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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１　 本篇第 １ 章至第 ６ 章是执行«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简
称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的规定ꎬ其内容涵盖了«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６ 个附则的内容ꎬ本篇各章对应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

的附则如下:
第 １ 章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
第 ２ 章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
第 ３ 章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Ⅲ
第 ４ 章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Ⅳ
第 ５ 章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Ⅴ
第 ６ 章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
上述各章完全引用了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相应附则的正文ꎬ包括了直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各项修正

案(截止 ＭＥＰＣ６５ 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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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本篇第 ３ 章纳入经修订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Ⅲ文本(以 ＭＥＰＣ. １９３(６１)决议通过)ꎬ该章节的内

容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实施ꎮ
３　 本篇第 ７ 章是执行«２００１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简称 ＡＦＳ 公约)的规定ꎬ其内

容涵盖了 ＡＦＳ 公约及其附则 １ 和附则 ４ 的相关内容ꎬ在文字编辑上稍作调整ꎮ
４　 本篇第 ８ 章是执行«２００９ 年香港国际安全与环境无害化拆船公约»(简称香港公约)中关于船舶

的相关技术要求ꎬ内容涵盖了香港公约及其附则和相关导则的技术条款ꎬ在文字编辑上做调整ꎮ 适用于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国际航行船舶ꎬ为非强制性内容ꎬ相关方可自愿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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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防止油类污染规则(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

Ⅰ　 总　 　 则

第 １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油类系指包括原油、燃油、油泥、油渣和炼制品(公约附则Ⅱ所规定的石油化学品除外)在内的任

何形式的石油ꎬ以及不限于上述一般原则ꎬ包括本附则附录Ⅰ中所列的物质ꎮ
２　 原油系指任何天然存在于地层中的液态烃混合物ꎬ不论其是否经过处理以适合运输ꎮ 它包括:

. １　 可能业已去除某些馏分的原油ꎻ和

. ２　 可能业已添加某些馏分的原油ꎮ
３　 油性混合物系指含有任何油分的混合物ꎮ
４　 燃油系指船舶所载有并用作其推进和辅助机器的燃料的任何油类ꎮ
５　 油船系指建造为或改造为主要在其装货处所装运散装油类的船舶ꎬ并包括全部或部分装运散装

货油的兼用船、公约附则Ⅱ中所定义的任何“ＮＬＳ 液货船”和(经修订的)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１ / ３. ２０ 条中所定

义的任何气体运输船ꎮ
６　 原油油船系指从事原油运输业务的油船ꎮ
７　 成品油油船系指从事除原油以外的油类运输业务的油船ꎮ
８　 兼用船系指设计为装运散装货油或者装运散装固体货物的船舶ꎮ
９　 重大改建:

. １　 系指对船舶所作的下述改建:
. １　 实质上改变了该船的尺度或装载容量ꎻ或
. ２　 改变了该船的类型ꎻ或
. ３　 根据主管机关的意见ꎬ这种改建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要延长该船的使用年限ꎻ或
. ４　 这种改建如在其他方面使该船成为一艘新船ꎬ则该船应遵守 ＭＡＲＰＯＬ 中不适用于现有

船舶的有关规定ꎮ
. ２　 尽管有本定义的规定:

. １　 但对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

油船进行改建以求符合本附则第 １８ 条的要求ꎬ就本附则而言ꎬ不应视为构成了重大改

建ꎻ和
. ２　 但对第 １. ２８. ５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交船的油船进行改建以求符合本附

则第 １９ 或 ２０ 条的要求ꎬ就本附则而言ꎬ不应视为构成了重大改建ꎮ
１０　 最近陆地:距“最近陆地”一词ꎬ系指距按照国际法划定领土所属领海的基线ꎬ但下述情况除外:

就 ＭＡＲＰＯＬ 而言ꎬ在澳大利亚东北海面距“最近陆地”系指距澳大利亚海岸下述各点的连线:
自南纬 １１°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８′的一点起ꎬ至南纬 １０°３５′东经 １４１°５５′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０°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９°１０′东经 １４３°５２′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９°００′东经 １４４°３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１０°４１′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３°００′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１５°００′东经 １４６°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７°３０′东经 １４７°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２１°００′东经 １５２°５５′的一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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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至南纬 ２４°３０′东经 １５４°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澳大利亚海岸南纬 ２４°４２′东经 １５３°１５′的一点所画的

一条连线ꎮ
１１　 特殊区域系指这样的一个海域ꎬ在该海域中ꎬ由于其海洋学的和生态学的情况以及其交通的特

殊性质等方面公认的技术原因ꎬ需要采取特殊的强制办法以防止油类物质污染海洋ꎮ
就本附则而言ꎬ特殊区域定义如下:

. １　 地中海区域系指地中海本身ꎬ包括其中的各个海湾和海区在内ꎬ与黑海以北纬 ４１°为界ꎬ西
至直布罗陀海峡ꎬ以西经 ００５°３６′为界ꎻ

. ２　 波罗的海区域系指波罗的海本身以及波的尼亚湾、芬兰湾和波罗的海入口(以斯卡格拉克

海峡中斯卡晏角处的北纬 ５７°４４. ８′为界)ꎻ
. ３　 黑海区域系指黑海本身ꎬ与地中海以北纬 ４１°为界ꎻ
. ４　 红海区域系指红海本身ꎬ包括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ꎬ南以拉斯西尼(北纬 １２°２８. ５′ꎬ东经

０４３°１９. ６′)和胡森穆拉得(北纬 １２°４０. ４′ꎬ东经 ０４３°３０. ２′)之间的恒向线为界ꎻ
. ５　 海湾区域系指位于拉斯尔哈得(北纬 ２２°３０′ꎬ东经 ０５９°４８′)和拉斯阿尔法斯特(北纬 ２５°０４′ꎬ

东经 ０６１°２５′)之间的恒向线西北的海域ꎻ
. ６　 亚丁湾区域系指红海和阿拉伯海之间的亚丁湾部分ꎬ西以拉斯西尼(北纬 １２°２８. ５′ꎬ 东经

０４３°１９. ６′)和胡森穆拉特(北纬 １２°４０. ４′ꎬ东经 ０４３°３０. ２′)之间的恒向线为界ꎬ东以拉斯阿

西尔(北纬 １１°５０′ꎬ东经 ０５１°１６. ９′)和拉斯法尔塔克(北纬 １５°３５′ꎬ东经 ０５２°１３. ８′)之间的

恒向线为界ꎻ
. ７　 南极区域系指南纬 ６０°以南的区域ꎻ和
. ８　 西北欧水域包括北海及其入口ꎬ爱尔兰海及其入口ꎬ克尔特海ꎬ英吉利海峡及其入口以及紧

靠爱尔兰西部的大西洋东北海域ꎮ 该区域以下述各点的连线为界:
法国海岸线上北纬 ４８°２７′
北纬 ４８°２７′ꎬ西经 ００６°２５′
北纬 ４９°５２′ꎬ西经 ００７°４４′
北纬 ５０°３０′ꎬ西经 ０１２°
北纬 ５６°３０′ꎬ西经 ０１２°
北纬 ６２°ꎬ西经 ００３°
挪威海岸线上北纬 ６２°
丹麦和瑞典海岸线上北纬 ５７°４４. ８′

. ９　 阿拉伯海的阿曼区域系指下述坐标范围内的海域:
北纬 ２２°３０. ００′ Ｎꎻ东经 ０５９°４８. ００′ Ｅ
北纬 ２３°４７. ２７′ Ｎꎻ东经 ０６０°３５. ７３′ Ｅ
北纬 ２２°４０. ６２′ Ｎꎻ东经 ０６２°２５. ２９′ Ｅ
北纬 ２１°４７. ４０′ Ｎꎻ东经 ０６３°２２. ２２′ Ｅ
北纬 ２０°３０. ３７′ Ｎꎻ东经 ０６２°５２. ４１′ Ｅ
北纬 １９°４５. ９０′ Ｎꎻ东经 ０６２°２５. ９７′ Ｅ
北纬 １８°４９. ９２′ Ｎꎻ东经 ０６２°０２. ９４′ Ｅ
北纬 １７°４４. ３６′ Ｎꎻ东经 ０６１°０５. ５３′ Ｅ
北纬 １６°４３. ７１′ Ｎꎻ东经 ０６０°２５. ６２′ Ｅ
北纬 １６°０３. ９０′ Ｎꎻ东经 ０５９°３２. ２４′ Ｅ
北纬 １５°１５. ２０′ Ｎꎻ东经 ０５８°５８. ５２′ Ｅ
北纬 １４°３６. ９３′ Ｎꎻ东经 ０５８°１０. ２３′ Ｅ
北纬 １４°１８. ９３′ Ｎꎻ东经 ０５７°２７. ０３′ Ｅ
北纬 １４°１１. ５３′ Ｎꎻ东经 ０５６°５３. ７５′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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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１３°５３. ８０′ Ｎꎻ东经 ０５６°１９. ２４′ Ｅ
北纬 １３°４５. ８６′ Ｎꎻ东经 ０５５°５４. ５３′ Ｅ
北纬 １４°２７. ３８′ Ｎꎻ东经 ０５４°５１. ４２′ Ｅ
北纬 １４°４０. １０′ Ｎꎻ东经 ０５４°２７. ３５′ Ｅ
北纬 １４°４６. ２１′ Ｎꎻ东经 ０５４°０８. ５６′ Ｅ
北纬 １５°２０. ７４′ Ｎꎻ东经 ０５３°３８. ３３′ Ｅ
北纬 １５°４８. ６９′ Ｎꎻ东经 ０５３°３２. ０７′ Ｅ
北纬 １６°２３. ０２′ Ｎꎻ东经 ０５３°１４. ８２′ Ｅ
北纬 １６°３９. ０６′ Ｎꎻ东经 ０５３°０６. ５２′ Ｅ

. １０　 南非南部水域系指由下列坐标包围的海域:
南纬 ３１°１４′ꎻ东经 ０１７°５０′
南纬 ３１°３０′ꎻ东经 ０１７°１２′
南纬 ３２°００′ꎻ东经 ０１７°０６′
南纬 ３２°３２′ꎻ东经 ０１６°５２′
南纬 ３４°０６′ꎻ东经 ０１７°２４′
南纬 ３６°５８′ꎻ东经 ０２０°５４′
南纬 ３６°００′ꎻ东经 ０２２°３０′
南纬 ３５°１４′ꎻ东经 ０２２°５４′
南纬 ３４°３０′ꎻ东经 ０２６°００′
南纬 ３３°４８′ꎻ东经 ０２７°２５′
南纬 ３３°２７′ꎻ东经 ０２７°１２′

１２　 油量瞬间排放率系指任一瞬间每小时排油的升数除以同一瞬间船速节数之值ꎮ
１３　 舱柜系指为船舶的永久结构所形成并设计为装运散装液体的围蔽处所ꎮ
１４　 边舱系指与船壳边板相连的任何舱柜ꎮ
１５　 中间舱系指纵向舱壁间的任何舱柜ꎮ
１６　 污油水舱系指专用于收集舱柜排出物、洗舱水和其他油性混合物的舱柜ꎮ
１７　 清洁压载水系指这样一个舱内的压载水ꎬ该舱自上次装油后ꎬ已清洗到如此程度ꎬ以致倘若在晴

天从一静态船舶将该舱中的排出物排入清洁而平静的水中ꎬ不会在水面或邻近的岸线上产生明显的痕

迹ꎬ或形成油泥或乳化物沉积于水面以下或邻近的岸线上ꎮ 如果压载水是通过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排油监

控系统排出的ꎬ而根据这一系统的测定查明该排出物的含油量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ꎬ则尽管有明显的痕迹ꎬ仍应

确定该压载水是清洁的ꎮ
１８　 专用压载水系指装入这样一个舱内的压载水ꎬ该舱与货油及燃油系统完全隔绝并固定用于装载

压载水ꎬ或固定用于装载压载水或 ＭＡＲＰＯＬ 各附则中所指各种油类或有毒物质以外的压载水或货物ꎮ
１９　 船长(Ｌ)系指量自龙骨板上缘的最小型深 ８５％处水线总长的 ９６％ ꎬ或沿该水线首柱前缘至舵杆

中心的长度ꎬ取大者ꎮ 对设计为具有倾斜龙骨的船舶ꎬ计量该长度的水线应与设计水线平行ꎮ 船长(Ｌ)
以 ｍ 计ꎮ

２０　 首尾垂线应取自船长(Ｌ)的前后两端ꎬ首垂线应与计量船长水线上的首柱前缘相重合ꎮ
２１　 船中部系指在船长(Ｌ)的中部ꎮ
２２　 船宽(Ｂ)系指船舶的最大宽度ꎬ对金属船壳的船舶是在船中部量至两舷肋骨型线ꎬ对船壳为任

何其他材料的船舶则是在船中部量至两舷船壳的外表面ꎮ 船宽(Ｂ)以 ｍ 计ꎮ
２３　 载重量(ＤＷ)系指船舶在相对密度为 １. ０２５ 的水中处于与勘定的夏季干舷相应的载重线时的排

水量和该船的空载排水量之间的差数ꎬ以吨计ꎮ
２４　 空载排水量系指船舶在舱柜内没有货物、燃油、滑油、压载水、淡水和锅炉给水ꎬ以及船上没有消

耗物料、乘客和船员及其行李时的排水量ꎬ以吨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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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某一处所的渗透率系指该处所假定要被水占据的容积和该处所总容积之比ꎮ
２６　 船内的容积和面积在任何情况下应算至型线ꎮ
２７　 周年日期系指与«国际防止油污染证书»期满之日对应的每年的该月该日ꎮ
２８. １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船舶系指:

. １　 在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或

. ３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船舶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船舶:
. １　 在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以前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２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船舶系指:
. １　 在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或
. ３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船舶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船舶:

. １　 在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后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３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系指:

. １　 在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签订建造合同的油船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油船ꎻ或

. ３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油船:
. １　 在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前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４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油船系指:
. １　 在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油船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油船ꎻ或
. ３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油船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油船:

. １　 在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５　 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交船的油船系指:

. １　 在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签订建造合同的油船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６ 日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油船ꎻ或

. ３　 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交船的油船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油船:
. １　 在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６ 日以前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６　 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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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在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油船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６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油船ꎻ或

. ３　 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油船:
. １　 在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６ 日或以后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７　 在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系指:
. １　 在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油船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油船ꎻ或
. ３　 在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油船:

. １　 在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 日或以后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８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系指:

. １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油船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建造阶段的油船ꎻ或

. ３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油船:
. １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改建合同ꎻ或
. ２　 无改建合同ꎬ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改建工程开工ꎻ或
. ３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改建工程完成ꎮ

２８. ９　 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船舶系指:
. １　 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ꎻ或
.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在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或
. ３　 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船舶ꎻ或
. ４　 经重大改建的船舶:

. １　 改建合同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以后签订ꎻ或

. ２　 如无改建合同ꎬ改建施工在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以后开工ꎻ或

. ３　 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以后完工ꎮ
２９　 百万分比(ｐｐｍ)系指按体积计算的每百万分水中的含油量ꎮ
３０　 建造的船舶系指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３１　 残油(油泥)系指船舶正常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废油产物ꎬ例如由主机或辅机的燃油或润滑

油净化产生的残余废油产物ꎬ来自滤油设备的分离废油ꎬ滴油盘收集的废油ꎬ以及废弃液压油和润滑油ꎮ
３２　 残油(油泥)舱系指储存残油(油泥)的舱柜ꎬ通过标准排放接头和其他任何认可的处理措施可

从该舱直接处理油泥ꎮ
３３　 含油舱底水系指可能被由机器处所中的渗漏或维护工作产生的油污染的水ꎮ 进入舱底水系统

(包括舱底水阱、舱底水管系、舱顶或舱底水储存柜)的任何液体被视为含油舱底水ꎮ
３４　 含油舱底水储存柜系指在含油舱底水被排放、过驳或处理前收集含油舱底水的舱柜ꎮ

第 ２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附则的规定适用于所有船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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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非油船ꎬ如设有构造为用于装载散装油类的装货处所ꎬ且其总容量为 ２００ｍ３ 或以上ꎬ则本附则关

于油船的第 １６、２６. ４、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４ 和 ３６ 条的要求ꎬ也适用于这些处所的构造和作业ꎻ但如总容量少

于 １０００ｍ３ꎬ则可适用本附则第 ３４. ６ 条的要求以代替第 ２９、３１ 及 ３２ 条ꎮ
３　 受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的规定约束的货物ꎬ如装载于油船的装货处所ꎬ则也适用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的

相应要求ꎮ
４　 本附则第 ２９、３１ 和 ３２ 条的要求不适用于装载沥青或受本附则的规定约束的其他油品的油船ꎬ这

些油品的物理特性会妨碍油品和水的有效分离和监测ꎮ 为实施本附则第 ３４ 条规定的排放控制ꎬ应将残

余物留存船上并将所有污染的洗舱水排入接收设备ꎮ
５　 除应遵照本条 ６ 的规定外ꎬ本附则第 １８. ６ 至 １８. ８ 条不适用于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且仅在下述港口或装卸站之间专门从事特定营运的油船:
. １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境内的港口或装卸站ꎻ或
. ２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的港口或装卸站ꎬ而且:

. １　 该航程完全在某一特殊区域之内ꎻ或

. ２　 该航程完全在国际海事组织所指定的其他限定范围之内ꎮ
６　 只有在上述航程中的装货港口或装货站设有接收设备ꎬ足以从使用该设备的油船接收处理全部

压载水及洗舱水ꎬ并符合所有下述条件时ꎬ本条 ５ 的规定才能适用:
. １　 除本附则第 ４ 条所规定的各项例外以外ꎬ全部压载水(包括清洁压载水)及洗舱残余物ꎬ均留

存船上并送入接收设备ꎬ同时本附则第 ３６ 条所指«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所作的相应记载由

港口国主管当局签署ꎻ
. ２　 主管机关和本条 ５. １ 或 ５. ２ 中所指港口国的政府之间已就使用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进行特定营运达成了协议ꎻ
. ３　 按本附则有关规定在上述港口或装卸站所设置的接收设备ꎬ就本条规定而言ꎬ其足够性已由

这些港口或装卸站所在地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政府予以认可ꎻ以及

. ４　 在«国际防止油污证书»上已作签署ꎬ说明该油船仅从事该项特定营运ꎮ

第 ３ 条　 免　 　 除

１　 任何船舶ꎬ诸如水翼船、气垫船、近水面船艇和潜水船艇等ꎬ其结构特点使得应用本附则第 ３ 和 ４
章有关构造和设备的任何规定为不合理或不可行时ꎬ参照该船所要从事的营运情况ꎬ倘若其构造和设备

能提供对油污的同等防护ꎬ主管机关可对其免除这些规定ꎮ
２　 主管机关所准许的任何这种免除的细节ꎬ应在本附则第 ７ 条所指的证书中予以指明ꎮ
３　 准许任何这种免除的主管机关ꎬ应将免除的细节和理由尽速(但不得超过其后的 ９０ 天)送交国际

海事组织ꎬ并由国际海事组织转发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ꎬ供其参考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有)ꎮ
４　 对于专门从事续航时间为 ７２ｈ 或更少且距最近陆地 ５０ｎ ｍｉｌｅ 以内的航行的油船ꎬ如果该油船仅

在 ＭＡＲＰＯＬ 一个缔约国境内的港口或装卸站之间从事营运ꎬ 主管机关可放弃本附则第 ２９、３１ 和 ３２ 条的

要求ꎮ 任何这种放弃应以下述要求为条件ꎬ即该油船应将所有油性混合物留存船上供随后排入接收设

备ꎬ并且主管机关确认这些油性混合物的接收设备是足够的ꎮ
５　 对本条 ４ 所指以外的油船ꎬ主管机关可放弃本附则第 ３１ 和 ３２ 条的要求ꎬ如果:

. １　 该油船是本附则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ꎬ第 ２. ５ 条所指的专门

从事特定营运的载重量 ４００００ｔ 或以上的油船ꎬ并且本附则第 ２. ６ 条规定的条件均符合ꎻ或
. ２　 该油船专门从事下述一种或多种航行:

２. １　 在特殊区域内航行ꎻ或
２. ２　 在特殊区域外ꎬ距最近陆地 ５０ｎ ｍｉｌｅ 以内航行ꎬ且该油船是从事:

２. ２. １　 ＭＡＲＰＯＬ 一个缔约国境内的港口或装卸站之间的营运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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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主管机关所确定的有限航程ꎬ时间为 ７２ｈ 或更少ꎻ
以上情况尚须同时符合所有下列条件:
２. ３　 所有油性混合物留存船上供随后排入接收设备ꎻ
２. ４　 对于本条 ５. ２. ２ 规定的航行ꎬ主管机关已确认这些油船停靠的装油港或装油站有足够

的接收设备ꎬ能接收上述油性混合物ꎻ
２. ５　 在需要时ꎬ对«国际防止油污证书»予以签署ꎬ说明该船专门从事本条 ５. ２. １ 和 ５. ２. ２. ２

规定的一种或多种航行ꎻ和
２. ６　 排放的数量、时间和港口记入«油类记录簿»ꎮ

第 ４ 条　 例　 　 外

１　 本附则第 １５ 条和第 ３４ 条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 １　 将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排放入海ꎬ系为保障船舶安全或救护海上人命所必需者ꎻ或
. ２　 将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排放入海ꎬ系由于船舶或其设备遭到损坏的缘故ꎻ

. １　 但须在发生损坏或发现排放后ꎬ为防止排放或使排放减至最低限度ꎬ已采取了一切合理

的预防措施ꎻ和
. ２　 但是ꎬ如果船东或船长是故意造成损坏ꎬ或轻率行事而又知道可能会招致损坏ꎬ则不在

此例ꎻ或
. ３　 将经主管机关批准的含油物质排放入海ꎬ用以对抗特定污染事故ꎬ以便使污染损害减至

最低限度ꎮ 但任何这种排放ꎬ均应经拟进行排放所在地区的管辖国政府批准ꎮ

第 ５ 条　 等　 　 效

１　 主管机关可允许在船上安装任何装置、材料、设备或器械ꎬ以代替本附则所要求者ꎬ条件是这种装

置、材料、设备或器械与本附则所要求者至少是同样有效ꎮ 主管机关这种权力ꎬ不得扩大到以操作方法来

达到控制排油并作为等效来代替本附则各条所规定的那些设计和构造的特点ꎮ
２　 允许以某种装置、材料、设备或器械来代替本附则所要求者的主管机关ꎬ应将其细节送交国际海

事组织ꎬ以便转发各缔约国ꎬ供其参考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有)ꎮ

Ⅱ　 检验和发证

第 ６ 条　 检　 　 验

１　 凡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和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其他船舶应进行下列规定的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ꎬ在船舶投入营运以前或在首次签发本附则第 ７ 条所要求的证书以前进行ꎮ 该检

验应包括按本附则适用范围对船舶的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的完整检验ꎮ 该检

验应确保其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附则的适用要求ꎮ
. ２　 换证检验ꎬ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期限进行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ꎬ但本附则第 １０. ２. ２、１０. ５、

１０. ６或 １０. ７ 条适用者除外ꎮ 换证检验应确保其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

合本附则的适用要求ꎮ
. ３　 中间检验ꎬ在证书的第 ２ 个周年日前或后 ３ 个月之内或第 ３ 个周年日前或后 ３ 个月之内进

行ꎬ应取代本条 １. ４ 规定的一次年度检验ꎮ 中间检验应确保设备及其附属的泵和管系ꎬ包括

排油监控系统、原油洗舱系统、油水分离设备和滤油系统完全符合本附则的适用要求ꎬ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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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良好的工作状况ꎮ 该中间检验应在根据本附则第 ７ 或 ８ 条的规定所签发的证书上签署ꎮ
. ４　 年度检验ꎬ在证书的每个周年日前或后 ３ 个月之内进行ꎬ包括对本条 １. １ 提及的结构、设备、

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的全面检查ꎬ以确保其已按本条 ４. １ 和 ４. ２ 得到保养ꎬ同时确保其继

续满足船舶预定营运的要求ꎮ 该年度检验应在根据本附则第 ７ 或 ８ 条的规定所签发的证书

上签署ꎮ
. ５　 附加检验ꎬ在本条 ４. ３ 规定的调查导致进行修理后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换新后应按情况进

行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该检验应确保已有效进行了必要的修理或换新ꎬ确保这种修理或换新

所用的材料和工艺在各方面均属合格ꎬ同时确保船舶在各方面都符合本附则的要求ꎮ
２　 主管机关对不受本条 １ 规定约束的船舶应制订适当措施ꎬ以确保其符合本附则的适用规定ꎮ
３. １　 为实施本附则的规定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ꎬ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执行ꎮ 但主管机关可将这些

检验委托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由其认可的组织ꎮ 这种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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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８９(１９)决议通过并可由国际海事组

织修正的规定ꎬ但所作修正须按 ＭＡＲＰＯＬ 第 １６ 条关于本附则适用的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

实施ꎮ
３. ２　 按本条 ３. １ 中所述指定验船师或认可组织执行检验的主管机关ꎬ至少应授权任何被指定的验

船师或经认可的组织使其能:
. １　 要求船舶进行修理ꎻ和
. ２　 在接到港口国有关当局要求时进行检验ꎮ

主管机关应将授予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的权限的具体职责和条件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

告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供其官员参考ꎮ
３. ３　 当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确定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内容不符ꎬ或该

船不适于出海航行ꎬ否则会对海洋环境产生不当的危害威胁时ꎬ则该验船师或组织应立即确保该船采取

纠正措施ꎬ并应适时将此事通知主管机关ꎮ 如果该船没有采取纠正措施ꎬ则应收回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

机关ꎻ如果该船是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内ꎬ还应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当主管机关的官员、指定

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业已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ꎬ该港口国政府应给予该官员、验船师或组织一切

必要的协助ꎬ以便其按本条规定履行职责ꎮ 必要时ꎬ该港口国政府应采取措施ꎬ确保该船在未具备对海洋

环境不会造成不当危害威胁的条件前ꎬ不得出海航行或离开港口驶往最近的修理厂ꎮ
３. ４　 任何情况下ꎬ有关主管机关应充分保证检验的全面性和有效性ꎬ并担保为履行该义务作出必要

的安排ꎮ
４. １　 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保持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的各项规定ꎬ以确保船舶在各方面均继续适于出海

航行ꎬ而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威胁ꎮ
４. ２　 根据本条 １ 的规定对船舶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ꎬ未经主管机关许可ꎬ经过检验的结构、设

备、系统、附件、布置或材料不得作任何变动ꎬ除非直接替换这种设备和附件ꎮ
４. ３　 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ꎬ对该船的完整性或对本附则所涉及的设备的有效性或完整性产

生重大影响时ꎬ该船的船长或船东应尽早向负责签发有关证书的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或指定的验船师

报告ꎮ 该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或指定的验船师应立即发起调查以确定是否需要按本条 １ 的要求进行检

验ꎮ 如果该船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内ꎬ船长或船东还应立即向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报告ꎬ而指定的验船

师或认可的组织应查明此项报告是否已经递交ꎮ

第 ７ 条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１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和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其他船舶ꎬ凡驶往 ＭＡＲＰＯＬ 其他缔约国所管辖的港

口或近海装卸站ꎬ在按照本附则第 ６ 条的规定进行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后ꎬ均应予以签发«国际防止油污

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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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该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经主管机关正式授权的任何个人或组织签发或签署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主
管机关对证书负有全部责任ꎮ

第 ８ 条　 他国政府代发或签署证书

１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政府应主管机关的申请ꎬ可以对船舶进行检验ꎬ如果确信符合本附则的规定ꎬ该
缔约国政府应给该船签发或授权签发«国际防止油污证书»ꎬ并且如适用ꎬ应按本附则的规定ꎬ为该船舶

签署或授权签署该证书ꎮ
２　 应尽速将证书和检验报告副本各一份送交请求该项检验的主管机关ꎮ
３　 所发证书应声明ꎬ该证书是根据主管机关的请求签发的ꎬ应与按本附则第 ７ 条规定签发的证书具

有同等的效力并得到同样的承认ꎮ
４　 对于悬挂非缔约国国旗的船舶ꎬ不得签发«国际防止油污证书»ꎮ

第 ９ 条　 证 书 格 式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应按与本附则附录Ⅱ所示样本相一致的格式写成ꎬ并应至少为英文、法文或西

班牙文ꎮ 若同时使用发证国的官方文字ꎬ则在遇有争议或不相一致的情况时ꎬ应以发证国官方文字记录

为准ꎮ

第 １０ 条　 证书的有效期限和有效性

１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期限应由主管机关规定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ꎮ
２. １　 尽管有本条 １ 的要求ꎬ但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以换

证检验完成之日起ꎬ至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后不超过 ５ 年之内有效ꎮ
２. ２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以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ꎬ至现有证书期

满之日后不超过 ５ 年之内有效ꎮ
２. ３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 ３ 个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不超过 ５

年之内有效ꎮ
３　 如果所发证书的有效期限少于 ５ 年ꎬ主管机关可将证书有效期自期满日延长至本条 １ 规定的最

长期限ꎬ但须进行了本附则第 ６. １. ３ 和 ６. １. ４ 条所指的签发 ５ 年期证书时适用的相应检验ꎮ
４　 如果在现有证书期满日以前已完成换证检验而新证书还未能签发或还未能送至船上ꎬ主管机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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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超过５ 个月的期限内应视为继续有效ꎮ
５　 如果证书到期时ꎬ船舶不在应接受检验的港口ꎬ主管机关可以延长证书的有效期ꎬ但这种展期只

是让该船完成抵达接受检验的港口的航程ꎬ且仅在显得恰当合理的情况下才能如此办理ꎮ 但证书的展期

不得超过 ３ 个月ꎬ持有这种展期证书的船舶在到达接受检验的港口后ꎬ不得凭此证书离开港口ꎬ除非获得

新的证书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从现有证书展期前的到期之日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６　 为短程航行的船舶所签发的证书ꎬ未按本条上述规定展期时ꎬ可由主管机关给予自该证书所示到

期之日起至多 １ 个月的宽限期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从现有证书展期前的到期之日起不

超过 ５ 年ꎮ
７　 在特殊情况下(由主管机关确定)ꎬ新证书不必按本条 ２. ２、５ 或 ６ 的要求从现有证书的到期之日

起计算日期ꎮ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不超过 ５ 年内有效ꎮ
８　 如果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在本附则第 ６ 条规定的期限以前完成ꎬ则:

. １　 证书上所示的周年日应予以签署修改ꎬ修改后的日期不得迟于检验完成之日后的 ３ 个月ꎻ

. ２　 本附则第 ６. １ 条要求的后续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ꎬ应使用新的周年日按该条规定的间隔期完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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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假如进行一次或一次以上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ꎬ以使本附则第 ６. １ 条规定的最大检验间

隔期不被超过ꎬ则到期日可以保持不变ꎮ
９　 按本附则第 ７ 或第 ８ 条规定所签发的证书ꎬ在下列任何情况下即终止有效:

. １　 如果相关检验未在本附则第 ６. １ 条规定的期限内完成ꎻ

. ２　 如果证书没有按照本附则第 ６. １. ３ 或 ６. １. ４ 条的规定予以签署ꎻ

. ３　 船舶转籍到另一船旗国ꎮ 只有当签发新证书的政府确认该船符合本附则第 ６. ４. １ 和 ６. ４. ２
条的要求时ꎬ才能签发新的证书ꎮ 至于在缔约国之间转移船籍ꎬ如果在转籍后 ３ 个月之内提

出申请ꎬ该船的原船旗国政府应尽速将该船转籍前所持证书的副本转交给主管机关ꎬ如可

行ꎬ也将相关检验报告副本一并转交ꎮ

第 １１ 条　 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制①

１　 当船舶停靠在另一缔约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时ꎬ如有明显理由认为该船船长或船员不熟悉船上

主要的防止油污染程序ꎬ该船应接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官员根据本附则进行的有关操作要求的检查ꎮ
２　 在本条 １ 所述的情况下ꎬ该缔约国应采取措施ꎬ确保该船在按本附则的要求调整至正常状态前ꎬ

不得开航ꎮ
３　 ＭＡＲＰＯＬ 第 ５ 条规定的港口国监督程序应适用于本条ꎮ
４　 本条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在 ＭＡＲＰＯＬ 明确规定的操作要求方面进行控制的

权利和义务ꎮ

Ⅲ　 对所有船舶机器处所的要求

Ａ 部分　 结　 　 构

第 １２ 条　 残油(油泥)舱

１　 凡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应参照其机型和航程长短ꎬ设置一个或几个足够容量的舱柜ꎬ接收按

