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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１　 法 律 法 规

１.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１０９ 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

例»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本局)是依照该条例规定对船舶检验实施管理的主管机关ꎮ
１.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ꎬ船舶、海上设施( 除三十一条

规定外)、集装箱的检验制度和技术法规由本局制订ꎬ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施行ꎮ

２　 宗　 　 旨

２. １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接受、承认或加入的

国际公约、规则和决议等ꎬ为保障船舶和海上人命、财产的安全ꎬ防止水域环境污染以及保障起重设备安

全作业等ꎬ特制订«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以下简称本法规)ꎮ 本法规是«船舶与海上设施法

定检验规则»的组成部分ꎮ
２. ２　 对符合本法规要求的国际航行海船ꎬ应签发相应的国际海上航行船舶的法定证书ꎬ以证明船舶

符合我国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满足有关国际公约、规则等的规定和标准ꎬ适合预定用途的国际海上航

行和作业ꎮ

３　 适 用 范 围

３. １　 本法规适用于国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民用公约船舶ꎬ具体要求按各篇的规定ꎮ
３. ２　 本法规未规定者 ꎬ 本局另作规定或将给予特殊考虑ꎮ

４　 申 请 检 验

４. １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其代理人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的规定

向业经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法定检验ꎮ

５　 免　 　 除

５. １　 对于通常不从事国际海上航行的船舶ꎬ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一次国际航行时ꎬ本局可以免除

本法规中的任何要求ꎬ但该船应符合本局认为适合于其所担任航次的安全要求ꎮ
５. ２　 对于具有新颖特征的任何船舶ꎬ如应用本法规有关篇章的任何规定会严重妨碍对发展这种特

征的研究和在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上对这些特征的采用时ꎬ本局可以免除这些要求ꎮ 然而ꎬ任何此种船

舶应符合本局认为适合于其预定的用途ꎬ并能保证船舶的全面安全ꎬ同时又为该船所要驶往的国家政府

所接受的各项安全要求ꎮ

６　 等　 　 效

６. １　 凡本法规要求船上所应装设或配备的专门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或其型式ꎬ或本法规要求应

３



设置的任何专门设施ꎬ本局可准许该船上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 或其型式ꎬ或
设置任何其他的设施ꎻ但需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认定这些代替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 或其型式ꎬ或
其他的设施ꎬ至少与本法规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ꎮ

７　 解　 　 释

７. １　 本法规由本局负责解释ꎮ

８　 生效与适用

８. １　 本法规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施行ꎮ 法规生效日期标注在各分册的扉页上ꎬ 但另

有指明者除外ꎮ
８.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法规仅适用于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８. ３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 ꎬ 本法规生效之前建造的船舶应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法规的要求ꎮ
如船厂或船东要求在建造中的船舶采用本法规新的要求ꎬ本局可予以同意ꎮ 但应在相应的文件中

注明ꎮ 　
８. ４　 现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ꎬ至少应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法规的

要求ꎮ 重大的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应满足本法规的要求ꎮ
８. ５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对本法规所作的修改通报ꎬ涉及船舶结构者ꎬ仅适用于生效之日或以后安

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８. ６　 如本法规新的要求特别指明适用于建造中的船舶或现有船舶时ꎬ则应予满足ꎮ
８. ７　 本法规未包括相应的应用解释ꎬ在实施时ꎬ应注意到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解释ꎮ

９　 责　 　 任

９. １　 本局负责对本法规规定所授权的组织及其所执行的法定检验进行监督ꎮ
９. ２　 被授权的组织应充分保证检验的全面性和有效性ꎬ对所授权项目的检验质量负责ꎮ

１０　 申　 　 诉

１０. １　 验船师在执行其任务中与有关方产生分歧而又影响工作进度时ꎬ有关方可向验船师所在单位

或上级单位提出书面申诉ꎻ如对其处理意见仍不满意时ꎬ则可以书面连同详细背景材料向本局申诉ꎬ由本

局作出最终裁决ꎮ

１１　 定　 　 义

１１. １　 本法规各篇章所涉及的有关定义ꎬ在各篇章中规定ꎮ
１１. ２　 就本法规总体而言ꎬ有关定义如下 :
　 (１)　 中国籍船舶: 系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或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船舶ꎮ
　 (２)　 外国籍船舶: 系指非中国籍船舶ꎮ
　 (３)　 法定检验: 系指按照适用的我国船检法律、法规和(或)我国批准、接受、承认和加入的有关

国际公约及其修正案、议定书及规则的规定ꎬ对船舶、海上设施、船用产品和集装箱所进行的强制性检查

和检验ꎬ以及检查和检验满意后签发或签署相应法定证书的过程ꎮ
　 (４)　 主管机关:就本法规规定的船舶检验与发证而言ꎬ主管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本法

４



规中简称‘本局’)ꎮ
　 (５)　 被授权的组织: 系指由本局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ꎬ授权代表本局执行法定检验的组织ꎬ即中

国船级社ꎮ
　 (６)　 中国水域: 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沿海的港口、内水ꎬ以及中国政府管辖的其他水域ꎮ
　 (７)　 国际航行: 系指航行于中国港口和国外港口之间或航行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港口之间的

航行ꎬ包括在中国水域以外从事特殊(定)作业的航行ꎮ
　 (８)　 特定航线: 系指船舶专门从事于两个或几个规定的港口之间的航行ꎮ
　 (９)　 船舶: 系指各类排水或非排水船(包括地效翼船)、潜水系统与潜水器、移动平台、浮式处理

装置等ꎮ
　 (１０)　 公约船舶:系指符合有关国际公约及其各篇章中要求的并需签发相应国际船舶证书的从

事国际航行的海上船舶ꎮ
　 (１１)　 海上设施: 系指水上水下各种固定或浮动建筑、装置和固定平台ꎮ
　 (１２)　 新船: 除另有规定者外ꎬ系指本法规有关篇章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

段的船舶ꎮ
　 (１３)　 现有船舶: 系指非新船的船舶ꎮ
　 (１４)　 船龄: 系指船舶从其建造完成年份算起至今所过去的年限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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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一 般 规 定

１　 通　 　 则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１　 本章规定适用本法规要求的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与发证ꎮ
１. １. ２　 本篇第 ３ 章 ~第 １３ 章、第 １８ 章是根据 ＩＭＯ Ａ. １０５３(２７)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１ 年检验与发证协

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制定的ꎮ
１. １. ３　 起重设备应符合本局«起重设备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ꎮ
１. １. ４　 海上拖航应符合本局«海上拖航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ꎮ
１. １. ５　 潜水系统与潜水器应符合本局«潜水系统与潜水器安全规则»的规定ꎮ
１. １. ６　 本章 ３. ２. ２ 所述的各项检验ꎬ本法规未作明确规定的ꎬ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ＣＣＳ)

相应规范的规定ꎮ

２　 检 验 机 构

２. １　 执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的人员或组织及其职权和职责

２. １. １　 执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检查由下列人员或组织进行:
　 (１)　 本局验船师ꎻ
　 (２)　 经本局授权的组织ꎮ
２. １. ２　 本局验船师或授权的组织在执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时有权:
　 (１)　 对船舶提出修理要求ꎻ
　 (２)　 受到港口有关当局要求时ꎬ上船检查和检验ꎮ
２. １. ３　 本局验船师或授权的组织在执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时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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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或该船不符合“出海航行对船舶或船上人员均无危险”的条件时ꎬ该验船师

或组织应立即要求船舶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通知本局ꎮ 如船舶未能采取此种纠正措施ꎬ则应撤销该船的

有关证书ꎬ并应立即通知本局ꎮ

３　 检 验 依 据

３. １　 法规与规则

３. １. １　 本法规是执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的依据ꎮ
３. １. ２　 本局颁布的其他有关规则和规定是本法规的组成部分ꎮ
３. ２　 其他标准

３. ２. １　 本法规引用的标准、指南均构成本法规一部分ꎮ
３. ２. ２　 船舶的强度、船舶结构、布置、材料、结构尺寸、主辅机械、锅炉和压力容器、电气设备等ꎬ其设

计与安装应适用于预定的用途ꎮ 除本法规规定外ꎬ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的现行规范或其他等效标准作

为其衡准ꎮ
３. ３　 有关国际公约及规则

３. ３. １　 本法规各篇规定还包括了中国政府已批准、接受、承认或加入的下列有关国际公约、议定书

和规则及其相关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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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以下简称«吨位丈量公约»)ꎮ
　 (２)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以下简称«载重线公约»)ꎮ
　 (３)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下简称«ＳＯＬＡＳ 公约»)及作为该公约组成部分的所有规则:

①　 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ꎻ
②　 ２０１０ 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ꎻ
③　 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ＦＳＳ 规则)ꎻ
④　 国际救生设备规则(ＬＳＡ 规则)ꎻ
⑤　 国际散装谷物安全装运规则ꎻ
⑥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ＩＢＣ 规则)ꎻ
⑦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ＩＧＣ 规则)ꎻ
⑧　 国际船舶装运密封装辐射性核燃料、钚和强放射性废料规则(ＩＮＦ 规则)ꎻ
⑨　 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污染管理规则(ＩＳＭ 规则)ꎻ
⑩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ＩＳＰＳ 规则)ꎻ
　 ２０１１ 年国际散货船和油船检验期间加强检验程序规则(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 (Ａ. １０４９

(２７)决议)ꎻ
　 ２０００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２０００ ＨＳＣ 规则)ꎻ
　 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ＩＭＳＢＣ)ꎻ
　 ２００８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２００８ ＳＰＳ 规则)ꎻ
　 船上噪声级规则(ＭＳＣ. ３３７(９１))ꎮ

　 (４)　 １９７２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ＣＯＬＲＥＧ)及其 ２００１ 年修正案ꎮ
　 (５)　 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正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以下简称«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公

约»)ꎮ 公约包括下述附则:
附则Ⅰ　 防止油污规则ꎻ
附则Ⅱ　 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ꎻ
附则Ⅲ　 防止海运包装有害物质污染规则ꎻ
附则Ⅳ　 防止船舶生活水污染规则ꎻ
附则Ⅴ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ꎻ
附则Ⅵ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ꎮ

　 (６)　 ２００１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ꎮ
３. ３. ２　 国际航行船舶按其适用情况应依照执行的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规则包括修正案:
　 (１)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ＢＣＨ 规则»ꎻ
　 (２)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ＧＣ 规则»ꎻ
　 (３)　 现有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规则«ＥＧＣ 规则»ꎻ
　 (４)　 １９９４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１９９４ ＨＳＣ 规则)ꎻ
　 (５)　 动力支承船舶安全规则(ＩＭＯ Ａ. ３７３)ꎻ
　 (６)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ＳＰＳ 规则)ꎻ
　 (７)　 近海供应船设计与建造指南(ＭＳＣ. ２３５(８２))ꎻ
　 (８)　 近海供应船散装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运输和装卸指南(Ａ. ６７３(１６))ꎻ
　 (９)　 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ＭＳＣ. ６１(６７))ꎮ

４　 法 定 证 书

４. １　 证书

４. １. １　 国际航行船舶应具有下列有关证书和文件ꎬ如适用ꎬ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有关法定证书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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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ꎻ
　 (２)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ꎻ
　 (３)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ꎻ
　 (４)　 客船安全证书ꎻ
　 (５)　 免除证书ꎻ
　 (６)　 国际吨位证书ꎻ
　 (７)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ꎻ
　 (８)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ꎻ
　 (９)　 国际载重线证书ꎻ
　 (１０)　 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ꎻ
　 (１１)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ꎻ
　 (１２)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ꎻ
　 (１３)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ꎻ
　 (１４)　 危险货物运输适装证书ꎻ
　 (１５)　 散装固体货物适装证明ꎻ
　 (１６)　 高速船安全证书ꎻ
　 (１７)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ꎻ
　 (１８)　 国际装运辐射性核燃料(ＩＮＦ)货物适装证书ꎻ
　 (１９)　 近海供应船适装证书ꎻ
　 (２０)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ꎻ
　 (２１)　 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ꎻ
　 (２２)　 乘客定额证书ꎻ
　 (２３)　 安全管理证书ꎻ
　 (２４)　 国际船舶保安证书ꎻ
　 (２５)　 核能客船安全证书ꎻ
　 (２６)　 核能货船安全证书ꎻ
　 (２７)　 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如申请)ꎻ
　 (２８)　 国际能效证书ꎮ
４. １. ２　 客船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均应附有设备记录ꎮ
４. １. ３　 证书的符合证明

　 (１)　 如果在一个特定航次中ꎬ客船上实际乘员数量少于«客船安全证书»规定的乘员定额ꎬ该客

船在该航次可以配备少于«客船安全证书»规定的救生设备ꎬ但在此情况下ꎬ签发«客船安全证书»的授权

的组织应证实船舶按实际乘员配备的救生设备满足本法规要求ꎬ并签发一份符合证明ꎬ作为«客船安全证

书»的附件ꎮ
　 (２)　 该符合证明应阐明在该航次符合本法规要求ꎮ 符合证明应附于«客船安全证书»ꎬ仅替代证

书的救生设备方面ꎬ并仅对该特定航次有效ꎮ
４. ２　 证书格式制定

４. ２. １　 国际航行船舶有关的法定证书格式应按照相应的国际公约、议定书、修正案或规则规定的证

书格式制定ꎮ 证书均应以中文和英文写成ꎮ
４. ２. ２　 本局授权的组织制订国际航行船舶的各种法定证书格式ꎬ并报本局认可批准ꎮ 本局将定期

公布有效证书的格式ꎮ
４. ３　 证书的承认

４. ３. １　 本局授权组织所签发的证书ꎬ在规定范围内使用ꎬ其他缔约国政府应予承认ꎻ其他缔约国政

府按国际公约制定的证书将与本局授权组织所签发的证书一样应予承认ꎬ同样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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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保持证书有效性的条件

４. ４. １　 船舶证书应按本法规规定进行各种检验ꎬ确认其处于良好技术状态ꎬ适用于预定用途并在证

书上签署ꎮ
４. ５　 证书失效

４. ５. １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ꎬ法定证书将失效:
　 (１)　 各种检验未按本法规ꎬ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时ꎻ
　 (２)　 证书未按本法规规定进行签署时ꎻ
　 (３)　 船舶终止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时ꎮ

５　 船 舶 检 验

５. １　 申请

５. １. １　 从事国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船舶的船东或经营人ꎬ应向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营运中检验ꎮ
５. １. ２　 下列情况之一ꎬ 中国籍船舶的船东或经营人应向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附加检验:
　 (１)　 因发生事故ꎬ影响船舶适航性能ꎻ
　 (２)　 改变船舶证书所限定的用途或航区ꎻ
　 (３)　 证书到期或失效ꎻ
　 (４)　 船东或经营人变更及船名或船籍港变更ꎻ
　 (５)　 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改装ꎮ
５. １. ３　 在中国港口内或在中国水域航行 /作业的外国籍船舶的船东或经营人ꎬ在有下列情况之一

时ꎬ应向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检验:
　 (１)　 因发生事故ꎬ影响船舶适航性时ꎻ
　 (２)　 海上安全或者环境保护主管机关责成检验时ꎮ
５. １. ４　 在中国水域作业的外国籍船舶、海上设施和类似结构物离开中国港口或作业水域进行国际

拖带航行时ꎬ应向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拖航检验ꎮ
５. １. ５　 用于国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船舶的有关海上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重要设备、部件和

材料ꎬ其制造厂应申请本局授权的组织进行产品检验ꎮ
５. ２　 初次检验

５. ２. １　 与法定证书有关的图纸和资料应经本局授权的组织批准 /审核ꎬ以确认其符合本法规的适用

规定ꎮ
５. ２. ２　 检查结构、机械与设备ꎬ确保其材料、尺寸、建造和布置与批准图纸和资料及其他技术文件相

符ꎬ且工艺和安装在各方面均令人满意ꎮ
５. ２. ３　 核查船上已配备其所需资料和文件ꎮ
５. ２. ４　 验船师应将检验结果ꎬ编制成检验报告和证书ꎬ并由本局授权的组织签发法定证书ꎮ
５. ３　 营运中检验

５. ３. １　 营运中检验ꎬ包括如下检验类别:
　 (１)　 年度检验ꎻ
　 (２)　 中间检验ꎻ
　 (３)　 定期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ꎻ
　 (５)　 船底外部检查ꎻ
　 (６)　 附加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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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２　 船东和 /或船舶经营人应对船舶进行适当维护保养ꎬ以使船舶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ꎬ并适

用于预定用途ꎮ
５. ３. ３　 船舶经 ５. ３. １ 各种检验并认为处于良好状态ꎬ则应在法定证书上签署ꎮ
５. ３. ４　 经换证检验ꎬ并认为适用于预定用途ꎬ由本局授权的组织签发新证书ꎮ
５. ４　 证书发送与保存

５. ４. １　 各种法定证书将发送给申请人(船东或船舶经营人)ꎮ
５. ４. ２　 船上应妥为保存所持有的法定证书ꎬ并随时可供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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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船上要求配备的证书和文件

(注:船上具备的所有证书须为正本)

１　 所有船舶 参照公约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
按国际吨位公约确定了总吨位和净吨位之后ꎬ应为每艘船舶签发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ꎮ
吨位公约条文第 ７ 条

国际载重线证书

按国际载重线公约或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该公约的规定ꎬ经过

检验并勘划了载重线标志以后ꎬ应根据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的规定

为每艘船舶签发国际载重线证书ꎮ

ＬＬ 公约条文第 １６ 条ꎻ１９８８ 年

ＬＬ 议定书条文第 １８ 条

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

根据并按国际载重线公约或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该公约条

文第 ６ 条的规定ꎬ应为已准予免除的任何船舶签发国际载重线免除

证书ꎮ

ＬＬ 公约条文第 ６ 条ꎻ１９８８ 年

ＬＬ 议定书条文第 １８ 条

完整稳性手册

所有客船不论其大小和所有船长为 ２４ｍ 及以上的货船ꎬ应在完工

后做倾斜试验ꎬ并确定他们的稳性要素ꎮ 应向船长提供一本稳性手册ꎬ
其中包括必需的资料ꎬ能使船长在各种装载状态下迅速而简便地得到

准确的指导ꎮ 对于散货船ꎬ散货船手册中所需资料可包括在稳性手

册内ꎮ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１ / ２２
条和第Ⅱ － １ / ２５ － ８ 条ꎻ１９８８
年 ＬＬ 议定书第 １０ 条

破损控制图和破损控制手册

在客船和货船上应有永久性固定展示的控制图ꎬ该图清晰地标明

各层甲板及货舱的水密舱室限界ꎬ限界上的开口及其关闭装置和控制

位置ꎬ以及扶正由于浸水产生的横倾的装置ꎮ 应给船上高级船员提供

包含上述资料的小册子ꎮ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 ２３、
２３ － １、２５ － ８ 条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９１９

最低安全配员文件

本公约第 Ｉ 章所适用的每艘船舶ꎬ均应备有一份主管机关签发的

适当的安全配员文件或等效文件ꎬ作为最低安全配员的证明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０ 年修

正案)第 Ｖ / １４. ２ 条

防火安全培训手册

应在每一船员餐厅和娱乐室或在每一船员居住舱室内配备一本培

训手册ꎬ该手册应用船舶的工作语言写成ꎮ 该手册应包含第Ⅱ － ２ /
１５. ２. ３. ３条所要求的须知和资料ꎮ 这些资料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用视听

辅助教材形式提供ꎬ用以替代手册ꎮ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２０００ 年修

正案)第Ⅱ －２ / １５. ２. ３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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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控制图 /防火控制小册子

应提供永久展示的总布置图供高级船员参考ꎮ 图上应清楚地标明

每层甲板的控制站、各防火区域连同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等ꎮ 作为替

代ꎬ经主管机关同意ꎬ上述细节可列入 １ 本小册子ꎬ每个高级船员人手

１ 本ꎬ另有 １ 本应放于船上易于到达的地方ꎬ以便随时取用ꎮ 控制图和

小册子应保持更新ꎻ任何改动应尽可能随时记录ꎮ 应在甲板室外面有

明显标志的风雨密盒中永久存放 １ 套防火控制图的副本或 １ 本含有防

火控制图的小册子ꎬ用以为岸上消防人员提供帮助ꎮ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２０００ 年修

正案)第Ⅱ －２ / １５. ２. ４ 条

船上培训和演习记录

应按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Ⅲ/ １９. ３ 和Ⅲ/ １９. ５ 条的规定进行消防演

习并作记录ꎮ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２０００ 年修

正案)第Ⅱ －２ / １５. ２. ２. ５ 条

消防安全操作手册

消防安全操作手册应包含与消防安全有关的船舶安全操作和货物

装卸安全操作的必要信息和须知ꎮ 该手册应以船上的工作语言写成并

应在每一船员餐厅和娱乐室或在每一船员居住舱室内配备 １ 本ꎮ 该手

册可与第Ⅱ －２ / １５. ２. ３ 条要求的培训手册合并ꎮ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２０００ 年修

正案)第Ⅱ －２ / １６. ２ 条

船长、高级船员或普通船员等级证书

主管机关应对那些满足工作、年龄、健康、培训等各方面要求并满意

的人员ꎬ按照 １９７８ 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附则的规定经考试

并合格后ꎬ签发船长、高级船员或普通船员等级证书ꎮ 证书的格式列于

ＳＴＣＷ 规则第 Ａ － Ｉ / ２ 节ꎮ 证书的正本必须保存在该持证者工作的船上ꎮ

１９７８ ＳＴＣＷ(１９９５ 年修正案)
条文第 ＶＩ 条ꎬ规则第 Ｉ / ２ 条ꎻ
ＳＴＣＷ 规则第 Ａ － Ｉ / ２ 节

国际防止油类污染证书

对航行于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

卸站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任何油船以及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任何其他船

舶ꎬ经按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４ 条的规定检验之后ꎬ应签发国际防

止油类污染证书ꎮ 按适用情况ꎬ该证书应附有油船以外船舶构造和设

备记录(格式 Ａ)或油船构造和设备记录(格式 Ｂ)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７ 条

油类记录簿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以及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除油船外的

其他船舶ꎬ均应备有一份油类记录簿第 Ｉ 部分(机器处所作业)ꎮ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还应备有 １ 份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货物 /压
载作业)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１７
条、第 ３６ 条

船上油污应急计划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和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除油船外的其

他船舶ꎬ均应在船上备有一份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船上油污应急计划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 则 Ⅰ 第

３７ 条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对需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Ｖ 条款的任何船舶及驶往本公约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Ｖ 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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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缔约国所管辖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任何船舶ꎬ在按照本公约附

则 ＩＶ 第 ４ 条的规定进行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后ꎬ均应签发«国际防止

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ꎮ

条ꎻ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４０８

垃圾管理计划

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和每艘核定载运 １５ 名或以上人员的

船舶ꎬ均应备有一份船员应遵守的垃圾管理计划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 则 Ｖ 第

９ 条

垃圾记录簿

航行其他缔约国管理范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每艘 ４００ 总吨

及以上的船舶和每艘核定载运 １５ 名或以上人员的船舶ꎬ以及从事海底

勘探和开发的固定和移动平台ꎬ均应备有一本垃圾记录簿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 则 Ｖ 第

９ 条

航行数据记录仪系统符合证书

航行数据记录仪系统ꎬ包括所有传感器ꎬ应作年度性能试验ꎮ
试验应由认可的试验或检修机构进行ꎬ以验证所记录数据的精度、
持续时间和可恢复性ꎮ 另外还应进行试验和检查ꎬ以确定所有防

护外罩和辅助定位装置的适用性ꎮ 船上应保留 １ 份由试验机构颁

发的载明符合日期和适用性能标准的符合证书ꎬ应有一份副本保

留在船上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Ｖ / １８. ８

货物系固手册

在整个航程中ꎬ包括集装箱在内的货物单元ꎬ应按主管机关认可的

“货物系固手册”进行装载、堆装和系固ꎮ 具有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Ⅱ－２ /
３. ４１ 定义的滚装处所的船舶ꎬ上述货物单元的所有系固应按货物系固

手册在船舶离港前完成ꎮ 除固体和液体散货船外ꎬ载运各种货物的各

种类型的船舶均须备有货物系固手册ꎬ该手册的编制标准至少应与国

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相当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２ 修正

案)第Ⅵ/ ５. ６、Ⅶ / ５ 条ꎻ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４５

符合证明

应为符合 ＩＳＭ 规则要求的每一公司签发符合证明ꎮ 船上应存有

一份该证明的副本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Ⅸ/ ４ 条ꎻ
ＩＳＭ 规则 １３

安全管理证书

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应为每艘船舶签发安全管理证书ꎮ 在签

发安全管理证书前ꎬ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应验证该公司及其船上

管理符合经认可的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Ｘ / ４ 条ꎻ
ＩＳＭ 规则 １３

国际船舶保安证书或临时国际船舶保安证书

经证实符合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ＸＩ － ２ 章和 ＩＳＰＳ 规则 Ａ 部分的海

事保安条款要求之后ꎬ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应为每艘船舶签发国

际船舶保安证书ꎮ 根据 ＩＳＰＳ 规则 Ａ 部分 １９. ４ 的要求ꎬ可签发临时国

际船舶保安证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２ 修正

案)第Ⅺ － ２ / ９. １. １ 条ꎻ ＩＳＰＳ
规则 Ａ 部分 １９ 节及其附录

０２



船舶保安计划及相关记录

每艘船舶均应随船携带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船舶保安计划ꎮ 该计划

应就 ＩＳＰＳ 规则 Ａ 部分所定义的 ３ 个保安等级作出规定ꎮ 船舶保安计

划涉及的以下活动的记录应按主管机关规定的最低期限保存在船上ꎮ
１ 培训、演习和训练ꎻ
２ 保安状况受到的威胁和保安事件ꎻ
３ 保安状况受到的破坏ꎻ
４ 保安等级的改变ꎻ
５ 与船舶直接保安状况(例如对船舶或对船舶所停留或曾经停

留的港口设施的具体威胁)有关的通信ꎻ
６ 保安活动的内部审核和评审ꎻ
７ 对船舶保安评估的定期评审ꎻ
８ 对船舶保安计划的定期评审ꎻ
９ 对保安计划任何修正的实施ꎻ和
１０ 船上保安设备的保养、校准和测试ꎬ包括对船舶保安警报系

统的测试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２ 修正

案)第Ⅺ － ２ / ９ 条ꎻＩＳＰＳ 规则

Ａ 部分 ９ 节和 １０ 节

连续概要记录

对第 Ｉ 章适用的每艘船舶应签发«连续概要记录»ꎮ «连续概要记

录»就其中所记录的信息在船上提供一份船舶历史记录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２ 修正

案)第Ⅺ －１ / ５ 条

２　 除上述第 １ 节所列证书外ꎬ客船还应持有下列文件

　 　 客船安全证书

经检查和检验并符合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１ 章、第Ⅱ － ２ 章、
第Ⅲ章和第Ⅳ章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要求之后ꎬ应为每艘客船签发客船

安全证书ꎮ 应永久性附有一份客船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簿(格式 Ｐ)ꎮ

经 ＧＭＤＳＳ 修 正 案 修 正 的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Ⅰ/ １２
条及附录

免除证书

根据并按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规定对船舶准予免除某项规定后ꎬ
除上列证书之外ꎬ还应为该船签发免除证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 /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 Ｉ / １２
条及附录

特种业务客船安全证书ꎬ特种业务客船舱室证书

根据«１９７１ 年特种业务客船协定»的规定ꎬ签发的特种业务客船格

式的安全证书ꎮ

根据«１９７３ 年特种业务客船舱室要求议定书»的规定ꎬ颁发的特种

业务客船舱室证书ꎮ

ＳＴＰ７１ 协定第 ６５ 条

ＳＳＴＰ７３ 第 ５ 条

搜救合作计划

适用公约第 Ｉ 章ꎬ 沿固定航线航行的每艘客船ꎬ 应备有在紧急情

况下与合适的搜救机构合作的计划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０ 修正

案)第 Ｖ / ７. ３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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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限制清单

适用公约第 １ 章的客船ꎬ 应在船上保存一份该船所有操作限制的清

单ꎬ清单中应包括对 ＳＯＬＡＳ 规则的任何免除、航区的限制、天气的限制、
海况的限制、许用载荷的限制、纵倾限制、速度限制以及其他任何限制ꎬ
不论这些限制是由主管机关强制规定还是在设计或建造阶段就已制定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０ 修正

案)第 Ｖ / ３０ 条

船长决策支持系统

所有客船ꎬ 应在驾驶室配置一个处理紧急情况的决策支持系统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Ⅲ/ ２９ 条

３　 除上述第 １ 节所列证书外ꎬ货船还应持有下列文件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

对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ꎬ经检验ꎬ满足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Ⅰ/ １０条所述关于货船检验的要求ꎬ并符合除关于灭火设备和防火控制

图等要求以外的第Ⅱ －１ 章和第Ⅱ －２ 章适用的要求ꎬ应签发货船构造

安全证书ꎮ

经 ＧＭＤＳＳ 修 正 案 修 正 的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 Ｉ / １２
条及附录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

对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ꎬ经检验ꎬ符合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Ⅱ －１ 章、第Ⅱ －２ 章和第Ⅲ章的有关要求以及任何其他有关要求ꎬ应
签发货船设备安全证书ꎮ 应永久性附有一份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设备

记录簿(格式 Ｅ)ꎮ

经 ＧＭＤＳＳ 修 正 案 修 正 的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 /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 Ｉ / １２
条及附录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

３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上所安装的无线电装置ꎬ包括用于救生设

备上的无线电装置ꎬ经检验符合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Ⅲ章和第 ＩＶ 章以

及任何其他有关要求ꎬ应签发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ꎮ 应永久性附有一

份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簿(格式 Ｒ)ꎮ

经 ＧＭＤＳＳ 修 正 案 修 正 的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 /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 Ｉ / １２
条及附录

货船安全证书

对经检验并符合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第Ⅱ －２ 章、第Ⅲ章、第Ⅳ章和第 Ｖ 章以及其他有关要求的货船ꎬ可
签发货船安全证书ꎬ以代替上述各种货船安全证书ꎮ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 Ｉ / １２
条及附录

免除证书

根据并按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规定ꎬ对船舶准予免除某项规定后ꎬ
除上列证书之外ꎬ还应给该船签发免除证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 /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 Ｉ / １２
条及附录

谷物装运的批准文件

对每艘按照国际散装谷物安全装运规则装载的船舶ꎬ应由主管机

关或其认可的组织或代表主管机关的缔约国政府签发一份批准文件ꎮ
该文件应随同或包括在所提供的谷物装载手册之内ꎬ以使船长能满足

该规则的稳性要求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ＶＩ / ９ 条ꎻ
国际散装谷物安全装运规则

第 ３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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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的证书

对每艘载运 ２ꎬ０００ 吨以上散装货油的船舶ꎬ均应给其签发一份

证明其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有效的证书ꎮ 该证书应在确定该船已符

合 ＣＬＣ 公约第Ⅶ条 １ 的要求之后ꎬ由该船登记国的有关当局签发或

证明ꎮ

６９ ＣＬＣ 公约条文第Ⅶ条

关于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的证书

对每艘符合 １９９２ＣＬＣ 公约要求的载运 ２ꎬ０００ 吨以上散装货油的

船舶ꎬ均应给其签发一份证明其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有效的证书ꎮ 该

证书应在确定该船已符合 ＣＬＣ 公约第Ⅶ条 １ 的要求之后ꎬ由缔约国的

有关当局签发ꎮ 对于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上述证书应由该船登记国

的有关当局签发ꎻ对于不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上述证书应由任一缔约

国的有关当局签发或证明ꎮ

９２ ＣＬＣ 公约条文第Ⅶ条

加强检验报告卷宗

散货船和油船应具有一份符合«２０１１ 年国际散货船和油船检验期

间加强检验程序规则»(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Ａ. １０４９(２７)决议)附件 Ａ
和附件 Ｂ 中 ６. ２ 和 ６. ３ 规定的检验报告卷宗和支持性文件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２ 修正

案)第Ⅺ －１ / ２ 条

Ａ. １０４９(２７)决议

最近一次压载航行的排油监控系统记录

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１５ 条(４)、(５)、(６)和(７)的规定ꎬ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应装有一个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排油监控系

统ꎮ 该系统应装有一个记录器ꎬ以提供每海里排放升数和总排放量或

含油量和排放率的连续记录ꎮ 这种记录应能鉴别时间和日期ꎬ并应至

少保存 ３ 年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１５
(３)(ａ)条

货物资料

发货人应在装货前以书面形式向船长或其代表提供适当资料ꎬ对
散货船ꎬ该资料中应包括货物密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ＶＩ / ２ 及

Ⅻ/ １０ 条ꎻ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６３

散货船手册

为能使船长防止船体结构中产生过大应力ꎬ应给装卸固体散装货

物的船舶配备一本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ＶＩ / ７. ２ 条所述的手册ꎮ 可不专设一

本手册ꎬ而将所需资料纳入完整稳性手册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Ⅵ/ ７ 条和

第Ⅻ/ ８ 条ꎻ散货船安全装卸

操作规则(ＢＬＵ 规则)

清洁压载舱操作手册

每艘采用清洁压载舱办法的成品油油船ꎬ均应备有一本详细说明

该系统并列有操作程序的«清洁压载舱操作手册»ꎬ该手册应使主管机

关认为满意ꎬ并应包括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１８ 条 ８. ２ 所述技术条

件中所列的全部资料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 则 Ⅰ 第

１８. ８条

原油洗舱操作与设备手册(ＣＯＷ 手册)
凡采用原油洗舱系统的油船ꎬ均应备有一本详细说明该系统及设

备并列有操作程序的«操作与设备手册»ꎬ该手册应使主管机关认为满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 则 Ｉ 第

３５ 条

３２



意ꎬ并应包括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第 ３３. ２ 条所述技术条件中所列的全

部资料ꎮ

　 　 状况评估计划(ＣＡＳ)符合证明ꎬＣＡＳ 最终报告和检查记录

每艘经检验符合经修订的 ＭＥＰＣ. ９４(４６)决议要求的状况评估计

划的油船ꎬ均应由主管机关签发一份状况评估计划(ＣＡＳ)符合证明ꎮ
此外ꎬ作为签发符合证明的支持性文件ꎬＣＡＳ 最终报告和检查记录的

一份副本也应与符合证明一起保留在船上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２０
条ꎻ经修订的 ＭＥＰＣ. ９４ (４６)
决议

排油监控系统(ＯＤＭＣ)操作手册

每艘安装了排油监控系统的油船ꎬ应有一份经主管机关批准的排

油监控系统(ＯＤＭＣ)操作手册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３１ 条

分舱和破损稳性资料

每艘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２８ 条要求的油船ꎬ应提供一份

经批准的分舱和破损稳性资料ꎬ以确保该船符合公约中所规定的分舱

和破损稳性衡准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２８ 条

４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任何散装运输有

毒液体化学品物质的船舶ꎬ还应持有下述文件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ＮＬＳ 证书)
对航行于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装卸站

的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任何船舶ꎬ经按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第

１０ 条的规定检验之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

书(ＮＬＳ 证书)ꎮ 关于化学品液货船ꎬ分别根据 ＢＣＨ 规则和 ＩＢＣ 规则

的规定所签发的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和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

学品适装证书ꎬ应与 ＮＬＳ 证书具有同等的效力和得到同样的承认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第 ７
条和第 ９ 条

货物记录簿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所适用的每艘船舶ꎬ均应备有一份符合该

附则附录Ⅳ规定格式的货物记录簿ꎬ不论其是作为船舶第 ９ 条正式航

海日志的组成部分ꎬ还是另外形式均可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第 １５ 条

程序和布置手册(Ｐ＆Ａ 手册)
每艘核定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均应持有一本经主管机

关认可的程序和布置手册ꎮ
ＭＥＰＣ. １８ (２２) 决议第 ２ 章ꎻ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第 １２
条、第 １３ 条和第 １６ 条

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海洋应急计划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核定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均应持

有一份经主管机关认可的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海洋应急计划ꎮ 此要

求应在不迟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适用于所有这类船舶ꎮ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 则 Ⅱ 第

１７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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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任何化学品液货

船还应持有下述文件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

对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之后ꎬ符合 ＢＣＨ 规则的有关要求的国际

航行化学品液货船ꎬ应签发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ꎬ该证书的标

准格式见 ＢＣＨ 规则附录ꎮ

ＢＣＨ 规则第 １. ６ 节ꎻ经 ＭＳＣ.
１８(５８)决议修订的 ＢＣＨ 规则

第 １. ６ 节

　 　 注:按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的规定ꎬ对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化学品液货船ꎬ
该规则是强制性的ꎮ

　 　 或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

对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之后ꎬ符合 ＩＢＣ 规则的有关要求的国际

航行化学品液货船ꎬ应签发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ꎬ该证书

标准格式见 ＩＢＣ 规则附录ꎮ

ＩＢＣ 规则第 １. ５ 节ꎻ经 ＭＳＣ.
１６(５８ 和 ＭＥＰＣ. ４０(２９)决议

修订的 ＩＢＣ 规则第 １. ５ 节

　 　 注:按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章和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的规定ꎬ对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

或以后建造的化学品液货船ꎬ该规则是强制性的ꎮ

６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任何气体运输船还

应持有下述文件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对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之后ꎬ符合气体运输船舶规则有关要求

的气体运输船ꎬ应签发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ꎬ该证书标准格式见

ＧＣ 规则附录ꎮ

ＧＣ 规则第 １. ６ 节

　 　 或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对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之后ꎬ符合国际气体运输船舶规则有关

要求的气体运输船ꎬ应签发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ꎬ该证书的

标准格式见 ＩＧＣ 规则附录ꎮ

ＩＧＣ 规则第 １. ５ 节ꎻ经 ＭＳＣ.
１７(５８)决议修订的 ＩＧＣ 规则

第 １. ５ 节

　 　 注:按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章的规定ꎬ对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气体运输

船ꎬ该规则是强制性的ꎮ

７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高速船还应持有下

述文件

　 　 高速船安全证书

经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完成后ꎬ对全部符合高速船(ＨＳＣ)规则要

求的高速船ꎬ应签发高速船安全证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Ｘ / ３ 条ꎻ
１９９４ＨＳＣ 规则 １. ８
２０００ＨＳＣ 规则 １. ８

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

对符合 ＨＳＣ 规则 １. ２. ２ 至 １. ２. ７ 和 １. ８ 要求的高速船ꎬ应颁发高

速船营运许可证书ꎮ
１９９４ＨＳＣ 规则 １. ９
２０００ＨＳＣ 规则 １. ９

５２



８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２ 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装运危险货

物的船舶还应持有下述文件

　 　 符合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特别要求的文件

主管机关应向船舶提供 １ 份适当的证明ꎬ作为其构造和设备符合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０ 修正案)第Ⅱ －２ / １９. ４ 条要求的证据ꎮ 除固体

散装危险货物外ꎬ对于被确定为第Ⅶ/ ２ 条所定义的第 ６. ２ 和 ７ 类的货

物和数量有限的危险货物ꎬ不要求危险货物证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２０００ 修正

案)第Ⅱ －２ / １９. ４ 条

９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２ 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装运危险货

物的船舶还应持有下述文件

　 　 危险货物舱单或配载图

每艘装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具有一份特别清单或舱单ꎬ按照

ＩＭＤＧ 规则的分类ꎬ列出船上危险货物及其位置ꎮ 每艘装运固体散装

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具有一份特别清单或舱单ꎬ列出船上危险货物及其

位置ꎮ 标明所有危险货物的类别并表明其在船上位置的详细的配载

图ꎬ可用来代替上述特别清单或舱单ꎮ 船舶驶离前应备有一份这些单

证的副本ꎬ以供港口国当局指定的人员或组织使用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 ５ (５)
条ꎻ ＭＡＲＰＯ７３ / ７８ 附则 Ⅲ 第

４ 条

１０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２ 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装运 ＩＮＦ
货物的船舶还应持有下述文件

　 　 国际装运 ＩＮＦ 货物适装证书

装运 ＩＮＦ 货物的船舶除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任何适用要求外ꎬ还
应符合国际船舶装运密封装辐射性核燃料、钚和强放射性废料规则的

要求ꎬ并应经受检验和备有国际装运 ＩＮＦ 货物适装证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 １６ 条ꎻ
ＩＮＦ 规则(ＭＳＣ. ８８(７１)决议)
１. ３

１１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２ 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适用时ꎬ核能船舶

还应持有下述文件

　 　 核能货船安全证书和核能客船安全证书

每艘核能船舶应签发满足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章要求的证书ꎮ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 １０ 条

其他各种证书

特种用途船舶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

经按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 １. ６ 的规定检验之后ꎬ除特种用途船

舶安全规则前言 ７ 规定的各种 ＳＯＬＡＳ 证书外ꎬ还应签发一份特种用途

船舶安全证书ꎮ 该证书的有效期限和有效性应取决于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

约中关于货船的有关规定ꎮ 如果为一艘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特种用途船舶

签发证书ꎬ则该证书上应注明按 １. ２ 规定可接受的放宽范围ꎮ

经 ＭＳＣ/ Ｃｉｒｃ. ７３９ 修正的Ａ. ５３４
(１３)决议ꎻ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

第Ⅰ/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第Ⅰ/ １２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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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供应船

近海供应船适装证书

当近海供应船装运所规定的货物时ꎬ应持有一份适装证书ꎮ 该证

书应按«关于在近海供应船上运输和装卸有限数量的散装危险和有毒

液体物质的指南»予以签发ꎮ 如果某一近海供应船仅装运有毒液体物

质ꎬ则可对其签发经适当批注的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

证书ꎬ以代替上述适装证书ꎮ

Ａ. ６７３ ( １６ ) 决 议ꎻ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第 １１. ２ 条

潜水系统

潜水系统安全证书

经检验或检查之后ꎬ对符合潜水系统安全规则要求的潜水系统ꎬ应
由主管机关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个人或组织签发证书ꎮ 在任何情况

下ꎬ主管机关均应对该证书承担全部责任ꎮ

Ａ. ５３６(１３)决议第 １. ６ 节

动力支承船舶

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

对动力支承船舶在按动力支承船舶安全规则 １. ５. １(ａ)的规定进

行检验后ꎬ应签发该证书ꎮ
Ａ. ３７３(Ｘ)决议第 １. ６ 节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安全证书

对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在按 １９７９ 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

设备规则的规定进行检验后ꎬ或对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平

台ꎬ经按 １９８９ 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进行检验后ꎬ应
签发该证书ꎮ

Ａ. ４１４ (Ⅺ) 决议第 １. ６ 节ꎻ
Ａ. ６４９(１６)决议第 １. ６ 节ꎻ经
ＭＳＣ. ３８ ( ６３ ) 决议修 订 的

Ａ. ６４９(１６)决议第 １. ６ 节

地效翼船

地效翼船安全证书

经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完成后ꎬ对符合地效翼船(ＷＩＧ)暂行指南

要求的地效翼船ꎬ应签发地效翼船安全证书ꎮ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５４ 第 ９ 节

地效翼船营运许可证书

对符合地效翼船(ＷＩＧ)临时指南要求的地效翼船ꎬ主管机关应颁

发地效翼船营运许可证书ꎮ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５４ 第 １０ 节

噪声等级

噪声检验报告

每艘船舶均应按船上噪声等级规则的规定备有一份噪声检验

报告ꎮ
Ａ. ４６８(Ⅻ)决议第 ４. ３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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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检　 　 验

１　 检 验 类 型

１. １　 初次检验: 在船舶投入营运之前ꎬ对与某一特定证书有关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次完整的检查ꎬ以
保证这些项目符合有关要求ꎬ并且能满足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１. ２　 定期检验: 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检查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

营运业务ꎮ
１. ３　 换证检验: 与定期检验相同ꎬ但要颁发 １ 份新证书ꎮ
１. ４　 中间检验: 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检查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符合船舶预

期的营运业务ꎮ
１. ５　 年度检验: 对与特定证书有关项目进行总的检查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符合船舶预期

的营运业务ꎮ
１. ６　 船底外部检查: 对船舶水下部分和有关项目进行的检查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

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１. ７　 附加检验: 在因调查而进行的修复之后或进行任何重要修理或更新之后ꎬ或本篇第 １ 章 ５. １. ２

所述情况下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１ 次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２　 检 验 范 围

２. １　 初次检验

２. １. １　 检验应包括:
　 (１)　 审查船舶的图纸、图表、说明书、计算书和其他技术文件ꎬ以证实结构、机械和设备满足特定

证书的有关要求ꎻ
　 (２)　 检查结构、机械和设备以确保其材料、尺寸、建造和布置都与批准的图纸、图表、说明书、计

算书和其他技术文件相符ꎬ并且工艺和安装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ꎻ
　 (３)　 核查所有证书、记录簿、操作手册以及特定证书所要求的其他须知和文件都已放置于船上ꎮ
２. ２　 年度检验

２. ２. １　 检验应包括:
　 (１)　 证书检查、船舶及其设备的足够程度的目视检查ꎬ以及为确定其保持良好状态而作的某些

试验ꎻ
　 (２)　 船舶及设备进行目视检查ꎬ确认其没有作过未经认可的变更ꎻ
　 (３)　 如果对船舶或其设备的状态的维护保养有疑点时ꎬ认为有必要ꎬ应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试验ꎮ
２. ３　 中间检验

２. ３. １　 检验应包括:
　 (１)　 证书检查、对船舶及其设备与特定证书的有关项目进行检查ꎬ以确认这些项目处于良好状

态ꎬ并且适合船舶所从事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４　 定期检验

２. ４. １　 检验应包括:
　 (１)　 证书检查、对船舶及设备的检查及必要时的试验ꎬ以确认其符合特定证书的有关要求ꎬ且设

备处于良好状态并适合船舶所从事预期的营运业务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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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核查所有证书、记录簿、操作手册ꎬ以及特定证书要求的其他须知和文件放置于船上ꎮ
２. ５　 换证检验

２. ５. １　 检验应包括:
　 (１)　 对结构、机械和设备的检查以及必要时的试验ꎬ以确保其满足与特定证书有关的要求ꎬ且其

结构、机械和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并适合于船舶所从事预期的营运业务ꎻ
　 (２)　 核查所有证书、记录簿、操作手册以及特定证书所要求的其他须知和文件放置于船上ꎻ
　 (３)　 对船体和机械装置(包括电气设备)进行的详细检查ꎬ可考虑应用本局授权的组织的循环检

验计划ꎮ
２. ６　 船底外部检查

２. ６. １　 检验应包括:
　 (１)　 船底外部检查系指船体水下部分的壳板及有关项目的检验ꎮ 确认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

合于船舶所从事的营运业务ꎮ
　 (２)　 船底外部检查通常应在干坞内进行ꎬ但也可以考虑在船舶漂浮状态下进行ꎮ 对船龄 １５ 年及

以上的船舶ꎬ在采用这种漂浮状态下检验之前ꎬ应予以特殊考虑ꎬ只有在船况良好并具有合适的设备和合

格的人员时才能进行ꎮ
　 (３)　 尽管上述(２)具有规定ꎬ但下列情况之一ꎬ船底外部检查应在干坞内进行:

①　 船龄 １５ 年及以上执行加强检验程序(ＥＳＰ)的船舶ꎬ包括油船和散货船ꎻ
②　 换证检验期间进行检验的所有货船ꎮ

２. ７　 附加检验

２. ７. １　 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影响船舶安全性或完整性或影响其设备的效力或配套性的缺陷时ꎬ
船长或船东应尽早向负责颁发有关证书的主管机关ꎬ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报告ꎮ 负责颁发有关证

书的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应该着手调查以确定按适用于相应证书的规定要求ꎬ作必要

的检验ꎮ 该附加检验根据情况ꎬ可以是总体的或部分的ꎬ确保维修和任何换新已有效地进行ꎬ且船舶及其

设备继续适合于船舶所从事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３　 检验间隔期

３. １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每周年日前、后各 ３ 个月内完成ꎮ
３. ２　 中间检验应在相应证书的第 ２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或第 ３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完成ꎬ

且该中间检验应替代 １ 次年度检验ꎮ
３. ３　 定期检验

３. ３. １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定期检验ꎬ应在该证书的第 ２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或第 ３ 个周年日

前、后 ３ 个月内完成ꎬ且该定期检验应替代 １ 次年度检验ꎮ
３. ３. ２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定期检验应在证书的每 １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完成ꎮ
３. ４　 换证检验

３. ４. １　 所有需要换证检验的证书应在相应证书到期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ꎮ
３. ５　 船底外部检查

３. ５. １　 客船的船底外部检查应每年进行 １ 次ꎮ 任何 ５ 年期内至少应有 ２ 次船底外部检查在干坞内

进行ꎮ 任何情况下ꎬ任何 ２ 次干坞内的船底外部检查间隔期不得超过 ３６ 个月ꎮ １５ 年以下的客船(客滚

船除外)ꎬ如满足有关技术要求①ꎬ任何 ５ 年期②内ꎬ在干坞内船底外部检查最少次数可从 ２ 次减少为 １
次ꎬ连续 ２ 次干坞检验间隔期不应超过 ６０ 个月ꎮ

３. ５. ２　 货船的船底外部检查ꎬ在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有效期间的 ５ 年内应至少进行 ２ 次ꎬ且任何 ２ 次

９２

①
②

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４８ 的要求ꎮ
任何 ５ 年期系指国际载重线证书的 ５ 年有效期ꎮ



之间的间隔应不超过 ３ 年ꎬ其中 １ 次应在换证检验时进行ꎮ
３. ５. ３　 高速船的船底外部检查一般应每年进行 １ 次ꎮ

４　 证　 　 书

４. １　 证书的签发

　 (１)　 船舶经本章 ２. １ 及 ２. ５ 所述的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相应的证书及相应的设备记录ꎮ
　 (２)　 船舶经本章 ２. ２、２. ３、２. ４ 及 ２. ６ 所述的检验后ꎬ应作如下处理:

①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相应的证书上作签署ꎻ
②　 检验表明船舶或其设备不合格ꎬ则应立即采取措施并通知本局ꎮ 如该船未采取措施ꎬ

则应撤销有关证书并通知本局ꎮ 如该船在另一国港口内ꎬ则尚应立即通知船舶所在的

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４. ２　 证书的有效期

４. ２. １　 各类证书有效期如下:
　 (１)　 客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ꎮ
　 (２)　 高速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３)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４)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５)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６)　 货船安全证书(见 ４. ３. １)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７)　 免除证书的有效期限应不长于其相应证书的有效期限ꎮ
　 (８)　 国际载重线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９)　 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期限应不长于其国际载重线证书的有效期限ꎮ
　 (１０)　 国际防止油类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１)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２)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和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３)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４)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 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ꎮ
　 (１５)　 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ꎮ
　 (１６)　 乘客定额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７)　 安全管理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８)　 国际船舶保安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９)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０)　 散装固体货物适装证明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１)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２)　 国际装运辐射性核燃料(ＩＮＦ)货物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３)　 近海供应船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４)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５)　 核能客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６)　 核能货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７)　 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８)　 国际能效证书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ꎮ
４. ２. ２　 各类证书有效期的签发:
　 (１)　 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之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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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从原证书到期之日算起ꎬ客船证书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证书不超过 ５ 年ꎮ
　 (２)　 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从原

证书到期之日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３)　 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 ３ 个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

从换证检验完成日期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４)　 如果换证检验已经完成ꎬ而新证书在现有证书期满前不能发给或放在船上ꎬ则经本局授权

的人员或组织可在现有证书上签署ꎬ签署后的证书自期满日起不超过 ５ 个月的时期内应接受为有效ꎮ
　 (５)　 如换证检验到期时ꎬ船舶不在预定检验港口ꎬ经本局授权的组织认为正当和合理时ꎬ可将证

书给予不超过 ３ 个月的展期ꎮ 经展期的船舶在抵达预定检验港口后ꎬ不能再继续航行ꎬ必须进行换证

检验ꎮ
　 (６) 　 短途航行船舶的证书未经上述(５)展期ꎬ可给予 １ 个月的宽限期ꎬ到期后必须进行换证

检验ꎮ
　 (７)　 上述(５)和(６)情况ꎬ换证检验后的证书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生效ꎬ其有效期从展期前证书

到期之日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８)　 除客船安全证书外ꎬ如果所发证书的有效期限少于 ５ 年ꎬ本局可将证书的有效期延长为最长

５ 年ꎬ条件是签发 ５ 年证书是船舶进行适用第 ３、４ 和 ６ 章或其他有关章所述的检验ꎮ
　 (９)　 在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不需从原证书到期日起计算日期ꎮ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

效期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期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４. ３　 货船安全证书的使用

４. ３. １　 货船安全证书可替代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和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ꎮ

５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５. １　 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加以维护ꎬ使其符合本法规的各项规定ꎬ确保该船在各方面保持适合于

出海航行ꎬ而不致对船舶及船上人员产生危险ꎮ
５. ２　 根据本法规对船舶所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ꎬ非经本局许可ꎬ对经过检验的结构布置、机器、

设备及其他项目ꎬ概不得变动ꎮ
５. ３　 当船舶发生海上事故或发现缺陷ꎬ无论是影响该船的海上安全ꎬ还是影响该船救生设备或其他

设备的有效性或完整性时ꎬ该船的船长或船东应尽快向负责签发证书的指定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或本局

报告ꎮ 本局、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在收到报告以后ꎬ应即进行调查ꎬ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所要求

的附加检验ꎮ 如该船系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内ꎬ船长或船东亦应立即向船舶所在的港口国的有关当局报

告ꎬ而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则应弄清楚此项报告是否业已递交ꎮ

６　 法定检验与发证安排示意图

检验间隔期
检验种类

证书名称

１(年)
９←１２→１５

(月)

２(年)
２１←２４→２７

(月)

３(年)
３３←３６→３９

(月)

４(年)
４５←４８→５１

(月)

５(年)
５７←６０
(月)

客船安全证书 ＲＳ(９ ~ １２) ＲＳ(２１ ~ ２４) ＲＳ(３３ ~ ３６) ＲＳ(４５ ~ ４８) ＲＳ(５７ ~ ６０)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ＰＳ Ｐ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 ＰＳ ＰＳ ＰＳ ＰＳ ＲＳ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

书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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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验间隔期
检验种类

证书名称

１(年)
９←１２→１５

(月)

２(年)
２１←２４→２７

(月)

３(年)
３３←３６→３９

(月)

４(年)
４５←４８→５１

(月)

５(年)
５７←６０
(月)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

装证书和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

适装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载重线证书 ＡＳ ＡＳ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

物质污染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ＡＳ ＲＳ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高速船安全证书 ＰＳ ＰＳ ＰＳ ＰＳ ＲＳ

　 货船安全证

书、特种用途

船安全证书

设备部分 ＡＳ ＡＳ 或 ＰＳ ＰＳ 或 ＡＳ ＡＳ

无线电部分 ＰＳ ＰＳ ＰＳ ＰＳ

构造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注:①规则检验种类含义是:
ＲＳ———换证检验ꎻ
ＰＳ———定期检验ꎻ
ＩＳ———中间检验ꎻ
ＡＳ———年度检验ꎮ

②检验间隔期按示意图的规定ꎬ还应符合本章 ３ 规定的有关要求ꎮ
③本章 ３. ５ 规定的船底外部检查一般应结合换证检验或中间检验或定期检验(如高速船)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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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定期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４ 和 ５ 以及第 ２ 章有关规定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审查消防泵、消防总管、消火栓、消防水带和水枪以及国际通岸接头布置图ꎻ
　 (２)　 审查灭火器、消防员装备和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ＥＥＢＤｓ)的配备、规格和布置ꎻ
　 (３)　 审查机器处所的灭火设备和特殊布置的图ꎻ
　 (４)　 审查机器处所(包括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配备ꎻ
　 (５)　 审查起居和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和 /或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

火报警系统的配备ꎻ
　 (６)　 审查起居和服务处所内带有油漆和 /或易燃液体以及深油烹饪设备的处所的灭火系统的

配备ꎻ
　 (７)　 审查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阀的遥控关闭布置ꎻ
　 (８)　 审查普通货物和危险货物装货处所的防火布置图ꎻ
　 (９)　 审查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防火布置图ꎻ
　 (１０)　 核查驾驶室的可视范围ꎻ
　 (１１)　 审查直升飞机平台设施的布置图ꎻ
　 (１２)　 审查装运危险货物的特殊布置ꎬ适用时ꎬ还应包括供水、电气设备和敷线、探火、通风、舱底

排水系统、人员保护以及水雾系统ꎻ
　 (１３)　 审查救生艇筏和救助艇以及海上撤离系统(如适用)的配备与布置ꎮ 审查经批准的替代设

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ꎻ
　 (１４)　 核查救生设备所有有助于海上探测的部分具有国际规定的或鲜艳的橙红色ꎬ或一种鲜明

易见的颜色ꎻ
　 (１５)　 审查救生艇筏的设计ꎬ包括其属具、降落与回收装置以及登乘与降落布置ꎻ
　 (１６)　 审查救助艇的设计ꎬ包括其属具和降落与回收装置和布置ꎻ
　 (１７)　 审查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和雷达应答器的配备、规格和存放ꎻ
　 (１８)　 审查遇险火焰信号和抛绳设备的配备、规格和存放以及船上通信设备与通用报警系统的

配备ꎻ
　 (１９)　 审查救生圈ꎬ包括带有自亮灯、自发烟雾信号和可浮救生索的救生圈以及救生衣、救生服、

抗暴露服和保温用具的配备、规格和存放ꎻ
　 (２０)　 核查与救生衣一起穿着的救生服是否具有适当的标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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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审查集合与登乘站及通往集合与登乘站的走廊、梯道和出口处的照明布置图ꎬ包括应急电

源的供电ꎻ
　 (２２)　 审查航行灯、号型和发出声响信号设备的规格和布置图ꎻ
　 (２３)　 审查驾驶室设计、航行系统及设备和驾驶室程序布置图ꎻ
　 (２４)　 适当时ꎬ核查以下航行设备的配备和规格:白昼信号灯、磁罗经、航向传送装置、电罗经、电

罗经复示器、雷达装置、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绘装置、自动跟踪仪或自动雷达标绘装置、回声测深仪、航
速和航程测量装置、舵角指示器、螺旋桨转速指示器、可变螺距螺旋桨的螺距和工作状态指示器、回转速

率指示仪、首向或航迹控制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接收器、陆上无线电导航系统和声响接收系

统、应急操舵位置通信装置、哑罗经或罗经方位装置以及首向和方位修正装置、 驾驶室航行值班报警系

统(ＢＮＷＡＳ)(如适用)和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ＥＣＤＩＳ)包括备用装置(如适用)ꎻ
　 (２５)　 核查航行数据记录仪的配备和规格ꎻ
　 (２６)　 核查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的配置和规格ꎻ
　 (２７)　 核查引航员软梯和升降装置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的配置和规格ꎻ
　 (２８)　 核查供港口和港口相关作业使用的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如舷梯和跳板ꎮ
２. ２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审查货油舱保护布置图纸ꎻ
　 (２)　 审查货油泵舱保护布置ꎮ
２. ３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ꎬ船舶在建造期间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检查消防泵和消防总管以及消火栓、消防水带、水枪和国际通岸接头的布置ꎬ并且核查每台

消防泵包括应急消防泵是否都能够单独操作ꎬ保证船上任何部位的两个不同的消火栓能同时提供两股水

柱ꎬ而消防总管应保持所需压力ꎻ
　 (２)　 检查灭火器的配备和布置ꎻ
　 (３)　 检查消防员装备和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ＥＥＢＤｓ)配备和布置ꎻ
　 (４)　 核查灭火系统的操作是否准备就绪及其维护状态ꎻ
　 (５)　 适当时ꎬ检查机器处所、装货处所、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且

确认其安装和试验合格ꎬ已有明确的标记ꎻ 核查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固定式 ＣＯ２ 灭火系统(如适

用)ꎬ是否配备 ２ 套独立的控制装置ꎬ一套用于开启气体管道ꎬ另一套用于排放储存容器中的气体ꎬ均设置

在明确标示为供特定处所使用的释放箱内ꎻ同时核查 ＣＯ２灭火系统的释放装置满足先开启气体管道ꎬ再
排放储存容器中气体的开启顺序要求ꎻ

　 (６)　 检查机器处所内灭火设备及特别布置ꎬ并在适当时ꎬ尽可能地确认用于开启和关闭天窗、释
放烟气、关闭烟囱和通风开口、关闭动力操作的和其他类型的门、停止通风系统和锅炉处所的强力通风和

抽风机ꎬ以及停止燃油泵和其他排放易燃液体的泵的遥控操作功能ꎻ
　 (７)　 检查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以及自动喷水器ꎬ并确认其安装和试验合格ꎻ
　 (８)　 检查起居和服务处所内有油漆和 /或易燃液体以及深油烹饪设备处所的灭火系统ꎬ并确认

其安装和试验合格ꎬ且其操纵装置已予以明确标记ꎻ
　 (９)　 检查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阀的遥控关闭装置ꎬ并且在适当时尽可能地确认装有燃油、

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液舱的阀门遥控关闭装置的操纵功能ꎻ
　 (１０)　 检查装货处所、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内的防火布置ꎬ并在适当时尽可能地确认各种开口的

设施的关闭操作功能ꎻ
　 (１１)　 适用时ꎬ检查载运危险货物的特殊要求ꎬ包括核查电气设备和敷线及周界绝缘、保护服和

便携装置的配备ꎬ以及供水、舱底排水系统和水雾系统的试验ꎻ
　 (１２)　 核查救生艇筏的配备和布置ꎬ适当时核查海上撤离系统和救助艇的配备和布置ꎻ核查救生

设备所有有助于海上探测的部分具有国际规定的或鲜艳的橙红色ꎬ或一种鲜明易见的颜色ꎻ
　 (１３)　 至少 ５０％的海上撤离系统应在安装后进行布放试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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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检查救生艇及其属具ꎬ对能方便地作舷对舷转移的救生筏ꎬ确认其重量小于 １８５ｋｇꎻ
　 (１５)　 检查救生艇筏的登乘布置ꎬ试验每一降落装置ꎬ包括过载试验、确定降落速度的试验以及

在船舶空载吃水时救生艇筏降落到水面的试验ꎬ如可行时ꎬ在航速为 ５ｋｎ 时降落救生艇筏ꎬ核查每一救生

艇的回收装置ꎻ
　 (１６)　 检查海上撤离系统的登乘装置ꎬ适当时检查降落装置ꎬ包括登乘站和水线之间的船侧无开

口ꎬ复核螺旋桨与其他救生设备存放之间的距离ꎬ确认其存放位置尽可能免受恶劣气候引起的损坏ꎻ
　 (１７)　 检查救助艇及其属具ꎬ 对充气式救助艇ꎬ确认其处于充足气状态ꎻ
　 (１８)　 检查每艘救助艇的登乘和回收装置ꎬ并试验降落和回收装置ꎬ包括过载试验、确定降落和

回收速度的试验ꎬ并确保在船舶空载吃水时能使救助艇降落到水面并能够回收ꎬ在航速为 ５ｋｎ 时可降落ꎻ
　 (１９)　 试验救助艇和每艘救生艇的推进器(当设置时)正常启动ꎬ并能正车和倒车运行ꎻ
　 (２０)　 确认在救生艇筏及其降落站和救生设备的容器、支架、搁架及其他类似存放位置的附近有

告示或标志ꎻ
　 (２１)　 检查便携式船上通信设备(如有时)和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和雷达应答器的配备和存

放ꎬ并核查其操作状况ꎻ
　 (２２) 　 检查遇险火焰信号和抛绳设备的配备和存放ꎬ核查固定式船上通信设备(如有时)的配备

及其操作状况ꎬ并试验通用报警系统的操作装置ꎻ
　 (２３)　 检查救生圈ꎬ包括带有自亮灯、自发烟雾信号和可浮救生索的救生圈以及救生衣、救生服

和抗暴露服的配备、布置和存放ꎻ
　 (２４)　 检查集合与登乘站及通往集合与登乘站的走廊、梯道和出口处的照明包括应急电源供电ꎻ
　 (２５)　 检查航行灯、号型和发出声响信号设备的配备和布置ꎬ并且在适当时核查其运行状况ꎻ
　 (２６)　 核查所有电气设备到操舵磁罗经和标准磁罗经的最小安全距离都满足要求ꎻ
　 (２７)　 核查驾驶室内或其附近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ꎻ
　 (２８)　 适当时ꎬ检查以下船载航行设备的配备和操作:

