阳避雨的顶篷，但应在甲板开敞处所的四周设置围壁或舷墙或栏杆，其中，舷墙和栏杆应符合本篇第8章的规定。”
	“2.1.2  其他
	“3.1.1  客舱等级
	“3.1.2  客舱设置要求
	“4.1.2  坐席、散席和站席的乘客定额
	W——坐椅椅面的宽度，m，见本章4.2.1.3；
	“4.1.3  车客渡船的乘客定额
	“4.2.4  坐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