照本附则要求不能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残油(油泥)ꎮ
２　 残油(油泥)可通过第 １３ 条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或其他任何认可的处理措施从残油(油泥)舱进

行直接处理ꎮ 残油(油泥)舱:
. １　 应设置能从残油(油泥)舱抽吸的专用泵ꎻ和
. ２　 不应设置至舱底水系统、含油舱底水储存柜、舱顶或油水分离器的排放连接ꎬ但可设置通往

含油舱底水储存柜或舱底水阱的泄水管并通过人工操作自闭阀和布置用于沉积水的目视监

控ꎬ或设置替代布置ꎬ条件是该布置不直接连接舱底水管系ꎮ
３　 进出残油(油泥)舱的管系ꎬ除第 １３ 条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外ꎬ应无直接排向舷外的接头ꎮ
４　 对于如第 １. ２８. ２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船舶ꎬ残油舱的设计和建造ꎬ应能

便利其清洗和将残油排入接收设备ꎮ 对于如第 １. ２８. １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船

舶ꎬ应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尽力符合这一要求ꎮ

第 １２Ａ 条　 燃油舱保护

１　 本条适用于本附则 １. ２８. ９ 所定义的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且总燃油装载容量为 ６００ｍ３

９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８７(１９)决议通过并经 Ａ. ８８２(２１)决议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序»ꎻ见 ＩＭＯ 出版物ꎬ编号 ＩＭＯ － ６５０Ｅꎮ



及以上的所有船舶ꎮ
２　 在应用本条确定装载燃油舱的位置时ꎬ不可超越本附则第 １９ 条的规定ꎮ
３　 就本条而言ꎬ下列定义应适用:

. １　 “油类燃料”系指船舶所载有并用作其主机和辅机的燃油的任何油类ꎮ

. ２　 “载重线吃水(ｄＳ)”系指在船长中点自型基线至相应的船舶核定夏季干舷吃水的水线的垂

直距离ꎬ 以 ｍ 计ꎮ
. ３　 “空载吃水”系指与空船重量相应的船舯型吃水ꎮ
. ４　 “部分装载线吃水(ｄｐ)”系指空载吃水加上空载吃水与载重线吃水 ｄＳ 差值的 ６０％ ꎮ 部分装

载线吃水(ｄｐ)以 ｍ 计ꎮ
. ５　 “水线(ｄＢ)”系指在船长中点自型基线至 ３０％船深 ＤＳ 对应水线的垂直距离ꎬ 以 ｍ 计ꎮ
. ６　 “船宽(ＢＳ)”系指船舶在最深载重线吃水(ｄＳ)处或以下的最大型宽ꎬ 以 ｍ 计ꎮ
. ７　 “船宽(ＢＢ)”系指船舶在水线(ｄＢ)处或以下的最大型宽ꎬ 以 ｍ 计ꎮ
. ８　 “船深(ＤＳ)”系指从舷侧船舯处量至上甲板的型深ꎬ以 ｍ 计ꎮ 就适用范围而言ꎬ“上甲板”系

指水密横舱壁(尾尖舱舱壁除外)延伸所及的最高层甲板ꎮ
. ９　 “船长(Ｌ)”系指量自龙骨顶部的最小型深 ８５％处水线总长的 ９６％ ꎬ或沿该水线首柱前缘至

舵杆中心的长度ꎬ取大者ꎮ 对设计为具有倾斜龙骨的船舶ꎬ计量该长度的水线应与设计水线

平行ꎮ 船长 Ｌ 以 ｍ 计ꎮ
. １０　 “船宽(Ｂ)”系指船舶的最大宽度ꎬ对金属船壳的船舶是在船舯部量至两舷肋骨型线ꎬ对船

壳为任何其他材料的船舶则是在船舯部量至两舷船壳的外表面ꎬ以 ｍ 计ꎮ
. １１　 “燃油舱”系指装载燃油的液舱ꎬ但不包括在正常操作中不装燃油的液舱ꎬ如溢油舱ꎮ
. １２　 “小燃油舱”系指最大单容量不超过 ３０ｍ３ 的燃油舱ꎮ
. １３　 “Ｃ”系指在燃油舱充装率为 ９８％时船舶的总燃油容量(包括小燃油舱在内)ꎬ以 ｍ３计ꎮ
. １４　 “燃油容量”系指充装率为 ９８％时的舱容ꎬ以 ｍ３计ꎮ

４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燃油舱ꎬ３. １２ 定义的小燃油舱除外ꎬ但这类排除在外的燃油舱的总容量

应不大于 ６００ｍ３ꎮ
５　 单个燃油舱的容量不得大于 ２５００ｍ３ꎮ
６　 除自升式钻井装置外ꎬ对燃油总容量为 ６００ｍ３及以上的所有船舶ꎬ其燃油舱应位于船底壳板型线

以上ꎬ且均不得小于以下规定的距离 ｈ:
ｈ ＝ Ｂ / ２０(ｍ)或ꎬ
ｈ ＝ ２. ０ｍꎬ取小者ꎮ
ｈ 的最小值 ＝ ０. ７６ｍ

在舭部弯曲区域和舭部无明显弯曲的部位ꎬ燃油舱边界线应与船舯平底线平行ꎬ如图 １ 所示ꎮ
７　 对燃油总容量 ６００ｍ３ 或以上但小于 ５０００ｍ３的船舶ꎬ其燃油舱应位于舷侧壳板型线内侧ꎬ且均不

得小于距离 ｗꎮ 如图 ２ 所示ꎬｗ 在垂直于舷侧壳板的任一横剖面按以下规定量取:

图 １　 上述 ６ 所指的燃油舱边界线

　 　 　 　 　

图 ２　 上述 ７ 和 ８ 所指的燃油舱边界线

ｗ ＝ ０. ４ ＋ ２. ４ Ｃ / ２００００　 (ｍ)
ｗ 最小值 ＝ １. ０ｍꎬ但对燃油容量小于 ５００ｍ３ 的各舱ꎬ该最小值为 ０. ７６ｍꎮ

０２



８　 对燃油总容量 ５０００ｍ３和以上的船舶ꎬ其燃油舱应位于舷侧壳板型线内侧ꎬ且均不得小于距离 ｗꎮ
如图 ２ 所示ꎬｗ 在垂直于舷侧壳板的任一横剖面按以下规定量取:

ｗ ＝ ０. ５ ＋ Ｃ / ２００００　 (ｍ)或
ｗ ＝ ２. ０ｍꎬ取较小值ꎮ
ｗ 最小值 ＝ １. ０ｍ

９　 与船底的距离小于 ｈ(见 ６ 的定义)ꎬ或与船舶舷侧的距离小于 ｗ(见 ７ 和 ８ 的定义)的燃油管道ꎬ
应在燃油舱内或紧邻燃油舱安装阀门或类似关闭装置ꎮ 应能从一个随时可进入的围闭处所内将这些阀

门投入使用ꎮ 该围闭处所应能从驾驶室或主机控制位置进入ꎬ不需穿过露天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ꎮ
阀门应在遥控系统发生故障(关闭位置故障)时关闭ꎬ任何时候只要舱内有燃油ꎬ这些阀门在海上航行途

中就应保持关闭状态ꎬ但在燃油过驳作业时可打开ꎮ
１０　 燃油舱内的吸阱可伸入由距离 ｈ 所定义的边界线以下的双层底内ꎬ但这种吸阱应尽实际可能小

且阱底与船底壳板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０. ５ｈꎮ
１１　 作为上述 ６ 和 ７ 或 ８ 的替代措施ꎬ船舶应符合下述燃油意外泄漏性能标准:

. １　 应以下列平均泄油量参数为基础ꎬ对碰撞或搁浅情况下的燃油污染的防护程度进行评估:
ＯＭ < ０. ０１５７ － １. １４Ｅ － ６Ｃ　 　 　 　 ６００ｍ３≤Ｃ < ５０００ｍ３

ＯＭ≤０. ０１０　 　 　 　 　 　 　 　 　 　 　 　 　 　 　 Ｃ≥５０００ｍ３

式中:ＯＭ———平均泄油量参数ꎻ
Ｃ———燃油总容量ꎮ

　 . ２　 计算平均泄油量参数时ꎬ适用下列一般假定:
. １　 应假定船舶装载至部分装载线吃水 ｄｐꎬ无纵倾或横倾ꎻ
. ２　 应假定所有燃油舱装至其容量的 ９８％ ꎻ
. ３　 燃油的名义密度(ρｎ)一般应取 １０００ｋｇ / ｍ３ꎮ 如燃油密度明确限定为一较小值ꎬ则可采

用该较小值ꎻ以及

. ４　 除另有证明外ꎬ就泄油量的这些计算而言ꎬ每个燃油舱的渗透率取 ０. ９９ꎮ
. ３　 组合泄油量参数时ꎬ应采用下列假定:

. １　 应分别计算船侧破损和船底破损的平均泄油量参数ꎬ然后组合成一无因次的泄油量

参数 ＯＭ如下:
ＯＭ ＝ (０. ４ＯＭＳ ＋ ０. ６ＯＭＢ) / Ｃ

式中:ＯＭＳ———船侧破损平均泄油量ꎬｍ３ꎻ
ＯＭＢ———船底破损平均溢油ꎬｍ３ꎻ
Ｃ———燃油总容量ꎬｍ３ꎮ

. ２　 对船底破损ꎬ应分别计算 ０ｍ 和 ２. ５ｍ 潮汐状况下的平均泄油量ꎬ然后组合如下:
ＯＭＢ ＝ ０. ７ ＯＭＢ (０) ＋ ０. ３ ＯＭＢ (２. ５)

式中:ＯＭＢ (０)———０ｍ 潮汐状况下的平均泄油量ꎬｍ３ꎻ
ＯＭＢ (２. ５)———２. ５ｍ 潮汐状况下的平均泄油量ꎬｍ３ꎮ

　 . ４　 船侧破损平均泄油量 ＯＭＳ按下式计算:

ＯＭＳ ＝∑
ｎ

ｉ
ＰＳ( ｉ)ＯＳ( ｉ)　 ｍ３

式中:ｉ———表示所计及的每个燃油舱ꎻ
ｎ———燃油舱总数ꎻ

ＰＳ( ｉ)———贯穿燃油舱 ｉ 的舷侧破损的概率ꎬ按本条 １１. ６ 计算ꎻ
ＯＳ( ｉ)———燃油舱 ｉ 船侧破损的泄油量ꎬｍ３ꎬ假定相等于燃油舱 ｉ 在充装率为 ９８％时的总容积ꎮ

　 . ５　 应按每种潮汐状况ꎬ分别计算船底破损平均泄油量如下:

. １　 ＯＭＢ(０) ＝∑
ｎ

ｉ
ＰＢ( ｉ)ＯＢ( ｉ)ＣＤＢ( ｉ) 　 ｍ３

１２



式中:ｉ———表示所计及的每个燃油舱ꎻ
ｎ———燃油舱总数ꎻ

ＰＢ( ｉ)———贯穿燃油舱 ｉ 的舷侧破损的概率ꎬ按本条 １１. ７ 计算ꎻ
ＯＢ( ｉ)———燃油舱 ｉ 的泄油量ꎬｍ３ꎬ按本条 １１. ５. ３ 计算ꎻ以及

ＣＤＢ( ｉ)———１１. ５. ４ 定义的计算留存油量的因数ꎮ

. ２　 ＯＭＢ(２. ５) ＝∑
ｎ

ｉ
ＰＢ( ｉ)ＯＢ( ｉ)ＣＤＢ( ｉ) 　 ｍ３

式中:ｉꎬｎꎬＰＢ( ｉ)和 ＣＤＢ( ｉ)———见以上. １ 定义ꎻ
ＯＢ( ｉ)———潮汐变化后燃油舱 ｉ 的泄油量ꎬｍ３ꎮ

. ３　 每个燃油舱的泄油量 ＯＢ( ｉ)应以压力平衡原理为基础ꎬ按照下列假定进行计算:
. １　 船舶应假定为搁浅且纵倾和横倾均为零ꎬ潮汐变化前的搁浅吃水等于部分装载吃

水 ｄｐꎮ
. ２　 破损后的燃油油位应按下式计算:

ｈＦ ＝
ｄＰ ＋ ｔＣ － Ｚ ｌ( ) ρＳ( )

ρｎ

式中:ｈＦ———Ｚ１以上的燃油平面高度ꎬｍꎻ
ｔＣ———潮汐变化ꎬｍꎮ 潮汐的减少以负值表示ꎻ
Ｚ ｌ———基线以上燃油舱内最低点的高度ꎬｍꎻ
ρＳ———海水密度ꎬ取 １. ０２５ ｋｇ / ｍ３ꎻ 以及

ρｎ———燃油名义密度ꎬ见 １１. ２. ３ 定义ꎮ
　 　 . ３　 与船壳底板接界的任何舱的泄油量 ＯＢ( ｉ)不得小于下式所得值ꎬ但也不能大于舱容量:

ＯＢ( ｉ) ＝ ＨＷＡ
式中:ＨＷ———１. ０ｍꎬ当 ＹＢ ＝ ０ꎻ

ＨＷ———ＢＢ / ５０ꎬ但不大于 ０. ４ｍꎬ而 ＹＢ大于 Ｂ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小者ꎻ
“ＨＷ”应自船舯平底线向上量取ꎮ 在舭部弯曲区域和无明显弯曲的部位ꎬＨＷ应

自船舯平底的平行线量取ꎬ如图 １ 的距离“ｈ”ꎮ
如 ＹＢ至船外侧达 Ｂ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小者ꎬ则应以线性内插法求 ＨＷ值ꎮ
ＹＢ———燃油舱长度范围内 ＹＢ 的最小值ꎬＹＢ 为 ｄＢ 水线处舷壳与 ｄＢ 水线处或

以下燃油舱间横向距离ꎮ
Ａ ———燃油舱自舱底至 ＨＷ 水线的最大水平投影面积ꎮ

Ｂ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小者(在船舷内侧垂直于 ｄＢ水线处中心线量取)

图 ３　 １１. ５. ３. ３ 所指的最小泄油量计算尺度

２２



. ４　 在船底破损情况下ꎬ一个燃油舱泄出的一部分油可能被非载油的舱室留存ꎮ 每舱受

此影响的情况以因数 ＣＤＢ( ｉ)近似表达ꎬ该因数取值如下:
ＣＤＢ( ｉ) ＝ ０. ６ꎬ对下面以非载油舱室为界限的燃油舱ꎻ
ＣＤＢ( ｉ) ＝ １ꎬ对其他情况ꎮ

　 . ６　 船侧破损导致的舱室损坏的概率 ＰＳ按下式计算:
. １　 ＰＳ ＝ ＰＳＬＰＳＶＰＳＴ

式中:ＰＳＬ ＝ (１ － ＰＳｆ － ＰＳａ)———破损延伸至由 Ｘａ和 Ｘ ｆ为界限的垂向区域的概率ꎻ
ＰＳＶ ＝ (１ － ＰＳｕ － ＰＳ ｌ)———破损延伸至由 Ｚ ｌ和 Ｚｕ为界限的垂向区域的概率ꎻ

ＰＳＴ ＝ (１ － ＰＳｙ)———破损横向延伸超越由 ｙ 定义的界限以外的概率ꎮ
. ２　 ＰＳａ、ＰＳｆ、ＰＳｕａｎｄ ＰＳ ｌ以线性内插法从 １１. ６. ３ 提供的船侧破损概率表求得ꎬ并根据 １１. ６. ３

提供的公式计算 ＰＳｙꎬ式中:
ＰＳａ———破损完全位于 Ｘａ / Ｌ 位置后部的概率ꎻ
ＰＳｆ———破损完全位于 Ｘ ｆ / Ｌ 位置前部的概率ꎻ
ＰＳ ｌ———破损完全位于燃油舱以下的概率ꎻ
ＰＳｕ———破损完全位于燃油舱以上的概率ꎻ以及

ＰＳｙ———破损完全位于燃油舱舷外的概率ꎮ
舱室界限 Ｘａ、Ｘ ｆ、Ｚ ｌ、Ｚｕ和 ｙ 应按如下方式确定:
Ｘａ———自 Ｌ 最后端至所计及舱室最后一点的纵向距离ꎬｍꎻ
Ｘ ｆ———自 Ｌ 最后端至所计及舱室最前一点的纵向距离ꎬｍꎻ
Ｚ ｌ———自型基线至所计及舱室最低一点的垂直距离ꎬｍꎮ 如 Ｚ ｌ大于 ＤＳꎬ 则 Ｚ ｌ应取 ＤＳꎻ
Ｚｕ———自型基线至所计及舱室最高一点的垂直距离ꎬｍꎮ 如 Ｚｕ大于 ＤＳꎬ 则 Ｚｕ应取 ＤＳꎻ
ｙ———在所计及舱室与船侧外板之间垂直于中心线量取的最小水平距 离ꎬｍ①ꎮ

在舭部弯曲处ꎬ如基线以上距离小于 ｈ 的情况下不需考虑 ｙꎬ其中 ｈ 是 Ｂ / １０、３ｍ 或

舱顶中的较小者ꎮ
. ３　 船侧破损概率表

Ｘａ / Ｌ ＰＳａ Ｘｆ / Ｌ ＰＳｆ Ｚｌ / ＤＳ ＰＳ ｌ Ｚｕ / ＤＳ ＰＳｕ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６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６８

０. ０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 ０. ９１７ ０. 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 ０. ９５２

０. １０ ０. ０６８ ０. １０ ０. ８６７ ０. 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 ０. ９３１

０. １５ ０. １１７ ０. １５ ０. ８１７ ０. 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１５ ０. ９０５

０. ２０ ０. １６７ ０. ２０ ０. ７６７ ０. ２０ ０. ００７ ０. ２０ ０. ８７３

０. ２５ ０. ２１７ ０. ２５ ０. ７１７ ０. ２５ ０. ０１３ ０. ２５ ０. ８３６

０. ３０ ０. ２６７ ０. ３０ ０. ６６７ ０. ３０ ０. ０２１ ０. ３０ ０. ７８９

０. ３５ ０. ３１７ ０. ３５ ０. ６１７ ０. 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３５ ０. ７３３

０. ４０ ０. ３６７ ０. ４０ ０. ５６７ ０. ４０ ０. ０５５ ０. ４０ ０. ６７０

０. ４５ ０. ４１７ ０. ４５ ０. ５１７ ０. ４５ ０. ０８５ ０. ４５ ０. ５９９

０. ５０ ０. ４６７ ０. ５０ ０. ４６７ ０. ５０ ０. １２３ ０. ５０ ０. ５２５

０. ５５ ０. ５１７ ０. ５５ ０. ４１７ ０. ５５ ０. １７２ ０. ５５ ０. ４５２

０. ６０ ０. ５６７ ０. ６０ ０. ３６７ ０. ６０ ０. ２２６ ０. ６０ ０. ３８３

０. ６５ ０. ６１７ ０. ６５ ０. ３１７ ０. ６５ ０. ２８５ ０. ６５ ０. ３１７

０. ７０ ０. ６６７ ０. ７０ ０. ２６７ ０. ７０ ０. ３４７ ０. ７０ ０. ２５５

３２

① 对于对称的燃油舱布置ꎬ只考虑一舷破损ꎬ在此情况下所有“ ｙ”尺寸应从该舷侧量取ꎮ 对于不对称布置ꎬ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１２２(５２)决议通过并经修正的«关于意外泄油性能的解释性说明»ꎮ



续上表

Ｘａ / Ｌ ＰＳａ Ｘｆ / Ｌ ＰＳｆ Ｚｌ / ＤＳ ＰＳ ｌ Ｚｕ / ＤＳ ＰＳｕ

０. ７５ ０. ７１７ ０. ７５ ０. ２１７ ０. ７５ ０. ４１３ ０. ７５ ０. １９７

０. ８０ ０. ７６７ ０. ８０ ０. １６７ ０. ８０ ０. ４８２ ０. ８０ ０. １４３

０. ８５ ０. ８１７ ０. ８５ ０. １１７ ０. ８５ ０. ５５３ ０. ８５ ０. ０９２

０. ９０ ０. ８６７ ０. ９０ ０. ０６８ ０. ９０ ０. ６２６ ０. ９０ ０. ０４６

０. ９５ ０. ９１７ ０. ９５ ０. ０２３ ０. ９５ ０. ７００ ０. ９５ ０. ０１３

１. ００ ０. ９６７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 ０. ７７５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ＰＳｙ应按如下各式计算:
ＰＳｙ ＝ (２４. ９６ － １９９. ６ｙ / ＢＳ)(ｙ / ＢＳ)　 　 　 　 　 　 　 　 　 　 对 ｙ / ＢＳ≤ ０. ０５
ＰＳｙ ＝ ０. ７４９ ＋ {５ － ４４. ４(ｙ / ＢＳ － ０. ０５)}{(ｙ / ＢＳ) － ０. ０５} 对 ０. ０５ < ｙ / ＢＳ < ０. １
ＰＳｙ ＝ ０. ８８８ ＋ ０. ５６(ｙ / ＢＳ ０. １) 对 ｙ / ＢＳ≥ ０. １
ＰＳｙ取值不得大于 １ꎮ

. ７　 船侧破损导致的舱室损坏的概率 ＰＢ 应按下式计算:
. １　 ＰＢ ＝ ＰＢＬＰＢＴＰＢＶ

式中:ＰＢＬ ＝ (１ － ＰＢｆ － ＰＢａ)———破损延伸至由 Ｘａ和 Ｘ ｆ为界限的垂向区域的概率ꎻ
ＰＢＴ ＝ (１ － ＰＢｐ － ＰＢｓ)———破损延伸至由 Ｙｐ和 Ｙｓ为界限的横向区域的概率ꎻ以及

ＰＢＶ ＝ (１ － ＰＢｚ)———破损垂直延伸超越由 ｚ 定义的界限以外的概率ꎮ
. ２　 ＰＢａ、ＰＢｆ、ＰＢｐ ａｎｄ ＰＢｓ以线性内插法从 １１. ７. ３ 提供的船底破损概率表求得ꎬ并根据 １１. ７. ３

提供的公式计算 ＰＢｚꎬ式中:
ＰＢａ———破损完全位于 Ｘａ / Ｌ 位置后部的概率ꎻ
ＰＢｆ———破损完全位于 Ｘ ｆ / Ｌ 位置前部的概率ꎻ
ＰＢｐ———破损完全位于燃油舱左舷的概率ꎻ
ＰＢｓ———破损完全位于燃油舱右舷的概率ꎻ
ＰＢｚ———破损完全位于燃油舱以下的概率ꎮ
舱室界限 Ｘａ、Ｘ ｆ、Ｙｐ、Ｙｓ和 ｚ 按如下方式确定:
Ｘａ和 Ｘ ｆ的定义见 １１. ６. ２ꎻ
Ｙｐ———从位于水线 ｄＢ处或以下舱室的最左的一点ꎬ至位于船舶中心线右舷 ＢＢ / ２ 处垂直

平面的横向距离ꎬｍꎻ
Ｙｓ———从位于水线 ｄＢ处或以下舱室的最右的一点ꎬ至位于船舶中心线右舷 ＢＢ / ２ 处垂直

平面的横向距离ꎬｍꎻ以及

ｚ———舱室长度范围内 ｚ 的最小值ꎬ在其中任一给定的纵向位置上ꎬｚ 为该纵向位置处船

底板下端至该纵向位置处舱室下端的垂直距离ꎮ
. ３　 船底破损概率表

Ｘａ / Ｌ ＰＢａ Ｘｆ / Ｌ ＰＢｆ Ｙｐ / ＢＢ ＰＢｐ Ｙｓ / ＢＢ ＰＢｓ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６９ ０. ００ ０. ８４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 ０. ９５３ ０. ０５ ０. ７９４ ０. 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１０ ０. ９３６ ０. １０ ０. ７４４ ０. １０ ０. ０３２

０. 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１５ ０. ９１６ ０. １５ ０. ６９４ ０. １５ ０. ０６３

０. ２０ ０. ０２９ ０. ２０ ０. ８９４ ０. ２０ ０. ６４４ ０. ２０ ０. ０９７

０. ２５ ０. ０４２ ０. ２５ ０. ８７０ ０. ２５ ０. ５９４ ０. ２５ ０. １３３

０. ３０ ０. ０５８ ０. ３０ ０. ８４２ ０. ３０ ０. ５４４ ０. ３０ ０. １７１

０. ３５ ０. ０７６ ０. ３５ ０. ８１０ ０. ３５ ０. ４９４ ０. ３５ ０. ２１１

４２



续上表

Ｘａ / Ｌ ＰＢａ Ｘｆ / Ｌ ＰＢｆ Ｙｐ / ＢＢ ＰＢｐ Ｙｓ / ＢＢ ＰＢｓ

０. ４０ ０. ０９６ ０. ４０ ０. ７７５ ０. ４０ ０. ４４４ ０. ４０ ０. ２５３

０. ４５ ０. １１９ ０. ４５ ０. ７３４ ０. ４５ ０. ３９４ ０. ４５ ０. ２９７

０. ５０ ０. １４３ ０. ５０ ０. ６８７ ０. ５０ ０. ３４４ ０. ５０ ０. ３４４

０. ５５ ０. １７１ ０. ５５ ０. ６３０ ０. ５５ ０. ２９７ ０. ５５ ０. ３９４

０. ６０ ０. ２０３ ０. ６０ ０. ５６３ ０. ６０ ０. ２５３ ０. ６０ ０. ４４４

０. ６５ ０. ２４２ ０. ６５ ０. ４８９ ０. ６５ ０. ２１１ ０. ６５ ０. ４９４

０. ７０ ０. ２８９ ０. ７０ ０. ４１３ ０. ７０ ０. １７１ ０. ７０ ０. ５４４

０. ７５ ０. ３４４ ０. ７５ ０. ３３３ ０. ７５ ０. １３３ ０. ７５ ０. ５９４

０. ８０ ０. ４０９ ０. ８０ ０. ２５２ ０. ８０ ０. ０９７ ０. ８０ ０. ６４４

０. ８５ ０. ４８２ ０. ８５ ０. １７０ ０. ８５ ０. ０６３ ０. ８５ ０. ６９４

０. ９０ ０. ５６５ ０. ９０ ０. ０８９ ０. ９０ ０. ０３２ ０. ９０ ０. ７４４

０. ９５ ０. ６５８ ０. ９５ ０. ０２６ ０. ９５ ０. ００９ ０. ９５ ０. ７９４

１. ００ ０. ７６１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 ０. ８４４

ＰＢｚ应按下式计算:
ＰＢｚ ＝ (１４. ５ － ６７ ｚ / ＤＳ)( ｚ / ＤＳ)　 　 对 ｚ / ＤＳ≤ ０. １
ＰＢｚ ＝ ０. ７８ ＋ １. １{( ｚ / ＤＳ － ０. １)} 对 ｚ / ＤＳ > ０. １
ＰＢｚ取值不得大于 １ꎮ

. ８　 就维护和检查而言ꎬ所有与外壳板不接界的燃油舱应与船底外板相距不得小于 ６ 所规定的最

小值 ｈꎬ并与舷侧外板相距不得小于 ７ 或 ８ 中适用的最小值 ｗꎮ
１２　 主管机关在批准按本条规定建造的船舶的设计和构造时ꎬ应充分考虑包括为维修和检查边舱和

双层底舱或处所所必需的总体安全性ꎮ

第 １３ 条　 标准排放接头

为了使接收设备的管路能与船上机舱舱底和残油(油泥)舱残余物的排放管路相连结ꎬ在这两条管

路上均应装有符合下表的标准排放接头:
排放接头法兰的标准尺寸

项　 　 目 尺　 　 寸

外径 ２１５ｍｍ

内径 按照管路的外径

螺栓圈直径 １８３ｍｍ

法兰槽口 直径为 ２２ｍｍ 的孔 ６ 个等距分布在上述直径的螺栓圈上ꎬ开槽口至法兰盘外沿ꎮ 槽口宽 ２２ｍｍ

法兰厚度 ２０ｍｍ

螺栓和螺帽:数量、直径 ６ 个ꎬ每个直径 ２０ｍｍꎬ长度适当

　 法兰应设计为能接受最大内径为 １２５ｍｍ 的管路ꎬ以钢或其他同等材料制成ꎬ表面平整ꎮ 这种法兰ꎬ连同一个油密材料的垫圈ꎬ应能承

受 ６００ｋＰａ 的工作压力

Ｂ 部分　 设　 　 备

第 １４ 条　 滤 油 设 备

１　 除本条 ３ 规定之外ꎬ 凡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但小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任何船舶ꎬ应装有符合本条 ６ 规定的

５２



滤油设备ꎮ 任何可按第 １６. ２ 条规定将留存在燃油舱内的压载水排入海中的此类船舶ꎬ应符合本条 ２ 的

规定ꎮ
２　 除本条 ３ 规定之外ꎬ 凡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任何船舶ꎬ应装有符合本条 ７ 规定的滤油设备ꎮ
３　 除不载运货物的迁移航程之外ꎬ 固定不动的旅社客船和储存船舶ꎬ不必安装滤油设备ꎮ 这种船

舶应设有储存柜ꎬ其容积足够留存船上含油舱底水的总量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所有含油舱底水均应留

存船上ꎬ以便随后排入接收设备ꎮ
４　 主管机关应保证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船舶尽可能设有将油类或油性混合物留存船上或按本附则第

１５. ６ 条将其排放的设备ꎮ
４ｂｉｓ 就本条 ４ 而言ꎬ如果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船舶拟将油类或油性混合物留存船上以排至接收设施ꎬ应

符合下述所有条件:
. １　 设有适用于该船的足够容量的机舱舱底污水储存柜ꎬ其容积按下列公式确定:

Ｖ ＝ １５Ｔｑ　 　 ｍ３

式中:Ｖ———机舱舱底含油污水储存柜容积ꎬｍ３ꎻ 且实际的 Ｖ 值应不小于 ４８ｑꎬ 也不必大

于 ３２０ｑꎻ
Ｔ———含油污水留存在船上的时间ꎬ ｈꎻ根据船舶实际使用情况确定ꎻ
ｑ———假定每小时产生的舱底水量ꎬｍ３ / ｈꎻ

计算时:ｑ ＝ ４. ６ × １０ － ５ × ＧＴ———适用于尾管轴承为水润滑ꎻ
ｑ ＝ ２. ８ × １０ － ５ × ＧＴ———适用于尾管轴承为油润滑ꎮ

　 　 ＧＴ———船舶总吨位ꎮ
. ２　 应设有对储存柜进行清洗和将其中的残油或含油污水排入接收设备的适当设施ꎻ
. ３　 船上应备有 １ 本油类记录簿ꎻ
. ４　 免除设置防油污设备的条件ꎬ应在«防止油污证书»所附“结构及设备记录”的免除栏中予以

载明ꎮ
５　 主管机关可对下述船舶豁免本条 １ 和 ２ 的要求:

. １　 任何专门从事在特殊区域内航行的船舶ꎻ或

. ２　 任何按«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发证(或其尺度和设计在该规则范围之内)ꎬ从事定期营运且

往返时间不超过 ２４ 小时的船舶ꎬ并包括这些船舶不载运旅客 /货物的迁移航程ꎻ
. ３　 对于以上. １ 和. ２ 的规定ꎬ下列条件应予满足:

. １　 船舶设有储存柜ꎬ其容积足够留存船上含油舱底水的总量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ꎻ

. ２　 所有含油舱底水均留存船上ꎬ以便随后排入接收设备ꎻ

. ３　 主管机关确认在船舶停靠的足够数量的港口或装卸站设有足够的接收设备接收该含油

舱底水ꎻ
. ４　 当需要持有«国际防止油污证书»时ꎬ应在证书中签署ꎬ说明该船系专门从事在特殊区

域内的航行或就本条而言已被视为高速船和有确定业务ꎻ和
. ５　 排放的数量、时间和港口记入«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内ꎮ

６　 本条 １ 所述的滤油设备的设计ꎬ应经主管机关批准ꎬ而且应保证通过该系统排放入海的含油混合

物的含油量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ꎮ 在考虑这类设备的设计时ꎬ主管机关应注意到国际海事组织推荐的技术

条件①ꎮ
７　 本条 ２ 所述的滤油设备应符合本条 ６ 的规定ꎮ 此外ꎬ该系统应装有报警装置ꎬ在不能保持这一标

准时发出报警ꎮ 该系统还应装有在排出物的含油量超过 １５ｐｐｍ 时能保证自动停止油性混合物排放的装

置ꎮ 在审批这类设备的设计时ꎬ主管机关应注意到国际海事组织推荐的技术条件①ꎮ

６２

①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３９３(Ｘ)大会决议通过的«油水分离设备和油分计国际性能和试验技术条件建议案»或由海上环境保护