①　 磁罗经ꎬ包括检查其位置、运动、照明和哑罗经或其他罗经方位装置ꎻ
②　 拟进行航行所必需的海图和航海出版物随时可用并已更新ꎮ 使用电子系统时ꎬ应有

最新版本的电子海图以及所需的备用系统已配备并更新ꎻ
③　 全球导航卫星接收器或陆上无线电导航系统ꎻ
④　 当驾驶室完全关闭时的声响接收系统ꎻ
⑤　 应急操舵位置的通信装置(如有时)ꎻ
⑥　 驾驶室航行值班报警系统(ＢＮＷＡＳ)ꎻ
⑦　 白昼信号灯ꎻ
⑧　 回声测深仪ꎻ
⑨　 雷达ꎬ包括检查波导管和电缆的线路确定及其保护ꎬ并检查其显示装置以确认照明、

标绘设备、所有控制器(如有时)的正确运行ꎻ
⑩　 使用适当试验设备来检查电子标绘装置、自动跟踪仪或自动雷达标绘装置ꎻ
　 对水上和陆上的航速和航程测量装置ꎻ
　 向雷达、标绘设备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及航行数据记录仪提供首向信息的航向传送

装置ꎻ
　 自动识别系统ꎻ
　 电罗经ꎬ包括检查主电罗经和所有电罗经复示器的校准ꎻ
　 舵角指示器ꎻ
　 螺旋桨转速指示器ꎻ
　 螺旋桨工作状态、推力和螺距指示器ꎻ
　 回转速率指示仪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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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向或航程控制系统ꎻ
　 (２９)　 核查航行数据记录仪的配备和运行ꎻ
　 (３０)　 核查对航行数据记录仪的年度性能试验的记录ꎻ
　 (３１)　 核查驾驶室的可视范围ꎻ
　 (３２)　 核查船上备有一份有效的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符合性测试报告ꎻ
　 (３３)　 核查引航员软梯和引航员升降装置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适当时ꎬ核查其布置和

操作ꎻ
　 (３４)　 核查供港口和港口相关作业使用的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如舷梯和跳板ꎻ
　 (３５)　 适当时ꎬ核查测量空气中气体或氧气浓度的适当仪器连同其详细使用说明书的配备ꎮ
２. ４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在建造期间安装后检验ꎬ 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核查甲板泡沫系统ꎬ包括泡沫原溶液的供给ꎬ并且在该系统运行时试验从消防总管得到所

需压力时喷射的最少数目的水柱ꎻ
　 (２)　 检查惰性气体系统ꎬ尤其是:

①　 外部检查气体或流出物的泄漏痕迹ꎻ
②　 确认 ２ 台惰性气体鼓风机均能正常运行ꎻ
③　 观察洗涤器室通风系统的运行ꎻ
④　 核查甲板水封的自动注水与排水ꎻ
⑤　 检查所有的遥控操作或自动控制的阀ꎬ尤其是烟道气体隔离阀的运行状况ꎻ
⑥　 观察吹灰器连锁试验ꎻ
⑦　 观察当惰性气体鼓风机关紧时ꎬ气体压力调节阀能自动关闭ꎻ
⑧　 必要时ꎬ用模拟条件尽可能地核查惰性气体系统的下列报警和安全装置:

ａ)　 惰性气体总管内气体含氧量高ꎻ
ｂ)　 惰性气体总管内气体压力低ꎻ
ｃ)　 甲板水封供水压力低ꎻ
ｄ)　 惰性气体总管内气体温度高ꎻ
ｅ)　 水压低或水流率低ꎻ
ｆ)　 用样气(标准气体)来测定便携式和固定式氧气测量设备的精度ꎻ
ｇ)　 洗涤器内水位高ꎻ
ｈ)　 惰性气体鼓风机的失效ꎻ
ｉ)　 气体调节阀的自动控制系统和惰性气体总管内压力和含氧量的连续显示和长期记

录仪器的供电系统失效ꎻ
ｊ)　 惰性气体总管内气体压力高ꎻ

⑨　 在完成上述核查后ꎬ核查惰性气体系统的正常运行状况ꎻ
　 (３)　 检查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确认安装和试验业已完满完成以及操作装置已清楚地做好

标记ꎬ并且在适当时核查各种开口的遥控关闭装置的操作状态ꎻ
　 (４)　 检查货泵舱的保护ꎬ并确认其安装和试验合格ꎮ
２. ５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在船上备有所需文件的核查应包括:
　 (１)　 确认防火控制图是永久展示ꎬ或者作为替代ꎬ提供应急手册ꎮ 防火控制图或应急手册的复

制件ꎬ可以从甲板室外有明显标记的风雨密盒子里得到ꎻ
　 (２)　 确认已配备维护保养计划ꎻ
　 (３)　 确认已配备训练手册和防火安全操作手册ꎻ
　 (４)　 适用时ꎬ载运危险货物ꎬ确认船舶备有表明符合特殊要求的证明(符合证明)ꎻ
　 (５)　 确认船上每个人都有应变须知ꎬ并且应变部署表张贴在显著位置ꎬ其所用文字能被船上人

员理解(用船上工作语言写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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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确认已配备了用船上工作语言编制的救生设备训练手册及训练辅助设备ꎻ
　 (７)　 确认已配备救生设备的船上维修须知ꎻ
　 (８)　 确认已配备磁罗经剩余自差表或曲线ꎬ并且确认已展示雷达装置的盲区图ꎻ
　 (９)　 核查已配备所有航行设备的操作手册和维修手册(适用时)ꎻ
　 (１０)　 核查已配备所要求航行所必需的海图和航海出版物ꎬ并且是最新版本ꎻ
　 (１１)　 核查已配备«国际信号规则»和«国际航空和航海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第三卷ꎻ
　 (１２)　 核查保持航行活动记录和每日报告的安排ꎻ
　 (１３)　 核查已配备遇险时ꎬ与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ꎻ
　 (１４)　 确认已配备连续概要记录ꎮ
２. ６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在船上备有所需文件的检查ꎬ油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适用时ꎬ确认已经配备惰性气体系统的使用说明手册ꎮ
２. ７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在检验合格之后ꎬ应签发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及有关的设备记录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用时ꎬ检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

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检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检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核查船级证书ꎻ
　 (６)　 适用时ꎬ检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

效性ꎻ
　 (７)　 适用时ꎬ检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适用时ꎬ检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０)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１)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１２)　 检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持有符合国际海员培训、发证值班标准(ＳＴＣＷ)公约要求

的证书ꎻ
　 (１３)　 核查救生艇筏的配员和监督ꎻ确认船上备有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ꎻ
　 (１４)　 核查船上是否安装新设备ꎬ如有ꎬ则确认该设备在装船前已获得认可ꎬ并且其所带来的任

何变化已在相应的证书上有所反映ꎻ
　 (１５)　 确认防火控制图是永久性展示或者作为替代ꎬ提供应急手册ꎬ且防火控制图或应急手册的

复制件可以从甲板室外有明显标记的风雨密盒子里得到ꎻ
　 (１６)　 确认已配备维护保养计划ꎻ
　 (１７)　 确认已配备训练手册和防火安全操作手册ꎻ
　 (１８)　 核查上次检验以来ꎬ船上未发生启用固定式灭火系统或便携式灭火器的火灾ꎻ
　 (１９)　 适用时ꎬ检查船舶是否备有表明其符合装运危险货物特殊要求的文件(符合证明)ꎻ
　 (２０)　 适用时ꎬ确认船舶具有装运危险货物的特殊清单、舱单或配载图ꎻ
　 (２１)　 确认已配备了用船上工作语言编制的救生设备训练手册及训练辅助设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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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核查航海日志记录ꎬ尤其是:
①　 上次全体船员集合举行救生和消防演习的日期ꎻ
②　 演习时检查救生艇设备并查明设备完好的记录ꎻ
③　 最近 １ 次救生艇摇出船舷外及各救生艇降落至水中的时间ꎻ
④　 船员接受适当的随船训练的记录ꎻ

　 (２３)　 确认船上备有救生设备的训练手册和训练辅助设施ꎻ
　 (２４)　 确认船上备有救生设备的船上维修须知和检查清单ꎻ
　 (２５)　 确认已配备磁罗经剩余自差表或曲线ꎬ已适当保存罗经自差记录簿并且确认已展示雷达

装置盲区图ꎻ
　 (２６)　 核查是否备有所有航行设备的操作手册和维修手册(适用时)ꎻ
　 (２７)　 核查已配备用于所要进行航行的必需的海图和航海文献而且是最新版本ꎬ使用电子系统

时ꎬ应有最新版本的电子海图以及所需的备用系统ꎻ
　 (２８)　 核查已配备«国际信号规则»、«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第Ⅲ卷ꎻ
　 (２９)　 核查已配备遇险时ꎬ与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ꎻ
　 (３０)　 核查航行活动记录及每日报告已正确记载ꎻ
　 (３１)　 确认已配备连续概要记录ꎮ
３. ２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检查消防泵、消防总管、消火栓、消防水带、水枪和国际通岸接头ꎬ并且核查每台消防泵包括

应急消防泵是否都能够单独操作ꎬ保证船上任何部位的两个不同的消火栓能同时提供两股水柱ꎬ而消防

总管应保持所需压力ꎻ
　 (２)　 核查便携式和非便携式灭火器的配备并抽查其状况ꎻ
　 (３)　 确认消防员装备和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ＥＥＢＤｓ)齐全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所需的自给式呼

吸器的储气瓶ꎬ包括备用储气瓶均适当地充满ꎻ
　 (４)　 核查灭火系统的操作准备就绪及其处于良好维护状态ꎻ
　 (５)　 适用时ꎬ检查机器处所、装货处所、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且

确认其操作已有清楚的标记ꎻ
　 (６)　 检查机器处所内灭火设备和特别布置ꎬ并在适当时尽可能地确认用于开启和关闭天窗、排

烟口、关闭烟囱和通风开口、关闭动力操作的和其他类型的门、停止通风系统和锅炉的强力通风机和抽风

机ꎬ以及停止燃油泵和其他排放易燃液体的泵的遥控操作功能ꎻ 核查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固定式

ＣＯ２灭火系统(如适用)ꎬ配备 ２ 套独立的控制装置ꎬ一套用于开启气体管道ꎬ另一套用于排放储存容器中

的气体ꎬ均设置在明确标示为供特定处所使用的释放箱内ꎻ同时核查 ＣＯ２灭火系统的释放装置满足先开

启气体管道ꎬ再排放储存容器中气体的开启顺序要求ꎻ
　 (７)　 尽可能检查并且在可行时试验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８)　 检查起居和服务处所内有油漆和 /或易燃液体以及深油烹饪设备的处所的灭火系统ꎻ
　 (９)　 检查直升飞机平台设施ꎻ
　 (１０)　 检查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ꎬ并在适当时尽可能地确认装有燃油、滑油和其他

易燃油类舱柜上阀的遥控关闭操作功能ꎻ
　 (１１)　 检查并试验通用应急报警系统ꎻ
　 (１２)　 检查装货处所、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的防火布置ꎬ并在适当时ꎬ尽可能地确认用于各种开

口控制关闭设施的操作功能ꎻ
　 (１３)　 适用时ꎬ检查载运危险货物的特殊要求ꎬ包括核查电气设备和敷线及通风、保护服和便携

装置的配备以及供水、舱底排水和所有水雾系统的试验ꎻ
　 (１４)　 核查船上每个人都有应急须知ꎬ在醒目处所张贴适当更新的应变部署表ꎬ这些表所用文字

能被船上所有人员理解ꎬ并且确认在救生艇筏及其降落站附近设有告示或标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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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检查每艘救生艇筏包括其属具以及承载释放装置和液压锁闭装置(如设置时)ꎬ对于气胀

式救生筏则检查其液压释放装置和自由漂浮装置ꎻ核查手持火焰信号ꎻ 对能方便地作舷对舷转移的救生

筏ꎬ确认其重量小于 １８５ｋｇꎻ核查救生设备所有有助于海上探测的部分具有国际规定的或鲜艳的橙红色ꎬ
或一种鲜明易见的颜色ꎻ

　 (１６)　 核查用于救生艇降落装置的吊艇索已经过定期检查并在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内已经过

换新ꎻ
　 (１７)　 检查每艘救生艇筏的登乘装置和降落设备ꎬ每艘救生艇应下降到登乘位置ꎬ或者ꎬ若存放

位置就是登乘位置时ꎬ则应下降一小段距离ꎬ如可行ꎬ应将一艘救生艇筏降到水面ꎻ用吊架降落的救生筏

的降落设施的操作应得到验证ꎻ对降落设施进行彻底检查ꎬ包括绞车制动器的动力试验及救生艇和救助

艇承载释放装置的检修(包括自由降落释放系统和用吊架降落的救生筏的自动脱钩的检修)ꎻ
　 (１８)　 检查每艘救助艇及其属具ꎬ 对充气式救助艇ꎬ确认其处于充足气状态ꎻ
　 (１９)　 确认在救生艇筏及其降落站和救生设备的容器、支架、搁架及其他类似存放位置的附近应

有告示或标记ꎻ
　 (２０)　 检查每艘救助艇的登乘与回收装置ꎻ如可行ꎬ救助艇应降落到水面并确证其回收性能ꎻ
　 (２１)　 试验救助艇和每艘救生艇的发动机能成功地启动并能正车和倒车运行ꎻ
　 (２２)　 检查和核查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和雷达应答器ꎻ
　 (２３)　 检查抛绳设备并核查其火箭和船舶遇险火焰信号均未过期ꎬ以及检查和核查船上通信设

备和通用报警系统的操作功能ꎻ
　 (２４)　 检查救生圈的配备、布置、存放和状况ꎬ包括带有自亮灯、自发烟雾信号和可浮救生索的救

生圈、救生衣及其哨笛和灯、救生服、抗暴露服和保温用具ꎬ并检查相关电池的有效期ꎻ核查与救生衣一起

穿着的救生服具有适当的标志ꎻ
　 (２５)　 核查集合与登乘站及通往集合与登乘站的走廊、梯道和出口处所的照明ꎬ包括应急电源的

供电ꎻ
　 (２６)　 核查所要求的航行灯、号型和发出声响信号设备均工作正常ꎻ
　 (２７)　 适当时ꎬ核查以下航行设备的配备和规格:白昼通信信号灯、磁罗经、航向传送装置、电罗

经、电罗经复示器、雷达装置、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绘装置、自动跟踪仪或自动雷达标绘装置、回声测深

仪、航速和航程测量装置、舵角指示器、螺旋桨转速指示器、可变螺距螺旋桨的螺距和工作状态指示器、回
转速率指示仪、首向或航迹控制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接收器、陆上无线电导航系统和声响接

收系统、应急操舵位置通信装置、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ＥＣＤＩＳ)包括备用装置、磁罗经或罗经方位装

置以及首向和方位修正装置、驾驶室航行值班报警系统(ＢＮＷＡＳ)(如适用)ꎻ对船舶在港时无法检查的

项目应在记录中得到证实ꎻ
　 (２８)　 核查已备有国际信号规则ꎻ
　 (２９)　 核查海上撤离系统(ＭＥＳ)的轮换布放ꎻ
　 (３０)　 如有时ꎬ核查航行数据记录仪的配备、规格、运行和年度性能试验ꎻ
　 (３１)　 如有时ꎬ核查自动识别系统的配备、操作和年度性能试验报告ꎻ
　 (３２)　 如装有时ꎬ核查船上备有一份有效的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符合性测试报告ꎻ
　 (３３)　 适当时ꎬ核查引航员软梯和引航员升降装置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的配备和规格ꎬ并处于良

好状态ꎻ
　 (３４)　 核查供港口和港口相关作业使用的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如舷梯和跳板ꎻ
　 (３５)　 适当时ꎬ核查测量空气中气体或氧气浓度的适当仪器连同其详细使用说明书的配备ꎮ
３. ３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年度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核查甲板泡沫系统包括泡沫原溶液的供给ꎬ试验在消防总管达到所要求的压力时ꎬ能供给

的最少水枪数目ꎻ
　 (２)　 检查惰性气体系统ꎬ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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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部检验气体或流出物的泄漏痕迹ꎻ
②　 确认 ２ 台惰性气体鼓风机均能正常运行ꎻ
③　 观察洗涤器室通风系统的运行ꎻ
④　 核查甲板水封的自动注水和排水ꎻ
⑤　 检查所有遥控操作或自动控制阀ꎬ尤其是烟道气体隔离阀ꎻ
⑥　 观察吹灰器连锁特性试验ꎻ
⑦　 观察惰性气体鼓风机关紧时ꎬ气体压力调节阀能自动关闭ꎻ
⑧　 当必要时用模拟条件ꎬ尽可能地核查惰性气体系统的下列报警和安全装置:

ａ)　 惰性气体总管内气体含氧量高ꎻ
ｂ)　 惰性气体总管内气压低ꎻ
ｃ)　 甲板水封供水压力低ꎻ
ｄ)　 惰性气体总管内的气体温度高ꎻ
ｅ)　 水压或水流率低ꎻ
ｆ)　 用样气(标准气体)测定便携式和固定式测氧设备的精度ꎻ
ｇ)　 洗涤器内水位高ꎻ
ｈ)　 惰性气体鼓风机失效ꎻ
ｉ)　 气体调节阀自动控制系统和惰性气体总管内压力和含氧量的连续 显示和长期记

录仪器的供电系统失效ꎻ
ｊ)　 惰性气体总管内气体压力高ꎻ

　 (３)　 完成上述核查之后ꎬ可行时ꎬ核查惰性气体系统的正常运行状况ꎻ
　 (４)　 检查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在适当时尽可能地确认关闭各种开口的遥控装置的操作

情况ꎻ
　 (５)　 核查具有空气维持系统的全封闭救生艇的水雾和供气系统的状况和操作是否良好ꎻ
　 (６)　 核查货泵舱的保护ꎬ特别是:

①　 核查用于舱壁密封和报警的温度传感装置ꎻ
②　 核查照明和通风系统之间的连锁装置ꎻ
③　 核查气体探测系统ꎻ
④　 核查舱底水水位监测和报警装置ꎮ

３. ４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年度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在检验合格之后ꎬ应在货船设备安全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果检验表明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要求ꎮ

４　 定 期 检 验

４. １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定期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检查机器处所、装货处所、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期间ꎬ如适当

时ꎬ确认泡沫原溶液和 ＣＯ２ 容量ꎬ核实并证明其分配管道畅通无阻ꎻ
　 (３)　 用于开启和关闭天窗、释放烟雾、关闭烟囱和通风开口、关闭动力操作的和其他类型的门、

停止通风系统和锅炉的强力通风机和抽风机ꎬ以及停止燃油和其他排送易燃液体的泵的遥控装置的操作

功能进行试验ꎻ
　 (４)　 试验所有火警探测和报警系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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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如可行ꎬ试验起居和服务处所内有油漆和 /或易燃液体以及深油烹饪设备的处所的灭火

系统ꎻ
　 (６)　 对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阀的遥控关闭并对装有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液舱的阀

门遥控关闭装置的操纵功能进行试验ꎻ
　 (７)　 用于关闭装货处所、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各种开口的控制操作装置进行功能

试验ꎻ
　 (８)　 如可行ꎬ检查直升飞机平台设施ꎮ
４. ３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定期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３ 的规定ꎻ
　 (２)　 检查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适当时ꎬ确认泡沫剂经核实并证明其分配管道畅通无阻ꎬ同

时核实关闭各种开口的遥控操作装置的功能ꎮ
４. ４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定期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在检验合格之后ꎬ应在货船设备安全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果检验表明船舶或其他设备的状况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 ②的要求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货船救生设备或其他设备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除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有效性外ꎬ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５. ２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２ 的规定ꎮ
５. ３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换证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３ 的规定ꎻ
　 (２)　 惰性气体系统的甲板水封内部检查ꎬ并且核查惰性气体系统止回阀的状况ꎮ
５. ４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换证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在检验合格之后ꎬ应签发货船设备安全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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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中间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４ 和 ５ 以及第 ２ 章有关规定ꎮ
１. ３　 还应按第 ５ 章要求进行船底外部检查ꎮ
１. ４　 散货船和油船的年度、中间及换证检验期间ꎬ应按«２０１１ 年国际散货船和油船检验期间加强检

验程序规则»(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 (Ａ. １０４９(２７)决议)或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关规范的规定(如适

用)执行加强检验程序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审查船体图纸ꎻ
　 (２)　 审查舱底排水管系和排水系统图ꎻ
　 (３)　 审查稳性资料和破损控制图ꎻ
　 (４)　 审查机械设备及电气设备布置图ꎻ
　 (５)　 审查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ꎻ
　 (６)　 审查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布置图纸ꎻ
　 (７)　 审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内的结构防火图ꎬ包括通风系统ꎬ以及燃油和

滑油系统ꎻ
　 (８)　 审查装货处所的结构防火图ꎬ包括通风系统ꎻ
　 (９)　 审查脱险通道布置图ꎻ
　 (１０)　 审查生活用气体燃料布置图ꎻ
　 (１１)　 检查干舷甲板以下船壳板开口布置ꎻ
　 (１２)　 如有时ꎬ审查直升飞机平台设施图ꎻ
　 (１３)　 审查载运包括集装箱在内的货物单元船舶的货物系固手册ꎻ
　 (１４)　 核查载运散装货物的装载手册ꎻ
　 (１５)　 确认散货船能满足其货舱进水时的破损稳性和结构强度的要求ꎬ包括其他结构要求(如

适用)ꎻ
　 (１６)　 确认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ꎬ指定用于载运密度为 １０００ｋｇ / ｍ３

及以上的散装固体货物的单舷侧结构散货船有足够强度承受任一货舱的进水ꎻ
　 (１７)　 审查所有货舱和货物运输装置隧道的舱底水阱报警装置ꎻ
　 (１８)　 确认船上配置的专用海水压载舱和船长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散货船双舷侧处所设有防腐系统

(如适用)ꎻ
　 (１９)　 确认油船和散货船的专用压载水舱内设有防腐系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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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审查油船和散货船结构通道手册ꎻ
　 (２１)　 核查散货船货舱、压载舱和干燥处所水位探测器的布置及其声光报警ꎻ
　 (２２)　 核查散货船防撞舱壁前排放和泵吸系统有效性的布置ꎻ
　 (２３)　 审查船舶拖带和系泊设备的图纸和计算书ꎬ以确保这些设备具有足够安全工作负荷用于

船舶正常操作情况下的所有拖带和系泊ꎻ
　 (２４)　 核查使用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的闭式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备有防止排水装置

堵塞的措施ꎻ
　 (２５)　 审查船舶舱室噪声控制图ꎮ
２. ２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ꎬ 油船、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的附加要求还应

包括:
　 (１)　 审查操舵装置图纸ꎻ
　 (２)　 审查电气设备布置图ꎻ
　 (３)　 审查结构防火图ꎻ
　 (４)　 审查液货舱的透气、驱气、除气和其他通风布置图ꎬ以及货油舱压力真空保护布置图ꎻ
　 (５)　 审查进入船首通道布置图ꎻ
　 (６)　 审查不小于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液货船的应急拖带布置图ꎻ
　 (７)　 审查进入货油区域处所的通道ꎮ
２. ３　 货船船体、机器和设备ꎬ船舶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防撞舱壁水密延伸至干舷甲板ꎬ穿过防撞舱壁的管子上的阀可以在干舷甲板以上操

作ꎬ并且防撞舱壁上没有设置门、人孔、通风管道口或其他任何开口ꎻ
　 (２)　 确认分舱舱壁水密延伸至干舷甲板ꎬ并经试验验证ꎻ
　 (３)　 确认每扇水密门经过试验ꎻ
　 (４)　 确认操作水密门的布置与要求基本一致ꎬ并且进行了类似的试验ꎻ
　 (５)　 用冲水或灌水试验ꎬ确认水密甲板、围壁通道、隧道及通风管道的水密性ꎻ
　 (６)　 确认为每个水密舱室设置的每台舱底泵和舱底排水系统能有效地工作ꎻ
　 (７)　 确认干舷甲板以上的围蔽货物处所的排水系统能有效工作ꎻ目视检查排水设备是否堵塞或

有其他破损并确认使用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的闭式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备有防止排水装置

堵塞的措施ꎻ
　 (８)　 当有要求时ꎬ进行倾斜试验ꎻ
　 (９)　 确认机器、锅炉和其他压力容器及其管系和属具的安装和保护ꎬ已充分考虑到其运动部件、

热表面和其他危险情况ꎬ对船上人员的安全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ꎻ
　 (１０)　 确认任一重要辅机发生故障时ꎬ推进机械仍能保持或恢复正常操作ꎻ
　 (１１)　 确认已有措施保证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ꎬ机器能够从瘫船状态运转起来ꎻ
　 (１２)　 确认锅炉、机器的部分、所有蒸汽、液压、气动和其他系统及其承受内部压力的属具ꎬ已进

行相应试验ꎬ包括按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规范所规定的压力试验ꎻ
　 (１３)　 确认当机器存在超速的危险时ꎬ已设有防止超过安全速度的措施ꎻ
　 (１４)　 可行时ꎬ确认承受内部压力ꎬ可能危险的超压的主机、辅机和其他机器的各部分已设有防

止超压的措施ꎻ
　 (１５)　 当有要求时ꎬ确认内燃机的曲轴箱已设有防爆安全装置ꎬ且其布置使对人员的危害性降至

最小ꎻ
　 (１６) 　 确认主涡轮机推进机械和(如适用时)主内燃机推进机械及辅助机械ꎬ设有发生故障时能

自动关闭的装置ꎬ诸如滑油供应的故障等可能导致机器严重损伤或爆炸故障时ꎬ自动停车装置ꎻ
　 (１７)　 确认和记录机器在一定的时间内使螺旋桨换向并在合理的距离内使船舶停止的能力ꎬ包

括操纵或停船的辅助措施的有效性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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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确认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布置ꎬ能确保其中之一的故障不会导致另一装置不能

工作ꎻ
　 (１９)　 适当时ꎬ确认操舵装置的重要部件持久润滑或配备润滑装置ꎻ
　 (２０)　 确认在操舵装置液压系统能被隔断ꎬ和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能产生压力的所有部位设

置安全阀ꎬ且安全阀的调定压力不超过设计压力ꎻ
　 (２１)　 确认主操舵装置能在最大营运前进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且能在船舶最深航海吃水和以最

大营运前进航速时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舷 ３５°ꎬ以及在相同条件下在 ２８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

舷 ３０°ꎻ
　 (２２)　 确认辅助操舵装置能在可驾驶的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在紧急时迅速投入工作ꎬ且能在船舶

最深航海吃水和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的一半或 ７ｋｎ(取大者)前进时ꎬ在 ６０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１５°转至另一

舷 １５°ꎻ
　 (２３)　 确认当动力源发生故障后再次恢复时ꎬ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能自动重

新启动ꎬ并能从驾驶室位置对其进行操作ꎬ同时确认任何 １ 台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发生动力故障时ꎬ能在

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信号ꎻ
　 (２４)　 当主操舵装置配备有 ２ 台或以上相同的动力设备ꎬ且不设置辅助操舵装置ꎬ确认其管系或

１ 台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之后ꎬ此故障能被隔离ꎬ以使操舵能力得到保持或迅速恢复ꎻ
　 (２５)　 确认从驾驶室和舵机舱均能操纵主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的工作状况令人满意ꎻ
　 (２６)　 当主操舵装置配备有 ２ 台或以上相同的动力设备ꎬ且不设置辅助操舵装置时ꎬ确认设置在

驾驶室的 ２ 套独立的控制系统的工作状况令人满意ꎻ
　 (２７)　 确认辅助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ꎬ在舵机舱内的操作ꎬ如系动力操作时ꎬ则在驾驶室能满意

的操作ꎬ 并且确认后者独立于主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ꎻ
　 (２８)　 确认可从驾驶室操作的任何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ꎬ能够从驾驶室的某

一位置使之投入运行ꎬ并确认在舵机舱设有可将操舵装置断开的装置ꎬ当电源供应发生故障时ꎬ驾驶室应

能发出声、光报警ꎻ
　 (２９)　 确认两个电力线路和操舵装置控制系统及其相关部件、电缆和管道在其整个长度范围内

尽可能地予以分离ꎻ
　 (３０)　 确认驾驶室与舵机室之间的通信运行正常ꎬ确认船舶设有应急操舵位置时ꎬ能以电话或其

他通信方式将船舶首向情况ꎬ以及可视罗经读数传递至应急操舵位置ꎻ
　 (３１)　 当主操舵装置为动力操作时ꎬ确认在驾驶室舵角显示能独立于操舵控制系统ꎬ并在舵机舱

也显示该舵角位置ꎻ
　 (３２)　 确认液压操舵装置的每一储液箱低位报警装置ꎬ在驾驶室和机舱运行正常ꎬ并且至少有 １

个动力执行系统包括储液箱ꎬ能在舵机舱内通过备有固定管系对固定储存柜进行再充液(该柜设有液位

指示器)ꎻ
　 (３３)　 确认舵机舱是易于到达的ꎬ且尽可能与机器处所分开的工作通道ꎬ工作通道的布置应保证

在安全条件下到达操舵机械和控制器ꎻ
　 (３４)　 确认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在驾驶室和主机控制位置设置的显示电动机运转的装置ꎬ

以及在主控制位置超载报警和显示三相供电的单相失电报警装置处于良好运行状态ꎻ
　 (３５)　 确认主机和安全必需的辅机ꎬ设有有效的操作和控制装置ꎻ
　 (３６)　 确认要求由驾驶室遥控推进机械备有适当的设施ꎬ如有必要并包括控制、监视、报告、报警

和安全措施ꎻ
　 (３７)　 确认由主机和其他机械的集控室操作布置令人满意ꎻ
　 (３８)　 确认配备人工越控装置ꎬ在通常情况下任何故障均不致妨碍人工越控的使用ꎻ
　 (３９)　 确认燃油锅炉和废气锅炉、非燃烧蒸汽发生器、蒸汽管系和空气压力系统均设有适当安全

装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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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确认机器处所的通风系统运行良好ꎻ
　 (４１)　 确认机器处所内的防止噪声措施是有效的ꎻ
　 (４２)　 确认在机器处所和驾驶室显示的指令和回答的机舱车钟运行令人满意ꎻ
　 (４３)　 确认驾驶室和机器处所之间的第二通信设施的运行也令人满意ꎬ并且在其他控制机器的

位置也设有适当的通信设施ꎻ
　 (４４)　 确认在轮机员居住的舱室中可清晰地听到轮机员警报信号ꎻ
　 (４５)　 确认为防止发生可能由任何泵、滤清器或加热器渗漏压力燃油与热表面接触事故的预防

措施是有效的ꎻ
　 (４６)　 确认油舱的测量装置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ꎻ
　 (４７)　 确认油舱或燃油系统的任何部分ꎬ包括注油管为防止超压而设置的装置处于良好工作

状态ꎻ
　 (４８)　 确认首尖舱不用来装载燃油、滑油和其他可燃油类ꎻ
　 (４９)　 确认电气设备ꎬ包括主电源系统和照明系统是按照认可的图纸进行安装ꎻ
　 (５０)　 确认已配备独立的应急电源并有适当的系统与之配套ꎻ
　 (５１)　 确认应急发电机组的启动装置是令人满意的ꎻ
　 (５２)　 确认对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危险情况已采取预防措施ꎻ
　 (５３)　 确认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布置令人满意ꎬ尤其是:

①　 核查火灾预防措施ꎬ适当时ꎬ试验报警装置ꎻ
②　 核查防止浸水的设施ꎻ
③　 核查驾驶室推进机械的控制装置ꎻ
④　 确认主控制室或控制位置(视具体情况而定)与驾驶室及轮机员居住舱室之间设置声

响通信装置并且有效ꎻ
⑤　 核查报警系统ꎬ并确认抽查试验功能ꎻ
⑥　 核查设置在严重故障时ꎬ自动关闭机器或锅炉的装置ꎬ并且试验报警装置ꎻ
⑦　 确认对机器、锅炉和电气设备提供适当的特殊要求ꎻ

　 (５４)　 确认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的结构防火的所有方面ꎬ包括通风系统已按

认可的图纸安装、试验ꎻ所有通风系统的进口和出口的关闭装置ꎬ动力通风机能够从其服务处所外面予以

停止ꎻ
　 (５５)　 确认装货处所的结构防火的所有方面ꎬ包括通风系统已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ꎬ试验ꎻ所有通

风系统进风口和出风口的关闭装置ꎬ动力通风机能够从其服务处所外部予以停止ꎻ
　 (５６)　 确认所有居住处所和机器处所以外的梯道和梯子应布置成ꎬ从通常有船员工作的处所通

往开敞甲板并继而到达救生艇、救生筏处提供的脱险通道ꎬ 特别是:
①　 起居处所的各层ꎬ从每一限定处所或处所群至少有两个相互远离的脱险通道ꎻ
②　 最低开敞甲板以下主要脱险通道是梯道(第 ２ 条是围壁通道或梯道)ꎻ
③　 最低开敞甲板以上的脱险通道是通往开敞甲板的梯道或门或这两者ꎻ
④　 无线电室有直接通往开敞甲板的出口ꎬ或有 ２ 个通道设施ꎬ其中之一可以是足够尺寸

的舷窗或窗ꎻ
　 (５７)　 确认 Ａ 类机器处所ꎬ有 ２ 个相互远离的脱险通道ꎬ适当时ꎬ从该处所下部提供防火遮蔽ꎬ并

且确认其他机器处所有适当的脱险通道ꎻ
　 (５８)　 审查生活用气体燃料的布置ꎻ
　 (５９)　 适用时ꎬ确认直升飞机平台设施的所有方面都已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ꎻ
　 (６０)　 确认船上没有使用石棉 (允许使用的除外)ꎻ
　 (６１)　 确认散货船的专用海水压载舱ꎬ配有有效的防腐系统ꎬ如硬涂层ꎻ确认所有类型船舶的专

用海水压载舱和船长 １５０ｍ 及以上散货船的双舷侧处所已按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 － １ 章第 ３ － ２ 条的要求进

５４



行涂层(如适用)ꎻ
　 (６２)　 适用时ꎬ确认油船和散货船已根据船舶结构通道手册ꎬ提供进入货舱和其他处所的通道

设施ꎻ
　 (６３)　 检查和试验散货船的货舱、压载舱和干燥处所水位探测器及其声光报警ꎻ
　 (６４)　 核查散货船防撞舱壁前排放和泵吸系统有效性的布置ꎻ
　 (６５)　 确认船舶识别号已永久标识ꎻ
　 (６６)　 确认拖带和系泊设备的安全操作的任何限制已正确标识ꎻ
　 (６７)　 确认散货船配有装载仪且其性能良好ꎻ
　 (６８)　 确认按照批准的船舶噪声测量大纲进行了实船噪声测量ꎮ
２. ４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适当时ꎬ确认主操舵装置配备 ２ 台或更多相同的动力装置和有必要的装置ꎬ以保证在如前所

述单一故障发生时能重新获得操舵能力ꎻ
　 (２)　 确认没有采用船体作为配电回路及接地配电系统ꎻ
　 (３)　 确认各处所的位置和结构防火的所有方面ꎬ包括兼用船的特殊布置都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４)　 确认货油泵舱照明ꎬ具有足够强度ꎬ而且固定安装在分隔货油泵舱和其他处所的舱壁和甲

板上的照明不妨碍舱壁或甲板的完整性和气密性ꎻ
　 (５)　 确认货油舱透气、驱气和除气及其他通风布置ꎬ以及货油舱压力和真空保护等所有方面都

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６)　 确认进入船首通道已按认可的图纸布置ꎻ
　 (７)　 确认不小于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的应急拖带装置已按认可的图纸布置船ꎻ
　 (８)　 确认专用海水压载舱配有有效的防腐系统ꎬ如硬涂层ꎮ
２. ５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检验ꎬ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的附加要求还应

包括:
　 (１)　 按本章 ２. ４(１)的规定ꎮ
２. ６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ꎬ船上配有所需文件的核查应包括:
　 (１)　 确认已备有稳性资料和破损控制图ꎻ
　 (２)　 确认备有操船手册ꎬ并确认操船资料展示在驾驶室ꎻ
　 (３)　 确认船上备有载运包括集装箱在内的货物单元的认可的货物系固手册ꎻ
　 (４)　 确认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油船和 ２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散货船备有经批准的检验通道手册ꎻ
　 (５)　 确认船上配有一套建造时的结构图纸ꎻ
　 (６)　 确认船上配有批准的涂层技术文件(如适用)ꎻ
　 (７)　 核查船舶备有具体的应急拖带程序ꎻ
　 (８)　 确认船上备有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ꎮ
２. ７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在检验合格之后ꎬ应签发货船构造安全证书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现有证书和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用时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书

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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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核查船级证书ꎻ
　 (６)　 适用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７)　 适用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适用时ꎬ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０)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１)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确认船上备有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

件(如适用)ꎻ核查船舶备有具体的应急拖带程序ꎻ
　 (１２)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都持有符合国际海员培训、发证值班标准公约(ＳＴＣＷ 公

约)要求的证书ꎻ
　 (１３)　 核查船上是否安装新设备ꎬ如果是这样ꎬ则确认该设备在装船前已获认可并且其所带来的

任何变化已在相应的证书上有所反映ꎻ
　 (１４)　 确认船上备有稳性资料ꎬ包括破损稳性(如适用)和破损控制图ꎻ
　 (１５)　 确认船上备有操船手册ꎬ并且确认操船资料在驾驶室显示ꎻ
　 (１６)　 核查航海日志记载证明已进行操舵装置的试验和应急演习ꎻ
　 (１７)　 核查对锅炉和其他受压容器的常规检验已按要求进行ꎬ并核查安全装置诸如锅炉安全阀

已经过试验ꎻ
　 (１８)　 适当时ꎬ核查船体和轮机已按本局授权组织认可的循环检验计划的要求进行检验ꎻ
　 (１９)　 适当时ꎬ确认船上备有加强检验报告和状态评估报告①的完整卷宗ꎮ 确认船上备有适当的

物质安全数据单ꎻ
　 (２０)　 确认散货船船上备有散装货物装 /卸和堆装手册ꎻ
　 (２１)　 确认载运密度 １７８０ｋｇ / ｍ３及以上货物的散货船ꎬ在其船中部标有永久性三角标记ꎻ
　 (２２)　 确认散货船船上备有装载仪且性能良好ꎻ
　 (２３)　 确认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ꎬ用于载运密度为 １７８０ｋｇ / ｍ３以上的

固体散装货物的单舷侧结构散货船ꎬ在规定的实施日期应具有足够稳性和强度承受船首货舱的进水ꎻ
　 (２４)　 确认船上备有载运包括集装箱在内的货物单元的认可的货物系固手册ꎻ
　 (２５)　 确认船上备有载运散装货物的装载手册ꎻ
　 (２６)　 适用时ꎬ核查油船和散货船上配有船舶结构通道手册ꎻ
　 (２７)　 如有时ꎬ确认船舶结构改装业经本局授权组织认可ꎬ其改装图纸应保存在船上ꎻ
　 (２８)　 确认船上备有适当的涂层技术文件(如适用)ꎻ
　 (２９)　 确认全船保养系统中包括保护涂层的维护(如适用)ꎮ
３. ２　 货船船体②、机械和设备的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从总体上且在所有可见的部位检查船体及其关闭装置ꎻ
　 (２)　 在所能观察到的情况下ꎬ检查锚泊和系泊设备ꎻ 对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建造的船舶ꎬ确认

拖带和系泊设备的安全操作的任何限制已正确标识ꎻ
　 (３)　 在所能观察到的情况下ꎬ检查防撞舱壁和其他水密舱壁ꎻ
　 (４)　 检查和试验水密舱壁上所有的水密门的就地和遥控操作ꎻ确认干舷甲板以下船壳板开口的

关闭装置ꎮ
　 (５)　 检查每台舱底泵ꎬ并且确认每个水密舱室的舱底排水系统合格ꎻ
　 (６)　 确认干舷甲板以上围蔽货物处所的排水系统合格ꎻ目视检查排水设备是否堵塞或有其他破

损并确认使用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的闭式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备有防止排水装置堵塞的措施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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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ＩＭＯ Ａ. １０４９(２７):«２０１１ 年国际散货船和油船检验期间加强检验程序规则»(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１０４９９(２７):«２０１１ 年国际散货船和油船检验期间加强检验程序规则»(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ꎮ



　 (７)　 确认机器、锅炉和其他压力容器ꎬ及其管系和属具的安装和保护ꎬ已充分考虑到其运动部

件、热表面和其他危险情况ꎬ对船上人员安全的危险减至最低程度ꎻ
　 (８)　 确认即使在任何一重要辅机发生故障时ꎬ推进机械仍能保持或恢复正常的操作ꎻ
　 (９)　 确认已有措施ꎬ保证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ꎬ机器能够从瘫船状态运转起来ꎻ
　 (１０)　 机器、锅炉、所有蒸汽、液压、气动和其他系统及其相关属具进行总体检查ꎬ确认其保持良

好工作状态ꎬ特别是对火灾和爆炸等危险的预防措施ꎻ
　 (１１)　 检查和试验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及其有关设备和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ꎻ
　 (１２)　 确认驾驶室与舵机室之间的通信设施和舵角显示器的运行令人满意ꎻ
　 (１３)　 确认向应急操舵位置(如设有)传递首向情况的装置以及提供可视罗经读数的装置ꎻ
　 (１４)　 确认液压动力操作的、电动和电动液压的操舵装置所要求的各种报警装置的运行令人满

意ꎬ 并且确认液压动力操作的操舵装置的重新充液装置保持良好状态ꎻ
　 (１５)　 检查主机和对船舶推进和安全所必需的辅助机械的操作ꎬ适用时ꎬ包括从驾驶室对推进机械

的遥控操作(包括控制、监测、报告、警报和安全的行动)ꎬ以及从机器控制室操作主机和其他辅机的装置ꎮ
　 (１６)　 确认机器处所的通风的运行良好ꎻ
　 (１７)　 确认机器处所内的防止噪声的措施是有效的ꎻ
　 (１８)　 确认机舱车钟、驾驶室和机器处所之间的第二通信设施ꎬ以及与其他机器控制位置的通信

设施令人满意ꎻ
　 (１９)　 确认在轮机员起居舱室中能清晰地听到轮机员警报ꎻ
　 (２０)　 尽可能在工作状态下ꎬ对电气设备进行目检ꎬ包括动力系统和照明系统ꎻ
　 (２１)　 尽量确认应急电源的运行包括其启动装置、供给系统(若有时)以及自动运行ꎻ
　 (２２)　 总体检查防止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ꎻ
　 (２３)　 检查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布置ꎬ尤其是抽查报警、自动功能和停车功能试验ꎻ
　 (２４)　 尽可能确认结构防火未作改动ꎬ检查所有手动和自动防火门ꎬ验证其操作功能ꎬ试验所有

通风系统进出口的关闭装置ꎬ以及从所服务的处所外面试验停止动力通风机的装置ꎻ
　 (２５)　 确认起居处所、机器处所和其他处所的脱险通道令人满意ꎻ
　 (２６)　 检查生活用气体燃料的装置ꎻ
　 (２７)　 海水系统所有膨胀接头进行目视检查ꎻ
　 (２８)　 检查油船、散货船内部处所时ꎬ尽量检查通向货舱处所和其他留空处所的通道设施ꎻ
　 (２９)　 确认船上所安装的材料不含石棉ꎻ
　 (３０)　 检查所有货舱和货物传输装置隧道污水阱水位报警器功能ꎻ
　 (３１)　 检验散货船的货舱、压载舱、干燥处所的水位探测器和声光报警器ꎻ
　 (３２)　 核查散货船防撞舱壁前排放和泵吸系统的有效性ꎻ
　 (３３)　 确认船舶识别号已永久性标识ꎻ
　 (３４)　 检查单壳的单货舱货船的水位探测器和声光报警器ꎻ
　 (３５)　 确认所有类型船舶的专用海水压载舱和船长 １５０ｍ 及以上散货船的双舷侧处所的涂层系

统已维护且这种维护、修理和部分重新施涂已在涂层技术文件中予以记载(如适用)ꎻ
　 (３６)　 确认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且对载运密度为 １７８０ｋｇ / ｍ３及以上货物有限制的散货船ꎬ

在其船中部标有一个永久性三角形标记ꎻ
　 (３７)　 确认散货船配有装载仪且其性能良好ꎮ
３. ３　 货船船体①机械和设备的年度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适当时ꎬ确认在发生单一故障时ꎬ重新获得操舵能力的必要装置运行良好ꎻ
　 (２)　 检查货油舱开口ꎬ包括填料、舱口盖、舱口围板和防火网ꎻ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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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检查货油舱压力 /真空阀和防止火焰通过的装置ꎻ
　 (４)　 尽量检查所有燃料舱、含油压载舱和含油污水舱柜以及空舱的透气口的防止火焰装置ꎻ
　 (５)　 检验货油舱的透气、驱气、除气和其他通风系统ꎻ
　 (６)　 检查甲板上和货油泵舱内的货油系统、原油洗舱系统、压载系统和扫舱系统以及甲板上的

燃料油系统ꎻ
　 (７)　 确认危险区内所有电气设备ꎬ适用于该处所并处于良好状态ꎬ而且得到恰当的维护ꎻ
　 (８)　 在货油泵舱内或附近区域无潜在着火源ꎬ诸如无装置松动、可燃物质等ꎬ没有不当的渗油痕

迹ꎬ并且进出梯子处于良好状态ꎻ
　 (９)　 确认所有泵舱舱壁无渗油痕迹或裂缝ꎬ尤其是货油泵舱舱壁所有贯穿的密封装置ꎻ
　 (１０)　 尽可能检查货油泵、舱底泵、压载泵和扫舱泵轴封装置处不当的渗漏ꎬ确认电动和机械遥

控操作和关闭装置的操作正常和货油泵舱舱底排水系统的运行正常ꎬ并且核查泵底座的完整性ꎻ
　 (１１)　 确认泵舱通风系统正常、导管完整ꎬ挡板工作正常ꎬ防火网清洁ꎻ
　 (１２)　 确认在货油泵出口管路上安装压力表和液位指示系统是可操作的ꎻ
　 (１３)　 检查通往船首通道的布置ꎻ
　 (１４)　 检查不小于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的拖带布置ꎻ
　 (１５)　 确认油船和散货船的专用压载水舱内设置的防腐系统得以维护ꎻ
　 (１６)　 检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建造的液货船的所有货泵舱内的应急照明得到满足ꎮ
３. ４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年度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在货船构造安全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表示船舶的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４　 中 间 检 验

４. １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中间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船龄超过 ５ 年的船舶ꎬ对有代表性的压载舱进行内部检查ꎻ
　 (３)　 船龄超过 １０ 年的船舶ꎬ干货船装货处所选择性地进行内部检查ꎮ
４. ３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中间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３ 的规定ꎻ
　 (２)　 检查各管路系统ꎬ如果有疑点时ꎬ对该管路系统进行压力试验或厚度测量ꎬ或两者ꎮ 尤其要

注意诸如采用复板修理的处理ꎻ
　 (３)　 船龄超过 １０ 年的船舶ꎬ货舱处所选择性地进行内部检查ꎻ
　 (４)　 危险区内ꎬ诸如货油泵舱和货油舱相邻处所的电气设备和线路进行绝缘电阻测试ꎬ但是如

果船上保持有适当的绝缘电阻测试记录则应考虑采纳最近读数ꎮ
４. ４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中间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在检验合格之后ꎬ在货船构造安全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果检验表明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要求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货船船体、轮机和设备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除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有效期的检查外ꎬ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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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货船船体、轮机和设备的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２ 的规定ꎻ
　 (２)　 检查海底阀及其与船体的连接ꎻ
　 (３)　 检查锚泊和系泊设备ꎬ应使用锚机进行放锚和起锚ꎮ
５. ３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换证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３ 的规定ꎮ
５. ４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换证检验ꎬ化学品运输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舶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３(１)的规定ꎮ
５. ５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换证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在检验合格之后ꎬ应签发货船构造安全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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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船底外部检查

１　 船底外部检查

１. １　 船底外部检查应包括:
　 (１)　 检查船壳板ꎬ包括船底板、船首板、龙骨、舭龙骨、首柱、尾框架以及舵ꎻ
　 (２)　 注意舵轴承的测量间隙ꎻ
　 (３)　 尽可能检查螺旋桨和轴封ꎻ
　 (４)　 尽可能注意螺旋桨轴的测量间隙ꎻ
　 (５)　 检查海底阀箱以及过滤器ꎻ
　 (６)　 船体相关项目参照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有关船底外部检查项目ꎮ
１. ２　 船底外部检查完成应包括:
　 (１)　 检查合格后ꎬ应在货船构造安全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果货船船底外部检查表明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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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定期检验ꎻ
　 (３)　 换证检验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货船无线电装置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设备ꎬ其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确定申报无线电作业海区ꎬ为满足作业的海区的功能要求而安装的设备ꎬ为确保功能要求

的有效性ꎬ而采用的方法和提供应急能源(如有时)的布置ꎻ
　 (２)　 确定应对无线电设备进行检验ꎬ如果使用双套设备作为确保功能要求的可行性的措施ꎬ则

确定“基本设备”和“双套设备”ꎻ
　 (３)　 确认所有要求设备均符合相应的、不低于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性能标准ꎻ
　 (４)　 审查无线电装置ꎬ包括能源和天线的配备和布置ꎻ
　 (５)　 审查救生用的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和布置ꎮ
２. ２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设备ꎬ船舶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检查每一无线电设备的位置、性能和电磁保护及其照明ꎻ
　 (２)　 确认与船舶申报的作业海区有关的无线电设备的配备ꎬ同时确认所申报的保持功能要求可

行的方法ꎻ
　 (３)　 确认有至少 ２ 台分开的和独立的装置ꎬ每台装置具有能使用不同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从正常

的航行位置发送船对岸遇险警报的能力ꎻ
　 (４)　 检查所有天线ꎬ包括:

①　 目视检查所有天线ꎬ包括国际海事卫星(ＩＮＭＡＲＳＡＴ)天线ꎬ以及馈线位置是否恰当且无

缺陷ꎻ
②　 核查所有天线的绝缘和安全性ꎻ

　 (５)　 检查备用能源ꎬ包括:
①　 核查有足够的能力使基本设备或双套设备运行 １ｈ 或 ６ｈ(根据需要)ꎻ
②　 当备用能源是电池时:

ａ)　 核查其位置和布置ꎻ
ｂ)　 适当时ꎬ采用相对密度计(比重计)或电压测量检查其状况ꎻ
ｃ)　 电池充完电后ꎬ要求无线电设备在最大负荷情况下ꎬ核查电池电压及放电电流ꎻ
ｄ)　 核查充电器在 １０ｈ 之内将备用电池重新充电ꎻ
ｅ)　 核查是否连续自动地向所有双向通信设备提供船位信息ꎻ

　 (６)　 检查甚高频(ＶＨＦ)无线电收发机ꎬ包括:
①　 核查 ６、１３ 和 １６ 频道的操作情况ꎻ
②　 核查频率容限、发射线质量以及无线电频率功率输出ꎻ
③　 核查控制装置的正确操作ꎬ包括控制装置的优先权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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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核查设备ꎬ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行ꎻ
⑤　 核查为航海安全而配备的甚高频(ＶＨＦ)控制装置ꎬ或手提式甚高频(ＶＨＦ)设备的

运行ꎻ
⑥　 核查与岸站或其他船舶空中联系的正确运行ꎻ

　 (７)　 检查甚高频(Ｖ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控制器ꎬ以及 ７０ 频道 ＤＳＣ 值班接收机ꎬ包括:
①　 实施停止发射状况下的检查ꎬ以确认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系统已正确编入设备的程序ꎻ
②　 船上双套设备或专用试验设备发出常规的或试验性呼叫的方式通过向岸站、其他船舶

进行试验ꎬ核查其正确的发射功能ꎻ
③　 船上双套设备或专用试验设备接收常规的或试验性呼叫的方式通过岸站、其他船舶进

行试验ꎬ核查其正确的接收功能ꎻ
④　 核查甚高频(ＶＨＦ) /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警报的可听性ꎻ
⑤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行ꎻ

　 (８)　 检查中频 /高频 (ＭＦ / ＨＦ)无线电话设备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行ꎻ
②　 核查在所有适用频带的天线调谐ꎻ
③　 核查设备在所有适用频带上是否处于频率容限之内ꎻ
④　 通过与岸站联系和 /或测量发射线质量和无线电频率功率输出的方式ꎬ核查正确的操作ꎻ
⑤　 在所有合适频带通过对已知电台进行监听ꎬ以检查接收机的性能ꎻ
⑥　 如果在驾驶室外面也配备了控制装置ꎬ核查驾驶室的控制装置具有启动遇险警报的第

一优先权ꎻ
　 (９)　 检查高频(ＨＦ)无线电电传设备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在主能源、应急能源(如有时)和备用能源供电的情况下能否正常运行ꎻ
②　 确认选择呼叫号码已正确编入设备的程序ꎻ
③　 通过检查最近的复制件或与岸站试验ꎬ以核查其运行正确性ꎻ

　 (１０)　 检查 ＭＦ / ＨＦ ＤＳＣ 控制器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行ꎻ
②　 确认正确的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系统已编入设备的程序中ꎻ
③　 核查停止发射状态下的自测程序ꎻ
④　 如果岸上规则允许使用 ＭＦ / ＨＦ 发射ꎬ通过在 ＭＦ 和 /或 ＨＦ 上向岸站进行试验性呼

叫ꎬ以检查其运行情况ꎻ
⑤　 核查中频 /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警报的可听性ꎻ

　 (１１)　 检查中频 /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 ＤＳＣ)值班接收机ꎬ包括:
①　 确认只在遇险和安全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频率进行监听ꎻ
②　 核查在进行中频 /高频(ＭＦ / ＨＦ)无线电发射机操作时保持连续监视ꎻ
③　 通过来自岸站或其他船舶的试验呼叫ꎬ核查正确的运行ꎻ

　 (１２)　 检查无线电话遇险频率值班接收机ꎬ包括:
①　 核查静默 /非静默功能ꎻ
②　 核查接收器对已知电台信号的灵敏度ꎻ
③　 核查扬声器的可听见性ꎻ

　 (１３)　 检查国际海事卫星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船舶地面站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行ꎬ并检查

当要求船舶的航海或其他设备连续发出信息时ꎬ确认该信息在船舶主电源或应急电

源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能得到保持ꎻ
②　 可能时ꎬ通过经认可试验程序核查遇险呼叫功能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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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通过检查最近的复制件或以试验呼叫方式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１４)　 适当时ꎬ检查航行警告接收机(ＮＡＶＴＥＸ)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所收到的信息或检查最近的复制件的方式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②　 运行自测程序(如有时)ꎻ

　 (１５)　 检查加强群呼叫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所接收信息或检查最近的复制件的方式核查其运行和海区正确ꎻ
②　 运行自测程序(如有时)ꎻ

　 (１６)　 适当时ꎬ检查无线电设备通过高频窄带印字电报(ＨＦ ＮＢＤＰ)接收的海上安全信息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所接收信息或检查最近的复制件的方式核查其运行正确ꎻ
②　 运行自测程序 (如有时)ꎻ

　 (１７)　 检查 ４０６ＭＨｚ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ꎬ包括:
①　 检查其自由漂浮ꎬ操作位置和安装ꎻ
②　 进行目视检查ꎻ
③　 运行自测程序ꎻ
④　 检查应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的识别号(１Ｄ)清晰标注在设备外部ꎬ如可行ꎬ解出应

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的识别码(１Ｄ)ꎬ确认其正确性ꎻ
⑤　 核查电池失效日期ꎻ
⑥　 核查静水压力释放器及其失效日期ꎻ
⑦　 在不向卫星发射遇险信号的情况下ꎬ核查工作频率的发射状况ꎬ以及在 ４０６ＭＨｚ 上的

信号编码和存放ꎻ
⑧　 核查 ＥＰＩＲＢ 在 ５ 年间隔期内ꎬ已通过认可的岸基维护设施进行维护ꎻ
⑨　 如可能ꎬ在不向卫星发射遇险信号的情况下ꎬ核查工作频率的发射状况ꎬ以及在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上的导航信号编码和存放ꎻ
　 (１８)　 检查双向甚高频 ＶＨＦ 无线电话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其他固定或手提 ＶＨＦ 装置的试验ꎬ核查在 １６ 频道及另一频道上的运行正确ꎻ
②　 如使用充电电池ꎬ检查其充电装置ꎻ
③　 如使用一次性电池ꎬ核查其失效日期ꎻ
④　 适当时ꎬ核查设在救生艇筏内的任何固定装置ꎻ

　 (１９)　 检查雷达应答器ꎬ包括:
①　 检查位置和安装ꎻ
②　 在船舶的 ９ＧＨｚ 雷达上监控其响应ꎻ
③　 检查电池失效日期ꎻ

　 (２０)　 检查所备的试验设备及备件ꎬ以确保其能满足在船舶所营运海区的要求ꎬ同时检查为保持

功能要求可行性的申报项目ꎮ
２. ３　 无线电装置ꎬ包括用于救生设备的装置ꎬ船上配有所需文件的核查应包括:
　 (１)　 核查由国家无线电电讯管理机关签发的有效无线电执照ꎻ
　 (２)　 核查无线电报务员的资质证书ꎻ
　 (３)　 核查无线电记录(日志)ꎻ
　 (４)　 核查船上配备的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出版物是最新版本ꎻ
　 (５)　 核查船上配备所有设备操作手册ꎻ
　 (６)　 当海上维修保养申报项目时ꎬ检查配备所有设备检修手册ꎮ
２. ４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用于救生设备的装置ꎬ其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验船师应填写并提交检验报告ꎬ清楚地指明他所代表的机构ꎬ检验和记录、未检验和缺陷的

详述ꎬ如验船师对此表示满意ꎬ则应签发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以及有关的设备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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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定 期 检 验

３. １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设备ꎬ其现有证书及其他记录检查应包括:
　 (１)　 适当时ꎬ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

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检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检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检查其船级证书ꎻ
　 (６)　 适当时ꎬ检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

效性ꎻ
　 (７)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适当时ꎬ检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０)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１)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１２)　 核查船上是否备有足够资料以确保设备能适当操作和维护ꎻ
　 (１３)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是否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ＴＣＷ)的要

求发证ꎻ
　 (１４)　 确认任何新的设备在安装以前已经适当认可ꎬ并确认没有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其证书有效

性的变化ꎻ
　 (１５)　 确认自上一次检验以来ꎬ一直按本局要求的ꎬ并符合无线电规则要求的方式进行记录ꎻ
　 (１６)　 检查电池的实际容量ꎬ有在最近 １２ 个月内在岸上予以验证的证明ꎻ
　 (１７)　 确认满足本章 ２. ３ 规定ꎻ
　 (１８)　 核查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已进行年度试验ꎬ适用时ꎬ在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由岸基维修

站进行维修ꎮ
３. ２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用于救生设备的装置ꎬ其定期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２. ２ 的规定ꎮ
３. ３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设备的装置ꎬ其定期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要求ꎮ

４　 换 证 检 验

４. １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设备的装置ꎬ其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除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有效性之外ꎬ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设备的装置ꎬ其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２. ２ 的规定ꎮ
４. ３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设备的装置ꎬ其换证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按本章 ２. ４ 之规定签发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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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换证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 和 ４ 以及第 ２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有关载重线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审查在勘定干舷的相应吃水的结构强度ꎻ
　 (２)　 审查完整稳性ꎬ如适用时ꎬ检查提供给船长的破损稳性资料以及装载和压载资料ꎬ应审查倾

斜试验数据ꎮ 然而ꎬ本局授权的组织认为该船有其姐妹船倾斜试验数据可得到基本稳性数据ꎬ可免做倾

斜试验ꎻ
　 (３)　 确定干舷ꎬ包括决定和核定干舷的条件ꎮ
２. ２　 船舶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的载重线检验应包括:
　 (１)　 核查船舶在强度方面已按认可的图纸建造ꎻ
　 (２)　 确认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予以正确勘划ꎻ
　 (３)　 进行倾斜试验或空船测定ꎻ若本局授权的组织认为该船可从其姐妹船倾斜试验数据得到基

本稳性数据ꎬ则可免做倾斜试验ꎻ
　 (４)　 检查上层建筑端壁及其上的开口ꎻ
　 (５)　 检查在干舷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上的货舱舱口、其他舱口及其他开口的风雨密关闭装置ꎻ
　 (６)　 检查通风筒和空气管ꎬ包括其围板和关闭装置ꎻ
　 (７)　 检查干舷甲板以下的任何舷侧开口关闭装置的水密完整性ꎻ
　 (８)　 检查泄水孔、进水孔和排水孔ꎻ
　 (９)　 检查垃圾排放滑道ꎻ
　 (１０)　 检查锚链管和锚链舱ꎻ
　 (１１)　 检查舷窗和风暴盖ꎻ
　 (１２)　 检查舷墙ꎬ包括排水舷口应特别注意带有挡板的排水舷口ꎻ
　 (１３)　 检查为进出船员处所及工作处所的栏杆、梯道、通道的船员保护设施和其他设施ꎻ
　 (１４)　 如适用时ꎬ检查允许减少干舷船舶的航行特殊要求ꎻ
　 (１５)　 如适用时ꎬ检查用于装载木材甲板货的属具和设施ꎮ
２. ３　 船上有关载重线的证书等文件的检查应包括:
　 (１)　 核查装载和压载资料已提供给船长ꎮ
２. ４　 载重线的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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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载重线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当时ꎬ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

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检查船级证书ꎻ
　 (６)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

效性ꎻ
　 (７)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０)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１)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１２)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是否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ＴＣＷ)的要

求发证ꎻ
　 (１３)　 核查是否安装任何新的设备ꎬ如已安装ꎬ确认其在安装前已经过认可ꎬ并确认任何改变均

已在相应证书上有所反映ꎻ
　 (１４)　 核查稳性资料和如适用时核查装载和压载资料是有效的ꎮ
３. ２　 载重线的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总体核查船体强度没有降低ꎻ
　 (２)　 核查甲板线和载重线的位置ꎬ如有必要ꎬ应重新勘划和重新涂漆ꎻ
　 (３)　 核查船体或上层建筑未发生将影响确定载重线位置的计算的任何改变ꎻ
　 (４)　 检查上层建筑端壁及其上的开口ꎻ
　 (５)　 检查在干舷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上的货舱舱口、其他舱口及其他开口的风雨密关闭

装置ꎻ
　 (６)　 检查通风筒和空气管ꎬ包括其围板和关闭装置ꎻ
　 (７)　 检查干舷甲板以下的任何舷侧开口关闭装置的水密完整性ꎻ
　 (８)　 检查泄水孔、进水孔和排水孔ꎻ
　 (９)　 检查垃圾排放滑道ꎻ
　 (１０)　 检查使锚链管和锚链舱进水减至最少的设施ꎻ
　 (１１)　 检查舷窗和风暴盖ꎻ
　 (１２)　 检查舷墙ꎬ包括排水舷口ꎬ应特别注意带有挡板的排水舷口ꎻ
　 (１３)　 检查为进出船员处所及工作处所而设的栏杆、梯道、通道的船员保护设施和其他设施ꎻ
　 (１４)　 如适用时ꎬ检查允许减少干舷船舶的航行特殊要求ꎻ
　 (１５)　 如适用时ꎬ检查用于装载木材甲板货的属具和设施ꎮ
３. ３　 载重线年度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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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换 证 检 验

４. １　 载重线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包括:
　 (１)　 除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外ꎬ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载重线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检查船体ꎬ确保在勘定干舷相应的吃水有足够的强度ꎮ
４. ３　 载重线换证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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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中间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防止油污染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审查排油控制装置ꎬ排油监控系统和油水分离及滤油设备的图纸和设计ꎬ确认防污设备按

相关决议进行型式认可ꎻ
　 (２)　 审查特殊区域内操作装置ꎻ
　 (３)　 审查油和压载水的隔离装置及首尖舱或防撞舱壁前处所禁止装载油类布置ꎻ
　 (４)　 审查残油(油泥)舱及标准排放装置ꎻ
　 (５)　 审查燃油舱的保护布置ꎻ
　 (６)　 确认有关燃油舱保护满足规定要求ꎻ
　 (７)　 审查船上油污应急计划或对化学品船 /成品油船审查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２. ２　 防止油污染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ꎬ油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审查排油控制装置手册和有关控制船上油类排放装置的布置ꎬ验证排油控制装置按相关决

议进行型式认可ꎻ
　 (２)　 审查特殊区域内操作装置ꎻ
　 (３)　 审查专用压载舱布置ꎬ并核查其容量以及确认是否满足吃水和纵倾要求ꎻ
　 (４)　 审查原油洗舱装置ꎬ包括阴影图和«操作及设备手册»ꎬ核查设置的惰性气体系统ꎻ
　 (５)　 适当时ꎬ审查防止在碰撞或搁浅的情况下油污染的布置ꎻ
　 (６)　 审查专用压载舱的保护位置ꎬ以及使由于舷侧和船底损坏而引起的污染减小到最低程度的

布置ꎻ
　 (７)　 适用时ꎬ确认边舱、双层底舱或处所的维护和检查布置ꎻ
　 (８)　 审查泵舱底部保护布置(需要时设双层底)ꎻ
　 (９)　 审查泵吸、管路和排放装置ꎻ
　 (１０)　 审查“船上油污应急计划”ꎻ
　 (１１)　 审查油 /水界面探测布置ꎻ
　 (１２)　 审查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及以后交付使用的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油船的完整稳性ꎻ
　 (１３)　 审查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付使用的载重量 １５０ｔ 及以上油船的分舱和破损稳性ꎻ
　 (１４)　 适用时ꎬ审查溢流保护ꎮ
２. ３　 防止油污染船舶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适当确认滤油设备的安装和操作合格ꎬ并在适当时确认用于停止排放流出物的自动装置的

操作和报警装置或其他装置的有效运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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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如适用时ꎬ确认油分计及其记录装置是可操作的ꎬ并确认船上备有足够的记录装置所需的

易耗材料ꎻ
　 (３)　 试验特殊区域内所要求的自动停止排放装置(如有时)ꎻ
　 (４)　 确认燃油系统和水压载系统完全分隔ꎬ首尖舱没有装载油类ꎻ
　 (５)　 确认油渣(油泥)舱及其排放装置合格ꎮ 并且ꎬ当油渣舱的大小是依据认可的均质器、油渣

焚烧炉或其他认可的油渣处理装置ꎬ则应确认这些装置是操作合格的ꎻ
　 (６)　 确认配备标准排放接头ꎻ
　 (７)　 确认燃油舱的保护布置ꎮ
２. ４　 防止油污染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ꎬ油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确认污油水舱或指定为污油水舱的货油舱及其相关管路布置是合格的ꎻ
　 (２)　 确认排油监控系统的安装和操作是合格的ꎬ包括任何视听报警、停止污油水排放的自动和

手动装置、启动联锁装置以及流量计的精确度ꎻ
　 (３)　 确认油分计及其记录装置是可操作的ꎬ并确认船上备有足够的记录装置的易耗材料ꎻ
　 (４)　 确认船上配有认可的油 /水分界面探测器ꎬ并是可操作的ꎻ
　 (５)　 确认泵、管路和阀的布置符合专用压载舱系统的要求ꎬ并确认在货物系统和专用压载系统

之间无任何交叉连接ꎻ
　 (６)　 如设有可拆短管用于货油泵与专用压载系统连接ꎬ用于专用压载舱的应急排放ꎬ确认货油

泵与专用压载系统的连接处装有止回阀ꎬ并确认该短管被安置在货泵舱内显著的位置ꎬ并附有限制其使

用的永久性告示牌ꎻ
　 (７)　 穿过货油舱的压载管路ꎬ以及穿过压载舱的货油管路ꎬ应进行试验ꎬ确认无交叉污染ꎻ
　 (８)　 确认原油洗舱系统已按认可的图纸进行安装ꎬ特别是:

①　 检查原油洗舱管路、泵、阀和在甲板上安装的洗舱机械无漏泄痕迹ꎬ并核查所有原油洗

舱管路的固定装置完整和可靠ꎻ
②　 原油洗舱系统进行 １. ５ 倍工作压力的压力试验ꎻ
③　 洗舱机驱动装置不与油舱洗舱机连成一体情况ꎬ确认驱动装置可使用数量已在船上的

操作手册中作出规定ꎻ
④　 核查用于水洗舱的蒸汽加热器(如设置时)ꎬ在原油洗舱作业中能被双道截止阀隔离或

用明显可辨认的盲板法兰予以适当隔离ꎻ
⑤　 核查甲板值班员与货油控制位置之间的定期通信设施运行良好ꎻ
⑥　 确认过压释放装置(或其他认可的装置)安装在为原油洗舱系统供给泵上ꎻ
⑦　 确定兼用船洗舱机供油的挠性软管是认可型的ꎬ并且储存适当ꎬ状态良好ꎻ

　 (９)　 验证原油洗舱的有效性ꎬ特别是:
①　 (如适用时)检查为进和 /或出港装压载水的货油舱ꎬ以确认其清洁及扫舱的有效性ꎻ
②　 核查原油洗舱机是可操作的ꎬ并用位移式指示器和 /或声响器或其他认可的方法ꎬ来观

察原油洗舱机的正常运行ꎻ
③　 通过观察和监测设备和用手工投锤测量法或其他认可的方法ꎬ核查有关货油舱内扫舱

系统的有效性ꎻ
④　 原油洗舱后ꎬ通过油舱内部检查ꎬ证实“操作和设备手册”规定的安装和操作程序是合格的ꎻ

　 (１０)　 确认原油洗舱系统设有惰性气体系统ꎬ并已按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的规范要求进行安

装和试验ꎻ
　 (１１)　 适当时ꎬ确认防止在碰撞或搁浅的情况下油污染布置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１２)　 确认排放污压载水或含油污染水相关的管路是合格的ꎻ
　 (１３)　 确认在观察处所和排放控制处所观察含油污水的排放ꎬ包括两个处所间的通信系统试验

令人满意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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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确认货油泵和货油管路的排空装置ꎬ包括扫舱装置的设置和排至污水舱或货油舱或岸上

的接头是合格的ꎻ
　 (１５)　 适当确认安装在货油过驳系统和货油管路内的关闭装置合格ꎻ
　 (１６)　 确认除上述(１５)的规定外ꎬ分舱和稳性的布置能防止累进进水ꎻ
　 (１７)　 确认货泵舱底部保护布置(需要时设双层底)ꎮ
２. ５　 船上配有所需防止油污的文件的检查应包括:
　 (１)　 确认防止油污染设备ꎬ如油水分离设备、滤油设备、处理装置、油量计等有型式认可证书ꎻ
　 (２)　 确认配有«油类记录簿»ꎻ
　 (３)　 确认船上备有«油污应急计划»或化学品 /成品油船«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ꎻ
　 (４)　 确认船上 １５ｐｐｍ 舱底水分离器报警器或 １５ｐｐｍ 舱底水报警器操作和维护保养手册是有

效的ꎮ
２. ６　 船上配有所需防止油污染文件的检查ꎬ油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确认已备有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船对船(ＳＴＳ)操作计划(如适用)ꎻ
　 (２)　 如适用时ꎬ确认配有«原油洗舱操作和设备手册»ꎻ
　 (３)　 确认备有排油监控系统的操作手册连同决议案要求的其他适用文件ꎻ
　 (４)　 确认已备有油分计、排油监控系统和油 /水界面探测器的型式认可证书ꎻ
　 (５)　 确认已备有«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ꎻ
　 (６)　 确认已备有有关分舱和破损稳性的资料和数据ꎻ
　 (７)　 确认船上备有«油污应急计划»或化学品 /成品油船«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ꎻ
　 (８)　 确认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及以后交付使用的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油船的完整稳性ꎻ
　 (９)　 确认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油船备有破损稳性和剩余结构强度岸基电脑计算快速响应程序ꎮ
２. ７　 防止油污染的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油污证书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防止油污染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用时ꎬ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

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核查船级证书ꎻ
　 (６)　 适用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

效性ꎻ
　 (７)　 适用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适用时ꎬ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１０)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是否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ＴＣＷ)的要

求发证ꎻ
　 (１１)　 核查是否安装任何新设备ꎬ如已安装ꎬ确认其在安装以前已经过认可并确认任何改变已在

其证书上有所反映ꎻ
　 (１２)　 核查滤油设备的型式认可证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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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核查在«油类记录簿»第 Ｉ 部分中已有适当记载ꎻ
　 (１４)　 确认船上备有船上油污应急计划ꎬ或对化学品船 /成品油船确认备有船上海洋污染应急

计划ꎻ
　 (１５)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６)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７)　 适当时ꎬ核查船上备有 １５ｐｐｍ 舱底水分离器和 １５ｐｐｍ 舱底水报警装置的操作和维护保养

手册ꎻ
　 (１８)　 验证 １５ｐｐｍ 舱底水报警装置已由制造厂或制造厂授权的人员进行了校验且船上备有一份

有效的校验证书(如适用)ꎻ
　 (１９)　 确认备有«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如适用)ꎮ
３. ２　 防止油污染的现有证书及其他有关记录的检查ꎬ油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确认船上备有认可的«清洁压载舱操作手册»ꎬ和 /或认可的«原油洗舱系统操作与设备手册»ꎻ
　 (２)　 适当时ꎬ确认船上备有状况评估计划(ＣＡＳ)符合证明以及 ＣＡＳ 最终报告ꎻ
　 (３)　 确认船上备有排油监控系统的操作和保养手册ꎻ
　 (４)　 确认船上备有一份有效的排油监控设备校验证书ꎻ
　 (５)　 核查是否在«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中已有适当记载ꎻ
　 (６)　 确认在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及以后交船的 ５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油船备有按认可的格式提供的

装载工况和完整稳性资料ꎻ
　 (７)　 确认船上备有按认可的格式提供的分舱和破损稳性资料(如适用)ꎻ
　 (８)　 确认防油污设备ꎬ诸如油分仪、油 /水界面探测仪等的型式认可证书以及适用时ꎬ检查排油

监控设备的各种记录ꎻ
　 (９)　 根据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１ 章第 ２０ 条规定ꎬ确认船舶可继续营运ꎻ
　 (１０)　 确认已备有经本局批准的船对船(ＳＴＳ)操作计划(如适用)ꎮ
３. ３　 防止油污染的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目视检查油水分离设备或滤油设备或处理装置(如设置时)ꎬ并尽可能确认其操作是合格

的ꎬ包括(适当时)试验滤油设备的报警装置ꎻ
　 (２)　 目视检查排油监控系统ꎬ并尽可能确认其操作是合格的ꎬ包括(如可能时)用于停止含油污

水排放的自动和手动操作装置ꎬ监控装置的指示器和记录装置是可操作的ꎬ并证实船上备有足够的记录

装置的易耗材料ꎻ
　 (３)　 试验特殊区域排放要求的自动停止排放装置ꎻ
　 (４)　 确认燃油与水压载系统的分隔和首尖舱或防撞舱壁前处所禁止装载油类ꎻ
　 (５)　 核查残油(油泥)舱及其排放装置合格ꎬ并确认为残油(油泥)舱设置(如适用时)的均质器、

油泥焚烧炉或其他认可的污油控制装置是合格的ꎻ
　 (６)　 确认配备标准排放接头ꎮ
３. ４　 防止油污染的年度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检查排油监控系统及其相关设备ꎬ特别是:

①　 目视检查排油监控系统和设备ꎬ证明仪器已铅封ꎻ
②　 尽可能确认排油监控系统ꎬ包括油分计ꎬ如适用时ꎬ用于停止污油水排放的自动和手动

装置ꎬ以及启动联锁装置操作是合格的ꎻ
③　 观察指示器和记录装置是可操作的ꎬ并证实船上备有足够的记录装置的易耗材料ꎻ
④　 尽可能试验设置在排放监控系统的任何视、听报警装置ꎻ

　 (２)　 尽可能检查油 /水分界面探测器ꎻ
　 (３)　 确认货油系统与专用压载系统之间无任何交叉连接ꎻ
　 (４)　 如设有可拆短管用于货油泵与专用压载系统连接ꎬ用于专用压载水的应急排放ꎬ确认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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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与专用压载系统连接处装有止回阀ꎬ并确认该短管被安置在货泵舱内显著的位置ꎬ并附有限制其使用

的永久性告示牌ꎻ
　 (５)　 通过察看确认专用压载舱内无油类污染ꎻ
　 (６)　 尽可能确认清洁压载舱布置保持合格状态ꎻ
　 (７)　 通过察看确认指定清洁压载舱无油类污染ꎻ
　 (８)　 尽可能确认原油洗舱系统保持合格状态ꎬ特别是:

①　 目视检查原油洗舱管路、泵、阀和在甲板上安装的洗舱机无泄漏痕迹ꎬ并核查所有原油

洗舱管路的固定装置完整和可靠ꎻ
②　 洗舱机驱动装置不与油舱洗舱机械连成一体情况ꎬ确认驱动装置可使用的数量在船上

操作手册中作出规定ꎻ
③　 核查用于水洗舱的蒸汽加热器(如设置时)ꎬ在原油洗舱作业中能够被双道截止阀隔离

或明显可辨认的盲板法兰予以适当隔离ꎻ
④　 核查甲板值班员与货油控制位置之间的定期通信设施运行良好ꎻ
⑤　 确认过压释放装置(或其他认可的装置)安装在为原油洗舱系统的供给泵上ꎻ
⑥　 确认兼用船上洗舱机供油的挠性软管是认可型的ꎬ并且储存适当ꎬ状态良好ꎻ

　 (９)　 尽可能验证原油洗舱系统的有效性ꎬ特别是:
①　 (如适用时)核查为进港和 /或出港压载水的货油舱ꎬ确认其有效清洁和有效扫舱ꎻ
②　 尽可能ꎬ核查原油洗舱机械是可操作的ꎬ当在原油洗舱操作过程中通过位移式指示器

和 /或声响方法或其他认可的方法来观察洗舱机的正常操作ꎻ
③　 通过观察监测设备和用手工投锤测量法或其他认可的方法ꎬ尽可能核查有关货油舱扫

舱系统的有效性ꎻ
　 (１０)　 确认现有油船的特殊压载装置ꎬ这些装置是经认可的和合格的ꎻ
　 (１１)　 适当可行时ꎬ确认碰撞或搁浅事故时ꎬ防止油污染布置是经认可的和合格的①ꎻ
　 (１２)　 检查排放污压载水或含油污染水相关的管系ꎬ如设置时ꎬ包括部分分流系统是合格的ꎻ
　 (１３)　 确认观察站和排放控制站之间的通信设施是合格的ꎻ
　 (１４)　 确认货油泵和货油管路的排空装置ꎬ包括扫舱装置和排至污水舱或货油舱或岸上的接头

是合格的ꎻ
　 (１５)　 确认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油船备有破损稳性和剩余结构强度岸基电脑计算快速响应程序ꎮ
３. ５　 防止油污染的年度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防止油污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４　 中 间 检 验

４. １　 防止油污染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防止油污染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验ꎬ油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ꎮ
４. ３　 防止油污染的中间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３ 的规定ꎻ
　 (２)　 检查油水分离设备或滤油设备或处理装置(如设置时)ꎬ包括相关的泵、管路和配件磨损和

腐蚀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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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检查油分计(１５ｐｐｍ 报警器和舱底水监控器)的缺陷、蚀耗或损坏ꎬ并按照生产厂商的操作

须知ꎬ进行操作核查该油分计的校正记录ꎮ
４. ４　 防止油污染的中间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４ 的规定ꎻ
　 (２)　 检查排油监控系统和油分计的缺陷、蚀耗或损坏ꎬ并在按照生产厂商的操作须知进行操作

时ꎬ核查该油分计的校正记录ꎻ
　 (３)　 确认油 /水分界面探测器的运行是合格的ꎻ
　 (４)　 对原油洗舱系统:

①　 检查货油舱外的原油洗舱管路ꎻ如检查发现对其状况存有任何怀疑ꎬ则对管路进行压

力试验、测厚或两者ꎮ 应特别注意诸如采用复板焊接的任何修理ꎻ
②　 确认洗舱水的蒸汽加热器 (如设置时) 的隔离阀是合格的ꎻ
③　 应至少选择两个货油舱进行检查ꎬ作为快速手段ꎬ核实原油洗舱和扫舱系统的继续有

效性ꎬ如货油舱不能除气ꎬ使验船师安全进入ꎬ则不应进行舱内检查ꎻ在此情况下ꎬ该检

查可结合货油舱内部检查同时进行ꎻ
　 (５)　 检查海上保持关闭状态的每个货油舱阀(或其他类似关闭装置)的手动和 /或遥控操作ꎮ
４. ５　 防止油污染的中间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防止油污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防止油污染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验应包括:
　 (１)　 除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外ꎬ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ꎻ
　 (２)　 确认船上 １５ｐｐｍ 舱底水报警器经制造厂或由制造厂授权人员校准ꎬ且备有有效的校准

证书ꎮ
５. ２　 防止油污染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ꎬ油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确认船上备有排油监控设备的有效校准证书ꎮ
５. ３　 防止油污染的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３ 的规定ꎻ
　 (２)　 如有必要ꎬ通过模拟试验或等效方法ꎬ确认油水分离设备或滤油设备的运行是合格的ꎻ
　 (３)　 如有必要ꎬ通过模拟试验或等效方法ꎬ确认排油监控系统的操作ꎬ包括(如可行时)用于停止

排放的自动和手动操作是合格的ꎻ
　 (４)　 确认滤油系统报警器是合格的ꎻ
　 (５)　 当残油(油泥)柜的大小是依据均质器、油泥焚烧炉或其他认可的污油控制装置决定的ꎬ确

认这些装置的运行是合格的ꎮ
５. ４　 防止油污染的换证检验ꎬ油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４ 的规定ꎻ
　 (２)　 确认污油水舱或指定为污油水舱的货油舱的布置和相关管路是合格的ꎻ
　 (３)　 必要时ꎬ通过模拟试验或等效方法ꎬ确认排油监控系统及其相关设备包括油 /水分界面探测

器的运行是合格的ꎻ
　 (４)　 确认泵、管和阀的布置符合专用压载(ＳＢＴ)系统的要求ꎻ
　 (５)　 确认泵、管路和阀的布置符合经修订的“指定清洁压载舱的油船规定”的要求ꎻ
　 (６)　 确认原油洗舱系统符合该系统的要求ꎬ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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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油洗舱系统进行压力试验ꎬ试验压力至少达到工作压力ꎻ
②　 检查货油舱ꎬ确认原油洗舱和清扫系统的继续有效性ꎻ
③　 如设置时ꎬ对所有蒸汽加热器的隔离阀进行内部检查ꎻ

　 (７)　 通过油舱内部检查或其他本局授权的组织可接受的替代方法来证实原油洗舱系统的有效

性ꎮ 如货油舱不能进行除气使验船师安全进入ꎬ则不应进行舱内检查ꎬ该检查可结合货油舱内部检查同

时进行ꎻ
　 (８)　 确认穿过货油舱的压载管路和穿过压载舱的货油管路无泄漏ꎻ
　 (９)　 确认泵系、管路和排放装置是合格的ꎬ特别是:

①　 确认与污压载水或含油污染水的排放相关的管路是合格的ꎻ
②　 确认货油泵和货油管路的排空装置ꎬ包括扫舱装置和排至污油水舱或货油舱或岸上的

接头是合格的ꎻ
③　 确认部分分流系统的装置(如设置时)是合格的ꎻ

　 (１０)　 确认安置在驳油系统和货油管路的关闭装置是合格的ꎻ
　 (１１)　 确认在碰撞或搁浅事故时ꎬ防止油污染的布置是合格的ꎻ
　 (１２)　 确认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油船备有破损稳性和剩余结构强度岸基电脑计算快速响应程序ꎮ
５. ５　 防止油污染的换证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油污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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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章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换证检验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适用时ꎬ审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或生活污水粉碎和消毒系统ꎬ或生活污水储存舱ꎻ
　 (２)　 如设置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根据适用的决议核查本局签发的型式认可证书ꎻ
　 (３)　 如设置生活污水粉碎和消毒系统ꎬ核查本局签发的认可证书和临时提供生活污水储存

设施ꎻ
　 (４)　 如设置生活污水储存舱ꎬ核查其容量能够满足船上人员的需要ꎻ
　 (５)　 审查标准排放接头布置ꎻ
　 (６)　 审查排放生活污水至接收设备的管路布置ꎮ
２. ２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在船舶建造期间和设施安装之后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用时ꎬ外部核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或生活污水粉碎和消毒系统ꎬ或生活污水储存舱ꎻ
　 (２)　 如设置生活污水储存舱ꎬ核查其结构样式令人满意ꎬ并且有标识其容量的设施ꎻ
　 (３)　 确认备用标准排放接头ꎻ
　 (４)　 确认备用排放生活污水至接收设备的管路ꎮ
２. ３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ꎮ

３　 换 证 检 验

３. １　 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除现有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外ꎬ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

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书或客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及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核查船级证书ꎻ
　 (６)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

效性ꎻ
　 (７)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是否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６６



　 (１０)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是否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ＴＣＷ)的要

求发证ꎻ
　 (１１)　 核查是否安装任何新的设备ꎬ如已安装ꎬ确认其在安装前已经过认可ꎬ并确认任何改变均

已在相应证书上有所反映ꎮ
３. ２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２. ２ 的规定ꎻ
　 (２)　 如有必要ꎬ通过模拟试验或等效方法ꎬ确认防止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设备的运行是合格的ꎻ
　 (３)　 确认船上动物排出物的排放程序得到实施ꎮ
３. ３　 换证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新的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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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章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中间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图纸和设计(适用于批准装运有毒液体货物的船舶)的审查应包括:
　 (１)　 船舶拟定装运有毒液体物质清单ꎻ
　 (２)　 审查泵系ꎻ
　 (３)　 审查扫舱系统ꎻ
　 (４)　 审查洗舱系统和设备ꎻ
　 (５)　 审查水下排放布置ꎻ
　 (６)　 审查用于清除残余物的通风设备ꎻ
　 (７)　 审查用于易凝固和高黏度物质的加热系统ꎻ
　 (８)　 审查程序和布置手册ꎻ
　 (９)　 审查«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ꎻ
　 (１０)　 适用时ꎬ审查船舶的结构和布置根据载运的免除条件ꎬ准许载运个别标识的植物油ꎮ
２. ２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船舶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适用于经鉴证的船舶装运的物质)

应包括:
　 (１)　 确认泵系和扫舱系统合格ꎬ确认船上已设有足够数量的便携式管子或弯头(如有要求时)ꎻ
　 (２)　 如有要求ꎬ用水试验ꎬ以评估扫舱后的剩余量ꎻ
　 (３)　 确认设在船上的洗舱机工作正常ꎬ 且洗舱机是按程序和布置手册规定和认可的图纸安装的ꎻ
　 (４)　 确认洗舱水加热系统(如有要求时)是按认可的图纸安装的ꎻ
　 (５)　 确认用于便携式洗舱机的洗舱开口的数量和位置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６)　 确认水下排放出口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７)　 确认在公用排放管的水线以上开口ꎬ设有隔离装置ꎻ
　 (８)　 如使用变量泵ꎬ通过实际试验验证其排放率ꎬ能按程序和布置手册的规定予以控制ꎻ
　 (９)　 确认定量泵的排放流量装有限制流量的装置ꎻ
　 (１０)　 确认记录装置(如设置)的运行合格ꎬ并通过实际流量试验ꎬ验证精度在 ± １５％或更好ꎻ
　 (１１)　 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ꎬ已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ꎬ并工作正常ꎬ确认用于清除残

余物质的通风设备的便携式风扇驱动介质的压力ꎬ能达到所要求通风量的要求ꎻ
　 (１２)　 确认用于易凝固和高黏黏度物质的加热系统ꎬ已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ꎻ
　 (１３)　 适用时ꎬ确认船舶的结构和布置根据载运的免除条件ꎬ准许载运个别标识的植物油ꎮ
２. ３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ꎬ船上配有所需文件检查(适用于经鉴证的船舶装运的物质)应包括:
　 (１)　 确认备有程序和布置手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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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确认备有货物记录册ꎻ
　 (３)　 确认用于列入防止油污证书上的类油物质的排油监控装置已予核准ꎻ
　 (４)　 确认配有有关装载和破损稳性的资料和数据ꎻ
　 (５)　 确认配备“船上防止有毒液体物质污染应急计划”或“船上防止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２. ４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初次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当时ꎬ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

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核查船级证书ꎻ
　 (６)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７)　 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０)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是否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１１)　 检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是否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ＲＣＷ)的要

求发证ꎻ
　 (１２)　 核查安装任何新的设备ꎬ确认其在安装以前已经认可ꎬ并确认任何改变已在其证书上有所

反映ꎻ
　 (１３)　 确认船上配有程序和布置手册ꎻ
　 (１４)　 确认货物记录簿的使用正确ꎻ
　 (１５)　 确认排油监控装置按用于列入防止油污证书上的类油物质已予核准ꎻ
　 (１６)　 如载运污染类别 Ｙ 类货物时ꎬ按程序和布置手册察看记录装置(如设置)的记录ꎻ
　 (１７)　 确认备有«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３. ２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目视检查ꎬ确认泵吸和管系ꎬ包括扫舱系统(如设置)ꎬ以及相关设备保持认可时的状态ꎻ
　 (２)　 目视检查洗舱管路ꎬ确认洗舱机械的型号、容量、数量和布置保持认可状态ꎻ
　 (３)　 目视检查洗舱水加热系统ꎻ
　 (４)　 尽可能目视检查水下排放布置ꎻ
　 (５)　 确认控制残余物质排放率的装置保持认可状态ꎻ
　 (６)　 确认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保持认可状态ꎻ
　 (７)　 尽可能目视检查用于易凝固和高黏度物质的加热系统ꎻ
　 (８)　 确认符合列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中的任何附加要求ꎮ
３. ３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年度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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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 间 检 验

４. １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中间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从货物记录册中证实泵系和扫舱装置已有效地排空液货舱ꎬ并工作完全正常ꎻ
　 (３)　 如可能时ꎬ确认排放出口处于良好状态ꎻ
　 (４)　 确认记录装置(如设置)的操作合格ꎬ并通过实际流量试验证实其精度在 ± １５％或更好ꎻ
　 (５)　 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是合格的ꎬ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的便携式

风扇驱动介质的压力能达到所要求的风扇能量ꎮ
４. ３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中间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ꎬ其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除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外ꎬ还应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５. ２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２ 的规定ꎻ
　 (２)　 确认泵和扫舱系统合格ꎬ并确认船上有足够数量的可携式管子或弯头(如有要求时)ꎻ
　 (３)　 如有要求ꎬ用水试验ꎬ以评估扫舱后的剩余量ꎻ
　 (４)　 确认设在船上的洗舱机工作正常ꎬ符合程序和布置手册中规定ꎬ且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ꎻ
　 (５)　 确认洗舱水加热系统(如要求时)是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ꎻ
　 (６)　 确认用于便携式机械的洗舱开口的数量和位置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７)　 确认水下排放出口处于良好状态并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８)　 使用可变量泵时ꎬ通过实际试验ꎬ验证其排放率ꎬ能按程序和布置手册的规定予以控制ꎻ
　 (９)　 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ꎬ按认可的图纸安装并工作正常ꎻ
　 (１０)　 确认用于易凝固和高黏度物质的加热系统ꎬ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ꎮ
５. ３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换证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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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章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

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中间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为满足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ＩＢＣ 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
置和材料的图纸和设计的检查应包括:

　 (１)　 确定船舶适合拟允许载运货物ꎬ并注意相应的最低特殊要求ꎬ以及任何其他特殊要求ꎻ
　 (２)　 审查船型、液货舱位置、货物围护、构造材料、货物温度控制、液货舱通风系统、持续监测易

燃蒸汽浓度、环境控制、电气设备、防火和灭火、仪器仪表的图纸ꎬ并审查人员防护设备的配备、规格和储

存布置图ꎻ
　 (３)　 审查干舷和完整稳性、舱壁甲板以下的排水口和残存能力图ꎻ
　 (４)　 审查船舶布置图ꎻ
　 (５)　 审查货物驳运图ꎻ
　 (６)　 审查货物区域内处所的机械通风布置图ꎻ
　 (７)　 船舶拟订装运的有毒液体物质清单ꎻ
　 (８)　 审查泵吸系统ꎻ
　 (９)　 审查扫舱系统ꎻ
　 (１０)　 审查洗舱系统和设备ꎻ
　 (１１)　 审查水下排放布置ꎻ
　 (１２)　 审查用于清除剩余物的通风设备ꎻ
　 (１３)　 审查用于易凝固和高黏度物质的加热系统ꎻ
　 (１４)　 审查程序和布置手册ꎬ包括满足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的货物运载要求ꎮ
２. ２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ꎬ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装有货物或残余货物的液货舱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适当隔离ꎬ并与饮用

水舱和生活用品储藏室隔离ꎻ确认液货管系除在液货泵舱或泵舱外ꎬ未通过任何起居处所ꎬ服务处所或机

器处所ꎬ确认没有在首尖舱或尾尖舱装运液货ꎻ
　 (２)　 检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的出入口、进气口和开口与货物管系、货舱透气系统的

空气进口和开口ꎬ以及与货物区域的有关出入口、空气进口和开口ꎻ
　 (３)　 检查液货泵舱的布置ꎻ
　 (４)　 检查进入货物区域内处所的通道ꎻ
　 (５)　 检查舱底水和压载布置ꎬ确认泵和管路已予标识ꎻ
　 (６)　 检查(如适用时)船首或船尾装卸货装置ꎬ应特别注意其与起居处所、机器处所和服务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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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空气进口和出入口ꎻ检查电气设备、消防装置和通信设施ꎮ 以及试验液货泵的遥控关闭装置ꎻ
　 (７)　 确认液货舱型式按认可的图纸布置和安装ꎻ内部检查液货舱、水压载舱和货物区域内的其

他处所ꎬ并对其周界进行压力试验ꎻ
　 (８)　 检查液货驳运装置ꎬ确认所有货物软管适用于其所需用途ꎬ确认其已进行型式认可或标有

试验日期ꎻ
　 (９)　 检查并试验任何货物加热系统和冷却系统ꎻ
　 (１０)　 确认液货舱透气系统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ꎻ
　 (１１)　 确认用于控制液位可能升高至透气系统的高位报警器ꎬ或溢流控制系统或溢流阀或其他

等效设施的操作是合格的ꎻ
　 (１２)　 确认透气管路已设有适当的泄水设施ꎬ如公共透气系统ꎬ确认在独立的透气管或透气集管

的闭式透气系统的压力 /真空释放阀上方或下方未设有关闭阀或其他停止设施ꎬ包括盲通法兰或盲板

法兰ꎻ
　 (１３)　 确认液货舱配备主透气装置和辅助透气装置(或替代措施)ꎻ
　 (１４)　 检查透气出口高于露天甲板或纵向通道的高度ꎬ以及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空

气进口或开口距最近点火源的距离ꎬ确认所有高速透气阀为认可型的ꎻ
　 (１５)　 检查环境控制装置ꎬ包括储存或产生和干燥惰性气体的设施ꎻ
　 (１６)　 检查电气装置ꎬ适当时ꎬ确认电气设备使用特殊材料ꎬ设置在危险区域适用于所载运货物ꎬ

且电气设备已由公认机构认可ꎻ
　 (１７)　 确认独立液货舱与船体电气连接ꎬ并确认所有货物管连接处的密封和货物软管接头处均

电气接地ꎻ
　 (１８)　 检查防火与灭火装置ꎻ
　 (１９)　 检查液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确认该装置经试验合格ꎬ且其操作设施已清楚地

标识ꎻ
　 (２０)　 核查货物区域的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ꎬ包括泡沫原溶液的供应ꎬ并试验在该系统工作时ꎬ消

防总管达到所要求的压力时ꎬ供水枪的最低数量ꎻ
　 (２１)　 确认在货物区域ꎬ已配备适合用于所运输货物的手提式灭火设备ꎻ
　 (２２)　 检查在装卸货物操作时ꎬ确认通常需要进入的货物区域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的操作是合

格的ꎬ特别应检查:
①　 可在该处所外对该装置进行控制ꎻ
②　 已张贴有关使用的警告性告示ꎻ
③　 处所的通风系统应为抽出式ꎬ且能从花钢板上和下抽出ꎬ驱动电动机室的通风系统是

正压型除外ꎻ
④　 通风管道应不穿过起居处所、机器处所和服务处所ꎬ并且排气管出口应远离向这些处

所通风的进口和处所的开口ꎻ
⑤　 驱动通风风扇的电动机应不位于通风管道内和通风扇内部ꎬ在危险处所或危险区域

的风机和风扇应为非火花型结构ꎻ
　 (２３)　 检查通常货物操作期间不需要进入的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ꎬ确认其操作合格ꎻ
　 (２４)　 确认双层底舱、隔离舱、箱形龙骨、管隧、货舱处所及可能堆积货物的其他处所应进行有效

通风ꎻ确保有必要进入这些处所时ꎬ有安全的环境ꎻ适用时ꎬ确认已设置固定式管道ꎬ且所有的通风扇均为

无火花型结构ꎻ
　 (２５)　 检查在所有危险区域的本质安全系统ꎬ和用于测量、监测、控制、通信目的的电路ꎻ
　 (２６)　 检查人员防护设备的配备ꎬ特别是:

①　 为从事装卸操作的船员提供合适的防护服ꎬ且防护服提供适当的储藏ꎻ
②　 已配备所要求的安全设备ꎬ相关的呼吸器具和供气设施ꎬ以及适当时ꎬ应急逃生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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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眼睛保护设施ꎬ并作适当的储藏ꎻ
③　 配备急救医疗设备ꎬ包括担架和输氧设备ꎻ
④　 配备船上实际载运货物使用的解毒剂ꎻ
⑤　 船上配备的清除污染的淋浴设施和洗眼设备ꎻ
⑥　 船上配备要求的气体探测仪ꎬ并提供合适的蒸气探测管ꎻ
⑦　 货物样品储藏布置是合格的ꎻ

　 (２７)　 确认泵吸系统和扫舱系统合格ꎬ确认船上已设有足够数量的便携式管子或弯头(如有要

求时)ꎻ　
　 (２８)　 用水试验ꎬ确定扫舱后的剩余量ꎻ
　 (２９)　 确认设在船上的洗舱机工作正常ꎬ且洗舱机是按程序和布置手册和认可的图纸安装的ꎻ
　 (３０)　 确认洗舱水加热系统(如有要求时)是按认可的图纸安装的ꎻ
　 (３１)　 确认用于便携式洗舱机的洗舱开口数量和位置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３２)　 确认水下排放出口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３３)　 确认在公用排放管的水线以上开口设有隔离装置ꎻ
　 (３４)　 如使用变量泵ꎬ通过实际试验证实其排放率能按程序和布置手册的规定予以控制ꎻ
　 (３５)　 证实定量泵排放流量装有限制流量装置ꎻ
　 (３６)　 确认记录装置(如设置)的运行合格ꎬ并通过实际流量试验ꎬ验证其精度在 ± １５％或更好ꎻ
　 (３７)　 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ꎬ已按认可的图纸安装并工作正常ꎬ确认用于清除残余

物质的通风设备的便携式风扇驱动介质的压力ꎬ能达到所要求的风扇能量ꎻ
　 (３８)　 确认用于易凝固和高黏度物质的加热系统ꎬ已按认可的图纸进行安装ꎮ
２. ３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ꎬ船上配有所需文件检查应包括:
　 (１)　 确认船上备有装载和稳性资料手册ꎬ包括典型的装载和压载状态的详细情况、评估其他装

载条件的规定、船舶残存能力汇总ꎬ确保船舶在安全和适航条件下装载和运行的资料是足够的ꎻ
　 (２)　 确认已根据所有预期装载工况的装载资料及吃水和纵倾的变化而提供破损残存能力的

资料ꎻ
　 (３)　 确认备有各种货物密度的液货舱装载率表格ꎻ
　 (４)　 确认备有 ＩＢＣ 规则文本或等效的国家规则ꎻ
　 (５)　 确认备有与所载运货物的理化性能有关的资料ꎬ连同在事故中应采取的措施ꎻ
　 (６)　 确认备有包含货物驳运、液货舱清洗、除气、压载等程序的手册ꎻ
　 (７)　 确认备有程序和布置手册ꎻ
　 (８)　 确认船上备有«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ꎻ
　 (９)　 确认备有货物记录册ꎻ
　 (１０)　 确认用于列入防止油污证书上的类油物质的排油监控装置已予核准ꎻ
　 (１１)　 确认船上备有构造材料、防护衬料及涂层的相容性信息ꎮ
２. ４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ꎬ其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为满足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结构和设备规则(ＩＢＣ 规则)及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

构造和设备规则(ＢＣＨ 规则)ꎬ对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当时ꎬ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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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检查其船级证书ꎻ
　 (６)　 适当时ꎬ核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

效性ꎻ
　 (７)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１０)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是否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ＴＣＷ)的要

求发证ꎻ
　 (１１)　 核查是否安装任何新的设备ꎬ如已安装ꎬ确认其在安装以前已经过认可ꎬ并确认任何改变

已在其证书上有所反映ꎻ
　 (１２)　 确认船上备有装载和稳性资料手册ꎬ 包括典型装载和压载状态的详细情况ꎬ评估其他装载

条件的规定、船舶残存能力汇总ꎬ以及确保船舶在安全和适航条件下装载和营运的足够的资料ꎻ
　 (１３)　 确认所有预期的装载条件的装载资料及吃水和纵倾的变化是按破损残存能力的资料提

供的ꎻ
　 (１４)　 确认备有各种密度的液货舱装载率表格ꎻ
　 (１５)　 确认备有 ＩＢＣ 规则或 ＢＣＨ 规则文本ꎬ或等效的国家规则ꎻ
　 (１６)　 确认具有与所载运货物有关理化性能有关的资料ꎬ连同在事故中应采取的措施ꎻ
　 (１７)　 确认备有包含货物驳运、液货舱清洗、除气、压载等程序的手册ꎻ
　 (１８)　 确认船上备有程序和布置手册ꎻ
　 (１９)　 确认备有«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ꎻ
　 (２０)　 确认船上货物记录簿使用正确ꎻ
　 (２１)　 确认用于列入防止油污证书上的类油物质的排油监控装置已予核准ꎻ
　 (２２)　 确认船上备有结构材料、防护衬料及涂层的兼容性资料ꎮ
３. ２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驾驶室门、窗ꎬ上层建筑和甲板室面对货物区域端部的舷窗和窗均处于良好状态ꎻ
　 (２)　 确认在货泵舱或其附近无潜在点火源ꎬ例如无松动的装置、无易燃材料等ꎬ无不正常泄漏现

象ꎬ并确认出入梯子处于合格状态ꎻ
　 (３)　 确认为货物隔离ꎬ可移式管段或其他认可设备是可使用的ꎬ并处于合格状态ꎻ
　 (４)　 检查所有泵舱舱壁无货物漏泄现象或裂缝ꎬ特别是泵舱舱壁所有贯穿件的密封装置情况ꎻ
　 (５)　 确认货泵舱舱底排水系统的遥控操作是合格的ꎻ
　 (６)　 检查舱底水和压载布置并确认泵和管路已予以标识ꎻ
　 (７)　 确认(如适用时)船首或船尾的装卸货装置正常ꎬ试验通信设施及货泵的遥控关闭设施ꎻ
　 (８)　 检查货物驳运装置ꎬ确认所有软管适用于其所用目的ꎬ适当时ꎬ检查认可型号或标示试验

日期ꎻ
　 (９)　 检查(如适用时)货物加热系统或冷却系统ꎬ包括所有取样装置ꎬ并确认温度测量装置以及

相关的报警装置操作是合格的ꎻ
　 (１０)　 尽可能检查液货舱透气系统ꎬ包括压力 /真空阀ꎬ防止过压或欠压的辅助透气设施和防止

火焰穿过的装置ꎻ
　 (１１)　 检查测量装置、高位报警器和溢流控制阀ꎻ
　 (１２)　 确认用于补偿正常损耗ꎬ载运或产生足够气体的装置ꎬ以及用于监测液位空档装置是合

格的ꎻ
　 (１３)　 如干燥介质使用液货舱空气进口处时ꎬ确认配备足够的介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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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确认在危险区域内的所有电气设备适合于该区域使用ꎬ处于良好状态ꎬ并得到适当保养ꎻ
　 (１５)　 检查用于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和用于货物区域的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ꎬ确认其操作设

施ꎬ并作明显标记ꎻ
　 (１６)　 确认货物区域内ꎬ用于所载货物的手提式灭火设备是合格的ꎻ
　 (１７)　 尽可能检查在装卸货物期间ꎬ通常需进入的处所以及货物区域内的其他处所的通风装置ꎬ

确认其操作是合格的ꎻ
　 (１８)　 尽可能确认在所有危险区域内用于测量、监控和通信目的的电路是本质安全型的ꎬ并保持

合格状态ꎻ
　 (１９)　 检查用于人员防护的设备ꎬ特别是:

①　 从事装卸作业的船员的防护服ꎬ其储藏处于合格状态ꎻ
②　 所要求的安全设备和相关的呼吸器具和供气设备ꎬ适当时ꎬ检查应急逃生呼吸器和眼

睛防护设施等处于合格状态ꎬ并合适的储藏ꎻ
③　 急救医疗设备ꎬ包括担架和输氧设备处于合格状态ꎻ
④　 船上配备对实际载运货物进行解毒的解毒剂ꎻ
⑤　 清除污染的淋浴设施及洗眼设备是可使用的ꎻ
⑥　 船上配备所要求的气体探测仪ꎬ并备有合适的蒸气探测管ꎻ
⑦　 用于货物样品保存的布置是合格的ꎻ

　 (２０)　 目视检查ꎬ确认泵吸系统和管路系统ꎬ包括扫舱系统(如设置)ꎬ以及相关设备保持认可时

的状态ꎻ
　 (２１)　 目视检查洗舱管路ꎬ确认洗舱机械的型号、容量、数量和布置保持认可状态ꎻ
　 (２２)　 目视检查洗舱水加热系统ꎻ
　 (２３)　 尽可能目视检查水下排放装置ꎻ
　 (２４)　 确认控制残余物质排放率的装置保持认可状态ꎻ
　 (２５)　 确认流量指示装置是可操作的ꎻ
　 (２６)　 确认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保持认可状态ꎻ
　 (２７)　 尽可能ꎬ目视检查ꎬ用于易凝固和高黏度物质的加热系统ꎻ
　 (２８)　 确认任何液货舱高位报警器是可操作的ꎻ
　 (２９)　 检查列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中的任何附加要求ꎻ
　 (３０)　 适当时ꎬ确认在发生单一故障时ꎬ重新获得操舵能力的必要装置运行良好ꎮ
３. ３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年度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上

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４　 中 间 检 验

４. １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对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对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中间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检查透气管路泄水装置ꎻ
　 (３)　 确认(如适用)管路和独立液货舱与船体电气接地ꎻ
　 (４)　 普遍检查危险区域内ꎬ诸如液货泵舱及邻近液货舱区域的电气设备和敷线ꎬ核查设备、装置

和线路无缺陷ꎮ 测试电路的绝缘电阻ꎬ如船上保持有合适的试验记录ꎬ可考虑接受最近的测试读数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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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确认配备用于货物区域机械通风扇的备件ꎻ
　 (６)　 从货物记录册记录ꎬ验证泵吸和扫舱装置已有效地排空至液货舱ꎬ并工作完全正常ꎻ
　 (７)　 如可能时ꎬ确认排放出口处于良好状态ꎻ
　 (８)　 确认记录装置(如设置)的操作合格ꎬ并通过实际流量试验ꎬ验证其精度在 ± １５％或更好ꎻ
　 (９)　 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是合格的ꎬ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的便携式

风扇驱动介质的压力能达到所要求的风扇能量ꎮ
４. ３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对中间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上

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对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除国际散装运输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外ꎬ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５. ２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２ 的规定ꎮ
５. ３　 为满足 ＩＢＣ 规则和 ＢＣＨ 规则ꎬ对换证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化学品适装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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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章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次检验ꎻ
　 (３)　 中间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为满足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ＩＧＣ 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

和材料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确定船舶允许载运货物ꎬ并注意其相应的最低特殊要求和其他特殊要求ꎻ
　 (２)　 审查船型、货物围护、液货舱内蒸气空间的控制、蒸气探测、测量、人员防护、液货舱的灌注

极限以及其他特殊要求图纸ꎻ
　 (３)　 审查干舷和完整稳性、舱壁甲板以下的排水口以及残存能力的图纸ꎻ
　 (４)　 审查船舶布置图ꎻ
　 (５)　 审查处理用压力容器以及液体、蒸气和压力管系布置图ꎻ
　 (６)　 审查货物压力 /温度控制布置图ꎻ
　 (７)　 审查液货舱透气系统布置图ꎻ
　 (８)　 审查环境控制布置图ꎻ
　 (９)　 审查电气设备布置图ꎻ
　 (１０)　 审查防火和灭火布置图ꎻ
　 (１１)　 审查货物区域内的机械通风系统图ꎻ
　 (１２)　 审查仪器仪表(测量、气体探测)布置图ꎻ
　 (１３)　 审查(适用时)使用货物作为燃料布置图ꎮ
２. ２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ꎬ在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建造期间以及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货物区域内货物处所与居住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的隔离布置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２)　 检查液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室ꎻ
　 (３)　 检查人工操作应急切断系统ꎬ连同货泵和货物压缩机的自动关闭是合格的ꎻ
　 (４)　 检查货物控制室的布置ꎻ
　 (５)　 检查货物区域内处所的出入通道ꎻ
　 (６)　 检查空气闸装置ꎻ
　 (７)　 检查舱底水、压载和燃油装置ꎻ
　 (８)　 检查(适用时)船首或船尾装卸货装置ꎬ应特别注意与起居处所、机器处所和服务处所有关

的空气进口和出入口ꎬ检查电气设备、消防装置和液货控制室与岸上之间的通信设施ꎻ
　 (９)　 确认液货舱已按认可的图纸布置和安装ꎬ液货油舱、水压载舱、货物区域内的其他处所进行

内部检查ꎬ确认已进行合适的无损检测和压力试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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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确认货物围护系统连同次屏壁的密性试验在初始冷却前、后已按系统制造商提供的经批

准的程序进行ꎬ若每一液货舱或各液货舱之间制冷前、后结果发现有重大差异ꎬ确认已进行调查且必要

时ꎬ进行了附加试验ꎬ如不同压力、热力曲线或声波散发试验ꎻ
　 (１１)　 初始冷却、第 １ 次装卸货物和货物围护系统全面运行期间的检查ꎬ确认系统符合设计参数ꎮ

载运液化天然气船舶的检查应包括下列系统(如设有)的操作检查且令人满意:
①　 气体探测系统ꎻ
②　 货物控制和监测系统ꎬ如液位探测、设备、温度传感器、压力表、货泵舱和压缩机舱ꎬ以

及货物热交换工作时的正确控制ꎻ
③　 氮气产生装置或惰性气体发生器ꎻ
④　 次屏壁和环形空间绝缘的氮气压力控制系统ꎻ
⑤　 再液化装置ꎻ
⑥　 货物挥发气体燃烧设备ꎬ如锅炉或燃烧气体发动机ꎻ
⑦　 隔离舱加热系统ꎻ
⑧　 甲板上货物管路ꎬ包括膨胀和支承装置ꎻ
⑨　 采用液货舱顶部泄放程序ꎬ检查高位报警设备ꎻ

　 (１２)　 第 １ 次载货航行时ꎬ检查船体结构冷点ꎻ
　 (１３)　 检查液货舱和处理用管系ꎬ包括膨胀装置、与船体结构的绝缘、压力释放和排水装置ꎬ并进

行泄漏探测试验ꎻ
　 (１４)　 确认货物系统的阀布置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１５)　 确认任何液体和蒸气软管适用于其所需用途ꎬ并确认认可型号或标示试验日期ꎻ
　 (１６)　 检查货物压力 /温度控制装置ꎬ包括(如设置)任何制冷系统和再液化系统ꎬ并确认所有相

关的报警装置是合格的ꎻ
　 (１７)　 确认液货舱透气系统ꎬ适当时ꎬ包括用于液位控制ꎬ压力释放系统和真空 /压力系统ꎬ已按

认可的图纸予以安装ꎻ
　 (１８)　 检查环境控制装置ꎬ包括储存或产生干燥惰性气体设施ꎻ
　 (１９)　 检查电气装置ꎬ应特别注意设置在气体危险处所和区域内的认可防爆型电气设备ꎻ
　 (２０)　 检查防火和灭火装置ꎻ
　 (２１)　 检查货泵舱的固定灭火系统ꎬ并确认安装业已完成ꎬ且试验合格ꎬ其操作设施已清楚地

标明ꎻ
　 (２２)　 检查消防水总管ꎬ应特别注意消火栓和隔离装置的配备ꎬ核查在所要求的压力下有两股水

柱可到达货物区域和货物围护区域ꎬꎬ并试验主消防泵的遥控启动装置ꎻ
　 (２３)　 检查并试验用于冷却、防火和船员防护的水雾系统ꎬ并确认其操作设施已清楚地标明ꎻ
　 (２４)　 检查货物区域的化学干粉灭火系统ꎬ注意固定管系已适当地安装ꎬ并证明其是畅通的ꎬ确

认其操作设备已清楚地标明ꎻ
　 (２５)　 检查货物压缩机室和货泵舱已安装固定 ＣＯ２ 灭火装置ꎬ且试验合格ꎬ且其操作设备已清楚

地标明ꎻ
　 (２６)　 确认消防员装备的配备ꎬ并检查其存放布置ꎻ
　 (２７)　 检查在货物装卸期间ꎬ通常需进入的货物区域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ꎬ并确认其操作是合格

的ꎮ 特别应核查:
①　 可以从处所外面进行控制ꎻ
②　 其用途的警告性告示已予张贴ꎻ
③　 货物压缩机和货泵舱及认为是气体危险处所的货物控制室ꎬ核查其固定式负压型通

风装置ꎬ根据具体情况ꎬ允许从处所的上部或下部或同时从上部和下部进行抽风ꎻ
④　 驱动货物压缩机和货泵的电动机处所和货物区域内其他气体安全处所应安装正压型

８７



通风装置ꎬ安装惰性气体发生器的处所除外ꎻ
⑤　 排气导管无通向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及其他气体安全处所的通风进口和

开口ꎻ
⑥　 进气口的布置应最大限度地减少排气再循环或有害的蒸气进入ꎻ
⑦　 气体危险处所的管道不应穿越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以及控制站ꎬ但使用货

物作为燃料装置除外ꎻ
⑧　 载运易燃货物ꎬ驱动通风扇的电动机应不设置在通风管道、 通风扇处ꎮ 气体危险处所

风扇处的管道和风扇应是无火花型结构ꎻ
　 (２８)　 检查货物装卸期间ꎬ在货物区域通常不需要进入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ꎬ并确认其操作是合

格的ꎻ
　 (２９)　 检查液位指示器、溢流控制、压力表、高压和(如适用时)低压报警ꎬ以及液货舱的温度指示

装置ꎬ适当时进行试验ꎻ
　 (３０)　 检查气体探测装置ꎬ适当时进行试验ꎻ
　 (３１)　 确认已配备适用于所载运货物的ꎬ至少 ２ 套手提式气体探测装置和 １ 台用于测量氧气含量

的仪器ꎻ
　 (３２)　 检查人员防护设备的配备ꎬ特别是:

①　 配备允许人员进入充满气体的处所ꎬ并在其中工作的两整套安全设备ꎬ并得到适当

储存ꎻ
②　 检查要求供应压缩空气时的设备ꎬ检查(如适用时)所有专用空气压缩机和低压空气

管路系统ꎻ
③　 配备急救医疗设备ꎬ包括担架和输氧设备ꎬ及适用时ꎬ配备用于船上所载运货物的解

毒剂ꎻ
④　 配备用于应急逃生的呼吸器和眼睛防护装置ꎻ
⑤　 清除毒气污染的淋浴设施以及洗眼设备是可使用的ꎻ
⑥　 适用时ꎬ检查货物大量泄漏时为保护处所人员免受伤害ꎬ在起居处所内经特殊设计的

设施和设备ꎻ
⑦　 适用时ꎬ货物控制室应设置在气体安全处所ꎻ

　 (３３)　 适用时ꎬ检查使用货物作为燃料的装置ꎬ并试验在排气通风不能正确工作时ꎬ对机器处所

的供气予以关闭ꎬ以及试验在机器处所内对主气体燃料阀进行遥控关闭ꎮ
２. ３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ꎬ在船上配有所需文件检查应包括:
　 (１)　 确认船上配有装载和稳性资料手册ꎬ包括典型的装载和压载状态的详细情况ꎬ评估其他装

载条件的规定、船舶残存能力汇总ꎬ确保船舶在安全和适航条件下装载和营运的足够资料ꎻ
　 (２)　 确认破损残存能力资料是根据所有预期装载条件的装载资料及吃水和纵倾变化而提供的ꎻ
　 (３)　 确认备有为安全载运所载货物所必需的资料ꎻ
　 (４)　 确认备有 ＩＧＣ 规则文本ꎬ或等效的国家规则ꎮ
２. ４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ꎬ对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为满足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结构和设备规则(ＩＧＣ 规则)及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

和设备规则(ＧＣ 规则)ꎬ对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适用时ꎬ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和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的有效性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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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检查船级证书ꎻ
　 (６)　 核查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７)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９)　 核查船舶的船员配额符合最少安全配员证明ꎻ
　 (１０)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是否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ＴＣＷ)的要

求发证ꎻ
　 (１１)　 核查是否已安装任何新的设备ꎬ如已安装ꎬ确认其在安装以前已经过认可ꎬ并确认任何改

变在其证书上有所反映ꎻ
　 (１２)　 确认船上配有装载和稳性资料手册ꎬ 包括典型的装载和压载状态的详细情况ꎬ评估其他装

载条件的规定、船舶残存能力汇总ꎬ以确保船舶可获得在安全和适航条件下ꎬ装载和运行所需的足够

资料ꎻ
　 (１３)　 确认破舱残存能力的资料是根据所有预期装载条件的装载资料及吃水和纵倾的变化而提

供的ꎻ
　 (１４)　 确认已备有为安全载运所载货物所必需的资料ꎻ
　 (１５)　 确认已备有 ＩＧＣ 规则文本ꎬ或等效的国家规则ꎻ
　 (１６)　 确认配有货物围护系统操作记录簿ꎮ
３. ２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所有为破舱残存条件下的特殊布置是合格的ꎻ
　 (２)　 确认驾驶室的门、窗ꎬ在上层建筑和甲板室面向货物区域端部的舷窗、窗均处于良好状态ꎻ
　 (３)　 检查液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室ꎻ
　 (４)　 确认人工操作应急切断系统ꎬ连同货泵和货物压缩机的自动关闭是合格的ꎻ
　 (５)　 检查货物控制室ꎻ
　 (６)　 检查货物控制室的气体探测装置ꎬ以及为排除非气体安全处所的着火源所采取的措施ꎻ
　 (７)　 确认空气闸予以适当维持ꎻ
　 (８)　 尽可能检查舱底水、压载和燃油布置ꎻ
　 (９)　 适用时ꎬ检查船首或船尾装卸货物装置ꎬ特别注意电气设备、消防设备以及货物控制室与岸

上之间的通信设施ꎻ
　 (１０)　 确认液货舱气室上的密封装置是合格的ꎻ
　 (１１)　 确认移动式或固定式滴漏盘或甲板上为液货漏泄绝热装置是合格的ꎻ
　 (１２)　 检查货物管系和处理管系ꎬ包括膨胀装置、与船体结构绝热、压力释放和排放装置ꎻ
　 (１３)　 确认液货舱以及屏壁间处所和压力释放阀ꎬ包括安全系统和报警装置是合格的ꎻ
　 (１４)　 确认任何液体和蒸气软管适合于其预定用途ꎬ适当时确认认可型号或标示的试验日期ꎻ
　 (１５)　 检查用于货物压力 /温度控制的装置ꎬ包括(如设置时)所有制冷系统ꎬ再液化系统ꎬ确认所

有相关报警装置是合格的ꎻ
　 (１６)　 尽可能检查货物、燃料、压载和透气管系统ꎬ包括透气桅和防火网ꎻ
　 (１７)　 确认有足够的惰性气体以补偿正常损耗ꎬ且已配备舱室监控的设施ꎻ
　 (１８)　 检查惰性气体使用量记录簿ꎬ确认惰性气体使用增加量没有超过正常泄漏耗量ꎻ
　 (１９)　 确认所有空气干燥系统ꎬ以及驱除屏壁间处所和货舱处所的惰性气体系统是合格的ꎻ
　 (２０)　 确认气体危险处所和气体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处于合格状态ꎬ并得到了适当保养ꎻ
　 (２１)　 检查防火和灭火装置ꎬ并试验主消防泵的遥控启动装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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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检查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室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确认其操作设备已清楚地标明ꎻ
　 (２３)　 检查用于冷却、防火和船员防护的水雾系统ꎬ并确认其操作设备已清楚地标明ꎻ
　 (２４)　 检查用于货物区域的化学干粉灭火系统ꎬ并确认其操作设备已清楚地标明ꎻ
　 (２５)　 检查用于气体危险处所的固定式灭火装置ꎬ并确认其操作设备已清楚地标明ꎻ
　 (２６)　 确认消防员装备的配备ꎬ检查其状况ꎻ
　 (２７)　 尽可能检查在装卸操作期间通常需要进入的货物区域的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ꎬ并确认其

操作合格ꎻ
　 (２８)　 检查在装卸操作期间通常不需要进入的货物区域的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ꎬ并确认其操作

合格ꎻ
　 (２９)　 检查液位指示器、溢流控制、压力表、高压 (如适用时) 以及低压报警装置和液货舱的温度

指示装置ꎬ适当时ꎬ尽可能进行试验ꎻ
　 (３０)　 检查气体探测设备ꎬ适当时ꎬ进行测试ꎻ
　 (３１)　 确认已配备适用于所载货物的 ２ 套手提式气体探测设备仪和 １ 台氧气含量测量仪是合适的ꎻ
　 (３２)　 核查用于人员防护设备的配备ꎬ并且特别是:

①　 配备允许人员进入充满气体的处所ꎬ并在其中工作的 ２ 整套的安全设备ꎬ并得到适当

储存ꎻ
②　 检查要求供应压缩空气时的设备ꎬ检查(如适用时)所有专用空气压缩机和低压空气

管系统ꎻ
③　 配备急救医疗设备ꎬ包括担架和输氧设备ꎬ及适用时ꎬ配备用于船上所载运货物的解

毒剂ꎻ
④　 配备用于应急逃生的呼吸器和眼睛防护装置ꎻ
⑤　 清除毒气污染的淋浴设施以及洗眼设备是可使用的ꎻ
⑥　 适用时ꎬ检查货物大量泄漏时为保护处所人员免受伤害ꎬ在起居处所内经特殊设计的

设施和设备ꎻ
　 (３３)　 适用时ꎬ检查使用货物作为燃料的装置ꎬ并试验在排气通风不能正确工作时ꎬ对机器处所

的供气予以关闭ꎬ以及试验在机器处所内对主气体燃料阀进行遥控关闭ꎻ
　 (３４)　 适当时ꎬ确认在发生单一故障时ꎬ重新获得操舵能力的必要装置运行良好ꎮ
３. ３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或 ＧＣ 规则ꎬ对年度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４　 中 间 检 验

４. １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或 ＧＣ 规则ꎬ对现有证书以及其他记录的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或 ＧＣ 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中间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如适用时ꎬ确认管路和独立液货舱与船体电接地ꎻ
　 (３)　 普遍检查危险区域内ꎬ诸如液货泵舱以及邻近液货舱区域的电气设备和敷线ꎬ核查设备、装

置和敷线无缺陷ꎻ应测试电路的绝缘电阻ꎬ如船上保持合适的试验记录ꎬ可考虑接受最近的测试读数ꎻ
　 (４)　 确认已备有用于货物区域机械风扇的备件ꎻ
　 (５)　 确认用于钢结构加热装置(如有时)是满意的ꎮ
４. ３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或 ＧＣ 规则ꎬ对中间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上签署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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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规定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或 ＧＣ 规则ꎬ对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除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外ꎬ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ꎮ
５. ２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或 ＧＣ 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按本章 ４. ２ 的规定ꎻ
　 (２)　 检查液货舱的绝缘和支持装置ꎬ并确认次屏壁保持有效ꎮ
５. ３　 为满足 ＩＧＣ 规则或 ＧＣ 规则ꎬ对换证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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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３ 章　 客船安全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客船安全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换证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 和 ３ 以及第 ２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３　 还应按第 ５ 章要求进行船底外部检查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客船船体、机械及设备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包括:
　 (１)　 审查分舱与稳性ꎻ
　 (２)　 审查压载布置ꎻ
　 (３)　 审查舱壁及其结构和开口的布置ꎬ包括水密门的布置和操作装置ꎻ
　 (４)　 审查双层底的布置ꎻ
　 (５)　 审查舱壁甲板以下外板开口的布置ꎬ水密门、舷窗、水密甲板、围壁通道等的构造和舱壁甲

板以上的水密完整性ꎻ
　 (６)　 审查舱底水泵系布置图ꎻ
　 (７)　 适当时ꎬ检查首门开闭状况及其泄漏的显示方式ꎻ
　 (８)　 审查机器设备及电气设备布置图ꎻ
　 (９)　 审查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ꎻ
　 (１０)　 适当时ꎬ核查附加应急照明的配备ꎻ
　 (１１)　 审查消防泵、消防总管ꎬ消火栓、消防水带和消防水枪以及国际通岸接头布置图ꎻ审查机器

处所的灭火布置图ꎻ
　 (１２)　 审查灭火器和消防员装备的配备和规格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核查在

适当的位置配有重新充足呼吸气瓶的设备ꎻ
　 (１３)　 审查机器处所的灭火和特别布置图ꎻ
　 (１４)　 审查燃油、滑油及其他易燃油类布置ꎻ
　 (１５)　 审查结构防火图ꎬ包括脱险通道布置图ꎻ
　 (１６)　 审查特种场所及其他货物处所的保护布置图ꎻ
　 (１７)　 审查固定式火警探测和报警系统、船员报警和广播系统或其他有效通信设施的布置图ꎻ
　 (１８)　 审查装载危险货物的特别布置图ꎬ适当时ꎬ应包括供水、电气设备和敷线ꎬ火灾探测ꎬ舱底

水排放系统和人员保护ꎻ
　 (１９)　 审查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配备和布置以及集合乘客的布置ꎻ
　 (２０)　 审查救生艇筏的设计ꎬ包括救生艇筏的设备、降落和回收装置和登乘与降落的布置ꎻ
　 (２１)　 审查救助艇的设计ꎬ包括其设备和降落回收装置及布置ꎻ
　 (２２)　 审查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和雷达应答器的配备、规格和存放ꎻ
　 (２３)　 审查遇险火焰信号、抛绳设备的配备和船上通信设备和通用报警系统的配置、规格和

存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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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审查救生圈ꎬ包括装备有自亮灯、自发烟雾信号和可浮救生索的救生圈以及救生衣、救生

服和保温用具的配备、规格和存放ꎻ
　 (２５)　 审查集合、登乘地点和通往集合站、登乘站的走道、梯道和出口的照明ꎬ包括提供照明的应

急电源布置图ꎻ
　 (２６)　 审查航行号灯、号型和声响信号设备的规格和有关布置图ꎻ
　 (２７)　 审查驾驶室设计、航行系统及设备和驾驶室程序布置图ꎻ
　 (２８)　 适当时ꎬ核查以下航行设备的配备和规格:白昼通信信号灯、磁罗经、航向传送装置、电罗

经、电罗经复示器、雷达装置、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绘装置、自动跟踪仪或自动雷达标绘装置、回声测深

仪、航速和航程测量装置、舵角指示器、螺旋桨转速指示器、可变螺距螺旋桨的螺距和工作状态指示器、回
转角速率指示仪、航向或航迹控制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接收器、陆上无线电导航系统和声响

接收系统、应急操舵位置通信装置、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ＥＣＤＩＳ)包括备用装置、哑罗经或罗经方位