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６０(３３)决议通过的«船舶机器处所舱底水防污染设备指南和技术条件»或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１０７
(４９)决议通过的«修订的船舶机器处所舱底水防污染设备指南和技术条件»ꎮ



Ｃ 部分　 操作性排油的控制

第 １５ 条　 排油的控制

１　 除本附则第 ４ 条以及本条 ２、３ 和 ６ 的规定外ꎬ应禁止将任何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排放入海:
Ａ. 　 特殊区域以外的排放

２　 除非符合下列条件ꎬ 应禁止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排放油类或油性混合物入海:
. １　 船舶正在航行途中ꎻ
. ２　 油性混合物经本附则第 １４ 条要求的滤油设备加工处理ꎻ
. ３　 未经稀释的排出物含油量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ꎻ
. ４　 油性混合物不是来自于油船的货泵舱的舱底ꎻ和
. ５　 如是油船ꎬ 油性混合物未混有货油残余物ꎮ

Ｂ. 　 特殊区域以内的排放

３　 除非符合下列条件ꎬ 应禁止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排放油类或油性混合物入海:
. １　 船舶正在航行途中ꎻ
. ２　 油性混合物经本附则第 １４. ７ 条要求的滤油设备加工处理ꎻ
. ３　 未经稀释的排出物含油量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ꎻ
. ４　 油性混合物不是来自于油船的货泵舱的舱底ꎬ和
. ５　 如是油船ꎬ 油性混合物未混有货油残余物ꎮ

４　 就南极区域而言ꎬ禁止任何船舶将任何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排放入海ꎮ
５　 本条中的任何规定ꎬ并不禁止仅有部分航程在特殊区域内的船舶在特殊区域以外按本条的规定

进行排放ꎮ
Ｃ. 　 对南极区域以外任何区域内小于 ４００ 总吨船舶的要求

６　 在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船舶上ꎬ 应按照下列规定将油类和油性混合物留存在船上以便随后排放至接

收设备或排放入海:
. １　 船舶正在航行途中ꎻ
. ２　 船舶所设的由主管机关进行设计认可的设备正在运转以保证未经稀释的排出物含油量不超

过 １５ｐｐｍꎻ
. ３　 油性混合物不是来自于油船的货泵舱的舱底ꎻ和
. ４　 如是油船ꎬ 油性混合物未混有货油残余物ꎮ

Ｄ. 　 一般要求

７　 凡在紧邻船舶或其迹流的水面上或水面下ꎬ发现有明显的油迹时ꎬ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ꎬ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政府有权对有无违反本条规定的有关事实立即进行调查ꎮ 这种调查特别应包括风况和

海况、该船的航迹和航速、附近的这种明显油迹的其他可能来源ꎬ以及任何有关的排油记录ꎮ
８　 任何含有在数量或浓度上会危害海洋环境的化学品或其他物质ꎬ或是借以违避本条所列排放条

件的化学品或其他物质ꎬ均不得排放入海ꎮ
９　 按照本条的规定不能排放入海的残油ꎬ应留存在船上或排入接收设备ꎮ

第 １６ 条　 油类与压载水的分隔和首尖舱内载油

１　 除本条 ２ 规定者外ꎬ如第 １. ２８. ２ 所定义ꎬ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 ４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非

油船船舶和如第 １. ２８. ２ 所定义ꎬ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不得在任何燃

７２



油舱内装载压载水ꎮ
２　 如有需要载有大量燃油ꎬ致使必须在燃油舱中装载不清洁的压载水时ꎬ这种压载水应排入接收设

备ꎻ或使用本附则第 １４. ２ 条规定的设备ꎬ按本附则第 １５ 条规定排放入海ꎬ并将这一情况记入«油类记

录簿»ꎮ　
３　 在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订立建造合同ꎬ或无建造合同时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安放龙骨或处

于类似建造阶段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其首尖舱内或防撞舱壁之前的舱内不得装载油类ꎮ
４　 对于本条 １ 和 ３ 规定以外的所有船舶ꎬ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ꎬ应尽量符合上述规定ꎮ

第 １７ 条　 «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机器处所的作业

１　 凡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以及除油船以外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应备有«油类记录簿»第Ⅰ
部分(机器处所的作业)ꎮ 这种油类记录簿不论是作为船上的正式航海日志的一部分或作为其他文件ꎬ
均应按本附则附录Ⅲ中所规定的格式ꎮ

２　 每当船舶进行下列任何一项机器处所的作业时ꎬ均应逐舱填写«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
. １　 燃油舱的压载和清洗ꎻ
. ２　 燃油舱污压载水或洗舱水的排放ꎻ
. ３　 残油(油泥)的收集和处理ꎻ
. ４　 机器处所所积存的舱底水向舷外排放或处理ꎻ和
. ５　 添加燃油或散装润滑油ꎮ

３　 倘若发生本附则第 ４ 条所述的排放油类或油性混合物的情况时ꎬ或者发生该条所未予除外的意

外排放或其他特殊排油情况时ꎬ应在«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中说明这种排放的情况和理由ꎮ
４　 应及时将本条 ２ 中所述的每项作业详细地记入«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ꎬ以使与该项作业相应的

所有项目均有记录ꎬ每项完成的作业ꎬ应由高级船员或有关作业的负责人签字ꎬ且每写完一页应由船长签

字ꎮ «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中的记录ꎬ对于持有«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船舶ꎬ则至少应为英文、法文或

西班牙文ꎮ 若同时使用船旗国的官方文字作记录ꎬ则在遇有争议或不相一致的情况时ꎬ应以该官方文字

记录为准ꎮ
５　 滤油设备的任何故障均应记入«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ꎮ
６　 «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应存放于可在所有合理时间随时取来检查的地方ꎬ除了没有配备船员的

被拖船舶外ꎬ均应存放在船上ꎮ «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应在进行最后一项记录后保存三年ꎮ
７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政府的主管当局ꎬ可对停靠本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适用本附则的任何船舶检

查«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ꎬ并可将该记录簿中任何记录制成副本ꎬ并要求船长证明该副本是该项记录的

真实副本ꎮ 凡经船长证明为船上«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中某项记录的真实副本者ꎬ在任何法律诉讼中

应可作为该项记录中所述事实的证据ꎮ 主管当局根据本项规定对«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的检查和制作

正确无误的副本ꎬ应尽速进行ꎬ而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Ⅳ　 对油船货物区域的要求

Ａ 部分　 结　 　 构

第 １８ 条　 专用压载舱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油船

８２



１　 凡如第 １. ２８. ４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原油油船及

载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成品油油船ꎬ均应设置专用压载舱ꎬ并相应地符合本条 ２、３ 及 ４ 或 ５ 的规定ꎮ
２　 专用压载舱容量的确定ꎬ应使该船除本条 ３ 或 ４ 所规定的情况外ꎬ可以不依靠利用货油舱装载压

载水而安全地进行压载航行ꎮ 但在所有的情况下ꎬ专用压载舱的容量应至少能使船舶的吃水和吃水差ꎬ
在航行的任何部分ꎬ不论处于何类压载情况ꎬ包括只是空载加压载水的情况在内ꎬ均应符合下列各项

要求:
. １　 船中部型吃水(ｄｍ)以 ｍ 计(不考虑任何船舶变形)应不小于:

ｄｍ ＝ ２. ０ ＋ ０. ０２Ｌ　 　 ｍ
. ２　 在首、尾垂线处的吃水ꎬ应相当于由本条 ２. １ 规定所确定的船中部吃水(ｄｍ)ꎬ但向尾纵倾的

吃水差不得大于 ０. ０１５Ｌꎻ以及

. ３　 尾垂线处的吃水ꎬ无论如何不得小于达到螺旋桨全部浸没所必需的吃水ꎮ
３　 除下述情况外ꎬ货油舱不得装载压载水:

. １　 在天气情况非常恶劣的少数航次ꎬ船长认为必须在货油舱中加装额外压载水以保证船舶安

全时ꎻ
. ２　 在例外情况下ꎬ由于油船的具体营运特性ꎬ使其必需加装超过本条 ２ 要求数量的压载水ꎬ但

该油船的这种操作应是属于国际海事组织订立的例外情况的范畴内ꎮ
这种额外压载水应按本附则第 ３４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和排放ꎬ并应记入本附则第 ３４ 条中所指的«油

类记录簿»第Ⅱ部分内ꎮ
４　 对于原油油船ꎬ本条 ３ 所许可的额外压载水应只装载在该船驶离卸油港或卸油站之前业已按本

附则第 ３５ 条以原油清洗过的货油舱内ꎮ
５　 尽管有本条 ２ 的规定ꎬ但长度不足 １５０ｍ 的油船ꎬ其专舱压载的情况应使主管机关感到满意ꎮ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载重量为 ４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原油油船

６　 除本条 ７ 的规定外ꎬ 每艘如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载重量为 ４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原油油船ꎬ均应设置专用压载舱ꎬ并应符合本条 ２ 和 ３ 的要求ꎮ

７　 本条 ６ 所述的原油油船ꎬ除预定用于装运不适于的原油者外ꎬ可按本附则第 ３３ 和 ３５ 条的规定采

用货舱清洗程序ꎬ以代替设置专用压载舱ꎮ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载重量为 ４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成品油油船

８　 每艘如 １. ２８. ３ 条所述的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载重量为 ４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成品油油

船ꎬ均应设置专用压载舱ꎬ并应符合本条 ２ 及 ３ 的要求ꎬ或者按下列的规定采用清洁压载舱的办法:
. １　 成品油油船应有专供装载本附则第 １. １７ 条所述清洁压载水的足够舱容ꎬ以符合本条第 ２ 及

３ 的要求ꎮ
. ２　 清洁压载舱的布置和操作程序ꎬ应符合主管机关所制定的要求ꎮ 此项要求ꎬ至少应包括国际

海事组织以 Ａ. ４９５(Ⅻ)决议通过的«修订的清洁压载舱油船技术条件»的全部规定ꎮ
. ３　 成品油油船应装有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技术条件①所认可的油分计ꎬ以便对

排放的压载水中的含油量进行监督ꎮ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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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ꎬ该手册应使主管机关认为满意ꎬ并应包括本条 ８. ２ 所述技术条件

中所列的全部资料ꎬ如果进行了对清洁压载舱系统有影响的变更ꎬ则操作手册也应作相应的

９２

①

②

对于安装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以前建造的油船上的油分计ꎬ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３９３(Ｘ)决议通过的«油水分离设备和油分计

国际性能和试验技术条件建议案»ꎮ 对于安装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及以后建造的油船上的作为排油监控系统部件的油分计ꎬ参见

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５８６(１４)决议通过的«油船排油监控系统指南和技术条件»ꎮ 对于安装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

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油船上的油分计ꎬ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１０８(４９)决议通过并以 ＭＥＰＣ. ２４０(６５)决议修正的经修订的

该指南和技术条件ꎮ 本脚注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该手册的标准格式见 Ａ. ４９５(Ⅻ)决议ꎮ



修订ꎮ
可视为具有专用压载舱的油船

９　 凡按本条 １、６ 或 ８ 未要求设置专用压载舱的油船ꎬ如符合本条 ２ 及 ３ 或 ５ 的要求者ꎬ可视为具有

专用压载舱的油船ꎮ
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具有特殊压载布置的油船

１０　 如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具有特殊压载布置的油船ꎮ
. １　 如果一艘如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的构造或操作方

式ꎬ使其在任何时候均能符合本条 ２ 所述的吃水和吃水差的要求而无需使用压载水ꎬ则该

油船应被视为符合本条 ６ 中所述的专用压载舱的要求ꎬ但应符合所有的下列条件:
. １　 操作程序及压载布置是经过主管机关认可的ꎻ
. ２　 当吃水和吃水差的要求是通过操作程序而达到时ꎬ在主管机关与 ＭＡＲＰＯＬ 的有关缔

约港口国政府之间已达成协议ꎻ和
. ３　 在«国际防止油污证书»上已签署该油船是采用特殊压载布置的ꎮ

. ２　 除天气情况非常恶劣的少数航次ꎬ船长认为必须在货油舱中加装额外压载水以保证船舶安

全外ꎬ不得在货油舱中装载压载水ꎮ 这种额外压载水应按本附则第 ３４ 条的规定和第 ２９、３１
和 ３２ 条的要求进行处理和排放ꎬ并应记入本附则第 ３６ 条中所指的«油类记录簿»内ꎮ

. ３　 凡按本条 １０. １. ３ 规定对证书进行了签署的主管机关ꎬ应将该证书的各项细节通知国际海

事组织ꎬ以便转告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ꎮ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载重量为 ７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船

１１　 如第 １. ２８. ２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载重量为 ７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船应设置

专用压载舱ꎬ 并相应地符合本条 ２、３ 和 ４ 或 ５ 的要求ꎮ
专用压载的保护位置

１２　 专用压载舱的保护位置

每艘如第 １. ２８. ４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原油油船和载

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成品油油船ꎬ除了符合第 １９ 条要求的舱柜外ꎬ 所需提供的符合本条 ２ 要求容量

的位于货舱长度范围内的专用压载舱ꎬ 应按本条 １３、１４ 和 １５ 的要求进行布置ꎬ以提供一种在万一发生搁

浅或碰撞时防止油类外流的保护措施ꎮ
１３　 在货舱长度(Ｌｔ)范围之内的专用压载舱以及非油舱的处所ꎬ其布置应符合下述的要求:

∑ＰＡｃ+∑ＰＡｓ≥Ｊ[Ｌｔ(Ｂ +２Ｄ)]
式中:ＰＡｃ———每一专用压载舱或非油舱的处所按型尺度在舷侧的投影面积ꎬｍ２ꎻ

ＰＡｓ———每一上述的舱或处所按型尺度在船底的投影面积ꎬｍ２ꎻ
Ｌｔ———货油舱区前后末端之间的长度ꎬｍꎻ
Ｂ———本附则第 １. ２２ 条中所定义的船舶最大宽度ꎬｍꎻ
Ｄ———型深ꎬｍꎬ在船中舷侧处从龙骨板上缘量至干舷甲板横梁上缘的垂直距离ꎮ 对舷缘为圆弧

形的船舶ꎬ型深应量至甲板型线与舷侧壳板型线延伸线的交点ꎬ即将舷缘视为方角形的

设计ꎻ
Ｊ———０. ４５ꎬ对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ｔ 的油船ꎻ０. ３０ꎬ对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船ꎬ但尚可依照本

条 １４ 的规定予减少ꎮ
对载重量为中间值时ꎬＪ 值按内插法求得ꎮ

上述符号ꎬ凡在本条中出现时ꎬ其含义与上述规定者相同ꎮ
１４　 对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船ꎬＪ 值可减小如下:

Ｊ减小 ＝ Ｊ － ａ －
ＯＣ ＋ ＯＳ

４ＯＡ

æ

è
ç

ö

ø
÷[ ]　 　 或 ０. ２ꎬ取较大者ꎮ

式中:ａ———０. ２５ 对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０ｔ 的油船ꎻ
０３



ａ ＝ ０. ４０ 对载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０ｔ 的油船ꎻ
ａ ＝ ０. ５０ 对载重量为 ４２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船ꎻ
对载重量为中间值时ꎬａ 值按内插法求得ꎻ
ＯＣ———见本附则第 ２５. １. １ 的规定ꎻ
ＯＳ———见本附则第 ２５. １. ２ 的规定ꎻ
ＯＡ———见本附则第 ２６. ２ 规定许可的油流出量ꎮ

１５　 在确定专用压载舱或非油舱处所的 ＰＡｃ和 ＰＡｓ时ꎬ适用下述规定:
. １　 不论其是每一边舱或处所的最小宽度伸展到舷侧全深或是从甲板至双层底内底板ꎬ应不小

于 ２ｍꎮ 该宽度应自舷侧向中心线垂直量取ꎮ 如宽度小于 ２ｍꎬ则在计算保护面积 ＰＡｃ时ꎬ该
边舱或处所应不予考虑ꎻ

. ２　 每一双层底舱或处所的最小垂直深度ꎬ应为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较小者ꎮ 如深度小于此值ꎬ则在

计算保护面积 ＰＡｃ时ꎬ该底舱或处所应不予考虑ꎮ
对边舱及双层底舱最小宽度与深度的量取ꎬ应避开舭部ꎬ同时ꎬ对最小宽度的量取ꎬ还应避开任何圆

弧形的舷缘部分ꎮ

第 １９ 条　 对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的双壳体和双层底要求

１　 本条适用于如第 １. ２８. ６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载重量为 ６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

船ꎬ具体情况如下:
２　 凡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船:

. １　 当适用时ꎬ应符合本条 ３ 的要求ꎬ以代替第 １８ 条 １２ 至 １５ 的要求ꎬ除非其受本条 ４ 和 ５ 的约束ꎻ和

. ２　 如适用ꎬ应符合第 ２８. ６ 条的要求ꎮ
３　 整个货油舱区长度应由下述压载舱或非载运油类的舱室处所加以保护:

. １　 边舱或处所

边舱或处所应伸展到舷侧全深或是从双层底顶端到最上层甲板ꎬ无论船舶的舷缘是否

为圆弧形ꎮ 各边舱或处所应布置成使得全部货油舱皆位于这些舱或处所壳板型线的内侧

面ꎮ 在与舷侧壳板垂直的任何剖面处测得的距离 ｗ 值ꎬ如图 １ 所示ꎬ不得小于下式计算值:

ｗ ＝ ０. ５ ＋ ＤＷ
２００００　 　 ｍꎬ或

ｗ ＝ ２. ０ｍꎬ取小者ꎮ
最小值 ｗ ＝ １. ０ｍꎮ

. ２　 双层底舱或处所

每一双层底舱或处所的任一剖面的垂直深度应为:货油舱双层底与船底壳板型线之间

的垂直距离 ｈꎬ如图 １ 所示ꎬ不得小于下式计算值:

图 １　 货油舱边界线

ｈ ＝ Ｂ / １５　 (ｍ)或
ｈ ＝ ２. ０　 (ｍ)ꎬ取小者ꎮ
最小值 ｈ ＝ １. ０ｍꎮ

. ３　 舭部弯曲区域或舭部无明显弯曲的部位

当 ｈ 和 ｗ 两者距离不等时ꎬｗ 值应在基线

以上超过 １. ５ｈ 处选取ꎬ如图 １ 所示ꎮ
. ４　 各压载舱的总容量

对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原油油船及

载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成品油油船ꎬ各边舱、双层底舱、首尖舱和尾尖舱的总容量应不小

于为满足本附则第 １８ 条所必需的ꎮ 用以满足第 １８ 条要求的各边舱或处所和双层底舱应尽

可能均匀地沿货油舱长度布置ꎮ 为减少船体总梁弯曲应力、船舶纵倾等ꎬ附加的专用压载舱

１３



的容量可布置在船内的任何位置ꎮ
. ５　 货油舱吸阱

货油舱内的吸阱可以凸入到由距离 ｈ 所定义的双层底舱边界线下面ꎮ 但这种吸阱应尽

可能小ꎬ并且阱底与船底壳板之间距离应不小于 ０. ５ｈꎮ
. ６　 压载和货油管路

压载管路和诸如压载舱的测深管及透气管等其他管路不得通过货油舱ꎮ 货油管路和货

油舱的类似管路不得通过压载舱ꎮ 对全焊接或等效的短管ꎬ可同意免除这一要求ꎮ
４　 以下规定适用于双层底舱或处所

. １　 如果油船设计成使得作用在构成货油和海水之间单一分界面的船底壳板上的货油压力及蒸

气压力之和不超过外部海水静压力ꎬ如下列公式所示ꎬ则可不必设有本条 ３. ２ 所要求的双层

底舱或处所:
ｆｈｃρｃｇ ＋ ｐ≤ｄｎρｓｇ

式中:ｈｃ———在船底壳板上的货油高度ꎬｍꎻ
ρｃ———最大货油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ꎻ
ｄｎ———预计装载工况下的最小营运吃水ꎬｍꎻ
ρｓ———海水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ꎻ
ｐ———供货油舱用的压力 /真空阀的最大调定压力ꎬＰａꎻ
ｆ———安全系数 ＝ １. １ꎻ
ｇ———标准重力加速度(９. ８１ｍ / ｓ２)ꎮ

　 . ２　 必须满足上述要求的任何水平隔板ꎬ应位于基线以上不低于 Ｂ / ６ 或 ６ｍ 高度处ꎬ取小者ꎬ但
不高于 ０. ６ＤꎬＤ 为船中部型深ꎮ

. ３　 各边舱或处所的位置应按本条 ３. １ 的定义ꎬ但基线以上低于 １. ５ｈ 的部位除外ꎬ ｈ 由本条３. ２
定义ꎬ其货油舱边界线可以垂直向下到船底板ꎬ如图 ２ 所示ꎮ

５　 油船设计和构造的其他方法ꎬ也可以接受作为本条 ３ 所述要求的替代方案ꎬ条件是此种方法应保

证在碰撞或搁浅事故中防止油污染方面至少有相同的保护水平ꎬ并且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指南①

原则上经环境保护委员会批准ꎮ
６　 每艘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以下的油船应符合本条 ３ 和 ４ 的要求ꎬ 或应:

. １　 至少设有双层底舱或处所ꎬ其高度ꎬ即本条 ３. ２ 所规定的 ｈ 距离ꎬ符合以下条件:
ｈ ＝ Ｂ / １５(ｍ)
最小值 ｈ ＝ ０. ７６ｍꎻ

在舭部弯曲区域和舭部无明显弯曲的部位ꎬ货油舱边界线应与船中部横剖面平底线平

行ꎬ如图 ３ 所示ꎻ和

图 ２　 货油舱边界线

　 　 　 　

图 ３　 货油舱边界线

２３
①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１１０(４９)决议通过的«修订的批准油船设计和建造替代方法的暂行指南»ꎮ



. ２　 各货油舱应按照每舱容积不超过 ７００ｍ３进行布置ꎬ除非边舱或处所按照本条 ３. １ 布置并满

足下列要求:

ｗ ＝ ０. ４ ＋ ２. ４ＤＷ
２００００ 　 　 (ｍ)　 最小值 ｗ ＝ ０. ７６ｍꎮ

７　 根据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Ⅱ －１ / １１ 条规定①ꎬ防撞舱壁前的任何处所不

能载油ꎮ 对于按该条规定不要求有防撞舱壁的油船ꎬ也不应在首垂线横剖面前的任何处所载油ꎬ此时该

横剖面处被看作为根据该条要求的防撞舱壁ꎮ
８　 在批准按本条规定拟建造的油船的设计和构造时ꎬ主管机关应对各方面的安全ꎬ包括为维修及检

验边舱和双层底舱或处所而必需的安全ꎬ应给予适当注意ꎮ

第 ２０ 条　 对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交船的油船的双壳体和双层底要求

１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ꎬ本条应:
. １　 适用于如本附则第 １. ２８. ５ 条所定义ꎬ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交船的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

的油船ꎻ 和

. ２　 就第 ２８. ６ 条而言ꎬ 不适用于符合第 １９ 和第 ２８ 条的如本附则第 １. ２８. ５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交船的油船ꎻ和

. ３　 不适用于以上. １ 中符合本附则第 １９. ３. １ 条和 １９. ３. ２ 条或 １９. ４ 条或 １９. ５ 条的规定ꎬ但不

必完全满足从货油舱界限到船侧板和船底板的最小距离要求的油船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船侧

保护距离应不小于«国际散化规则»对 ２ 类船舶货油舱位置所规定的距离ꎬ并且船底中线的

保护距离应符合本附则第 １８. １５. ２ 条的规定ꎮ
２　 就本条而言:

. １　 “重柴油”系指除那些用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方法②试验时ꎬ在不超过 ３４０℃温度下有 ５０％
(按体积计)以上馏化的蒸馏物以外的柴油ꎮ

. ２　 “燃油”系指重蒸馏物或原油的残油或性质相当于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规格③ꎬ拟用于产生

热量或电力的燃料的此类物质的混合物ꎮ
３　 就本条而言ꎬ油船划分为以下几类:

. １　 “第 １ 类油船”系指不符合对本附则第 １. ２８. ４ 条所定义的对于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付的

油船的要求ꎬ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原油、燃油、重柴油或润滑油作为货物的油船ꎬ以
及载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除上述油类以外的其他油类的油船ꎻ

. ２　 “第 ２ 类油船”系指符合对本附则第 １. ２８. ４ 条所定义的对于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付的油

船的要求ꎬ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原油、燃油、重柴油或润滑油作为货物的油船ꎬ以及

载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除上述油类以外的其他油类的油船ꎻ
. ３　 “第 ３ 类油船”系指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但低于上述. １ 或. ２ 规定的载重量的油船ꎮ

４　 就本附则第 ２８. ６ 条而言ꎬ适用本条的油船应不迟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５ 日或在该日期的交船周年日

或下表规定的年份符合第 １９ 条 ２ 至 ５、７ 和 ８ 以及第 ２８ 条(关于 ２８. ６)的要求:

油　 船　 类　 型 日　 期　 和　 年　 份

第 １ 类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５ 日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５ 日或更早交船的船舶

２００５ 年ꎬ在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５ 日以后交船的船舶

３３

①
②
③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ＭＳＣ. ２１６(８２)决议通过的 ２００６ 年修正案(第Ⅱ －１、Ⅱ －２、Ⅲ和Ⅻ章及附录)ꎮ
参照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的标准试验方法(Ｄ８６)ꎮ
参照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的 ４ 号燃油规格(Ｄ３９６)或更重的油ꎮ



续上表

油　 船　 类　 型 日　 期　 和　 年　 份

第 ２ 类和第 ３ 类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５ 日ꎬ在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 ５ 日或以前交船的船舶

２００５ 年ꎬ在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 ５ 日以后ꎬ但在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交船的船舶

２００６ 年ꎬ在 １９７８ 年和 １９７９ 年交船的船舶

２００７ 年ꎬ在 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８１ 年交船的船舶

２００８ 年ꎬ在 １９８２ 年交船的船舶

２００９ 年ꎬ在 １９８３ 年交船的船舶

２０１０ 年ꎬ在 １９８４ 年或以后交船的船舶

　 　 ５　 尽管有本条 ４ 的规定ꎬ对于仅设有不用于装油且延伸至整个货油舱长度的双层底或双边舱的第 ２
类或第 ３ 类油船ꎬ或者设有不用于装油且延伸至整个货油舱长度的双壳体处所ꎬ但不满足免除本条 １. ３
规定的条件的第 ２ 类或第 ３ 类油船ꎬ主管机关可允许这类油船在本条 ４ 规定的日期之后继续营运ꎬ条
件是:

. １　 该船在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 日处于营运状态ꎻ

. ２　 经对关于该船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的正式记录的验证ꎬ主管机关感到满意ꎻ

. ３　 上述规定的船舶状况保持不变ꎻ和

. ４　 这种继续营运没有超过该船交船日期后的 ２５ 年ꎮ
６　 交船日期后达 １５ 年及以上船龄的第 ２ 类或第 ３ 类油船应符合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９４

(４６)决议通过的经修正的«状况评估计划»的规定ꎬ但所作修正应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 第 １６ 条有关本附则附录

适用的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并实施ꎮ
７　 主管机关可允许第 ２ 类或第 ３ 类油船在本条 ４ 规定的日期之后继续营运ꎬ只要主管机关认为状

况评估计划的满意结果使船舶适于继续这种营运ꎬ但该营运不得超过 ２０１５ 年的交船周年日或交船日期

之后 ２５ 年ꎬ以较早者为准ꎮ
８　 . １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的主管机关允许将本条 ５ 的规定ꎬ或允许、中止、撤销或拒绝将本条 ７ 的规

定用于悬挂其国旗的船舶ꎬ则应立即将有关详情通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发 ＭＡＲＰＯＬ 各

缔约国ꎬ供其参考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有)ꎮ
. ２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有权拒绝按下列规定营运的油船进入其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

. １　 本条 ５ꎬ超过 ２０１５ 年的交船周年日ꎻ或

. ２　 本条 ７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该缔约国应将有关详情通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发给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供其

参考ꎮ

第 ２１ 条　 防止载运重级别货油的油船造成污染

１　 本条应:
. １　 适用于载重量为 ６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重级别货油的油船ꎬ不论其交船日期ꎻ和
. ２　 不适用于以上. １ 中符合本附则第 １９. ３. １ 条和 １９. ３. ２ 条或 １９. ４ 条或 １９. ５ 条的规定ꎬ但不

必完全满足从货油舱界限到船侧板和及船底板的最小距离要求的油船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船
侧保护距离应不小于«国际散化规则»对 ２ 类船舶货油舱位置所规定的距离ꎬ并且船底中线

的保护距离应符合本附则第 １８. １５. ２ 条的规定ꎮ
２　 就本条而言ꎬ“重级别油”系指下述任何油类:

. １　 在 １５℃时密度高于 ９００ｋｇ / ｍ３ 的原油ꎻ

. ２　 在 １５℃时密度高于 ９００ｋｇ / ｍ３ 或在 ５０℃时运动粘度高于 １８０ｍｍ２ / ｓ 的除原油以外的任何

油类ꎻ
. ３　 沥青、焦油及其乳化物ꎮ

４３



３　 适用本条的油船除应符合第 ２０ 条的适用规定外ꎬ还应符合本条 ４ 至 ８ 的规定ꎮ
４　 除本条 ５、６ 和 ７ 的规定外ꎬ适用本条的油船:

. １　 若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ꎬ应不迟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５ 日符合本附则第 １９ 条的要求ꎻ或

. ２　 若载重量为 ６００ｔ 及以上ꎬ但小于 ５０００ｔꎬ应不迟于 ２００８ 年交船日期周年日设置符合本附则第

１９. ６. １ 条规定的双层底舱或处所ꎬ以及按第 １９. ３. １ 条布置并符合第 １９. ６. ２ 条要求的距离

ｗ 的边舱或处所ꎮ
５　 对于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重级别货油ꎬ仅设有不用于装油且延伸至整个货油舱长度的双

层底或双边舱ꎬ或设有不用于装油且延伸至整个货油舱长度的双壳体处所ꎬ但不满足免除本条 １. ２ 规定

的条件的油船ꎬ主管机关可允许这类船舶在本条 ４ 规定的日期之后继续营运ꎬ条件是:
. １　 该船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处于营运状态ꎻ
. ２　 经对关于该船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的正式记录的验证ꎬ主管机关感到满意ꎻ
. ３　 上述规定的船舶状况保持不变ꎻ和
. ４　 这种继续营运没有超过该船交船日期后的 ２５ 年ꎮ

６　 . １　 主管机关可允许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 １５℃时密度高于 ９００ｋｇ / ｍ３ 但低于 ９４５ｋｇ / ｍ３ 的

原油的油船在本条 ４. １ 规定的日期之后继续营运ꎬ只要主管机关认为第 ２０. ６ 条所述的状况

评估计划的满意结果使船舶适于继续这种营运ꎬ且考虑到该船的尺度、船龄、营运区域及结

构条件ꎬ但该营运不得超过交船日期之后 ２５ 年ꎮ
. ２　 主管机关可允许载重量为 ６００ｔ 及以上但小于 ５０００ｔꎬ载运重级别货油的油船在本条 ４. ２ 规定

的日期之后继续营运ꎬ只要主管机关认为船舶适于继续这种营运ꎬ且考虑到该船的尺度、船
龄、营运区域及结构条件ꎬ但该营运不得超过交船日期之后 ２５ 年ꎮ

７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的主管机关可对载重量为 ６００ｔ 及以上载运重级别货油的油船免除本条的规定ꎬ
条件是该油船:

. １　 专门从事在其管辖区域内的航行ꎬ或作为设在其管辖区域内的重级别油浮动储存装置进行

作业ꎻ或
. ２　 专门在另一缔约国管辖区域内从事航行ꎬ或作为设在另一缔约国管辖区域内的重级别油浮

动储存装置进行作业ꎬ条件是该油船在该缔约国管辖区域内作业应事先征得其同意ꎮ
８　 . １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的主管机关允许、中止、撤销或拒绝将本条 ５ 的规定用于悬挂其国旗的船

舶ꎬ则应立即将有关详情通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发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ꎬ供其参考并采取

相应行动(如有)ꎮ
. ２　 按国际法的规定ꎬ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有权拒绝按本条 ５ 或 ６ 的规定营运的油船进入其管辖范

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ꎬ或拒绝在其管辖的区域内进行船对船转运重级别油ꎬ除非为保证

船舶安全或海上救生而有此必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该缔约国应将有关详情通告国际海事组