装置以及首向和方位修正装置ꎻ驾驶室航行值班报警系统(ＢＮＷＡＳ)(如适用)ꎻ
　 (２９)　 核查航行数据记录仪的配备和规格ꎻ
　 (３０)　 核查驾驶室可视范围ꎻ核查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的配备和规格ꎻ
　 (３１)　 审查引航员软梯和引航员升降装置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的配备和规格ꎻ
　 (３２)　 按所申报作业海域ꎬ 确定所配备的设备符合申报作业海域要求功能ꎬ及为确保这些功能性

要求ꎬ所采取的措施和提供应急能源供应的布置(如有时)ꎻ
　 (３３)　 确定检验的无线电设备ꎬ如果采用双套设备ꎬ应确定 “基本设备”和“辅助设备”ꎻ如设有附

加无线电通信设备ꎬ应予注明ꎻ
　 (３４)　 确认所有要求的设备均符合预定功能标准ꎬ其性能不低于公认的标准ꎻ
　 (３５)　 审查无线电设备ꎬ包括电源及天线的配备和布置图ꎻ
　 (３６)　 审查救生用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和布置图ꎻ
　 (３７)　 如适用ꎬ核查客船操作限制清单并保持更新ꎻ
　 (３８)　 核查供港口和港口相关作业使用的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如舷梯和跳板ꎻ
　 (３９)　 核查使用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的闭式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备有防止排水装置

堵塞的措施ꎻ
　 (４０)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核查安全中心的配备以及相关的通风要求ꎻ
　 (４１)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之后建造的船长为 １２０ｍ 及以上ꎬ或具有 ３ 个及以上主竖区的客

船ꎬ确认船舶在火灾事故后安全返港及系统保持运行的设计衡准已形成文件并指定了安全区域ꎻ
　 (４２)　 审查船舶舱室噪声控制图ꎮ
２. ２　 客船船体、机械和设备在船舶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检查船底外部ꎬ包括底部和首部板、龙骨、底龙骨、首柱、尾框架、海底阀箱和滤网ꎻ
　 (２)　 确认分舱的布置ꎬ包括破损稳性ꎬ并核查分舱载重线ꎻ
　 (３)　 核查压载布置ꎻ 确认专用海水压载舱具有认可的涂层系统(如适用)ꎻ
　 (４)　 确认舱壁及其结构和开口的布置ꎬ确认干舷甲板以下防撞舱壁是水密的ꎬ穿过防撞舱壁的

管设有能在干舷甲板上方操纵的阀ꎬ且防撞舱壁上没有门、人孔、通风管道或其他任何开口ꎬ确认舱璧甲

板以下因船舶分舱而要求的舱壁是水密的ꎻ确认水密门的构造经过测试ꎻ
　 (５)　 确认当管道、排水管等穿过分舱水密舱壁时ꎬ保持舱壁的水密完整性ꎻ
　 (６)　 确认驾驶室备有标明水密门位置的图ꎻ以及有表明这些门开闭状态的显示器ꎻ并确认水密

门及其操作装置已按认可的图纸进行安装ꎻ
　 (７)　 对驾驶室和水密门旁对水密门的紧急操作进行试验ꎬ特别是:

①　 水密门应能从其舱壁两侧进行操作ꎻ
②　 所有遥控操作位置设有水密门开闭状况的显示器ꎻ
③　 备有该区域其他警报器不同声响的警报ꎬ适当时ꎬ还应设有闪烁的视觉信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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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舱壁两侧应有控制手柄ꎬ使人员能在舱壁两侧ꎬ操作手柄使水密门打开ꎬ以安全地通

过水密门ꎬ而不会意外地启动动力关闭装置ꎻ
　 (８)　 确认在主电源和应急电源断电时ꎬ水密门及其显示设备仍然是可操作的ꎻ
　 (９)　 适当时ꎬ检查安装在任何甲板间水密舱壁上不要求遥控操作的水密门ꎬ确认其附有关闭状

态显示设备ꎻ
　 (１０)　 确认机器处所的舱壁上任何可拆卸门板ꎬ均附有表明其关闭状态的显示器ꎬ适当时ꎬ对替

代动力操纵的水密门进行试验ꎻ
　 (１１)　 确认舷窗和舷窗盖ꎬ排水口、卫生水排泄孔和类似开口以及舱壁甲板以下外板上的进水

孔、排水孔的关闭装置ꎻ
　 (１２)　 确认机器处所的主、辅海水进水阀和排水阀的关闭操作是易于到达的ꎬ并配备显示这些阀

开闭状态的指示装置ꎻ
　 (１３)　 确认舱壁甲板以下的舷门、装货门和装煤门能有效地关闭ꎻ同时ꎬ出灰管、出垃圾管的舷内

开口均配有有效的盖子ꎻ
　 (１４)　 用冲水或灌水试验确认水密甲板、围壁通道、隧道和通风管道的密性ꎻ
　 (１５)　 确认舱壁甲板以上水密完整性装置ꎻ
　 (１６)　 确认舱底排水设备的布置ꎬ并且每一水密舱的舱底泵和舱底排水系统均能有效地工作ꎻ
　 (１７)　 确认位于干舷甲板上的围蔽装货处所内的排水系统均能有效地工作ꎻ目视检查排水设备

是否堵塞或有其他破损并确认使用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的闭式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备有防

止排水装置堵塞的措施ꎻ
　 (１８)　 进行倾斜试验ꎻ
　 (１９)　 适当时ꎬ核查首门开闭状态及其泄漏的显示器ꎻ适当时ꎬ确认特种处所或滚装处所的监控

装置满意ꎻ
　 (２０)　 确认机器、锅炉及其他压力容器、有关管路和部件的安装和保护ꎬ已充分考虑运动部件、热

表面和其他危险情况ꎬ对船上人员的危害程度减至最小程度ꎻ
　 (２１)　 确认即使任一重要辅机发生故障ꎬ推进机械装置仍能保持或恢复其正常操作ꎻ
　 (２２)　 确认已提供措施ꎬ保证在无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ꎬ能使机器从瘫船状态下运转起来ꎻ
　 (２３)　 确认锅炉、机器各部件、所有蒸汽、液压、气动和其他系统ꎬ以及有关的承受内压的部件ꎬ已

经过包括压力试验在内的相应试验ꎻ
　 (２４)　 机器存在超速危险时ꎬ确认有防止机器不会超过安全速度的设施ꎻ
　 (２５)　 可行时ꎬ确认主机、辅机及其他承受内压并可能产生危险的超压的机器的各部分已设有防

止超压设施ꎻ
　 (２６)　 当有要求时ꎬ确认内燃机曲轴箱装有防爆安全装置ꎬ其布置能使人员伤害的可能性减低至

最小程度ꎻ
　 (２７) 　 确认主涡轮推进机ꎬ适用时ꎬ包括主内燃推进机及辅机ꎬ备有发生故障时自动关闭装置ꎮ

如滑油供应故障等会迅速导致机器完全停车ꎬ防止机器严重损伤或爆炸ꎻ
　 (２８)　 确认并记录机器使推进器换向的时间ꎬ在足够的距离内合理使船舶停止的能力ꎬ包括所有

操纵和停船的辅助的有效措施ꎻ
　 (２９)　 确认主、辅操舵装置的布置ꎬ足以保证其中之一发生故障时不会导致另一装置也不能

工作ꎻ
　 (３０)　 适当时ꎬ确认操舵装置的重要部件有持久的润滑或配有润滑装置ꎻ
　 (３１)　 确认操舵装置液压系统能被隔断ꎬ和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能产生压力的部件均已设置

安全阀ꎬ安全阀设定值不超过设计压力ꎻ
　 (３２)　 确认主操舵装置能在最大营运前进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能在船舶最深航海吃水和以最大

营运前进航速航行时ꎬ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舷 ３５°ꎻ以及在相同条件下在 ２８ｓ 之内ꎬ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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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另一舷 ３０°ꎻ
　 (３３)　 确认辅助操舵装置能在可驾驶的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能于紧急时迅速投入工作ꎬ且能在船

舶最深航海吃水以及最大营运前进速度的一半或 ７ｋｎ(取大者)前进时ꎬ在 ６０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１５°转至另

一舷 １５°ꎻ
　 (３４)　 确认当动力源发生故障后再次恢复时ꎬ主、辅机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能自动重新启动ꎬ并

能从驾驶室对其进行操作ꎻ同时确认任一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发生动力故障时ꎬ在驾驶室显示声光警报ꎻ
　 (３５)　 当主操舵装置配备有 ２ 套或 ２ 套以上相同的动力设备ꎬ不设置辅助操舵装置时ꎬ确认当其

管路或其中 １ 套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时ꎬ该故障部分能被隔离ꎬ使操舵能力得到保持或迅速恢复ꎻ
　 (３６)　 确认从驾驶室和舵机舱均能操纵的主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的工作状况令人满意ꎻ
　 (３７)　 当主操舵装置配备有 ２ 套或 ２ 套以上相同的动力设备ꎬ不设辅助操舵装置时ꎬ确认在驾驶

室的 ２ 套独立的控制系统的操作是令人满意的ꎻ
　 (３８)　 确认辅助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在舵机舱内操作ꎬ如系由动力操纵时ꎬ则在驾驶室操作令人

满意ꎬ并确认后者独立于主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ꎻ
　 (３９)　 确认从驾驶室操纵的主、辅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ꎬ能从驾驶位置使之投入运行ꎬ并确认该

装置在舵机舱内设有将其与所控制的舵机分开ꎬ且当电源供应发生故障时ꎬ驾驶室应能发出声光警报ꎻ
　 (４０)　 确认电力线路和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及其相关部件、电缆和管道应在其整个长度范围内

尽可能地予以分离ꎻ
　 (４１)　 确认驾驶室与舵机室的通信设施运行正常ꎬ当船舶设有应急操舵位置时ꎬ确认应急操舵位

置配备电话或其他通信设施ꎬ将首向信息或可视罗经读数传递至应急操舵位置ꎻ
　 (４２)　 当主操舵装置由动力操纵时ꎬ确认在驾驶室能独立于操舵控制系统显示舵角位置ꎬ并且在

舵机舱也显示该舵角位置ꎻ
　 (４３)　 确认液压操舵装置的每一储液箱ꎬ设在驾驶室和机舱低液位的声光报警装置运行正常ꎬ并

且至少有 １ 个动力执行系统ꎬ包括储液箱能在舵机舱内通过设有固定管系将储存柜进行再充液ꎻ
　 (４４)　 确认舵机舱有易于到达的通道ꎬ且尽可能与机舱的分开ꎬ并有适当的布置以保证在安全条

件下到达舵机装置和控制器工作的通道ꎻ
　 (４５)　 确认在驾驶室和主机控制位置设置的显示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电机运转的装置ꎬ以

及在主机控制位置设置的显示过载警报和三相电源单相失电报警的装置处于良好运行状态ꎻ
　 (４６)　 确认船舶的推进主机和安全所必需的辅机设有有效的操作和控制装置ꎻ
　 (４７)　 确认驾驶室设有遥控推进机械的适当设施ꎻ 如有必要并包括控制、监视、报告、报警和安全

措施ꎻ
　 (４８)　 确认从机器控制室操作主机和其他机器的布置令人满意ꎻ
　 (４９)　 确认配备人工越控的自动控制装置ꎬ一般情况下任何故障均不致妨碍人工越控的使用ꎻ
　 (５０)　 确认燃油锅炉ꎬ废气锅炉、非燃烧蒸汽发生器、蒸汽管和空气压力系统均设有适当的安全

装置ꎻ
　 (５１)　 确认机舱处所的通风系统运行良好ꎻ
　 (５２)　 确认机舱处所的控制噪声措施是有效的ꎻ
　 (５３)　 确认在机舱和驾驶室显示指令和回令的车钟的运行是令人满意的ꎻ
　 (５４)　 确认驾驶室和机舱之间的第二通信设施的运行也令人满意ꎬ且与其他控制该机器位置也

设有适当的通信设施ꎻ
　 (５５)　 确认在轮机员居住的舱室内能听到轮机员警报ꎻ
　 (５６)　 确认为防止发生燃油ꎬ可能从船舶推进和安全所必需的泵、滤清器或加热器泄漏的压力燃

油与高温表面接触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有效的ꎻ
　 (５７)　 确认为确定每一油舱内油量的装置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ꎻ
　 (５８)　 确认在每一油舱或油料系统的任何部分ꎬ包括注入管ꎬ为防止超压而设置的装置处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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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状态ꎻ
　 (５９)　 确认首尖舱不用作装载燃油、滑油等其他易燃油类ꎻ
　 (６０)　 确认电气设备ꎬ包括主动力电源和照明系统已按照认可的图纸安装ꎻ
　 (６１)　 确认已配备独立应急电源和适当的系统ꎻ
　 (６２)　 确认应急发电机组的启动装置是令人满意的ꎻ
　 (６３)　 核查附加应急照明的布置ꎬ适当时进行试验ꎻ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确

认所有住舱内辅助照明的配备ꎬ并核查该照明在住舱正常照明断电时自动点亮ꎬ并延续至少 ３０ｍｉｎ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还应核查住舱内感烟探测器的配备ꎬ当其被激活时ꎬ应能在其所在处

所中发出或引发听觉报警ꎻ
　 (６４)　 确认对触电、电气火灾和其他电气灾害采取预防措施ꎻ
　 (６５)　 适当时ꎬ确认机舱周期性无人值班的布置是令人满意的ꎻ
　 (６６)　 检查消防泵、消防总管和消火栓、消防水带ꎬ水枪和国际通岸接头布置ꎬ并且核查消防泵ꎬ

包括应急消防泵都能被单独地操纵ꎬ保证在船舶任何部位有从 ２ 股不同的消火栓同时喷出 ２ 股水柱ꎬ且
消防总管内保持所需的压力ꎻ

　 (６７)　 检查灭火器的配备和布置ꎻ确认消防员装备和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ＥＥＢＤ)齐全并处于良好

状态ꎬ且自给式呼吸器的气瓶包括备用气瓶ꎬ均予以适当充气ꎻ
　 (６８)　 核查灭火系统的操作准备就绪及其维护状况ꎻ
　 (６９)　 适当时ꎬ检查机器处所、装货处所、特种处所和车辆处所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确认其安装

试验合格且其操作装置已明确标示ꎻ
　 (７０)　 检查机器处所的灭火器及特殊布置ꎬ适当时ꎬ尽可能地确认为开、闭天窗、释放烟气、关闭

烟囱和通风开口、关闭动力操作的和其他类型的门、停止通风及锅炉处所的机械通风和抽风机ꎬ停止燃油

泵和其他易燃液体的泵的遥控操作功能ꎻ 核查保护机器处所的固定式 ＣＯ２灭火系统(如适用)ꎬ是否配备

２ 套独立的控制装置ꎬ一套用于开启气体管道ꎬ另一套用于排放储存容器中的气体ꎬ均设置在明确标示为

供特定处所使用的释放箱内ꎻ同时核查 ＣＯ２灭火系统的释放装置满足先开启气体管道ꎬ再排放储存容器

中气体的开启顺序要求ꎻ
　 (７１)　 检查燃油、滑油及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ꎬ适当时ꎬ尽可能地确认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

油舱阀的遥控关闭装置功能ꎻ
　 (７２)　 检查火灾探测和警报系统并确认安装试验合格ꎻ
　 (７３)　 确认结构防火布置的所有方面ꎬ包括结构、耐火完整性、梯道和升降机环围的保护ꎬ“Ａ”和

“Ｂ”级分隔的开口、通风系统、窗及舷窗以及可燃材料的使用限制均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７４)　 任何手动和自动操纵的防火门ꎬ包括“Ａ”、“Ｂ”级分隔开口的关闭装置ꎬ进行试验ꎻ
　 (７５)　 试验所有通风系统的主进风口和出风口的关闭装置ꎬ并验证动力通风可以从其服务处所

以外予以关闭ꎻ
　 (７６)　 确认梯道和梯子的布置是从所有乘客、船员处所和通常有船员工作的处所通至救生艇、救

生筏登乘甲板提供的脱险通道ꎬ特别是:
①　 舱壁甲板以下的每一水密舱有 ２ 条脱离通道ꎬ其中之一独立于水密门ꎻ
②　 舱壁甲板以上的每一主竖区或类似区域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其中之一应直接通向形成垂

直脱险的梯道ꎻ
③　 无线电报室(如有时)有直接通向开敞甲板的通道ꎬ或 ２ 个出入口ꎬ其中之一可以是足

够尺寸的窗或开口ꎻ
　 (７７)　 确认特种处所的脱险通道ꎬ通至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甲板的脱险通道ꎻ
　 (７８)　 确认机舱内有 ２ 条互相远离的通向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甲板的脱险通道ꎬ包括舱壁甲板以

下处所ꎬ有一连续的防火遮蔽ꎻ
　 (７９)　 确认特种处所和其他装货处所的防火布置ꎬ适当时ꎬ对各种开口的关闭装置操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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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ꎻ
　 (８０)　 确认并试验固定火灾探测和失火警报系统、通用警报和公共广播系统及其他有效的通信

设施(适当时)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确认设置了能远程分别识别每个探测器及手动

报警点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８１)　 适当时ꎬ检查装载危险货物的特别布置ꎬ包括核查电气设备、敷线和边界的绝缘ꎬ防护服和

便携设备的配备ꎬ并试验供水、舱底泵和其他喷水系统ꎻ
　 (８２)　 核查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配备和分布以及集合乘客的布置ꎻ
　 (８３)　 检查每一救生艇筏及其属具ꎻ并确认救生筏已安装要求数量的搜救定位装置且救生筏已

予以明确标记ꎻ
　 (８４)　 检查每一救生艇筏的登乘布置ꎬ并试验艇的降落装置ꎬ包括过载试验、确定降落速度的试

验ꎬ在船舶最轻航行吃水的情况下ꎬ救生艇筏放至水面ꎬ并核查救生艇的回收装置ꎻ
　 (８５)　 船上配备海上撤离系统ꎬ至少 ５０％的海上撤离系统在安装后进行布放试验ꎻ
　 (８６)　 检查每一救助艇及其属具ꎻ对充气式救助艇ꎬ确认其处于充足气状态ꎻ
　 (８７)　 检查每一救助艇的登乘和回收布置并试放艇和回收设备ꎬ包括过载试验ꎬ确定放艇和回收

速度试验ꎬ确认救助艇能在船舶最轻吃水航行的情况下放至水面和回收ꎻ 救助艇应在途中航速为 ５ｋｎ 时

降落到水面并证实其可被回收ꎻ
　 (８８)　 检查集合乘客的布置ꎻ
　 (８９)　 救助艇和救生艇的发动机进行启动试验ꎬ并进行正、倒车操作ꎻ
　 (９０)　 确认救生艇筏及降落站附近有告示或标志ꎻ
　 (９１)　 检查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和雷达应答器的配备和存放情况ꎬ并核查其运行情况ꎻ
　 (９２)　 检查遇险火焰信号和抛绳设备的配备和存放情况ꎬ核查船上通信设备的配备和操作ꎬ试验

通用报警装置操作ꎻ 确认通用报警系统在起居处所、通常船员工作处所和开敞甲板都能听到ꎻ
　 (９３)　 检查救生圈ꎬ包括配有自亮灯、自发烟雾信号和可浮救生索的救生圈、救生衣、救生服及保

温用具的配备、布置和保存情况ꎻ核查救生设备所有有助于海上探测的部分具有国际规定的或鲜艳的橙

红色ꎬ或一种鲜明易见的颜色ꎻ核查配备有三种尺寸救生衣(婴儿、儿童和成人)并核查其有体重和 /或身

高标记ꎮ 对于航程时间小于 ２４ｈ 的客船ꎬ核查婴儿救生衣的数量至少等于船上乘客人数的 ２. ５％ ꎬ及对于

航程时间大于或等于 ２４ｈ 的客船ꎬ核查为船上每个婴儿配备一件救生衣ꎮ 核查与救生衣一起穿着的救生

服是否具有适当的标志ꎻ
　 (９４)　 核查集合和登乘站及通向集合和登乘站的走道、梯道和出口的照明ꎬ包括由应急电源

供电ꎻ
　 (９５)　 核查客滚船的救助设施ꎻ
　 (９６)　 核查客滚船的直升飞机搭乘区域ꎻ
　 (９７)　 核查船长决策支持系统ꎻ
　 (９８)　 核查驾驶室内或其附近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ꎻ
　 (９９)　 适当时ꎬ检查航行灯、号型和声响信号设备的配备和布置及其运行状况ꎻ
　 (１００)　 核查白昼通信信号灯的配备和规格ꎻ
　 (１０１)　 核查下列项目的配备操作:

①　 磁罗经ꎬ包括检查其位置、运转、照明、哑罗经或其他罗经方位读数装置ꎻ
②　 拟航行所必需的海图和航海出版物随时可用ꎬ并已更新ꎮ 使用电子系统时ꎬ应有最

新版本的电子海图以及所需的备用系统ꎬ并已更新ꎻ
③　 全球导航卫星(ＧＮＳＳ)接收器或陆上无线电导航系统ꎻ
④　 驾驶室完全关闭的声音接收系统ꎻ
⑤　 与应急操舵位置的通信装置(如有时)ꎻ
⑥　 备用磁罗经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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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白昼通信信号灯ꎻ
⑧　 回声测深仪ꎬ包括检查显示良好的读数、视图和照明ꎻ
⑨　 雷达ꎬ包括检查为确定通路和防护而设置的波导管和电缆ꎬ并检查显示器及其照明ꎬ

标绘设备ꎬ所有控制器功能及真实动作设备(如有时)的正确运行ꎻ
⑩　 使用适当试验设备检查电子标绘仪、自动跟踪仪或自动雷达标绘仪ꎻ
　 速度仪和计程仪ꎻ
　 向雷达、标绘仪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及航程测量装置输送首向信息的航向传送装置ꎻ
　 驾驶室航行值班报警系统(ＢＮＷＡＳ)ꎻ
　 航向或航迹控制系统ꎻ

　 (１０２)　 核查航行数据记录仪的配备、规格、运行和年度性能试验ꎻ核查船上备有一份有效的远程

识别与跟踪系统的符合性测试报告ꎻ
　 (１０３)　 核查已备有«国际信号规则»和«国际航空和航海搜救手册»(ＩＡＭＳＡＲ 手册)第Ⅲ卷ꎻ
　 (１０４)　 核查引航员软梯和升降装置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适当时核查其布置或运行ꎻ
　 (１０５)　 检查无线电设备的位置、对外力和电磁干扰的防护以及照明ꎻ
　 (１０６)　 确认无线电装置的设备ꎬ符合申报的船舶营运海区要求配备ꎬ维护其功能要求ꎻ
　 (１０７)　 确认船舶至少两个分开并独立的装置ꎬ在船舶正常的航行区域发出船至岸的遇险警报ꎬ

每台装置用于不同的无线电通信业务ꎻ
　 (１０８)　 检查所有天线ꎬ包括:

①　 目检核查所有天线ꎬ包括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天线ꎬ确认馈线位置是合格的ꎬ且无缺陷ꎻ
②　 核查所有天线的绝缘和安全性ꎻ

　 (１０９)　 检查备用能源ꎬ包括:
①　 核查有足够容量ꎬ可向基本设备和双套设备提供 １ｈ 或 ６ｈ 的电力ꎻ
②　 当备用能源是电池时:

ａ)　 核查其位置和安装ꎻ
ｂ)　 适当时ꎬ采用密度(比重)测量法或电压测量核查其状态ꎻ
ｃ)　 在电池充电后ꎬ以最大无线电设备载荷连接于该备用能源ꎻ以核查其电池电压

和放电电流ꎻ
ｄ)　 核查充电装置能够在 １０ｈ 之内为备用蓄电池充足ꎻ

　 (１１０)　 核查甚高频(ＶＨＦ)收发报机ꎬ包括:
①　 核查 ６、１３ 和 １６ 频道的运行ꎻ
②　 核查频率容限、发射线质量和无线电频率的输出功率ꎻ
③　 核查所有控制装置的正确操作ꎬ包括控制装置的优先权ꎻ
④　 核查由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时设备的运行ꎻ
⑤　 核查为航行安全而配备的甚高频电话频道控制装置ꎬ或便携式甚高频(ＶＨＦ)设备的

运行ꎻ
⑥　 核查与岸站或其他船舶的空中联络的正确运行ꎻ

　 (１１１)　 检查甚高频(Ｖ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的控制器和 ７０ 频道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值班接

收机ꎬ包括:
①　 在停止发射情况下检查ꎬ确认设备已编入正确的海事移动服务识别系统ꎻ
②　 通过向岸站、其他船舶、船上的双套设备或专用试验设备发出常规或试验呼叫的方

式ꎬ核查仪器正确的发射功能ꎻ
③　 通过从岸站、其他船舶、船上的双套设备或专用试验设备接收常规或试验呼叫ꎬ以核

查仪器正确的接收功能ꎻ
④　 核查甚高频 /数字信号转换器警报的可听性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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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ꎻ
　 (１１２)　 检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无线电话设备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能否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ꎻ
②　 核查在所有适用频道的天线调谐ꎻ
③　 核查设备在所有适当的频带上处于频率容限之内ꎻ
④　 通过以与岸站联系和 /或测量发射线质量和无线电频率输出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

运行ꎻ
⑤　 在所有适用的频带上通过已知的信号台进行监控方式核查接收器的运行ꎻ
⑥　 如果驾驶室以外还有控制装置ꎬ确认驾驶室的控制装置拥有启动发出遇险警报的优

先权ꎻ
⑦　 核查无线电话警报信号发生器在 ２１８２ｋＨｚ 以外频率的正确运行ꎻ

　 (１１３)　 检查高频无线电传设备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ꎻ
②　 确认正确的选择性呼叫码编入设备的程序ꎻ
③　 查看最近记录或与岸站进行试验ꎬ以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１１４)　 检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控制器ꎬ包括:
①　 核查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 备用电源供电情况下工作ꎻ
②　 确认正确的海上移动服务识别系统编入设备的程序ꎻ
③　 核查停止发射状态下的自检程序ꎻ
④　 如果码头规则允许使用中、高频发射ꎬ则使用中频(ＭＦ)和 /或高频(ＨＦ)向海岸台进

行试验性呼叫ꎬ核查其运行状态ꎻ
⑤　 核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警报的可听性ꎻ

　 (１１５)　 检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接收机ꎬ包括:
①　 确认只在选择呼叫(ＤＳＣ)遇险和安全频率上进行监视ꎻ
②　 核查当使用中、高频(ＭＦ / ＨＦ)无线电发报机时ꎬ保持连续值班状态ꎻ
③　 通过从岸站或其他船舶试验呼叫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１１６)　 检查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球站ꎬ包括:
①　 核查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正确运行ꎻ当需

要船舶的航行或其他设备连续提供信息时ꎬ确保此类信息在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

故障时仍能保持ꎻ
②　 可能时ꎬ通过认可的试验程序ꎬ核查遇险报警功能ꎻ
③　 通过查看最近记录或以试验性呼叫的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１１７)　 适当时ꎬ检查 ＮＡＶＴＥＸ 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接收到的信号或查看最近记录的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②　 如有时ꎬ运行自检程序ꎻ

　 (１１８)　 检查增强的群呼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接收到的信号或查看最近记录的方式ꎬ核查正确的运行和区域的正确性ꎻ
②　 如有时ꎬ运行自检程序ꎻ

　 (１１９)　 适当时ꎬ检查通过用于接收高频 ＨＦ ＮＢＤＰ 接收海上安全信息的无线电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接收到的信号或查看最近记录的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②　 如有时ꎬ运行自检程序ꎻ

　 (１２０)　 检查 ４０６ＭＨｚ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ꎬ包括:
①　 核查自由标浮的操作位置和安装ꎻ
②　 目视检查无外观缺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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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运行自检程序ꎻ
④　 核查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的识别码(ＩＤ)清楚地标识在该设备的外面ꎬ可能时ꎬ解读识

别码(ＩＤ)确认其正确性ꎻ
⑤　 核查电池的失效日期ꎻ
⑥　 如有时ꎬ核查静水压力释放装置及其失效日期ꎻ

　 (１２１)　 检查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其他固定或便携的甚高频设备ꎬ核查 １６ 频道及另一频道的正确运行ꎻ
②　 当使用可充电电池时ꎬ核查电池的充电装置ꎻ
③　 使用一次性电池时应核查其失效日期ꎻ
④　 适当时ꎬ核查救生艇筏中的固定装置ꎻ

　 (１２２)　 检查雷达应答器ꎬ包括:
①　 核查其位置和安装ꎻ
②　 在船上 ９ＧＨｚ 雷达上监视其响应ꎻ
③　 核查电池失效日期ꎻ

　 (１２３)　 检查试验设备和所带的备件ꎬ确认其满足船舶在营运海区的要求ꎬ并检查为维护其功能

要求有效性的申报项目ꎻ
　 (１２４)　 核查指挥位置的遇险控制板ꎻ或适用时ꎬ核查指挥位置附近设有附加的 ＥＰＩＲＢꎻ
　 (１２５)　 核查船位信息的连续和自动传送至包括最初遇险警报的所有有关的通信设备ꎻ
　 (１２６)　 核查安装在指挥位置的遇险报警板及其所接收遇险警报的视觉和听觉指示ꎻ
　 (１２７)　 核查用于搜救目的现场用双向无线电通信装置的配备和操作ꎬ及其从船舶通常航行的位

置在 １２１. ５ＭＨｚ 和 １２３. １ＭＨｚ 频率上的操作ꎻ
　 (１２８)　 确认船舶识别号已永久性标识ꎻ
　 (１２９)　 核查自动识别系统的配备、操作和年度测试ꎻ
　 (１３０)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载客超过 ３６ 人以上的客船ꎬ核查在适当位置配有无

污染重新充足呼吸空气瓶的设备ꎻ
　 (１３１)　 确认船上所安装的材料不含石棉ꎻ
　 (１３２)　 确认供港口和港口相关作业使用的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如舷梯和跳板ꎻ
　 (１３３)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长为 １２０ｍ 及以上ꎬ或具有 ３ 个及以上主竖区的客

船ꎬ核查安全区域的指定ꎻ
　 (１３４)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核查安全中心的配备以及相关的通风要求ꎻ
　 (１３５)　 确认按照批准的船舶噪声测量大纲进行了实船噪声测量ꎮ
２. ３　 客船的船体、机械和设备ꎬ船上配有所需文件的审查应包括:
　 (１)　 确认船上备有稳性资料和破损控制图ꎻ核查船舶备有具体的应急拖带程序ꎻ
　 (２)　 确认船上备有操纵手册ꎬ且在驾驶室已显示有关的操纵信息ꎻ确认船上备有特种处所和滚

装处所开口关闭和紧固的操作程序文件ꎻ
　 (３)　 确认船上备有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ꎻ
　 (４)　 确认防火控制图永久性展示ꎬ作为替代ꎬ为每个高级船员配备应急手册ꎬ以及防火控制图的

副本或应急手册的副本可以从甲板室外有明显标记的风雨密盒子内得到ꎻ
　 (５)　 确认已配备维护保养计划ꎻ
　 (６)　 确认已配备训练手册和防火安全操作手册ꎻ
　 (７)　 适用时ꎬ确认船舶备有表明其符合载运危险货物特殊要求的证明ꎻ
　 (８)　 确认船上每个人都有应变须知ꎬ应变部署表已张贴在一显著的位置ꎬ其所使用的文字能被

船上所有人理解ꎻ
　 (９)　 确认已配备了用船上工作语言编制的救生设备训练手册及训练辅助设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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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确认船上备有 ＭＥＳ 的检查清单和须知(如有时)ꎬ以及船上救生设备船上维护须知ꎻ
　 (１１)　 确认已配备磁罗经的剩余自差表或曲线ꎬ并确认已展示雷达装置的盲区图ꎻ
　 (１２)　 核查备有所有航行设备的操作和维护(适当时)手册ꎻ
　 (１３)　 核查备有为要进行的航行必备的海图和航海出版物ꎬ并且为最新版本ꎻ
　 (１４)　 核查配备无线电设施的船舶ꎬ备有国际信号规则ꎻ
　 (１５)　 确认船上备有表明船舶操作限制的清单ꎻ
　 (１６)　 核查是否备有遇险时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ꎻ
　 (１７)　 核查船上是否配备所有设备的操作手册ꎻ
　 (１８)　 当海上维修保养是申报的项目时ꎬ核查是否配备所有设备的检修手册ꎻ
　 (１９)　 有效的无线电执照ꎻ
　 (２０)　 无线电操作人员的资格证书ꎻ
　 (２１)　 在未向卫星发射遇险信号的情况下ꎬ核查工作频率的发射状况ꎬ以及在 ４０６ＭＨｚ 上的信号

编码和存放ꎻ
　 (２２)　 无线电记录日志ꎻ
　 (２３)　 备有最新的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的出版物ꎻ
　 (２４)　 核查 ＥＰＩＲＢ 在 ５ 年间隔期内已通过认可的岸基维护设施进行维护ꎻ
　 (２５)　 如可能ꎬ 在未向卫星发射遇险信号的情况下ꎬ核查工作频率的发射状况ꎬ以及在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上的导航信号编码和寄存ꎻ
　 (２６)　 确认船上配有连续概要记录ꎻ
　 (２７)　 核查船上备有航行活动记录和每日报告ꎮ
２. ４　 客船的船体、机械和设备初次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当检验合格后ꎬ应颁发客船安全证书及其相关的设备记录ꎮ

３　 换 证 检 验

３. １　 客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２)　 核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的有效性及船上备有符合证明(ＤＯＣ)的副本ꎬ以及国际船舶保安

证书(ＩＳＳＣ)的有效性ꎻ
　 (３)　 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核查其船级证书ꎻ
　 (５)　 适用时ꎬ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６)　 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７)　 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８)　 确认船上备有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ꎻ核查船舶配员符合最少安全配员

证明ꎻ
　 (９)　 核查船长、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均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ＳＴＣＷ)公约发证ꎻ
　 (１０)　 核查是否安装任何新的设备ꎬ如有时ꎬ确认其在安装前已经过认可且任何变动已在适当证

书上有所反映ꎻ
　 (１１)　 核查锅炉和其他压力容器已经过常规检验并且安全设备ꎬ如锅炉安全阀已经过测试ꎻ
　 (１２)　 适当时ꎬ核查船体和机械已按本局授权的组织认可的循环检验表进行检验ꎻ
　 (１３)　 确认舱壁甲板以下的开口和舷窗的关闭和锁紧状况已在航海日志中有记录ꎻ
　 (１４)　 确认航海日志中记录装货舷门的关闭情况ꎬ以及在海上操作和乘客上下船所必需的任何

门的开、闭情况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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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确认船上备有稳性资料和破损控制图ꎻ
　 (１６)　 根据航海日志的记录项目确认在海上必需关闭的开口处于关闭状态ꎬ并确认已按要求进

行水密门等的操练和检查ꎻ确认船上备有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开口关闭和锁紧操作程序的有效文件ꎻ
　 (１７)　 确认船上备有操纵手册ꎬ并确认驾驶室有操纵资料的显示ꎻ
　 (１８)　 确认防火控制图永久性展示ꎬ或者ꎬ作为替代ꎬ提供应急手册ꎬ并且复制的防火控制图或应

急手册可以从甲板室外有明显标识的风雨密盒子内得到ꎻ
　 (１９)　 确认已配备维护保养计划ꎻ
　 (２０)　 确认已配备训练手册和防火操作手册ꎻ
　 (２１)　 核查自从上次检验后ꎬ船上无发生过必须使用固定灭火系统或手提灭火器的火灾ꎻ
　 (２２)　 适当时ꎬ核查船舶备有显示其符合装载危险货物特殊要求的文件ꎻ
　 (２３)　 适当时ꎬ确认船上备有装载危险货物的特殊清单、舱单或配载图ꎻ
　 (２４)　 确认船上每个人有应变须知ꎬ应变部署表已张贴在显著的位置ꎬ其所用语言能被船上人员

理解ꎻ
　 (２５)　 核查航海日志的记录ꎬ尤其是:

①　 上次全体船员和乘客参加的弃船和防火演习的日期ꎻ
②　 演习中对救生艇设备的检查及设备完好的记录ꎻ
③　 上一次救生艇被放出并降至水面的情况记录ꎻ
④　 船员接受适当的随船训练的记录ꎻ

　 (２６)　 确认已配备了用船上工作语言编制的救生设备训练手册及训练辅助设备ꎻ
　 (２７)　 确认船上备有救生设备的维护须知ꎻ
　 (２８)　 根据航海日志的记录ꎬ检查操舵装置的试验和应急操练ꎻ
　 (２９)　 确认已配备磁罗经的剩余自差表或曲线ꎬ适当时ꎬ确认已展示了雷达设备的盲区图ꎻ
　 (３０)　 核查备有所有航海设备的操作手册 (适当时) 和维护手册ꎻ
　 (３１)　 核查备有航行而必需的海图和航海出版物ꎬ并且为最新版本ꎻ
　 (３２)　 核查罗经自差簿ꎬ且适当保存ꎻ
　 (３３)　 确认船上备有表明船舶操作限制的清单ꎻ
　 (３４)　 核查备有遇险时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ꎻ
　 (３５)　 确认配备无线电设施的船舶ꎬ备有国际信号规则ꎻ
　 (３６)　 确认自从上次检验以来一直根据无线电规则要求进行记录ꎻ
　 (３７)　 检查蓄电池的实际容量在过去 １２ 个月之内已在港口得到认可的书面证明ꎻ
　 (３８)　 如适用ꎬ核查船上是否备有对所有操作限制的清单并保持更新ꎻ
　 (３９)　 确认船上配有连续概要记录ꎻ
　 (４０)　 核查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已进行年度试验ꎬ适用时ꎬ在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由岸基维修

站进行维修ꎻ
　 (４１)　 核查船上备有航行活动记录和每日报告ꎮ
３. ２　 客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船底外部检查ꎬ包括底部和首部外板、龙骨、舭龙骨、首柱、尾框架、舵、海底阀箱和滤器ꎬ注

意舵轴承的测量间隙ꎬ尽可能检查螺旋桨和轴封ꎬ注意螺旋桨轴的测量间隙ꎻ
　 (２)　 检查分舱布置ꎬ包括船舶在破损状态下的稳性ꎬ并核查分舱载重线ꎻ
　 (３)　 核查压载布置ꎻ 确认专用海水压载舱已按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 － １ 章第 ３ － ２ 条的要求进行涂

层ꎬ且船舶的维护保养系统应包括保护涂层的维护(如适用)ꎻ
　 (４)　 检查船舶分舱要求的防撞舱壁和其他水密舱壁ꎻ
　 (５)　 确认当管道、排水管等穿过分舱水密舱壁时ꎬ保持水密完整性ꎻ
　 (６)　 确认驾驶室有显示水密门位置的图ꎬ及有这些门开、闭状况的显示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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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测试在紧急情况下ꎬ在驾驶室和在水密门处对水密门进行操纵ꎬ尤其是:
①　 水密门舱壁两侧均可对门操纵ꎻ
②　 水密门遥控位置配备门的开、闭状态的显示器ꎻ
③　 具备不同于该区域其他声响的警报器ꎬ适当时ꎬ还应具有闪烁的视觉信号ꎻ
④　 水密门舱壁两侧均应有控制手柄ꎬ以使人员能在舱壁两侧用操作手柄使水密门打开ꎬ

安全地通过水密门ꎬ而不会意外地启动动力关闭装置ꎻ
　 (８)　 确认在主电源和应急电源断电时ꎬ水密门及其显示设备仍然是可操作的ꎻ
　 (９)　 适当时ꎬ核查所有装在两甲板间的水密舱壁上ꎬ不要求遥控操作的水密门ꎬ确认其附有关闭

状态的标牌ꎻ
　 (１０)　 确认机舱舱壁上的任何可拆卸门板ꎬ均附有说明其关闭状态的标牌ꎬ适当时ꎬ对替代的动

力操作的水密门进行试验ꎻ
　 (１１)　 检查舷窗和舷窗盖的关闭装置ꎬ排水口、卫生泄水孔及类似开口和舱壁甲板以下外板上的

进水孔和排水孔ꎻ
　 (１２)　 确认机器处所的主ꎬ辅海水进水孔和排水孔的阀是容易到达的ꎬ且配备有显示这些阀开闭

状态的显示器ꎻ
　 (１３)　 确认舱壁甲板以下的舷门、装货门及装煤门可以有效地关闭ꎬ出灰管或出垃圾管的舷内开

口配备有效的盖子ꎻ
　 (１４)　 检查保持舱壁甲板以上水密完整性的措施ꎻ
　 (１５)　 检查舱底排水的布置ꎬ并确认每一水密舱的舱底排水泵和舱底排水系统均能有效地工作ꎻ
　 (１６)　 确认位于干舷甲板上的围蔽装货处所的排水系统能有效地工作ꎻ 目视检查排水设备是否

堵塞或有其他破损并确认使用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的闭式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备有防止排

水装置堵塞的措施ꎻ
　 (１７)　 适当时ꎬ检查首门开闭状态及其水泄漏的显示方式ꎻ确认特种处所或滚装处所的监控布置

满意ꎻ
　 (１８)　 确认机械、锅炉和其他压力容器ꎬ及有关的管系和属具的布置ꎬ已充分考虑运动部件ꎬ高温

表面和其他危险ꎬ对船上人员安全的威胁减小到最低程度ꎻ
　 (１９)　 确认任一重要辅机发生故障时ꎬ推进机械仍能保持或恢复正常的操作ꎻ
　 (２０)　 确认已有措施能保证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ꎬ使机器可以从瘫船状态运转起来ꎻ
　 (２１)　 可行时ꎬ检查承受内压并可能产生危险的超压的主机、辅机和其他机器提供防止产生超压

措施ꎻ
　 (２２)　 适当时ꎬ检查内燃机曲轴箱安装防爆安全装置ꎬ并且确认其布置可使对人员伤害的可能性

减至最小ꎻ
　 (２３)　 确认主涡轮推进装置ꎬ可行时ꎬ包括主内燃推进机及辅机ꎬ备有发生故障时自动关闭装置ꎮ

如滑油供应故障等会迅速导致机器完全停车ꎬ防止机器严重损伤或爆炸ꎻ
　 (２４)　 确认机器使推进器换向的时间ꎬ在足够的距离内合理使船舶停止的能力ꎬ包括所有操纵和

停船的辅助措施的有效措施ꎻ
　 (２５)　 确认主、辅操舵装置的布置足以保证其中之一发生故障ꎬ不会导致另一装置不能工作ꎻ
　 (２６)　 适当时ꎬ确认操舵装置的重要部件ꎬ有持久润滑或配备润滑装置ꎻ
　 (２７)　 确认操舵装置液压系统中能被隔断ꎬ和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会产生压力的部件设置安

全阀ꎬ且安全阀的调定压力不超过设计压力ꎻ
　 (２８)　 确认当动力源发生故障再次恢复时ꎬ主操舵装置或辅助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能自动再启

动ꎬ并且能在驾驶室位置对其进行操纵ꎻ同时确认在任一操舵装置动力设备发生电力故障时ꎬ在驾驶室发

出声、光报警ꎻ
　 (２９)　 确认驾驶室和舵机舱操作的主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的操作均是令人满意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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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当主操舵装置设有 ２ 套或 ２ 套以上相同的动力设备ꎬ不设置辅助操舵装置时ꎬ确认在驾驶

室的 ２ 套互相独立的控制系统的操作是令人满意的ꎻ
　 (３１)　 确认辅助操舵装置控制系统在舵机舱内的操作ꎬ如由动力操纵时ꎬ确认从驾驶室的操作是

令人满意的ꎬ确认其独立于主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ꎻ
　 (３２)　 确认发生电力供应故障时ꎬ在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ꎻ
　 (３３)　 确认驾驶室与操舵装置之间的通信联络是令人满意的ꎻ设有应急操舵位置时ꎬ确认应急操

舵位置配备电话或其他通信设施ꎬ将首向信息或可视罗经读数传递至应急操舵位置ꎻ
　 (３４)　 如果主操舵装置是动力操纵时ꎬ确认在驾驶室可独立于操舵系统显示舵角位置ꎬ且在舵机

舱有舵角显示器ꎻ
　 (３５)　 确认液压操舵装置的每一储液箱ꎬ在驾驶室和机舱的低液位的声、光报警器运行正常ꎬ 并

且至少有 １ 个动力执行系统ꎬ包括储液箱能在舵机舱内通过设有固定管系将储存柜进行再充液ꎻ
　 (３６)　 确认舵机房有容易到达的通道ꎬ 且尽可能与机舱分开ꎬ其布置保证人员能安全地到达舵机

装置和控制器的工作通道ꎻ
　 (３７)　 确认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在驾驶室和主机控制位置设有显示电动机运转的装置ꎬ并

且在主机控制位置设置的过载报警和三相供电电源单相失电报警均运行良好ꎻ
　 (３８)　 确认船舶的推进主机和为安全所必须的辅机的有效操作和控制装置得到维护ꎬ适当时ꎬ确

认从驾驶室遥控推进机械的装置ꎬ 包括控制、监视、报告、报警和安全措施ꎻ
　 (３９)　 确认从机器控制室操纵主机和其他机器的布置是令人满意的ꎻ
　 (４０)　 确认配备人工越控的自动控制装置得到维护ꎬ任何故障都不妨碍人工越控的使用ꎻ
　 (４１)　 确认燃油锅炉和废气锅炉、非燃烧蒸汽发生器、蒸汽管系统和空气压力系统的安全装置得

到维护ꎻ
　 (４２)　 确认机器处所通风系统运行良好ꎻ
　 (４３)　 确认机器处所的控制噪声措施是有效的ꎻ
　 (４４)　 确认在机器处所和驾驶室显示指令和回令的车钟运行是令人满意的ꎻ
　 (４５)　 确认驾驶室和机器处所的第二通信设施ꎬ包括与其他控制该机器位置的适当的通信设施

的操作是令人满意的ꎻ
　 (４６)　 确认轮机员报警在轮机员房间能清楚地听见ꎻ
　 (４７)　 确认防止任何发生燃油ꎬ可能从船舶推进和安全所必需的任何泵、过滤器或加热器漏出的

压力油类与高温表面接触ꎬ所采取的预防的措施是有效的ꎻ
　 (４８)　 确认为测定所有油舱油量的装置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ꎻ
　 (４９)　 确认油舱或燃油系统的任何部分ꎬ包括加油管防止超压装置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ꎻ
　 (５０)　 确认电气设备ꎬ包括主动力电源和照明系统均得到良好的维护ꎻ
　 (５１)　 确认独立的应急电源和其相关设备运行良好ꎻ
　 (５２)　 确认每台应急发电机组的启动装置是令人满意的ꎻ
　 (５３)　 核查附加应急照明的布置ꎬ 适当时ꎬ进行试验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

确认所有住舱内辅助照明的配备ꎬ并核查该照明在住舱正常照明断电时自动点亮ꎬ并延续至少 ３０ｍｉｎꎻ
　 (５４)　 确认防止触电、火灾和其他电气的危险ꎬ已采取预防措施ꎻ
　 (５５)　 适当时ꎬ确认机舱周期性无人值班的布置是令人满意的ꎻ
　 (５６)　 检查消防泵、消防总管、消火栓、消防水带、消防水枪和国际通岸接头布置ꎬ并核查消防泵ꎬ

包括应急消防泵能独立操作ꎬ以保证在消防总管维持所要求压力的情况下ꎬ在船舶任何部位均能同时从

２ 个不同的消火栓得到两股水柱ꎬ且消防总管内保持所需的压力ꎻ
　 (５７)　 检查手提式和非手提式灭火器和消防员装备的配备ꎬ并抽查这些设备的工况ꎻ
　 (５８)　 适当时ꎬ检查机器和装货处所的固定灭火系统ꎬ并确认其操作方式已清楚地标明ꎻ
　 (５９)　 检查机器处所的灭火设备和特别布置ꎬ适当时ꎬ尽可能确认用于开、闭天窗、释放烟气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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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烟囱和通风开口ꎬ关闭动力操作及其他类型的门ꎬ停止通风系统和锅炉处所的强力通风和抽风机ꎬ以及

停止燃油泵及其他易燃液体泵的遥控装置的操作功能ꎻ 核查保护机器处所的固定式 ＣＯ２灭火系统(如适

用)ꎬ是否配备 ２ 套独立的控制装置ꎬ一套用于开启气体管道ꎬ另一套用于排放储存容器中的气体ꎬ均设置

在明确标示为供特定处所使用的释放箱内ꎻ同时核查 ＣＯ２灭火系统的释放装置满足先开启气体管道ꎬ再
排放储存容器中气体的开启顺序要求ꎻ

　 (６０)　 检查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灭火设备ꎻ检查客舱阳台的灭火装置ꎻ
　 (６１)　 检查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有易燃液体以及深油烹饪设备的处所的灭火系统的配备ꎻ
　 (６２)　 检查燃油、滑油和其他可燃油类的布置ꎬ适当时ꎬ尽可能地确认关闭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

油类油舱阀的遥控关闭装置功能ꎻ
　 (６３)　 尽可能检查并试验机器处所内的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ꎬ适用时包括起居、服务和控制处所

的装置ꎻ 检查并试验居住舱室阳台的任何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如适用)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

建造的客船ꎬ确认住舱内感烟探测器的配备ꎬ当其被激活时ꎬ应能在其所在处所中发出或引发听觉报警ꎻ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确认能远程分别识别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每个探测

器及手动报警点ꎻ
　 (６４)　 确认消防员装备和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ＥＥＢＤｓ)齐全ꎬ且处于良好状态ꎬ确认自给式呼吸器

的储气瓶ꎬ包括备用储气瓶均已适当地充满空气ꎻ
　 (６５)　 核查灭火系统的操作准备就绪及其维护状态ꎻ
　 (６６)　 尽可能确认船舶结构防火未被改变ꎬ包括船舶结构ꎬ防火完整性ꎬ 梯道、升降机和客舱阳台

的保护ꎬＡ 级和 Ｂ 级分隔的开口ꎬ通风系统和窗、舷窗ꎬ以及可燃材料的使用ꎻ
　 (６７)　 尽可能确认拟用于载运危险货物的装货处所内的结构防火未作改动ꎻ
　 (６８)　 检查和试验手动和自动防火门ꎬ包括关闭 Ａ 级和 Ｂ 级分隔开口的装置ꎻ
　 (６９)　 检查并试验所有通风系统的主进风口和出风口ꎬ并核查动力通风能够从其服务处所外予

以关闭ꎻ
　 (７０)　 确认为从所有乘客和船员处所ꎬ船员通常的工作处所ꎬ到达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甲板提供

脱险通道布置的梯道和梯子ꎬ包括低位照明系统ꎬ已予维护ꎻ
　 (７１)　 确认任何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脱险通道是令人满意的ꎻ
　 (７２)　 确认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是令人满意的ꎻ
　 (７３)　 检查特种处所和其他货物处所的防火布置ꎬ适当时ꎬ尽可能对各种开口的关闭装置的操作

进行试验ꎻ
　 (７４)　 检查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内的灭火设备ꎬ包括探火系统ꎬ适当时ꎬ尽可能试验用

于各种开口关闭装置的操作功能ꎻ
　 (７５)　 适当时ꎬ尽可能检查并试验通用报警和公共广播系统或其他有效的通信装置ꎻ
　 (７６)　 适当时ꎬ检查装载危险货物的特别布置ꎬ包括核查电器设备、敷线和边界绝缘ꎬ防护服和便

携设备的配备ꎬ尽可能试验供水、舱底泵系和喷水系统ꎻ
　 (７７)　 适用时ꎬ检查直升飞机平台设施ꎻ
　 (７８)　 对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检查对其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ꎻ对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长为 １２０ｍ 及以上ꎬ或具有 ３ 个及以上主竖区的客船ꎬ 核查安全区域

的指定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核查安全中心的配备以及相关的通风要求ꎻ
　 (７９)　 核查船上的每个人的应变须知ꎬ应变部署表张贴于明显的位置ꎬ且在救生艇筏及其降落站

附近有标记或标牌ꎻ
　 (８０)　 核查用于救生艇降落装置的吊艇索已经过定期检查并在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内已经过

换新ꎻ
　 (８１)　 检查救生艇筏ꎬ包括其属具ꎬ 承载释放装置和液压锁紧装置ꎬ如有时ꎬ 检查气胀式救生筏

及其静水压力释放装置和自由漂浮的装置ꎬ包括其检修或更换日期ꎻ核查手持火焰信号失效日期ꎻ 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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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筏内是否安装要求数量的搜救定位装置以及救生筏是否有明确标记ꎻ核查救生设备所有有助于海上

探测的部分具有国际规定的或鲜艳的橙红色ꎬ或一种鲜明易见的颜色ꎻ
　 (８２)　 检查每艘救生艇筏的登乘装置和降落设备ꎬ每艘救生艇应下降到登乘位置ꎻ或者ꎬ若存放

位置就是登乘位置时ꎬ则应下降一小段距离ꎬ如可行ꎬ应将一艘救生艇筏降到水面ꎻ用吊架降落的救生筏

的降落设施的操作应得到验证ꎻ对降落设施进行彻底检查ꎬ包括绞车制动器的动力试验及救生艇和救助

艇承载释放装置的检修(包括自由降落释放系统和用吊架降落的救生筏的自动脱钩的检修)ꎻ
　 (８３)　 船上至少 ５０％的海上撤离系统应进行试放ꎻ
　 (８４)　 检查每一救助艇及其属具ꎻ 对充气式救助艇ꎬ确认其处于充足气状态ꎻ
　 (８５)　 检查每一救助艇的登乘和回收装置ꎮ 如可行ꎬ救助艇应以 ５ｋｎ 航速降落至水面ꎬ并验证其

回收能力ꎻ
　 (８６)　 核查集合乘客的布置ꎻ
　 (８７)　 确认客滚船上设有快速救助设施ꎻ
　 (８８)　 确认客滚船上设有直升飞机搭乘区域ꎻ
　 (８９)　 确认设有船长决策支持系统ꎻ
　 (９０)　 救助艇和救生艇安装的机器应进行试验ꎬ确认其启动良好且能够正车、倒车运行ꎻ
　 (９１)　 检查并核查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和雷达应答器ꎻ
　 (９２)　 检查抛绳设备ꎬ并核查火箭和船舶遇险信号未过期ꎬ检查并核查船上通信设备和通用报警

系统ꎻ 确认通用报警系统在起居处所、通常船员工作处所和开敞甲板都能听到ꎻ
　 (９３)　 检查救生圈(包括带有自亮灯、自发烟雾信号和可浮救生索的救生圈)、救生衣、救生服、抗

暴露服和保温用具的配备、布置、存放和状况ꎬ并检查相关电池的有效期ꎻ核查配备有三种尺寸救生衣(婴
儿、儿童和成人)并核查其有体重和 /或身高标记ꎮ 对于航程时间小于 ２４ ｈ 的客船ꎬ核查婴儿救生衣的数

量至少等于船上乘客人数的 ２. ５％ ꎬ及对于航程时间大于或等于 ２４ ｈ 的客船ꎬ核查为船上每个婴儿配备

一件救生衣ꎮ 核查与救生衣一起穿着的救生服是否具有适当的标志ꎻ
　 (９４)　 核查集合和登乘地点以及走道、梯道和通向集合和登乘地点的出口处的照明ꎬ包括应急电

源供电时的照明ꎻ
　 (９５)　 核查所要求的航行灯、号型和发出声响信号设备工作情况ꎻ
　 (９６)　 适当时ꎬ核查下列航行设备的配备和规格:白昼通信信号灯、磁罗经、航向传送装置、电罗

经、电罗经复示器、雷达装置、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绘装置、自动跟踪仪或自动雷达标绘装置、回声测深

仪、航速和航程测量装置、舵角指示器、螺旋桨转速指示器、可变螺距螺旋桨的螺距和工作状态指示器、回
转角速度指示仪、航向或航迹控制系统、ＧＮＳＳ 接收器、陆上无线电导航系统和声响接收系统、应急操舵位

置通信装置、ＥＣＤＩＳ 包括备用装置、磁罗经或罗经方位装置以及航向和方位修正装置、驾驶室航行值班报

警系统(ＢＮＷＡＳ)(如适用)ꎻ对船舶在港时无法检查的项目应在船舶记录中得到证实ꎻ
　 (９７)　 核查航行数据记录仪的配备、规格、运行和年度性能试验ꎻ
　 (９８) 　 核查船上备有国际信号规则和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第Ⅲ卷ꎻ如装有时ꎬ核查船

上备有一份有效的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符合性测试报告ꎻ
　 (９９)　 若配备了自动识别系统ꎬ则核查其操作和年度测试记录ꎻ
　 (１００)　 适当时ꎬ核查引航员软梯和升降机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的配备和规格ꎻ
　 (１０１)　 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的无线电装置应由一名熟悉要求和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规则及

相关的无线电设备性能标准的有资格人员进行检验ꎻ无线电检验应使用能进行所有有关测量的合适的试

验设备ꎻ检验合格后ꎬ该无线电检验人员应向负责签发该船客船安全证书的本局授权的组织提交一份检

验报告ꎬ并在报告中声明其所代表的组织ꎻ
　 (１０２)　 检查无线电设备的位置、对外力和电磁干扰的防护以及照明ꎻ
　 (１０３)　 确认无线电装置的设备符合根据申报的船舶营运海区要求配备ꎬ维护其功能要求ꎻ
　 (１０４)　 确认船舶至少由两个分开并独立的装置ꎬ在船舶正常的航行区域发出船舶至岸的遇险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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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ꎬ每台装置使用不同的无线电通信业务ꎻ
　 (１０５)　 检查所有天线ꎬ包括:

①　 目检核查所有天线ꎬ包括国际海事卫星(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天线ꎬ及馈线位置是合格的ꎬ且
无缺陷ꎻ

②　 核查所有天线的绝缘和安全性ꎻ
　 (１０６)　 检查备用能源ꎬ包括:

①　 核查有足够容量可向基本设备和双套设备提供 １ｈ 或 ６ｈ 的电力ꎻ
②　 当备用能源是电池时:

ａ)　 核查其位置和安装ꎻ
ｂ)　 适当时ꎬ采用密度(比重)测量法或电压测量核查其状态ꎻ
ｃ)　 在电池充电后ꎬ以最大无线电设备载荷连接于该备用能源ꎻ以核查其电池电压

和放电电流ꎻ
ｄ)　 核查充电装置能够在 １０ｈ 之内为备用蓄电池充足电量ꎻ

　 (１０７)　 核查甚高频(ＶＨＦ)收发报机ꎬ包括:
①　 核查 ６、１３ 和 １６ 频道的运行ꎻ
②　 核查频率容限、发射线质量和无线电频率的输出功率ꎻ
③　 核查所有控制装置的正确操作ꎬ包括控制装置的优先权ꎻ
④　 核查由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时设备的运行ꎻ
⑤　 核查为航行安全而配备的甚高频电话频道控制装置ꎬ或便携式甚高频(ＶＨＦ)设备的

运行ꎻ
⑥　 核查与岸站或其他船舶的空中联络的正确运行ꎻ

　 (１０８)　 检查甚高频(Ｖ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的控制器和 ７０ 频道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值班接

收机ꎬ包括:
①　 在停止发射情况下ꎬ确认设备已编入正确的海事移动服务识别系统ꎻ
②　 通过向岸站、其他船舶、船上的双套设备或专用试验设备发出常规或试验呼叫的方

式ꎬ核查仪器正确的发射功能ꎻ
③　 通过从岸站、其他船舶、船上的双套设备或专用试验设备接收常规或试验呼叫ꎬ以核

查仪器正确的接收功能ꎻ
④　 核查甚高频 /数字信号转换器警报的可听性ꎻ
⑤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ꎻ

　 (１０９)　 检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无线电话设备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能否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ꎻ
②　 核查在所有适当的频道的调谐ꎻ
③　 核查设备在所有适当的频带上处于频率容限之内ꎻ
④　 通过以与岸站联系和 /或测量发射线质量和无线电频率输出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

运行ꎻ
⑤　 在所有适当的频带上通过已知的信号台进行监控的方式核查接收器的运行ꎻ
⑥　 如果驾驶室以外还有控制装置ꎬ确认驾驶室的控制装置拥有启动发出遇险警报的第

一优先权ꎻ
⑦　 核查无线电话警报信号发生器在 ２１８２ｋＨｚ 以外频率的正确运行ꎻ

　 (１１０)　 检查高频无线电传设备ꎬ包括:
①　 核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ꎻ
②　 确认正确的选择性呼叫码编入设备的程序ꎻ
③　 查看最近硬件记录或与岸站进行试验ꎬ以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８９



　 (１１１)　 检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控制器ꎬ包括:
①　 核查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 备用电源供电情况下工作ꎻ
②　 确认正确的海上移动服务识别系统编入设备的程序ꎻ
③　 核查停止发射状态下的自检程序ꎻ
④　 如果泊位规则允许使用中、高频发射ꎬ则以用中频(ＭＦ)和 /或高频(ＨＦ)向海岸台进

行试验性呼叫ꎬ核查其运行状态ꎻ
⑤　 核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警报的可听性ꎻ

　 (１１２)　 检查中、高频(ＭＦ / ＨＦ)数字选择呼叫(ＤＳＣ)接收机ꎬ包括:
①　 确认只在选择呼叫(ＤＳＣ)遇险和安全频率上进行监视ꎻ
②　 核查当使用中、高频(ＭＦ / ＨＦ)无线电发报机时ꎬ保持连续值班状态ꎻ
③　 通过从岸站或其他船试验呼叫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１１３)　 检查无线电话遇险频率的值班接收机ꎬ包括:
①　 核查静默 /非静默功能ꎻ
②　 借助已知信号台ꎬ核查接收机的灵敏度ꎻ
③　 核查扬声器的可听性ꎻ

　 (１１４)　 检查国际海事卫星(ＩＮＭＡＲＳＡＴ)船舶地球站ꎬ包括:
①　 核查该设备在主电源、应急电源(如有时)和备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ꎬ当需要船

舶的航行或其他设备连续提供信息时ꎬ核查此类信息在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

时ꎬ仍能保证提供此类信息ꎻ
②　 可能时通过认可的试验程序ꎬ核查遇险报警功能ꎻ
③　 通过查看最近硬件记录或以试验性呼叫的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１１５)　 适当时ꎬ检查航行警告接收机(ＮＡＶＴＥＸ)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接收到的信号或查看最近硬件记录的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②　 如有时ꎬ运行自检程序ꎻ

　 (１１６)　 检查增强的群呼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接收到的信号或查看最近硬件记录的方式ꎬ核查正确的运行和区域的正

确性ꎻ
②　 如有时ꎬ运行自检程序ꎻ

　 (１１７)　 适当时ꎬ检查通过用于接收高频 ＨＦ ＮＢＤＰ 接收 海上安全信息的无线电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监听接收到的信号或查看最近硬件记录的方式ꎬ核查其正确的运行ꎻ
②　 如有时ꎬ运行自检程序ꎻ

　 (１１８)　 检查 ４０６ＭＨｚ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ꎬ包括:
①　 核查自由标浮的操作位置和安装ꎻ
②　 外观缺陷目视检查ꎻ
③　 运行自检程序ꎻ
④　 核查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的识别码(ＩＤ)清楚地标识在该设备的外面ꎬ可能时ꎬ 解读识

别码(ＩＤ)确认其正确性ꎻ
⑤　 核查电池的失效日期ꎻ
⑥　 如有时ꎬ核查静水压力释放装置及其失效日期ꎻ

　 (１１９)　 检查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ꎬ包括:
①　 通过其他固定或便携的甚高频设备ꎬ核查 １６ 频道及另一频道的正确运行ꎻ
②　 当使用可充电电池时ꎬ应核查电池的充电装置ꎻ
③　 使用一次性电池时应核查其失效日期ꎻ
④　 适当时ꎬ核查救生艇筏中的每个固定设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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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　 检查雷达应答器ꎬ包括:
①　 核查其位置和安装ꎻ
②　 在船上 ９ＧＨｚ 雷达上监视其响应ꎻ
③　 核查电池失效日期ꎻ

　 (１２１)　 检查试验设备和所带的备件ꎬ确认其满载船舶营运海区的要求ꎬ并检查为维护其功能要

求有效性的申报项目ꎻ
　 (１２２)　 核查指挥位置的遇险控制板ꎻ或适用时ꎬ核查指挥位置附近设有附加的应急无线电示位

标(ＥＰＩＲＢ)ꎻ
　 (１２３)　 核查船位信息的连续和自动传送至包括最初遇险警报的所有有关的通信设备ꎻ
　 (１２４)　 核查安装在指挥位置的遇险报警板及其所接收遇险警报的视觉和听觉指示ꎻ
　 (１２５)　 核查用于搜救目的的现场用双向无线电通信装置的配备和操作ꎬ及其从船舶通常航行的

位置在 １２１. ５ＭＨｚ 和 １２３. １ＭＨｚ 频率上的操作ꎻ
　 (１２６)　 确认船舶识别号已永久性标识ꎻ
　 (１２７)　 确认船上所安装的材料不含石棉ꎻ
　 (１２８)　 核查供港口和港口相关作业使用的登离船装置的配备ꎬ如舷梯和跳板处于令人满意的状

况(如适用)ꎮ
３. ３　 客船船体、机械和设备换证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换证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新的客船安全证书及相关的设备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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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４ 章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中间检验 /定期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４ 和 ５ 以及第 ２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３　 还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附则 ４«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的适用要求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为满足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ꎬ对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应

包括:
　 (１)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初次检验相关的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图纸和设计审查适用规定ꎻ
　 (２)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初次检验相关的船体、轮机和设备的图纸和设计审查适用规定ꎻ
　 (３)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初次检验相关的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装置的图纸和设

计审查的适用规定ꎮ
２. ２　 特种用途船舶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相关的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ꎬ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ꎻ
　 (２)　 货船船体、轮机和设备ꎬ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ꎻ
　 (３)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装置ꎬ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ꎮ
２. ３　 特种用途船舶在船上文件等的核查应包括:
　 (１)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船上所需文件ꎻ
　 (２)　 货船船体、轮机和设备船上所需文件ꎻ
　 (３)　 货船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装置船上所需文件ꎮ
２. ４　 特种用途船安全设备(货船设备安全、货船构造安全和货船无线电安全)初次检验合格后ꎬ应

签发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及相关的设备记录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年度检验涉及的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船体、轮机和设备和无线电装

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装置ꎬ其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的检查应包括:
　 (１)　 检查相应的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年度检验ꎬ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年度检验和货船无线电安

全证书的定期检验适用的证书和其他记录ꎮ
３. ２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年度检验涉及的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年度检验、船体、轮机和设备年度

检验和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装置定期检验适用项目ꎮ
３. ３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年度检验涉及的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年度检验、船体、轮机和设备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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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和无线电装置ꎬ包括救生用无线电装置定期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上有关年度检验、定期检验上签署ꎻ
　 (２)　 如果检验表明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不合格ꎬ则参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要求ꎮ

４　 中间检验 / 定期检验

４. １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中间检验涉及货船构造安全证书中间检验ꎬ包括船底外部检查的适用

规定ꎮ
４. ２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定期检验涉及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定期检验和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

定期检验的适用规定ꎮ
４. ３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中间检验 /定期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在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上有关中间 /定期检验处签署ꎻ
　 (２)　 如果检验表明船舶或其设备状况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②的要求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换证检验应涉及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换证检验、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

换证检验和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换证检验的适用规定ꎮ
５. ２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换证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新的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及相关的设备

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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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章　 高速船安全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高速船安全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定期检验ꎻ
　 (３)　 换证检验ꎮ
１. ２　 高速船安全证书的检验要求按本法规第 ４ 篇附则 ２«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ＨＳＣ 规则)第 １ 章

及本章 ２、３ 和 ４ 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３　 船底外部检查按本篇第 ２ 和 ５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为满足 ＨＳＣ 规则ꎬ初次检验包括船体、机械和设备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包括:
　 (１)　 高速船送审图纸目录(见本章附录)ꎮ
　 (２)　 审查有关船舶装载、环境条件、航速和操纵性所作的假定和限制评定ꎻ
　 (３)　 审查计算、试验、试航用以证明设计是安全的各种数据评定ꎻ
　 (４)　 审核按本法规要求所进行的“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ꎮ
２. ２　 为满足 ＨＳＣ 规则ꎬ船舶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检查船舶结构、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和其他装置、属具、布置和材料符合图纸、图表、说明

书、计算书和其他技术文件ꎻ
　 (２)　 船舶结构、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和其他装置、属具、布置进行合适的试验ꎬ确认其处于满意

的状态和适合该船预定的用途ꎮ
２. ３　 为满足 ＨＳＣ 规则ꎬ船上配备的文件和资料:
　 (１)　 确认配备船舶的各种设备的操作手册ꎻ
　 (２)　 确认配备维护保养计划ꎻ
　 (３)　 确认配备训练手册和防火安全手册ꎻ
　 (４)　 确认配备海图和航海出版物ꎻ
　 (５)　 确认配备营运许可证ꎮ
２. ４　 高速船结构、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ꎬ初次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应签发高速船安全证书及有关的设备记录ꎮ

３　 定 期 检 验

３. １　 定期检验应在证书的每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进行ꎬ并应包括:
　 (１)　 高速船的船体、机械和设备(包括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应作全面检验ꎬ以保证其符合本法

规的要求ꎬ并确信其处于满意的状态和适合该船预定的用途ꎻ
　 (２)　 船底外部和有关项目的检验应在船舶处于脱离水面的合适状态下进行ꎬ并仔细检查任何损

坏或有问题的部位ꎮ
３０１



３. ２　 高速船结构、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定期检验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应在高速船安全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检验显示船舶或其设备不合格ꎬ见第 ２ 章 ４. １(２) ②的规定ꎮ

４　 换 证 检 验

４. １　 换证检验的要求与定期检验的要求相同ꎮ
４. ２　 高速船结构、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换证检验合格后应签发高速船安全证书及其有关的设备

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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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高速船送审图纸目录

１　 船体部分

　 (１)　 总布置图ꎻ
　 (２)　 完整稳性计算书ꎻ
　 (３)　 分舱与破损稳性计算书ꎻ
　 (４)　 防火区域划分图ꎻ
　 (５)　 全船绝缘布置图ꎻ
　 (６)　 全船甲板敷料布置图ꎻ
　 (７)　 防火结构典型节点图ꎻ
　 (８)　 防火救生控制图(撤离线路)ꎻ
　 (９)　 全船通风、空调系统布置图ꎻ
　 (１０)　 信号设备布置图ꎻ
　 (１１)　 门、窗、盖布置图ꎻ
　 (１２)　 海损控制图ꎻ
　 (１３)　 舱室布置图ꎻ
　 (１４)　 型线图和型值表(备查)ꎻ
　 (１５)　 静水力曲线图(备查)ꎻ
　 (１６)　 交叉曲线图(备查)ꎻ
　 (１７)　 舱容图(备查)ꎻ
　 (１８)　 重量重心计算书(备查)ꎻ
　 (１９)　 载重线标志图ꎮ
２　 轮机部分

　 (１)　 机舱布置图ꎻ
　 (２)　 舱底水和压载管系图ꎻ
　 (３)　 主辅机燃油系统图ꎻ
　 (４)　 主辅机滑油管系图ꎻ
　 (５)　 主辅机冷却水管系图ꎻ
　 (６)　 压缩空气管系图ꎻ
　 (７)　 主辅机及垫升机排气管系图ꎻ
　 (８)　 机舱通风管系图ꎻ
　 (９)　 舵机电动液压系统图:
　 (１０)　 水灭火系统图ꎻ
　 (１１)　 固定灭火系统图ꎮ
３　 电气部分

　 (１)　 电力系统图ꎻ
　 (２)　 主要电力设备布置图ꎻ
　 (３)　 主照明系统图ꎻ
　 (４)　 主照明布置图ꎻ
　 (５)　 应急和临时应急照明系统图ꎻ
　 (６)　 应急和临时应急照明布置图ꎻ
　 (７)　 附加应急照明系统图ꎻ
　 (８)　 附加应急照明布置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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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船内通信系统图(应包括:有线广播、主机传令钟、指挥电话及轮机员呼叫等系统)ꎻ
　 (１０)　 船内通信设备布置图(应包括:有线广播、主机传令钟、指挥电话及轮机员呼叫等系统)ꎻ
　 (１１)　 船内报警系统图(应包括:探火和失火报警、灭火剂施放预报警、通用紧急报警及水密门关

闭报警等系统)ꎻ
　 (１２)　 船内报警设备布置图(应包括:探火和失火报警、灭火剂施放预报警、通用紧急报警及水密

门关闭报警等系统)ꎻ
　 (１３)　 主干电缆走向图(适用于船长大于 ２０ｍ 的高速客船)ꎻ
　 (１４)　 航行灯和信号灯系统图ꎻ
　 (１５)　 航行灯和信号灯布置图ꎻ
　 (１６)　 号笛系统图ꎻ
　 (１７)　 航行设备系统图ꎻ
　 (１８)　 航行设备布置图ꎻ
　 (１９)　 无线电通信系统图ꎻ
　 (２０)　 无线电通信设备布置图ꎻ
　 (２１)　 天线布置图ꎻ
　 (２２)　 无线电备用电源容量估算书ꎮ
４　 遥控报警和安全系统部分

　 (１)　 安全系统项目表ꎻ
　 (２)　 主、辅机自控和遥控系统图ꎻ
　 (３)　 监测报警点表(应包括:报警信号的显示部位)ꎻ
　 (４)　 自动化系统的动力源系统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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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６ 章　 国际吨位证书与吨位证书

１　 通　 　 则

１. １　 按本法规第 ２ 篇的规定ꎬ下列船舶应进行丈量ꎬ确定船舶总吨位和净吨位:
　 (１)　 所有从事国际航行的海船ꎻ
　 (２)　 在改建或改装对其吨位的影响ꎬ当增加或减少超过原有总吨位的 １％的船舶ꎮ
１. ２　 船长小于 ２４ｍ 的国际航行海船可参照«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规定ꎬ对船舶

进行丈量确定其总吨位和净吨位ꎮ

２　 吨 位 丈 量

２. １　 进行吨位丈量的船舶ꎬ应按本法规第 ２ 篇及相关规定ꎬ提供有关图纸和进行吨位丈量ꎮ
２. ２　 证书的签发:
　 (１) 　 国际航行船舶按本法规第 ２ 篇及相关规定ꎬ进行丈量确定吨位后ꎬ应签发«吨位丈量公约»

规定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ꎻ
　 (２)　 船长小于 ２４ｍ 的国际航行海船参照«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规定丈量船

舶吨位后ꎬ应签发相应吨位证书ꎮ
２. ３　 证书的失效:
　 (１)　 国际航行海船持有的国际吨位证书或吨位证书有下述情况之一时ꎬ即告失效:

①　 当船舶的布置、结构、容积、处所的用途、乘客定额证书中准许的乘客总数、勘划的载重

线或准许的吃水等方面发生变动ꎬ致使总吨位或净吨位变化时ꎻ
②　 船舶由一缔约国政府国旗转为悬挂另一缔约国政府国旗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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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７ 章　 国际装运辐射性核燃料( ＩＮＦ)货物适装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检验与发证

１. １. １　 装运辐射性核燃料(ＩＮＦ)货物的船舶ꎬ在装运辐射性核燃料( ＩＮＦ)货物前应经受初次检验ꎬ
检验应包括对船舶结构、装货处所、设备、舾装、布置以及国际船舶安全装运密封装辐射性核燃料、钚和强

放射性废料规则(ＩＮＦ 规则)而言船舶所用材料的检验ꎮ
１. １. ２　 按 １. １. １ 要求所进行的初次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装运辐射性核燃料( ＩＮＦ)货物适装

证书ꎮ
１. １. ３　 为符合装运辐射性核燃料(ＩＮＦ)货物规则ꎬ应经受本法规第 １ 篇中适用规定的检查和检验ꎬ

以保证结构、设备、舾装、布置和材料满足国际船舶安全装运密封装辐射性核燃料、钚和强放射性废料规

则(ＩＮＦ 规则)的要求ꎮ
１. １. ４　 国际装运辐射性核燃料(ＩＮＦ)货物适装证书ꎬ如未按 １. １. ３ 的要求进行检验或已表明船舶不

满足国际船舶安全装运密封装辐射性核燃料、钚和强放射性废料规则(ＩＮＦ 规则)的要求ꎬ或按本法规规

定的船舶证书有效期已届满时ꎬ该证书应失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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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８ 章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年度检验ꎻ
　 (３)　 中间检验ꎻ
　 (４)　 换证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４ 和 ５ 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对控制空气污染ꎬ检查的图纸和设计中应包括:
　 (１)　 审查使用消耗臭氧物质的系统的布置ꎻ
　 (２)　 如适用ꎬ审查 ＮＯｘ 排放控制的布置ꎻ
　 (３)　 如适用ꎬ审查 ＳＯｘ 和颗粒物质控制的布置ꎻ
　 (４)　 如适用ꎬ审查蒸气收集系统的布置ꎻ
　 (５)　 如适用ꎬ审查船上焚烧炉的布置ꎮ
２. ２　 控制空气污染检验应包括:
　 (１)　 消耗臭氧物质:

①　 如适用ꎬ确认使用消耗臭氧物质的系统的安装和操作合格ꎻ
②　 确认在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后未安装含消耗臭氧物质(氢化氯氟烃除外)的装置或

设备ꎻ
③　 确认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未安装含氢化氯氟烃的装置或设备ꎮ

　 (２)　 船用柴油机的氮氧化物排放:
①　 确认对所有规定应备有证书的发动机ꎬ已按«ＮＯｘ 技术规则»之第 ２. ２ 节要求进行了前

期发证并按认可的负荷循环安装ꎮ
(ⅰ)　 如采用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ꎬ按«ＮＯｘ 技术规则»之第 ６. ２ 节要求ꎬ进行船上核

查检验ꎮ
(ⅱ)　 如采用的是简化的方法ꎬ按«ＮＯｘ 技术规则»之第 ６. ３ 节要求ꎬ进行船上核查

检验ꎮ
(ⅲ)　 如采用直接测量和监测方法(仅对现有船舶)ꎬ按«ＮＯｘ 技术规则»之第 ６. ４ 节

要求ꎬ进行船上核查检验ꎮ
(ⅳ)　 对在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和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间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输出功

率超过 ５ꎬ０００ ｋＷ 且每缸排量在 ９０ 升或以上的船用柴油机ꎬ核查是否:
ａ. 　 存在认可方法ꎻ
ｂ. 　 认可方法无法从市场上购得ꎻ或
ｃ. 　 安装认可方法ꎬ如安装ꎬ应有认可方法案卷ꎬ并应用认可方法案卷中的验证

程序ꎮ
　 (３)　 硫氧化物和颗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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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适用ꎬ确认:
(ⅰ)　 使用要求的符合燃油的装置合格ꎻ或
(ⅱ)　 当配备不同级别燃油舱时ꎬ燃油转换装置的安装和操作合格ꎻ或
(ⅲ)　 废气滤清系统的安装和操作合格或审查其他技术方法ꎮ

　 (４)　 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如适用):
①　 确认蒸气收集管路安装正确ꎻ
②　 确认用于消除系统中冷凝聚集(如管线末端低处泄水孔)的装置的安装正确且运行

良好ꎻ
③　 确认蒸气总管的截止阀的安装正确且运行良好ꎻ
④　 确认每条管线的末端都清楚标明为蒸气收集管ꎻ
⑤　 确认蒸气收集法兰符合 ＩＭＯ 指南和工业标准ꎮ

　 (５)　 船上焚烧炉(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安装的):
①　 确认每台焚烧炉安装正确且运行良好ꎻ
②　 确认焚烧炉上已经固定标示了制造厂名称ꎬ焚烧炉型号 /类型和功率(热单位 /每小时)ꎮ

２. ３　 为防止空气污染ꎬ对船上的证书文件的检查应包括:
　 (１)　 查看年度检验 ３. ２(２)中所述文件ꎬ但 ３. ２(１４)除外ꎮ
２. ４　 防止空气污染初次检验完成后:
　 (１)　 如检验合格ꎬ应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防止空气污染检查现有的证书和其他记录时ꎬ应包括:
　 (１)　 检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货船结构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

书»的有效性ꎻ
　 (２)　 检查«安全管理证书»(ＳＭＣ)以及国际船舶保安证书的有效性ꎬ并检查船上是否备有«符合

证明»(ＤＯＣ)的副本(如适用)ꎻ
　 (３)　 检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ꎻ
　 (４)　 检查«国际防止油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
　 (５)　 检查船级证书(如系入级船舶)ꎻ
　 (６)　 检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７)　 检查船舶的配员是否符合«最低安全配员证书»ꎻ
　 (８)　 检查船长、高级船员和低级船员都有 ＳＴＣＷ 公约规定的证书ꎻ
　 (９)　 检查是否安装了新设备ꎬ如有ꎬ确认在这些新设备安装前经认可ꎬ且证书上记载了相关

变化ꎮ
３. ２　 防止空气污染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　 总则

①　 确认没有任何变化或没有安装影响证书有效性的新的设备ꎮ
　 (２)　 文件

①　 确认备有«消耗臭氧物质记录簿»ꎬ如适用ꎻ
②　 确认每台要求认证的船用柴油机按 ＮＯｘ 技术规则第 ２. １ 章的要求持有«发动机国际防

止空气污染证书»(ＥＩＡＰＰ)ꎻ
③　 确认船上每台要求认证的船用柴油机备有经认可的技术案卷ꎻ
④　 在使用发动机参数核查方法进行船上 ＮＯｘ 验证检验时ꎬ确认每台要求认证的船用柴油

机备有发动机参数记录簿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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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使用直接测量和监测方法进行船上 ＮＯｘ 验证检验时ꎬ确认每台要求认证的船用柴油

机备有认可的船上监测手册ꎻ
⑥　 确认备有涉及燃油转换的书面程序ꎬ如适用ꎻ
⑦　 确认备有一份燃油转换记录(如适用)ꎬ且该记录应包括在本局规定的航海日志中ꎻ
⑧　 确认每台 ＳＯｘ 废气滤清系统(ＥＧＣＳ)持有 ＳＯｘ 排放控制区符合证书或船上监测手册

(ＯＭＭ)(视具体情况)ꎬ且在任一情况下均有 ＳＥＣＡ 符合计划(附则 ＶＩ 第 ４ 条)ꎬ或达到

符合性的其他技术方法的认可文件ꎻ
⑨　 确认备有 ＶＯＣ 管理计划(如要求)ꎻ
⑩　 确认备有 ＶＯＣ 收集系统输送程序(如要求)ꎻ
　 确认船上每台焚烧炉备有一份 ＩＭＯ 型式认可证书(如要求)ꎻ
　 确认每一焚烧炉备有一份须知手册(如要求)ꎻ
　 确认培训船员操作每一焚烧炉的文件证明记录(如要求)ꎻ
　 确认船上备有要求的燃油交付单和由船方控制保存的燃油样品或其他相关文件ꎮ

　 (３)　 含消耗臭氧物质的系统(如安装):
①　 确认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之后船上没有安装含消耗臭氧物质(氢化氯氟烃除外)的新装置

或设备ꎻ
②　 确认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没有安装含有氢化氯氟烃的装置ꎻ
③　 尽实际可能地检查设备和装置的外部情况ꎬ确保其维护良好ꎬ以防止臭氧消耗物质泄放ꎻ
④　 通过文件证据确认没有消耗臭氧物质的故意排放ꎮ

　 (４)　 每台船用柴油机的氮氧化物的排放

①　 确认每台船用柴油机按其适用的 ＮＯｘ 排放极限值的要求操作ꎻ
②　 确认船用柴油机在间隔期未进行重大改装ꎻ
③　 如采用了发动机参数检查法:

(ⅰ)　 检查技术档案中的发动机文件证明资料ꎬ以及发动机参数记录簿ꎬ以尽实际可

能核查技术档案中发动机的功率、负荷和限值 /限定情况ꎻ
(ⅱ)　 确认从上次检验以来ꎬ未对发动机进行过超出技术档案中许可选项和范围值的

改装或调定ꎻ
(ⅲ)　 按技术档案中的规定进行检验ꎮ

④　 如采用简化法:
(ⅰ)　 检查技术档案中的发动机证明文件ꎻ
(ⅱ)　 确认测试程序系经本局的认可ꎻ
(ⅲ)　 确认分析仪、发动机性能传感器、环境状况测量设备、满量程校核气体和其他测

试设备的型号正确ꎬ且已按«ＮＯｘ 技术规则»的要求进行了调试ꎻ
(ⅳ)　 确认船上测试测量的核查时ꎬ采用了发动机技术规则中规定的正确的试验

循环ꎻ
(ⅴ)　 确保试验时进行了燃油的取样ꎬ并送交分析ꎻ
(ⅵ)　 参与试验并在试验结束后ꎬ确认送审一份试验报告副本ꎮ

⑤　 如采用直接测量和监控法:
(ⅰ)　 审核技术案卷和船上监测手册ꎬ布置应经认可ꎻ
(ⅱ)　 应遵循在直接监测中要核查的程序以及经认可的船上监测手册中的测量方法

和获得的数据ꎮ
⑥　 对在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和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间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输出功率超过

５０００ ｋＷ 且每缸排量在 ９０Ｌ 或以上的船用柴油机ꎬ核查是否:
ａ. 　 存在认可方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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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认可方法无法从市场上购得ꎻ或
ｃ. 　 安装认可方法ꎬ如安装ꎬ应有认可方法案卷ꎬ并应用认可方法案卷中的验证程序ꎮ

　 (５)　 硫氧化物和颗粒物质:
①　 如适用ꎬ确认:

ａ. 　 使用要求的符合燃油的装置合格ꎻ或
ｂ. 　 当配备不同级别燃油舱时ꎬ燃油转换装置的安装和操作合格ꎬ包括通过 ＳＯｘ 和颗

粒物质控制指定的排放控制区时转为使用和不使用低硫含量燃油的转换记录ꎻ或
ｃ. 　 废气滤清系统的安装和操作合格或审查其他技术方法ꎮ

　 (６)　 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
①　 确认蒸气收集系统(如要求)按其认可的布置予以维护ꎻ
②　 对载运原油的船舶ꎬ确认 ＶＯＣ 管理计划已视具体情况予以实施ꎮ

　 (７)　 焚烧炉:
①　 确认没有焚烧受禁材料ꎻ
②　 确认当船舶在码头、港口或河口内时ꎬ锅炉或船舶发电机中的污泥 或油渣未进行船上

焚烧ꎮ
　 (８)　 焚烧炉(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安装):

①　 确认操作员已按要求进行培训ꎻ
②　 通过外部检查确认每一焚烧炉处于基本合格状态且没有气体或烟的泄露ꎻ
③　 确认已按要求维持燃烧室气体出口温度ꎻ
④　 确认每一焚烧炉按其认可的布置予以维护ꎮ

３. ３　 燃油质量:
　 (１)　 确认要求的燃油交付单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ＶＩ 附录 Ｖ 的要求ꎻ
　 (２)　 确认要求的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保存在船上并适时完成标签ꎬ或保存由船方控制ꎻ
　 (３)　 确认船上备有代替上述(１)或(２)要求的文件ꎮ
３. ４　 防止空气污染年度检验完成后:
　 (１)　 如检验合格ꎬ应在«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经检验发现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则检验机构

①　 应要求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通知本局ꎻ
②　 若未采取纠正措施ꎬ则应撤销相关证书并立即通知本局ꎮ

４　 中 间 检 验

４. １　 防止空气污染检查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时ꎬ应包括:
　 (１)　 年度检验 ３. １ 的规定ꎮ
４. ２　 防止空气污染中间检验应包括:
　 (１)　 年度检验 ３. ２ 的规定ꎮ
４. ３　 防止空气污染中间检验完成后:
　 (１)　 如检验合格ꎬ应在«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上签署ꎻ
　 (２)　 如经检验发现船舶状况或其设备不合格ꎬ应按本篇第 ２ 章 ４. １(２) ②中的规定处理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防止空气污染检查现有证书和其他记录时ꎬ应包括:
　 (１)　 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ꎬ但«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有效性不在其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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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防止空气污染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　 年度检验 ３. ２ 的规定ꎻ
　 (２)　 对每一焚烧炉ꎬ换证检验应包括:

①　 确认报警器和安全装置操作合格ꎬ必要时进行模拟试验或使用等效方法ꎮ
５. ３　 防止空气污染换证检验完成后:
　 (１)　 如检验合格ꎬ应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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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９ 章　 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

　 (２)　 附加检验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 和 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船员舱室图纸资料的审查应包括:
　 (１)　 船员舱室布置图(包括舱室用途、尺寸、家具、通风、照明、取暖、卫生设施、供水系统及泄水

系统布置等)ꎻ
　 (２)　 船员舱室设备说明书ꎮ
２. ２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船员舱室按批准图纸布置ꎻ
　 (２)　 确认船员舱室设备的配备符合批准图纸ꎬ且设备适应其预定的用途ꎬ并处于正常的适用

状态ꎻ
　 (３)　 船员起居处所的设备包括生活ꎬ居住和娱乐设施的配备符合批准图纸ꎮ
２. ３　 初次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及相关的记录ꎮ

３　 附 加 检 验

３. １　 当船舶进行改建或变动影响其船员舱室的布置和设备的配备时ꎬ应即申请附加检验ꎬ检验要求

按本章 ２ 规定ꎮ
３. ２　 附加检验合格后ꎬ应换发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及相关的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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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０ 章　 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附加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第 ２ 和 ３ 款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初次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防污底系统生产商的声明、支持性资料、拟施涂于船舶的防污底系统和密封涂层(如适

用)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８ 章的要求ꎻ
　 (２)　 验证防污底系统的相关容器显示的数据与支持性资料一致ꎻ
　 (３)　 确认含有机锡化合物的有害防污底系统已被除去或已施涂密封涂层ꎻ
　 (４)　 验证施涂的密封涂层的相关容器显示的数据与支持性资料一致ꎻ
　 (５)　 如果不能提供防污底系统生产商的支持性资料ꎬ或提供的支持性资料不全ꎬ应进行防污底

系统的取样和化验或现场的其他检查ꎻ
　 (６)　 对于船长为 ２４ｍ 或以上但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确认船舶所有人或船舶所有人授权的代理

已完成防污底系统声明ꎮ
２. ２　 初次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ꎮ

３　 附 加 检 验

３. １　 下列情况ꎬ应进行附加检验:
　 (１)　 防污底系统有改变或更换时ꎻ
　 (２)　 船舶的重大改装影响到防污底系统时(应作为新建船舶考虑)ꎻ
　 (３)　 防污底系统的修理项目一般不要求检验ꎬ但影响达到 ２５％或以上时ꎮ
３. ２　 附加检验项目与上述 ２. １ 一致ꎬ但不包括 ２. １(５)ꎮ
３. ３　 附加检验合格后ꎬ应在防污底系统记录上签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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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１ 章　 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本章规定适用于自愿申请签发或签署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的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ꎮ
１. ２　 签发或签署国际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换证检验ꎻ
　 (３)　 附加检验ꎮ
１. ３　 在检验之前ꎬ申请方应向船舶检验机构递交检验申请ꎬ同时提供下列船舶信息:
　 (１)　 船名ꎻ
　 (２)　 船舶编号或呼号ꎻ
　 (３)　 船籍港ꎻ
　 (４)　 总吨位ꎻ
　 (５)　 ＩＭＯ 编号ꎻ
　 (６)　 船东名称和地址ꎻ
　 (７)　 ＩＭＯ 注册船东识别号ꎻ
　 (８)　 ＩＭＯ 公司识别号ꎻ
　 (９)　 建造日期ꎮ
１. ４　 检验应确认船舶有害物质清单应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９ 章的规定ꎬ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 和 ４

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５　 完成 １. ２ 所述检验后ꎬ船舶检验机构签发或签署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ꎮ 对获得有害物质清

单符合证明的船舶ꎬ在«２００９ 年香港国际安全与环境无害化拆船公约»生效之后ꎬ可在此基础上签发国际

有害物质清单证书ꎬ但须满足本局的任何附加要求(如有)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新船初次检验应包括:
　 (１)　 新船初次检验申请应附有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９ 章规定的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２０１１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①规定的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以及用于编制有害物质清单的其他所有

文件ꎮ
　 (２)　 应通过核查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确认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列出船舶结构和设备含

有的有害物质、其位置和大概数量ꎬ并表明船舶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９ 章的规定ꎮ
　 (３)　 应通过船上外观检查验证有害物质清单ꎬ特别是有害物质的位置与船舶布置、结构和设备

是否一致ꎮ
２. ２　 现有船船初次检验应包括:
　 (１)　 现有船舶初次检验申请应附有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根据«２０１１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

南»编制的外观 /取样检查计划、诸如外观 /取样检查报告的支持性资料和用于编制有害物质清单的其他

所有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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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船东应向船舶检验机构提交编制完成的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ꎬ并附上支持性资料ꎬ例如外

观 /取样检查报告ꎬ和 /或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如有时)ꎮ 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应在根据外观 /
取样检查计划①进行的船上外观检查和 /或取样检查后编制ꎬ列出船舶结构和设备含有和 /或潜在含有的

有害物质、其位置和大概数量ꎮ
　 (３)　 应通过核查支持性资料ꎬ如外观检查和 /或取样检查报告和 /或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

(如有时)ꎬ验证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是否列出船舶结构和设备含有和 /或潜在含有的有害物质、其位置

和大概数量ꎬ并表明船舶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９ 章的规定ꎮ 潜在含有有害物质应在有害物质清单备注栏

中予以注明ꎮ
　 (４)　 应通过船上外观检查验证有害物质清单ꎬ特别是有害物质的位置与船舶布置、结构和设备

是否一致ꎮ

３　 换 证 检 验

３. １　 检验应包括:
　 (１)　 检验申请应附有最新的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ꎬ和关于上次检验后结构、设备、系统、装置、

布置和材料的改变、更换或重大修理(如有时)的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ꎮ
　 (２)　 应通过核查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ꎬ确认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得到妥善维护和更新

并反映了船舶结构和设备的改变ꎬ表明船舶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９ 章的规定ꎮ
　 (３)　 应通过船上外观检查验证有害物质清单ꎬ特别是有害物质的位置与船舶布置、结构和设备

的一致性ꎮ
　 (４)　 如有害物质清单第 Ｉ 部分原先包括的潜在含有有害物质的设备、系统和 /或区域被删除ꎬ应

确认船东有明确理由确信该设备、系统和 /或区域不含有害物质ꎮ

４　 附 加 检 验

４. １　 应船东申请ꎬ在结构、设备、系统、装置、布置和材料经改变、更换或重大修理后ꎬ可根据情况进

行总体或部分附加检验ꎮ
４. ２　 附加检验项目与换证检验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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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２ 章　 国际能效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本章规定适用于签发国际能效证书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ꎮ
１. ２　 签发国际能效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　 初次检验ꎻ
　 (２)　 附加检验ꎮ
１. ３　 检验应确认船舶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６ 章关于船舶能效的相关规定ꎬ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 和 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 次 检 验

２. １　 对新船能效要求的检验ꎬ检查的图纸和资料应包括:
　 (１)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ＥＥＤＩ)技术案卷ꎻ
　 (２)　 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ꎻ
　 (３)　 水池试验等附加信息资料(如适用)ꎻ
　 (４)　 航速测试报告(包括制定功率曲线的详情)ꎮ
２. ２　 对现有船能效要求的检验ꎬ检查的图纸和资料应包括:
　 (１)　 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ꎮ
２. ３　 新船初次检验应包括:
　 (１)　 在船舶设计阶段的以下检验:

①　 核查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编制符合相关要求ꎻ
②　 核查船舶达到的 ＥＥＤＩ 值(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满足要求的 ＥＥＤＩ 值(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如适用)ꎻ
③　 核查船舶 ＳＥＥＭＰ 编制符合相关要求ꎻ
④　 见证船舶的水池试验过程ꎬ并核查水池试验报告(如适用)ꎮ

　 (２)　 在船舶试航阶段的以下检验:
①　 确认推进和供电系统、发动机细节以及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中描述的其他相关项ꎻ
②　 确认吃水和纵倾ꎻ
③　 确认海况ꎻ
④　 确认航速ꎻ和
⑤　 确认主机的轴功率和每分钟转数ꎮ

　 (３)　 在船舶试航结束后对经修订的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的重新确认ꎮ
　 (４)　 确认备有符合相关要求的 ＳＥＥＭＰꎮ
２. ４　 现有船初次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备有符合相关要求的 ＳＥＥＭＰꎮ
２. ５　 初次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国际能效证书»ꎮ

３　 附 加 检 验

３. １　 附加检验应包括:
　 (１)　 确认船上备有符合要求的 ＳＥＥＭ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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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核查(经修订的)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和其他相关背景文件ꎻ
　 (３)　 确认船舶达到的 ＥＥＤＩ 值(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经重新计算并满足相关要求(如适用)ꎻ
　 (４)　 确认船舶航速测试符合上述 ２. ３(２)和(３)相关要求(如必要时)ꎮ
３. ２　 附加检验的完成应包括:
　 (１)　 检验合格后ꎬ应换发«国际能效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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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要求

１　 本篇适用于船长 ２４ｍ 及以上的国际航行海船ꎮ 船长小于 ２４ｍ 的国际航行海船ꎬ 可参照本局«国
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对船长小于 ２４ｍ 的吨位丈量方法ꎮ

２　 船舶吨位丈量的目的是核定船舶总吨位和净吨位ꎮ
总吨位是表示丈量确定的船舶总容积ꎮ
净吨位是表示丈量确定的船舶有效容积ꎮ
３　 船舶吨位丈量均以 ｍ 为计算单位ꎬ 精确至小数点以下两位ꎮ 量计所得总吨位和净吨位的数值应

采用整数ꎬ不计小数点以下的数值ꎮ
４　 在“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中的总吨位、净吨位ꎬ只填写数字ꎬ 数字后面没有单位“吨”ꎮ
５　 国内航行船舶ꎬ 如转为国际航行时ꎬ应重新进行吨位丈量ꎬ并将原有的“船舶吨位证书”换为“国

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ꎮ
６　 本篇第 １ 章及附件是直接引用«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以下简称«吨位公约»及相关文

件的有关内容ꎬ 并保持原文编号ꎬ 但中文均采用统一名称ꎮ 其中涉及有关实施检验与发证的“主管机

关”ꎬ应理解为“本局”ꎮ
７　 吨位丈量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与第 １ 篇的有关规定ꎮ
８　 凡需按本篇进行吨位丈量的船舶ꎬ 应提供下列图纸资料:

(１)　 总布置图ꎻ
(２)　 主要横剖面图ꎻ
(３)　 基本结构图ꎻ
(４)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结构图ꎻ
(５)　 货舱容积图ꎻ
(６)　 各层甲板乘客舱室布置图(各舱室应注明乘客数)ꎻ
(７)　 型线图ꎻ
(８)　 桅杆、起重机、通风总管、烟囱和起重柱等结构图ꎻ
(９)　 锚链筒、锚穴、海水阀箱等详细尺寸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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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

第 １ 条　 公约的一般义务

各缔约国政府ꎬ应承担义务实施本公约各项规定和它的附则ꎬ附则应视为本公约的组成部分ꎮ 凡引

用本公约时ꎬ同时也就意味着引用其附则ꎮ

第 ２ 条　 定　 　 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公约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１)　 “规则”是指本公约所附的规则ꎮ
(２)　 “主管机关”是指船旗国政府ꎮ
(３)　 “国际航行”是指由适用本公约的国家驶往该国以外的港口ꎬ或与此相反的航行ꎮ 为此ꎬ凡由

缔约政府对其国际关系负责的每一领土ꎬ或由联合国管理的每一领土ꎬ都被视为单独的国家ꎮ
(４)　 “总吨位”是指根据本公约各项规定丈量确定的船舶总容积ꎮ
(５)　 “净吨位”是指根据本公约各项规定丈量确定的船舶有效容积ꎮ
(６)　 “新船”是指在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安放龙骨ꎬ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７)　 “现有船舶”是指非新船ꎮ
(８)　 “长度”系指水线总长度的 ９６％ ꎬ该水线位于自龙骨上缘量至最小型深的 ８５％处ꎬ 或者是指该

水线从首柱前缘量到上舵杆中心线的长度ꎬ两者取其较大者ꎮ 如船舶设计具有倾斜龙骨ꎬ作为测量本长

度的水线应平行于设计水线ꎮ
(９)　 “组织”是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ꎮ

第 ３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本公约适用于从事国际航行的下列船舶:
(ａ)　 在缔约政府的国家中登记的船舶ꎻ
(ｂ)　 在根据第 ２０ 条扩大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内登记的船舶ꎻ
(ｃ)　 悬挂某缔约国政府国旗而不在该国登记的船舶ꎮ

(２)　 本公约适用于:
(ａ)　 新船ꎻ
(ｂ)　 经改建或改装的现有船舶ꎬ 主管机关认为各种改建或改装对其现有总吨位有实质上的

变更ꎻ
(ｃ)　 经船舶所有人提出要求适用本公约的现有船舶ꎻ
(ｄ)　 公约生效之日起 １２ 年以后的一切现有船舶ꎮ 除本款(ｂ)和(ｃ)项中所述船舶外ꎬ不包

括为使其适用于现有其他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ꎬ而需保留其原有吨位的船舶ꎮ
(３)　 对于已经根据本条第(２)(ｃ)项适用本公约的现有船舶ꎬ 此后不得再按照本公约生效前该主

管机关对国际航行船舶的要求测定该船的吨位ꎮ

第 ４ 条　 除　 　 外

(１)　 本公约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ａ)　 军舰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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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长度小于 ２４ｍ 的船舶ꎮ
(２)　 公约的任何规定ꎬ 不适用于专门航行在下列区域的船舶:

(ａ)　 美洲各大湖和圣劳伦斯河向东到从罗歇尔角至安蒂科斯底岛的两点之间所绘恒向线ꎬ
以及到安蒂科斯底岛北面的西经 ６３°子午线ꎻ

(ｂ)　 里海ꎻ
(ｃ)　 拉普拉塔河、拉巴那河和乌拉圭河向东到从阿根廷的彭塔—腊萨与乌拉圭的彭塔—

特—埃斯特之间所绘恒向线ꎮ

第 ５ 条　 不 可 抗 力

(１)　 在开航时不受本公约约束的船舶ꎬ尚由于天气恶劣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而驶离原定航程ꎬ则
该船并不因此变为需受本公约约束ꎮ

(２)　 各缔约政府在应用本公约的规定时ꎬ应适当考虑任何船舶由于气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引起的偏

航和延迟ꎮ

第 ６ 条　 吨位的测定

总吨位和净吨位的测定ꎬ 主管机关可以将这种测定工作委托认可的人员或组织办理ꎮ 不论采用何种

方式ꎬ 该主管机关应对总吨位和净吨位的测定负全部责任ꎮ

第 ７ 条　 证书的签发

(１)　 按照本公约测定总吨位和净吨位的每艘船舶ꎬ 应签发“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ꎮ
(２)　 该证书应由主管机关签发ꎬ或由该主管机关正式授权的人员或组织签发ꎮ 不论属于哪一种情

况ꎬ该主管机关应对证书负全部责任ꎮ

第 ８ 条　 由他国政府代发证书

(１)　 每一缔约国政府ꎬ可以应另一缔约国政府的请求ꎬ 根据本公约测定船舶的总吨位和净吨位ꎬ签
发或授权签发该船舶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ꎮ

(２)　 证书的副本和吨位计算书的副本ꎬ应尽早送交提出请求的政府ꎮ
(３)　 如此签发的证书ꎬ必须载明该证书是应船旗国政府ꎬ或将悬挂该国国旗的政府请求而签发的ꎻ

该证书应与根据本公约第 ７ 条签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ꎬ并受到同样承认ꎮ
(４)　 对于悬挂非缔约国政府国旗的船舶ꎬ不签发“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ꎮ

第 ９ 条　 证书的注销

(１)　 当船舶的布置、结构、容积、处所的用途、载客证书中准许的乘客总数、勘定的载重线或准许的

吃水等方面发生变动ꎬ 致使总吨位或净吨位必需增加时ꎬ则除了附则 Ｉ 规则中所规定的例外情况外ꎬ“国
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应失效ꎬ并由主管机关予以注销ꎮ

(２)　 除本条(３)的规定外ꎬ 当船舶转为悬挂另一国家的国旗时ꎬ 由原主管机关签发的该船证书应失效ꎮ
(３)　 当船舶转为悬挂另一缔约国政府的国旗时ꎬ原签发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继续有效期应不

超过 ３ 个月ꎬ或直到主管机关签发另一张“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来代替原证书为止ꎬ 两者以较早者为

准ꎮ 船舶原悬挂其国旗的缔约国政府ꎬ应于完成转移之后ꎬ尽快将该船转移时持有的证书副本及其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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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书副本送交上述主管机关ꎮ

第 １０ 条　 证书的承认

由一缔约国政府授权根据本公约签发的证书ꎬ其他缔约国政府应予承认ꎬ并认为在本公约范围内与

其他缔约国政府所颁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ꎮ

第 １１ 条　 检　 　 查

(１)　 悬挂缔约国政府国旗的船舶在其他缔约国港口时ꎬ 应接受该国政府正式授权的官员检查ꎮ 这

种检查以核实下述目的为限:
(ａ)　 该船是否备有有效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ꎻ
(ｂ)　 该船的主要特征是否与证书中所载的数据相符ꎮ

(２)　 在任何情况下ꎬ不得因实施这种检查而滞留船舶ꎮ
(３)　 如果经检查发现船舶的主要特征与“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所载不一致ꎬ从而导致增加总吨位

或净吨位ꎬ则应及时通知该船的船旗国政府ꎮ

第 １２ 条　 权　 　 力

除持有本公约有效证书者外ꎬ任何船舶不得要求享有本公约赋予的权利ꎮ

第 １３ 条　 以前的条约、公约和协定

(１)　 本公约缔约国政府间现行的一切有关吨位事项的其他条约、公约和协定ꎬ在其有效期间ꎬ对下

列船舶仍可继续保持完全有效:
(ａ)　 不适用本公约的船舶ꎻ
(ｂ)　 适用本公约的船舶ꎬ但本公约未予明确规定的事项ꎮ

(２)　 上述条约、公约或协定与本公约的规定有抵触时ꎬ应以本公约的规定为准ꎮ

第 １４ 条　 情报的送交

各缔约国政府承担义务向海事协商组织通知和交存:
(１)　 足够份数的、根据本公约规定签发的证书样本ꎬ以便分送各缔约国政府ꎮ
(２)　 在本公约范围内为各种事项颁布的法律、法令、命令、规则和其他文件ꎮ
(３)　 经授权代表缔约政府执行有关吨位事项的非政府机构名单ꎬ以便分送各缔约政府ꎮ

第 １５ 条　 签署、接受和加入

(１)　 本公约自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起开放 ６ 个月ꎬ任凭签署ꎬ此后仍予开放ꎬ任凭加入ꎮ 联合国成员

国的政府ꎬ或任一专门机构的各国政府ꎬ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各国政府ꎬ或国际法院的规约当事国ꎬ可按

下列方式参加本公约:
(ａ)　 签署ꎬ并对接受无保留ꎻ
(ｂ)　 签署ꎬ并有待接受ꎬ随后予以接受ꎻ
(ｃ)　 加入ꎮ

(２)　 接受或加入本公约ꎬ应在接受或加入的文件交存海事协商组织后认为有效ꎮ 海事协商组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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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收到的每一份新接受或加入的文件和交存的日期ꎬ通知所有已签署或加入本公约的政府ꎮ 海事协商

组织还应将自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起 ６ 个月内任何生效的签署ꎬ通知所有早已签署本公约的政府ꎮ

第 １６ 条　 生　 　 效

(１)　 本公约应在至少有 ２５ 个国家按第 １６ 条规定签署而不附以关于接受的保留ꎬ或者交存接受和

加入文件之日起 ２４ 个月生效ꎬ该 ２５ 个国家共拥有商船船队的吨位应不少于世界航运总吨位的 ６５％ ꎮ 海

事协商组织应将生效日期通知所有已签署或加入本公约的政府ꎮ
(２)　 对于在本条第(１)款所述 ２４ 个月的期间内交存接受或加入本公约的文件的政府ꎬ其接受或加入的

生效日期ꎬ应为本公约生效之日ꎬ或者自交存接受或加入文件之日起 ３ 个月以后生效ꎬ两者以较迟的日期为准ꎮ
(３)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以后交存接受或加入本公约的文件的政府ꎬ本公约应自上述文件交存之日

起 ３ 个月后生效ꎮ
(４)　 在为使本公约修正案生效所需的一切措施均已完成的日期以后ꎬ或在修正案一致接受的情况

下ꎬ如在第 １８ 条第(２)款(ａ)项所认为需要的一切接受书已提交以后ꎬ任何交存的接受或加入的文件应

认为适用于经修订的公约ꎮ

第 １７ 条　 修　 正　 案

(１)　 经一缔约政府提议ꎬ可以根据本条所规定的任一程序修改本公约ꎮ
(２)　 经一致接受的修正:

(ａ) 经一缔约政府请求ꎬ海事协商组织将该政府修改本公约的任何建议交送所有缔约政府考

虑ꎬ旨在取得一致接受ꎮ
(ｂ) 除另行商定更早的日期外ꎬ任何这种修正案应在所有缔约政府一致接受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生效ꎮ 如有某一缔约政府ꎬ在海事协商组织第一次通知该修正案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ꎬ尚未

将它的接受或反对意见通知海事协商组织ꎬ应被视为已接受该修正案ꎮ
(３)　 经海事协商组织内审议后的修正:

(ａ)　 经某一缔约政府请求ꎬ海事协商组织应审议该政府对本公约所提出的任何修正ꎮ 此项

修正案和经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到会并投票的 ２ / ３ 多数通过ꎬ即应在提交国

际海事组织大会讨论前至少 ６ 个月ꎬ送交国际海事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和所有缔约政府ꎮ
(ｂ)　 如经出席大会并投票的 ２ / ３ 多数通过ꎬ此项修正案应由海事协商组织通知所有缔约政

府ꎬ以供接受ꎮ
(ｃ)　 上述修正案应在缔约政府 ２ / ３ 多数接受之日起 １２ 个月生效ꎮ 该修正案应对所有缔约

政府生效ꎬ但在该修正案生效前声明不接受的缔约政府除外ꎮ
(ｄ)　 经出席大会并投票的 ２ / ３ 多数通过ꎬ其中包括有参加海上安全委员会的政府中 ２ / ３ 多

数出席并投票通过ꎬ则在采纳某一修正案时ꎬ应提议决定该修正案具有的重要性ꎬ即任

何缔约政府根据本款(ｃ)项提出声明ꎬ并在该修正案生效后 １２ 个月内仍不接受此项修

正ꎬ则在上述期限届满时ꎬ应停止该政府作为本公约加入国ꎮ 该项决定应事先取得缔约

政府中 ２ / ３ 多数同意ꎮ
(ｅ)　 本款各项规定ꎬ并不妨碍原先根据本款对本公约提出修正行动的缔约政府ꎬ在任何时候

依据本条第(２)或第(４)款采取它所认为适应的任择其一的行动ꎮ
(４)　 经过会议的修正:

(ａ)　 经某一缔约政府请求ꎬ同时有至少 １ / ３ 的缔约国同意ꎬ海事协商组织可召集各政府会

议ꎬ以考虑对本公约的修正ꎮ
(ｂ)　 每一修正案如经上述会议出席并投票的 ２ / ３ 多数通过ꎬ即应由海事协商组织将该修正

案通知所有缔约政府ꎬ以供接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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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上述修正案应在缔约政府 ２ / ３ 多数接受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生效ꎮ 该修正案应对所有缔

约政府生效ꎬ但在该修正案生效前声明不接受的缔约政府除外ꎮ
(ｄ)　 根据本款(ａ)项召集的会议ꎬ经出席并投票的 ２ / ３ 多数通过ꎬ则在采纳某一修正案时ꎬ应提议

决定该修正案具有的重要性ꎬ即任何缔约政府根据本款(ｃ)项提出声明ꎬ并在修正案生效后

１２ 个月内仍不接受此项修正ꎬ则在上述期限届满时ꎬ应停止该政府作为本公约加入国ꎮ
(５)　 海事协商组织应将根据本条生效的任何修正案及每一修正案将生效的日期ꎬ一并通知所有缔

约政府ꎮ
(６)　 根据本条规定所作的任何接受或声明ꎬ应以书面交存海事协商组织ꎮ 海事协商组织收到此项

接受或声明ꎬ应通知所有缔约政府ꎮ

第 １８ 条　 退　 　 出

(１)　 任何缔约政府ꎬ在本公约对该政府生效满 ５ 年后ꎬ可以随时退出本公约ꎮ
(２)　 退出本公约ꎬ应以书面通知海事协商组织ꎬ海事协商组织应将它所收到的退出本公约文件和

收到日期ꎬ通知所有其他缔约政府ꎮ
(３)　 退出本公约ꎬ应在海事协商组织收到退出文件一年后ꎬ或文件中可能指定的较长期限后生效ꎮ

第 １９ 条　 领　 　 土

(１)　 (ａ)　 如联合国是某一领土的管理当局ꎬ或任何缔约政府对某一领土的国际关系负有责任ꎬ应
尽速与该领土当局协商或采取适当措施ꎬ尽力使本公约适用于该领土ꎬ并可随时用书面

通知海事协商组织ꎬ声明本公约扩大适用于该领土ꎮ
(ｂ)　 自收到通知之日或通知中可能指定之日起ꎬ本公约即开始扩大适用于通知中所述领土ꎮ

(２)　 (ａ)　 根据本条第(１)款(ａ)项提出声明的联合国或任何缔约政府ꎬ自本公约扩大适用于该领

土之日起满 ５ 年后ꎬ可以随时用书面通知海事协商组织ꎬ声明本公约停止扩大适用于通

知中所述领土ꎮ
(ｂ)　 自海事协商组织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ꎬ或通知中可能指定的较长期限以后ꎬ本公

约即停止扩大适用于该通知中所述领土ꎮ
(３)　 海事协商组织应将根据本条第(１)款扩大适用于任何领土ꎬ和根据第(２)款终止此项扩大适用

事项ꎬ通知所有缔约政府ꎬ并逐一说明本公约扩大适用或终止扩大适用的日期ꎮ

第 ２０ 条　 交存和登记

(１)　 本公约应交存于海事协商组织ꎬ海事协商组织秘书长应将核对无误的本公约副本ꎬ分送所有

签署国政府和所有加入本公约的政府ꎮ
(２)　 本公约一经生效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２ 条ꎬ海事协商组织秘书长应将公约文本转送联合国秘

书处ꎬ以供登记和公布ꎮ

第 ２１ 条　 语　 　 言

本公约用英文和法文写成ꎬ计一份ꎬ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ꎮ 用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的正式译本应

与签署的原本一起存放ꎮ
经各国政府正式授权的下列各代表ꎬ持签署本公约ꎬ以昭信守ꎮ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签订于伦敦ꎮ
(签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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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１　 测定船舶总吨位与净吨位规则

第 １ 条　 一 般 要 求

(１)　 船舶的吨位应包括总吨位和净吨位ꎮ
(２)　 总吨位和净吨位应根据本规则各项规定予以测定ꎮ
(３)　 新颖型式船艇的总吨位和净吨位ꎬ由于其构造的特点ꎬ以致不能合理应用或难以实用本规则

各条规定时ꎬ应由主管机关决定其总吨位和净吨位ꎮ 此时ꎬ主管机关应将采用的具体方法通知海事组织ꎬ
以便分送各缔约国政府ꎬ供其参考ꎮ

第 ２ 条　 本附则中所用名词的定义

(１)　 上甲板:
上甲板:系指最高一层露天全通甲板ꎬ在露天部分上的一切开口ꎬ设有永久性的水密关闭装置ꎮ 而且

在该甲板下面船旁两侧的一切开口ꎬ 也有永久性的水密关闭装置ꎮ 如船舶具有阶梯形上甲板ꎬ则取最低

的露天甲板线和其平行于甲板较高部分的延伸线作为上甲板ꎮ
(２)　 型深:

(ａ)　 型深:系指从龙骨上面量到船舷处上甲板下面的垂直距离ꎮ 对木质船舶和铁木混合结

构船舶ꎬ垂直距离是从龙骨镶口的下缘量起ꎮ 若船舶中横剖面的底部具有凹形ꎬ 或装有

加厚的龙骨翼板时ꎬ则垂直距离应从船底平坦部分向内引伸与龙骨侧面相交的之点

量起ꎮ
(ｂ)　 具有圆弧形舷边的船舶ꎬ型深应量到甲板型线和船舷外板型线相交之点ꎬ这些线的引伸

是把该舷边看作设计为角形的ꎮ
(ｃ)　 当上甲板为阶梯形甲板ꎬ并且其升高部分延伸超过决定型深的一点时ꎬ型深应量到此甲

板较低部分的引伸虚线ꎬ此虚线平行于甲板升高部分ꎮ
(３)　 宽度:
宽度:系指船舶的最大宽度ꎬ对金属壳板的船ꎬ其宽度是在船长中点处量到两舷的肋骨型线ꎬ对其他

材料壳板的船ꎬ其宽度在船长中点处量到船体外面ꎮ
(４)　 围蔽处所:
围蔽处所:系指由船壳、固定的或可移动的隔板或舱壁、甲板或盖板所围成的所有处所ꎬ但永久的或

可移动的天篷除外ꎮ 无论是甲板上有间断处ꎬ或船壳上有开口ꎬ或甲板上有开口ꎬ 或某一处所的盖板上

有开口ꎬ或某一处所的隔板或舱壁上有开口ꎬ以及一面未设隔板或舱壁的处所ꎬ都不妨碍将这些处所计入

围蔽处所之内ꎮ
(５)　 免除处所:
虽然本条第(４)款有所规定ꎬ本款下列各项(ａ)至(ｅ)所述处所仍应称为免除处所ꎬ不计入围蔽处所

容积之内ꎮ 但符合以下 ３ 个条件之一者ꎬ 应作为围蔽处所:
设有框架或其他设施保护货物和物料的处所ꎻ
开口上设有某种封闭设备ꎻ
具有使开口有可能遭受被封闭的构造:

(ａ)　 (ⅰ)　 甲板上建筑物内某一处所ꎬ它面对着高度为全甲板间的端部开口ꎬ且开口上沿

板的高度不超过其邻近甲板横梁高度的 ２５ｍｍꎬ如开口的宽度等于或大于该开

口处甲板宽度的 ９０％ ꎬ则从实际端部开口起ꎬ至等于开口处甲板宽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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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绘一与开口线或面相平行的线ꎬ这个处所可不记入围蔽处所之内(见附录

１ 中图 １)ꎻ
(ⅱ)　 如该处所的宽度由于任何布置上的原因ꎬ不包括由于船壳板的收敛ꎬ使其宽度小

于开口处甲板宽度的 ９０％ ꎬ则从开口线起ꎬ至船体横向宽度等于或小于开口处

甲板宽度的 ９０％处绘一与开口平行的线ꎬ这个处所可不计入围蔽处所之内(见
附录 １ 中图 ２、３、４)ꎻ

(ⅲ)　 如果两个处所由一间隔区分开ꎬ且间隔区除了舷墙和栏杆外是完全开敞的ꎬ则可

按(ａ)(ⅰ)或(ⅱ)的规定将其中一个或两个处所免除量计ꎻ但如果两个处所之

间的间隔距离小于间隔区甲板最小宽度的 １ / ２ꎬ就不适用这种免除(见附录 １ 中

图 ５ 和图 ６)ꎮ
(ｂ)　 在架空露天甲板下的处所ꎬ其开敞的两侧与船体除了必要的支柱外并无其他连接ꎮ 该

处所可以设置栏杆、舷墙及舷边上沿板ꎬ或在船边安设支柱ꎬ但栏杆顶或舷墙顶与舷边

上沿板之间的距离ꎬ应不小于 ０. ７５ｍꎬ或不小于该处所高度的 １ / ３ꎬ以较大者为准(见附

录 １ 中图 ７)ꎮ
(ｃ)　 伸展到两舷的建筑物内的处所ꎬ其两侧的相对开口的高度不小于 ０. ７５ｍꎬ或不小于建筑

物高度的 １ / ３ꎬ以较大者为准ꎮ 如该建筑物仅在一侧有开口ꎬ则从围蔽处所中免除计量

的处所仅限于从开口向内最多伸到该开口处甲板宽度的 １ / ２(见附录 １ 中图 ８)ꎮ
(ｄ)　 建筑物内ꎬ直接位于其顶甲板上无覆盖的开口之下的某一处所ꎬ 若该开口为露天ꎬ则从

围蔽处所中免除计量的处所仅限于此开口区域(见附录 １ 中图 ９)ꎮ
(ｅ)　 由建筑物的界限舱壁形成的某一壁龛ꎬ 该壁龛为露天的ꎬ其开口高度为甲板间的全高

度ꎬ无封闭设备ꎬ且壁龛内宽度不大于其入口处宽度ꎬ同时从入口伸至内壁的深度不大

于入口处宽度的 ２ 倍(见附录 １ 中图 １０)ꎮ
(６)　 乘客:
除下列人员外ꎬ均为乘客:

(ａ)　 船长和船员ꎬ以及在船上雇用或从事该船任何业务的其他人员ꎻ
(ｂ)　 １ 周岁以下的儿童ꎮ

(７)　 载货处所:
净吨位计算中所包括的载货处所ꎬ是指适宜于运载可由船上卸下货物的围蔽处所ꎬ而且这些处所已

经列入总吨位计算之内ꎮ 上述载货处所应在易于看到的地方用字母 ＣＣ(货舱)作永久性标志ꎬ字母的高

度应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ꎬ 以便查核ꎮ
(８)　 风雨密:
风雨密是指在任何海况下ꎬ水都不会浸入船内ꎮ

第 ３ 条　 总　 吨　 位

船舶总吨位(ＧＴ)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ＧＴ ＝ Ｋ１Ｖ

式中:Ｖ———船舶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ꎬｍ３ꎻ
Ｋ１ ＝ ０. ２ ＋ ０. ０２Ｌｏｇ１０Ｖ(或取附录 ２ 表中所示)ꎮ

第 ４ 条　 净　 吨　 位

(１)　 船舶净吨位(ＮＴ)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ＮＴ ＝ Ｋ２ＶＣ
４ｄ
３Ｄ

æ

è
ç

ö

ø
÷

２

＋ Ｋ３ Ｎ１ ＋
Ｎ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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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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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因素
４ｄ
３Ｄ

æ

è
ç

ö

ø
÷

２

应不大于 １ꎻ

(ｂ)　 Ｋ２ＶＣ
４ｄ
３Ｄ

æ

è
ç

ö

ø
÷

２

应不小于 ０. ２５ＧＴꎻ

(ｃ)　 ＮＴ 应不小于 ０. ３０ＧＴꎻ
其中:ＶＣ———各载货处所的总容积ꎬｍ３ꎻ

Ｋ２ ＝ ０. ２ ＋ ０. ０２Ｌｏｇ１０ＶＣ 　 (或取附录 ２ 表中所示)ꎻ

Ｋ３ ＝ １. ２５ ＧＴ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ꎻ

Ｄ———本规则第 ２ 条(２)中所述船长中点的型深ꎬｍꎻ
ｄ———本条(２)所述船长中点的型吃水ꎬｍꎻ

Ｎ１———不超过 ８ 个铺位的客舱中的乘客总数ꎻ
Ｎ２———其他乘客数ꎻ

Ｎ１ ＋ Ｎ２———船舶乘客证书中所载准许乘客总数ꎻ当 Ｎ１ ＋ Ｎ２ < １３ 时ꎬＮ１及 Ｎ２均取为零ꎻ
ＧＴ———根据本规则第 ３ 条计算的船舶总吨位ꎮ
(２)　 关于本条(１)中指的型吃水ꎬ应为下述吃水之一:

(ａ)　 对于适用现行«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的船舶ꎬ其吃水相当于按该公约所勘定的夏季

载重线(木材载重线除外)ꎻ
(ｂ)　 对于客船ꎬ 其吃水相当于按现行 ＳＯＬＡＳ 或其他适用的国际协定所勘定的最深分舱载

重线ꎻ
(ｃ)　 对于不适用现行«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而按国家要求勘定其载重线的船舶ꎬ其吃水

相当于按该国家要求所勘定的夏季载重线ꎻ
(ｄ)　 对于未勘定载重线ꎬ但其吃水是按国家要求予以限制的船舶ꎬ最大许可吃水即为其型

吃水ꎻ
(ｅ)　 对于其他船舶ꎬ则以本规则第 ２ 条(２)所述船长中点型深的 ７５％作为型吃水ꎮ

第 ５ 条　 净吨位的变更

(１)　 当一船的特性ꎬ如本规则第 ３ 和第 ４ 条所述的 Ｖ、ＶＣ、ｄ、Ｎ１或 Ｎ２有改变ꎬ同时这种改变引起船

舶按第 ４ 条所决定的净吨位增加时ꎬ则此船的净吨位应迅即按其相应的新特性予以测定ꎮ
(２)　 对于同时按第 ４ 条(２)(ａ)和(２)(ｂ)勘定载重线的船舶ꎬ仅需按第 ４ 条规定给予一种净吨位ꎬ

此净吨位应适应于该船从事的业务所勘定的载重线ꎮ
(３)　 当一船的特性ꎬ如本规则第 ３ 条和第 ４ 条所述的 Ｖ、ＶＣ、ｄ、Ｎ１、或 Ｎ２有改变ꎬ或是因该船从事的

业务改变而涉及本条(２)所规定的相应载重线改变ꎬ且该改变引起船舶按第 ４ 条所计算的净吨位减少时ꎬ
则适合此净吨位的新«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ꎬ应在现行吨位证书签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以后签发ꎻ 但这项

要求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ａ)　 如果船舶转移为悬挂另一国家的国旗ꎻ
(ｂ)　 如果船舶经改装或改建ꎬ主管机关认为这种改装或改建的性质重大ꎬ例如因上层建筑拆

除而需要改变原勘定的载重线ꎻ
(ｃ)　 从事特种业务而载运大量无铺位乘客的客船ꎬ例如朝圣业务ꎮ

第 ６ 条　 容积的计算

(１)　 列入总吨位和净吨位计算中的所有容积ꎬ不管是否装有绝缘物或类似绝缘物ꎬ对金属结构的

船舶应量到船壳板内侧或结构的边界板内侧ꎻ对其他材料结构的船舶ꎬ应量到船壳的外表面或结构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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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表面ꎮ
(２)　 船体凸出部分的容积ꎬ应列入总容积之内ꎮ
(３)　 通海处所的容积ꎬ可从总容积中除去ꎮ

第 ７ 条　 量度和计算

(１)　 容积计算中所采用的量度应取至厘米或 １ / ２０ｆｔ 的最近值ꎮ
(２)　 对于有关处所的容积应按一般公认的方法计算ꎬ并应达到主管机关认可的精确度ꎮ
(３)　 计算应充分详细ꎬ以便核对ꎮ

附录 １　 本规则第 ２ 条(５)的有关图解

在下列各图中:Ｏ———免除处所ꎻ
Ｃ———围蔽处所ꎻ
Ｉ———作为围蔽处所的处所ꎬ作为围蔽处所计入的部分划有阴影线ꎻ
Ｂ———开口处的甲板宽度ꎮ

对具有圆形舷边的船舶ꎬ此宽度丈量如图 １１ 所示ꎮ

图　 １

　 　

图　 ２

　 　

图　 ３

图　 ４

　 　

图　 ５

　 　

图　 ６

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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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图　 ９

　 　

图　 １０

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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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本规则第 ３ 条和第 ４ 条(１)中所述的系数 Ｋ１ 和 Ｋ２

Ｖ 或 ＶＣ ＝容积ꎬｍ３

Ｖ 或 ＶＣ Ｋ１或 Ｋ２ Ｖ 或 ＶＣ Ｋ１或 Ｋ２ Ｖ 或 ＶＣ Ｋ１或 Ｋ２ Ｖ 或 ＶＣ Ｋ１或 Ｋ２

１０ ０. ２２００ ４５ ０００ ０. ２９３１ ３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０４ ６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５

２０ ０. ２２６０ ５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４０ ３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０６ ６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６