织ꎬ以便转发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供其参考ꎮ

第 ２２ 条　 泵舱底部保护

１　 本条适用于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的油船ꎮ
２　 泵舱应设有双层底且在任一横截面ꎬ各双层底舱或处所的深度应使泵舱底和船舶基线之间垂直

于船舶基线量取的距离 ｈ 不小于以下规定的值:
ｈ ＝ Ｂ / １５　 (ｍ) 或

ｈ ＝ ２ｍꎬ取其大者ꎮ
ｈ 的最小值 ＝ １ｍꎮ

３　 如果泵舱的底板高出基线至少达以上 ２ 所要求的最小高度(例如平底船尾式设计)ꎬ则在泵舱处

不需要双层底构造ꎮ
５３



４　 压载水泵应予合适布置ꎬ确保有效地从双层底舱抽水ꎮ
５　 尽管有以上 ２ 和 ３ 的规定ꎬ但如泵舱进水后不会使压载水或货油的泵吸系统无法运行ꎬ则不必设

置双层底ꎮ

第 ２３ 条　 意外泄油性能

１　 本条应适用于如第 １. ２８. ８ 条定义的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的油船ꎮ
２　 就本条而言ꎬ下列定义应适用:

. １　 “载重线吃水(ｄＳ)”系指自船舯处的型基线至相应于核定的船舶夏季干舷水线之间的垂直

距离ꎬ 以 ｍ 计ꎮ 尽管核定的吃水可能超过 ｄＳꎬ 诸如热带载重线ꎬ有关本条的计算应以吃水

ｄＳ为基础ꎮ
. ２　 “水线(ｄＢ)”系指自船舯处的型基线至相应于 ３０％ 船深 ＤＳ 的水线之间的垂直距离ꎬ 以

ｍ 计ꎮ
. ３　 “宽度(ＢＳ)”系指在最深载重线吃水 ｄＳ处或以下船舶最大的型宽ꎬ 以 ｍ 计ꎮ
. ４　 “宽度(ＢＢ)”系指在水线 ｄＢ处或以下船舶最大的型宽ꎬ 以 ｍ 计ꎮ
. ５　 “深度(ＤＳ)”系指自船舯处量至舷侧上甲板的型深ꎬ 以 ｍ 计ꎮ
. ６　 “船长(Ｌ)” 和“载重量(ＤＷ)”分别如第 １. １９ 条和 １. ２３ 条的定义ꎮ

３　 为了在碰撞或搁浅事故中提供防止油污染的足够保护ꎬ应符合下列规定:
. １　 对于 ５０００ 载重吨 (ＤＷＴ)及以上的油船ꎬ 平均泄油量参数应为:

当 Ｃ≤２０００００ｍ３时ꎬ　 　 　 　 　 ＯＭ≤０. ０１５
当 ２０００００ｍ３ < Ｃ < ４０００００ｍ３时ꎬＯＭ≤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３ / ２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 － Ｃ)
当 Ｃ≥４０００００ｍ３时ꎬ　 　 　 　 　 ＯＭ≤０. ０１２

对于 ５０００ ＤＷＴ 和 ２０００００ｍ３之间的兼装船ꎬ可应用下列平均泄油量参数ꎬ但须送交所作

计算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证明在考虑了兼装船增加的强度以后ꎬ其意外泄油性能至少等同于

尺度相同且 ＯＭ≤０. ０１５ 的标准双壳油船ꎮ
当 Ｃ≤１０００００ｍ３时ꎬ　 　 　 　 　 ＯＭ≤０. ０２１
当 １０００００ｍ３ < Ｃ≤２０００００ｍ３时ꎬ ＯＭ≤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６ / 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 Ｃ)
式中: ＯＭ———平均泄油量参数ꎻ

　 Ｃ———９８％满舱时货油的总容积ꎬ以 ｍ３计ꎮ
. ２　 对于小于 ５０００ 载重吨(ＤＷＴ)的油船ꎬ每一货油舱的长度不得超过 １０ｍ 或下列各值之一ꎬ取

较大者:
. １　 未在货油舱内设置纵向舱壁时:

０. ５
ｂｉ

Ｂ ＋ ０. １æ

è
ç

ö

ø
÷Ｌ　 　 但不超过 ０. ２Ｌꎮ

. ２　 若在货油舱内中心线上设置纵向舱壁时:

０. ２５
ｂｉ

Ｂ ＋ ０. １５æ

è
ç

ö

ø
÷Ｌ

. ３　 若在货油舱内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纵向舱壁时:
. １　 对于边货油舱:０. ２Ｌ
. ２　 对于中间货油舱:

. １　 如果
ｂｉ

Ｂ≥０. ２:０. ２Ｌ

. ２　 如果
ｂｉ

Ｂ < ０. ２ꎬ则:

６３



———未设置中纵舱壁时:

０. ５
ｂｉ

Ｂ ＋ ０. １æ

è
ç

ö

ø
÷Ｌꎻ　 　 　

———设置中纵舱壁时:

(０. ２５
ｂｉ

Ｂ ＋ ０. １５)Ｌꎻ　 　 　

　 　 　 . ４　 ｂｉ 是指在相应于核定的夏季干舷水平面上ꎬ自舷侧向舱内中心线垂直量取的ꎬ从船侧到

相关货舱外侧纵向舱壁之间的最小距离ꎮ
４　 在计算平均泄油量参数时ꎬ应作下列一般的假定:

. １　 货物区域长度在所有载运货油的舱室的前后两端之间延伸ꎬ包括污油水舱ꎮ

. ２　 本条所指的货油舱应理解为包括位于货物区域长度内的所有货油舱、 污油水舱和燃油舱ꎮ

. ３　 船舶应假定为装载至载重线吃水 ｄｓ处ꎬ且无纵倾或横倾ꎮ

. ４　 所有货油舱应假定为装载至其 ９８％的容积ꎮ 货油的名义密度(ρｎ)应按如下计算:
ρｎ ＝ １０００(ＤＷＴ) / Ｃ　 　 　 (ｋｇ / ｍ３)

. ５　 就泄油量的计算而言ꎬ除非另有规定ꎬ在货物区域范围内的每一个处所ꎬ包括货油舱、压载舱

和其他非载油处所的渗透率应取 ０. ９９ꎮ
. ６　 在确定舱室位置时ꎬ吸阱可忽略不计ꎬ但是此类阱应尽可能小ꎬ并且阱底和底部外板的距离

不小于 ０. ５ｈꎬ其中 ｈ 系第 １９. ３. ２ 条所定义的高度ꎮ
５　 在组合泄油量参数时ꎬ采用下列假定:

. １　 舷侧破损和底部破损的平均泄油量应分别进行计算ꎬ然后按如下组合无因次泄油量参数 ＯＭ:
ＯＭ ＝ (０. ４ＯＭＳ ＋ ０. ６ＯＭＢ) / Ｃ

式中: ＯＭＳ———舷侧破损平均泄油量ꎬ 以 ｍ３计ꎻ和
ＯＭＢ———底部破损平均泄油量ꎬ 以 ｍ３计ꎮ

. ２　 对于底部破损ꎬ 应分别进行 ０ｍ 和 － ２. ５ｍ 潮汐状况下的平均泄油量计算ꎬ 然后如下组合:
ＯＭＢ ＝ ０. ７ＯＭＢ (０) ＋ ０. ３ＯＭＢ (２. ５)

式中:ＯＭＢ (０)———０ｍ 潮汐状况下的平均泄油量ꎻ和
ＯＭＢ (２. ５)——— －２. ５ｍ 潮汐状况下的平均泄油量ꎬ 以 ｍ３计ꎮ

６　 舷侧破损平均泄油量 ＯＭＳ应如下计算:

ＯＭＳ ＝ Ｃ３∑
ｎ

ｉ
Ｐｓ( ｉ)Ｏｓ( ｉ) 　 　 (ｍ３)

式中: ｉ———所考虑的每个货油舱ꎻ
ｎ———货油舱的总数ꎻ

Ｐｓ ( ｉ)———按本条 ８. １ 计算的贯穿货油舱 ｉ 的舷侧破损概率ꎻ
Ｏｓ ( ｉ)———舷侧破损时货油舱 ｉ 的泄油量ꎬ 以 ｍ３计ꎬ假定等于货油舱 ｉ 在 ９８％装载率时的总容积ꎬ除非

应用了第 １９. ５ 条所述的指南证明保留了很大的货油容积ꎻ和
Ｃ３———对于在货油舱内具有两个纵向舱壁的船舶为 ０. ７７ꎬ但这些舱壁在货物区域范围内是连续的

并且 Ｐｓ( ｉ)系按本条 １０ 的要求确定ꎮ 对于所有其他的船舶或当 Ｐｓ( ｉ) 系按本条的要求确定时ꎬ
Ｃ３为 １. ０ꎮ

７　 应如下计算每一次潮汐状况下底部破损的平均泄油量:

. １　 ＯＭＢ(０) ＝∑
ｎ

ｉ
ＰＢ( ｉ)ＯＢ( ｉ)ＣＤＢ( ｉ) 　 　 (ｍ３)

式中:ｉ———所考虑的每个货油舱ꎻ
ｎ———货油舱的总数ꎻ

ＰＢ( ｉ)———按本条 ９. １ 计算的贯穿货油舱 ｉ 舷侧破损的概率ꎻ
ＯＢ( ｉ)———按本条 ７. ３ 计算的货油舱 ｉ 的泄油量ꎬ 以 ｍ３计ꎻ和

７３



ＣＤＢ( ｉ)———如本条 ７. ４ 所述的计算留存油量的系数ꎮ

. ２　 ＯＭＢ(２. ５) ＝∑
ｎ

ｉ
ＰＢ( ｉ)ＯＢ( ｉ)ＣＤＢ( ｉ) 　 　 (ｍ３)

式中:ｉꎬｎꎬＰＢ( ｉ)和ＣＤＢ( ｉ)———定义同以上. １ꎻ
ＯＢ( ｉ)———潮汐变化后货油舱 ｉ 的泄油量ꎬ以 ｍ３计ꎮ

. ３　 每个货油舱的泄油量 ＯＢ( ｉ)应以压力平衡原则为基础ꎬ按照下列假定进行计算:
. １　 船舶应假定为搁浅且纵倾和横倾均为零ꎬ 潮汐变化前的搁浅吃水等于载重线吃水 ｄｓꎮ
. ２　 破损后货油油位的计算如下:

ｈＣ ＝
(ｄＳ ＋ ｔＣ － Ｚ ｌ)(ρＳ) － １０００ρ

ｇ
ρｎ

　 　 　

式中:ｈＣ———Ｚ１以上货油的高度ꎬ 以 ｍ 计ꎻ
ｔＣ———潮汐变化ꎬ以 ｍ 计ꎮ 潮汐的减少以负值表达ꎻ
Ｚ ｌ———在基线以上货油舱内最低点的高度ꎬ 以 ｍ 计ꎻ
ρＳ———海水密度ꎬ应取 １０２５ｋｇ / ｍ３ꎻ
ρ———如安装惰性气体系统ꎬ 正常的超压应不小于 ５ｋＰａꎬ以 ｋＰａ 计ꎻ 如未安装惰

性气体系统ꎬ超压可取为 ０ꎮ
ｇ———重力加速度ꎬ 应取为 ９. ８１ｍ / ｓ２ꎻ和
ρｎ———按本条 ４. ４ 计算的名义货油密度ꎮ

. ３　 除非另有规定ꎬ对于以船底板为界限的货油舱ꎬ 泄油量 ＯＢ( ｉ) 应不小于货油舱 ｉ 所载货

油总量的 １％ ꎬ以计算初次交换损失和因海流和波浪引起的动力影响ꎮ
. ４　 在底部破损中ꎬ货油舱泄出的一部分油可能被非载油的舱室留存ꎮ 这种影响近似于对

每个舱应用如下系数 ＣＤＢ( ｉ ):
对于由下面为非载运油类舱室为界限的货油舱ꎬＣＤＢ( ｉ ) ＝ ０. ６ꎻ
对于由船底板为界限的货油舱ꎬＣＤＢ( ｉ ) ＝ １. ０ꎮ

８　 舷侧破损时舱室的破损概率 ＰＳ的计算如下:
. １　 ＰＳ ＝ ＰＳＬ ＰＳＶＰＳＴ

式中:ＰＳＬ ＝ １ － ＰＳｆ － ＰＳａ———破损至以 Ｘａ和 Ｘ ｆ为界限的纵向区域的概率ꎻ
ＰＳＶ ＝ １ － ＰＳｕ － ＰＳ１———破损至以 Ｚ１和 Ｚｕ为界限的垂直区域的概率ꎻ和

ＰＳＴ ＝ １ － ＰＳｙ———破损至由 ｙ 定义的横向界限之外的概率ꎮ
. ２　 ＰＳａꎬＰＳｆꎬＰＳ１ꎬＰＳｕ和 ＰＳｙ应采用内插法从本条 ８. ３ 提供的舷侧破损概率表中获取ꎬ

式中:ＰＳａ———破损全部位于 Ｘａ / Ｌ 位置后部的概率ꎻ
ＰＳｆ———破损全部位于 Ｘ ｆ / Ｌ 位置前部的概率ꎻ
ＰＳ１———破损全部在油舱下面的概率ꎻ
ＰＳｕ———破损全部在油舱上面的概率ꎻ和
ＰＳｙ———破损全部在油舱外的概率ꎮ

舱室界限 ＸａꎬＸ ｆꎬＺ１ꎬＺｕ和 ｙ 应按如下方式确定:
Ｘａ———自船长 Ｌ 的最后端至所计及舱室的最后一点的纵向距离ꎬ以 ｍ 计ꎻ
Ｘ ｆ———自船长 Ｌ 的最后端至所计及舱室的最前一点的纵向距离ꎬ以 ｍ 计ꎻ
Ｚ１———自型基线至所计及舱室的最低一点的垂直距离ꎬ以 ｍ 计ꎻ
Ｚｕ———自型基线至所计及舱室的最高一点的垂直距离ꎬ以 ｍ 计ꎮ Ｚｕ不应大于 ＤＳꎻ
ｙ———在所计及舱室和船侧外板之间垂直于中心线量取的最小水平距离ꎬ以 ｍ 计①ꎮ

８３

① 对于对称的货油舱布置ꎬ仅考虑一舷破损ꎬ在此情况下ꎬ所有“ｙ”尺寸在船舶该舷侧量取ꎮ 对于不对称的布置ꎬ参见由国际海事组

织以 ＭＥＰＣ. １２２(５２) 决议通过并经修正的«关于意外溢油性能的解释性说明»ꎮ



ＰＳｙ应如下计算:
当 ｙ / ＢＳ≤０. ０５ꎬ　 　 ＰＳｙ ＝ (２４. ９６ － １９９. ６ｙ / ＢＳ)(ｙ / ＢＳ)
当 ０. ０５ < ｙ / ＢＳ < ０. １ꎬＰＳｙ ＝ ０. ７４９ ＋ {５ － ４４. ４(ｙ / ＢＳ － ０. ０５)}(ｙ / ＢＳ － ０. ０５)
当 ｙ / ＢＳ≥ ０. １ꎬ ＰＳｙ ＝ ０. ８８８ ＋ ０. ５６(ｙ / ＢＳ － ０. １)
ＰＳｙ应取不大于 １ꎮ

. ３　 舷侧破损概率表

Ｘａ / Ｌ ＰＳａ Ｘｆ / Ｌ ＰＳｆ Ｚ１ / ＤＳ ＰＳ １ Ｚｕ / ＤＳ ＰＳｕ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６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６８

０. ０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 ０. ９１７ ０. 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 ０. ９５２

０. １０ ０. ０６８ ０. １０ ０. ８６７ ０. 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 ０. ９３１

０. １５ ０. １１７ ０. １５ ０. ８１７ ０. 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１５ ０. ９０５

０. ２０ ０. １６７ ０. ２０ ０. ７６７ ０. ２０ ０. ００７ ０. ２０ ０. ８７３

０. ２５ ０. ２１７ ０. ２５ ０. ７１７ ０. ２５ ０. ０１３ ０. ２５ ０. ８３６

０. ３０ ０. ２６７ ０. ３０ ０. ６６７ ０. ３０ ０. ０２１ ０. ３０ ０. ７８９

０. ３５ ０. ３１７ ０. ３５ ０. ６１７ ０. 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３５ ０. ７３３

０. ４０ ０. ３６７ ０. ４０ ０. ５６７ ０. ４０ ０. ０５５ ０. ４０ ０. ６７０

０. ４５ ０. ４１７ ０. ４５ ０. ５１７ ０. ４５ ０. ０８５ ０. ４５ ０. ５９９

０. ５０ ０. ４６７ ０. ５０ ０. ４６７ ０. ５０ ０. １２３ ０. ５０ ０. ５２５

０. ５５ ０. ５１７ ０. ５５ ０. ４１７ ０. ５５ ０. １７２ ０. ５５ ０. ４５２

０. ６０ ０. ５６７ ０. ６０ ０. ３６７ ０. ６０ ０. ２２６ ０. ６０ ０. ３８３

０. ６５ ０. ６１７ ０. ６５ ０. ３１７ ０. ６５ ０. ２８５ ０. ６５ ０. ３１７

０. ７０ ０. ６６７ ０. ７０ ０. ２６７ ０. ７０ ０. ３４７ ０. ７０ ０. ２５５

０. ７５ ０. ７１７ ０. ７５ ０. ２１７ ０. ７５ ０. ４１３ ０. ７５ ０. １９７

０. ８０ ０. ７６７ ０. ８０ ０. １６７ ０. ８０ ０. ４８２ ０. ８０ ０. １４３

０. ８５ ０. ８１７ ０. ８５ ０. １１７ ０. ８５ ０. ５５３ ０. ８５ ０. ０９２

０. ９０ ０. ８６７ ０. ９０ ０. ０６８ ０. ９０ ０. ６２６ ０. ９０ ０. ０４６

０. ９５ ０. ９１７ ０. ９５ ０. ０２３ ０. ９５ ０. ７００ ０. ９５ ０. ０１３

１. ００ ０. ９６７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 ０. ７７５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９　 底部破损时舱室的破损概率 ＰＢ应如下计算:
. １　 ＰＢ ＝ ＰＢＬＰＢＴ ＰＢＶ

式中:ＰＢＬ ＝ １ － ＰＢｆ － ＰＢａ———破损至以 Ｘａ和 Ｘ ｆ为界限的纵向区域的概率ꎻ
ＰＢＴ ＝ １ － ＰＢＰ － ＰＢＳ———破损至以 Ｙｐ和 ＹＳ为界限的横向区域的概率ꎻ和

ＰＢＶ ＝ １ － ＰＢｚ———破损至由 Ｚ 定义的垂向界限之上的概率ꎮ
. ２　 ＰＢａꎬＰＢｆꎬＰＢｐꎬＰＢｓ和 ＰＢｚ应采用内插法从本条 ９. ３ 提供的船底破损概率表中获取ꎬ

式中:ＰＢａ———破损全部位于 Ｘａ / Ｌ 位置后部的概率ꎻ
ＰＢｆ———破损全部位于 Ｘ ｆ / Ｌ 位置前部的概率ꎻ
ＰＢｐ———破损全部在油舱左舷的概率ꎻ
ＰＢｓ———破损全部在油舱右舷的概率ꎻ和
ＰＢ ｚ———破损全部在油舱之下的概率ꎮ

舱室界限 ＸａꎬＸ ｆꎬＹｐꎬＹＳ和 ｚ 应按如下方式确定:
Ｘａ和 Ｘ ｆ如本条 ８. ２ 的定义ꎻ
Ｙｐ———自位于水线 ｄＢ处或以下的舱室的最左的一点至位于船舶中心线右舷 ＢＢ / ２ 垂直

平面的横向距离ꎬ以 ｍ 计ꎻ
ＹＳ———自位于水线 ｄＢ处或以下的舱室的最右的一点至位于船舶中心线右舷 ＢＢ / ２ 垂直

９３



平面的横向距离ꎬ以 ｍ 计ꎻ和
ｚ———在舱室长度方向上 ｚ 的最小值ꎬ 如果在任何结定的纵向位置上ꎬ ｚ 为该纵向位置

船底板最低一点至该纵向位置舱室最低一点之间的垂直距离ꎬ以 ｍ 计ꎮ
. ３　 底部破损概率表

Ｘａ / Ｌ ＰＢａ Ｘｆ / Ｌ ＰＢｆ Ｙｐ / ＢＢ ＰＢｐ ＹＳ / ＢＢ ＰＢｓ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６９ ０. ００ ０. ８４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 ０. ９５３ ０. ０５ ０. ７９４ ０. 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１０ ０. ９３６ ０. １０ ０. ７４４ ０. １０ ０. ０３２

０. 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１５ ０. ９１６ ０. １５ ０. ６９４ ０. １５ ０. ０６３

０. ２０ ０. ０２９ ０. ２０ ０. ８９４ ０. ２０ ０. ６４４ ０. ２０ ０. ０９７

０. ２５ ０. ０４２ ０. ２５ ０. ８７０ ０. ２５ ０. ５９４ ０. ２５ ０. １３３

０. ３０ ０. ０５８ ０. ３０ ０. ８４２ ０. ３０ ０. ５４４ ０. ３０ ０. １７１

０. ３５ ０. ０７６ ０. ３５ ０. ８１０ ０. ３５ ０. ４９４ ０. ３５ ０. ２１１

０. ４０ ０. ０９６ ０. ４０ ０. ７７５ ０. ４０ ０. ４４４ ０. ４０ ０. ２５３

０. ４５ ０. １１９ ０. ４５ ０. ７３４ ０. ４５ ０. ３９４ ０. ４５ ０. ２９７

０. ５０ ０. １４３ ０. ５０ ０. ６８７ ０. ５０ ０. ３４４ ０. ５０ ０. ３４４

０. ５５ ０. １７１ ０. ５５ ０. ６３０ ０. ５５ ０. ２９７ ０. ５５ ０. ３９４

０. ６０ ０. ２０３ ０. ６０ ０. ５６３ ０. ６０ ０. ２５３ ０. ６０ ０. ４４４

０. ６５ ０. ２４２ ０. ６５ ０. ４８９ ０. ６５ ０. ２１１ ０. ６５ ０. ４９４

０. ７０ ０. ２８９ ０. ７０ ０. ４１３ ０. ７０ ０. １７１ ０. ７０ ０. ５４４

０. ７５ ０. ３４４ ０. ７５ ０. ３３３ ０. ７５ ０. １３３ ０. ７５ ０. ５９４

０. ８０ ０. ４０９ ０. ８０ ０. ２５２ ０. ８０ ０. ０９７ ０. ８０ ０. ６４４

０. ８５ ０. ４８２ ０. ８５ ０. １７０ ０. ８５ ０. ０６３ ０. ８５ ０. ６９４

０. ９０ ０. ５６５ ０. ９０ ０. ０８９ ０. ９０ ０. ０３２ ０. ９０ ０. ７４４

０. ９５ ０. ６５８ ０. ９５ ０. ０２６ ０. ９５ ０. ００９ ０. ９５ ０. ７９４

１. ００ ０. ７６１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 ０. ８４４

　 　 ＰＢｚ应如下计算:
当 ｚ / ＤＳ≤ ０. １ꎬＰＢｚ ＝ (１４. ５ － ６７ ｚ / ＤＳ)( ｚ / ＤＳ)ꎻ
当 ｚ / ＤＳ > ０. １ꎬＰＢｚ ＝ ０. ７８ ＋ １. １( ｚ / ＤＳ － ０. １)ꎮ
ＰＢｚ应取不大于 １ꎮ

１０　 本条应用简化的概率方法将每个货油舱对平均泄油量的贡献总和起来ꎮ 对于诸如舱壁 /甲板上

有台阶 /凹槽和倾斜的舱壁和 /或显著的船体弯曲部分的某些设计ꎬ可以采用更多适当的精密计算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应采用下列计算程序之一:
. １　 上述 ８ 和 ９ 中的概率可以采用更为精确的假定单元舱的方法进行计算①ꎮ
. ２　 上述 ８ 和 ９ 中所述的概率可以直接采用包括在第 １９. ５ 条所述指南中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行

计算ꎮ
. ３　 泄油性能可以按第 １９. ５ 条所述指南中的方法进行评估ꎮ

１１　 下列有关管路布置的规定应适用:
. １　 如位于自舷侧量起小于 ０. ３０Ｂｓ 的位置或自船底量起小于 ０. ３０Ｄｓ 的位置ꎬ则应向在其通向

任何货油舱的地方安装阀门或类似的关闭装置ꎮ 只要油舱装有货油ꎬ这些阀门在航行途中

就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ꎬ除非为了必要的货油作业需要将货油转驳时ꎬ才可开启ꎮ
. ２　 通过采用一个应急快速货油转驳系统或用于减轻事故中泄油量的其他系统时ꎬ只有当国际

０４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１２２(５２)决议通过的«关于意外溢油性能的解释性说明»ꎮ



海事组织批准了该系统的有效性和安全因素之后才可考虑其泄油量的减少问题ꎮ 应按第

１９. ５ 条所述的导则规定递交批准ꎮ

第 ２４ 条　 破损的假定

１　 为了按第 ２５ 条和第 ２６ 条所述计算油船的假定泄油量ꎬ船侧和船底的平行六面体损坏范围的三

维尺度假定如下ꎮ 对于底部破损ꎬ列出了两种情况ꎬ分别适用于所述的油船部位ꎮ
. １　 舷侧破损:

. １　 纵向范围( ｌｃ): １ / ３Ｌ２ / ３或 １４. ５ｍꎬ 取小者ꎮ

. ２　 横向范围( ｔｃ)(在相应于核 定的夏季干舷的水平面ꎬ
自舷侧向船内中心线垂直量取):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 取小者ꎮ

. ３　 垂向范围(ｖｃ): 自基线向上无限制ꎮ
. ２　 底部破损:

自船首垂线起 ０. ３Ｌ 内 船舶的任何其他部分

. １　 纵向范围( ｌｓ): Ｌ / １０ Ｌ / １０ 或 ５ｍꎬ取小者

. ２　 横向范围( ｔｓ): Ｂ / ６ 或 １０ｍꎬ取小者ꎬ但不小

于 ５ｍ
５ｍ

. ３　 自基线量起的垂向范围

(ｖｃ):
Ｂ / １５ 或 ６ｍꎬ取小者

　 　 ２　 本条所用的符号ꎬ凡在本章中出现时ꎬ其含义与本条所规定相同ꎮ

第 ２５ 条　 假定的泄油量

１　 在舷侧破损(Ｏｃ)和底部破损(Ｏｓ)时ꎬ如沿船长的一切可设想位置的损坏导致破损舱室范围达到

本附则第 ２４ 条所定的范围ꎬ其假定的泄油量ꎬ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 １　 对于舷侧破损:

Ｏｃ ＝∑Ｗｉ ＋∑Ｋ ｉ Ｃ ｉ 　 　 (Ⅰ)
. ２　 对于底部破损:

Ｏｓ ＝ (∑Ｚ ｉＷｉ ＋∑Ｚ ｉＣ ｉ) / ３　 　 (Ⅱ)
式中:Ｗｉ———假定由于本附则第 ２４ 条所规定的破损导致的一个假定破损的边舱的容积ꎬｍ３ꎻ

对于专用压载舱ꎬＷｉ可取为零ꎻ
Ｃ ｉ———假定由于本附则第 ２４ 条所规定的破损导致的一个假定破损的中间舱的容积ꎬ

ｍ３ꎻ对于专用压载舱ꎬＣ ｉ可取为零ꎻ
Ｋ ｉ———１ － ｂｉ / ｔｃꎻ当 ｂｉ≥ｔｃ时ꎬＫ ｉ应取为零ꎻ
Ｚ ｉ———１ － ｈｉ / ｖｓꎻ当 ｈｉ≥ｖｓ时ꎬＺ ｉ应取为零ꎻ
ｂｉ———所考虑的边舱宽度(ｍ)ꎬ在相应于核定的夏季干舷的水平面ꎬ自舷侧向船内中

心线垂直量取ꎻ
ｈｉ———所考虑的双层底的最小深度(ｍ)ꎻ如无双层底ꎬ则 ｈｉ应取为零ꎮ

上述符号ꎬ凡在本章中出现时ꎬ其含义与本条规定者相同ꎮ
２　 如果长度小于本附则第 ２４ 条所述 ｌｃ的一个空的处所或专用压载舱ꎬ位于两个边油舱之间ꎬ公式

(Ｉ)中 Ｏｃ的计算ꎬ可按容积 Ｗｉ 等于与之相邻接的两个边舱之一的实际容积(如果它们的容量相等)或其

中较小者的实际容积(如果它们的容量不等)乘以下述的 Ｓｉꎬ对在该次碰撞中所涉及的所有其他边舱ꎬ则
取实际的全部容积的值ꎮ

Ｓｉ ＝ １ － ｌｉ / ｌｃ
１４



式中:ｌｉ———所考虑的空舱或专用压载舱的长度(ｍ)ꎮ
３. １　 对于双层底舱ꎬ只有空的或装载清洁水ꎬ且其上面的舱内装有货油时ꎬ才能计入其影响ꎮ
３. ２　 如双层底没有延伸到所涉及的舱柜的全长或全宽ꎬ则该双层底应视为不存在ꎬ底部破损区域之

上的舱柜容积ꎬ即使由于这种局部双层底的设置而不认为该舱柜是破损的ꎬ其容积仍应计入公式

(Ⅱ)中ꎮ
３. ３　 在核定 ｈｉ值时ꎬ吸阱可以忽略不计ꎬ但这类阱的面积应不大、在舱柜下仅延伸了一个最小的距

离ꎬ并且不得超过双层底高度的一半ꎮ 如果这种阱的深度超过双层底高度的一半ꎬ则 ｈｉ值应等于双层底

的高度减去阱的高度ꎮ
用于这类阱的管路ꎬ如安装在双层底内ꎬ则应在其与舱柜的连接处装有阀门或其他关闭设备ꎬ以防管

路损坏而泄油ꎮ 这种管路的安装高度应尽可能远离船底板ꎮ 只要舱柜内装有货油ꎬ这些阀门在航行途中

就应保持关闭状态ꎬ除非为了船舶的纵倾平衡需要将货油转驳时ꎬ才可开启ꎮ
４　 如果底部破损同时涉及四个中间舱时ꎬ则 ＯＳ值可按下式计算:

ＯＳ ＝ １
４ (∑Ｚ ｉＷｉ ＋∑Ｚ ｉＣ ｉ)　 　 (Ⅲ)

５　 如果所设置的货油转驳系统在每个货油舱内有一个应急的较高吸口ꎬ能够从一个或几个破舱中

将油转驳到专用压载舱或有多余舱容的货油舱(如能保证这些油舱留有充分的空间)ꎬ则主管机关可以

认为该系统在底部破损时能减少泄油量ꎮ 对于这样一种系统作用的信任ꎬ取决于在 ２ｈ 时运转中其所能

转驳的油量相当于所涉及的破舱中最大的一个破舱容量的一半ꎬ并且在压载舱或货油舱中能有与此相等

的接收容量ꎮ 这种信任应限于允许按公式(Ⅲ)计算 ＯＳꎮ 这种吸口的管路应装在至少不小于底部破损垂

向范围 Ｖｓ 的高度上ꎮ 主管机关应将其所认可的这种装置的资料提供给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告

ＭＡＲＰＯＬ 其他各缔约国ꎮ
６　 本条不适用于第 １. ２８. ８ 条所定义的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ꎮ

第 ２６ 条　 货油舱的尺度限制和布置

１　 除以下 ７ 所规定之外ꎬ下列船舶应符合本条规定:
. １　 每艘第 １. ２８. ２ 所定义的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 和

. ２　 每艘第 １. ２８. １ 所定义的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 凡属

下述两类之一者:
. １　 在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油船ꎻ或
. ２　 适用下述两个条件的油船:

. １　 交船日期不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ꎻ和

. ２　 在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ꎬ或如果事先未签订建造合同ꎬ在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ꎮ

２　 油船货油舱的尺度和布置ꎬ应能使在船长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ꎬ按照本附则第 ２５ 条规定计算的

假定流出量 Ｏｃ 或 ＯＳ 都不超过 ３００００ｍ３或 ４００ꎬ取较大值ꎬ但最大不得超过 ４００００ｍ３ꎮ
３　 油船的任何一个边货油舱的容积ꎬ都不得超过本条 ２ 中所述假定流出量限额的 ７５％ ꎮ 任何一个

中间货油舱的容积ꎬ不得超过 ５００００ｍ３ꎮ 但是ꎬ在本附则第 １８ 条所述的具有专用压载舱的油船中ꎬ位于

两个专用压载舱(每个舱的长度都超过 ｌｃ)之间的一个边货油舱ꎬ如果宽度超过 ｔｃꎬ其所许可的容积可增

至假定流出量的最大限额ꎮ
４　 每一货油舱的长度ꎬ不得超过 １０ｍ 或下列各值之一ꎬ取较大者:

. １　 未在货油舱内设置纵向舱壁时:

０. ５
ｂｉ

Ｂ ＋ ０. １æ

è
ç

ö

ø
÷Ｌ　 　 　 　 但不超过 ０. ２Ｌ

. ２　 若在货油舱内中心线上设置纵向舱壁时:
２４



０. ２５
ｂｉ

Ｂ ＋ ０. １５æ

è
ç

ö

ø
÷Ｌ

. ３　 若在货油舱内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纵向舱壁时:
. １　 对于边货油舱: ０. ２Ｌ
. ２　 对于中间货油舱:

. １　 如果
ｂｉ

Ｂ等于或大于 １ / ５:０. ２Ｌ

. ２　 如果
ｂｉ

Ｂ小于 １ / ５ 则:

———未设置中心线纵向舱壁时:

０. ５
ｂｉ

Ｂ ＋ ０. １æ

è
ç

ö

ø
÷Ｌꎻ

———设置中心线纵向舱壁时:

０. ２５
ｂｉ

Ｂ ＋ ０. １５æ

è
ç

ö

ø
÷Ｌ

. ４　 ｂｉ 是指在相应于核定的夏季干舷水平面上ꎬ自舷侧向舱内中心线垂直量取的ꎬ从船侧到相关货

舱外侧纵向舱壁之间的最小距离ꎮ
５　 为了不超过本条 ２、３ 和 ４ 所定的容积限额ꎬ并且不论已被认可的所设货油转驳系统的型式如何ꎬ

当该系统连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货油舱时ꎬ应设置使各舱相互隔开的阀门或其他类似的关闭装置ꎮ 当油

船在航行途中时ꎬ这些阀门或装置应予关闭ꎮ
６　 通过货油舱的管路ꎬ如位于自船侧量起小于 ｔｃ或自船底量起小于 ｖｃ的位置ꎬ则应在其通向任何货

油舱的地方安装阀门或类似的关闭装置ꎮ 只要舱内装有货油ꎬ这些阀门在航行途中就应随时保持关闭状

态ꎬ除非为了船舶的纵倾平衡需要将货油转驳时ꎬ才可开启ꎮ
７　 本条不适用于第 １. ２８. ８ 条所定义的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ꎮ

第 ２７ 条　 完 整 稳 性

１　 每艘第 １. ２８. ７ 条所定义的在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 ５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在可能

出现的货物和压载水最恶劣装载工况(符合良好操作惯例且包括液体转移作业的中间阶段)下的任何营

运吃水ꎬ应符合本条 １. １ 和 １. ２ 所规定的完整稳性衡准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压载水舱应假定为存在自由

液面ꎮ
. １　 在港内ꎬ按横倾 ０°时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性高度 ＧＭ０ 应不小于 ０. １５ｍꎻ
. ２　 在海上ꎬ应适用以下衡准:

. １　 复原力臂曲线(ＧＺ 曲线)以下的面积ꎬ至横倾角 θ ＝ ３０°应不小于 ０. ０５５ｍｒａｄꎬ至横倾

角 θ ＝ ４０°或其他进水角 θｆ
①(如果 θｆ < ４０°)应不小于 ０. ０９ｍｒａｄꎮ 此外ꎬ复原力臂曲线

(ＧＺ 曲线)以下的面积在横倾角 ３０°与 ４０°之间或 ３０°与 θｆ(如果 θｆ < ４０°)之间ꎬ应不小

于 ０. ０３ｍｒａｄꎻ
. ２　 在横倾角等于或大于 ３０°处ꎬ复原力臂 ＧＺ 应至少为 ０. ０２ｍꎻ
. ３　 最大复原力臂最好在横倾角大于 ３０°但不小于 ２５°处ꎻ和
. ４　 按横倾 ０°时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性高度 ＧＭ０ꎬ应不小于 ０. １５ｍꎮ

２　 本条 １ 的要求应通过设计方面的措施来满足ꎮ 对于兼装船ꎬ允许采用简单辅助作业程序ꎮ
３　 对液体过驳作业ꎬ本条 ２ 提到的简单辅助作业程序应指供船长使用的书面程序ꎬ这些程序应:

３４

① θｆ是船体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中不能作风雨密关闭的开口浸水时的横倾角ꎮ 应用此衡准时ꎬ不致于引起累进进水的小开口不必视

为开敞的ꎮ



. １　 经主管机关批准ꎻ

. ２　 指明在液体过驳的任何特定工况下以及可能的货物密度范围内ꎬ哪些货舱和压载舱可能存

在自由液面并仍可满足稳性衡准要求ꎮ 这些舱在液体过驳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并有各

种组合情况ꎬ但必须符合稳性衡准ꎻ
. ３　 易为主管液体过驳作业的高级船员理解ꎻ
. ４　 规定货物 /压载过驳作业的计划步骤ꎻ
. ５　 允许采用图形或表格形式表示的稳性标准ꎬ对达到的稳性和要求的稳性作出对比ꎻ
. ６　 不需要主管高级船员进行大量的数学计算ꎻ
. ７　 规定在偏离建议值和发生紧急情况时ꎬ主管高级船员应采取的纠正措施ꎻ和
. ８　 醒目地展现于经批准的纵倾和稳性手册和货物 /压载过驳控制站以及运行稳性计算的任何

计算机软件中ꎮ

第 ２８ 条　 分舱和破损稳性

１　 每艘第 １. ２８. ２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在本条 ２ 所

述的假定舷侧或底部破损之后ꎬ对于反映与船舶纵倾、强度以及货物比重相一致的实际部分装载状态或

满载状态的任何营运吃水而言ꎬ应符合本条 ３ 中所规定的分舱和破损稳性衡准ꎮ 这种损坏应适用于沿船

长的一切可能的位置ꎬ其规定如下:
. １　 对于长度超过 ２２５ｍ 的油船ꎬ在船长范围的任何位置上ꎻ
. ２　 对于船长大于 １５０ｍ 但不超过 ２２５ｍ 的油船ꎬ在船长范围的任何位置上ꎬ但船尾部的机器处

所的后舱壁及前舱壁位置除外ꎮ 机器处所应按单舱浸水处理ꎻ
. ３　 对于长度不超过 １５０ｍ 的油船ꎬ除机器处所外ꎬ在船长范围内相邻横向舱壁间的任何位置上ꎮ

对于长度为 １００ｍ 或 １００ｍ 以下的油船ꎬ如需要符合本条 ３ 的全部要求而不能不对其营运性

能有重大损坏时ꎬ主管机关可以放宽这些要求ꎮ
油船在货油舱内未载有油类(任何残油除外)时的压载状态ꎬ应不予考虑ꎮ
２　 关于假定损坏的范围和性质规定如下:

. １　 舷侧破损:
. １　 纵向范围: １

３ Ｌ
２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 取小者

. ２ 　 横向范围(在夏季载重线水平

面ꎬ自舷侧向船内中心线垂直

量取):

Ｂ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 取小者

. ３　 垂向范围: 自中心线处的船底板型线量起ꎬ向上无限制

. ２　 底部破损:
自船首垂线起 ０. ３Ｌ 内 船舶的任何其他部分

. １　 纵向范围: １
３ Ｌ

２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 取小者

１
３ Ｌ

２
３( )或 ５ｍꎬ 取小者

. ２　 横向范围: Ｂ
６ 或 １０ｍꎬ取小者

Ｂ
６ 或 ５ｍꎬ取小者

. ３　 垂向范围: Ｂ
１５或 ６ｍꎬ取小者ꎬ自中心线处

的船底板型线量起

Ｂ
１５或 ６ｍꎬ取小者ꎬ自中

心线处的船底板型线

量起

. ３　 如果任何较 ２. １ 和 ２. ２ 规定的最大范围为小的损坏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情况ꎬ 则应对这种损

坏予以考虑ꎮ

４４



. ４　 如考虑出现本条 １. １ 和 １. ２ 中所述的涉及横向舱壁的损坏ꎬ横向水密舱壁的间距至少应等

于 ２. １ 中所述假定损坏的纵向范围ꎬ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ꎮ 如横向舱壁的间距较小ꎬ在该损

坏范围内的一个或几个这种舱壁ꎬ就确定浸水舱室而言ꎬ应假定不存在ꎮ
. ５　 如考虑出现本条 １. ３ 中所述的相邻两横向水密舱壁间的损坏ꎬ主横向舱壁或形成边舱或双

层底舱界线的横向舱壁ꎬ均不应假定为受损坏ꎬ除非:
. １　 相邻舱壁的间距小于 ２. １ 所规定的假定损坏的纵向范围ꎻ或者

. ２　 在横向舱壁上有一个长度大于 ３. ０５ｍ 的台阶或凹入部分ꎬ位于假定损坏的穿透部分ꎮ
由尾尖舱舱壁和尾尖舱顶部所形成的台阶ꎬ就本条而言ꎬ不应视为台阶ꎮ

. ６　 如果管路、导管或隧道位于假定的破损范围内ꎬ其布置应使在任何情况下的累进浸水不致扩

展到假定浸水舱室之外的其他舱室ꎮ
３　 油船如能满足下列要求ꎬ即应认为符合破损稳性衡准:

. １　 考虑到下沉、横倾和纵倾的最后水线ꎬ应在可能发生继续浸水的任何开口的下缘以下ꎮ 这种

开口应包括空气管和以风雨密门或风雨密舱盖关闭的开口ꎬ但以水密人孔盖与平舱口盖、保
持甲板高度完整性的小水密货油舱口盖、遥控水密滑动门以及永闭式舷窗等关闭的开口ꎬ可
以除外ꎮ

. ２　 在浸水的最后阶段ꎬ不对称浸水所产生的横倾角不得超过 ２５°ꎬ但如甲板边缘无浸没现象ꎬ则
这一角度最大可增至 ３０°ꎮ

. ３　 对浸水最后阶段的稳性应进行研究ꎬ如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点以外的范围至少为 ２０°ꎬ相应

的最大剩余复原力臂ꎬ在 ２０°范围内至少为 ０. １ｍꎬ且在此范围内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少于

０. ０１７５ｍｒａｄꎬ则该稳性可以认为是足够的ꎮ 在此范围内无保护的开口不应被浸水ꎬ除非该

开口所在处所是假定浸水的ꎮ 在此范围内ꎬ３. １ 中列举的任何开口和其他开口能够关闭保

持风雨密者ꎬ可以被浸水ꎮ
. ４　 主管机关应确信在浸水的中间阶段稳性是足够的ꎮ
. ５　 借助于机械的平衡装置ꎬ例如设有阀或横贯水平管ꎬ不应作为减少横倾角或获得剩余稳性最

小范围的措施以满足 ３. １、３. ２ 和 ３. ３ 的要求ꎬ并且在使用平衡装置的所有阶段中ꎬ都应保持

有足够的剩余稳性ꎮ 用大横剖面导管连接的处所可认为是相通的ꎮ
４　 本条 １ 的要求应由计算加以证实ꎬ这些计算应考虑到船舶的设计特点ꎬ受损舱室的布置、形状和

容量ꎬ以及液体的分布、比重和自由液面的影响ꎮ 这些计算应以下列规定为依据:
. １　 应考虑到任何空的或部分装载的舱柜、所载货物的相对密度、以及受损舱室中液体的任何流

出量ꎮ
. ２　 由于破损而浸水的处所的渗透率如下表:

处所 渗透率

供装载物料的处所 ０. ６０

起居舱室 ０. ９５

机器处所 ０. ８５

空的处所 ０. ９５

供装载消耗液体的处所 ０ 至 ０. ９５①

供装载其他液体的处所 ０ 至 ０. ９５①

. ３　 直接位于舷侧破损范围之上的任何上层建筑的浮力ꎬ不予考虑ꎮ 但是ꎬ在损坏范围以外的上

５４

① 部分装载的舱的渗透率应与该舱所载液体的量相一致ꎮ 装载液体的舱一旦破损ꎬ应假定所载液体从该舱完全流失ꎬ并由海水替

代至最后平衡时的水线面ꎮ



层建筑未浸水部分ꎬ只要是以水密舱壁与损坏处所相分隔ꎬ并且符合本条 ３. １ 关于这些未损

坏处所的要求ꎬ则可予以考虑ꎮ 在上层建筑内的水密舱壁上装设铰链水密门ꎬ是可以接

受的ꎮ
. ４　 对于每一独立舱室ꎬ自由液面的影响应按 ５°横倾角来计算ꎮ 对于部分装载的舱柜ꎬ主管机关

可要求或允许按大于 ５°横倾角来计算自由液面的修正ꎮ
. ５　 在计算消耗液体的自由液面影响时ꎬ应假定对于每一类液体ꎬ至少横向有一对舱柜或者中心

线上有一个舱柜具有自由液面ꎬ同时ꎬ对之加以考虑的这个舱柜或这组舱柜ꎬ应是自由液面

影响最大者ꎮ
５　 应按认可的格式ꎬ向本附则适用的每艘油船的船长和非自航油船的负责人提供:

. １　 为保证符合本条各项规定所必需的关于货物装载和分布的资料ꎻ和

. ２　 关于船舶遵照本条所规定破舱稳性的能力资料ꎬ包括根据本条 １. ３ 可能已作放宽的影响ꎮ
６　 如第 １. ２８. ６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应在本条

２. ２ 规定的破损假定中补充如下假定的底部破损:
. １　 纵向范围:

. １　 ７５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船舶:　 自首垂线量起 ０. ６Ｌꎻ

. ２　 小于 ７５０００ 载重吨的船舶:　 自首垂线量起 ０. ４Ｌꎻ
. ２　 横向范围:船底任何位置的 Ｂ / ３ꎻ
. ３　 垂直范围:外部船体的损坏ꎮ

第 ２９ 条　 污 油 水 舱

１　 除本附则第 ３. ４ 条的规定外ꎬ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应设有本条 ２. １ 至 ２. ３ 所要求的污油水舱

装置ꎮ 对于如第 １. ２８. １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ꎬ 可以指定任一个货油舱作

为污油水舱ꎮ
２. １　 应有清洗货油舱和从货油舱将污压载水的残余物与洗舱水转移至经主管机关批准的污油水舱

的适当设备ꎮ
２. ２　 在该系统中ꎬ应有将油性废弃物以这样一种方式转移至或一组污油水舱的装置ꎬ即能使排入海

中的任何排出物符合本附则第 ３４ 条的规定ꎮ
２. ３　 污油水舱或一组污油水舱的布置ꎬ应有留存洗舱后所产生的污油水、残油和污压载水残余物所

必需的容量ꎬ此总容量不得小于船舶载油容量的 ３％ ꎮ 但主管机关可接受下述情况:
. １　 油船设有这样的洗舱装置:当污油水舱或一组污油水舱装入洗舱水后ꎬ如果这些水量足以用

来进行洗舱ꎬ并供给喷射器(如适用时)作为驱动液ꎬ同时该系统无需再添加水ꎬ则其污油水

舱或一组污油水舱的总容量可减至不小于该船载油容量的 ２％ ꎻ
. ２　 按照本附则第 １８ 条设置专用压载舱或清洁压载舱ꎬ或按附则第 ３１ 条设置使用的货舱清洗

系统ꎬ可以接受 ２％ ꎮ 对于这种船舶ꎬ当污油水舱或一组污油水舱装入洗舱水后ꎬ如果这些

水量足以用来进行洗舱ꎬ并供给喷射器(如适用时)作为驱动液ꎬ同时该系统无需再添加水ꎬ
这样的洗舱布置ꎬ其污油水舱或一组污油水舱的总容量可进一步减至该船载油容量的

１. ５％ ꎻ和
. ３　 对于兼装船ꎬ倘若仅在具有平坦舱壁的舱内装载货油ꎬ污油水舱或一组污油水舱总容量可减

至 １％ ꎮ 这个容量还可进一步减至 ０. ８％ ꎻ其条件是洗舱装置应为当污油水舱或一组污油水

舱装入洗舱水后ꎬ如果这些水量足以用来进行洗舱ꎬ并供给喷射器(如适用时)作为驱动液ꎬ
同时该系统无需再添加水ꎮ

２. ４　 污油水舱的设计ꎬ特别是其入口、出口、挡板或堰(如设有时)的位置ꎬ应能避免油类的过分湍

流和被带走或与水形成乳化ꎮ
６４



３　 如第 １. ２８. ２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 ７０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油船至少应设置

两个污油水舱ꎮ

第 ３０ 条　 泵吸、管路和排放布置

１　 每艘油船在其开敞甲板上两舷应设置连接接收设备的排放汇集管ꎬ以便排放污压载水或污油水ꎮ
２　 在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中ꎬ根据本附则第 ３４ 条允许排放货舱区域的压载水或油污水入海

的管路ꎬ应通至开敞甲板或通至最深压载状态水线以上的舷侧ꎮ 按本条 ６. １ 至 ６. ５ 所许可的方式进行作

业的不同管路布置可予接受ꎮ
３　 对于如第 １. ２８. ２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除按本条 ６

允许在水线以下排放者外ꎬ应在上甲板或上甲板以上的处所设有停止从货舱区域排放压载水或油污水入

海的装置ꎬ该处所的位置ꎬ应能观测到本条 １ 所述正在用的汇集管和本条 ２ 所述管路的排放入海情况ꎮ
如果在观察处所和排放控制处所之间有可靠的通信系统ꎬ如电话或无线电装置ꎬ则在观察处所不必设有

停止排放的装置ꎮ
４　 凡需设置专用压载舱或装设系统的如第 １. ２８. ４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油船ꎬ

应符合下述要求:
. １　 所装设油管的设计与安装ꎬ应使管路中留存的油量减至最低限度ꎻ和
. ２　 应设有能在卸货完成时将所有货油泵及货油管路泄空的装置ꎬ必要时可连接到扫舱装置ꎮ

货油管和货油泵的排出物应能被排往岸上及被排至一货舱或一污油水舱ꎮ 对于排往岸上ꎬ
应有为此而专设的一条小直径管路ꎬ并连接于货油汇集管阀门的向舷外的一侧ꎮ

５　 凡需设置专用压载舱或装设系统ꎬ或采用清洁压载舱的如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ꎬ均应符合本条 ４. ２ 的规定ꎮ

６　 每艘油船从货舱区域排放压载水或油污水应水线以上进行ꎬ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专用压载水和清洁压载水可在水线以下排放:

. １　 在港口或在近海装卸站ꎻ或

. ２　 在海上以重力排放:或

. ３　 如压载水的更换按«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淀物控制和管理公约»第 Ｄ － １. １ 条的规定进

行ꎬ在海上以泵排放ꎮ
但须在紧接排放前用目视或其他方式对压载水表面进行检查ꎬ确保未曾发生油污ꎮ

. ２　 第 １. ２８. １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ꎬ如未经改装不能在水线以

上排放专用压载水在海上可在水线以下排放专用压载水ꎬ但须在紧接排放前对压载水表面

进行检查ꎬ确认未曾发生油污ꎮ
. ３　 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ꎬ如具有清洁压载舱而未经改

装如不能在水线以上排放清洁压载舱的清洁压载水ꎬ可在水线以下排放这种压载水ꎬ但须按

本附则第 １８. ８. ３ 条的规定ꎬ对排放这种压载水进行监督ꎮ
. ４　 每艘油船在海上时ꎬ来自货舱区域内除污油舱以外的各货舱的污压载水或油污水可以重力

从水线以下排放ꎬ但需有足够的时间以便油 /水产生分离ꎬ并应在紧接排放之前ꎬ用本附则第

３２ 条规定的油 /水界面探测器对压载水进行检查ꎬ以确保分界面的高度不致使这种排放增

加对海上环境的危害ꎮ
. ５　 如第 １. ２８. １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ꎬ油船在海上时ꎬ来自货油舱

区域的污压载水或油污水ꎬ在按 ６. ４ 所述方法排放之后ꎬ可以在水线以下排放或代替 ６. ４ 所

述方法ꎬ直接在水线以下进行排放ꎬ但应:
. １　 把一部分水通过固定管路流向上甲板或上甲板以上的容易接近的位置ꎬ该位置在排放

操作期间ꎬ可用目视观察ꎻ和
７４



. ２　 这样的分流系统应符合主管机关规定的要求ꎬ这些要求至少包括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

«控制舷外排放分流系统的设计、安装和操作技术条件»①中所有的规定ꎮ
７　 凡如第 １. ２８. ８ 条所定义的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如果安装了

一个与货油管路系统永久相连的海水吸入箱ꎬ 则应设有一个海水吸入箱阀和一个舷内隔离阀ꎮ 除了这

两个阀以外ꎬ当油船装货、运货或卸货时ꎬ海水吸入箱应能用一种令主管机关满意的牢靠设备与货油管路

系统相隔离ꎮ 该牢靠设备是安装在管路系统中的一种装置ꎬ用以在一切情况下防止海水吸入箱与舷内阀

之间的管段进入货油ꎮ

Ｂ 部分　 设　 　 备

第 ３１ 条　 排油监控系统

１　 除本附则第 ３ 条 ４ 和 ５ 的规定之外ꎬ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应装有一个经主管机关批准的排油监

控系统ꎮ
２　 在考虑用于该系统的油分计的设计时ꎬ主管机关应注意到国际海事组织所推荐的技术条件②ꎮ

该系统应设有一个记录装置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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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至少应保存三年ꎮ 每当有排出物排放入海时ꎬ排油监控系统即应开始工作ꎬ
并应保证在油量瞬间排放率超过本附则第 ３４ 条的规定时ꎬ即自动停止排放任何油性混合物ꎮ 排油监控

系统遇到任何故障即应停止排放ꎮ 排油监控系统如遇任何故障ꎬ可使用一种手工操作的替代方法ꎬ但该

有缺陷的装置应尽快予以修复ꎮ 经过港口国当局的允许ꎬ排油监控系统有缺陷的油船在驶往修理港以

前ꎬ可进行一次压载航行ꎮ
３　 排油监控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油船排油监控系统指南和技术条件③ꎮ

主管机关可接受在该指南和技术条件内详述的具体布置ꎮ
４　 这种系统的操作说明书应符合主管机关批准的操作手册ꎬ该说明书应包括人工和自动操作ꎬ并且

旨在保证除非符合本附则第 ３４ 条规定的条件ꎬ否则任何时候都不得排放油类ꎮ

第 ３２ 条　 油 /水界面探测器④

除本附则第 ３ 条 ４ 和 ５ 的规定之外ꎬ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应在污油水舱内备有经主管机关认可的

有效的油水界面探测器ꎬ以便能迅速而准确地测定中的油 /水分界面ꎬ其他舱柜如需进行油水分离并拟从

其中将排出物直接排放入海者ꎬ也应有这种探测器ꎮ

第 ３３ 条　 对原油洗舱的要求

１　 每艘如第 １. ２８. ４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后交船的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原油油船应设

８４

①
②

③

④

见统一解释附录 ４ꎮ
对安装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前建造的油船上的油分计ꎬ参阅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３９３(Ｘ)决议通过的«关于油水分离设备和油分

计国际性能和试验技术条件的建议案»ꎮ 对安装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或以后建造的油船上的作为排油监控系统部件的油分计ꎬ参
阅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５８６(１４)决议通过的«油船排油监控系统指南和技术条件»ꎮ 对安装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油

船上的作为排油监控系统部件的油分计ꎬ参阅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１０８(４９)决议通过并以 ＭＥＰＣ. ２４０(６５)决议修订的«修订

的油船排油监控系统指南和技术条件»ꎮ 本脚注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按适用情况ꎬ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４９６(ＸＩＩ)决议通过的«油船排油监控系统指南和技术条件»或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５８６(１４)
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油船排油监控系统指南和技术条件»ꎬ或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１０８(４９)决议通过并以 ＭＥＰＣ. ２４０(６５)决
议修订的«修订的油船排油监控系统指南和技术条件»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５(ＸＩＩＩ)决议通过的«油 / 水界面探测器技术条件»ꎮ



置使用原油洗舱的货油舱清洗系统ꎮ 主管机关应保证该系统在该船第一次载运原油航行以后的一年内

或载运适合于原油洗舱的原油的第 ３ 个航程结束时(两者发生较晚者)完全符合本条的要求ꎮ
２　 原油洗舱装置及其附属设备与布置ꎬ应符合主管机关所制订的要求ꎮ 这些要求ꎬ至少应包括经国

际海事组织通过的«原油洗舱系统设计、操作和控制技术条件»①的全部规定ꎮ 如果对船舶没有如本条 １
规定的要求ꎬ但其设置了原油洗舱装置ꎬ则应符合上述技术条件的安全方面的要求ꎮ

３　 每个按本附则第 １８. ７ 条所述的原油洗舱系统均应符合本条的要求ꎮ

Ｃ 部分　 操作性排油的控制

第 ３４ 条　 排油的控制

Ａ. 　 特殊区域外的排放

１　 除本附则第 ４ 条和本条 ２ 的规定外ꎬ 除非符合下列条件ꎬ 禁止将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排放入海ꎮ
. １　 油船不在特殊区域之内ꎻ
. ２　 油船距最近陆地 ５０ｎ ｍｉｌｅ 以上ꎻ
. ３　 油船正在途中航行ꎻ
. ４　 油量瞬间排放率不超过 ３０Ｌ / ｎ ｍｉｌｅꎻ
. ５　 排入海中的总油量ꎬ 对于如第 １. ２８. １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油船而

言ꎬ 不得超过这项残油所属的该种货油总量的 １ / １５０００ꎬ对于如第 １. ２８. ２ 条所定义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交船的油船而言ꎬ 不得超过这项残油所属的该种货油总量的 １ / ３００００ꎻ 和

. ６　 油船所设的本附则第 ２９ 条和 ３１ 条要求的排油监测和控制系统以及污油水舱正在运转ꎮ
２　 本条 １ 的规定不适用于清洁或专用压载水的排放ꎮ
Ｂ. 　 特殊区域内的排放

３　 除本条 ４ 的规定外ꎬ 当油船在特殊区域内时ꎬ 禁止将船上货油区域的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排放

入海②ꎮ
４　 本条 ３ 的规定不适用于清洁或专用压载水的排放ꎮ
５　 本条中的任何规定ꎬ并不禁止仅有部分航程在特殊区域内的船舶在特殊区域外按本条 １ 的规定

进行排放ꎮ
Ｃ. 　 对小于 １５０ 总吨的油船的要求

６　 本附则第 ２９、３１ 和 ３２ 条的要求不适用于小于 １５０ 总吨的油船ꎬ这种船按本条所述的排油控制ꎬ
是将油留存在船上以及随后将所有的经污染的洗涤液排入接收设备ꎮ 用于冲洗和流回到贮存柜中去的

全部油和水应排入接收设备ꎬ除非设有适当的装置以保证对允许排入海水中的流出物有足够的监测以符

合本条的规定ꎮ
Ｄ. 　 一般要求

７　 凡在紧邻船舶或其迹流的水面上或水面下ꎬ发现有明显的油迹时ꎬ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ꎬ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政府有权对有无违反本条规定的有关事实立即进行调查ꎮ 这种调查特别应包括风况和

海况、该船的航迹和航速、附近的这种明显油迹的其他可能来源ꎬ以及任何有关的排油记录ꎮ
８　 任何含有在数量或浓度上会危害海洋环境的化学品或其他物质ꎬ或是借以违避本条所列排放条

件的化学品或其他物质ꎬ均不得排放入海ꎮ
９　 按照本条 １ 和 ３ 的规定不能排放入海的残油ꎬ应留存在船上或排入接收设备ꎮ

９４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４４６(ＸＩ)决议通过并经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４７９(Ⅻ)决议修正ꎬ再经 Ａ. ８９７(２１)决议修正的«原油洗舱系

统设计、操作和控制技术条件»ꎮ
参见第 ３８. ６ 条ꎮ



第 ３５ 条　 原油洗舱操作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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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ꎬ 该手册应使主管机关认为满意ꎬ并应包括本附则第 ３３. ２ 条所述技术条件中所列的全部资料ꎮ
如果进行了对系统有影响的变更ꎬ则«操作与设备手册»也应作相应的修订ꎮ

２　 关于货油舱的压载ꎬ应在每一压载航次开始之前ꎬ以原油清洗足够的货油舱ꎬ以便根据该油船营

运的方式及预备期的气候情况将压载水只装在经过原油清洗的货油舱内ꎮ
３　 除非一艘油船载运了不适合于原油洗舱的原油ꎬ油船应按«操作与设备手册»操作原油洗舱系统ꎮ

第 ３６ 条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货油 /压载作业

１　 凡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应备有«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货油 /压载的作业)ꎮ 这种油类记录

簿不论是作为船上的正式航海日志的一部分或作为其他文件ꎬ均应按本附则附录Ⅲ中所规定的格式ꎮ
２　 每当船舶进行下列任何一项货油 /压载的作业时ꎬ均应逐舱填写«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

. １　 货油的装载ꎻ

. ２　 航行中货油的转驳ꎻ

. ３　 货油的卸载ꎻ

. ４　 货油舱的清洁压载舱的压载ꎻ

. ５　 货油舱的清洗(包括原油洗舱)ꎻ

. ６　 压载水的排放ꎬ 但从专用压载舱排放者除外ꎻ

. ７　 排放污油水舱的水ꎻ

. ８　 污油水舱排放作业后ꎬ 所使用的阀门或类似装置的关闭ꎻ

. ９　 污油水舱排放作业后ꎬ 为清洁压载舱与货油和扫舱管路隔离所需阀门的关闭ꎻ

. １０　 残油的处理ꎮ
３　 对本附则第 ３４. ６ 条所述的油船而言ꎬ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中应有用于洗舱和流回到储存柜

中的油和水的总量的记录ꎮ
４　 倘若发生本附则第 ４ 条所述的排放油类或油性混合物的情况时ꎬ或者发生该条所未予除外的意

外排放或其他特殊排油情况时ꎬ应在«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中说明这种排放的情况和理由ꎮ
５　 应及时将本条 ２ 中所述的每项作业详细地记入«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ꎬ以使与该项作业相应的

所有项目均有记录ꎬ每项完成的作业ꎬ应由高级船员或有关作业的负责人签字ꎬ且每写完一页应由船长签

字ꎮ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中的记录ꎬ应至少为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ꎮ 若同时使用船旗国的官方文字

作记录ꎬ则在遇有争议或不相一致的情况时ꎬ应以船旗国官方文字记录为准ꎮ
６　 排油监控系统的任何故障均应记入«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ꎮ
７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应存放于可在所有合理时间随时取来检查的地方ꎬ除了没有配备船员的

被拖船舶外ꎬ均应存放在船上ꎮ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应在进行最后一项记录后保存三年ꎮ
８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政府的主管当局可对停靠本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适用本附则的任何船舶检查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ꎬ并可将该记录簿中任何记录制成副本ꎬ并要求船长证明该副本是该项记录的真

实副本ꎮ 凡经船长证明为船上«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中某项记录的真实副本者ꎬ在任何法律诉讼中应

可作为该项记录中所述事实的证据ꎮ 主管当局根据本项规定对«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的检查和制作正

确无误的副本ꎬ应尽速进行ꎬ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９　 对于 １５０ 总吨以下的油船ꎬ按本附则第 ３４. ６ 条进行操作ꎬ 应由主管机关制订适合的«油类记录簿»ꎮ

０５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３(ＸＩＩ)决议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８１(４３)决议修正的«原油洗舱操作和设备手册的

标准格式»ꎮ



Ⅴ　 防止油污事故造成的污染

第 ３７ 条　 船上油污应急计划

１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和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非油船应备有主管机关认可的«船上油污

应急计划»ꎮ
２　 该应急计划应以由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指南①为基础ꎬ并应以船长和驾驶员的工作语言书写ꎮ

该计划至少应包括:
. １　 依据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导则ꎬ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第 ８ 条和议定书 Ｉ 要求的由船长或其他负责

人员报告油污事故所遵循的程序②ꎻ
. ２　 在发生油污事故时应与之联系的当局或人员的名单ꎻ
. ３　 在事故发生后由船上人员为减少或控制排油所立即采取的措施的详细说明书ꎻ以及

. ４　 在处理污染时与政府及地方当局协调船上行动的程序和船上联系要点ꎮ
３　 对于公约附则Ⅱ第 １７ 条也适用的船舶ꎬ该计划可与公约附则Ⅱ第 １７ 条所要求的船上有毒液体

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合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此计划的标题应为«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４　 所有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ｔ 或以上的油船ꎬ均应备有岸基破损稳性和剩余结构强度快速响应电脑计算程序ꎮ