３０ ０. ２２９５ ５５ ０００ ０. ２９４８ ３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０９ ６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８

４０ ０. ２３２０ ６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５６ ３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１１ ７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９

５０ ０. ２３４０ ６５ ０００ ０. ２９６３ ３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１４ ７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０

６０ ０. ２３５６ ７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６９ ３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１６ ７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１

７０ ０. ２３６９ ７５ ０００ ０. ２９７５ ３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１８ ７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３

８０ ０. ２３８１ ８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８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２０ ７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４

９０ ０. ２３９１ ８５ ０００ ０. ２９８６ ４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２３ ７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５

１００ ０. ２４００ ９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９１ ４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２５ ７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６

２００ ０. ２４６０ ９５ ０００ ０. ２９９６ ４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２７ ７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７

３００ ０. ２４９５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０ ４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２９ ７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７８

４００ ０. ２５２０ １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８ ４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３１ ７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０

５００ ０. ２５４０ １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１６ ４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３３ ８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１

６００ ０. ２５５６ １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２３ ４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３４ ８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２

７００ ０. ２５６９ １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２９ ４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３６ ８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３

８００ ０. ２５８１ １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３５ ４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３８ ８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４

９００ ０. ２５９１ １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４１ ５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４０ ８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５

１０００ ０. ２６００ １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４６ ５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４２ ８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６

２０００ ０. ２６６０ １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５１ ５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４３ ８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７

３０００ ０. ２６９５ １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５６ ５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４５ ８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８

４０００ ０. ２７２０ ２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６０ ５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４６ ８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８９

５０００ ０. ２７４０ ２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６４ ５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４８ ８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０

６０００ ０. ２７５６ ２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６８ ５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０ ９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１

７０００ ０. ２７６９ ２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７２ ５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１ ９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２

８０００ ０. ２７８１ ２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７６ ５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３ ９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３

９０００ ０. ２７９１ ２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８０ ５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４ ９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４

１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００ ２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８３ ６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６ ９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５

１５ ０００ ０. ２８３５ ２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８６ ６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７ ９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６

２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６０ ２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８９ ６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５８ ９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６

２５ ０００ ０. ２８８０ ２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９２ ６３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０ ９７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７

３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９５ ３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９５ ６４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１ ９８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８

３５ ０００ ０. ２９０９ ３１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９８ ６５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３ ９９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９

４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２０ ３２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０１ ６６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２００

　 　 注:对于 Ｖ 或 ＶＣ 的中间值ꎬ系数 Ｋ１或 Ｋ２应用内插法求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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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丈量与计算

１　 通　 　 则

１. １　 列入总吨位和净吨位计算中的所有容积ꎬ对金属结构的船舶应量到船外板内表面或结构的边

界板内表面ꎮ 对其他材料结构的船舶ꎬ应量到船外板的外表面或结构的边界外表面ꎮ
１. ２　 量计上甲板以下围蔽处所的容积可分为 ３ 个部分来进行量计:
　 (１)　 主体部分———首尾垂线之间的部分ꎻ
　 (２)　 附加部分———首垂线以前部分和尾垂线以后部分ꎻ
　 (３)　 突出体部分———如球鼻首、推进器轴毂和流线体等ꎮ
　 具有台阶形的上甲板ꎬ则台阶凸层部分应作为上层建筑另行计量ꎮ
１. ３　 量计主体部分的容积:
量计方法用辛氏第 １ 法则(以下简称辛氏法)ꎮ 先在船舶纵中剖面上量取主体部分的水平长度 ｌꎬ将

此长度分为 １０ 等分ꎬ 再将首部和尾部各两个等分段予以 ２ 等分(如图 １. ３ａ 所示)ꎬ然后在长度两端点和

各分点处量计各横剖面面积ꎮ 各横剖面面积量计方法是先在纵中剖面处量取各分点处的深度ꎬ深度是自

上甲板下表面量至龙骨或船壳板内表面(对金属船壳)ꎬ或量至龙骨镶口下缘(对木质船壳)ꎬ或量至船底

壳板外表面(对其他材料的船壳)的垂直距离ꎬ减去相应梁拱高度的 １ / ３ꎮ 当量得的中横剖面的深度为

５ｍ 及 ５ｍ 以下时ꎬ各分长点处的深度应分为 ５ 等分ꎬ如大于 ５ｍ 时ꎬ则为 ７ 等分ꎬ自上而下编号ꎬ再把最低

一个等分段予以 ２ 等分ꎬ然后在深度上下两端点及各分点处量取各个宽度ꎬ宽度是两舷侧外板之间的水

平距离ꎬ如图 １. ３ｂ 所示并参见公约附则第 ２ 条(３)ꎮ 各个宽度量取后ꎬ乘以如表 １. ３ｂ 所列相应系数ꎬ用
辛氏法计算横剖面面积ꎮ 各横剖面面积求得后ꎬ乘以表 １. ３ａ 所列相应系数ꎬ用辛氏法即可求得主体部分

围蔽处所的容积ꎮ

图　 １. ３ａ

图　 １. 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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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３ａ

分长点 ０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８ １
２ ９ ９ １

２ １０

系数
１
２ ２ １ ２ ３

２ ４ ２ ４ ２ ４ ３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表 １. ３ｂ

分　 深　 点 系　 　 数 分　 深　 点 系　 　 数

深度≤５ｍ 时 深度 > ５ｍ 时

１ １

２ ４

３ ２

４ ４

５ ３ / ２

５ １
２ ２

６ １ / ２

１ １

２ ４

３ ２

４ ４

５ ２

６ ４

７ ３ / ２

７ １
２ ２

８ １ / ２

　 　 １. ４　 量计附加部分的容积:
先在船舶纵中剖面处上甲板的下表面分别量取首端外板内表面至首垂线和尾端外板内表面至尾垂

线间的水平长度(如图 １. ３ａ 所示 ｌ１ 和 ｌ２)ꎮ 将各该长度按表 １. ４ 予以等分ꎬ然后在首垂线、尾垂线和等分

点上量取深度ꎬ深度是在纵中剖面处自上甲板下表面量至船外板内表面的垂直距离ꎬ并各减去梁拱高度

的 １ / ３ꎮ 将此深度予以 ４ 等分ꎬ然后在其上下端点及各等分点处量取宽度ꎬ宽度是两舷侧外板之间的水平

距离(参见公约规则第 ２ 条(３))ꎮ 各等分点宽度量取后ꎬ用辛氏法计算横剖面面积ꎮ 各横剖面面积求得

后ꎬ即可用辛氏法分别求得首附加部分和尾附加部分的围蔽处所的容积ꎮ 如船尾系方尾型ꎬ则 ｌ２ 应在深

度中点处水平量取ꎬ其尾站横剖面面积应取尾封板的面积ꎬ不宜等于零ꎬ如图 １. ４ 所示ꎮ
表 １. ４

附加部分长度与垂线间

长度之比
等分数

≤０. ０５ ２

> ０. ０５ ４
图　 １. ４

１. ５　 量计突出体的容积:
(１)　 球鼻首:
先量取首垂线至球鼻首前端板内表面的水平长度 ｌ３ꎬ如图 １. ５ 所示ꎬ然后量取图中首垂线处球鼻首

图　 １. ５

内的垂直深度 ＡＡ′ꎻ
如 ｌ３≤ＡＡ′ꎬ则 ＡＡ′处的横剖面面积乘以 ２ / ３ｌ３ꎬ即得其容积ꎻ
如 ｌ３ > ＡＡ′ꎬ则 ｌ３予以 ２ 等分ꎬ用辛氏法计算其容积ꎻ
(２)　 推进器轴毂和流线体等其他突出体的容积ꎬ按实际几何形

状ꎬ用几何方法进行量计ꎮ
１. ６　 量计上层建筑(首楼、尾楼和桥楼)和凸层的容积:
在船舶纵中剖面上ꎬ于高度的一半处ꎬ量计首楼、尾楼和桥楼前后

两端点间的长度ꎮ 首楼长度的前端点是首端外板的内表面ꎬ后端点是

后端壁的内表面ꎮ 尾楼长度的前端点是其前端壁的内表面ꎬ后端点是尾端外板的内表面ꎮ 桥楼长度的前

后端点分别是前后端壁的内表面ꎮ 首楼、尾楼和桥楼的长度量取后ꎬ分别按表 １. ６ 的规定予以等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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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等分以后ꎬ则在高度的中点处量取各等分点和两端的水平宽度ꎬ宽度是量至外板的内表面ꎮ 将

所量得的宽度按辛氏法计得水平剖面面积ꎬ再乘以甲板间平均高度ꎬ即得其容积ꎮ
各等分点的高度是量自顶部甲板的下表面至下部甲板上表面间的垂直距离ꎬ将各等分点处所量得的

高度用辛氏法求得其平均高度ꎮ
凸层的容积量计与上层建筑容积量计的方法相同ꎬ但如凸层或连续上层建筑的长度超过 ０. ７５ 倍上

甲板长度时ꎬ应将其长度等分为两个部分ꎬ分别按表 １. ６ 进行等分和量计ꎮ
表 １. ６

长度 ｌ(ｍ) 等分数 长度 ｌ(ｍ) 等分数

< １５ ２ > ６０ ~ １２０ ６

１５ ~ ６０ ４ > １２０ ８

　 　 １. ７　 甲板室容积的量计:
如为直线型ꎬ则丈量其前后端壁内表面间的平均长度ꎬ乘以侧壁内表面间的平均宽度ꎬ再乘以自顶甲

板下表面量至下部甲板上表面间的高度ꎬ即得其容积ꎻ
如为流线型ꎬ则应按辛氏法量其容积ꎻ
如为其他几何形状ꎬ则用几何方法量计ꎮ
１. ８　 量计载货处所的容积(Ｖｃ):
量计载货处所时ꎬ应量至限界板内表面为止ꎬ各个货舱的容积应分别进行量计ꎮ
货舱如具有曲线形者ꎬ应按辛氏法进行量计ꎮ 对于上甲板下的货舱ꎬ可按表 １. ６ 进行等分ꎬ但前后部

分线型变化大的货舱ꎬ长度虽小于 １５ｍ 也应予以 ４ 等分ꎮ 各等分点处横剖面的量计方法应按 １. ３ 的规定

进行ꎻ如有双层底舱时ꎬ则货舱深度在 ５ｍ 及 ５ｍ 以下者应为 ４ 等分ꎬ在 ５ｍ 以上者应为 ６ 等分ꎬ按辛氏法

进行量计ꎮ 对位于上层建筑内的货舱ꎬ可参照 １. ６ 所述上层建筑的量计方法进行ꎮ
其他形状的载货处所ꎬ则按几何形状量计ꎮ
１. ９　 量计货舱口的容积:
在上层甲板上的所有舱口ꎬ均应量计其容积ꎮ 将舱口围板内表面间的平均长度、平均宽度和平均高

度三者相乘即得舱口容积ꎮ
舱口的高度是从甲板下表面到舱盖板的下表面的垂直高度ꎮ 如高度不等同ꎬ则取其平均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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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的有关文件汇总

附件 １　 对某些船舶吨位丈量修正的暂行办法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通过的 Ａ. ４９４(Ⅻ)决议案)

大会:
回顾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公约第 １６ 条 ９ 的规定ꎮ
注意到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将于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开始生效ꎮ
认识到按«吨位公约»所测定的吨位与按现行吨位规则所测定的吨位可能有很大差别ꎬ以致在应用

现在生效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方面产生困难ꎮ
回顾 １９６９ 年国际吨位丈量会议的建议案 ２ꎬ特别认识到从现行的吨位丈量方法过渡到 １９６９ 年«吨位

公约»规定的新方法ꎬ应尽量对商船经济产生最小的影响ꎮ
考虑到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对于该公约条款中所使用的船舶总吨位一词没有专门下定义ꎮ
还回顾 Ａ. ３８９(Ｘ)决议案所通过的«对某些船舶吨位丈量暂行办法»ꎮ 它为了克服由于按 １９６９ 年

«吨位公约»丈量的吨位与按公约生效前现行的国家吨位规则所量计的吨位有差异ꎬ 对某些船舶在有关

现行安全要求的应用上可能引起困难ꎮ
认识到如果要符合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第 ＩＶ 章第 ３ 条将会继续存在这些困难ꎬ但将来全球海上遇难和安

全系统生效后ꎬ这些困难就可能得以解决ꎮ
还了解到对于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中有关 ５００ 总吨和 １６００ 总吨船舶的其他条款将继续存在这些困难ꎬ

而目前正在审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第 １ 套和第 ２ 套修正案ꎮ
经考虑了海上安全第 ４４ 次会议所作出的建议案:
１　 废除 Ａ. ３８９(Ｘ)决议案ꎮ
２　 采用下述对某些船舶吨位丈量修正的暂行办法:

(ａ)　 经船东申请ꎬ对需要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丈量吨位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以允许在履行

ＳＯＬＡＳ中涉及吨位的有关规定时ꎬ使用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效前正在施行的国家吨位规则丈量总吨位ꎬ
但此吨位不要填写在 １９６９ 年吨位证书上ꎮ

(ｂ)　 对于此类船舶ꎬ主管机关在现行 ＳＯＬＡＳ 所发的有关船舶安全证书或其他类似正式证书

的相应栏内ꎬ可只填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效前正在施行的国家吨位规则丈量的总吨位ꎬ 并加如下

注脚:
“上列总吨位是由主管机关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效前所施行的国家吨位规则丈量的ꎮ”
３　 同意本暂行办法不适用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安放龙骨的船舶ꎬ但下述情况除外:

(ａ)　 在履行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第 ＩＶ 章第 ３ 条的要求方面ꎬ 对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前安放龙骨

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继续使用本暂行办法ꎮ 在此情况下ꎬ上述记载应仅在无线电证书内填写ꎮ
(ｂ)　 在履行小于 １６００ 总吨货船的规定方面(按国家吨位规则丈量)ꎬ对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

后安放龙骨的货船ꎬ主管机关可继续使用本暂行办法到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为止ꎮ
４　 要求海上安全委员会保证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对继续使用吨位作为现行 ＳＯＬＡＳ 和其他公约

制定规章的衡准方面作出完整而全面的分析ꎬ届时海上安全委员会应对分析的内容进行研究ꎮ
５　 请会员国政府及上述公约缔约国政府承认和接受本暂行办法ꎬ以便履行 ＳＯＬＡＳ 中涉及吨位的有

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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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在履行«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时对某些船舶
吨位丈量的暂行办法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通过的 Ａ. ５４１()决议案)

大会:
回顾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 １６(Ｊ)规定本大会对有关海洋污染规则方面的作用ꎮ
注意到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生效ꎮ
认识到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丈量的吨位与按早先施行的吨位规则所丈量的吨位可能有相当大的差

别ꎬ致使在应用«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方面会产生困难ꎮ
回顾 １９６９ 年国际吨位丈量会议的建议案 ２ꎬ该建议案特别认识到从现行的吨位丈量方法过渡到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所规定的新方法时应对商船经济产生尽可能小的影响ꎮ
切记«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中对履行该公约所需的船舶总吨位没有作出专门定义ꎮ
还回顾 Ａ. ４９４(Ⅻ)决议案所采纳的«对某些船舶吨位丈量的暂行办法»ꎬ用于克服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

公约»与按该公约生效前施行的国家吨位规则丈量的吨位间的差异ꎬ对某些船舶在应用现行安全要求上

可能引起的困难ꎮ
注意到在执行«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时ꎬ也可能存在上述困难ꎮ
已考虑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１８ 次会议的建议案:
１　 对某些船舶吨位丈量采用如下暂行办法:

(ａ)　 经船东申请ꎬ对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以前安放龙骨ꎬ需要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丈量吨位ꎬ
且小于 ６００ 总吨(按原国家吨位规则丈量)的船舶ꎬ在执行«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时ꎬ 国家主管机关可允许按

«吨位公约»生效前的国家吨位规则丈量ꎮ 但此吨位不应载入 １９６９ 年吨位证书中ꎮ
(ｂ)　 对于此类船舶ꎬ在«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防油污证书或由国家主管机关颁发的其他正式证书的

相应栏内ꎬ可仅填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效前所施行的国家吨位规则丈量的总吨位ꎬ并加上如下注脚:
“上列总吨位是由主管机关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效前所施行的国家吨位规则丈量的ꎮ”
２　 同意本暂行办法不适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安放龙骨的船舶ꎬ但 ４００ 总吨(按原国家吨位规则

丈量)以下船舶除外ꎮ 国家主管机关可继续使用本暂行办法直到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ꎮ
３　 请会员国政府及«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的缔约国政府承认和接受本暂行办法ꎬ以便履行«７３ / ７８ 防污

公约»的有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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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敞口集装箱船吨位丈量规定①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３４(８２)决议案)

　 　 １.敞口集装箱船的定义

　 就«１９６９ 年吨位丈量公约»的适用范围而言ꎬ敞口集装箱船系指设计用于载运集装箱且其结构像

敞开的“Ｕ”形船舶ꎬ货舱舱口的净开口总面积有不少于 ６６. ７％为“敞口”形式ꎬ具有双层底及其上面的上

甲板上无舱口盖的高侧壁建筑ꎬ在型吃水(参见下图 １)以上无全通甲板ꎬ并应视为公约规则第 １(３)条提

及的新颖船舶ꎮ

图　 １

２. «１９６９ 年吨位丈量公约»各项规定统一解释

«１９６９ 年吨位丈量公约»对围蔽处所的处理规定适用于敞口集装箱船ꎬ但应执行下列统一解释:
(１)　 上甲板[规则第 ２(１)条]
对于经主管机关免除最上层露天甲板安装风雨密舱口盖要求船舶ꎬ如在敞口集装箱船中ꎬ上甲板应

当作按第 ２(１)条确定为已安装这种舱口盖的甲板ꎮ
(２)　 围蔽处所[规则第 ２(４)条]
在敞口集装箱船中ꎬ甲板开口(例如无舱口盖)不应妨碍该处所计入围蔽处所ꎮ
(３)　 集装箱堆垛之上的遮蔽

如敞口集装箱船在集装箱导轨装置上设有轻结构且可移动的非承载舱盖(遮蔽)ꎬ根据规则第 ２(５)
条ꎬ舱口围板以上至舱盖的处所不能作为免除处所ꎮ 但是ꎬ对于这种特殊设计ꎬ可按规则第 １(３)条规定

作为例外处理ꎬ只要这类船满足无舱盖敞口集装箱船的要求ꎬ该处所可以免除ꎮ
３.减少后的总吨位

３. １　 敞口集装箱船(无尺寸限制)应按如下简化公式计算减少后的总吨位:
ＧＴＲ ＝ ０. ９ × ＧＴ

式中:ＧＴＲ———减少后的总吨位ꎻ
ＧＴ———按«１９６９ 年吨位丈量公约»计算的总吨位ꎮ

３. ２　 敞口集装箱船吨位应在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中的“备注”栏内记载如下:
“按 ＭＳＣ. ２３４(８２)决议ꎬ用于计算吨位收费的减少后的总吨位为”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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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关于油船专用压载舱吨位丈量的建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通过的 Ａ. ７４７(１８)决议的附件)

　 　 为了对装设有专用压载舱的油船的吨位丈量使用一个统一的方法ꎬ 建议各主管机关接受下列原则:
１　 按国际防油污证书补遗第 ５ 段所述将船舶核定为专用压载油船ꎻ专用压载舱的位置在该补遗第

５. ２ 段指出ꎮ
２　 根据«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附则 Ｉ 第 １７ 条的规定ꎬ专用压载舱系指专门用于运载专用水压载的液舱ꎮ

专用压载舱应有单独的压载泵系和管系ꎬ 仅从海洋中吸入和排出压载水ꎮ 专用压载舱与淡水系统间不

应有管道连接ꎮ 任何专用压载舱不应用于装载货物或储存船舶的物料或物资ꎮ
３　 在«国际吨位丈量证书(１９６９)»的“备注”栏内ꎬ有关油船专用压载舱吨位的记载如下:
这些专用压载舱符合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正的 １９７３ 年«防污公约»附则 Ｉ 第 １３ 条的要求ꎬ 专供装载

专用水压载的此种液舱的吨位共计 ꎮ
应该用于计算与吨位有关的费用的减少的总吨位为 ꎮ
４　 上述专用压载舱的吨位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Ｋ１ × Ｖｂ

式中:Ｋ１ ＝ ０. ２ ＋ ０. ０２ｌｏｇ１０Ｖ(或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附录 ２ 的表格所示)ꎻ
Ｖ———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规则第 ３ 条规定的船舶围蔽处所的总容积ꎬｍ３ꎻ
Ｖｂ———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规则第 ６ 条丈量的专用压载舱的总容积ꎬｍ３ꎮ

附录　 实施附件 ４ 的解释

(海上安全委员会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９２
环保会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２ 批准的通函)

１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 ６ 日召开的第 ６７ 次会议上ꎬ环保会在其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１４ 日召开的第 ３９ 次会议上ꎬ应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及稳性、载重线及渔船安全分委会的提

议ꎬ批准了如下的对大会决议 Ａ. ７４７(１８)“关于油船专用压载舱吨位丈量的建议”的解释:
“对于任何仅装载油类的液货船ꎬ若其配有专用压载舱ꎬ且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公约附则Ⅰ第 １３ 条

的要求ꎬ可根据大会决议 Ａ. ７４７(１８)而被允许减除专用压载舱的容积ꎬ无论该船是否还持有一张依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和 ＩＢＣ 或 ＢＣＨ 规则而签发的适装证书ꎮ 但是ꎬ该船的专用压载舱的容积应在 ＩＯＰＰ
证书和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中记载”ꎮ

２　 两个委员会都注意到本解释的目的不是改变或扩大大会决议 Ａ. ７４７(１８)的适用范围ꎬ而是为了

澄清以下事实:
当某液货船于某一航次仅装载油类ꎬ仅根据其持有依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而签发的证书是不能

妨碍其实施 Ａ. ７４７(１８)的ꎮ
３　 请成员国政府将上述有关实施 Ａ. ７４７(１８)的解释转告港口和引航当局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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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会议第 ２ 号建议书的应用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通过的 Ａ. ７５８(１８)决议的附件)

　 　 为了减少«吨位公约»对经济的影响并使用统一的方法ꎬ建议主管机关采用下列措施:
１　 虽然 Ａ. ４９４(Ⅻ)和 Ａ. ５４１(１３)决议规定在«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上不应记载按国家吨位规则

丈量的总吨位ꎬ但可在«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备注”栏中填写下述内容:
. １　 对于公约第 ３(２)(ｄ)中规定的“现有船舶”:

根据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第 ３ 条(２)(ｄ)的规定对本船进行了重新丈量ꎮ
本船按照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效前的丈量制度所核定的总吨位是:登记吨ꎬ 所依据的

规则名为: ꎮ
. ２　 对于 Ａ. ４９４(Ⅻ)所涉及的船舶:

根据 Ａ. ４９４(Ⅻ)对本船进行了附加丈量ꎮ
本船按照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效前的丈量规则所核定的总吨位是:登记吨ꎬ所依据的

规则名为: ꎮ
２　 经上述填写后ꎬ应由颁发«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吨位当局签署ꎮ
３　 如果船舶在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后进行了涉及其吨位的改建或改装ꎬ则应从“备注”栏中删去原

来的国家吨位数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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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６　 对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条款的解释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 日通函 ＴＭ. ５ / Ｃｉｒｃ. ５)

　 　 定义(公约第 ２ 条(８))
１　 当确定无舵平甲板驳船的长度时ꎬ该长度应是在从龙骨上表面量起的最小型深的 ８５％处的水线

全长的 ９６％ ꎮ
２　 柱稳式平台ꎬ例如半潜式钻井平台应视为新型船舶ꎮ 对于这种船舶ꎬ如按公约第 ２ 条(８)确定其

长度和按规则第 ２ 条(３)确定其型宽ꎬ则会产生误解ꎬ故应使用其固定结构之间外层板的总长度和宽度ꎮ
在«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上的长度(公约第 ２ 条(８))和宽度(规则第 ２ 条(３))栏内括号中的注文应予

删去ꎬ但应在“备注”栏内注明:“该船系半潜式钻井平台”ꎬ以便识别ꎮ
适用范围(公约第 ３ 条(２)(ｂ))
所谓“影响到吨位的改建或改装”ꎬ 根据 Ａ. ７５８(１８)的解释是: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丈量的总吨位

或原有总吨位发生了 １％的增加或减少ꎮ
证书格式(公约第 ９ 条(２))
１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正面所示的“日期”是指公约第 ２ 条(６)所述的安放龙骨或船舶处于相似

建造阶段的年份ꎬ或公约第 ３ 条(２)(ｂ)所述的经过改建或改装的年份ꎬ但如果该船是在 １９８２ 年或 １９９４
年内进行建造、改建或改装者ꎬ还应写上月份和日期ꎮ

２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背面所示的“位置”一栏中填写不必太详细ꎮ
３　 最初丈量的日期和地点:系指第 １ 次签发«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日期和地点ꎬ而不是指原先

按国家吨位丈量规范的丈量ꎮ
４　 最近 １ 次重新丈量的日期和地点:系指最近 １ 次签发 «国际吨位证书 (１９６９ ) » 的日期和

地点ꎮ
证书的注销(公约第 １０ 条(２))
若船舶执有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不符合经商定的对公约条款的解释ꎬ该船应重新丈量ꎮ 新的

特征应得到及时的确定和采用ꎮ
检查(公约第 １２ 条)
可将 １ 份吨位计算书连同«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发给船长ꎬ尽管公约无此规定ꎬ但公约的任何条款

并不妨碍主管机关把吨位计算书发给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ꎮ
附则中所用名词的定义(公约规则第 ２ 条)
下述解释适用于规则第 ２ 条各款所列的名词:
１　 上甲板

１. １　 对于完全延伸到舷边的不连续的上甲板ꎬ若不连续部分的长度超过 １ｍꎬ则应按公约规则第 ２
条(１)(见附录 １ 图 １)所指的阶梯形上甲板处理ꎮ

１. ２　 位于长度(公约第 ２ 条(８))范围以外的阶梯不必考虑ꎮ
１. ３　 对于不延伸到舷边的不连续的上甲板ꎬ不连续部分应按位于上甲板平面以下的壁龛处理(见附

录 １ 图 ２)ꎮ
１. ４　 如船舶最上层甲板下的舷边有开口ꎬ且该开口无关闭设备ꎬ而舷内有水密舱壁和甲板予以限

界ꎬ则此开口下面的甲板应作为上甲板(见附录 １ 图 ３)ꎮ
２　 水密———对于此词ꎬ主管机关可自行确定ꎬ不必在吨位方面另下定义ꎮ
３　 船中———应是公约第 ２ 条(８)所规定的长度中点ꎬ此长度的前端点是首柱的前缘ꎮ
４　 围蔽处所———下述各项应予遵守:
４. １　 在公约规则第 ２ 条(４)内对围蔽处所所下的定义ꎬ即“围蔽处所是指船壳、固定的或可移动的

隔板”与“一面未设隔板或舱壁的处所ꎬ都不妨碍将这些处所计入围蔽处所之内”ꎬ 这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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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矛盾ꎮ
４. ２　 “在永久的或可移动的天篷”区域内的处所应按公约规则第 ２ 条(５)进行处理ꎮ
４. ３　 永久固定在上甲板上的箱柜ꎬ如有与货物管路或透气(除气)管路相连接的可拆式管子者ꎬ则

此箱柜应计入载货处所容积 Ｖｃ 内ꎮ
４. ４　 货舱口的风雨密箱形舱盖的容积应计入船舶总容积 Ｖ 内ꎬ如该箱形盖的下方是敞开的ꎬ则其容

积亦应计入 Ｖｃ内ꎮ
４. ５　 多用途船舶的货舱口ꎬ如设有按业务需要可以开敞或关闭交替使用的设备ꎬ在丈量时ꎬ该货舱

口应视为封闭的ꎮ
４. ６　 桅、吊杆柱、起重机、起重机及集装箱支承结构ꎬ如果位于上甲板以上ꎬ完全不能进入并且与其

他围蔽处所分离设置ꎬ则应按非围蔽处所处理ꎮ 通风筒的横截面积如果不超过 １ｍ２ꎬ且符合上述条件ꎬ亦
可不计入围蔽处所ꎮ 所有可移式起重机应免除ꎮ

５　 免除处所

５. １　 甲板室的纵向侧壁与甲板下面舷墙之间的处所ꎬ当该甲板延伸到两舷ꎬ并以连接于舷墙上的支

柱或竖板予以支撑ꎬ则这种处所应按公约规则第 ２ 条(５)(ｂ)和(ｃ)作为免除处所(见附录 １ 图 ４)ꎮ
５. ２　 以滚装船而言ꎬ例如ꎬ在建筑物的端部处所设置有保护货物的设施ꎬ该处所应按公约规则第 ２

条(５)中第 １ 种情况计入 Ｖ 内ꎮ
６　 乘客———Ｎ１ 和 Ｎ２ 的数额应取自主管海运安全部门ꎮ
７　 载货处所

７. １　 如果专用压载舱不用于载货ꎬ则其容积不计入载货处所 Ｖｃ 内ꎮ
７. ２　 当油船配备有原油洗舱系统ꎬ使其压载舱可作为载货和清洁压载两种用途ꎬ则该压载舱应计入

Ｖｃ 内ꎮ
７. ３　 清洁压载舱的容积可不计入 Ｖｃ内ꎬ其条件是:
　 (１)　 该舱不用于载货ꎻ
　 (２)　 船上只持有 １ 种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ＩＯＰＰ)ꎬ证书内载明该船符合 １９７３ 年«防污公约»和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Ｉ 规定第 １３ 条 Ａ 的规定ꎬ是以清洁压载舱进行营运ꎻ
　 (３)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备注栏内应有如下注明:
此船只持有 １ 种国际防止油污证书(ＩＯＰＰ)ꎬ符合«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附则 Ｉ 第 １３ 条 Ａ 的规定ꎬ下列各

舱专用于装载清洁压载水: ꎮ
７. ４　 用于集存残余液货的污液舱应计入 Ｖｃ 内ꎮ
７. ５　 渔业船舶内作为鱼粉、鱼肝油和鱼罐头的加工处所、鱼冷藏舱、鲜鱼舱、盐、调味料、油和包装用

品的储存库应计入 Ｖｃ 内ꎮ 但鱼具储存室不计入 Ｖｃ 内ꎮ
７. ６　 用于冷冻货物ꎬ且位于货舱界限内的冷冻机所占容积应计入 Ｖｃ 内ꎮ
７. ７　 与乘客舱室分开的邮件室、行李舱和乘客物品保管储存室应计入 Ｖｃ 内ꎮ 乘客或船员的食物库

和船员物品保管储存室不计入 Ｖｃ 内ꎮ
７. ８　 在混合运输船上ꎬ船东要求把载油和压载两用的舱转为只作压载舱而不计入 Ｖｃ 时ꎬ则该压

载舱与货油管系必须永久隔绝ꎬ并不得用于运载货物ꎮ 因而ꎬ该船应按公约规则第 ５ 条(３)的规定予

以重新丈量ꎮ 凡不计入 Ｖｃ 内的任何压载舱必须是完全用于压载ꎬ连接于独立的压载管系ꎬ不得用于

载货ꎮ
７. ９　 在测定载货处所容积时ꎬ该处所限界内所装的绝缘物、护条或铺板都无需计入ꎮ 但船内永久性

的独立货舱(如气体运输船)ꎬ在量计时ꎬ对于计入 Ｖｃ 内的容积ꎬ应量到该独立货舱的结构限界ꎬ而不论其

绝缘物是装在该舱限界的内面或外面ꎮ
７. １０　 作为载货和压载两用的处所的容积应计入 Ｖｃ 内ꎮ
７. １１　 乘客存放汽车的处所应计入 Ｖｃ 之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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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吨位和净吨位(公约规则第 ３ 条和第 ４ 条)
１　 计算总吨位和净吨位时所用的 Ｋ１ 和 Ｋ２ 系数ꎬ可由主管机关决定选用附录 ２ 表中系数或按公约

规则第 ３ 条或第 ４ 条中的公式计算ꎮ
２　 按公约规则第 ３ 条和第 ４ 条所测定的吨位数字ꎬ在最后填写吨位证书时ꎬ应采用整数ꎬ不用小数

点以下数字ꎮ
容积计算(公约规则第 ６ 条)
１　 球鼻首、流线体、推进器轴毂或其他结构应视为突出体ꎮ
２　 锚链筒、海底阀凹穴、侧推器孔道、渔船尾滑道、挖泥船的链斗槽以及在船体内与此类似的处所都

应按通海处所处理ꎮ
３　 上甲板以上的围蔽处所、突出体以及通海处所ꎬ若容积不超过 １ｍ３ꎬ则可以不丈量ꎮ
４　 船壳可开启的驳船和挖泥船ꎬ当卸货时ꎬ船壳内处所虽暂时敞开与海相通ꎬ其容积(见附录 １ 图

５)应计入 Ｖ 和 Ｖｃ 内ꎮ
丈量和计算(公约规则第 ７ 条)
１　 当按公约第 ８ 条(２)或第 １０ 条(３)的规定向他国政府送交吨位证书和吨位计算书副本时ꎬ还须

附有如附录 ２ 所示的、内载有吨位计算主要数据的表格ꎬ以便参阅ꎻ当填写甲板下容积时ꎬ可合并在一起

(如:甲板下 /长首楼等)ꎮ
２　 吨位计算的精确度应由主管机关决定ꎮ
特殊船舶

１　 牲口运输船

１. １　 牲口运输船是经常变化的船舶ꎬ在原上甲板上构成一层或多层甲板ꎮ 这些甲板间布置有牲口

栅栏和有关处所ꎬ由栏杆、围栏或通道所分隔ꎮ 这些栅栏是敞开的ꎮ
１. ２　 这些用于保护牲口在栅栏里的撑杆、围栏和栏杆是公约规则第 ２ 条(５)所指的“保护货物的

设施”ꎮ　
１. ３　 应用«吨位公约»时ꎬ牲口船的结构应计入在总吨位内ꎮ
２　 坞船

２. １　 坞船的主要结构特征是它载货处所的上面无舱盖ꎬ但是可以有一个与舷侧建筑物连在一起的

型吃水以上的坞甲板(见附录 １ 图 ６)ꎮ
２. ２　 对坞船作如下说明:
２. ２. １　 坞船在船尾有端部开口(见附录 １ 图 ７)ꎮ
２. ２. ２　 坞船装有尾门或格栅的尾门(见附录 １ 图 ８)ꎮ
２. ３　 坞甲板以上的处所ꎬ至少其三面由建筑物作限界并打算用于载货ꎬ该处所应予计入ꎮ
２. ４　 所谓建筑物是指由舱壁和上面的甲板限界的围蔽处所ꎮ

附录 １　 图　 　 解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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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图　 ３

　 　 　

图　 ４

图　 ５

　 　 　 　

图　 ６

图　 ７

　 　

图　 ８

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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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统一吨位计算数据的格式

总　 吨　 位

序　 　 号 处 所 名 称 位　 　 置 长　 　 度 型　 容　 积

甲板下

尾楼

桥楼

首楼

甲板室

舱口等

总容积

净　 吨　 位

序　 　 号 处 所 名 称 位　 　 置 长　 　 度 型　 容　 积

ＮＯ. １ 货舱

ＮＯ. ２ 货舱等

ＮＯ. １ 甲板间

ＮＯ. ２ 甲板间等

舱口等

总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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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７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对现有船舶的应用
(海大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 Ａ. ７９１(１９)决议通过)

　 　 １　 同意对现有船舶ꎬ若其于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前安放龙骨ꎬ且总吨位是根据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生

效前的国家吨位规则确定ꎬ并在该船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备注”栏内已对此种总吨位进行了陈述ꎬ
则可在主管机关颁发的有关安全证书、国际防油污证书或其他此类官方证书的有关栏目内仅填写原有总

吨位并附加下列脚注之一:
“上述总吨位是吨位主管机关根据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生效前的国家吨位规则确定

的”ꎮ 或

“见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备注’栏ꎮ”
２　 请各成员国政府和加入上述公约的国家政府注意到并接受此项规定ꎬ以便将其应用于 ＳＯＬＡＳ 公

约 ７４、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公约和 ＳＴＣＷ１９７８ 公约的条款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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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要求

　 １　 本篇附则 Ｉ 第 １ 章至第 ４ 章直接引用«经修正的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Ｂ»(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１４３(７７)决议)中附则 Ｉ 第 １ 章至第 ４ 章的内容及其以后的修正案(海上安全

委员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２３(８２)、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７０(８５)决议、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３４５(９１)决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３５６(９２)决议ꎬ详见附件)ꎮ 其中

涉及有关实施检验与发证的“主管机关”ꎬ应理解为“本局”ꎬ“本公约”应为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改的«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ꎮ

序　 　 号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 ＭＳＣ. １４３(７７)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ＭＳＣ. ２２３(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ＭＳＣ. ２７０(８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４ ＭＳＣ. ３４５(９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５ ＭＳＣ. ３５６(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本篇附则Ⅱ直接纳入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改的«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附则Ⅱ第 ４６ 条至第 ５２
条的内容ꎬ但第 ４９ 条纳入了«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Ｂ 修正案» (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１４３(７７)决议) 中附则Ⅱ的内容ꎬ第 ４７ 条纳入了«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Ｂ 修

正案»(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３２９(９０)决议)中附则Ⅱ的内容(详见下表)ꎮ
序　 　 号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 ＭＳＣ. １４３(７７)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ＭＳＣ. ３２９(９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本篇适用范围: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附则 Ｉ 的各条规则适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

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２)　 对在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３ 日及以后ꎬ但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铺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

船舶ꎬ应满足由 １９８８ 年国际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大会通过的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

线公约»适用的要求ꎮ
(３)　 其他国际航行船舶ꎬ如不尽符合本条(１)、(２)规定或其任何部分的要求时ꎬ应至少满足建

造时所依据的公约或本局的有关规定ꎬ以保持其原来核定的干舷ꎮ 如要减小原核定的干舷时ꎬ该船应符

合本篇规定的全部要求ꎮ
(４)　 本篇附则Ⅱ的规定适用于本条(１)、(２)及(３)所述的所有船舶ꎮ

４　 本篇规定不适用下列船舶:
(１)　 非排水型船舶ꎻ
(２)　 长度小于 ２４ｍ 的船舶ꎻ
(３)　 １５０ 总吨以下的现有船ꎻ
(４)　 非营业游艇ꎻ
(５)　 渔船ꎮ

５　 修理、改装和改建:
(１)　 进行修理、改装和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的船舶ꎬ至少应符合以前适用于该船的要求ꎮ

在此情况下ꎬ此类船舶也不得低于它在修建以前已经符合的本篇第 １ 章至第 ４ 章规定要求的程度ꎮ
(２)　 重大的修理、改装和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只要认为合理和切实可行ꎬ应符合本篇第 １

章至第 ４ 章规定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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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位于本篇附则Ⅱ规定的两个地带或区域分界线上的港口ꎬ应被当作处于到达或驶离的地带或区

域内ꎮ
７　 载重线的浸没:

(１)　 除本条第(２)、(３)和(４)所规定者外ꎬ船舶两舷相应于该船所在的季节及其所在地带或区

域的载重线不论在船舶出海时ꎬ在航行中ꎬ或者到达时ꎬ都不应被水浸没ꎮ
(２)　 当船舶处于密度为 １. ０００ 的淡水中时ꎬ其相应的载重线可以被浸没到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

上指出的淡水宽限ꎮ 若密度不是 １. ０００ 时ꎬ此宽限量应以 １. ０２５ 和实际密度的差数按比例决定ꎮ
(３)　 船舶从江河或内陆水域的港口驶出时ꎬ准许超载量至多相当于从出发港至海口间所需消

耗的燃料与其他一切物料的重量ꎮ
(４)　 半潜船在半潜作业状态下应满足«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３ 篇第 ５ 章的相关

要求ꎮ
８　 载重线的勘划、检验与发证除应符合本篇规定外ꎬ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与第 １ 篇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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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Ｂ»
附则Ⅰ　 载重线核定规则

第 １ 章　 总　 　 则

本规则假定货物的性质和装载、压载等可以保证船舶有足够的稳性ꎬ并避免过度的结构应力ꎮ
如果有稳性或分舱的国际要求ꎬ本规则也假定已经符合这些要求ꎮ

第 １ 条　 船舶强度与完整稳性

(１)　 主管机关应查明在相应于核定干舷的吃水时ꎬ船舶总结构强度是足够的ꎮ
(２)　 按照第 ２ － １ 条规定ꎬ由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包括船级社)的相应要求或主管机关适用的国

家标准设计、建造和维护的船舶ꎬ其强度可视为达到可接受的水平ꎮ 上述规定应适用于本附则涉及的所

有对强度和结构标准未明确规定的结构、设备和配件ꎮ
(３)　 符合性

(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符合主管机关接受的完整稳性标准ꎮ
(ｂ)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应至少符合 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 Ａ 部分的要求ꎮ

第 ２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机动船舶或港驳、运输驳船或其他非机动船舶ꎬ应根据第 １ 条至第 ４０ 条的所有各项规定核定

干舷ꎮ
(２)　 运载木材甲板货的船舶ꎬ除按(１)规定的干舷外ꎬ可以按照第 ４１ 条至第 ４５ 条的规定核定木材

干舷ꎮ
(３)　 对设计用帆的船舶ꎬ不论是作为唯一的推进方式还是作为辅助的推进方式ꎬ以及拖船都应根

据第 １ 条至第 ４０ 条的所有各项规定核定干舷ꎮ 对于附加干舷可按主管机关的决定提出要求ꎮ
(４)　 木质或混合材料结构船舶ꎬ或经主管机关批准采用其他材料建造的船舶ꎬ或由于结构特点而

无法合理地或切合实际地应用本附则各项规定的船舶ꎬ应按主管机关的规定核定干舷ꎮ
(５)　 第 １０ 条至第 ２６ 条的所有各项规定适用于核定最小干舷的每艘船舶ꎮ 当船舶核定的干舷大于

最小干舷时ꎬ如果主管机关对所具备的安全性条件满意ꎬ则这些要求可予放宽ꎮ
(６)　 如果实际干舷甲板以下至少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假想干舷甲板作为核定的干舷甲板ꎬ则

实际干舷甲板可按照第 １２ꎬ１４ － １ 至 ２０ꎬ２３ꎬ２４ 和 ２５ 条的规定作为上层建筑甲板处理ꎬ此时ꎬ最终吃水应

不超过核定的干舷甲板对应的吃水ꎮ
(７)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附则的各条规则适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

造阶段的船舶ꎮ
(８)　 对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铺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应确保根据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适用的ꎬ由 １９８８ 年国际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大会采纳的要求

得到满足ꎮ
(９)　 符合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７(７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０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

则»(２０００ ＨＳＣ 规则)要求并按该规则检验和发证的高速船应被视为已符合本附则的各项要求ꎮ 按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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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Ｃ 规则签发的证书和许可证应被视为与按本附则签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并得到同等的认可ꎮ

第 ２ － １ 条　 对认可组织的授权

本公约第 １３ 条和本规则第 １(２)条中所述组织ꎬ包括船级社ꎬ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３９(１８)决
议通过并可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指南和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８９(１８)决议通过并可由国际海事组织修

正的说明ꎬ但这种修正应按照现行议定书第Ⅵ条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有效ꎮ

第 ３ 条　 附则中所用名词的定义

(１)　 长度:
(ａ)　 长度(Ｌ)应取为量自龙骨板上缘的最小型深 ８５％处水线总长的 ９６％ ꎬ 或沿该水线从首

柱前缘至舵杆中心的长度ꎬ取大者ꎮ
(ｂ)　 对于无舵杆的船舶ꎬ长度(Ｌ)取为最小型深 ８５％处水线总长的 ９６％ ꎮ
(ｃ)　 如在最小型深 ８５％处水线以上的首柱外形为凹入的ꎬ则总长的最前端和首柱前缘都应

在该水线以上的首柱外形最后一点垂直投影在该水线上的点量起(见图 ３. １)ꎮ
(ｄ)　 龙骨设计成倾斜的船舶ꎬ其计量本长度的水线应和最小型深 Ｄｍｉｎ的 ８５％ 处的设计水线

平行ꎬ该水线由绘一平行于船舶(包括呆木)的龙骨线并与下图中干舷甲板型舷弧线相

切的切线得到ꎬ此时ꎬ最小型深为在切点处从龙骨板上缘量至干舷甲板舷侧处横梁上边

的垂直距离(见图 ３. ２)ꎮ

图　 ３. １ 图　 ３. ２

(２)　 垂线:首尾垂线应取自长度(Ｌ)的前后两端ꎮ 首垂线应与在计量长度的水线上的首柱前边相

重合ꎮ
(３)　 船中:船中是长度(Ｌ)的中点ꎮ
(４)　 宽度: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宽度(Ｂ)是船舶的最大宽度ꎬ对金属船壳的船舶是在船中处量至两

舷肋骨型线ꎬ其他材料的船舶在船中处量至两舷船壳的外表面ꎮ
(５)　 型深:

(ａ)　 型深是从龙骨板上缘量至干舷甲板舷侧处横梁上缘的垂直距离ꎮ 对木质和混合材料结

构船舶的垂直距离则是从龙骨槽口的下缘量起ꎮ 如船中剖面下部的形状是凹形ꎬ或装

有加厚的龙骨翼板时ꎬ此垂直距离是从船底的平坦部分向内延伸线与龙骨侧边相交之

点量起ꎮ
(ｂ)　 有圆弧形舷缘的船舶ꎬ型深应量到甲板和船侧型线延伸的交点ꎬ将舷缘当作方角设计ꎮ
(ｃ)　 如干舷甲板为阶梯形且此甲板的升高部分延伸到超过决定型深的那一点ꎬ型深应量到

从该甲板较低部分甲板与升高部分相平行的基准线ꎮ
(６)　 计算型深(Ｄ):

(ａ)　 计算型深(Ｄ)是船中处型深加干舷甲板边板的厚度ꎮ
(ｂ)　 对于圆弧形舷缘半径大于宽度(Ｂ)的 ４％或上部舷侧为特殊形状的船舶ꎬ计算型深(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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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取自一中央截面的计算型深ꎬ此截面两舷上侧垂直并具有同样的梁拱ꎬ且上部截面面

积等于实际的中央截面的上部截面面积ꎮ
(７)　 方形系数:

(ａ)　 方形系数(Ｃｂ)由下式确定:

Ｃｂ ＝

Δ

ＬＢｄ１

式中: Δ———对于金属船壳的船舶是船舶的型排水体积ꎬ不包括附体ꎻ对于其他材料船壳的船舶是量到船

体外表面的排水体积ꎬ两者均取自 ｄ１处的型吃水ꎻ
ｄ１———最小型深的 ８５％ ꎮ

　 　 (ｂ)　 计算多体船的方形系数时ꎬ应取用本条(４)定义的全宽(Ｂ)ꎬ而不是单个船体的宽度ꎮ
(８)　 干舷:核定的干舷是在船中处从甲板线的上边缘向下量至相关载重线的上边缘的垂直距离ꎮ
(９)　 干舷甲板:

(ａ)　 干舷甲板通常是最上层露天全通甲板ꎬ其上所有的露天开口设有永久性关闭装置ꎬ其下

在船侧的所有开口设有永久性水密关闭装置ꎮ
(ｂ)　 下层甲板作为干舷甲板由船东选择并经主管机关批准ꎬ可将一下层甲板指定为干舷甲

板ꎬ但该甲板至少在机器处所与首、尾尖舱舱壁之间应是全通的和永久性的前后连续甲

板ꎬ并且横向也是连续的ꎮ
(ⅰ)　 当该下层甲板为阶梯形时ꎬ甲板最低线及其平行于甲板上部的延长部分取为干

舷甲板ꎮ
(ⅱ)　 当一下层甲板设计为干舷甲板时ꎬ就干舷的核定条件和计算而言ꎬ该干舷甲板以

上的船体部分作为上层建筑处理ꎮ 干舷是从这层甲板算起ꎮ
(ⅲ)　 当下层甲板设计为干舷甲板时ꎬ在货舱范围内ꎬ这种干舷甲板的结构最低限度应

在船侧和在通至上甲板的每一水密舱壁处设有适当的框架结构桁材ꎮ 这些桁材

的宽度应适合于方便安装ꎬ并应考虑船舶的结构和操作情况ꎮ 桁材的任何布置

也应能满足结构上的要求ꎮ
(ｃ)　 不连续干舷甲板ꎬ阶梯形干舷甲板:

(ⅰ)　 如果干舷甲板的凹槽延伸到两舷侧且长度超过 １ｍꎬ则该露天甲板的最低线及其

平行于甲板上部的延伸部分取为干舷甲板(见图 ３. ３)ꎮ

图　 ３. ３

(ⅱ)　 如果干舷甲板的凹槽未延伸到两舷侧ꎬ则甲板上部取为干舷甲板ꎮ
(ⅲ)　 如果露天甲板以下的一层甲板指定为干舷甲板且其设有未从一舷侧延伸至另一

舷侧的凹槽ꎬ只要露天甲板上的所有开口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ꎬ则该凹槽可以

不计ꎮ
(ⅳ)　 应适当考虑露天凹槽的排水系统和自由液面对稳性的影响ꎮ
(ⅴ)　 (ⅰ)至(ⅳ)的各项规定不拟用于挖泥船、开底泥驳或设有大开口舱的其他类似

船舶ꎬ对这类船舶的每一种均需要单独考虑ꎮ
(１０)　 上层建筑:

(ａ)　 上层建筑是在干舷甲板上的甲板建筑物ꎬ从舷边跨到舷边或其侧壁板离船壳板向内不

大于船宽(Ｂ)的 ４％ ꎮ
(ｂ)　 封闭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具备下列设施的上层建筑:

(ⅰ)　 结构坚固的封闭舱壁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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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这些舱壁的出入开口(如有)设有符合第 １２ 条要求的门ꎻ
(ⅲ)　 上层建筑侧壁或端部的所有其他开口设有有效的风雨密关闭装置ꎮ

桥楼或尾楼不应视为封闭的ꎬ除非当端壁开口封闭时ꎬ有通道供船员随时

自全通的最上层露天甲板或更高甲板上的任何一处用其他方式前往这些上层

建筑内的机器处所和其他工作处所ꎮ
(ｃ)　 上层建筑的高度是指在船侧从上层建筑甲板横梁顶到干舷甲板横梁顶的最小垂直

高度ꎮ
(ｄ)　 上层建筑的长度(Ｓ)是指上层建筑位于长度(Ｌ)以内部分的平均长度ꎮ
(ｅ)　 桥楼:是指不延伸到首垂线或尾垂线的上层建筑ꎮ
(ｆ)　 尾楼:是指自尾垂线向前延伸到首垂线后某一位置的上层建筑ꎮ 尾楼可以起始于尾垂

线后的某一位置ꎮ
(ｇ)　 首楼:是指自首垂线向后延伸到尾垂线前某一位置的上层建筑ꎮ 首楼可以起始于首垂

线前的某一位置ꎮ
(ｈ)　 全上层建筑:是指最低限度自首垂线延伸到尾垂线的上层建筑ꎮ

图　 ３. ４

(ⅰ)　 后升高甲板:是指自尾垂线向前延伸的上

层建筑ꎬ一般而言ꎬ其高度小于标准上层

建筑高度ꎬ并有完整的前舱壁(非开启式

舷窗设有带有效风暴盖ꎬ人孔盖用螺栓固

定)(见图 ３. ４)ꎮ 如果前舱壁因设有门和

通道开口而不是完整的ꎬ则该上层建筑应

视为尾楼ꎮ
(１１)　 上层建筑甲板:上层建筑甲板是构成上层建筑上部边界的甲板ꎮ
(１２)　 平甲板船:平甲板船是指干舷甲板上没有上层建筑的船ꎮ
(１３)　 风雨密:风雨密是指任何海况下水都不会透入船内ꎮ
(１４)　 水密:水密是指能够在任何方向上具有以适当程度抵抗所须承受的最大水压头压力而防止

水透过结构的能力ꎮ
(１５)　 阱:阱是暴露于露天的甲板上水能聚积起来的区域ꎮ 阱视为由甲板结构的两个或多个边界

围成的甲板区域ꎮ
(１６)　 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２６７(８５)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ꎮ

第 ４ 条　 甲　 板　 线

图 ４. １　 甲板线

甲板线系长为 ３００ｍｍ 和宽为 ２５ｍｍ 的一条水平线ꎮ
甲板线应标志在船中处的每侧ꎬ其上边缘一般应经过干

舷甲板上表面向外延伸与船壳外表面之交点(如图 ４. １
所示)ꎬ如果在干舷经过相应修正的情况下ꎬ甲板线也可

以参照船上另一固定点来划定ꎮ 参照点的定位和干舷甲

板的标定ꎬ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在国际载重线证书上标写

清楚ꎮ

第 ５ 条　 载重线标志

载重线标志由外径为 ３００ｍｍꎬ宽为 ２５ｍｍ 的圆圈与长为 ４５０ｍｍꎬ宽为 ２５ｍｍ 的水平线相交组成ꎮ 水

平线的上边缘通过圆圈的中心ꎮ 圆圈的中心应位于船中处ꎬ从甲板线上边缘垂直向下量至圆圈中心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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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等于所核定的夏季干舷(如图 ６. １ 所示)ꎮ

第 ６ 条　 载重线标志所用的各线段

(１)　 根据本规则所核定载重线的各线段ꎬ应为长 ２３０ｍｍ 和宽 ２５ｍｍ 的水平线ꎮ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
这些线段与标在距圆圈中心 ５４０ｍｍ 的前方ꎬ宽 ２５ｍｍ 的垂线成直角ꎬ并位于垂线的前方(如图 ６. １ 所示)ꎮ

(２)　 所用载重线如下:
(ａ)　 夏季载重线是以通过圆圈中心且标有 Ｓ 的线段上边缘表示ꎮ
(ｂ)　 冬季载重线是以标有 Ｗ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ｃ)　 北大西洋冬季载重线是以标有 ＷＮＡ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ｄ)　 热带载重线是以标有 Ｔ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ｅ)　 夏季淡水载重线是以标有 Ｆ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夏季淡水载重线勘划在垂线的后

方ꎮ 夏季淡水载重线和夏季载重线之间的差数ꎬ也是对其他各载重线在淡水中装载的

允许差额ꎮ
(ｆ)　 热带淡水载重线是以标有 ＴＦ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ꎬ并勘划在垂线的后方ꎮ

(３)　 如根据本规则核定了木材干舷ꎬ则木材载重线应在通常载重线以外另行勘划ꎮ 这些线段应为

长 ２３０ｍｍ 和宽 ２５ｍｍ 的水平线段ꎮ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这些线段与标在距圆圈中心 ５４０ｍｍ 的后方ꎬ宽
２５ｍｍ 的垂线成直角ꎬ并位于垂线的后方(如图 ６. ２ 所示)ꎮ

图 ６. １　 载重线标志及该标志所用的各线段

　 　 　

图 ６. ２　 木材载重线标志及该标志所用的各线段

(４)　 所用木材载重线如下:
(ａ)　 夏季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ＬＳ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ｂ)　 冬季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ＬＷ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ｃ)　 北大西洋冬季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ＬＷＮＡ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ｄ)　 热带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ＬＴ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ꎮ
(ｅ)　 夏季淡水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ＬＦ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ꎬ并勘划在垂线的前方ꎮ 夏季淡水

木材载重线和夏季木材载重线之间的差数ꎬ是对其他各载重线在淡水中装载的允许差额ꎮ
(ｆ)　 热带淡水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ＬＴＦ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ꎬ并勘划在垂线的前方ꎮ

(５)　 如由于船舶的特殊性或船舶的业务性质或受航行的限制而不适用某些季节的载重线ꎬ则这些

载重线可不勘划ꎮ
(６)　 如对船舶所核定的干舷比最小干舷为大ꎬ因而其载重线是勘划在相当于或低于根据本议定书

所核定的最低季节性最小干舷载重线位置ꎬ则仅需勘划淡水载重线ꎮ
(７)　 如在同一垂线上的北大西洋冬季载重线与冬季载重线完全相同ꎬ则此载重线应标有 Ｗꎮ
(８)　 其他现行国际公约所需的替代 /附加载重线ꎬ可勘划在(１)规定的垂线后方并与垂线成直角ꎮ

第 ７ 条　 核定载重线当局的标志

核定载重线当局的标志可表示在载重线圆圈旁边并在通过圆圈中心的水平线上方或上方和下方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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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圆圈处ꎮ 此标志应由不多于四个标明当局名称的为首字母所组成ꎬ每个字母的高度约 １１５ｍｍꎬ宽度

约 ７５ｍｍꎮ

第 ８ 条　 勘划标志的细节

对圆圈、线段和字母ꎬ当船舷为暗色底者ꎬ应漆成白色或黄色ꎬ当船舷为浅色底者ꎬ应漆成黑色ꎮ 它们

也应该是经主管机关认可ꎬ并勘划在船舷两侧的永久性标志ꎮ 这些标志应能清晰可见ꎬ必要时应为此作

出专门的安排ꎮ

第 ９ 条　 标志的鉴定

在官员或验船师根据本公约第 １３ 条的规定认定这些标志是正确地和永久地表示在船舶两侧以前ꎬ
不应向该船舶签发国际载重线证书ꎮ

下述对本章的修改内容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现有第 ２ － １ 条由下文替代:

“第 ２ － １ 条　 对被认可组织的授权

主管机关应按国际载重线公约及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３４９(９２)决议通过的«被认可组织规则»(ＲＯ
规则)的规定ꎬ对国际载重线公约第 １３ 条和规则第 １(２)条所述的组织(包括船级社)予以授权ꎬ该规则由

第 １ 部分和第 ２ 部分(其规定应视为强制性)和第 ３ 部分(其规定应视为建议性)组成ꎬ并可能经国际海

事组织修正ꎬ条件是:
(ａ)　 ＲＯ 规则第 １ 部分和第 ２ 部分的修正案按本议定书第 ＶＩ 条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
(ｂ)　 ＲＯ 规则第 ３ 部分的修正案由海上安全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予以通过ꎻ和
(ｃ)　 海上安全委员会和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的任何相应修正案均完全一致且同时生效或

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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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核定干舷的条件

第 １０ 条　 提供给船长的资料

(１)　 应提供资料给每艘新船的船长ꎬ使之在安排装货或压载时避免船舶结构承受过分的应力ꎬ但
对任何特殊长度、设计或级别的船舶ꎬ主管机关认为不必要时可以省略此要求ꎮ

(２)　 应提供给船长经主管机关或认可组织批准的资料ꎮ 稳性资料以及当按照(１)要求的与船舶强

度相关的装载资料ꎬ应连同已经主管机关批准这些资料的证明随时备在船上ꎮ
(３)　 现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不要求在其完工时进行倾斜试验的船舶应:

(ａ)　 作倾斜试验确定空船状态的实际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ꎻ
(ｂ)　 如果基本稳性数据可取自姊妹船的倾斜试验ꎬ且主管机关认为可靠的稳性资料能自这

些基本数据取得并因而认可时ꎬ则可免除在完工后进行倾斜试验ꎻ
(ｃ)　 如果主管机关判定由于船的大小、布置、强度或船形使得进行倾斜试验实际上是不安全

的或得出不正确的结果ꎬ则可以通过详细的重量估算并经空船重量检验验证而确定空

船特性ꎻ
(ｄ)　 有必要的资料①供船长使用ꎬ使船长在正常营运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下ꎬ能就船舶稳

性简捷地获得准确指导ꎻ和
(ｅ)　 批准的稳性资料应连同已经主管机关批准这些资料的证明随时备在船上ꎮ

(４)　 如果船舶的任何改装实质上影响到提供给船长的装载或稳性资料ꎬ则应提供经修正的资料ꎮ
必要时船舶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第 １１ 条　 上层建筑端壁

封闭上层建筑的露天端壁的强度应达到可接受的程度ꎮ

第 １２ 条　 门

(１)　 封闭上层建筑端壁上的所有出入口ꎬ应装设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门ꎬ永久地和牢固地装在

端壁上ꎬ并应有框架和加强筋加强ꎬ使整个结构与完整的端壁具有同等的强度ꎬ并在关闭时保持风雨密ꎮ
保证风雨密的装置应包括衬垫和夹扣装置或其他相当的装置ꎬ并应永久装固于端壁或门上ꎬ同时这些门

应在端壁两边都能进行操作ꎮ
(２)　 除经主管机关另行批准外ꎬ门均应向外侧开启以增加对海水冲击的防护ꎮ
(３)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ꎬ封闭上层建筑端壁上的出入口的门槛高度ꎬ应高出甲板至少 ３８０ｍｍꎮ
(４)　 应避免采用可拆移的门槛ꎬ然而为了装卸笨重的备件或类似物件ꎬ可以采用可拆移的门槛ꎬ但

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在船舶离港之前ꎬ应将它们装复ꎻ
(ｂ)　 它们应有衬垫装置并应用间距紧密的贯穿螺栓紧固ꎮ

第 １３ 条　 舱口、门口和通风筒的位置

就本规则而言ꎬ舱口、门口和通风筒的两种位置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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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１—在露天的干舷甲板上和后升高甲板上ꎬ以及位于从首垂线起船长的 １ / ４ 以前的露天上层建

筑甲板上ꎮ
位置 ２—在位于从首垂线起船长的 １ / ４ 以后ꎬ且在干舷甲板以上至少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露天

上层建筑甲板上ꎮ
在位于从首垂线起船长的 １ / ４ 以前ꎬ且在干舷甲板以上至少两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露天上层建筑

甲板上ꎮ

第 １４ 条　 货舱口及其他舱口

(１)　 处于位置 １ 和位置 ２ 的货舱口和其他舱口的结构及其保持风雨密的方法ꎬ应至少相当于第 １６
条的要求ꎬ但经主管机关同意按第 １５ 条要求的舱口除外ꎮ

(２)　 对上层建筑甲板以上的各层甲板的露天处所的舱口ꎬ其舱口围板和舱口盖应符合主管机关的

要求ꎮ

第 １４ － １ 条　 舱 口 围 板

(１)　 舱口围板应按其位置具有坚固结构ꎬ其在甲板上的最小高度应:
(ａ)　 在位置 １ 时ꎬ为 ６００ｍｍꎻ和
(ｂ)　 在位置 ２ 时ꎬ为 ４５０ｍｍꎮ

(２)　 如果舱口符合第 １６(２)至(５)条的规定ꎬ且主管机关确信船舶的安全在任何海况下不受影响ꎬ
其围板高度可以减小或完全取消ꎮ

第 １５ 条　 采用活动舱盖关闭且用舱盖布和封舱压条

　 来保证风雨密的舱口

　 　 舱口盖

(１)　 舱口盖每个支承面的宽度应至少为 ６５ｍｍꎮ
(２)　 如舱口盖为木质ꎬ跨距不大于 １. ５ｍ 时ꎬ其加工后厚度应至少为 ６０ｍｍꎮ
(３)　 如舱盖用软钢制成ꎬ其强度应按第 １６(２)至(４)的要求计算ꎬ并且按此计算所得的最大应力与

系数 １. ２５ 的乘积ꎬ应不超过材料的极限屈服强度的最低值ꎮ 舱盖的设计应使其挠度在此载荷下限制为

不大于跨距的 ０. ００５６ 倍ꎮ
活动梁

(４)　 如支承舱口盖的活动梁用软钢制成ꎬ其强度对位置 １ 的舱口应以假定载荷不小于 ３. ５ｔ / ｍ２来

计算ꎬ对位置 ２ 的舱口应以假定负荷不小于 ２. ６ｔ / ｍ２来计算ꎬ并且按此计算所得的最大应力与系数 １. ４７
的乘积ꎬ应不超过材料的极限屈服强度的最低值ꎮ 梁的设计应使其挠度在此载荷下限制为不大于跨距的

０. ００４４ 倍ꎮ
(５)　 在位置 １ 的舱口上ꎬ对长度 ２４ｍ 的船舶ꎬ其假定载荷可以降低到 ２. ０ｔ / ｍ２ꎬ但对长度 １００ｍ 的船

舶ꎬ应不小于 ３. ５ｔ / ｍ２ꎮ 在位置 ２ 的舱口上ꎬ其相应载荷可以分别降低到 １. ５ｔ / ｍ２和 ２. ６ｔ / ｍ２ꎮ 在所有情

况下ꎬ介于中间长度的船舶ꎬ其载荷数值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箱形舱口盖

(６)　 如用以代替活动梁和舱盖的箱形舱口盖用软钢制成ꎬ其强度应按第 １６(２)至(４)条的要求来

计算ꎬ并且按此计算所得的最大应力与系数 １. ４７ 的乘积ꎬ应不超过材料的极限屈服强度的最低值ꎮ 箱形

舱口盖的设计应使其挠度限制为不大于跨距的 ０. ００４４ 倍ꎮ 舱盖顶的软钢板厚度应不小于加强筋间距的

１％或 ６ｍｍꎬ取其大者ꎮ
４６１



(７)　 用软钢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箱形舱盖ꎬ其强度和刚度应相当于用软钢制成者ꎬ并经主管机

关认可ꎮ
舱口梁座或插座

(８)　 活动梁的梁座或插座应结构坚固ꎬ并应具有有效的装配和紧固活动梁的装置ꎮ 如使用滚动式

梁ꎬ其布置应能保证在舱口关闭后ꎬ梁仍正确保持在原位上ꎮ
舱口楔耳

(９)　 舱口楔耳的安装应适合楔子的斜度ꎮ 楔耳宽应至少 ６５ｍｍꎬ其中心间距不大于 ６００ｍｍꎻ沿舱口

每侧或每端的楔耳与舱口角的间距应不大于 １５０ｍｍꎮ
封舱压条和楔子

(１０)　 封舱压条和楔子应坚固并处于良好状态ꎮ 楔子应用坚韧的木材或其他相当的材料ꎮ 楔子斜

度应不大于 １∶６ꎬ且其尖头的厚度应不小于 １３ｍｍꎮ
口盖布

(１１)　 在位置 １ 和位置 ２ 的每一舱口ꎬ至少应备有两层良好的舱口盖布ꎮ 舱口盖布应是防水的和有

足够的强度ꎬ其材料的重量和质量至少应达到认可的标准ꎮ
舱口盖的固定

(１２)　 在位置 １ 和位置 ２ 的所有舱口ꎬ应备有钢质压条或其他相当的装置ꎬ以便在舱盖布封舱以后ꎬ
能有效地独立地固定每段舱口盖ꎮ 如舱口盖的长度超过 １. ５ｍꎬ应至少用这样的两套紧固装置来固定ꎮ

第 １６ 条　 风雨密钢质舱盖或其他相当材料

　 舱盖所封闭的舱口

　 　 (１)　 在位置 １ 和位置 ２ 的所有舱口ꎬ应设有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舱口盖ꎮ 除第 １４(２)条规定以

外ꎬ这些舱口盖应为风雨密ꎬ并应设有衬垫和夹扣装置ꎮ 紧固及保持风雨密的措施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其布置应确信能在任何海况下保持密性ꎬ为此应要求在初次检验时进行密性试验ꎬ并可要求在换证检验

和年度检验时或按更短的间隔期进行密性试验ꎮ
舱口盖最小设计载荷

(２)　 对于船长为 １００ｍ 及以上的船舶

(ａ)　 位于首部 １ / ４ 船长范围内的位置 １ 舱口盖ꎬ应按首垂线处波浪载荷设计ꎬ此波浪载荷用

以下公式计算:
载荷 ＝ ５. ０ ＋ (ＬＨ － １００)ａ　 　 ｔ / ｍ２

式中:ＬＨ———Ｌꎬ用于船长不大于 ３４０ｍꎬ但不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ꎻ对于船长大于 ３４０ｍ 的船舶ꎬ取 ３４０ｍꎻ
Ｌ———船长ꎬｍꎬ按第 ３ 条的定义ꎻ
ａ———见表 １６. １ꎬ

并如表 １６. ２ 所示线性减至首部 １ / ４ 船长端部处的 ３. ５ｔ / ｍ２ꎮ 用于每个舱口盖板格的设计载荷应按

其中点位置确定ꎮ
　 　 (ｂ)　 所有其他的位置 １ 舱口盖的设计载荷应取为 ３. ５ｔ / ｍ２ꎮ

(ｃ)　 位置 ２ 舱口盖的设计载荷应取为 ２. ６ｔ / ｍ２ꎮ
(ｄ)　 如位置 １ 舱口设置在高于干舷甲板至少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位置上ꎬ其设计载荷

可取为 ３. ５ｔ / ｍ２ꎮ
表 １６. １

ａ ａ

Ｂ 型干舷船 ０. ００７４ 按第 ２７(９)或(１０)条核定的减少干舷船 ０. ０３６３

　 　 (３)　 对于船长 ２４ｍ 的船舶:
(ａ)　 位于首部 １ / ４ 船长范围内的位置 １ 舱口盖ꎬ其设计所取波浪载荷应为首垂线处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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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３ｔ / ｍ２ꎬ并线性减至首部 １ / ４ 船长端部处的 ２. ０ｔ / ｍ２ꎬ见表 １６. ２ꎮ 每个舱口盖板格的

设计载荷应按其中点位置确定ꎮ
(ｂ)　 所有其他的位置 １ 舱口盖的设计载荷应取为 ２ｔ / ｍ２ꎮ
(ｃ)　 位置 ２ 舱口盖的设计载荷应取为 １. ５ｔ / ｍ２ꎮ
(ｄ)　 如果位置 １ 舱口设置在干舷甲板以上至少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位置上ꎬ其设计载

荷可取为 ２. ０ｔ / ｍ２ꎮ
(４)　 对于船长为 ２４ｍ 和 １００ｍ 之间的船舶ꎬ以及对于首垂线和 ０. ２５Ｌ 之间的位置ꎬ波浪载荷的数值

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ꎬ见表 １６. ２ꎮ
表 １６. ２

纵　 向　 位　 置

首垂线 ０. ２５Ｌ ０. ２５Ｌ 后

Ｌ > １００ｍ

干舷甲板 １６(２)ａ 中方程式 ３. ５ｔ / ｍ２ ３. ５ｔ / ｍ２

上层建筑甲板 ３. ５ｔ / ｍ２ ２. ６ｔ / ｍ２

Ｌ ＝ １００ｍ

干舷甲板 ５. ０ｔ / ｍ２ ３. ５ｔ / ｍ２ ３. ５ｔ / ｍ２

上层建筑甲板 ３. ５ｔ / ｍ２ ２. ６ｔ / ｍ２

Ｌ ＝ ２４ｍ

干舷甲板 ２. ４３ｔ / ｍ２ ２. ０ｔ / ｍ２ ２. ０ｔ / ｍ２

上层建筑甲板 ２. ０ｔ / ｍ２ １. ５ｔ / ｍ２

　 　 (５)　 所有的舱口盖均应设计为:
(ａ)　 按照上述载荷确定的最大应力与系数 １. ２５ 的乘积应不超过材料的极限屈服强度的最

低值和临界屈曲强度的最低值ꎻ
(ｂ)　 挠度限制为不大于跨距的 ０. ００５６ 倍ꎻ
(ｃ)　 舱盖顶的钢板厚度应不小于加强筋间距的 １％或 ６ｍｍꎬ取其大者ꎻ
(ｄ)　 计入适当的腐蚀余量ꎮ

紧固装置

(６)　 如采用不同于衬垫和夹扣的其他紧固及保持风雨密的措施ꎬ则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７)　 应采取措施使放置在围板上的舱口盖在其关闭位置上能承受任何海况下水平方向载荷的

作用ꎮ

第 １７ 条　 机 舱 开 口

(１)　 在位置 １ 和位置 ２ 的机舱开口应有适当的构架和用足够强度的钢质舱棚有效地围闭ꎬ如果舱

棚没有其他结构保护ꎬ其强度要作特殊考虑ꎮ 上述舱棚的出入口ꎬ应装设符合第 １２(１)条要求的门ꎬ如果

在位置 １ꎬ门槛应至少高出甲板 ６００ｍｍꎬ如果在位置 ２ꎬ门槛应至少高出甲板 ３８０ｍｍꎮ 在上述舱棚中的其

他开口ꎬ应设有同等的罩盖ꎬ永久附装在它的适当位置上ꎮ
(２)　 对核定的干舷小于第 ２８ 条表 ２８. ２ 所列基本干舷的船舶ꎬ如果机舱棚没有其他结构保护ꎬ则应

装设双道门(即符合第 １２(１)条要求的内门和外门)ꎬ且内门门槛高度应为 ２３０ｍｍꎬ外门门槛高度应

为 ６００ｍｍꎮ
(３)　 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上露天部分的任何机炉舱顶棚、烟囱或机舱通风筒的围板ꎬ应合理

地和切实可行地高出甲板ꎮ 一般情况下ꎬ须向机舱连续供风的通风筒应装设符合第 １９(３)条要求的有足

够高度的围板ꎬ而不必装设风雨密关闭装置ꎮ 须向应急发电机舱连续供风的通风筒ꎬ如果在稳性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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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其浮力或视其为通向下层的防护开口ꎬ则应装设符合第 １９(３)条要求的有足够高度的围板ꎬ而不必

装设风雨密关闭装置ꎮ
(４)　 如因船舶大小和布置而使得要求不切合实际情况ꎬ并有其他适当的布置可确保不间断地为这

些处所提供适当的通风ꎮ 主管机关可以同意机舱和应急发电机舱通风筒围板取较小的高度ꎬ但应按照第

１９(４)条装设风雨密关闭装置ꎮ
(５)　 机炉舱顶棚开口应装设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料的坚固罩盖ꎬ永久附装在它们的适当位置上ꎬ

并能保证风雨密ꎮ

第 １８ 条　 干舷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的各种开口

(１)　 在位置 １ 或位置 ２ꎬ或在非封闭上层建筑内的人孔或平的小舱口ꎬ应用能达到水密的坚固罩盖

关闭ꎮ 除非使用间隔紧密的螺栓紧固ꎬ否则罩盖应永久地附装于开口处ꎮ
(２)　 在干舷甲板上ꎬ除舱口、机器处所开口、人孔和平的小舱口以外的开口ꎬ应有封闭的上层建筑ꎬ

或甲板室ꎬ或强度相当和风雨密的升降口来防护ꎮ 类似地ꎬ在露天的上层建筑甲板或在干舷甲板上的甲

板室顶部ꎬ通往干舷甲板以下的处所或封闭的上层建筑以内的处所的任何此种开口ꎬ应用坚固的甲板室

或升降口来保护ꎮ 通向或通往下层的梯道的上述升降口或甲板室的门口应按第 １２(１)条的要求装设门ꎮ
作为替代措施ꎬ如果甲板室内的梯道被封闭在设有符合第 １２(１)条的要求的门的结构坚固的升降口内ꎬ
则外门不必风雨密ꎮ

(３)　 后升高甲板或小于标准高度的上层建筑ꎬ如其高度等于或大于标准后升高甲板高度ꎬ则位于

这些甲板上的甲板室顶部的开口应设有可接受的关闭装置ꎬ不必用本条规定的坚固的甲板室或升降口来

保护ꎬ但甲板室的高度至少为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ꎮ 对位于小于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甲板室上的

甲板室ꎬ其顶部的开口可以用类似方式处理ꎮ
(４)　 在位置 １ꎬ升降口门口的门槛ꎬ在甲板以上的高度应至少为 ６００ｍｍꎬ在位置 ２ꎬ则应至少

为 ３８０ｍｍꎮ
(５)　 如果按照第 ３(１０)(ｂ)条在上层甲板上设有补充出入口代替干舷甲板上的出入口ꎬ则进入桥

楼或尾楼的门槛高度应至少为 ３８０ｍｍꎮ 干舷甲板上的甲板室也应按此处理ꎮ
(６)　 如果未在上层甲板设有出入口ꎬ则干舷甲板上甲板室门口的门槛高度应为 ６００ｍｍꎮ
(７)　 如果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出入口关闭装置不符合第 １２(１)条的要求ꎬ则内部甲板开口应视为

露天的(即位于开敞甲板上)ꎮ

第 １９ 条　 通　 风　 筒

(１)　 在位置 １ 或位置 ２ꎬ通往干舷甲板或封闭上层建筑甲板以下处所的通风筒ꎬ应有钢质的或其他

相当材料的围板ꎬ其结构应坚固ꎬ并且与甲板牢固地连接ꎮ 在位置 １ 的通风筒ꎬ围板在甲板以上的高度应

至少为 ９００ｍｍꎬ在位置 ２ 的通风筒ꎬ围板在甲板以上的高度应至少为 ７６０ｍｍꎮ 如果任何通风筒的围板高

度超过 ９００ｍｍꎬ则必须有专门的支撑ꎮ
(２)　 通过非封闭的上层建筑的通风筒ꎬ应在干舷甲板上有坚固结构的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料的

围板ꎮ
(３)　 在位置 １ 的通风筒ꎬ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４. ５ｍꎬ和在位置 ２ 的通风筒ꎬ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２. ３ｍꎬ除主管机关有特殊要求外ꎬ均不需装设关闭装置ꎮ
(４)　 除上述(３)的规定以外ꎬ通风筒的开口应设有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风雨密关闭设备ꎮ 对长

度不超过 １００ｍ 的船舶ꎬ该关闭设备应永久地附装于通风筒上ꎻ其他船舶如未这样装设ꎬ则应贮存在指定

的通风筒附近并便于取用ꎮ
(５)　 在露天部位ꎬ围板的高度可以增加到主管机关满意的高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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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０ 条　 空　 气　 管

(１)　 如果压载水舱或其他液舱的空气管伸到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之上ꎬ其露出部分应结构坚

固ꎻ自甲板至可能向下进水之处的高度在干舷甲板上应至少为 ７６０ｍｍꎬ在上层建筑甲板上至少

为 ４５０ｍｍꎮ
(２)　 如果上述高度可能妨碍船上工作ꎬ可同意用一个较小的高度ꎬ但应经主管机关认可该关闭装

置和其他周围环境表明可以用这一较小的高度ꎮ
(３)　 空气管应装设自动关闭装置ꎮ
(４)　 可同意在油船上使用压力真空阀(ＰＶ 阀)ꎮ

第 ２１ 条　 货舱舷门和其他类似开口

(１)　 干舷甲板以下船舷两侧的货舱舷门和其他类似开口应装设门ꎬ其设计应确保与周围外板有相

同的水密性和结构完整性ꎮ 除主管机关另行许可外ꎬ这些门均应向外开启ꎮ 上述开口的数目应为符合船

舶设计意图和正常工作需要的最低数目ꎮ
(２)　 除经主管机关另行准许外ꎬ(１)中所述开口的下边缘不得低于船侧干舷甲板的平行线ꎬ该线最

低点在最高载重线上边缘以上至少 ２３０ｍｍꎮ
(３)　 如果准许货舱舷门和其他类似开口的下边缘布置于低于(２)的规定ꎬ则应另行设置专门装置

保持水密完整性ꎮ
(４)　 设置同等强度和水密性的第二道门是一种可接受的布置ꎬ但在两道门之间的舱室中应设有渗

漏探测器ꎮ 从该舱室向舱底排水应布置为由便于使用的螺旋阀控制ꎮ 外门应向外开启ꎮ
(５)　 首门及其内门、舷门、尾门及其密封的设置应符合认可的组织或主管机关的适用国家标准的

要求及其提供的相当安全水平ꎮ

第 ２２ 条　 泄水孔、进水孔和排水孔

(１)　 (ａ)　 除(２)规定者外ꎬ从干舷甲板以下处所或从装有符合第 １２ 条要求的门的干舷甲板上的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内通过船壳的排水孔ꎬ均应装设坚固的和易于到达的设备ꎬ以防水浸

入船内ꎮ 通常每一独立的排水口应有一个自动止回阀ꎬ并且备有从干舷甲板上某一位

置能直接关闭它的装置ꎮ 如果排水管船内一端位于夏季载重线以上超过 ０. ０１Ｌꎬ则排水

口可以有两个自动止回阀而不需要直接关闭装置ꎮ 如果上述垂直距离超过 ０. ０２Ｌꎬ则可

以使用单一的自动止回阀而不需要直接关闭装置ꎮ 操纵直接关闭阀的装置应便于使

用ꎬ并设有表示该阀是开或闭的指示器ꎮ
(ｂ)　 可允许使用一个自动止回阀和一个从干舷甲板以上控制的闸阀来代替一个自动止回阀

及其在干舷甲板以上位置的直接关闭装置ꎮ
(ｃ)　 如果要求有两个自动止回阀ꎬ则为了便于在营运条件下进行检查ꎬ船内端的阀应易于到

达ꎬ(即该船内端的阀应位于热带载重线高度以上)ꎮ 如果这是不切合实际的ꎬ则只要在

两个自动止回阀之间设置一个就地控制的闸阀ꎬ船内端的阀就不必装设在热带载重线

以上ꎮ
(ｄ)　 如果卫生排水孔及泄水孔在机器处所范围内通过船壳排向舷外ꎬ则可允许在船内端装

设一个止回阀ꎬ同时在船壳上装设一个就地操纵的直接关闭阀ꎮ 该阀的控制设备应位

于易于到达的位置ꎮ
(ｅ)　 当核定木材干舷时ꎬ排水孔船内端的位置应与夏季木材载重线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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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对止回阀的要求仅适用于船舶正常营运时保持开启的排水孔ꎮ 对在海上保持关闭的排

水孔ꎬ可允许使用从甲板上操纵的单一螺旋阀ꎮ
(ｇ)　 表 ２２. １ 给出了泄水孔、进水孔和排水孔可接受的布置ꎮ

表 ２２. １

来自干舷甲板以下或干舷甲板上的封闭处所排水 从其他处所排水

　 一般要求:
　 第 ２２(１)条ꎬ对于舷

内端位于 ＳＷＬ 以 上

≤０. ０１Ｌ　

通过机舱的

排水口

替代措施(第 ２２(１)条)ꎬ对于舷内端

位于 ＳＷＬ 以上

> ０. ０１Ｌ
位于 ＳＷＬ 以上

> ０. ０２Ｌ

　 舷外端位于干舷甲

板 以 下 > ４５０ｍｍ 或

ＳＷＬ 以上≤６００ｍｍ 第

２２(４)条

其他

第 ２２(５)条

　 符号:
　 Δ

管子的舷内端

　 管子的舷外端

　 管子终止在开敞甲板上

　 无直接关闭装置的止回阀

　 有直接关闭装置的就地控制止回阀

　 就地控制阀

　 遥控

　 正常厚度

　 特别厚度

　 　 (２)　 如干舷甲板边缘在船舶左或右横倾 ５°时未被淹没ꎬ才可允许从用于载货的封闭上层建筑引出

通过船壳的泄水孔ꎮ 除此之外ꎬ应按照现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要求将泄水引向船内ꎮ
(３)　 在人工操纵的机器处所ꎬ与机器运转有关的海水主、副进水口和排水口可以就地控制ꎮ 控制

设备应便于使用ꎬ并应设有表示该阀是开或关的指示器ꎮ
(４)　 开始于任何水平面的泄水孔和排水管ꎬ不论是在干舷甲板以下大于 ４５０ｍｍ 处ꎬ或在夏季载重

水线以上小于 ６００ｍｍ 处穿过船壳ꎬ均应在船壳上设有止回阀ꎮ 除(１)所要求的以外ꎬ如管系有足够厚度ꎬ
此阀可以省略(见以下(７))ꎮ

(５)　 由未装设符合第 １２ 条要求的门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引出的泄水孔ꎬ应通到舷外ꎮ
(６)　 所有外板上的附件和本条要求的阀应用钢、青铜或其他经批准的韧性材料制成ꎮ 不允许采用

普通生铁或类似材料制成的阀ꎮ 本条所涉及的一切管系ꎬ应用钢或经主管机关认可的其他相当材料

制成ꎮ
(７)　 泄水管和排水管

(ａ)　 对泄水管和排水管如无足够厚度要求:
(ⅰ)　 对外径等于或小于 １５５ｍｍ 的管子ꎬ厚度应不小于 ４. ５ｍｍꎻ
(ⅱ)　 对外径等于或大于 ２３０ｍｍ 的管子ꎬ厚度应不小于 ６ｍｍꎮ

外径尺寸如为中间值ꎬ厚度应由线性内插确定ꎮ
(ｂ)　 对泄水管和排水管如有足够厚度要求:

(ⅰ)　 对外径等于或小于 ８０ｍｍ 的管子ꎬ厚度应不小于 ７ｍ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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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对外径为 １８０ｍｍ 的管子ꎬ厚度应不小于 １０ｍｍꎻ
(ⅲ)　 对外径等于或大于 ２２０ｍｍ 的管子ꎬ厚度应不小于 １２. ５ｍｍꎮ

外径尺寸如为中间值ꎬ厚度应用线性内插法确定ꎮ

第 ２２ － １ 条　 垃 圾 滑 道

(１)　 可允许使用两个从滑道的工作甲板上控制的闸阀代替在干舷甲板以上位置直接关闭的止回

阀ꎬ但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低位闸阀应从干舷甲板以上位置控制ꎮ 两个阀之间应装设一个连锁系统ꎮ
(ｂ)　 滑道船内端应位于船舶在相应于夏季干舷的吃水处向左舷或右舷横倾 ８. ５ 所形成的水

线以上ꎬ但应在夏季水线以上不小于 １０００ｍｍꎮ 如果船内端在夏季水线以上超过０. ０１Ｌꎬ
则只要船内的闸阀在营运情况下始终便于使用ꎬ该阀可不要求从干舷甲板上控制ꎮ

(ｃ)　 作为替代措施ꎬ可以在滑道的船内端设置一个铰链式风雨密盖及一个排放盖板代替上

面的和下面的闸阀ꎮ 风雨密盖与盖板应装设一个连锁装置ꎬ以使盖板在风雨密盖关闭

前不能启动ꎮ
(２)　 整个滑道ꎬ包括盖ꎬ应采用有足够厚度的材料制成ꎮ
(３)　 闸阀的控制器和 /或铰链式盖上应清楚地标明“不使用时ꎬ保持关闭”ꎮ
(４)　 当客船的滑道的船内端位于干舷甲板以下时ꎬ或当适用破损稳性要求的货船的滑道的船内端

位于平衡水线以下时ꎬ则:
(ａ)　 船内端铰链式盖 /阀应为水密ꎻ
(ｂ)　 阀应为装设在最深载重线以上便于使用位置的螺旋止回阀ꎻ
(ｃ)　 螺旋止回阀应从舱壁甲板以上位置控制并装设有开启 /关闭指示器ꎮ 阀的指示器上应

清楚地标明“不使用时ꎬ保持关闭”ꎮ

第 ２２ － ２ 条　 锚链管和锚链柜

(１)　 锚链管和锚链柜向上至露天的甲板应为水密ꎮ
(２)　 如果设有出入口ꎬ则应用坚固的盖关闭并用间距紧密的螺栓紧固ꎮ
(３)　 放置锚链的锚链管应装设永久性装附的关闭装置以使浸水减至最少ꎮ

第 ２３ 条　 舷窗、窗和天窗

(１)　 舷窗和窗连同其玻璃、窗盖①和风暴盖(如装设)ꎬ应按经批准的设计ꎬ并具有坚固的结构ꎮ 不

允许采用非金属框架ꎮ
(２)　 舷窗的定义为面积不超过 ０. １６ｍ２的圆形或椭圆形开口ꎮ 面积超过 ０. １６ｍ２的圆形或椭圆形开

口应作为窗处理ꎮ
(３)　 窗的定义为一般呈方形的开口ꎬ在其每个角隅具有一个与方窗尺度相适应的圆弧过渡ꎬ以及

面积超过 ０. １６ｍ２的圆形或椭圆形开口ꎮ
(４)　 下列处所的舷窗应装设铰链式内侧窗盖:

(ａ)　 干舷甲板以下的处所ꎻ
(ｂ)　 第一层封闭上层建筑内的处所ꎻ和
(ｃ)　 在干舷甲板上保护通往下层的开口或稳性计算中计入浮力的第一层甲板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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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内盖如设在干舷甲板以下ꎬ应能水密关闭和紧固ꎬ如设在干舷甲板以上ꎬ应能风雨密关闭和

紧固ꎮ
(５)　 舷窗不应设在这样的位置上ꎬ即其窗槛低于船侧处的干舷甲板平行线ꎬ并且该线的最低点在

夏季载重线(或夏季木材载重线ꎬ如已核定)以上的距离为船宽 Ｂ 的 ２. ５％或 ５００ｍｍꎬ取较大者ꎮ
(６)　 如果要求的破损稳性计算表明ꎬ舷窗在进水的任何中间阶段或平衡水线会被淹没ꎬ则舷窗应

为非开启型ꎮ
(７)　 窗不应装设在下列位置:

(ａ)　 干舷甲板以下ꎻ
(ｂ)　 封闭上层建筑第一层的端壁或侧壁ꎻ或
(ｃ)　 稳性计算中计入浮力的第一层甲板室ꎮ

(８)　 保护通往下层开口的直达通道或在稳性计算中计入浮力的第二层上层建筑侧壁上的舷窗和

窗ꎬ应装设能够风雨密关闭和紧固的铰链式内侧窗盖ꎮ
(９)　 在第二层侧壁以内的边舱壁上ꎬ保护向下通往(４)中所列处所的直达通道的舷窗和窗ꎬ应装

设铰链式内侧窗盖ꎬ或如果该窗易于到达时ꎬ应装设能够风雨密关闭和紧固的永久性附装的外部风

暴盖ꎮ
(１０)　 将舷窗和窗同直接通往下层的通道相隔离的第二层及以上居住舱室舱壁和门或稳性计算中

计入浮力的第二层居住舱室舱壁和门ꎬ可同意其取代装设在舷窗和窗上的窗盖或风暴盖ꎮ
(１１)　 位于后升高甲板上或小于标准高度的上层建筑甲板上的甲板室ꎬ如果后升高甲板或上层建

筑的高度等于或大于后升高甲板标准高度ꎬ就对于窗盖的要求而言ꎬ可视为在第二层ꎮ
(１２)　 如同对舷窗和窗的要求一样ꎬ固定式或开启式天窗的玻璃厚度应与其尺寸和位置相适应ꎮ

任何位置上的天窗玻璃都应予以防护以免机械损坏ꎬ如果设在位置 １ 或位置 ２ꎬ则应装有永久性附连的窗

盖或风暴盖ꎮ

第 ２４ 条　 排 水 舷 口

(１)　 (ａ)　 如果舷墙在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的露天部分形成阱ꎬ则应采取足够的措施以迅速

排出甲板积水和放尽积水ꎮ
(ｂ)　 除(１)(ｃ)和(２)的规定外ꎬ如果阱处的舷弧是标准的或大于标准的ꎬ干舷甲板上每个阱

内在船舶每侧的最小排水舷口面积(Ａ)应按下式算得ꎮ
在上层建筑甲板上的每个阱的最小面积应为按下式算得面积的一半:

如阱内舷墙长度( ｌ)为 ２０ｍ 或以下:
Ａ ＝ ０. ７ ＋ ０. ０３５ｌ　 　 ｍ２

如 ｌ 超过 ２０ｍ:
Ａ ＝ ０. ０７ｌ　 　 ｍ２

在任何情况下ꎬ所取之 ｌ 值不必大于 ０. ７Ｌꎮ
如果舷墙平均高度大于 １. ２ｍꎬ则所需面积对每 ０. １ｍ 高度差ꎬ按每米阱长增加

０. ００４ｍ２ꎮ 如果舷墙平均高度小于 ０. ９ｍꎬ则所需面积对每 ０. １ｍ 高度差ꎬ按每米阱长减

少 ０. ００４ｍ２ꎮ
(ｃ)　 对没有舷弧的船舶ꎬ则按(ｂ)算得的面积应增加 ５０％ ꎮ 如果舷弧小于标准舷弧ꎬ此百分

数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ｄ)　 船中设有宽度至少为船舶宽度 ８０％的甲板室且沿船侧的通道宽度不超过 １. ５ｍ 的平甲

板船ꎬ形成两个阱ꎮ 应根据各阱长度为每一个阱按要求设置排水舷口面积ꎮ
(ｅ)　 如果船中部甲板室前端设有完全横过船宽的屏板舱壁ꎬ露天甲板即分成两个阱且甲板

室的宽度可没有限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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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后升高甲板上的阱应作为干舷甲板上的阱处理ꎮ
(ｇ)　 装设在油船露天甲板货油总管和货油管系四周ꎬ高度大于 ３００ｍｍ 的槽沟扁钢应作为舷

墙处理ꎮ 排水舷口应按本条规定布置ꎮ 附设在排水舷口上供装卸操作时使用的关闭装

置的布置应使其在海上时不会轧住ꎮ
(２)　 如设有凸形甲板的船舶不符合第 ３６(１)(ｅ)条要求ꎻ或者如在分立的上层建筑之间设有连续

或大体连续的舱口侧围板ꎬ排水舷口的最小面积应按下表计算:
舱口或凸形甲板的宽度与船舶宽度比值 排水舷口面积与舷墙总面积比值

４０％或小于 ４０％
７５％或大于 ７５％

２０％
１０％

　 　 　 　 介于中间宽度比值的排水舷口面积ꎬ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３)　 按照(１)要求的舷墙上排水面积的效能取决于横过船甲板的自由流通面积ꎮ
甲板上自由流通面积是舱口之间、舱口与上层建筑、甲板室之间向上至舷墙实际高度的净缝隙面积ꎮ
舷墙上排水舷口面积应相对于净自由流通面积按以下确定:
　 　 (ａ)　 如在设想舱口围板是连续的情况下ꎬ自由流通面积不小于由(２)算得的排水面积ꎬ应认

为由(１)算得的最小排水舷口是足够的ꎮ
(ｂ)　 如自由流通面积等于或小于由(１)算得的面积ꎬ舷墙上最小排水面积应按(２)确定ꎮ
(ｃ)　 如自由流通面积比由(２)算得的面积小ꎬ但比由(１)算得的面积大ꎬ舷墙上最小排水面

积应按下式确定:
Ｆ ＝ Ｆ１ ＋ Ｆ２ － ｆｐ 　 　 ｍ２

式中:Ｆ１———由(１)算得的最小排水面积ꎻ
Ｆ２———由(２)算得的最小排水面积ꎻ和
ｆｐ———舱口端部和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之间向上至舷墙实际高度的通道和缝隙总的净面积ꎮ

(４)　 当船舶干舷甲板上的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甲板的任一端或两端都是开敞的而由开敞甲板上

的舷墙形成阱时ꎬ上层建筑内的开敞处所应有适当的排水设施ꎮ
船舶每一侧开敞上层建筑所要求的排水舷口最小面积(Ａｓ)和露天阱所要求的排水舷口最小面积

(Ａｗ)应按照以下步骤计算:
(ａ)　 确定阱的总长( ｌｔ)ꎬ等于舷墙围成的开敞甲板长度( ｌｗ)与开敞上层建筑内公共处所长度

( ｌｓ)之和ꎮ
(ｂ)　 确定 Ａｓ:

(ⅰ)　 按(１)并假定标准高度舷墙ꎬ计算长度为 ｌｔ的开敞阱所要求的排水舷口面积(Ａ)ꎻ
(ⅱ)　 如适用ꎬ按(１)(ｃ)对没有舷弧的船舶进行修正ꎬ乘以系数 １. ５ꎻ
(ⅲ)　 对封闭上层建筑端壁开口宽度(ｂ０)调整排水舷口面积ꎬ乘以系数(ｂ０ / ｌｔ)ꎻ
(ⅳ)　 对阱的总长中由开敞上层建筑围成的部分调整排水舷口面积ꎬ乘以系数:

１ － ( ｌｗ / ｌｔ) ２

式中 ｌｗ和 ｌｔ定义见(４)(ａ)ꎻ
(ⅴ)　 对阱甲板高出干舷甲板的距离ꎬ调整排水舷口面积ꎬ对于在干舷甲板以上大于

０. ５ｈｓ 者ꎬ乘以系数:
０. ５(ｈｓ / ｈｗ)

式中:ｈｗ———阱甲板高出干舷甲板的距离ꎻ
ｈｓ———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ꎮ

　 　 (ｃ)　 确定 Ａｗ:
(ⅰ)　 开敞阱的排水舷口面积(Ａｗ)应按(ｂ) (ⅰ)计算ꎬ用 ｌｗ计算排水舷口名义面积

(Ａ′)ꎬ然后用下列面积修正方法之一(取适用者)对舷墙的实际高度(ｈｂ)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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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舷墙高度大于 １. ２ｍ:
Ａｃ ＝ ｌｗ((ｈｂ － １. ２) / ０. １０)(０. ００４)　 　 ｍ２ꎻ

对舷墙高度小于 ０. ９ｍ:
Ａｃ ＝ ｌｗ((ｈｂ– ０. ９) / ０. １０)(０. ００４)　 　 ｍ２ꎻ

对舷墙高度为 １. ２ｍ 和 ０. ９ｍ 之间ꎬ不作修正(即 Ａｃ ＝ ０)ꎻ
(ⅱ)　 然后如(ｂ)(ⅱ)和(ｂ)(ⅴ)规定ꎬ对无舷弧(如适用)和高出干舷甲板的高度ꎬ用

ｈｓ和 ｈｗ调整经修正的排水舷口面积(Ａｗ ＝ Ａ′ ＋ Ａｃ)ꎮ
(ｄ)　 沿开敞上层建筑范围内的开敞处所的每一侧和开敞阱的每一侧应分别提供开敞上层建

筑的最终排水舷口面积(Ａｓ)和开敞阱的最终排水舷口面积(Ａｗ)ꎮ
(ｅ)　 上述关系用下列方程予以概括ꎬ其中假定 ｌｔꎬ即 ｌｗ和 ｌｓ之和大于 ２０ｍ:

开敞阱的排水舷口面积 Ａｗ:
Ａｗ ＝ (０. ０７ｌｗ ＋ Ａｃ)(舷弧修正)(０. ５ｈｓ / ｈｗ)

开敞上层建筑的排水舷口面积 Ａｓ:
Ａｓ ＝ (０. ０７ｌｔ)(舷弧修正)(ｂ０ / ｌｔ)( ｌ –( ｌｗ / ｌｔ) ２)(０. ５ｈｓ / ｈｗ)

如果 ｌｔ等于或小于 ２０ｍꎬ按照(１)ꎬ基本的排水舷口面积为:
Ａ ＝ ０. ７ ＋ ０. ０３５ｌｔ

(５)　 排水舷口的下边缘应尽实际可能接近甲板ꎮ 所需排水舷口面积的 ２ / ３ 应分布在阱内最接近舷

弧最低点的 １ / ２ 范围内ꎮ 所需排水舷口面积的 １ / ３ 应沿剩下的阱长平均分布ꎮ 在舷弧为零或舷弧很小

的露天干舷甲板或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ꎬ排水舷口面积应沿阱长平均分布ꎮ
(６)　 舷墙上所有排水舷口ꎬ应用间距约为 ２３０ｍｍ 的栏杆或铁条保护ꎮ 如排水舷口设有盖板ꎬ则应

有足够空隙以防堵塞ꎮ 铰链的销子或轴承应用耐腐材料制成ꎮ 盖板不应装设锁紧装置ꎮ

第 ２５ 条　 对船员的保护

(１)　 作为船员起居处所的甲板室ꎬ其建造应使强度达到可接受的水平ꎮ
(２)　 所有露天甲板四周应装设栏杆或舷墙ꎮ 舷墙或栏杆的高度应至少离甲板 １ｍꎬ当此高度妨碍船

舶正常工作时ꎬ可准许采用较小的高度ꎬ但所提供的适当防护措施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３)　 装设在上层建筑和干舷甲板上的栏杆应至少有三档ꎮ 栏杆的最低一档以下的开口应不超过

２３０ｍｍꎬ其他各档的间隙应不超过 ３８０ｍｍꎮ 如船舶设有圆弧形舷缘ꎬ则栏杆支座应置于甲板的平坦部位ꎮ
在其他位置上应装设至少有二档的栏杆ꎮ 栏杆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应按约 １. ５ｍ 间距装设固定式、移动式或铰链式撑柱ꎮ 移动式或铰链式撑柱应能锁定在

直立位置ꎻ
(ｂ)　 至少每第 ３ 根撑柱应用肘板或撑条支持ꎻ
(ｃ)　 如因船舶正常工作需要ꎬ可以同意用钢丝绳代替栏杆ꎮ 钢丝绳应用螺丝扣绷紧制成ꎻ
(ｄ)　 如因船舶正常工作需要ꎬ可允许在两个固定撑柱和 /或舷墙之间装设链索来代替栏杆ꎮ

(４)　 为保护船员进出他们的住所、机舱以及船上重要操作所需的任何其他处所ꎬ应为第 ２５ － １ 条要

求的安全通道配备适当的设施(以栏杆、安全绳、步桥或甲板下通道等形式)ꎮ
(５)　 任何船舶所装运的甲板货物的堆装ꎬ应使在货物堆装处进出船员住所、机舱和船上重要操作

所用的所有其他部位的任何开口能被关闭和紧固以防止进水ꎮ 如在甲板上和甲板下均没有方便的通道ꎬ
应在甲板货物以上设置栏杆或安全绳来保护船员ꎮ

第 ２５ － １ 条　 为船员安全通道采取的措施

(１)　 应至少按表 ２５￣１. １ 规定的以下措施之一为船员提供安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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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５￣１. １

船型 船内通道的位置
核定的

夏季干舷

按照核定干舷的类型可接受的布置∗∗∗

Ａ 型 Ｂ – １００ 型 Ｂ – ６０ 型 Ｂ 和 Ｂ ＋ 型

　 除油船∗、
化学品船∗
和气体运输

船∗以外的

所有船舶

　 １. １　 通往船中住舱的通道

　 １. １. １　 尾楼和桥楼之间ꎬ或
　 １. １. ２　 尾楼和甲板室(内有居住舱

室或航行设备ꎬ或两者兼有)之间

　 １. ２　 通往首尾两端的通道

　 １. ２. １　 尾楼和船首之间(如无桥楼)
　 １. ２. ２　 桥楼和船首之间ꎬ或
　 １. ２. ３　 甲板室(含居住舱室或航行

设备ꎬ或两者兼有)和船首之间ꎬ或
　 １. ２. ４ 　 若为平甲板船ꎬ船员舱室和

船舶首尾端之间

≤３０００ｍｍ

(ａ)
(ｂ)
(ｅ)

(ａ)
(ｂ)
(ｅ)

(ａ)
(ｂ)
(ｃ)(ⅰ)
(ｅ)
(ｆ)(ⅰ)

> ３０００ｍｍ

(ａ)
(ｂ)
(ｅ)

(ａ)
(ｂ)
(ｅ)

(ａ)
(ｂ)
(ｃ)(ⅰ)
(ｃ)(ⅱ)
(ｅ)
(ｆ)(ⅰ)
(ｆ)(ⅱ)

≤３０００ｍｍ

(ａ)
(ｂ)
(ｃ)(ⅰ)
(ｅ)
(ｆ)(ⅰ)

(ａ)
(ｂ)
(ｃ)(ⅰ)
(ｃ)(ⅱ)
(ｅ)
(ｆ)(ⅰ)
(ｆ)(ⅱ)

(ａ)
(ｂ)
(ｃ)(ⅰ)
(ｃ)(ⅱ)
(ｅ)
(ｆ)(ⅰ)
(ｆ)(ⅱ)

> ３０００ｍｍ

(ａ)
(ｂ)
(ｃ)(ⅰ)
(ｄ)(ⅰ)
(ｅ)
(ｆ)(ⅰ)

(ａ)
(ｂ)
(ｃ)(ⅰ)
(ｃ)(ⅱ)
(ｄ)(ⅰ)
(ｄ)(ⅱ)
(ｅ)
(ｆ)(ⅰ)
(ｆ)(ⅱ)

(ａ)
(ｂ)
(ｃ)(ⅰ)
(ｃ)(ⅱ)
(ｃ)(ⅳ)
(ｄ)(ⅰ)
(ｄ)(ⅱ)
(ｄ)(ⅲ)
(ｅ)
(ｆ)(ⅰ)
(ｆ)(ⅱ)
(ｆ)(ⅳ)

(ａ)
(ｂ)
(ｃ)(ⅰ)
(ｃ)(ⅱ)
(ｃ)(ⅳ)
(ｄ)(ⅰ)
(ｄ)(ⅱ)
(ｄ)(ⅲ)
(ｅ)
(ｆ)(ⅰ)
(ｆ)(ⅱ)
(ｆ)(ⅳ)

　 油船∗、
化 学 品 船

∗ 和 气 体

运输船∗

　 ２. １　 通往船首的通道

　 ２. １. １　 尾楼和船首之间ꎬ或
　 ２. １. ２ 　 甲板室(含居住舱室或航

行设备ꎬ或两者兼有)和船首之间ꎬ或
　 ２. １. ３ 　 若为平甲板船ꎬ船员舱室

和船舶首端之间

　 ２. ２　 通往船尾的通道

　 若为平甲板船ꎬ船员舱室和船端

之间

≤(Ａｆ ＋Ｈｓ)∗∗

(ａ)
(ｅ)
(ｆ)(ⅰ)
(ｆ)(ⅴ)

> (Ａｆ ＋Ｈｓ)∗∗

(ａ)
(ｅ)
(ｆ)(ⅰ)
(ｆ)(ⅱ)

如 １. ２. ４ 中对其他船型所要求的

　 ∗ 　 油船、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分别同经修订的 １９７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Ⅱ －１ / ２. １２ꎬⅦ / ８. ２ 和 ＶⅦ / １１. ２ 的定义ꎮ

　 　 ∗∗　 　 Ａｆ:按 Ａ 型船舶计算所得的最小夏季干线ꎬ而不论实际核定的干舷类型ꎮ

Ｈｓ:第 ３３ 条定义的上层建筑标准高度ꎮ

∗∗∗　 布置(ａ)至(ｆ)在以下(２)说明ꎮ 位置(ⅰ) ~ (ⅴ)在以下(３)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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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表 ２５￣１. １ 所指可接受的装置定义如下:
(ａ)　 一条尽可能靠近干舷甲板的照明和通风良好的甲板下通道(净开口至少为 ０. ８ｍ 宽ꎬ２ｍ

高)ꎬ该通道连接和通达各有关处所ꎮ
(ｂ)　 在上层建筑甲板面或以上的船舶中心线处或尽实际可能靠近船舶中心线处的一个结构

坚固的固定步桥ꎬ用以提供一个至少宽 ０. ６ｍ 且表面防滑的连续平台ꎬ在其全长范围内

两侧装设栏杆ꎮ 栏杆应至少高 １ｍꎬ并按第 ２５(３)条的要求设三个开档ꎬ其间应设档

脚板ꎮ
(ｃ)　 一固定走道ꎬ宽度至少为 ０. ６ｍꎬ设在干舷甲板平面上ꎬ并由两排栏杆和间距不大于 ３ｍ

的撑柱组成ꎮ 栏杆的横档数和间距按第 ２５(３)条要求ꎮ 在“Ｂ”型船上ꎬ可同意将高度不

小于 ０. ６ｍ 的舱口围板作为走道的一侧ꎬ但在舱口之间应设有两排栏杆ꎮ
(ｄ)　 一直径不小于 １０ｍｍ 的钢丝安全绳ꎬ由间距不大于 １０ｍ 的撑柱支持ꎬ或一附设在舱口围

板上并在舱口之间延续的有支撑的单根扶手或钢丝绳ꎮ
(ｅ)　 一固定步桥:

(ⅰ)　 位于上层建筑甲板面或以上ꎻ
(ⅱ)　 位于船舶中心线处或尽实际可能靠近船舶中心线处ꎻ
(ⅲ)　 位于不至于妨碍容易穿过甲板工作区域处ꎻ
(ⅳ)　 提供一个至少宽 １ｍ 的连续平台ꎻ
(ⅴ)　 由防火和防滑材料构成ꎻ
(ⅵ)　 在其全长范围内两侧装设栏杆ꎬ栏杆应至少高 １ｍꎬ开档应按第 ２５(３)条要求ꎬ并

由间距不大于 １. ５ｍ 的撑柱支持ꎻ
(ⅶ)　 每侧设置挡脚板ꎻ
(ⅷ)　 有开口通往甲板ꎬ如适合ꎬ配有梯子ꎬ开口间距应不大于 ４０ｍꎻ和
(ⅸ)　 如果所横穿的露天甲板的长度超过 ７０ｍꎬ在步桥处应设置间距不超过 ４５ｍ 的遮

蔽设施ꎮ 每个这种遮蔽设施应至少能容纳一人ꎬ且其结构应能在前部、左舷和右

舷提供风雨密防护ꎮ
(ｆ)　 设在船舶干舷甲板面中心线处或尽可能靠近中心线处的固定走道ꎬ其技术规格和(ｅ)对

固定步桥所列一样ꎬ但挡脚板除外ꎮ 在核准载运散装液货的“Ｂ”型船上ꎬ当舱口围板和

所设舱口盖的高度相加不小于 １ｍ 时ꎬ舱口围板可接受成为走道的一侧ꎬ但舱口之间应

装设两排栏杆ꎮ
(３)　 如合适ꎬ上述(２)(ｃ)ꎬ(ｄ)和(ｆ)布置的许可横向位置为:

(ⅰ)　 在或靠近船舶中心线处ꎻ或装设在位于或靠近船舶中心线处的舱口上ꎻ(ⅱ)装设

在船舶每一舷ꎻ
(ⅲ)　 装设在船舶一舷ꎬ但每一舷应有供安装的设备ꎻ
(ⅳ)　 仅装设在船舶的一舷ꎻ
(ⅴ)　 装设在尽可能靠近中心线的舱口的每一侧ꎮ

(４)　 (ａ)　 如装设钢丝绳ꎬ应配置螺丝扣以保证其绷紧ꎮ
(ｂ)　 如船舶正常工作需要ꎬ可以同意用钢丝绳代替栏杆ꎮ
(ｃ)　 如因船舶正常工作需要ꎬ可允许在两个固定撑柱之间装设链索来代替栏杆ꎮ
(ｄ)　 如设撑柱ꎬ每第 ３ 根撑柱应用肘板或撑条支持ꎮ
(ｅ)　 移动式或铰链式撑柱应能锁定在直立位置ꎮ
(ｆ)　 凡遇障碍物ꎬ例如管道或其他固定附件ꎬ应配置能通行的设施ꎮ
(ｇ)　 一般情况下ꎬ步桥或甲板面走道的宽度应不超过 １. ５ｍꎮ

(５)　 对船长小于 １００ｍ 的液货船ꎬ分别按上述(２)(ｅ)或(ｆ)装设的步桥平台或甲板面走道的最小宽

度可减小至 ０. ６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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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６ 条　 核定 Ａ 型船舶的特殊条件

机舱棚

(１)　 第 ２７ 条中所定义的 Ａ 型船舶ꎬ其机舱棚应由下列装置之一保护:
(ａ)　 至少为标准高度的封闭尾楼或桥楼ꎬ或
(ｂ)　 同等高度和相当强度的甲板室ꎮ

(２)　 但是ꎬ如果没有从干舷甲板直接进入机舱的开口ꎬ机舱棚可以是露天的ꎮ 此时ꎬ在机舱棚上可

允许装设一扇符合第 １２ 条要求的门ꎬ但该门应通向一个与机舱棚有同样坚固结构的处所或通道ꎬ同时又

用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第二扇风雨密门把进入机舱的梯道分开ꎮ
步桥和出入通道

(３)　 Ａ 型船舶ꎬ在上层建筑甲板平面上ꎬ于尾楼和船中桥楼或甲板室(如设有时)之间ꎬ应按照第

２５ － １(２)(ｅ)条的要求设置一条贯通前后的固定步桥ꎮ 第 ２５ － １(２)(ａ)条列出的布置可视为达到该步

桥通行目的同等通道设施ꎮ
(４)　 在分离的船员舱室之间以及船员舱室和机舱之间ꎬ步桥层面应有安全的出入通道ꎮ
舱口

(５)　 在 Ａ 型船舶干舷甲板和首楼甲板上或膨胀舱顶上的露天舱口ꎬ应备有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料

的有效水密舱盖ꎮ
排水设备

(６) 　 设有舷墙的 Ａ 型船舶ꎬ至少应在露天甲板的一半长度内ꎬ设置栅栏栏杆或其他相当的排水设

备ꎮ 面积为舷墙总面积的 ３３％ ꎬ位于该舷墙下部的排水舷口可允许作为相当的排水设备ꎮ 舷侧顶列板

的上边缘应尽实际可能降低ꎮ
(７)　 如上层建筑之间用凸形甲板相连接ꎬ则在干舷甲板露天部分的全长内应设置栅栏栏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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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干　 　 舷

第 ２７ 条　 船 舶 类 型

(１)　 为计算干舷ꎬ船舶应分为 Ａ 型和 Ｂ 型ꎮ
Ａ 型船舶

(２)　 Ａ 型船舶是:
(ａ)　 专为载运散装液体货物而设计ꎻ
(ｂ)　 其露天甲板具有高度完整性ꎬ仅设有通向货舱的小型出入开口ꎬ并以钢质或相当材料的

水密填料盖关闭ꎻ和
(ｃ)　 载货时ꎬ货舱具有低渗透率ꎮ

(３)　 船长超过 １５０ｍꎬ其核定的干舷小于 Ｂ 型干舷的 Ａ 型船舶ꎬ当按(１１)的要求载货时ꎬ如按(１２)
规定的破损假定而引起任一舱或数舱浸水ꎬ且假定其渗透率为 ０. ９５ꎬ应能不沉ꎬ并仍可按(１３)规定的合

格平衡状态保持飘浮ꎮ 这类船舶的机器处所应作为浸水舱处理ꎬ但渗透率取 ０. ８５ꎮ
(４)　 对 Ａ 型船舶所核定的干舷ꎬ应不小于根据表 ２８. １ 所得的干舷ꎮ
Ｂ 型船舶

(５)　 凡未列入(２)和(３)关于 Ａ 型船舶规定的所有船舶应认为是 Ｂ 型船舶ꎮ
(６)　 Ｂ 型船ꎬ如在位置 １ 按照第 １５ 条(不包括(６))的要求并经主管机关允许设有舱口盖ꎬ或在位

置 １ 的舱口盖设有第 １６(６)条的规定所允许的紧固装置ꎬ则应根据表 ２８. ２ 所列数值核定干舷ꎬ并按表

２７. １ 所列数值增加干舷:
舱口盖符合第 １５ 条(不包括(６))规定的 Ｂ 型船舶

按表列干舷增加的干舷值 表 ２７. １

船长

(ｍ)
增加干舷值

(ｍｍ)
船长

(ｍ)
增加干舷值

(ｍｍ)
船长

(ｍ)
增加干舷值

(ｍｍ)

≤１０８ ５０ １２５ １０３ １４２ １９１

１０９ ５２ １２６ １０８ １４３ １９６

１１０ ５５ １２７ １１２ １４４ ２０１

１１１ ５７ １２８ １１６ １４５ ２０６

１１２ ５９ １２９ １２１ １４６ ２１０

１１３ ６２ １３０ １２６ １４７ ２１５

１１４ ６４ １３１ １３１ １４８ ２１９

１１５ ６８ １３２ １３６ １４９ ２２４

１１６ ７０ １３３ １４２ １５０ ２２８

１１７ ７３ １３４ １４７ １５１ ２３２

１１８ ７６ １３５ １５３ １５２ ２３６

１１９ ８０ １３６ １５９ １５３ ２４０

１２０ ８４ １３７ １６４ １５４ ２４４

１２１ ８７ １３８ １７０ １５５ ２４７

１２２ ９１ １３９ １７５ １５６ ２５１

１２３ ９５ １４０ １８１ １５７ ２５４

１２４ ９９ １４１ １８６ １５８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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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船长

(ｍ)
增加干舷值

(ｍｍ)
船长

(ｍ)
增加干舷值

(ｍｍ)
船长

(ｍ)
增加干舷值

(ｍｍ)

１５９ ２６１ １７３ ２９７ １８７ ３２９

１６０ ２６４ １７４ ２９９ １８８ ３３２

１６１ ２６７ １７５ ３０１ １８９ ３３４

１６２ ２７０ １７６ ３０４ １９０ ３３６

１６３ ２７３ １７７ ３０６ １９１ ３３９

１６４ ２７５ １７８ ３０８ １９２ ３４１

１６５ ２７８ １７９ ３１１ １９３ ３４３

１６６ ２８０ １８０ ３１３ １９４ ３４６

１６７ ２８３ １８１ ３１５ １９５ ３４８

１６８ ２８５ １８２ ３１８ １９６ ３５０

１６９ ２８７ １８３ ３２０ １９７ ３５３

１７０ ２９０ １８４ ３２２ １９８ ３５５

１７１ ２９２ １８５ ３２５ １９９ ３５７

１７２ ２９４ １８６ ３２７ ２００ ３５８

　 　 船长为中间值时ꎬ干舷按线性插值ꎮ
长度超过 ２００ｍ 的船的干舷由主管机关处理ꎮ
(７)　 在位置 １ 的舱口设有符合第 １６(２)至(５)条要求的舱口盖的 Ｂ 型船舶ꎬ除(８)至(１３)的所有各

项规定外ꎬ应按表 ２８. ２ 核定干舷ꎮ
(８)　 船长超过 １００ｍ 的任何 Ｂ 型船舶可核定较(７)要求为小的干舷ꎬ但对所准许的干舷减小量应经

主管机关认可下列各点:
(ａ)　 对船员提供的保护措施是足够的ꎻ
(ｂ)　 排水设备是足够的ꎻ
(ｃ)　 在位置 １ 和位置 ２ 的舱口盖符合第 １６(１)至(５)和(７)条的规定ꎻ和
(ｄ)　 船舶当按(１１)的要求装载时ꎬ如按(１２)规定的破损假定而引起任一舱或数舱浸水ꎬ且

假定其渗透率为 ０. ９５ꎬ应能不沉ꎬ并仍可按(１３)规定的合格平衡状态保持飘浮ꎮ 这类

船舶长度如超过 １５０ｍꎬ则机器处所应作为浸水舱处理ꎬ但渗透率取 ０. ８５ꎮ
(９)　 在计算符合(８)、(１１)、(１２)和(１３)要求的 Ｂ 型船舶干舷时ꎬ取自表 ２８. ２ 的干舷值的减小值

应不大于对相应船长在表 ２８. １ 和 ２８. ２ 上所列数值之差的 ６０％ ꎮ
(１０)　 (ａ)　 按(９)允许对表列干舷减小的值可以增大到表 ２８. １ 和 ２８. ２ 所列数值间的总差值ꎬ其

条件是该船应符合:
(ⅰ)　 第 ２６ 条的要求((５)除外)ꎬ就像是 Ａ 型船舶ꎻ
(ⅱ)　 (８)、(１１)和(１３)的要求ꎻ和
(ⅲ)　 (１２)的要求ꎬ且应假定在船的全长范围内ꎬ任一横舱壁受损都会使二个前后相

邻的舱室同时浸水ꎬ但此项假定破损不适用于机器处所的限界舱壁ꎮ
(ｂ)　 这类船舶长度如超过 １５０ｍꎬ则机器处所应作为浸水舱处理ꎬ但渗透率取 ０. ８５ꎮ

初始装载状态

(１１)　 浸水前的初始装载状态应按下列各项确定:
(ａ)　 船舶装载至夏季载重水线ꎬ并假定处于无纵倾状态ꎮ
(ｂ)　 计算重心高度时ꎬ适用下列原则:

(ⅰ)　 装载的是匀质货物ꎻ
(ⅱ)　 除下列(ⅲ)述及者外ꎬ所有货舱ꎬ包括拟作部分装载的货舱应认为是满载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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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装的是液货ꎬ则每一货舱应作为装满至 ９８％处理ꎻ
(ⅲ)　 如船舶拟在夏季载重水线营运时具有空舱ꎬ若按此种状况算得的重心高度不小

于按(ⅱ)所算得者ꎬ则这种空舱应认为是空的ꎻ
(ⅳ)　 应考虑装载每种消耗品及物料的液舱和处所的装载量为船舶总容量的 ５０％ ꎮ

对每一种液体应假定至少有一对横向液舱或一个中心线上液舱具有最大自由

液面ꎬ而需考虑的一个液舱或舱组应为自由液面影响最大者ꎻ每一液舱装载物

的重心应取液舱的形心ꎮ 余下的液舱应假定其为完全空舱或完全装满ꎬ而各种

消耗液体在这些液舱内的分布ꎬ应使重心在龙骨以上尽量达到最大高度ꎻ
(ⅴ)　 压载水舱通常应视为空舱ꎬ不应对其进行自由液面修正ꎻ
(ⅵ)　 在确定第 ２７(１２)条规定的破损所用的最终状态时ꎬ可考虑选择下述处理自由

液面的方法:
(ａａ)　 方法 １(适用于虚拟修正)ꎮ 初始状态的虚拟重心确定如下:

ⅰ. 　 应按(ⅰ)至(ⅳ)确定装载状态ꎻ
ⅱ. 　 自由液面的修正计入重心高度ꎻ
ⅲ. 　 使用上述装载状态下的重心高度ꎬ生成一个在夏季载重线吃水下

水平纵倾时所有舱柜为空的虚拟初始状态ꎻ和
ⅳ. 　 使用上述初始状态核查破损情况是否符合破损稳性衡准ꎮ

(ｂｂ)　 方法 ２(适用于按破损情况下假定的液舱所装载液体使用实际自由液面

力矩)ꎮ 初始状态的虚拟重心确定如下:
ⅰ. 　 应按(ⅰ)至(ⅳ)确定装载状态ꎻ
ⅱ. 　 使用夏季载重线吃水下水平纵倾时生成的舱柜有装载的初始虚

拟状态ꎬ可为每种破损情况生成一个在夏季载重线吃水下水平纵

倾时舱柜装载液体的虚拟初始状态ꎮ 使用上述装载状态的重心

高度和自由液面修正时ꎬ对每种破损情况分别进行计算ꎬ破损前

仅有拟破损的装载液体的舱柜为空舱ꎻ和
ⅲ. 　 使用上述初始状态核查破损情况是否符合破损稳性衡准(每种破

损情况对应一个初始状态)ꎮ”
(ⅶ)　 应根据下列比重计算重量:

海水　 　 　 　 １. ０２５
淡水　 　 　 　 １. ０００
燃油　 　 　 　 ０. ９５０
柴油　 　 　 　 ０. ９００
滑油　 　 　 　 ０. ９００

破损假定

(１２)　 关于破损假定的特征ꎬ适用下列原则:
(ａ)　 在一切情况下ꎬ垂向破损范围假定自基线向上无限制ꎮ
(ｂ)　 横向破损范围等于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其小值ꎬ在夏季载重水线水平面上自船侧向船内

垂直于中心线量计ꎮ
(ｃ)　 如果较(ａ)和(ｂ)所规定范围为小的破损反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ꎬ则应假定此种较

小的破损范围ꎮ
(ｄ)　 除在(１０)(ａ)另有要求外ꎬ若舱室的内部纵舱壁不位于假定破损横向范围内ꎬ则浸水

应限制在相邻横舱壁间的某一单个舱室内ꎮ 边舱的横向限界舱壁未延伸至船的全宽ꎬ
但延伸超出(ｂ)规定的假定破损横向范围ꎬ则应假定未受破损ꎮ

如横舱壁的台阶或凹折长度不超过 ３ｍꎬ位于(ｂ)定义的假定破损横向范围内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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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舱壁可认为是完整的ꎬ其相邻舱室可认为是单个舱浸水ꎮ 然而ꎬ在假定破损横向

范围内ꎬ横舱壁如有长度超过 ３ｍ 的台阶或凹折ꎬ则与该舱壁相邻的二个舱室应认为浸

水ꎮ 尾尖舱舱壁和舱顶所形成的台阶就本条而言不应认作是台阶ꎮ
(ｅ)　 如主横舱壁位于假定破损横向范围内ꎬ并在双层底舱或边舱形成长度超过 ３ｍ 的台阶ꎬ

则与主横舱壁台阶相邻的双层底舱或边舱应认为同时浸水ꎮ 如这一边舱有通向一个

或数个货舱的开口(如谷物添注孔)ꎬ则此一个或数个货舱亦应认为同时浸水ꎮ 同样

地ꎬ在设计为载运液体货物的船上ꎬ如边舱有通向相邻舱室的开口ꎬ则这些相邻舱室应

考虑作为空舱同时进水ꎮ 即使这些开口设有关闭装置ꎬ此项规定仍然适用ꎬ但如液舱

间的舱壁上设有闸阀ꎬ且该阀是在甲板上操纵的ꎬ则可例外ꎮ 除顶边舱上的开口使顶

边舱与货舱相通的情况外ꎬ螺栓间距紧密的人孔盖视为等效于未穿孔的舱壁ꎮ
(ｆ)　 如设想任何前后相邻的二个舱室浸水ꎬ为将主横舱壁计为有效ꎬ其间距应至少为１ / ３Ｌ２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其小者ꎮ 如横舱壁间距小于此值ꎬ为获得舱壁间的最小间距ꎬ则一个或数

个舱壁应假定为不存在ꎮ
平衡状态

(１３)　 浸水后的平衡状态如满足下列要求则认为合格:
(ａ)　 经考虑了下沉、横倾及纵倾ꎬ船舶浸水后的最终水线位于可能通过其继续向下浸水的

任何开口下缘的下方ꎮ 这些开口应包括空气管、通风筒(即使符合第 １９(４)条)以及用

风雨密门(即使符合第 １２ 条)或风雨密舱盖(即使符合第 １６(１)至(５)条)关闭的开

口ꎮ 但可不包括用人孔盖和平舱盖(符合第 １８ 条)以及第 ２７(２)条所述型式的货舱

盖、遥控的滑动式水密门和非开启型舷窗(符合第 ２３ 条)关闭的开口ꎮ 然而ꎬ对于分隔

主机舱和舵机舱的门ꎬ水密门可为铰链速闭式门ꎬ且在海上不使用时保持关闭ꎬ但这种

门的下门槛应在夏季载重水线以上ꎮ
(ｂ)　 如果管子、管道或隧道位于第 １２(ｂ)条定义的假定破损范围以内ꎬ则应采取措施使继

续浸水不能由此漫至每一破损情况计算中假定浸水舱以外的各舱室ꎮ
(ｃ)　 由于不对称浸水而引起的横倾角不超过 １５°ꎬ如甲板没有任何部分被淹没ꎬ则可允许横

倾角至 １７°ꎮ
(ｄ)　 在浸水状态下的初稳性高度应为正值ꎮ
(ｅ)　 在一特定破损情况中ꎬ当假定浸水舱之外的甲板任何部分被淹没时ꎬ或在任何情况下ꎬ

对浸水状态的临界稳性有怀疑时ꎬ应对剩余稳性加以研究ꎮ 如果复原力臂曲线超过平

衡位置的最小稳距有 ２０°ꎬ且在此稳距内的最大复原力臂至少为 ０. １ｍꎬ则剩余稳性可

认为是足够的ꎬ在此稳距内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１７５ｍｒａｄꎮ 主管机

关应考虑到受保护的或不受保护的开口在剩余稳性范围内可能暂时被淹没而产生的

潜在危险ꎮ
(ｆ)　 主管机关认可浸水中间阶段的稳性是足够的ꎮ
(ｇ)　 不要求使用稳性仪、稳性软件或其他认可方法证明船舶在营运装载状态下符合上述

(ａ)、(ｃ)、(ｄ)和(ｅ)规定的剩余稳性衡准ꎮ
无推进装置的船舶

(１４)　 港驳、运输驳船或其他非机动船舶应按各条的规定核定干舷ꎮ 符合(２)和(３)要求的驳船可

以核定 Ａ 型船舶干舷:
(ａ)　 主管机关应特别考虑露天甲板上载货驳船的稳性ꎮ 只准在核定一般 Ｂ 型船舶干舷的

驳船上载运甲板货物ꎮ
(ｂ)　 但对无人照管的驳船ꎬ不适用第 ２５、２６(３)、２６(４)和 ３９ 条的要求ꎮ
(ｃ)　 此类无人照管的驳船ꎬ如在其干舷甲板上仅设有用钢质或等效材料制成的水密填料盖

关闭的小型出入开口ꎬ则可核定较按各条计算所得小 ２５％的干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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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８ 条　 干　 舷　 表

Ａ 型船舶

(１)　 Ａ 型船舶的表列干舷应按表 ２８. １ 决定:
Ａ 型船舶的干舷表 表 ２８. １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２４ ２００