Ⅵ　 接 收 设 备

第 ３８ 条　 接 收 设 备

Ａ. 　 特殊区域外的接收设备

１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政府承担义务保证在装油站、修理港以及船舶需要排放残油的其他港口ꎬ设置

接收油船和其他船舶留存的残油和油性混合物的足够设备③ꎬ以满足使用它们的船舶的需要ꎬ不对船舶

造成不当延误ꎮ
２　 在下列港、站应设置本条 １ 规定的接收设备:

. １　 所有供油船装载原油的港口和装油站ꎬ而这种油船在到达前刚完成了一次不超过 ７２ｈ 或不

超过 １２００ｎ ｍｉｌｅ 的压载航行ꎻ
. ２　 装载原油以外的散装油类的港口和装油站ꎬ其每日平均装油量在 １０００ｔ 以上者ꎻ
. ３　 所有有修船厂和洗舱设施的港口ꎻ
. ４　 所有接待设有本附则第 １２ 条所要求的残油(油泥)舱的船舶的港口和装卸站ꎻ
. ５　 所有按照本附则第 １５ 条和 ３４ 条规定不能排放含油舱底水和其他残油的港口ꎻ和
. ６　 所有按照本附则第 ３４ 条规定不能从油类 /散货两用船排放残油的散装货的装货港口ꎮ

３　 接收设备的容量如下:
. １　 原油装油站应有充分的接收设备ꎬ以接收所有进行本条 ２. １ 中所述航行的油船按照本附则

第 ３４. １ 条规定不能排放的油类和油性混合物ꎻ
. ２　 本条 ２. ２ 中所述的装油港和装油站ꎬ应有充分的接收设备ꎬ以接收装载原油以外的散装油类

１５

①
②

③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５４(３２)决议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８６(４４)决议修正的«船上油污应急计划编制指南»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８５１(２０)决议通过的«船舶报告制度和船舶报告要求的一般原则ꎬ包括危险品、有害物质和 / 或海洋污染

物事故报告的指南»ꎮ
见 ＭＥＰＣ. ８３(４４)决议«确保足够的港口废弃物接收设备指南»ꎮ



的油船按照本附则第 ３４. １ 条规定不能排放的油类和油性混合物ꎻ
. ３　 所有有修船厂和洗舱设施的港口ꎬ应有充分的接收设备ꎬ在船舶进入这些修船厂或洗舱设施

前ꎬ接收船上留待处理的所有残油和油性混合物ꎻ
. ４　 在本条 ２. ４ 所述港口和装卸站设置的所有设备ꎬ应足以接收可能停靠这些港口和装卸站的

所有船舶按照本附则第 １２ 条规定所留存的全部残油ꎻ
. ５　 在本条所述港口和装卸站设置的所有设备ꎬ应足以接收按照本附则第 １５ 条规定不能排放的

含油舱底水和其他残油ꎻ和
. ６　 在散装货的装货港所设置的设备ꎬ应适当地考虑到兼装船的特殊问题ꎮ

４　 发展中小岛国家可通过区域安排满足本条 １ 至 ３ 的要求ꎬ因为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特环境ꎬ这种安

排是满足这些要求的唯一可行的措施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应根据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导则①制定一份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政府应咨询 ＩＭＯꎬ以向其他缔约国通告:

. １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如何考虑了 ＩＭＯ 导则②ꎻ

. ２　 确定的船舶区域废弃物接收中心的详细情况ꎻ和

. ３　 仅有有限设备的港口的细节ꎮ
Ｂ. 　 特殊区域内的接收设备

５　 凡海岸线与任何特殊区域相邻接的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政府ꎬ应保证在该特殊区域内的所有装油站

和修理港都备有足够的接收和处理来自油船的所有污压载水和洗舱水的设备ꎮ 此外ꎬ该特殊区域以内的

所有港口还应备有足够的①接收来自一切船舶的其他残余物和油性混合物的设备ꎮ 这类设备应有足够

的容量ꎬ以满足使用它们的船舶的需要ꎬ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６　 发展中小岛国家可通过区域安排满足本条 ５ 的要求ꎬ因为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特环境ꎬ这种安排是

满足这些要求的唯一可行的措施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应根据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导则②制定一份区域

接收设备计划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政府应咨询 ＩＭＯꎬ向其他缔约国通告:

. １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如何考虑了 ＩＭＯ 导则③ꎻ

. ２　 确定的船舶区域废弃物接收中心ꎻ和

. ３　 仅有有限设备的港口的细节ꎮ
７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政府ꎬ凡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浅海航路入口可能要求排放压载水以减少船舶

吃水者ꎬ应保证设置本条 ５ 中所述的设备ꎬ但可以附有条件ꎬ即需要排放污油水或污压载水的船舶可能要

受到一些延误ꎮ
８　 红海海域、海湾海域、亚丁湾海域和阿拉伯海的阿曼海域:

. １　 各有关缔约国应将按照本条 ５ 和 ７ 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在收到足够的

通知后ꎬ国际海事组织应规定一个本附则第 １５ 和 ３４ 条的排放要求对所涉及区域开始生效

的日期ꎮ 国际海事组织应至少在上述规定日期之前 １２ 个月将该日期通知所有缔约国ꎮ
. ２　 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生效之日和上述规定日期之间的这一期间内ꎬ船舶在特殊区域内航行时ꎬ

应遵守本附则第 １５ 条和 ３４ 条有关特殊区域外排放的要求ꎮ
. ３　 在该日期之后ꎬ在这些特殊区域内尚无这种设备的港口装货的油船ꎬ也应完全遵守本附则第

１５ 条和 ３４ 条有关特殊区域内排放的要求ꎮ 但是ꎬ为装货而进入这些特殊区域的油船ꎬ应尽

量在进入该区域时仅载有清洁压载水ꎮ
. ４　 在对所涉及特殊区域的要求生效之日后ꎬ各缔约国应将宣称设备不足的一切事例通知国际

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告有关缔约国ꎮ

２５

①
②
③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１(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制定导则»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１(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制定导则»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１(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制定导则»ꎮ



. ５　 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生效之日起一年后ꎬ应至少设有本条 １、２ 和 ３ 所规定的接收设备ꎮ
９　 尽管有本条 ５、７ 和 ８ 的规定ꎬ下列规定适用于南极区域:

. １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各缔约国政府对前往或来自南极区域的船舶在其港口时ꎬ承担义务保证尽可

能迅速地提供足够设备以从所有船上接收残油(油泥)、污压载水、洗舱水和其他油性残余

物及混合物ꎬ满足使用该设备的船舶的需要ꎬ而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 ２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各缔约国政府应保证所有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在进入南极区域前ꎬ船上配置具

有足够容量的一个或几个液舱用来储存船舶在该区域航行时的所有残油(油泥)、污压载

水、洗舱水和其他油性残余物及混合物ꎬ并已做好在离开该区域之后将这些油性残余物排放

至接收设备的安排ꎮ
Ｃ. 　 一般要求

１０　 各缔约国应将按本条规定设置的设备被宣称为不足的一切事例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告有

关缔约国ꎮ

Ⅶ　 对固定或浮动平台的特殊要求

第 ３９ 条　 对固定或浮动平台的特殊要求

１　 本条适用于固定或浮动平台ꎬ包括钻井装置ꎬ用于近海采油和储油的浮式生产储存和卸货装置

(ＦＰＳＯ)ꎬ以及用于近海储油的浮式储存装置(ＦＳＵ)ꎮ
２　 从事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相关联的近海加工的固定或浮动平台和其他平台ꎬ应符合本附

则中适用于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非油船的要求ꎬ但下列情况除外:
. １　 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ꎬ应设置本附则第 １２ 条和 １４ 条中所要求的装置ꎻ
. ２　 应按主管机关批准的格式ꎬ对所有涉及排放油类或油性混合物的作业均做出记录ꎻ和
. ３　 除本附则第 ４ 条的规定外ꎬ禁止将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排入海中ꎬ除非未经稀释的排放物的含

油量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ꎮ
３　 主管机关在验证 ＦＰＳＯ 或 ＦＳＵ 类平台是否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的规定时ꎬ除以上 ２ 的要求外ꎬ还应

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Ⅷ　 防止海上油船间过驳货油造成污染

第 ４０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从事海上油船间过驳货油(ＳＴＳ 操作)并且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或以后进行 ＳＴＳ
操作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ꎮ 然而ꎬ在主管机关按第 ４１. １ 条要求认可 ＳＴＳ 操作计划之后但在该日期

之前进行的 ＳＴＳ 操作ꎬ应尽可能符合 ＳＴＳ 操作计划ꎮ
２　 本节要求不适用于与固定或移动式平台包括钻井装置、用于近海采油和储油的浮式生产储存和

卸货设施(ＦＰＳＯ)以及用于近海采油储存的浮式储存装置(ＦＳＵ)相关的油类过驳操作②ꎮ
３　 本节要求不适用于燃油加油作业ꎮ
４　 本节要求不适用于为保障船舶安全或救护海上人命、或为对抗特定污染事故以最大限度减少污

染造成的损害所必需的 ＳＴＳ 操作ꎮ

３５

①

②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３９(５３)决议通过的并经 ＭＥＰＣ. １４２(５４)决议修正的«经修订的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要求适用于 ＦＰＳＯｓ / ＦＳＵｓ 导

则»ꎮ
经修订的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第 ７ 章(ＭＥＰＣ. １１７(５２)决议)和 ＵＮＣＬＯＳ 第 ５６ 条适用于处理这些操作ꎮ



５　 本节要求不适用于涉及军舰、海军辅助船舶或其他国家所有或国家经营并暂时只用于政府非商

业性服务的船舶的 ＳＴＳ 操作ꎮ 但各国应采取不损害这类船舶的操作或操作性能的适当措施ꎬ以确保其在

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按本节的规定进行 ＳＴＳ 操作ꎮ

第 ４１ 条　 安全和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定

１　 从事 ＳＴＳ 操作的任何油船应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进行的船舶首次年度、中间或换证检

验之日在船上携有一份规定如何进行 ＳＴＳ 操作的计划(ＳＴＳ 操作计划)ꎮ 每艘油船的 ＳＴＳ 操作计划应经

主管机关认可ꎮ ＳＴＳ 操作计划应使用船上的工作语言编写ꎮ
２　 ＳＴＳ 操作计划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 ＳＴＳ 操作最佳方法指南包含的信息制订①ꎮ 如果经修

正的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Ⅸ章要求的现有安全管理体系适用于所述油船ꎬ可将 ＳＴＳ 操作计

划纳入该现有安全管理体系ꎮ
３　 受本节约束从事 ＳＴＳ 操作的任何油船应符合其 ＳＴＳ 操作计划ꎮ
４　 负责 ＳＴＳ 操作总咨询控制的人员应具备履行所有相关职责的资格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确定

的 ＳＴＳ 操作最佳方法指南包含的资格②ꎮ
５　 ＳＴＳ 操作记录③应在船上留存 ３ 年ꎬ并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检查时可供使用ꎮ

第 ４２ 条　 通　 　 知

１　 受本节约束的每艘油船ꎬ其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某一缔约国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内计划 ＳＴＳ 操作

时ꎬ应不迟于计划的 ＳＴＳ 操作之前 ４８ｈ 通知该缔约国ꎮ 如在例外情况下ꎬ提前 ４８ｈ 无法提供本条 ２ 所规

定的所有信息时ꎬ排放货油的油船应提前 ４８ｈ 通知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该缔约国将发生的 ＳＴＳ 操作ꎬ并尽早向

该缔约国提供本条 ２ 规定的信息ꎮ
２　 本条 １ 规定的通知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④:

. １　 ＳＴＳ 操作涉及的油船船名、船旗、呼号、ＩＭＯ 编号和预计到达时间ꎻ

. ２　 计划的 ＳＴＳ 操作开始的日期、时间和地理位置ꎻ

. ３　 是否在锚泊时或航行途中进行 ＳＴＳ 操作ꎻ

. ４　 油的类型和数量ꎻ

. ５　 ＳＴＳ 操作的计划持续时间ꎻ

. ６　 确定 ＳＴＳ 操作服务提供方或负责总咨询控制人员和联系信息ꎻ和

. ７　 确认油船在船上备有满足第 ４１ 条要求的 ＳＴＳ 操作计划ꎮ
３　 如果油船至 ＳＴＳ 操作位置或区域的预计到达时间变化超过 ６ｈꎬ该油船的船长、船东或代理商应

向本条 １ 规定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该缔约国提供修改的预计到达时间ꎮ

Ⅸ　 在南极区域使用或载运油类的特殊要求

第 ４３ 条　 在南极区域使用或载运油类的特殊要求

１　 除从事保障船舶安全或搜救作业的船舶外ꎬ禁止在本附则第 １. １１. ７ 条定义的南极区域将下列油

４５

①
②
③

④

经修正的 ＩＭＯ“油污手册ꎬ第 １ 节ꎬ防止”ꎬ和 ＩＣＳ 和 ＯＣＩＭＦ“船对船过驳指南ꎬ石油”ꎬ２００５ 年第四版ꎮ
经修正的 ＩＭＯ“油污手册ꎬ第 １ 节ꎬ防止”ꎬ和 ＩＣＳ 和 ＯＣＩＭＦ“船对船过驳指南ꎬ石油”ꎬ２００５ 年第四版ꎮ
经修订的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第 ３ 和 ４ 章(ＭＥＰＣ. １１７(５２)决议)ꎻ油类记录簿中记录加油和货油过驳操作的要求ꎬ以及 ＳＴＳ 操作计划

要求的任何记录ꎮ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通函 ＭＳＣ － ＭＥＰＣ. ６ / Ｃｉｒｃ. ９ 文件或其后续修正案中所列的国家操作联系点ꎮ



类物质作为货物散装运输及作为燃料载运和使用:
. １　 在 １５℃时密度高于 ９００ｋｇ / ｍ３的原油ꎻ
. ２　 在 １５℃时密度高于 ９００ ｋｇ / ｍ３或在 ５０℃时运动粘度高于 １８０ｍｍ２ / ｓ 的除原油以外的油类ꎻ或
. ３　 沥青、焦油及其乳化物ꎮ

２　 对于先前涉及上述 １. １ 至 １. ３ 所列油类的载运或使用的操作ꎬ则不要求对这些液舱或管路进行

清除或冲洗ꎮ

下述对本章的修改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Ⅱ　 检验和发证

第 ８ 条　 检　 　 验

现有 ３.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１　 为实施本附则的规定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ꎬ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执行ꎮ 但主管机关可将这些

检验委托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由其认可的组织ꎮ 这种组织包括船级社应由主管机关根据本公

约以及认可组织规则(ＲＯ 规则)的规定进行授权ꎮ ＲＯ 规则包括第 １ 和第 ２ 部分(强制性规定)以及第 ３
部分(建议性规定)ꎬ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３７(６５)决议通过并可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ꎬ只要:

. １　 ＲＯ 规则第 １ 和第 ２ 部分的修正案须按ＭＡＲＰＯＬ 第 １６ 条关于本附则适用的修正程序的规定

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
. ２　 ＲＯ 规则第 ３ 部分的修正案由环保会根据其规则程序予以通过ꎻ和
. ３　 由海安会和环保会通过的上述. １ 和. ２ 中的任何修正案均是完全一致的ꎬ并以相同的合适时

间生效或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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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Ⅰ的附录

附录 １　 油 类 名 单①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沥青溶液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ｓ 调和油料

Ｒｏｏｆｅｒｓ Ｆｌｕｘ 屋顶用柏油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ｕ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 直馏渣油

Ｏｉｌｓ 油类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澄清油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原油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含原油混合物

Ｄｉｅｓｅｌ ｏｉｌ 柴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Ｏ. ４ ４ 号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Ｏ. ５ ５ 号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Ｏ. ６ ６ 号燃料油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Ｆｕｅｌ ｏｉｌ 残油燃料油

Ｒｏａｄ Ｏｉｌ 铺路沥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ｏｉｌ 变压汽油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ｏｉｌ(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 芳烃油类(不包括植物油)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ｓ 润滑油和调和油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ｉｌ 矿物油

Ｍｏｔｏｒ ｏｉｌ 马达油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渗透润滑油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ｏｉｌ 锭子油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ｏｉｌ 透平油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ｅｓ 馏分油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ｕｎ 直馏油

Ｆｌａｓｈｅｄ Ｆｅｅｄ Ｓｔｏｃｋｓ 闪蒸原料油

Ｇａｓ ｏｉｌ 瓦斯油

Ｃｒａｃｋｅｄ 裂化瓦斯油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ｓ 汽油调和料类

Ａｌｋｙｌａｔｅｓ￣ｆｕｅｌ 烷基化燃料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ｅｓ 重整油

Ｐｏｌｙｍｅｒ￣ｆｕｅｌ 聚合燃料

６５
① 该油类清单不应被认为是全面的ꎮ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ｓ 汽油类

Ｇａｓｉｎｇｈｅａ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天然汽油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车用汽油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航空汽油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ｕｎ 直馏汽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Ｏ. １(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１ 号燃料油(煤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Ｏ. １￣Ｄ １￣Ｄ 号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Ｏ. ２ ２ 号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Ｏ. ２￣Ｄ ２￣Ｄ 号燃料油

Ｊｅｔ Ｆｕｅｌｓ 喷气燃料类

Ｊｐ￣１(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ＪＰ￣１(煤油)喷气燃料

Ｊｐ￣３ ＪＰ￣３ 喷气燃料

Ｊｐ￣４ ＪＰ￣４ 喷气燃料

Ｊｐ￣５(ＫｅｒｏｓｅｎｅꎬＨｅａｖｙ) ＪＰ￣５(煤油、重质)喷气燃料

Ｔｕｒｂｏ Ｆｕｅｌ 燃气轮机燃料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煤油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矿物油溶剂

Ｎａｐｈｔｈａ 石脑油

Ｓｏｌｖｅｎｔ 溶剂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石油

Ｈｅａｒｔｃｕｔ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ｅ ｏｉｌ 窄馏分油

附录 ２　 ＩＯＰＰ 证书和附录格式

(略)

附录 ３　 «油类记录簿»格式

(略)

７５



第 ２ 章　 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　 　 　 　

Ⅰ　 总　 　 则

第 １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周年日期ꎬ系指与«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期满之日相对应的每年的该月

该日ꎮ
２　 附属管系ꎬ系指从货舱吸入点到岸接头用于卸货的管系ꎬ包括与卸货管线开敞式连接的船舶所有

管系、泵和过滤器ꎮ
３　 压载水

清洁压载水ꎬ系指装载入这样一个舱内的压载水ꎬ该舱自上次用于装载含有 ＸꎬＹ 或 Ｚ 类物质的货物

以来ꎬ已予彻底清洗ꎬ所产生的残余物也已按本附则的相应要求全部排空ꎮ
专用压载水ꎬ系指装入这样一个舱内的压载水ꎬ该舱与货物和燃油系统完全隔离并固定用于装载压

载水、或固定用于装载 ＭＡＲＰＯＬ 诸附则中所定义的各种油类或有毒液体物质以外的压载水或货物ꎮ
４　 化学品规则

散装化学品规则ꎬ系指由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２０(２２)决议通过的并可能经

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ꎬ但这些修正案应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第 １６
条规定的有关附则附录的修正程序予以通过和生效ꎮ

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ꎬ系指由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１９(２２)决议通过的并可

能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ꎬ但这些修正案应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第 １６ 条规定的有关附则附录的修正程序予以通过和生效ꎮ
５　 水深系指海图上标注的深度ꎮ
６　 在航途中ꎬ系指船舶在海上包括偏离最短直线航道的航行ꎮ 就实际航行目的而言ꎬ会造成海上大

范围实际又合乎情理的排放ꎮ
７　 液体物质ꎬ系指在温度为 ３７. ８℃时ꎬ绝对蒸气压力不超过 ０. ２８ＭＰａ 的物质ꎮ
８　 手册ꎬ系指根据本附则的附录 ６ 所给的样本编写的«程序和布置手册»ꎮ
９　 最近陆地ꎬ“距最近陆地”一词ꎬ系指距按照国际法划定领土所属领海的基线ꎬ但下述情况除外:

就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而言ꎬ在澳大利亚东北海面“距最近陆地”ꎬ系指澳大利亚海岸下述各点的连线而言:
自南纬 １１°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８′的一点起ꎬ
至南纬 １０°３５′东经 １４１°５５′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０°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９°１０′东经 １４３°５２′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９°００′东经 １４４°３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０°４１′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３°００′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５°００′东经 １４６°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７°３０′东经 １４７°００′的一点ꎬ

８５



然后至南纬 ２１°００′东经 １５２°５５′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２４°３０′东经 １５４°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澳大利亚海岸南纬 ２４°４２′东经 １５３°１５′的一点所画的一条连线ꎮ
１０　 有毒液体物质ꎬ系指«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或 １８ 条污染类一栏中所指明的或根据本规则

第 ６. ３ 条规定经临时评定列为 Ｘ、Ｙ 或 Ｚ 类的任何物质ꎮ
１１　 ＰＰＭꎬ系指 ｍｌ / ｍ３ꎮ
１２　 残余物ꎬ系指任何需处理的有毒液体物质ꎮ
１３　 残余物 /水混合物ꎬ系指以任何目的加入水的残余物(例如油舱清洗、加压载水、舱底含油污水)ꎮ
１４　 船舶建造

１４. １　 建造的船舶ꎬ系指已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船舶改建为化学品液货船时ꎬ不
管其建造日期为何时ꎬ开始改建的日期应作为化学品液货船的建造日期ꎮ 但此改建规定不适用于符合下

列全部条件的船舶改装:
. １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ꎻ和
. ２　 根据«散装化学品规则»ꎬ此船已证明为仅运载由该规则划定为只具有污染危害的物质的

货品ꎮ
１４. ２　 类似建造阶段ꎬ系指在此阶段:

. １　 可以辨认出具体船舶的建造开始ꎬ以及

. ２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 ５０ｔ 或占全部结构材料质量估算值的 １％ ꎬ取较小者ꎮ
１５　 凝固 /非凝固

１５. １　 凝固物质ꎬ系指有毒液体物质ꎬ其:
. １　 物质的溶点低于 １５℃ꎬ处于卸载时溶点以上不到 ５℃的温度ꎻ或
. ２　 物质的溶点等于或高于 １５℃ꎬ处于卸载时溶点以上不到 １０℃的温度ꎮ

１５. ２　 非凝固物质ꎬ系指不是凝固的有毒液体物质ꎮ
１６　 液货船

. １　 化学品液货船ꎬ系指建造为或改造为用于散装装运«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所列液

体货品的船舶ꎮ
. ２　 ＮＬＳ 船ꎬ系指建造为或改造为用于装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货物的船舶ꎬ包括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Ⅰ定义的用于装运全部或部分散装有毒液体物质货物的油船ꎮ
１７　 粘度

. １　 高粘度物质ꎬ系指在卸载温度下粘度等于或高于 ５０ｍＰａｓ 的 Ｘ 或 Ｙ 类有毒液体物质ꎮ

. ２　 低粘度物质ꎬ系指非高粘度物质的有毒液体物质ꎮ

第 ２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本附则适用于所有准予运输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ꎮ
２　 如在 ＮＬＳ 船的装货处所装载有关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所涉及的货物时ꎬ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的相应

要求也应适用ꎮ

第 ３ 条　 例　 　 外

１　 如系属下列情况ꎬ本附则的排放要求不适用于有毒液体物质或含有这种物质的混合物排放入海:
. １　 此排放系为保障船舶安全或救护海上人命所必需者ꎻ或
. ２　 由于船舶或其设备损坏而导致:

. １　 如果在发生损坏或发现排放后ꎬ为防止排放或使排放减至最低限度ꎬ已采取了一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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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预防措施ꎻ和
. ２　 但是ꎬ如果船东或船长故意地造成损坏ꎬ或轻率行事而又知道可能会招致损坏ꎬ则不在

此例ꎻ或
. ３　 此排放系经主管机关批准用以对付特殊的污染事故ꎬ使污染损害减至最低限度ꎮ 但任

何这种排放ꎬ需经拟进行排放所在地区的管辖政府批准ꎮ

第 ４ 条　 免　 　 除

１　 关于因物质升级而对装载要求的修正ꎬ下列情况应适用:
. １　 凡对本附则、对«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及对«散装化学品规则»的修正牵涉到因装载某些物

质要求的升级而对结构或设备和装置进行改变ꎬ如果认为马上使用该修正案显得不合理或

行不通ꎬ则主管机关可对在该修正案生效日期之前建造的船舶修改修正案的使用期限或推

迟一段时间实施ꎮ 应就每一物质确定此类放宽ꎻ
. ２　 根据本段落允许放宽使用修正案的主管机关ꎬ应向国际海事组织递交一份报告ꎬ其中详述有

关船舶、核定装运的货物、各船所从事的贸易和放宽的理由ꎬ以转交 ＭＡＲＰＯＬ 的各缔约国ꎬ
供其参考和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有时)ꎬ并在本附则第 ７ 或 ９ 条所述的证书中反映出该免除ꎮ

. ３　 尽管有上述规定ꎬ对准予载运在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中用相关脚注标识出的单个识别的植物油

类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免除第 １１ 条的载运要求ꎬ但该船舶应符合下列条件:
. １　 除了本条规定外ꎬ载运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ＮＬＳ 船)应符合 ＩＢＣ 规则中划定为 ３ 型船

舶的所有要求ꎬ但液货舱位置除外ꎻ
. ２　 在本条中ꎬ液货舱应位于下述船舶内侧距离内ꎮ 液货舱全长应由压载舱或除装运油类

的液舱外的处所保护ꎬ如下:
. １　 边舱或处所应布置成液货舱任何部位位于舷侧板型线内侧不小于 ７６０ｍｍ 处ꎻ
. ２　 双层底舱或处所应布置成液货舱底部与船底部壳板型线之间在船舶中心线处垂直

于船底部壳板测量的距离不小于 Ｂ / １５(ｍ)或 ２. ０ｍꎬ取较小者ꎮ 最小距离应为 １. ０ｍꎻ
以及

. ３　 相关证书应显示所给予的免除ꎮ
２　 除下述. ３ 的规定外ꎬ第 １２. １ 条的规定不需要适用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建造的船舶并由主管机

关确定为航行于下列港口或装卸站之间的限制航线:
. １　 现行公约缔约国的国内港口或装卸站ꎻ或
. ２　 现行公约各缔约国之间的港口或装卸站ꎮ

３　 上述 ２ 的规定仅适用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建造的船舶ꎬ如果:
. １　 每次含有 Ｘ、Ｙ 或 Ｚ 类物质或其混合物的液货舱应进行清洗或压载时ꎬ洗舱系符合本附则附

录 ６ 的要求按照主管机关批准的预洗程序进行ꎬ洗舱水排至接收设备ꎻ
. ２　 随后的洗舱水或压载水排入接收设备或按本附则其他规定在海上排放ꎻ
. ３　 上述港口或装卸站的接收设备的适应程度就本节而言ꎬ由这些港口或装卸站所在的现公约

缔约国政府批准ꎻ
. ４　 在船舶航行于现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的港口或装卸站的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将免除的细节通

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发各公约缔约国使其知道和采取适当行动(如有时)ꎻ以及

. ５　 根据本附则要求的证书经签署阐明该船仅航行于此种限制航线ꎮ
４　 船舶由于结构上和作业上的特点ꎬ液货舱无需压载并仅在修理或进坞时才要求洗舱ꎬ如果符合下

列所有条件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免除第 １２ 条的规定:
. １　 船舶的设计、构造和设备ꎬ已由主管机关按其用途予以批准ꎻ
. ２　 在修理或进坞之前可能进行的洗舱所产生的任何污液排至接收设备ꎬ该设备的适应程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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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确定ꎻ
. ３　 按本附则要求的证书表明:

. １　 每个液货舱被准予装运有限数量的类似物质ꎬ且无需马上清洗就可在同一舱内交替装

载这些货物ꎻ及
. ２　 免除的细节ꎻ
. ３　 船舶备有一份由主管机关批准的操作手册ꎻ
. ４　 在船舶航行于现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的港口或装卸站的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将免除的细

节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发各公约缔约国使其知道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有时)ꎮ

第 ５ 条　 等　 　 效

１　 主管机关可允许在船上安装任何装置、材料、设备或器械ꎬ以代替本附则中的要求ꎬ条件是这种装

置、材料、设备或器械与本附则中的要求至少是同样有效ꎮ 主管机关这种权力ꎬ不得扩大到以操作方法来

达到控制排放有毒液体物质并作为等效来代替本附则各条所规定的那些设计和构造特点ꎮ
２　 允许以某种装置、材料、设备或器械来代替本附则所要求的主管机关应按本条 １ 将其细节通知国

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告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各缔约国ꎬ供其参考和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有时)ꎮ
３　 虽然本条 １ 和 ２ 有规定ꎬ凡准予装运在适用的气体船规则中所列的有毒液体物质的液化气船的

构造和设备ꎬ如该气体船符合所有下列情况ꎬ应被认为等效于本附则第 １１ 条和第 １２ 条所含的构造和设

备要求:
. １　 对准予装运散装液化气的船舶按所适用的«气体船规则»签发并持有适装证书ꎻ
. ２　 持有国际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防污染证书ꎬ其中载明该气体船仅可装运适用的«气体船规

则»所确定和所列的有毒液体物质ꎻ
. ３　 提供专用压载布置ꎻ
. ４　 提供使主管机关满意的泵吸和管系布置ꎬ以确保在卸货后舱内及其附属管系内的货物残余

量不超过第 １２. １ꎬ１２. ２ 或 １２. ３ 条所要求的货物残余量ꎻ
. ５　 备有一份主管机关认可的手册ꎬ确保操作中没有任何货物残余物与水混合在一起ꎬ并且在使

用手册中规定的通风程序后ꎬ舱内没有任何货物残余物ꎮ

Ⅱ　 有毒液体物质的分类

第 ６ 条　 有毒液体物质的分类和清单

１　 就本附则而言ꎬ有毒液体物质应分为以下 ４ 类:
. １　 Ｘ 类———这类有毒液体物质ꎬ如从洗舱或排除压载的作业中排放入海ꎬ将被认为会对海洋资

源或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危害ꎬ因而应严禁向海洋环境排放该类物质ꎮ
. ２　 Ｙ 类———这类有毒液体物质ꎬ如从洗舱或排除压载的作业中排放入海ꎬ将被认为会对海洋资

源或人类健康产生危害ꎬ或对海上的休憩环境或其他合法利用造成损害ꎬ因而对排放入海的

该类物质的质和量应采取限制措施ꎮ
. ３　 Ｚ 类———这类有毒液体物质ꎬ如从洗舱或排除压载的作业中排放入海ꎬ将被认为会对海洋资

源或人类健康产生较小的危害ꎬ因而对排放入海的该列物质应采取较严格的限制措施ꎮ
. ４　 其他物质:以 ＯＳ(其他物质)形式被列入«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８ 章污染类别栏目中的

物质ꎬ并经评定认为不能列入本附则 ６. １ 所规定的 ＸꎬＹ 或 Ｚ 类物质之内ꎬ因为这些物质如

从洗舱或排除压载的作业中排放入海ꎬ目前认为对海洋资源、人类健康、海上休憩环境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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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法的利用并无危害ꎮ 排放仅含有被列为“其他物质”的物质的舱底水或压载水或其他

残余物或混合物ꎬ不受本附则任何要求的约束ꎮ
２　 对有毒液体物质进行分类的准则ꎬ载于本附则附录 Ｉ 中ꎮ
３　 如拟散装运输的液体物质ꎬ尚未按本条 １ 予以分类ꎬ则与该作业有关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政

府ꎬ应以本条 ２ 所述的指南为基础商定一个暂定的类别ꎮ 在各有关政府之间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之前ꎬ
这种物质不应装运ꎮ 在达成协议后ꎬ制造国或运输国政府应尽快(最晚不得超过 ３０ 天)通知国际海事组

织并提供这种物质的细节和暂定的类别ꎬ以便每年向所有缔约国通报ꎬ供其参考ꎮ 在所有此类物质被正

式编入 ＩＢＣ 规则前ꎬ国际海事组织应保存一份此类物质和暂定类别的记录ꎮ

Ⅲ　 检验与发证

第 ７ 条　 化学品液货船的检验和发证

尽管有本附则第 ８、９ 及 １０ 条的规定ꎬ由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按照«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或«散装

化学品规则»规定(如适用)检验并发证的化学品液货船ꎬ应视为已符合上述各条的规定ꎬ按«规则»签发

的证书应与按本附则第 ９ 条签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并得到同样的承认ꎮ

第 ８ 条　 检　 　 验

１　 运输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应进行下述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ꎬ在船舶投入营运前或首次签发本附则第 ９ 条所要求的证书之前进行ꎮ 这种检验ꎬ

应包括对其结构、设备、各种系统、附件、布置及材料的全面检验ꎮ 此种检验应保证结构、设
备、各种系统、附件、布置及材料完全符合本附则中可适用的要求ꎮ

. ２　 换证检验ꎬ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期限进行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ꎬ除非本附则第 １０. ２、１０. ５、
１０. ６、或 １０. ７ 条适用ꎮ 换证检验应确保其结构、设备、各种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

本附则的适用要求ꎮ
. ３　 中间检验ꎬ在证书的第二个周年日之前或之后三个月内或第三个周年日之前或之后三个月

内进行ꎬ并应取代本条 １. ４ 规定的其中一次年度检验ꎮ 中间检验应确保设备及其附属的泵

和管系完全符合本附则的适用要求ꎬ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ꎮ 这种中间检验应在根据本附

则第 ９ 条的规定在所签发证书上签署ꎮ
. ４　 年度检验ꎬ在证书的每个周年之前或之后三个月之内进行ꎬ包括对本条 １. １ 所述的结构、设备、

各种系统、附件、布置及材料的总体检查ꎬ以确保其是按本条 ３ 的规定进行保养的ꎬ同时确保其

继续满足船舶营运目的ꎮ 这种年度检验应根据本附则第 ９ 条的规定在所签发的证书上签署ꎮ
. ５　 附加检验ꎬ在按本条 ３ 规定的检查结果进行修理后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换新后应根据情况

进行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这种检验应确保已有效进行了必要的修理或换新ꎬ且这种修理或换

新的材料和工艺在各方面均属合格ꎬ同时确保该船在各方面均符合本附则的要求ꎮ
２. １　 为执行本附则规定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ꎬ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进行ꎮ 但主管机关可将这些检

验委托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由其认可的组织办理ꎮ
２. ２　 本条 ２. １ 所述经认可的该组织应遵守由 ＩＭＯ 以 Ａ. ７３９(１８)决议通过、并可能对其进行修正的

指南ꎻ以及由 ＩＭＯ 以 Ａ. ７３９(１９)决议通过、并可能对其进行修正的说明ꎮ 但这些修正案应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第 １６ 条规定的有关附则的修正程序予以通过、实施和生效ꎮ

２. ３　 主管机关如指定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来执行本条 ２. １ 所述的检验和检查ꎬ至少应对所指定的

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授权ꎬ使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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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要求船舶进行修理ꎻ及

. ２　 在受到港口国主管当局请求时ꎬ执行检验ꎮ
２. ４　 主管机关应将授权给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的具体职责和条件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

转告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各缔约国ꎬ供其官员参考ꎮ
２. ５　 当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确定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ꎬ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内容不符ꎬ或者

开航出海会对海洋环境产生不当的危害威胁ꎬ则该验船师或组织应立即要求该船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通

知主管机关ꎮ 如该船未能采取纠正措施ꎬ就应撤销其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ꎮ 如果此时该船在另一缔

约国的港口内ꎬ则尚需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主管当局ꎮ 当主管机关的官员、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

通知了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ꎬ则该港口国政府应对该官员、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给予一切必要协助ꎬ帮助他

们根据本条规定履行其职责ꎮ 必要时ꎬ有关的港口国政府应采取措施确保该船在不具备对海洋环境不造

成危害威胁的条件下ꎬ不得开航出海或离港口驶往最近的船舶修理厂ꎮ
２. ６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办理ꎬ有关的主管机关应充分保证检验和检查的全面性及有效性ꎬ并应负责

做出必要的安排以完成此项任务ꎮ
３. １　 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加以维护ꎬ使其能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的各项规定ꎬ从而保证该船在各

个方面保持适合出海航行而不致对海洋环境产生不当的危害威胁ꎮ
３. ２　 根据本条 １ 规定对船舶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ꎬ非经主管机关许可ꎬ经过本检验的结构、设

备、各种系统、附件、布置或材料均不得改变ꎬ直接替换这种设备和附件ꎮ
３. ３　 凡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ꎬ对该船的完整性或对本附则所涉及的设备的效用或完整性有重

大影响时ꎬ该船的船长或其船东应尽快向负责签发有关证书的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或指定的验船师报

告ꎬ该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或指定的验船师在收到报告以后ꎬ应立即进行调查研究ꎬ以确定是否需要进

行本条 １ 所要求的检验ꎮ 如果该船舶是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内ꎬ船长或船东亦应立即向该港口国的有关

当局报告ꎬ而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应查明此项报告是否业已递交ꎮ

第 ９ 条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１　 对拟驶往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的港口或装卸站的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在按

本附则第 ８ 条的规定进行最初检验或换证检验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ꎮ
２　 此种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由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个人或组织签发或签署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主管机

关应对该证书负全部责任ꎮ
３. １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政府应主管机关的申请ꎬ可对船舶进行检验ꎮ 如认为符合本附则的规定ꎬ

应按本附则签发或授权签发«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ꎬ如适用ꎬ应按本附则规定为该

船签署或授权签署该证书ꎮ
３. ２　 证书和检验报告副本各 １ 份应尽快送交提出申请的主管机关ꎮ
３. ３　 该签发的证书上应声明该证书系根据主管机关的申请签发ꎬ并应与按本条 １ 规定所签发的证

书具有同等效力和得到同样承认ꎮ
３. ４　 对于悬挂非缔约国国旗的船舶ꎬ不得予以签发«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ꎮ
４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格式应与本附则附录 ３ 所载样本相一致并至少应用

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ꎮ 如也使用船舶所悬挂国旗国家的官方语言ꎬ则当发生纠纷或争执时应以该官方

语言为主ꎮ

第 １０ 条　 证书的有效期和有效性

１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由主管机关规定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ꎮ
２. １　 尽管本条 １ 有要求ꎬ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失效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

成之日起到现有证书失效之后的 ５ 年之内有效ꎮ
３６



２. ２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失效之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到现有证书失

效之日后的 ５ 年之内有效ꎮ
２. ３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到期之日的 ３ 个多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应在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 ５

年内有效ꎮ
３　 如果证书签发期限少于 ５ 年ꎬ主管机关可以把证书有效期展期至本条 １ 规定的最大期限ꎬ条件是

进行了本附则 ８. １. ３ 和 ８. １. ４ 所述的适用的检验ꎬ而证书的签发期限是 ５ 年ꎮ
４　 如果在现有证书失效日之前已完成换证检验而新证书还未签发或还未送至船上ꎬ主管机关授权

的个人或组织可以在现有证书上签署ꎬ这种证书在期满后 ５ 个月的未来期限内应被认为继续有效ꎮ
５　 如果证书期满时ꎬ船舶不在将接受检验的港口ꎬ主管机关可以延长证书的有效期ꎬ但这种延长只

是让该船完成航程抵达接受检验的港口ꎬ也只有在显得恰当合理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ꎮ 但证书的展期不

得超过 ３ 个月ꎮ 持有这种展期证书的船舶在到达接受检验的港口后ꎬ不得凭此证书离开港口ꎬ除非获得

一份新的证书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从现有证书展期前的失效期算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６　 为短期航行的船舶所签发的证书ꎬ未按本条上述规定展期时ꎬ可由主管机关在该证书所示到期之

日给予一个月的展期ꎮ 换证检验完成之后ꎬ新证书应从现有证书展期前的到期之日起 ５ 年内有效ꎮ
７　 在特殊情况下(由主管机关确定)ꎬ按本条 ２. ２、５ 或 ６ 的要求ꎬ新证书不必从现有证书的失效之日

算起ꎮ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 ５ 年内有效ꎮ
８　 如果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在本附则第 ８ 条规定的期限前完成ꎬ则:

. １　 证书上所示的周年日期应予以签署修改ꎬ修改日期不得迟于检验完成之日后的 ３ 个月ꎻ

. ２　 本附则第 ８ 条要求的后续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ꎬ应在该条规定的间隔期内完成ꎬ使用新的周

年日期ꎻ
. ３　 如进行一次或一次以上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ꎬ而使本附则第 ８ 条规定的最大检验间隔期

未被超过ꎬ则失效日期可以保持不变ꎮ
９　 按本附则第 ９ 条规定所签发的证书ꎬ遇下列任何情况ꎬ应中止有效:

. １　 如果相关检验不能在本附则第 ８. １ 条规定的时间内完成ꎻ

. ２　 如果证书没有按本附则第 ８. １. ３ 或 ８. １. ４ 条的规定签署ꎻ

. ３　 船舶转到另一船旗国ꎮ 只有发证政府完全满意ꎬ船舶符合本附则第 ８. ３. １ 和 ８. ３. ２ 条的要

求ꎬ才能给该船签发新的证书ꎮ 至于在缔约国之间转移船籍ꎬ如果在转籍后 ３ 个月之内提出

申请ꎬ该船的前船旗国政府应尽快把该船转籍前所持证书副本转交给主管机关ꎬ如可行ꎬ也
将相关检验报告副本一并转交ꎮ

Ⅳ　 设计、构造、布置和设备

第 １１ 条　 设计、构造、设备和操作

１　 准予散装运输«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所确定的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的设计、构造、设备

和操作ꎬ应符合下列规定ꎬ以使此类物质不受控制而排放入海的情况降到最低限度:
. １　 对建造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的化学品液货船ꎬ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ꎻ或
. ２　 对下述船舶ꎬ应符合«散装化学品规则»１. ７. ２ 的要求:

. １　 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或以后签署建造合同ꎬ但在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ꎬ且航行到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其他缔约国所辖港口或装卸站的船舶ꎻ及
. ２　 于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但在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所建造的ꎬ且航行于船旗国的港口或

装卸站之间的船舶ꎮ
. ３　 对下述船舶ꎬ应符合«散装化学品规则»１. ７. ３ 的要求:

４６



. １　 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以前所签建造合同的ꎬ且航行到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其他缔约国所辖港

口或装卸站的船舶ꎻ及
. ２　 于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所建造的ꎬ且航行于船旗国的港口或装卸站之间的船舶ꎮ

２　 对于准予散装运输«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所确定的有毒液体物质的非化学品液货船或

非液化气体运输船ꎬ主管机关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编写的«指南»①制定适当措施ꎬ以确保此类物质不受

控制而排放入海的情况降到最低限度ꎮ

第 １２ 条　 泵吸、管路、卸货设施和污液舱

１　 在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每艘船舶ꎬ均应设置泵吸和管路ꎬ以确保每个准予装运 Ｘ 或 Ｙ 类

物质的舱内及其附属管路内的残余物不超过 ３００Ｌꎬ并确保每个准予装运 Ｚ 类物质的舱内及其附属管路

内的残余物不超过 ９００Ｌꎮ 应根据本附则附录 ５ 进行性能试验ꎮ
２　 在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后但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建造的每艘船舶ꎬ均应设置泵吸和管路ꎬ以确保每

个准予装运 Ｘ 或 Ｙ 类物质的舱内及其附属管路内的残余物不超过 １００Ｌꎬ并确保每个准予装运 Ｚ 类物质

的舱内及其附属管路内的残余物不超过 ３００Ｌꎮ 应根据本附则附录 ５ 进行性能试验ꎮ
３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每艘船舶ꎬ均应设置泵吸和管路ꎬ以确保准予装运 Ｘ、Ｙ 或 Ｚ 类

物质在每个舱内及其附属管路内的残余物不超过 ７５Ｌꎮ 应根据本附则附录 ５ 进行性能试验ꎮ
４　 凡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建造的、未能符合本条 １、２ 所述为 Ｚ 类物质设置泵吸和管路要求的非

化学品液货船ꎬ均不适用数量要求ꎮ 如液舱被排空到最实际的程度ꎬ就被认为达到符合标准ꎮ
５　 本条 １、２ 和 ３ 所涉及的泵吸效能试验和条件应由主管机关批准ꎮ 泵吸效能试验应使用水作为试

验介质ꎮ
６　 准予装运 Ｘ、Ｙ 或 Ｚ 类物质的船舶ꎬ应设有一个或几个水下排放口ꎮ
７　 凡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建造的、准予载运 Ｚ 类物质的船舶ꎬ本条 ６ 所要求的水下排放口是不

强制的ꎮ
８　 水下排放口应位于液货舱区域内舭部弯曲处附近ꎬ其布置应避免在船舶吸入海水时将残余物 /水

混合物重新吸入ꎮ
９　 水下排放口的布置应使得排放入海的残余物 /水混合物不会通过船舶的边界层ꎮ 为此ꎬ当排放与

船壳板成直角时ꎬ则排放口的最小直径由下列公式得出:

ｄ ＝
Ｑｄ

５Ｌｄ

其中ꎬｄ ———排放口最小直径(ｍ)ꎻ
Ｌｄ———从首垂线到排放口距离(ｍ)ꎻ
Ｑｄ———船舶通过排放口排放残余物 /水混合物所选的最高速率(ｍ３ / ｈ)ꎮ
１０　 当排放方向与船壳外板成一角度时ꎬ上述关系应加以修正ꎬ用垂直于船板外壳的 Ｑｄ的分量来代

替 Ｑｄꎮ
１１　 污液舱

虽然本附则并不要求配备专用污液舱ꎬ但是某些冲洗程序可能需要污液舱ꎮ 液货舱可以被用作污液舱ꎮ

Ⅴ　 有毒液体物质残余物的操作性排放

第 １３ 条　 有毒液体物质残余物的排放控制

除本附则第 ３ 条规定外ꎬ对有毒液体物质的残余物或含有该类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或其他混合物

５６
① 参见经 ＭＥＰＣ. １５８(５５)决议修正的 Ａ. ６７３(１６)决议和 ＭＥＰＣ. １４８(５４)决议ꎮ



排放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ꎮ
１　 排放规定

１. １　 应禁止把 Ｘ、Ｙ 或 Ｚ 类物质的残余物、或临时归入此类物质的残余物或含有此类物质的压载

水、洗舱水或其他含混合物排放入海ꎬ除非此类排放完全符合本附则所含的适用操作要求ꎮ
１. ２　 在根据本条进行的任何预洗或排放程序前ꎬ相关货舱应根据手册中所规定的程序最大限度地

被排空ꎮ
１. ３　 禁止装载未经分类或临时评估或没有根据本附则第 ６ 条经过评定的的物质ꎬ或含有此类残余

物的压载水、洗舱水或其他混合物ꎬ同时禁止将此类物质排放入海ꎮ
２　 排放标准

２. １　 如果本条规定允许把 Ｘ、Ｙ 或 Ｚ 类物质的残余物或临时归入此类物质的残余物或含有此类物

质的压载水、洗舱水或其他混合物排放入海ꎬ应符合下列排放标准:
. １　 船舶在海上航行ꎬ如果是自航船ꎬ其速度至少在 ７ｋｎꎬ或如果是非自航船ꎬ其速度至少在 ４ｋｎꎻ
. ２　 在水线以下通过水下排放口进行排放ꎬ不超过水下排放口的最高设计速率ꎻ和
. ３　 排放时距离最近陆地不少于 １２ｎ ｍｉｌｅꎬ水深不少于 ２５ｍꎮ

２. ２　 凡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建造的船舶ꎬ对 Ｚ 类物质或临时归入此类物质的残余物或含有此类

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或其他混合物水线以下排放入海并无强制规定ꎮ
２. ３　 对于 Ｚ 类物质ꎬ主管机关可以放弃 ２. １. ３ 关于有权悬挂其国家船旗的船舶仅航行于所悬挂船

旗国主权领域或所辖水域排放时离最近陆地不少于 １２ｎ ｍｉｌｅ 的要求ꎮ 另外ꎬ主管机关也可以放弃同样要

求ꎬ即关于有权悬挂其国家船旗的特殊船舶在两沿海国家制定了不影响第三方的关于弃权的书面协议

后ꎬ在其毗邻国主权领域或所管辖水域内排放时离最近陆地不少于 １２ｎ ｍｉｌｅꎮ 这一协议的信息应在 ３０ 天

内提交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进一步通报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ꎬ以及方便其采取相应行动(如有)ꎮ
３　 货物残余物的通风

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换气程序可以用以驱除舱内的货物残余物ꎮ 此类程序应符合本附则附录 ７ 的要

求ꎮ 驱除残余物后输进舱的任何水应被视为清洁水ꎬ并不应受本附则排放要求的影响ꎮ
４　 预洗免除

如下列要求得到满足ꎬ接受方政府可根据船长要求ꎬ准予预洗免除:
. １　 卸完货的舱拟再装载相同物质或另一种与前者相容的物质ꎬ则该舱在装货前可不予清洗或

压载ꎻ或
. ２　 卸完货的舱在海上既没被清洗也没被压载ꎮ 按本条适用条款ꎬ可在另一港口进行预洗ꎬ但应

有书面证明该港口有足够的接收设备ꎻ或
. ３　 根据本附则附录Ⅶꎬ货物残余物应通过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换气程序予以清除ꎮ

５　 清洁剂或添加剂的使用

５. １　 如使用非水清洗介质(诸如矿物油或氯化溶剂)替代水清洗货舱ꎬ其排放应符合附则Ⅰ或附则

Ⅱ的规定ꎮ 如果该介质被作为货物装运ꎬ则这些规定适用于该介质ꎮ 涉及使用这类介质的货舱清洗程序

应在«手册»中明确规定并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５. ２　 如果为了方便货舱清洗而在水中加入少量清洁添加剂(洗涤产品)ꎬ则含 Ａ 类污染成分的添加

剂不得使用ꎬ除非这些污染成分有生物降解功能ꎬ且其总浓度不超过清洁添加剂的 １０％ ꎮ 对适用于以前

所载运货物的货舱所适用的清洁添加剂ꎬ没有其他使用限制ꎮ
６　 Ｘ 类物质残余物的排放

６. １　 除 １ 的规定外ꎬ下列规定应适用:
. １　 已被卸完 Ｘ 类物质货物的货舱ꎬ在船舶离开卸货港口之前ꎬ应予以预洗ꎮ 清洗的残余物其浓

度处于或低于 ０. １％ (按重量计) 之前应被排入接收设备ꎮ 其浓度指标由检查员从排入接收

设备的残余物中提取样品进行分析后确定ꎮ 当浓度达到要求后ꎬ应把舱内剩余的洗舱水继

续排入接收设备ꎬ直至把该舱排空ꎮ 这些作业应在«货物记录簿»内作相应记录ꎬ并按第 １６. １
６６



条所述由检查员签署ꎮ
. ２　 预洗后输入舱内的任何水可根据本条 １３. ２ 的排放标准排放入海ꎮ
. ３　 如使接受方的缔约国政府确信ꎬ要测量排出物中的物质浓度ꎬ就不可能不造成船舶航期不应

有的延误ꎬ则该缔约国可能接受相当于 １３. ６. １. １ 中测量所要求浓度的替换程序ꎬ只要:
. １　 根据主管机关认可的程序并符合本附则附录 ６ 的要求预洗货舱ꎻ和
. ２　 清洗情况根据第 １６. １ 条的要求写入货物记录簿并经检查员签署ꎮ

７　 Ｙ 和 Ｚ 类物质残余物的排放

７. １　 除 １ 的规定外ꎬ下列规定应适用:
. １　 关于 Ｙ 或 Ｚ 类物质残余物排放程序ꎬ本条 １３. ２ 的排放标准应适用ꎮ
. ２　 如果 Ｙ 或 Ｚ 类物质没有按«手册»要求进行卸载ꎬ在船舶离开卸货港口之前ꎬ应予以预洗ꎮ

除非参照本附则第 １６. １ 条ꎬ采取使验船师满意的、从船上去除本附则规定数量的货物残余

物的其他措施ꎮ 预洗后的洗舱水应被排放至卸货港口的接收设备ꎬ或排放至有合适接收设

备的另一港口ꎬ但必须有书面确认该港口的接收设备足以收纳该船的洗舱水ꎮ
. ３　 关于 Ｙ 类高粘度或凝固物质ꎬ下列情况应适用:

. １　 附录 ６ 中规定的预洗程序应被适用ꎻ

. ２　 预洗时产生的残余物 /水混合物应被排放至接收设备ꎬ直至货舱排空ꎻ及

. ３　 接着输入舱内的任何水可按本条 １３. ２ 的排放标准被排放入海ꎮ
７. ２　 压载和减压载的操作要求

７. ２. １　 卸货后及预洗后(如有要求)ꎬ可对液货舱进行压载ꎮ 这类压载水的排放程序在本条 １３. ２ 中

有明确规定ꎮ
７. ２. ２　 当船舶位于距最近陆地不小于 １２ｎ ｍｉｌｅ 且水深不小于 ２５ｍ 的水域中ꎬ如某液货舱已经清洗

到如此程度ꎬ即压载水中所含的前次所载物质小于 １ｐｐｍ 时ꎬ则随后引入该舱的压载水可排放入海ꎬ而无

需考虑其排放率、船速及排放口位置ꎮ 当按附录 ６ 规定进行了预洗ꎬ且对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

舶其后又用清洗机进行了整个循环的清洗ꎬ或用不小于 ｋ ＝ １. ０ 计算值的水量清洗后ꎬ则认为已达到液货

舱所要求的清洁程度ꎮ
７. ２. ３　 本附则的要求不适用清洁或专用压载水的排放情况ꎮ
８　 南极区域排放

８. １　 南极区域ꎬ系指南纬 ６０°以南海域ꎮ
８. ２　 禁止任何有毒液体物质或含有此类物质的混合物排放入南极海域ꎮ

第 １４ 条　 程序和布置手册

１　 准予装运 Ｘ、Ｙ、或 Ｚ 类物质的每艘船舶应备有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手册»ꎮ 该手册应采用符合本

附则附录 ４ 的标准格式ꎮ 如果是国际航行船舶ꎬ其所使用语言既非英语、法语ꎬ也非西班牙语ꎬ则条文内

容应包括其中一种语言的译文ꎮ
２　 «手册»的主要目的是为船舶高级船员确定实际安排和所有与起货装置、洗舱、含油污水处理及

为符合本附则要求而必须遵守的液货舱压载和减压载有关的操作程序ꎮ

第 １５ 条　 货物记录簿

１　 凡本附则适用的船舶ꎬ应备有一本«货物记录簿»ꎬ记录簿不论是作为船舶正式航海日志的一部

分或作为其他文件ꎬ均应按本附则附录 ２ 所规定的格式ꎮ
２　 在完成了本附则附录 ２ 规定的任何操作后ꎬ均应将该操作立即记载入«货物记录簿»ꎮ
３　 任何有毒液体物质或含有这种物质的混合物的意外排放ꎬ或发生本附则第 ３ 条所述的排放时ꎬ均

７６



应记入«货物记录簿»ꎬ说明这种排放的情况和理由ꎮ
４　 每项记录应由负责该项作业的高级船员签字以及每填完一页还应由船长签字ꎮ 对持有«国际防

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或本附则第 ７ 条所述证书的船舶ꎬ«货物记录簿»的记录至少应用英

文、法文或西班牙文ꎮ 如果记录用的是船旗国官方文字ꎬ则遇有争议或分歧的情况时ꎬ应以该官方文字的

记录为准ꎮ
５　 «货物记录簿»应存放于随时可以取来检查的地方ꎬ除了没有配备船员的被拖船只外ꎬ均应存放

在船上ꎮ «货物记录簿»在完成最后一次记录后应保留 ３ 年ꎮ
６　 缔约国政府的主管当局可对适用于本附则的任何船舶在港时上船检查«货物记录簿»ꎬ并可将该

记录簿中的任何记录制成副本ꎬ也可要求船长证明该副本是该项记录的真实副本ꎮ 凡经船长证明为船上

«货物记录簿»中某项记录的真实副本者ꎬ将在任何法律诉讼中成为该项记录中所述事实的证据ꎮ 主管

当局根据本规定对«货物记录簿»的检查和复制核实无误的副本ꎬ应尽速进行ꎬ不使船舶发生不当延迟ꎮ

Ⅵ　 港口国控制措施

第 １６ 条　 控 制 措 施

１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每一缔约国政府应指定或授权若干检查员履行本条的目的ꎮ 检查员应按照国际海

事组织制定的控制程序来执行控制ꎮ①

２　 当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政府指定或授权的检查员ꎬ经验证操作是按本附则要求进行的ꎬ或已同

意免除预洗ꎬ则该检查员应在«货物记录簿»作相应记录ꎮ
３　 准予载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船舶的船长应确保该船已符合第 １３ 条和本条的规定ꎬ并且每当遇有

第 １５ 条所述的作业ꎬ均按该条填写«货物记录簿»ꎮ
４　 装运 Ｘ 类物质的货舱ꎬ应按第 １３. ６ 条的要求予以预洗ꎮ 这些操作应在«货物记录簿»作相应记

录ꎬ并由本条 １ 所述的检查员签署ꎮ
５　 如果接收方的缔约国政府确信ꎬ要测量排出物中的物质浓度ꎬ就不可能不造成船舶不应有的迟延

时ꎬ该缔约国可接受第 １３. ６. ３ 条所述的替代程序ꎬ假如本条 １ 所述的检查员在«货物记录簿»内证明:
. １　 液货舱、泵和管系均已排空ꎻ并
. ２　 已按本附则附录 ６ 的规定进行了预洗ꎻ以及

. ３　 由这种预洗所产生的洗舱水已排入接收设备ꎬ且该舱业已排空ꎮ
６　 如果第 １３. ４ 条条件之一得到满足ꎬ则接收方政府可应船长的申请ꎬ免除第 １３ 条相应条款所述对

该船的预洗要求ꎮ
７　 对航行在现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的港口或装卸站的船舶ꎬ只有接收方的政府可以同意本条 ６ 中

所述的免除ꎮ 如果给予此种免除ꎬ应在«货物记录簿»内作相应的记载ꎬ并由本条 １ 所述的检查员签署ꎮ
８　 如果液货卸载未按照本附则附录 ５ 为基础并在主管机关批准的泵吸条件下进行ꎬ可以采取替代

措施清除船上液货残余ꎬ达到第 １２ 条所适用的规定数量ꎮ 该替代措施应使本 １ 条所述的检查员满意ꎮ
相应记录应写进«货物记录簿»ꎮ

９　 港口国对操作要求的控制②

９. １　 当船舶停靠在另一缔约国港口时ꎬ如有明显理由认为该船船长或船员不熟悉船上主要的防止

有毒液体物质污染的程序时ꎬ该船应接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官员根据本附则进行的操作要求的检查ꎮ
９. ２　 在本条 ９. １ 所述的情况下ꎬ该缔约国应采取措施确保该船已按本附则的要求调整至正常状态ꎬ

才准其开航ꎮ

８６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８７(１９)号决议通过并经 Ａ. ８８２(２１)号决议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序»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８９(１９)决议通过并经 Ａ. ８８２(２１)决议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序»ꎮ



９. ３　 ＭＡＲＰＯＬ 第 ５ 条规定的港口国控制程序应适用于本条ꎮ
９. ４　 本条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在 ＭＡＲＰＯＬ 明确规定的操作要求方面进行控制的权

利和义务ꎮ

Ⅶ　 防止有毒液体物质事故引起的污染

第 １７ 条　 船舶有毒液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

１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准予装载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应备有主管机关认可的«船舶有毒液

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２　 该应急计划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指南①要求ꎬ并应以船长和驾驶员所用的工作语言书写ꎮ

该计划至少应包括:
. １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指南ꎬ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第 ８ 章和议定书 Ｉ 要求的由船长或其他负责

人员报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事故所遵循的程序②ꎻ
. ２　 在发生有毒液体物质污染事故时应与之联系的当局或人员名单ꎻ
. ３　 在事故发生后由船上人员为减少或控制排除有毒液体物质所立即采取的措施的详细说

明书ꎻ
. ４　 在处理污染时与政府及地方当局协调船上行动的程序和船上联系要点ꎮ

３　 对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第 ３７ 条也适用的船舶ꎬ此计划可以与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第 ３７ 条所要求的«船
上油污应急计划»结合使用ꎮ 在此情况下ꎬ该计划的标题应为“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Ⅷ　 接 收 设 备

第 １８ 条　 接收设备和卸货站设施

１　 每一公约缔约国政府ꎬ按照船舶使用港口、装卸站或修理港的需要ꎬ承担供应使用接收设备如下:
. １　 船舶货物作业港、站应设有足够的设备ꎬ以接收船舶由于执行本附则而留待处理的含有有毒

液体物质的残余物和含有该有毒物质残余物的混合物ꎬ并不使船舶发生不当延迟ꎻ及
. ２　 从事 ＮＬＳ 船修理的船舶修理港ꎬ应设有足够设备ꎬ以接收到达该港的船舶所含有有毒液体物

质的残余物和混合物ꎮ
２　 每一缔约国政府ꎬ应确定在其领土内的每一货物装卸港、站和船舶修理港为执行本条 １ 所设置的

设备型式ꎬ并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３　 发展中小岛国家可通过区域安排满足本条 １、２ 和 ６ 的要求ꎬ因为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特环境ꎬ这种

安排是满足这些要求的唯一可行的措施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应根据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导则③制定一

份区域接收设备计划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政府应咨询 ＩＭＯꎬ向其他缔约国通告:

. １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如何考虑了 ＩＭＯ 导则②ꎻ

９６

①

②

③

参阅由该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ＭＥＰＣ. ８５(４４)决议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１３７(５３)决议修正的«制订船上油类和 / 或有毒液体物质

海洋污染应急计划的指南»ꎮ
参阅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 Ａ. ８５１(２０)决议«船舶报告制度和船舶报告要求的一般原则ꎬ包括危险品、有害物质和 / 或海洋污染物

事故报告指南»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１(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制定导则»ꎮ



. ２　 确定的船舶区域废弃物接收中心ꎻ和

. ３　 仅有有限设备的港口的细节ꎮ
４　 当本章第 １３ 条要求预洗且区域接收设备计划对卸货港口是适用的ꎬ则预洗和随后向接收设备的

排放应按照第 １３ 条要求进行或者在适用的区域接收设备计划中规定的船舶区域废弃物接收中心内

进行ꎮ
５　 其海岸线处于所规定的特殊区域边缘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各缔约国政府ꎬ 应共同确定一个完成本条

１ 所要求的日期ꎬ并应使第 １３ 条有关该区域所适用条款的要求从该日期起生效ꎮ 他们还应至少提前六

个月把如此确定的日期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国际海事组织应马上把该日期通知所有缔约国ꎮ
６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的每一缔约国政府应保证在卸货站提供设施ꎬ以便利在这些卸货站卸载有毒液体

物质的船舶进行液货舱的扫舱ꎮ 装卸站的货物软管及管系内由船上卸出有毒液体物质时所接收的这些

物质不得泄回船上ꎮ
７　 每一缔约国应将对本条 １ 所要求的设备或 ５ 所要求的设施宣称不足的任何情况通知国际海事组

织ꎬ以便转告各有关缔约国ꎮ

下述对本章的修改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Ⅲ　 检验与发证

第 ８ 条　 检　 　 验

２.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２　 该组织包括船级社应由主管机关根据本公约以及认可组织规则(ＲＯ 规则)的规定进行授权ꎮ

ＲＯ 规则包括第 １ 和第 ２ 部分(强制性规定)以及第 ３ 部分(建议性规定)ꎬ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３７
(６５)决议通过并可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ꎬ只要:

. １　 ＲＯ 规则第 １ 和第 ２ 部分的修正案须按ＭＡＲＰＯＬ 第 １６ 条关于本附则适用的修正程序的规定

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
. ２　 ＲＯ 规则第 ３ 部分的修正案由环保会根据其规则程序予以通过ꎻ和
. ３　 由海安会和环保会通过的上述. １ 和. ２ 中的任何修正案均是完全一致的ꎬ并以相同的合适时

间生效或实施ꎮ”

０７



附则Ⅱ的附录

附录 １　 有毒液体物质的分类指南①

根据 ＧＥＳＡＭＰ 有害曲线图所反映的对物质性质的评定ꎬ将货品编入污染类别如以下表格所示:
Ａ１ 生物积聚 Ａ２ 生物退化 Ｂ１ 急性毒性 Ｂ２ 慢性毒性 Ｄ３ 长期健康影响 Ｅ２ 对海洋野生生物及海底生态环境的影响 类别