２５ ２０８

２６ ２１７

２７ ２２５

２８ ２３３

２９ ２４２

３０ ２５０

３１ ２５８

３２ ２６７

３３ ２７５

３４ ２８３

３５ ２９２

３６ ３００

３７ ３０８

３８ ３１６

３９ ３２５

４０ ３３４

４１ ３４４

４２ ３５４

４３ ３６４

４４ ３７４

４５ ３８５

４６ ３９６

４７ ４０８

４８ ４２０

４９ ４３２

５０ ４４３

５１ ４５５

５２ ４６７

５３ ４７８

５４ ４９０

５５ ５０３

５６ ５１６

５７ ５３０

５８ ５４４

５９ ５５９

６０ ５７３

６１ ５８７

６２ ６００

６３ ６１３

６４ ６２６

６５ ６３９

６６ ６５３

６７ ６６６

６８ ６８０

６９ ６９３

７０ ７０６

７１ ７２０

７２ ７３３

７３ ７４６

７４ ７６０

７５ ７７３

７６ ７８６

７７ ８００

７８ ８１４

７９ ８２８

８０ ８４１

８１ ８５５

８２ ８６９

８３ ８８３

８４ ８９７

８５ ９１１

８６ ９２６

８７ ９４０

８８ ９５５

８９ ９６９

９０ ９８４

９１ ９９９

９２ １０１４

９３ １０２９

９４ １０４４

９５ １０５９

９６ １０７４

９７ １０８９

９８ １１０５

９９ １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１３５

１０１ １１５１

１０２ １１６６

１０３ １１８１

１０４ １１９６

１０５ １２１２

１０６ １２２８

１０７ １２４４

１０８ １２６０

１０９ １２７６

１１０ １２９３

１１１ １３０９

１１２ １３２６

１１３ １３４２

１１４ １３５９

１１５ １３７６

１１６ １３９２

１１７ １４０９

１１８ １４２６

１１９ １４４２

１２０ １４５９

１２１ １４７６

１２２ １４９４

１２３ １５１１

１２４ １５２８

１２５ １５４６

１２６ １５６３

１２７ １５８０

１２８ １５９８

１２９ １６１５

１３０ １６３２

１３１ １６５０

１８１



续上表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１３２ １６６７

１３３ １６８４

１３４ １７０２

１３５ １７１９

１３６ １７３６

１３７ １７５３

１３８ １７７０

１３９ １７８７

１４０ １８０３

１４１ １８２０

１４２ １８３７

１４３ １８５３

１４４ １８７０

１４５ １８８６

１４６ １９０３

１４７ １９１９

１４８ １９３５

１４９ １９５２

１５０ １９６８

１５１ １９８４

１５２ ２０００

１５３ ２０１６

１５４ ２０３２

１５５ ２０４８

１５６ ２０６４

１５７ ２０８０

１５８ ２０９６

１５９ ２１１１

１６０ ２１２６

１６１ ２１４１

１６２ ２１５５

１６３ ２１６９

１６４ ２１８４

１６５ ２１９８

１６６ ２２１２

１６７ ２２２６

１６８ ２２４０

１６９ ２２５４

１７０ ２２６８

１７１ ２２８１

１７２ ２２９４

１７３ ２３０７

１７４ ２３２０

１７５ ２３３２

１７６ ２３４５

１７７ ２３５７

１７８ ２３６９

１７９ ２３８１

１８０ ２３９３

１８１ ２４０５

１８２ ２４１６

１８３ ２４２８

１８４ ２４４０

１８５ ２４５１

１８６ ２４６３

１８７ ２４７４

１８８ ２４８６

１８９ ２４９７

１９０ ２５０８

１９１ ２５１９

１９２ ２５３０

１９３ ２５４１

１９４ ２５５２

１９５ ２５６２

１９６ ２５７２

１９７ ２５８２

１９８ ２５９２

１９９ ２６０２

２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０１ ２６２２

２０２ ２６３２

２０３ ２６４１

２０４ ２６５０

２０５ ２６５９

２０６ ２６６９

２０７ ２６７８

２０８ ２６８７

２０９ ２６９６

２１０ ２７０５

２１１ ２７１４

２１２ ２７２３

２１３ ２７３２

２１４ ２７４１

２１５ ２７４９

２１６ ２７５８

２１７ ２７６７

２１８ ２７７５

２１９ ２７８４

２２０ ２７９２

２２１ ２８０１

２２２ ２８０９

２２３ ２８１７

２２４ ２８２５

２２５ ２８３３

２２６ ２８４１

２２７ ２８４９

２２８ ２８５７

２２９ ２８６５

２３０ ２８７２

２３１ ２８８０

２３２ ２８８８

２３３ ２８９５

２３４ ２９０３

２３５ ２９１０

２３６ ２９１８

２３７ ２９２５

２３８ ２９３２

２３９ ２９３９

２４０ ２９４６

２４１ ２９５３

２４２ ２９５９

２４３ ２９６６

２４４ ２９７３

２４５ ２９７９

２４６ ２９８６

２４７ ２９９３

２４８ ３０００

２４９ ３００６

２５０ ３０１２

２５１ ３０１８

２５２ ３０２４

２５３ ３０３０

２５４ ３０３６

２８１



续上表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２５５ ３０４２

２５６ ３０４８

２５７ ３０５４

２５８ ３０６０

２５９ ３０６６

２６０ ３０７２

２６１ ３０７８

２６２ ３０８４

２６３ ３０８９

２６４ ３０９５

２６５ ３１０１

２６６ ３１０６

２６７ ３１１２

２６８ ３１１７

２６９ ３１２３

２７０ ３１２８

２７１ ３１３３

２７２ ３１３８

２７３ ３１４３

２７４ ３１４８

２７５ ３１５３

２７６ ３１５８

２７７ ３１６３

２７８ ３１６７

２７９ ３１７２

２８０ ３１７６

２８１ ３１８１

２８２ ３１８５

２８３ ３１８９

２８４ ３１９４

２８５ ３１９８

２８６ ３２０２

２８７ ３２０７

２８８ ３２１１

２８９ ３２１５

２９０ ３２２０

２９１ ３２２４

２９２ ３２２８

２９３ ３２３３

２９４ ３２３７

２９５ ３２４１

２９６ ３２４６

２９７ ３２５０

２９８ ３２５４

２９９ ３２５８

３００ ３２６２

３０１ ３２６６

３０２ ３２７０

３０３ ３２７４

３０４ ３２７８

３０５ ３２８１

３０６ ３２８５

３０７ ３２８８

３０８ ３２９２

３０９ ３２９５

３１０ ３２９８

３１１ ３３０２

３１２ ３３０５

３１３ ３３０８

３１４ ３３１２

３１５ ３３１５

３１６ ３３１８

３１７ ３３２２

３１８ ３３２５

３１９ ３３２８

３２０ ３３３１

３２１ ３３３４

３２２ ３３３７

３２３ ３３３９

３２４ ３３４２

３２５ ３３４５

３２６ ３３４７

３２７ ３３５０

３２８ ３３５３

３２９ ３３５５

３３０ ３３５８

３３１ ３３６１

３３２ ３３６３

３３３ ３３６６

３３４ ３３６８

３３５ ３３７１

３３６ ３３７３

３３７ ３３７５

３３８ ３３７８

３３９ ３３８０

３４０ ３３８２

３４１ ３３８５

３４２ ３３８７

３４３ ３３８９

３４４ ３３９２

３４５ ３３９４

３４６ ３３９６

３４７ ３３９９

３４８ ３４０１

３４９ ３４０３

３５０ ３４０６

３５１ ３４０８

３５２ ３４１０

３５３ ３４１２

３５４ ３４１４

３５５ ３４１６

３５６ ３４１８

３５７ ３４２０

３５８ ３４２２

３５９ ３４２３

３６０ ３４２５

３６１ ３４２７

３６２ ３４２８

３６３ ３４３０

３６４ ３４３２

３６５ ３４３３

　 　 长度为中间值的船舶ꎬ其干舷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长度超过 ３６５ｍ 的船舶ꎬ其干舷由主管机关处理ꎮ
Ｂ 型船舶

(２)　 Ｂ 型船舶的表列干舷应按表 ２８. ２ 确定:
３８１



Ｂ 型船舶的干舷表 表 ２８. ２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２４ ２００

２５ ２０８

２６ ２１７

２７ ２２５

２８ ２３３

２９ ２４２

３０ ２５０

３１ ２５８

３２ ２６７

３３ ２７５

３４ ２８３

３５ ２９２

３６ ３００

３７ ３０８

３８ ３１６

３９ ３２５

４０ ３３４

４１ ３４４

４２ ３５４

４３ ３６４

４４ ３７４

４５ ３８５

４６ ３９６

４７ ４０８

４８ ４２０

４９ ４３２

５０ ４４３

５１ ４５５

５２ ４６７

５３ ４７８

５４ ４９０

５５ ５０３

５６ ５１６

５７ ５３０

５８ ５４４

５９ ５５９

６０ ５７３

６１ ５８７

６２ ６０１

６３ ６１５

６４ ６２９

６５ ６４４

６６ ６５９

６７ ６７４

６８ ６８９

６９ ７０５

７０ ７２１

７１ ７３８

７２ ７５４

７３ ７６９

７４ ７８４

７５ ８００

７６ ８１６

７７ ８３３

７８ ８５０

７９ ８６８

８０ ８８７

８１ ９０５

８２ ９２３

８３ ９４２

８４ ９６０

８５ ９７８

８６ ９９６

８７ １０１５

８８ １０３４

８９ １０５４

９０ １０７５

９１ １０９６

９２ １１１６

９３ １１３５

９４ １１５４

９５ １１７２

９６ １１９０

９７ １２０９

９８ １２２９

９９ １２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７１

１０１ １２９３

１０２ １３１５

１０３ １３３７

１０４ １３５９

１０５ １３８０

１０６ １４０１

１０７ １４２１

１０８ １４４０

１０９ １４５９

１１０ １４７９

１１１ １５００

１１２ １５２１

１１３ １５４３

１１４ １５６５

１１５ １５８７

１１６ １６０９

１１７ １６３０

１１８ １６５１

１１９ １６７１

１２０ １６９０

１２１ １７０９

１２２ １７２９

１２３ １７５０

１２４ １７７１

１２５ １７９３

１２６ １８１５

１２７ １８３７

１２８ １８５９

１２９ １８８０

１３０ １９０１

１３１ １９２１

１３２ １９４０

１３３ １９５９

１３４ １９７９

１３５ ２０００

１３６ ２０２１

１３７ ２０４３

１３８ ２０６５

１３９ ２０８７

１４０ ２１０９

１４１ ２１３０

１４２ ２１５１

１４３ ２１７１

１４４ ２１９０

１４５ ２２０９

１４６ ２２２９

４８１



续上表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１４７ ２２５０

１４８ ２２７１

１４９ ２２９３

１５０ ２３１５

１５１ ２３３４

１５２ ２３５４

１５３ ２３７５

１５４ ２３９６

１５５ ２４１８

１５６ ２４４０

１５７ ２４６０

１５８ ２４８０

１５９ ２５００

１６０ ２５２０

１６１ ２５４０

１６２ ２５６０

１６３ ２５８０

１６４ ２６００

１６５ ２６２０

１６６ ２６４０

１６７ ２６６０

１６８ ２６８０

１６９ ２６９８

１７０ ２７１６

１７１ ２７３５

１７２ ２７５４

１７３ ２７７４

１７４ ２７９５

１７５ ２８１５

１７６ ２８３５

１７７ ２８５５

１７８ ２８７５

１７９ ２８９５

１８０ ２９１５

１８１ ２９３３

１８２ ２９５２

１８３ ２９７０

１８４ ２９８８

１８５ ３００７

１８６ ３０２５

１８７ ３０４４

１８８ ３０６２

１８９ ３０８０

１９０ ３０９８

１９１ ３１１６

１９２ ３１３４

１９３ ３１５１

１９４ ３１６７

１９５ ３１８５

１９６ ３２０２

１９７ ３２１９

１９８ ３２３５

１９９ ３２４９

２００ ３２６４

２０１ ３２８０

２０２ ３２９６

２０３ ３３１３

２０４ ３３３０

２０５ ３３４７

２０６ ３３６３

２０７ ３３８０

２０８ ３３９７

２０９ ３４１３

２１０ ３４３０

２１１ ３４４５

２１２ ３４６０

２１３ ３４７５

２１４ ３４９０

２１５ ３５０５

２１６ ３５２０

２１７ ３５３７

２１８ ３５５４

２１９ ３５７０

２２０ ３５８６

２２１ ３６０１

２２２ ３６１５

２２３ ３６３０

２２４ ３６４５

２２５ ３６６０

２２６ ３６７５

２２７ ３６９０

２２８ ３７０５

２２９ ３７２０

２３０ ３７３５

２３１ ３７５０

２３２ ３７６５

２３３ ３７８０

２３４ ３７９５

２３５ ３８０８

２３６ ３８２１

２３７ ３８３５

２３８ ３８４９

２３９ ３８６４

２４０ ３８８０

２４１ ３８９３

２４２ ３９０６

２４３ ３９２０

２４４ ３９３４

２４５ ３９４９

２４６ ３９６５

２４７ ３９７８

２４８ ３９９２

２４９ ４００５

２５０ ４０１８

２５１ ４０３２

２５２ ４０４５

２５３ ４０５８

２５４ ４０７２

２５５ ４０８５

２５６ ４０９８

２５７ ４１１２

２５８ ４１２５

２５９ ４１３９

２６０ ４１５２

２６１ ４１６５

２６２ ４１７７

２６３ ４１８９

２６４ ４２０１

２６５ ４２１４

２６６ ４２２７

２６７ ４２４０

２６８ ４２５２

２６９ ４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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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船长

(ｍ)
干舷

(ｍｍ)

２７０ ４２７６

２７１ ４２８９

２７２ ４３０２

２７３ ４３１５

２７４ ４３２７

２７５ ４３３９

２７６ ４３５０

２７７ ４３６２

２７８ ４３７３

２７９ ４３８５

２８０ ４３９７

２８１ ４４０８

２８２ ４４２０

２８３ ４４３２

２８４ ４４４３

２８５ ４４５５

２８６ ４４６７

２８７ ４４７８

２８８ ４４９０

２８９ ４５０２

２９０ ４５１３

２９１ ４５２５

２９２ ４５３７

２９３ ４５４８

２９４ ４５６０

２９５ ４５７２

２９６ ４５８３

２９７ ４５９５

２９８ ４６０７

２９９ ４６１８

３００ ４６３０

３０１ ４６４２

３０２ ４６５４

３０３ ４６６５

３０４ ４６７６

３０５ ４６８６

３０６ ４６９５

３０７ ４７０４

３０８ ４７１４

３０９ ４７２５

３１０ ４７３６

３１１ ４７４８

３１２ ４７５７

３１３ ４７６８

３１４ ４７７９

３１５ ４７９０

３１６ ４８０１

３１７ ４８１２

３１８ ４８２３

３１９ ４８３４

３２０ ４８４４

３２１ ４８５５

３２２ ４８６６

３２３ ４８７８

３２４ ４８９０

３２５ ４８９９

３２６ ４９０９

３２７ ４９２０

３２８ ４９３１

３２９ ４９４３

３３０ ４９５５

３３１ ４９６５

３３２ ４９７５

３３３ ４９８５

３３４ ４９９５

３３５ ５００５

３３６ ５０１５

３３７ ５０２５

３３８ ５０３５

３３９ ５０４５

３４０ ５０５５

３４１ ５０６５

３４２ ５０７５

３４３ ５０８６

３４４ ５０９７

３４５ ５１０８

３４６ ５１１９

３４７ ５１３０

３４８ ５１４０

３４９ ５１５０

３５０ ５１６０

３５１ ５１７０

３５２ ５１８０

３５３ ５１９０

３５４ ５２００

３５５ ５２１０

３５６ ５２２０

３５７ ５２３０

３５８ ５２４０

３５９ ５２５０

３６０ ５２６０

３６１ ５２６８

３６２ ５２７６

３６３ ５２８５

３６４ ５２９４

３６５ ５３０３

　 　 长度为中间值的船舶ꎬ其干舷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长度超过 ３６５ｍ 的船舶ꎬ其干舷由主管机关处理ꎮ

第 ２９ 条　 长度在 １００ｍ 以下船舶的干舷修正

长度在 ２４ｍ 和 １００ｍ 之间ꎬ封闭上层建筑有效长度不超过船长 ３５％的 Ｂ 型船舶ꎬ其表列干舷应按下

式增加:

７. ５(１００ － Ｌ) ０. ３５ －
Ｅ１

Ｌ
æ

è
ç

ö

ø
÷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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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１———第 ３５ 条规定的上层建筑有效长度 Ｅꎬ但不包括凸形甲板的长度ꎮ

第 ３０ 条　 方形系数修正

如方形系数(Ｃｂ)超过 ０. ６８ꎬ第 ２８ 条规定的表列干舷ꎬ则经 ２７(８)ꎬ２７(１０)和第 ２９ 条修正(如适用)
后ꎬ应乘以系数:

Ｃｂ ＋ ０. ６８
１. ３６

取方形系数不大于 １. ０ꎮ

第 ３１ 条　 计算型深修正

(１)　 如 Ｄ 超过 Ｌ / １５ꎬ则干舷应按(Ｄ － Ｌ / １５) Ｒ ｍｍ 增加ꎬ其中 Ｒ 对船长小于 １２０ｍ 的船舶为

Ｌ / ０. ４８ꎬ对船长为 １２０ｍ 和 １２０ｍ 以上的船舶为 ２５０ꎮ
(２)　 如 Ｄ 小于 Ｌ / １５ꎬ干舷不应减少ꎬ但当船中部具有长度至少为 ０. ６Ｌ 的封闭上层建筑ꎬ或具有全

通的凸形甲板ꎬ或具有延伸全船的分立封闭上层建筑与凸形甲板的组合体时ꎬ其干舷应按(１)所述的规

定值减少ꎮ
(３)　 如上层建筑或凸形甲板的高度小于相应的标准高度ꎬ则所算得的减小值应乘以上层建筑或凸

形甲板的实际高度与第 ３３ 条规定的适用标准高度的比值作修正ꎮ

第 ３２ 条　 甲板线位置修正

如量至甲板线上边缘的实际计算型深大于或小于 Ｄꎬ则两者的差数应加于干舷或从干舷中减去ꎮ

第 ３２ － １ 条　 干舷甲板凹槽修正

(１)　 如干舷甲板上有一凹槽ꎬ且其不延伸到船两侧ꎬ则未考虑该凹槽所算得的干舷应修正相应的

浮力损失ꎮ 该修正值应等于凹槽的体积除以 ８５％最小型深处船舶的水线面面积所得之值(见图 ３２￣１. １)ꎮ

图　 ３２￣１. １

(２)　 修正值应加到所有其他修正完成后所得的干舷值上去ꎬ但船首高度修正除外ꎮ
(３)　 如上述修正了浮力损失后的干舷大于根据量至凹槽底部的型深所确定的最小几何干舷ꎬ则可

以使用后者ꎮ
干舷增加的修正值等于:

ｉ × ｂ × ｄｒ

０. ８５Ｄ 处的水线面面积

第 ３３ 条　 上层建筑标准高度

上层建筑标准高度应按表 ３３. １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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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３. １

标　 准　 高　 度　 (ｍ)

Ｌ(ｍ) 后升高甲板 所有其他上层建筑

３０ 或 ３０ 以下

７５
１２５ 及以上

０. ９０
１. ２０
１. ８０

１. ８０
１. ８０
２. ３０

　 　 长度为中间值的船舶ꎬ其标准高度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第 ３４ 条　 上层建筑长度

(１)　 除(２)的规定以外ꎬ上层建筑长度(Ｓ)应为处于船长(Ｌ)以内的上层建筑平均长度ꎮ
如上层建筑端壁有凹入ꎬ则该上层建筑的有效长度应予减小ꎬ减去的长度等于平面图上凹入面积除

以凹入长度中点处的上层建筑宽度所得值ꎮ 如凹入部分相对于中心线是不对称的ꎬ则应将不对称凹入的

最大部分视为船舶两侧对称的凹入部分ꎮ 凹入部分不必用板遮盖起来ꎮ
(２)　 如封闭上层建筑的端壁在其与上层建筑两侧交点向外延伸呈凸圆平顺曲线ꎬ则上层建筑的长

度可在一相当平面端壁基础上予以增加ꎮ 此增加量应为曲度前后延伸范围长度的 ２ / ３ꎮ 在确定此增加

量时ꎬ可以计入的最大弯曲部分是在上层建筑圆弧端壁与其侧壁交点至上层建筑半宽处ꎮ
如上层建筑有一突出部分ꎬ该突出部分在中心线的每一侧的宽度不小于船宽的 ３０％ ꎬ则上层建筑的

有效长度可通过考虑一抛物线状相当上层建筑端壁予以增加ꎮ 该抛物线应从突出部分中心线处延伸ꎬ通
过实际上层建筑端壁与突出部分侧壁的交点ꎬ再延伸到船的两侧ꎮ 抛物线应完全在上层建筑及其突出部

分的边界之内ꎮ
如上层建筑从船侧到第 ３(１０)条所许可的界限有凹入ꎬ则应以上层建筑的实际宽度(不是船宽)为基

础计算相当端壁ꎮ
(３)　 有倾斜端壁的上层建筑应按下列方式处理:

(ａ)　 当位于倾斜部分以外的上层建筑的高度等于或小于标准高度时ꎬ长度 Ｓ 应按图 ３４. １ 所

示算得ꎮ
(ｂ)　 当上述高度大于标准高度时ꎬ长度 Ｓ 应按图 ３４. ２ 所示算得ꎮ
(ｃ)　 以上所述仅适用于相对于基线的倾斜为 １５°或以上情况ꎬ如倾斜小于 １５°ꎬ则该结构应作

为舷弧处理ꎮ

图 ３４. １　 上层建筑的高度等于或小于标准高度 ｈ

　 　 　 　 　

图 ３４. ２　 上层建筑的高度大于标准高度

第 ３５ 条　 上层建筑的有效长度

(１)　 除(２)的规定外ꎬ标准高度的封闭上层建筑的有效长度(Ｅ)应为其长度ꎮ
(２)　 在所有情况下ꎬ如标准高度的封闭上层建筑如同第 ３(１０)条所许可的那样从船侧内缩ꎬ则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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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长度为按比例 ｂ / Ｂｓ修正的长度ꎬ其中:
ｂ———上层建筑长度中点处的宽度ꎻ和
Ｂｓ———上层建筑长度中点处的船宽ꎮ

如上层建筑在其部分长度中内缩ꎬ则此修正应仅适用于内缩部分ꎮ
(３)　 如封闭上层建筑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ꎬ则其有效长度应按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比例减小ꎮ

如高度超过标准ꎬ上层建筑有效长度不予增加(见图 ３４. １ 和图 ３４. ２)ꎮ
如上层建筑有倾斜的端壁ꎬ且倾斜部分以外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ꎬ则其有效长度 Ｅ 应为从图 ３４. １ 所

得的长度 Ｓ 按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比例折减ꎮ
如设有多余舷弧ꎬ但在船中 ０. ２Ｌ 范围内无任何上层建筑ꎬ且其尾楼或首楼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ꎬ则

可以将实际舷弧剖面与标准舷弧剖面的差值折算增加到尾楼或首楼的高度上去ꎮ 不应再准予按照第 ３８
(１６)条为多于舷弧而减小干舷ꎮ

(４)　 后升高甲板如设有完整的前端壁ꎬ则其有效长度应为后升高甲板的长度ꎬ最长可达到 ０. ６Ｌꎮ
如前端壁不是完整的ꎬ则此后升高甲板应作为小于标准高度的尾楼处理ꎮ

后升高甲板最大有效长度达 ０. ６Ｌꎬ即使后升高甲板与尾楼相连ꎬ此长度也应从尾垂线量起ꎮ
(５)　 不封闭的上层建筑无有效长度ꎮ

第 ３６ 条　 凸 形 甲 板

(１)　 不延伸到船舷两边的凸形甲板或类似建筑如符合下列条件ꎬ则应认为是有效的ꎮ
(ａ)　 凸形甲板至少和上层建筑一样坚固ꎻ
(ｂ)　 舱口设在凸形甲板上ꎬ舱口围板和舱盖符合第 １３ 条至第 １６ 条的各项要求ꎬ且凸形甲板

甲板边板的宽度可设适当的步桥并具有足够的侧向加强ꎮ 但是ꎬ在干舷甲板上可允许

有带水密盖的小型出入开口ꎻ
(ｃ)　 由凸形甲板上甲板或用坚固的固定步桥与上层建筑相连的分立凸形甲板ꎬ形成前后纵

通的固定工作平台ꎬ并设有栏杆ꎻ
(ｄ)　 通风筒是由凸形甲板、水密盖或其他相当装置防护ꎻ
(ｅ)　 在凸形甲板区域内的干舷甲板露天部分ꎬ至少在其长度一半的范围内装设栅栏栏杆ꎬ或

者ꎬ作为替代措施ꎬ按照第 ２４(２)条的规定在舷墙下部设有面积为舷墙总面积的 ３３％的

排水舷口ꎻ
(ｆ)　 机舱棚须由凸形甲板ꎬ至少达到标准高度的上层建筑ꎬ 或有同样高度和相当强度的甲板

室防护ꎻ
(ｇ)　 凸形甲板的宽度至少为船舶宽度的 ６０％ ꎻ和
(ｈ)　 如果没有上层建筑ꎬ凸形甲板的长度至少为 ０. ６Ｌꎮ

(２)　 有效凸形甲板的有效长度ꎬ应为其全长按其平均宽度与船宽 Ｂ 之比例折减ꎮ
(３)　 凸形甲板的标准高度是上层建筑的标准高度ꎬ而不是后升高甲板的标准高度ꎮ
(４)　 如凸甲板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ꎬ则其有效长度应按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比例折减ꎮ 如凸形

甲板甲板上的舱口围板高度小于第 １４ － １ 条要求的高度ꎬ则应从凸形甲板的实际高度中减去相应于实际

舱口围板高度和要求的舱口围板高度之间的差数ꎮ
(５)　 如凸形甲板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ꎬ且凸形甲板舱口围板高度也小于标准高度ꎬ或根本没有舱

口围板ꎬ则因舱口围板高度不足而从凸形甲板实际高度中减去的值应取为 ６００ｍｍ 与舱口围板实际高度

之差值ꎬ或当不设舱口围板时取为 ６００ｍｍꎮ 仅仅当凸形甲板的甲板上设有小于标准高度的小舱口时ꎬ可
免除标准围板高度的要求而不要求折减凸形甲板实际高度ꎮ

(６)　 在干舷计算中ꎬ如本款要求在所有方面得到满足ꎬ则连续的舱口可作为凸形甲板处理ꎮ
本条(１)(ｂ)中所述凸形甲板的甲板纵桁可按下述要求设置在凸形甲板侧壁的外侧:

９８１



(ａ)　 纵桁的设置应使得能在沿船的每一侧提供宽度至少为 ４５０ｍｍ 的净走道ꎻ
(ｂ)　 纵桁应为有效支撑和加强的坚固板ꎻ
(ｃ)　 纵桁应距干舷甲板以上尽可能高ꎮ 在干舷计算时ꎬ凸形甲板的高度应至少减去 ６００ｍｍ

或凸形甲板顶端与纵桁之间的实际差值ꎬ取其大者ꎻ
(ｄ)　 舱口盖锁紧装置应可从纵桁或走道处接近ꎻ
(ｅ)　 凸形甲板的宽度应在凸形甲板两侧壁之间量取ꎮ

(７)　 如干舷计算中计入的凸形甲板与上层建筑诸ꎬ如尾楼、桥楼或首楼毗邻ꎬ则凸形甲板和上层建

筑的公共舱壁部分上不应设置开口ꎬ但小开口ꎬ诸如管子、电缆或用螺栓装设盖子的人孔可以例外ꎮ
(８)　 在干舷计算中计入的凸形甲板的侧壁应是完整的ꎬ但可允许设有非开启型舷窗和螺栓型人

孔盖ꎮ

第 ３７ 条　 对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的干舷减除

(１)　 如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的有效长度为 １Ｌꎬ则干舷减除量就为:对船长 ２４ｍ 者为 ３５０ｍｍꎬ船长

８５ｍ 者为 ８６０ｍｍꎬ船长 １２２ｍ 及以上者为 １０７０ｍｍꎬ船长为中间值者ꎬ减除量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２)　 如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的总有效长度小于 １Ｌꎬ则减除量应为从下表取得的百分数ꎮ

Ａ 型和 Ｂ 型船舶的减除百分数 表 ３７. １

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的总有效长度

０ ０. １Ｌ ０. ２Ｌ ０. ３Ｌ ０. ４Ｌ ０. ５Ｌ ０. ６Ｌ ０. ７Ｌ ０. ８Ｌ ０. ９Ｌ １. ０Ｌ

各种上层建筑的

减除百分数
０ ７ １４ ２１ ３１ ４１ ５２ ６３ ７５. ３ ８７. ７ １００

　 　 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长度为中间值时ꎬ其百分数应按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３)　 对 Ｂ 型船舶ꎬ如首楼的有效长度小于 ０. ０７Ｌꎬ则不允许作减除ꎮ

第 ３８ 条　 舷　 　 弧

通则

(１)　 舷弧应自甲板边线量至通过船长中点舷弧线所绘的与龙骨平行的基准线ꎮ
(２)　 对龙骨设计成倾斜的船舶ꎬ舷弧应量至与设计载重水线平行的基准线ꎮ
(３)　 对平甲板船和有分立上层建筑的船舶ꎬ舷弧应量自干舷甲板ꎮ
(４)　 对舷侧上部为非正常外形的船舶ꎬ诸如舷侧上部为阶梯形或有中断ꎬ舷弧应按船长中点处相

当型深来考虑ꎮ
(５)　 对设有标准高度上层建筑的船舶ꎬ而且其上层建筑贯通干舷甲板的全长ꎬ舷弧应量自上层建

筑甲板ꎮ 如上层建筑的高度超过标准高度ꎬ则在每一端坐标上应加上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最小差数

(Ｚ)ꎮ 同样ꎬ在离首垂线和尾垂线
１
６ Ｌ 和

１
３ Ｌ 处的各中间坐标上ꎬ应分别增加 ０. ４４４Ｚ 和 ０. １１１Ｚꎮ 如在上

层建筑上叠加封闭的尾楼或首楼ꎬ则允许如图 ３８. １ 所示按(１２)规定的方法计取舷弧ꎮ
(６)　 如封闭上层建筑甲板有至少和露天干舷甲板同样的舷弧ꎬ则干舷甲板上封闭部分的舷弧不予

计入ꎮ
(７)　 如封闭尾楼或首楼的高度为标准高度ꎬ并具有比干舷甲板舷弧为大的舷弧ꎬ或者其高度大于

标准高度ꎬ则干舷甲板的舷弧应按(１２)规定增加ꎮ
如尾楼或首楼由两层组成ꎬ则应用图 ３８. ２ 所示的方法ꎮ
图 ３８. １ 和 ３８. ２ 中所用定义如下:
Ｚ 的定义同(５)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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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ｖ为通过“ｘ”点的虚拟标准抛物线的末端纵坐标值ꎮ 如果 Ｚｖ大于( ｚ ＋ ｈ)ꎬ则该末端纵坐标值应为

ｚ ＋ ｈꎬ在此情况下ꎬ“ｘ”点忽略不计且曲线②不予考虑ꎮ

图　 ３８. １

图　 ３８. ２

当第一层上层建筑的长度大于 ０. ５Ｌ 时ꎬ虚拟标准抛物线应如图 ３８. １ 所示起始于船中ꎮ
标准舷弧的剖面

(８)标准舷弧的纵坐标值在下表中给定:
标准舷弧剖面(Ｌ 的单位为:ｍ) 表 ３８. １

位　 　 置 纵坐标值(ｍｍ) 系　 　 数

船后半部

尾垂线 ２５ Ｌ
３ ＋ １０( ) １

离尾垂线 １ / ６Ｌ １１. １ Ｌ
３ ＋ １０( ) ３

离尾垂线 １ / ３Ｌ ２. ８ Ｌ
３ ＋ １０( ) ３

船中 ０ １

船前半部

船中 ０ １

离首垂线 １ / ３ Ｌ ５. ６ Ｌ
３ ＋ １０( ) ３

离首垂线 １ / ６Ｌ ２２. ２ Ｌ
３ ＋ １０( ) ３

首垂线 ５０ Ｌ
３ ＋ １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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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标准舷弧剖面有差异时的计算

(９)　 如舷弧剖面不同于标准剖面ꎬ应将每一舷弧剖面在船前半部或后半部的四个纵坐标值乘以上

面的纵坐标值表中所给定的相应系数ꎮ 将上述前半部或后半部的舷弧各自乘积之和与标准舷弧相应的

各自乘积之和的差数除以 ８ꎬ即算得前半部或后半部舷弧的不足或多余数ꎮ 前半部和后半部舷弧的不足

或多余数之算术平均数ꎬ即为舷弧之不足或多余数ꎮ
(１０)　 如后半部舷弧剖面大于标准ꎬ而其前半部舷弧剖面小于标准ꎬ则多余部分应不计ꎬ而只计其

不足部分ꎮ
(１１)　 如前半部舷弧剖面超过标准ꎬ而后半部舷弧剖面不小于标准的 ７５％ ꎬ对多余部分应计取ꎮ 如

后半部小于标准的 ５０％ ꎬ则对前半部多余的舷弧不予计取ꎮ 如后半部舷弧处于标准的 ５０％和 ７５％之间ꎬ
则对前半部多余的舷弧可按中间值计取ꎮ

(１２)　 对尾楼或首楼给予计算舷弧时ꎬ应按下式:

Ｓ ＝ ＹＬ′
３Ｌ

式中:Ｓ———计取的舷弧ꎬ可自不足舷弧中减去或加到多余舷弧中ꎻ
Ｙ———在首或尾垂线处上层建筑的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差ꎻ
Ｌ′———尾楼或首楼封闭部分的平均长度ꎬ最大达 ０. ５Ｌꎻ和
Ｌ———第 ３(１)条所定义的船长ꎮ

上述公式是形状为抛物线的一条曲线ꎬ它与实际舷弧曲线在干舷甲板处相切ꎬ并与末端纵坐标在上

层建筑甲板以下某一点相交ꎬ此点在上层建筑甲板之下的距离等于上层建筑甲板的标准高度ꎮ 上层建筑

甲板在该曲线任何一点以上的高度均不得小于标准高度ꎮ 该曲线应在确定船舶前半部和后半部舷弧剖

面时使用ꎮ
(１３)　 (ａ)　 如上层建筑未延伸到尾垂线ꎬ则其高度超出标准高度部分不能视作为对舷弧的补ꎮ

(ｂ)　 如上层建筑的高度小于标准ꎬ该上层建筑甲板在虚拟舷弧曲线任何一点以上的高度均

不得小于上层建筑的最小高度ꎮ 为此目的ꎬＹ 应取为上层建筑在首垂线 /尾垂线处的

实际高度与最小高度之差值ꎮ
(ｃ)　 对后升高甲板ꎬ仅当此后升高甲板高度大于第 ３３ 条所规定的“其他上层建筑”标准高

度时才计取舷弧ꎬ并且只能按后升高甲板实际高度超出标准高度的值计取ꎮ
(ｄ)　 如尾楼或首楼有倾斜端壁ꎬ则计取的舷弧可取高度的超出部分ꎮ 应使用(１２)中给出的

公式ꎬＹ 和 Ｌ′的值按图 ３８. ３ 所示计取ꎮ

图 ３８. ３　 高度多余的舷弧计取

与标准舷弧剖面差异的修正

(１４)　 舷弧的修正应以舷弧的不足数或多余数[见(９)至(１１)]乘以

０. ７５ －
Ｓ１

２Ｌ
式中:Ｓ１———由第 ３４ 条规定的无凸形甲板封闭上层建筑的总长 Ｓꎮ

舷弧不足ꎬ增加干舷

(１５)　 如舷弧小于标准ꎬ对舷弧不足的修正数[见(１４)]应加进干舷ꎮ
舷弧多余ꎬ减少干舷

(１６)　 如船舶的封闭上层建筑位于船中前后各 ０. １Ｌ 处ꎬ则根据(１４)的规定所计算的多余舷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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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数应从干舷中减去ꎻ如船中没有封闭上层建筑ꎬ则不应对干舷作减除ꎻ如上层建筑处于船中前后不

及０. １Ｌꎬ则从干舷中减除的值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对多余舷弧的最大减除值应为每 １００ｍ 船

长 １２５ｍｍꎮ
应用本款时ꎬ上层建筑的高度应与其标准高度相联系ꎮ 如上层建筑或后升高甲板的高度小于标准ꎬ

则应按其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比减除ꎮ

第 ３９ 条　 最小船首高度和储备浮力

(１)　 船首高度(Ｆｂ)ꎬ为在首垂线处ꎬ自相应于核定夏季干舷和设计纵倾的水线ꎬ量到船侧露天甲板

上边的垂直距离ꎬ此高度应不小于:
Ｆｂ ＝ [６０７５(Ｌ / １００) － １８７５ (Ｌ /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 (Ｌ / １００) ３] × [２. ０８ ＋ ０. ６０９Ｃｂ － １. ６０３Ｃｗｆ － ０. ０１２９(Ｌ / ｄ１)]

式中:Ｆｂ———计算的最小船首高度ꎬｍｍꎻ
Ｌ———第 ３ 条定义的长度ꎬｍꎻ
ｄ１———最小型深的 ８５％处的吃水ꎬｍꎻ
Ｃｂ———第 ３ 条定义的方形系数ꎻ
Ｃｗｆ———Ｌ / ２ 的前体水线面面积系数ꎻ Ｃｗｆ ＝ Ａｗｆ / [(Ｌ / ２)Ｂ]ꎻ
Ａｗｆ———吃水 ｄ１处 Ｌ / ２ 的前体水线面面积ꎬｍ２ꎻ
Ｂ———第 ３ 条定义的宽度ꎬｍꎮ

对核定木材干舷的船舶ꎬ在应用(１)时应采用夏季干舷(而不是木材夏季干舷)ꎮ
(２)　 如(１)要求的船首高度是由舷弧得到的ꎬ则舷弧应自首垂线量起至少延伸船长的 １５％ ꎻ如

是由设置上层建筑得到的ꎬ此上层建筑应自首柱延伸至首垂线后至少 ０. ０７Ｌ 处ꎬ并按第 ３(１０)条规定

封闭ꎮ
(３)　 为适应特殊作业要求而不能满足(１)和(２)要求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对其作特殊考虑ꎮ
(４)　 (ａ)　 如首楼的长度小于 ０. １５Ｌ 但大于 ０. ０７Ｌꎬ只要 ０. ０７Ｌ 与首垂线之间首楼的高度不小于第

３３ 条所规定上层建筑标准高度的一半ꎬ则首楼甲板的舷弧可予以计及ꎮ
(ｂ)　 如首楼的高度小于第 ３３ 条规定上层建筑标准高度的一半ꎬ则计算的船首高度可按下述

方式确定:
(ⅰ)　 如干舷甲板有自 ０. １５Ｌ 之后延伸的舷弧ꎬ在首垂线后 ０. １５Ｌ 处取高度等于船中

型深的一点为原点ꎬ作一通过首楼舱壁与甲板交点的抛物线ꎬ交于首垂线上一

点ꎬ该点应不高于首楼甲板的高度(如图 ３９. １ 所示)ꎮ 但是ꎬ如果图 ３９. １ 中高度

ｈｔ 的值小于高度 ｈｂ 的值ꎬ则在有效船首高度中ꎬｈｔ 可用 ｈｂ 代替ꎮ

图　 ３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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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如干舷甲板有延伸不到 ０. １５Ｌ 的舷弧或无舷弧ꎬ在 ０. ０７Ｌ 处从首楼甲板边线作

一平行于基线的直线交首垂线上一点(如图 ３９. ２ 所示)ꎮ

图　 ３９. ２

ｈｔ ＝ Ｚｂ
０. １５Ｌ
Ｘｂ

[ ]
２

－ Ｚ ｔ

ｈｆ ＝第 ３３ 条定义的上层建筑标准高度的一半

(５)　 除油船①、化学品船①和气体运输船①以外的所有 Ｂ 型干舷船首部应有附加的储备浮力ꎮ 在首

垂线之后 ０. １５Ｌ 范围内ꎬ夏季载重水线和甲板边线之间的侧投影面积(图 ３９. ３ 中 Ａ１和 Ａ２)和封闭上层建

筑(如设置)的侧投影面积(Ａ３)之和应不小于:
[０. １５Ｆｍｉｎ ＋ ４. ０(Ｌ / ３ ＋ １０)]Ｌ / １０００　 　 ｍ２

式中:Ｆｍｉｎ———按下式计算:
Ｆｍｉｎ ＝ (Ｆ０ × ｆ１) ＋ ｆ２

Ｆ０———表列干舷ꎬｍｍꎬ从表 ２８. ２ 查得ꎬ如适用ꎬ须经第 ２７(９)条或第 ２７(１０)条修正ꎻ
ｆ１———第 ３０ 条规定的方形系数修正ꎻ和
ｆ２———第 ３１ 条规定的型深修正ꎬｍｍꎮ

图　 ３９. ３

４９１
① 油船ꎬ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分别参见«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 ２. １２ꎬⅦ / ８. ２ 和Ⅶ/１１. ２ 的定义ꎮ



第 ４０ 条　 最 小 干 舷

(１)　 夏季最小干舷是将第 ２８ 条列表中查出的干舷ꎬ按第 ２７ 条修正ꎬ如适用时ꎬ再按第 ２９、３０、３１、
３２、３７、３８ 条修正ꎬ如第 ３９ 条适用时ꎬ亦应按该条修正ꎮ

(２)　 按(１)所算得的海水干舷ꎬ但未按第 ３２ 条规定作甲板线修正时ꎬ不得小于 ５０ｍｍꎮ 对在位置 １
有舱口ꎬ其舱盖不符合第 １６(１)至(５)条或第 ２６ 要求的船舶ꎬ此干舷应不小于 １５０ｍｍꎮ

热带干舷

(３)　 热带地带的最小干舷是从夏季干舷内减去夏季吃水的 １ / ４８ꎬ此夏季吃水系自龙骨上边量至载

重线标志的圆圈中心ꎮ
(４)　 按(３)所算得的海水干舷ꎬ但未按第 ３２ 条规定作甲板线修正时ꎬ不得小于 ５０ｍｍꎮ 对在位置 １

有舱口ꎬ其舱盖不符合第 １６(１)至(５)条或第 ２６ 条要求的船舶ꎬ此干舷不得小于 １５０ｍｍꎮ
冬季干舷

(５)　 冬季最小干舷是将夏季干舷加上夏季吃水的 １ / ４８ꎬ此夏季吃水系自龙骨上边量至载重线标志

的圆圈中心ꎮ
北大西洋冬季干舷

(６)　 对长度不超过 １００ｍ 的船舶ꎬ在冬季季节期进入第 ５２ 条(附则Ⅱ)所规定的北大西洋的任何部

分时ꎬ最小干舷应是冬季干舷另加 ５０ｍｍꎮ 对于其他船舶ꎬ北大西洋冬季干舷应为冬季干舷ꎮ
淡水干舷

(７)　 在密度为 １. ０００ 的淡水中ꎬ最小干舷应为海水最小干舷减去
Δ

４０Ｔｃｍꎮ

式中:Δ———在夏季载重水线时的海水排水量(ｔ)ꎻ和
Ｔ———在夏季载重水线时的海水中每一厘米浸水吨数ꎮ

(８)　 如果在夏季载重水线时的排水量不能确定ꎬ减除数应为夏季吃水的
１
４８ꎬ此夏季吃水系自龙骨

上缘量至载重线标志的圆圈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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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船舶核定木材干舷的特殊要求

第 ４１ 条　 本章适用范围

第 ４２ 条至第 ４５ 条仅适用于核定木材载重线的船舶ꎮ

第 ４２ 条　 定　 　 义

(１)　 木材甲板货ꎮ “木材甲板货”一词系指在干舷甲板的露天部分运载木材货物ꎮ 此名词不包括

木质纸浆或类似货物①ꎮ
(２)　 木材载重线ꎮ 木材甲板货可以认为是给船舶以一定的附加浮力和增加抗御海浪的能力ꎮ 为

此ꎬ对运载木材甲板货的船舶ꎬ可以允许根据第 ４５ 条各项规定的计算减少干舷ꎬ并根据第 ６(３)和(４)条
的规定在船舷勘划标志ꎮ 但是ꎬ为允许并使用上述载运木材的特殊干舷ꎬ木材甲板货应符合第 ４４ 条中规

定的某些条件ꎬ并且船舶本身也应符合第 ４３ 条中列出的有关船舶构造的某些条件ꎮ

第 ４３ 条　 船 舶 构 造

上层建筑

(１)　 船舶应有首楼ꎬ其高度至少为标准高度ꎬ长度至少为 ０. ０７Ｌꎮ 此外ꎬ如果船长小于 １００ｍꎬ尾部

应有高度至少为标准高度的尾楼ꎬ或者带甲板室且其总高度至少相同的后升高甲板ꎮ
双层底舱

(２)　 在船舶中部船长一半范围内设置的双层底舱ꎬ应有适当的水密纵向分隔ꎮ
舷墙

(３)　 船舶应装有固定舷墙ꎬ其高度至少为 １ｍꎬ上缘应特别加强并有与甲板连接的坚固舷墙支架支

撑ꎬ舷墙上设有必要的排水舷口ꎬ或者装有同样高度、结构特别加强的栏杆ꎮ

第 ４４ 条　 堆　 　 装

通则

(１)　 堆装货物的露天甲板上的开口应予紧密封舱ꎮ 通风筒和空气管应予有效防护ꎮ
(２)　 木材甲板货应至少布及全部可用长度ꎬ可用长度为上层建筑间一个阱或几个阱的总长度ꎮ
如果在后端无上层建筑作限制ꎬ则木材应至少伸延到最后一个货舱口的后端ꎮ
木材甲板货应尽可能横向分布至船边ꎬ对栏杆ꎬ舷墙支架、立柱ꎬ领水员进出通道等障碍ꎬ要适当留有

余地ꎬ但由此在船边形成的任何间隙平均应不超出船宽的 ４％ ꎮ 木材应尽可能紧密地堆装ꎬ至少达到上

层建筑(非任何后升高甲板)的标准高度ꎮ
(３)　 对冬季航行于冬季季节地带的船舶ꎬ甲板货物在露天甲板上的高度不得超过该船最大宽度

的 １ / ３ꎮ　
(４)　 木材甲板货应紧密地堆装、捆绑并系牢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堆装的木材不应妨碍船舶航行及船

上必要的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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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

(５)　 根据所运木材特征而需用的立柱ꎬ应在考虑船宽情况下具有足够强度ꎬ立柱的强度应不超过

舷墙的强度ꎬ立柱的间距应适合所运木材的长度和特征ꎬ但不得超过 ３ｍꎮ 应配备坚固的角钢或金属插座

或同等有效设施来固定立柱ꎮ
绑索

(６)　 木材甲板货应在其全长范围内ꎬ根据所载木材的特征ꎬ用主管机关可接受的绑索系统有效地

绑牢①ꎮ
稳性

(７)　 应在整个航行期间使船舶稳性保持在安全限度之内ꎬ要考虑到由于吸水和结冰之类原因而增

加的重量(如适用)ꎬ以及由于燃料和物料的消耗而减少的重量ꎮ
对船员的保护、出入机器处所等

(８)　 除第 ２５ (５)条的要求外ꎬ尚应在货物甲板的每侧设置栏杆或安全索ꎬ其垂向间距不大于

３５０ｍｍꎬ其在货物上的高度至少 １ｍꎮ
此外ꎬ应尽实际可能在接近船中心线处配备一条安全索ꎬ最好是钢丝绳ꎬ并用松紧螺旋扣收紧ꎮ 支持

所有栏杆和安全索的撑柱ꎬ其间距应能防止过分倾斜下垂ꎮ 如果货物是不平整的ꎬ应在货物上铺设一个

安全的走道面ꎬ其宽度不少于 ６００ｍｍꎬ并可靠而牢固地装在安全索下方或近安全索处ꎮ
(９)　 如果(８)所述要求不切实际ꎬ可用主管机关满意的其他替代装置ꎮ
操舵装置

(１０)　 操舵装置应妥加保护ꎬ避免被货物损坏ꎬ并尽可能便于到达ꎮ 应备有可靠的设施ꎬ以便在主

动操舵装置失灵时能操纵船舶ꎮ

第 ４５ 条　 干 舷 计 算

(１)　 最小夏季干舷ꎬ除了第 ３７ 条通过下表中的百分数代替第 ３７ 条中的修正百分数的修改外ꎬ应按

第 ２７(５)ꎬ２７(６)ꎬ２７(１４)ꎬ２８ꎬ２９ꎬ３０ꎬ３１ꎬ３２ꎬ３７ 和 ３８ 条计算ꎻ
表 ４５. １

上层建筑的总有效长度 ０ ０. １Ｌ ０. ２Ｌ ０. ３Ｌ ０. ４Ｌ ０. ５Ｌ ０. ６Ｌ ０. ７Ｌ ０. ８Ｌ ０. ９Ｌ １. ０Ｌ

各种上层建筑的减除百分数 ２０ ３１ ４２ ５３ ６４ ７０ ７６ ８２ ８８ ９４ １００

　 　 上层建筑的总有效长度为中间值时ꎬ其减除百分数用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２)　 冬季木材干舷ꎬ应在夏季木材干舷上增加夏季木材型吃水的 １ / ３６ꎮ
(３)　 北大西洋冬季木材干舷应和第 ４０(６)条中所规定的北大西洋冬季干舷一样ꎮ
(４)　 热带木材干舷ꎬ应从夏季木材干舷中减去夏季木材型吃水的 １ / ４８ꎮ
(５)　 淡水木材干舷ꎬ应在夏季木材载重水线基础上按第 ４０(７)条计算ꎬ或在量自龙骨上边至夏季木

材载重线的夏季木材吃水的基础上按第 ４０(８)条计算ꎮ
(６)　 减少干舷的“Ｂ”型船可以核定木材干舷ꎬ但木材干舷应在常规“Ｂ”型干舷基础上计算ꎮ
(７)　 当计算的冬季木材标志和 /或计算的北大西洋冬季木材标志位于减少干舷的“Ｂ”型冬季干舷

标志以下时ꎬ冬季木材标志和 /或北大西洋冬季木材标志应设置在与减少干舷的“Ｂ”型标志同一高度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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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Ⅱ　 地带、区域和季节期

在本附则中地带和区域ꎬ一般是以下述标准为依据来划分的:
夏季———蒲氏 ８ 级(３４ｋｎ)或 ８ 级以上的风力不超过 １０％ ꎮ
热带———蒲氏 ８ 级(３４ｋｎ)或 ８ 级以上的风力不超过 １％ ꎻ于 １０ 年中任何一单独日历月份内在 ５°平

方区域内ꎬ热带风暴不得多于 １ 次ꎮ
在某些特殊区域内ꎬ由于实际原因ꎬ可同意某种程度的放宽ꎮ
本附则附有海图 １ 张ꎬ说明以下规定的地带和区域ꎮ

第 ４６ 条　 北半球冬季季节地带与区域

(１)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Ⅰ和地带Ⅱ
(ａ)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Ｉ 位于从格陵兰海岸沿西经 ５０°子午线至北纬 ４５°ꎬ然后沿北纬

４５°线至西经 １５°ꎬ 复沿西经 １５°子午线至北纬 ６０°ꎬ 再沿北纬 ６０°线至格林威治子午线ꎬ
然后沿此子午线向北的这一地带以内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０ 月 １６ 日至 ４ 月 １５ 日ꎮ
　 　 夏季:自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ｂ)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Ⅱ位于从美国海岸沿西经 ６８°３０′子午线至北纬 ４０°ꎬ然后沿恒向

线至北纬 ３６°、西经 ７３°一点ꎬ再沿北纬 ３６°线至西经 ２５°ꎬ然后沿恒向线至托里纳纳角的

这一地带以内ꎮ
从这一地带内除去: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Ｉꎬ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区域和以斯卡吉

腊克海峡的斯卡的纬度线为界的波罗的海ꎮ 歇特兰群岛被视为位于北大西洋冬季季节

地带Ⅰ和Ⅱ的界限上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夏季: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２)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区域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区域的界限是:
从美国海岸沿西经 ６８°３０′子午线至北纬 ４０°ꎬ 再沿恒向线至西经 ６１°子午线和加拿大海岸的最南交

点ꎬ然后至加拿大和美国的东海岸ꎮ
季节期

对于长度超过 １００ｍ 的船舶:
　 　 冬季:自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 月 １５ 日ꎮ
　 　 夏季:自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１２ 月 １５ 日ꎮ
对于长度为 １００ｍ 和 １００ｍ 以下的船舶:
　 　 冬季:自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夏季: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３) 　 北太平洋冬季季节地带

北太平洋冬季季节地带的南界是:
以苏联东海岸沿北纬 ５０°线到库页岛西海岸ꎬ 然后沿库页岛西海岸到库里温(Ｋｒｉｌ′ｏｎ)角的南端ꎬ 再

沿恒向线至日本北海道的稚内ꎬ 再沿北海道的东海岸和南海岸到东经 １４５°ꎬ 再沿东经 １４５°子午线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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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３５°ꎬ再沿北纬 ３５°线到西经 １５０°ꎬ然后沿恒向线到阿拉斯加的达尔岛南端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０ 月 １６ 日至 ４ 月 １５ 日ꎮ
　 　 夏季:自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第 ４７ 条　 南半球冬季季节地带

南半球冬季季节地带的北界为:
从美洲东海岸特里斯彭塔斯角沿恒向线至南纬 ３４°、西经 ５０°一点ꎬ此后沿南纬 ３４°线至东经 １６°ꎬ复

沿恒向线至南纬 ３６°、东经 ２０°一点ꎬ再沿恒向线至南纬 ３４°、东经 ３０°一点ꎬ复沿恒向线至南纬 ３５°３０'、东
经 １１８°一点ꎬ再沿恒向线至塔斯马尼亚岛西北海岸上的格里姆角ꎻ此后再沿塔斯马尼亚岛的北海岸和东

海岸至布鲁尼岛的最南点ꎬ复沿恒向线至斯图尔特岛上的黑岩岬ꎬ再沿恒向线至南纬 ４７°、东经 １７０°一
点ꎬ再沿恒向线至南纬 ３３°、西经 １７０°一点ꎬ然后再沿南纬 ３３°线至美洲西海岸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夏季:自 １０ 月 １６ 日至 ４ 月 １５ 日ꎮ

第 ４８ 条　 热 带 地 带

(１) 　 热带地带的北界

热带地带的北界是:
从美洲东海岸沿北纬 １３°线至西经 ６０°ꎬ复沿恒向线至北纬 １０°、西经 ５８°一点ꎬ再沿北纬 １０°线至西经

２０°ꎬ再沿西经 ２０°子午线至北纬 ３０°ꎬ然后再沿北纬 ３０°线至非洲西海岸ꎻ从非洲东海岸北纬 ８°线至东经

７０°ꎬ再沿东经 ７０°的子午线至北纬 １３°ꎬ再沿北纬 １３°至印度的西海岸ꎻ再从印度南海岸至印度东海岸北

纬 １０°３０′ꎬ再沿恒向线至北纬 ９°、东经 ８２°一点ꎬ再沿东经 ８２°的子午线至北纬 ８°ꎬ再沿北纬 ８°线至马来西

亚的西海岸ꎬ然后从东南亚的海岸至越南东海岸北纬 １０°处ꎬ 复沿北纬 １０°线至东经 １４５°ꎬ再沿东经 １４５°
的子午线至北纬 １３°ꎬ然后沿北纬 １３°线至美洲的西海岸ꎮ

西贡被认为处在热带地带和季节热带区域的分界线上ꎮ
(２) 　 热带地带的南界

热带地带的南界是:
从巴西的圣多斯港沿恒向线至西经 ４０°的子午线与南回归线之相交点ꎻ然后沿南回归线至非洲西海

岸ꎬ从非洲东海岸的南纬 ２０°线至马达加斯加的西海岸ꎬ再沿马达加斯加的西海岸和北海岸至东经 ５０°ꎬ
再沿东经 ５０°的子午线至南纬 １０°ꎬ再沿南纬 １０°线至东经 ９８°ꎬ再沿恒向线至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ꎬ再沿

澳大利亚及韦塞尔岛海岸向东至韦塞尔角ꎬ再沿南纬 １１°线至约克角的西侧ꎬ再从约克角的东侧沿南纬

１１°线至西经 １５０°ꎬ从此沿恒向线至南纬 ２６°、西经 ７５°一点ꎬ 然后再沿恒向线至南纬 ３２°４７′ꎬ西经 ７２°一
点ꎬ从此处沿南纬 ３２°４７′至南美洲西海岸ꎮ

范帕莱苏和圣多斯均被认为处在热带地带和夏季地带的分界线上ꎮ
(３) 　 列入热带地带的区域

下列区域被列入热带地带:
(ａ)　 苏伊士运河、红海和亚丁湾ꎬ 从塞得港到东经 ４５°的子午线ꎮ 亚丁及柏培拉被认为处于

热带地带和热带季节区域的分界线上ꎮ
(ｂ)　 波斯湾至东经 ５９°的子午线ꎮ
(ｃ)　 从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沿南纬 ２２°线到大堡礁ꎬ再从大堡礁至南纬 １１°所包围的区域ꎮ 这

个区域的北界为热带地带的南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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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９ 条　 季节热带区域

季节热带区域如下:
(１) 　 北大西洋

区域范围:
北面ꎬ以尤卡坦的卡托切角沿恒向线至古巴的圣安东尼奥角ꎬ再经古巴的北海岸至北纬 ２０°ꎬ再沿北

纬 ２０°线至西经 ２０°一线为界ꎻ西面ꎬ以美洲海岸为界ꎻ南面和东面ꎬ以热带地带的北界为界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１５ 日ꎮ
　 　 夏季:自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２) 　 阿拉伯海

区域范围:
西面ꎬ 以非洲海岸在亚丁湾内东经 ４５°的子午线ꎬ南阿拉伯海岸和阿曼湾内东经 ５９ 的子午线为界ꎻ
北面和东面ꎬ经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海岸为界ꎻ
南面ꎬ以热带地带的北界为界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９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ꎮ
　 　 夏季:自 ６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ꎮ

(３) 　 孟加拉湾

热带地带北界以北的孟加拉湾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ꎮ
　 　 夏季:自 ５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４) 　 南印度洋

(ａ)　 区域范围:
北面和西面ꎬ以热带地带的南界和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为界ꎻ
南面ꎬ以南纬 ２０°线为界ꎻ
东面ꎬ从南纬 ２０°、东经 ５０°一点ꎬ沿恒向线至南纬 １５°、东经 ５１°３０′一点ꎬ 然后再沿东经

５１°３０′的子午线至南纬 １０°为界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夏季: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ｂ)　 区域范围:
北面ꎬ 以热带地带的南界为界ꎻ
东面ꎬ 以澳大利亚的海岸为界ꎻ
南面ꎬ 以沿南纬 １５°线从东经 ５１°３０′至东经 １１４°ꎬ再沿东经 １１４°子午线至澳大利亚的海

岸为界ꎻ
西面ꎬ 以东经 ５１°３０′的子午线为界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５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夏季: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ꎮ

(５) 　 中国海

区域范围:
西面和北面ꎬ 以自北纬 １０°至香港的越南与中国的海岸为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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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面ꎬ 自香港沿恒向线至吕宋岛的苏阿尔港再沿吕宋岛、萨马岛与莱特岛的西海岸至北纬 １０°ꎮ
南面ꎬ以北纬 １０°线为界ꎻ
香港和苏阿尔港被认为处于季节热带区域和夏季地带的分界线上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ꎮ
　 　 夏季:自 ５ 月 １ 日至 １ 月 ２０ 日ꎮ

(６) 　 北太平洋

(ａ)　 区域范围:
北面ꎬ 以北纬 ２５°线为界ꎻ
西面ꎬ 以东经 １６０°子午线为界ꎻ
南面ꎬ 以北纬 １３°线为界ꎻ
东面ꎬ 以西经 １３０°子午线为界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夏季:自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ｂ)　 区域范围:
北面和东面ꎬ以美洲西海岸为界ꎻ
西面ꎬ从美洲海岸沿西经 １２３°子午线至北纬 ３３°ꎬ 然后从北纬 ３３°、西经 １２３°一点ꎬ 沿恒

向线至北纬 １３°、西经 １０５°一点为界ꎻ
南面ꎬ以北纬 １３°线为界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３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ꎮ
　 　 　 　 自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夏季:自 ７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２８ 日或 ２９ 日ꎮ

(７) 　 南太平洋

(ａ)　 南纬 １１°以南的卡奔塔利亚湾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夏季: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ｂ)　 区域范围:
北面和东面ꎬ 以热带地带的南界为界ꎻ
南面ꎬ 自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沿南纬 ２４°线至东经 １５４°ꎬ然后沿东经 １５４°子午线至南回归

线ꎬ再沿南回归线至西经 １５０°ꎬ然后沿西经 １５０°子午线至南纬 ２０°ꎬ再沿南纬 ２０°线至与

热带地带的南方界限之交点ꎻ西面ꎬ以列入热带地带的大堡礁以内的区域的界限和澳大

利亚的东海岸为界ꎮ
季节期

　 　 热带: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夏季: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第 ５０ 条　 夏 季 地 带

上述以外的区域构成夏季地带ꎮ
但是ꎬ对长度为 １００ｍ 和 １００ｍ 以下的船舶来说ꎬ下述范围为冬季季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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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和西面ꎬ以美国的东海岸为界ꎻ
东面ꎬ从美国海岸沿西经 ６８°３０′子午线至北纬 ４０°ꎬ然后再沿恒向线至北纬 ３６°、西经 ７３°一点ꎻ
南面ꎬ以北纬 ３６°线为界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夏季: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第 ５１ 条　 封 闭 海 域

(１) 　 波罗的海

以斯卡吉腊克海峡的斯卡的纬度线为界的海域列入夏季地带ꎮ 但是ꎬ对长度为 １００ｍ 和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来说ꎬ这地带为冬季季节区域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ꎮ
夏季: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２) 　 黑海

列入夏季地带ꎮ
但是ꎬ 对长度为 １００ｍ 和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来说ꎬ北纬 ４４°以北的区域是冬季季节区域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２８ 日或 ２９ 日ꎮ
　 　 夏季:自 ３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３) 　 地中海

列入夏季地带ꎮ
但是ꎬ 对长度为 １００ｍ 和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来说ꎬ下述范围为冬季季节区域:
北面和西面ꎬ以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及自西班牙海岸经东经 ３°子午线至北纬 ４０°为界ꎻ
南面ꎬ自东经 ３°沿北纬 ４０°线至撒丁岛的西海岸ꎻ
东面ꎬ自北纬 ４０°沿撒丁岛的西海岸和北海岸至东经 ９°ꎬ然后沿东经 ９°的子午线至科西嘉岛的南海

岸ꎬ再沿科西嘉岛的西海岸及北海岸至东经 ９°ꎬ再沿恒向线至锡西埃角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３ 月 １５ 日ꎮ
　 　 夏季:自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１２ 月 １５ 日ꎮ

(４) 　 日本海

北纬 ５０°以南列入夏季地带ꎮ
但是ꎬ对长度为 １００ｍ 和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来说ꎬ处于北纬 ５０°线和自朝鲜的东海岸北纬 ３８°沿恒向线

至日本的北海道的西海岸北纬 ４３°１２′之间的区域为冬季季节区域ꎮ
季节期

　 　 冬季:自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２８ 日或 ２９ 日ꎮ
　 　 夏季:自 ３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第 ５２ 条　 北大西洋冬季载重线

附则Ⅰ第 ４０ 条(６)涉及的北大西洋部分包括:
(ａ)　 位于西经 １５°和西经 ５０°两子午线之间的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Ⅱ部分ꎻ
(ｂ)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Ｉ 的全部ꎬ 设得兰群岛被认为处于其边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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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商船用地带、区域与季节期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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