１ ≥ ５

２ ≥ ４ ４

３ ＮＲ ４

４ ≥ ４ ＮＲ ＣＭＲＴＮＩ

Ｘ

５ ４

６ ３

７ ２

８ ≥ ４ ＮＲ 非 ０

９ ≥ １

１０ Ｆｐ、Ｆ 或 Ｓ 若非无机物

１１ ＣＭＲＴＮＩ

Ｙ

１２ 　 任何不符合规则 １ 至 １１ 以及 １３ 衡准的货品 Ｚ

１３
　 所有如下货品:Ａ１ 栏中 ≤２ꎻＡ２ 栏中为 ＲꎻＤ３ 栏中为空白ꎻＥ２ 栏中为非 Ｆｐ、Ｆ 或 Ｓ(如非有机物)ꎻ以及在 ＧＥＳＡＭＰ 有

害曲线图中所有其他栏中为 ０(零)的货品
ＯＳ

修正的 ＧＥＳＡＭＰ 有害评定程序缩略图例

Ａ 栏和 Ｂ 栏 － 水环境

Ａ Ｂ

生物积聚和生物退化 水生生物毒性

数字

比率

Ａ１②∗生物积聚

ＬＯＧ ＰＯＷ ＢＣＦ
Ａ２∗生物退化

Ｂ１∗急性毒性 Ｂ２∗慢性毒性

ＬＣ / ＥＣ / ＩＣ５０(ｍｇ / ｌ) ＮＯＣＥ(ｍｇ / ｌ)

０ < １ 或 > ｃａ. ７ 不可测量

１ ≥１ ~ < ２ ≥１ ~ < １０

２ ≥２ ~ < ３ ≥１０ ~ < １００

３ ≥３ ~ > ４ ≥１００ ~ < ５００

４ ≥４ ~ < ５ ≥５００ ~ < ４０００

５ ≥ ５ ≥４０００

Ｒ:易生物退化

ＮＲ:不易生物退化

> １０００ > １

> １００ ~ ≤１０００ > ０. １ ~ ≤１

> １０ ~ ≤１００ > ０. ０１ ~ ≤０. １

> １ ~ ≤１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１ ~ ≤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１

６ ≤０. ０１

Ｃ 栏和 Ｄ 栏 － 人类健康(对哺乳动物的有毒危害)

Ｃ Ｄ

急性哺乳动物毒性 刺激、腐蚀及长期健康影响

数字

比率

Ｃ１ 口服毒性

ＬＤ５０(ｍｇ / ｋｇ)
Ｃ２ 皮肤接触毒

性 ＬＤ５０(ｍｇ / ｋｇ)
Ｃ３ 吸入毒性

ＬＣ５０(ｍｇ / ｌ)
Ｄ１ 皮肤刺激

和腐蚀

Ｄ２ 眼睛刺激

和腐蚀

Ｄ３∗长期健康

影响

　 　 ①　 可参阅已修订的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２６５ꎬ化学品临时评定指南ꎮ
　 　 ②　 这些列项用于定义污染分类ꎮ

１７



续上表

Ｃ 栏和 Ｄ 栏 － 人类健康(对哺乳动物的有毒危害)

０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０ > ２０ 非刺激 非刺激

１ > ３００ ~ ≤２０００ >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 １０ ~ ≤２０ 中等刺激 中等刺激

２ > ５０ ~ ≤３００ > ２００ ~ ≤１０００ > ２ ~ ≤１０ 刺激 刺激

３ > ５ ~ ≤５０ > ５０ ~ ≤２００ > ０. ５ ~ ≤２

３ 强刺激或腐蚀

３Ａ Ｃｏｒｒ. (≤４ｈｒ)
３Ｂ Ｃｏｒｒ. (≤１ｈｒ)
３Ｃ Ｃｏｒｒ. (≤３ｈｒ)

强刺激

　 　 Ｃ － 致癌

Ｍ － 突变

Ｒ － 生殖中毒

Ｓ － 导致过敏

Ａ － 吸入有害物

Ｔ － 目标器官系统中毒

Ｌ － 肺部损害

Ｎ － 神经中毒

Ｉ － 免疫系统中毒

４ ≤５ ≤５０ ≤０. ５

Ｅ 栏 － 对海洋其他用途的妨害

Ｅ１ 污染
Ｅ２∗对野生生物及

海底生态环境的影响

Ｅ３ 对海岸休憩环境的妨害

数字比率 说明与措施

ＮＴ:非污染(经检测)
Ｔ:污染检测为阳性 Ｆｐ:持续性漂浮物

Ｆ:漂浮物

Ｓ:沉淀物质

０
无妨害

无警告

１
轻度危害

警告ꎬ不关闭休憩场所

２
中等危害

可能要关闭休憩场所

３
高度危害

关闭休憩场所

附录 ２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船舶货物记录簿格式

(略)

附录 ３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格式

(略)

附录 ４　 程序和布置手册标准格式

(略)

附录 ５　 液货舱、泵机相关管路内残余物量的评定

(略)

附录 ６　 预 洗 程 序

(略)

附录 ７　 通 风 程 序

(略)
２７



第 ３ 章　 防止海运包装有害物质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Ⅲ)　 　

第 １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附则的规定适用于所有装运包装有害物质的船舶ꎮ
. １　 就本附则而言ꎬ“有害物质”系指那些在«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ＩＭＤＧ 规则)①确定为海

洋污染物的物质或满足本附则附录所述标准的物质ꎮ
. ２　 就本附则而言ꎬ“包装形式”系指 ＩＭＤＧ 规则中对有害物质所规定的盛装形式ꎮ

２　 除符合本附则各项规定外ꎬ应禁止装运有害物质ꎮ
３　 作为本附则的补充ꎬ每一缔约国政府应颁布或促使颁布关于包装、标志、标签、单证、积载、限量和

例外的详细要求ꎬ以防止或最大限度减少有害物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①ꎮ
４　 就本附则而言ꎬ凡以前曾经装运过有害物质的空容器ꎬ除非已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ꎬ保证其中已

没有危害海洋环境的残余物ꎬ否则应将它们本身视为有害物质ꎮ
５　 本附则各项要求不适用于船用物料及设备ꎮ

第 ２ 条　 包　 　 装

根据其所装的特定物质ꎬ包装件应能使其对海洋环境的危害减至最低限度ꎮ

第 ３ 条　 标志和标签

１　 盛装有害物质的包装件ꎬ应加上永久的标记或标签ꎬ以指明根据 ＩＭＤＧ 规则的相关规定该物质为

有害物质ꎮ
２　 在盛装有害物质包装件上加标记和标签的方法应符合 ＩＭＤＧ 规则的相关规定ꎮ

第 ４ 条　 单　 　 证②

１　 有关载运有害物质的运输信息应符合 ＩＭＤＧ 规则的相关规定ꎬ并应向港口国当局指定的个人或

组织提供ꎮ
２　 每艘装运有害物质的船舶ꎬ应具有一份特别清单、舱单或积载图ꎬ按 ＩＭＤＧ 规则的相关规定列明

船上所装的有害物质及其位置ꎮ 离港前应备有一份上述单证的副本ꎬ以供港口国当局指定的个人或组织

使用ꎮ

第 ５ 条　 积　 　 载

有害物质应予正确积载和系固ꎬ以使对海洋环境的危害减至最低限度ꎬ而不致损害船舶和船上人员

的安全ꎮ

３７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１２２(７５)决议通过并经海上安全委员会修正的 ＩＭＤＧ 规则ꎮ
该条所指“单证”并不排除使用电子数据处理(ＥＤＰ)和电子数据交换(ＥＤＩ)传输技术作为书面单证的辅助手段ꎮ



第 ６ 条　 限　 　 量

对某些有害物质ꎬ由于科学和技术上的合理原因ꎬ可能需要在禁止运输或对某一船舶的装载数量方

面加以限制ꎮ 在限制数量时应充分考虑船舶的大小、结构和设备ꎬ同时还应考虑这些物质的包装和固有

性质ꎮ

第 ７ 条　 例　 　 外

１　 禁止将以包装形式装运的有害物质抛弃入海ꎬ但为保障船舶安全或救护海上人命所必需者除外ꎮ
２　 在遵守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ꎬ应根据有害物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上的特性采取相应措施ꎬ以

对其泄漏物冲洗出船外进行控制ꎬ但这种措施的执行应不致损害船舶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ꎮ

第 ８ 条　 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制①

１　 当船舶停靠在另一缔约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时ꎬ该船应接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官员根据本附则

进行的有关操作要求的检查ꎮ
２　 如有明显理由确信该船船长或船员不熟悉船上主要的防止有害物质污染程序ꎬ该缔约国应采取

包括进行详细的检查在内的措施ꎬ并按要求确保该船在按本附则的要求调整至正常状态前ꎬ不得开航ꎮ
３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第 ５ 条规定的港口国控制程序应适用于本条ꎮ
４　 本条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在公约明确规定的操作要求方面进行控制的权利和

义务ꎮ

４７
①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８７(１９)决议通过并经 Ａ. ８８２(２１)决议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序ꎮ



附则Ⅲ的附录

包装有害物质的识别标准

就本附则而言ꎬ符合下列任何一种识别标准的物质均为有害物质①:
(ａ)　 对水生物有急性(短期)危害

类别:急性 １

９６ ｈｒ ＬＣ５０(对鱼类) ≤１ｍｇ / Ｌ 和 /或

４８ ｈｒ ＥＣ５０(对甲壳类) ≤１ｍｇ / Ｌ 和 /或

７２ 或 ９６ ｈｒ ＥｒＣ５０(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ｍｇ / Ｌ

　 　 (ｂ)　 对水生物有长期危害

(ⅰ)　 具有充足的慢性毒性数据的非快速降解物质

类别:慢性 １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鱼类) ≤０. 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甲壳类) ≤０. 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０. １ｍｇ / Ｌ

类别:慢性 ２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鱼类) ≤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甲壳类) ≤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ｍｇ / Ｌ

(ⅱ)　 具有充足的慢性毒性数据的快速降解物质

类别:慢性 １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鱼类) ≤０. ０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甲壳类) ≤０. ０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０. ０１ｍｇ / Ｌ

类别:慢性 ２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鱼类) ≤０. 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甲壳类) ≤０. １ｍｇ / Ｌ 和 /或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０. １ｍｇ / Ｌ

５７

① 该标准基于联合国制定的经修正的«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ＧＨＳ)ꎮ
本附录中使用的缩写或术语的定义见 ＩＭＤＧ 规则的相关章节ꎮ



(ⅲ)　 无充足的慢性毒性数据的物质

类别:慢性 １

９６ ｈｒ ＬＣ５０(对鱼类) ≤１ｍｇ / Ｌ 和 /或

４８ ｈｒ ＥＣ５０(对甲壳类) ≤１ｍｇ / Ｌ 和 /或

７２ 或 ９６ ｈｒ ＥｒＣ５０(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１ｍｇ / Ｌ

并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且 /或经实验确定的 ＢＣＦ 为≥５００(或者ꎬ如无 ＢＣＦꎬｌｏｇ Ｋｏｗ≥４)ꎮ

类别:慢性 ２

９６ ｈｒ ＬＣ５０(对鱼类) > １ｍｇ / Ｌ 但≤１０ｍｇ / Ｌ 和 /或

４８ ｈｒ ＥＣ５０(对甲壳类) > １ｍｇ / Ｌ 但≤１０ｍｇ / Ｌ 和 /或

７２ 或 ９６ ｈｒ ＥｒＣ５０(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 １ｍｇ / Ｌ 但≤１０ｍｇ / Ｌ

并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且 /或经实验确定的 ＢＣＦ 为≥５００(或者ꎬ如无 ＢＣＦꎬｌｏｇ Ｋｏｗ≥４)ꎮ

　 　 其他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过程的导则见 ＩＭＤＧ 规则ꎮ

６７



第 ４ 章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Ⅳ)

Ⅰ　 总　 　 则

第 １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新船ꎬ系指:

. １　 在本附则生效之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ꎬ或无建造合同但在本附则生效之日或以后

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或
. ２　 在本附则生效之日后经过 ３ 年或 ３ 年以上交船的船舶ꎮ

２　 现有船舶系指非新船的船舶ꎮ
３　 生活污水ꎬ系指:

. １　 任何型式的马桶、小便池的排出物和其他废弃物ꎻ

. ２　 医务室(药房、病房等)的面盆、洗澡盆和这些处所排水孔的排出物ꎻ

. ３　 装有活的动物的处所的排出物ꎻ或

. ４　 混有上述排出物的其他废水ꎮ
４　 集污舱:系指用于收集和储存生活污水的舱柜ꎮ
５　 最近陆地ꎬ距“最近陆地”一词ꎬ系指距该领土按国际法据以划定其领海的基线ꎬ但下述情况除

外:就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而言ꎬ在澳大利亚东北海面距最近陆地ꎬ系指距澳大利亚海岸下述各点的连线:
自南纬 １１°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８′的一点起ꎬ至南纬 １０°３５′东经 １４１°５５′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０°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０９°１０′东经 １４３°５２′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０９°００′东经 １４４°３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１０°４１′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３°００′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１５°００′东经 １４６°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７°３０′东经 １４７°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南纬 ２１°００′东经 １５３°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２４°３０′东经 １５４°００′的一点ꎬ然后至澳大利亚海岸南纬 ２４°４２′东经 １５３°１５′的一点所划的

一条连线ꎮ
６　 特殊区域:系指这样的一个海域ꎬ在该海域中ꎬ由于其海洋学的和生态学的情况以及其交通的特

殊性质等方面公认的技术原因ꎬ需要采取特殊的强制办法以防止生活污水污染海洋ꎮ
特殊区域为:

. １　 本篇第 １ 章第 １. １１. ２ 条中定义的波罗的海区域ꎻ和

. ２　 国际海事组织按指定防止船舶生活污水造成污染特殊区域的标准和程序指定的任何其他

海域①ꎮ
７　 国际航行:系指从适用于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的一个国家驶往该国家之外的港口的航行ꎬ反之亦然ꎮ
８　 人员:系指船员和乘客ꎮ
９　 乘客: 系指除下列人员以外的人员:

. １　 船长和船员ꎬ或在船上以任何职位从事或参加该船业务的其他人员ꎻ和

. ２　 一周岁以下的儿童ꎮ

７７
① 参见 Ａ. ９２７(２２)决议«指定 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的特殊区域指南及确定和指定特殊敏感海域指南»ꎮ



１０　 客船:系指载客超过 １２ 人的船舶ꎮ
在应用第 １１. ３ 条时ꎬ新客船系指:

. １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ꎬ或无建造合同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

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或
. ２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 ２ 年或 ２ 年以上交船的船舶ꎮ

现有客船:系指非新客船的客船ꎮ
１１　 周年日:系指对应于«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到期之日的每年的该月和该日ꎮ

第 ２ 条　 适 用 范 围①

１　 本附则的规定适用于从事国际航行的下列船舶:
. １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新船ꎻ和
. ２　 小于 ４００ 总吨但经核定许可载运 １５ 人以上的新船ꎻ和
. ３　 本附则生效之日的 ５ 年以后ꎬ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现有船舶ꎻ
. ４　 本附则生效之日的 ５ 年以后ꎬ小于 ４００ 总吨但经核定许可载运 １５ 人以上的现有船舶ꎮ

２　 主管机关应根据本条 １. ３ 和 １. ４ 的规定ꎬ确保在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之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

阶段的现有船舶ꎬ尽实际可能地设有装置以按本附则第 １１ 条要求排放生活污水ꎮ

第 ３ 条　 例　 　 外

１　 本附则第 １１ 条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 １　 从船上排放生活污水ꎬ系为保障船舶及船上人员安全或救护海上人命所必需者ꎻ或
. ２　 由于船舶或其设备受损而排放生活污水ꎬ如果在发生损坏以前和以后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

预防措施来防止排放或使排放减至最低限度ꎮ

Ⅱ　 检验与发证②

第 ４ 条　 检　 　 验

１　 按照第 ２ 条规定ꎬ凡需要符合本附则要求的每艘船舶ꎬ应接受下列规定的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ꎬ在船舶投入营运之前或在首次签发本附则第 ５ 条所要求的证书之前进行ꎮ 这种

检验应包括本附则所涉及的船舶全面检验ꎬ诸如:其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ꎮ 这

种检验应保证其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附则的适用要求ꎮ
. ２　 换证检验ꎬ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期限进行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ꎬ除非本附则第 ８. ２、８. ５、８. ６

或 ８. ７ 条适用ꎮ 换证检验应确保其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附则的适

用要求ꎮ
. ３　 附加检验ꎬ在按本条 ４ 规定的调查结果进行修理后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换新后应按情况进

行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这种检验应确保已有效进行了必要的修理或换新ꎬ确保这种修理或换

８７

①

②

ＭＥＰＣ５２ 会议(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１５ 日)确定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为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Ⅳ唯一生效日期(见 ＭＥＰＣ５２ / ２４ꎬ６. １６ 至 ６. １９
段)ꎮ
参见可能经国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 Ａ. ８８３(２１)决议通过的«全球统一执行检验与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和 Ａ. ９９７(２５)决议通过

的«２００７ 年检验与发证协调系统检验指南»ꎮ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１０ －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２ 通函«关于对被认可组织(ＲＯ)授权的资料

送交»ꎬ以及通过全球综合航运信息系统(ＧＩＳＩＳ)收集的信息ꎮ



新的材料和工艺在各方面均属合格ꎬ同时确保该船在各方面都符合本附则的要求ꎮ
２　 主管机关对不受本条 １ 规定约束的船舶ꎬ应制订适当措施ꎬ以确保其符合本附则的适用规定ꎮ
３　 为执行本附则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ꎬ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进行ꎮ 但主管机关可将这些检验委托

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由其认可的组织办理ꎮ
４　 指定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执行上述 ３. １ 中所述的检验的主管机关ꎬ至少应授权任何被指定的验

船师或经认可的组织ꎬ使其能:
. １　 要求船舶进行修理ꎻ
. ２　 在接到港口国有关当局请求时进行检验ꎮ

主管机关应将授权给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的具体职责和条件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告知现

行议定书的各缔约国供其官员参考ꎮ
５　 当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确定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内容不符ꎬ或者该

船不适于海上航行ꎬ否则会对海上环境产生不当的危害威胁时ꎬ则该验船师或组织应立即要求该船舶采

取纠正措施ꎬ并应及时将此事通知主管机关ꎮ 如该船舶未能采取纠正措施ꎬ应收回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

机关ꎮ 如此时该船是在另一缔约的港口内ꎬ则应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当主管机关的官员、指
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业已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ꎬ该港口国政府应给予该官员、验船师或认可的

组织一切必要的协助ꎬ以按本条规定履行其职责ꎮ 必要时ꎬ该港口国政府应采取措施ꎬ确保该船在不具备

对海洋环境不产生危害威胁的前提下ꎬ不许其出海航行或离开港口驶往最近的修理厂ꎮ
６　 在任何情况下ꎬ有关主管机关应充分保证检验的全面性和有效性ꎬ并担保为满意完成该义务作出

必要的安排ꎮ
７　 应保持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ꎬ使其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的各项规定ꎬ以确保该船在各方面保持海

上适航能力ꎬ而不致对海洋环境产生不当的危害威胁ꎮ
８　 根据本条 １ 的规定对船舶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ꎬ未经主管机关许可ꎬ经过检验的结构、设备、

系统、附件、布置或材料不得作任何变动ꎬ除非直接替换这种设备和附件ꎮ
９　 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ꎬ对该船的完整性或对本附则所涉及的设备的有效性或完整性产生

重大影响时ꎬ该船的船长或船东应尽早向负责签发有关证书的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或指定的验船师报

告ꎮ 该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或指定的验船师应立即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需要按本条 １ 的要求进行检

验ꎮ 如该船在另一缔约的港口内ꎬ船长或船东也应立即向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报告ꎬ而指定的验船师或

认可的组织应查明此项报告是否已经递交ꎮ

第 ５ 条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１　 凡航行前往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其他缔约国所管辖下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任一船舶ꎬ在按照本附则

第 ４ 条的规定进行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后ꎬ均应予以签发一张«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ꎮ
２　 该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经主管机关正式授权的任何个人或组织①签发或签署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

主管机关对证书负有全部责任ꎮ

第 ６ 条　 他国政府签发或签署证书

１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政府应主管机关的申请ꎬ可以对船舶进行检验ꎬ如果认为符合本附则的规

定ꎬ该缔约国政府应给该船签发或授权签发一张«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ꎬ并且如适用ꎬ应按本附

则的规定ꎬ为该船舶签署或授权签署该证书ꎮ
２　 应尽速将证书和检验报告副本各一份送交请求该项检验的主管机关ꎮ

９７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３９(１８)决议通过的«对代表主管机关行使组织授权指南»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８９(１９)决议通过的

«经认可的组织代表主管机关行使检验和发证职能细则»ꎮ



３　 所发证书应声明ꎬ该证书是根据主管机关的申请签发的ꎬ应与按本附则第 ５ 条规定签发的证书具

有同等的效力并得到同样的承认ꎮ
４　 对于悬挂非缔约国国旗的船舶ꎬ不得发给«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ꎮ

第 ７ 条　 证 书 格 式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应按与本附则附录Ⅱ中所示样本相一致的格式写成ꎬ并至少使用英

文、法文或西班牙文的文字之一ꎮ 若同时使用发证国的官方文字ꎬ则在遇有争议或不相一致的情况时ꎬ应
以发证国官方文字记录为准ꎮ

第 ８ 条　 证书的有效期限①

１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由主管机关规定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ꎮ
２. １　 尽管本条 １ 有要求ꎬ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失效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以换证检验完

成之日起到现有证书失效之日后的 ５ 年之内有效ꎮ
２. ２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失效之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以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到现有证书失

效之日后的 ５ 年之内有效ꎮ
２. ３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到期之日 ３ 个多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应在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 ５ 年

之内有效ꎮ
３　 如果证书签发期限少于 ５ 年ꎬ主管机关可以把证书有效期展期至本条 １ 规定的最大期限ꎮ
４　 如果在现有证书失效日之前已完成换证检验而新证书还未签发或还未送至船上ꎬ主管机关授权的

个人或组织可以在现有证书上签署ꎬ这种证书在不超过失效期后 ５ 个月的未来期限内应被认为继续有效ꎮ
５　 如果证书失效时ꎬ船舶不在将接受检验的港口ꎬ主管机关可以延长证书的有效期ꎬ但这种延长只

是让该船完成航程抵达接受检验的港口ꎬ也只有在显得恰当合理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ꎮ 但证书的展期不

得超过 ３ 个月ꎬ持有这种展期证书的船舶在到达接受检验的港口后ꎬ不得凭此证书离开港口ꎬ除非获得一

张新证书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从现有证书展期前的失效期算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６　 为短期航行的船舶所签发的证书ꎬ未按本条上述规定展期时ꎬ可由主管机关在该证书所示到期之

日给予 １ 个月的展期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应从现有证书展期前的到期之日起 ５ 年内有效ꎮ
７　 在特殊情况下(由主管机关确定)ꎬ按本条 ２. ２、５ 或 ６ 的要求ꎬ新证书不必从现有证书的失效之日

算起ꎮ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 ５ 年内有效ꎮ
８　 按本附则第 ５ 或第 ６ 条规定所签发的证书ꎬ在下列任何情况下ꎬ都视为失效:

. １　 如果相关检验不能在本附则第 ４. １ 条规定的时间内完成ꎻ

. ２　 船舶转到另一船旗国ꎮ 只有发证政府完全满意ꎬ船舶符合本附则第 ４. ７ 和 ４. ８ 条的要求ꎬ才
能给该船签发新的证书ꎮ 至于在缔约国之间转移船籍ꎬ如果在转籍后 ３ 个月之内提出申请ꎬ
该船的前一个船旗国政府应尽速将该船转籍前所持证书的副本转交给主管机关ꎬ如可行ꎬ也
将相关检验报告副本一并转交ꎮ

Ⅲ　 设备和排放控制

第 ９ 条　 生活污水系统

１　 按第 ２ 条规定ꎬ凡要求符合本附则规定的每艘船舶ꎬ应配备下列生活污水系统之一:

０８
① 参见«ＩＭＯ 文件证书修正案生效之后签发的现有证书的替换时间指南»(ＭＳＣ － ＭＥＰＣ. ５ / Ｃｉｒｃ. ６)ꎮ



. １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该装置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标准和试验方法①ꎬ并为经主管机关

认可的类型ꎻ
. ２　 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生活污水粉碎和消毒系统ꎬ该系统应设有设施ꎬ当船舶距最近陆地小于

３ｎ ｍｉｌｅ 时暂时储存生活污水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ꎻ或
. ３　 集污舱ꎬ其容量参照该船营运情况ꎬ船上人数以及其他的相关因素ꎬ能集存全部生活污水并

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集污舱的构造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并应设有指示其集存数量的目视

装置ꎮ
２　 无论上述 １ 规定如何适用ꎬ凡按第 ２ 条要求应符合本附则各项规定且在特殊区域内适用于第

１１. ３条的每艘客船ꎬ应配备下列之一的生活污水系统:
. １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该装置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标准和试验方

法②ꎻ或
. ２　 集污舱ꎬ该集污舱的容量应参照船舶营运情况、船上人数和其他相关因素ꎬ能存放全部生活

污水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集污舱的构造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并应设有能指示其集存数量的

目视装置ꎮ

第 １０ 条　 标准排放接头

１　 为了使接收设备的管路能与船上的排放管路相连结ꎬ两条管路均应装有符合下表的标准排放

接头ꎮ
排放接头法兰的标准尺寸

项　 　 目 尺　 　 寸

外径 ２１０ｍｍ

内径 按照管子的外径

螺栓圈直径 １７０ｍｍ

法兰槽口 直径 １８ｍｍ 的孔 ４ 个等距分布在上述直径的螺栓圈上ꎬ开槽口至法兰外沿ꎮ 槽口宽 １８ｍｍ

法兰厚度 １６ｍｍ

螺栓和螺帽:数量ꎬ直径 ４ 个ꎬ每个直径 １６ｍｍꎬ长度适当

　 法兰应设计为能接受最大内径不大于 １００ｍｍ 的管子ꎬ以钢或其他同等材料制成ꎮ 表面平整ꎬ连同一个适当的垫圈ꎬ应能承受 ６００ｋＰａ
的工作压力

　 　 对于型深为 ５ｍ 和小于 ５ｍ 的船舶ꎬ排放接头的内径可为 ３８ｍｍꎮ
２　 对于专用船舶(客渡船)ꎬ主管机关可接受船舶上安装其他排放接头ꎬ如快速连接接头ꎮ

第 １１ 条　 生活污水的排放

Ａ. 　 除客船外的船舶在所有区域排放生活污水以及客船在特殊区域外排放生活污水

１　 除本章第 ３ 条的规定外ꎬ应禁止将生活污水排放入海ꎬ但下列情况除外:
. １　 船舶在距最近陆地 ３ｎ ｍｉｌｅ 以外ꎬ使用主管机关按照本章第 ９. １. ２ 条所认可的系统ꎬ排放业

经粉碎和消毒的生活污水ꎬ或在距最近陆地 １２ｎ ｍｉｌｅ 以外排放未经粉碎和消毒的生活污水ꎮ
但在任何情况下ꎬ不得将集污舱中储存的生活污水或源自装有活体动物处所的生活污水顷

刻排光ꎬ而应在航行途中ꎬ船舶以不小于 ４ｋｎ 的船速航行时ꎬ以中等速率排放ꎻ排放率应经主

１８

①

②

参照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Ⅵ)决议通过的«关于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国际排放标准和性能试验指南建议案»或者以

ＭＥＰＣ. １５９(５５)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准和性能试验实施导则»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７(６４)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实施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准和性能试验

导则»ꎮ　



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标准①予以批准ꎻ或
. ２　 船舶所设经批准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正在运转ꎬ该装置已由主管机关发证符合本章第 ９. １. １

条所述的操作要求ꎬ且排出物在其周围的水中不应产生可见的漂浮固体ꎬ也不应使水变色ꎮ
２　 上述 １ 的规定应不适用于在某一国家所辖水域内营运的船舶ꎬ也不适用于来自其他国家的访问

船舶ꎬ这些船舶在该水域内按照该国可能施行的较宽要求排放生活污水ꎮ
Ｂ. 　 客船在特殊区域内排放生活污水

３　 除本章第 ３ 条的规定外ꎬ应禁止客船在特殊区域内排放生活污水:
ａ)　 对新客船ꎬ除第 １３. ２ 的规定外ꎬ应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禁止在特殊区域内排放生活污

水ꎻ和
ｂ)　 对现有客船ꎬ除第 １３. ２ 的规定外ꎬ应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禁止在特殊区域内排放生活

污水ꎮ
但满足下述条件者除外:
船舶所设经批准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正在运转ꎬ该装置已由主管机关发证符合本章第 ９. ２. １ 条所述

的操作要求ꎬ且排出物在其周围的水中不应产生可见的漂浮固体ꎬ也不应使水变色ꎮ
Ｃ. 　 一般要求

４　 如生活污水与本篇其他章节要求的废弃物或废水混在一起时ꎬ则除应符合本章的要求外ꎬ还应符

合本篇其他章节的要求ꎮ

Ⅳ　 接 收 设 备

第 １２ 条　 接 收 设 备

１　 ＭＡＲＰＯＬ 各缔约国政府ꎬ凡要求在其管辖下的水域内营运的船舶以及在其水域内的访问船舶满

足 １１. １ 要求者ꎬ应保证在其港口和装卸站设置能满足到港船舶需要的生活污水接收设备ꎬ而不致造成船

舶的不当延误ꎮ
２　 发展中小岛国家可通过区域安排满足本条 １ 的要求ꎬ因为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特环境ꎬ这种安排是

满足这些要求的唯一可行的措施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应根据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导则②制定一份区域

接收设备计划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政府应咨询 ＩＭＯꎬ向其他缔约国通告:

. １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如何考虑了 ＩＭＯ 导则②ꎻ

. ２　 确定的船舶区域废弃物接收中心ꎻ和

. ３　 仅有有限设备的港口的细节ꎮ
３　 各缔约国政府应将按本条规定设置的设备被宣称不足的一切情况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告

有关的签约国政府ꎮ

第 １３ 条　 特殊区域内对客船的接收设备

１　 凡海岸线与某一特殊区域相邻接的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保证:
. １　 在特殊区域内客船使用的港口和近海装卸站提供生活污水接收设备ꎻ
. ２　 接收设备足够满足客船的需要ꎻ和
. ３　 接收设备的运行不会对客船造成不当延误ꎮ

２８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ＭＥＰＣ. １５７(５５)决议通过的«船上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率标准建议案»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１(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制定导则»ꎮ



２　 各有关的缔约国政府ꎬ应将按照 １ 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在收到按 １ 规定的

足够的通知后ꎬ国际海事组织应确定一个关于第 １１. ３ 条要求对该区域开始生效的日期ꎬ并至少提前 １２
个月将该确定的日期通知所有缔约国ꎮ 在该日期前ꎬ在特殊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应符合本附则第 １１. １ 条

的要求ꎮ

Ⅴ　 港口国控制

第 １４ 条　 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制①

１　 当船舶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时ꎬ如有明显的理由确信该船船长或船员不熟悉有关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的基本的船上程序ꎬ该船应接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的官员对其按本附则的有关操作要

求进行检查ꎮ
２　 在本条 １ 所述的情况下ꎬ该缔约国应采取措施保证该船已按本附则要求达到正常状况时才准其

开航ꎮ
３　 本公约第 ５ 条规定的有关港口国控制程序应适用于本条ꎮ
４　 本条中的任何要求均不应被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在本公约明确规定的操作要求方面进行控制的权

利和义务ꎮ

附则Ⅳ的附录

附录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格式

(略)

３８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８７(１９)决议通过并经 Ａ. ８８２(２１)决议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序ꎻ见 ＩＭＯ 出版物 ＩＭＯ － ６５０Ｅꎮ



第 ５ 章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

第 １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动物尸体系指船上作为货物载运且在航行中死亡或被实施安乐死的任何动物的躯体ꎮ
２　 货物残余系指本篇其他章节未涵盖、且在装载或卸载后仍留在甲板上或货舱内的任何货物的残

余物ꎬ包括装载和卸载的多余货物或溢出物ꎬ无论其处于潮湿或干燥条件下或是夹带在洗涤水中ꎬ但不包

括进行清扫后在甲板上残留的货物灰尘或船舶外表面上的灰尘ꎮ
３　 食用油系指用来或拟用来预制或烹饪食物的可食用的任何类型油或动物脂肪ꎬ但不包括用这些

油预制的食物本身ꎮ
４　 生活废弃物系指本篇其他章节未涵盖的在船上起居处所产生的所有类型废弃物ꎮ 生活废弃物不

包括灰水ꎮ
５　 在航途中系指船舶在海上包括偏离最短直线航道的航行ꎮ 就实际航行目的而言ꎬ会造成海上大

范围实际又合乎情理的排放ꎮ
６　 渔具系指可放置于水上或水中或海底拟用来捕捞或控制后续的捕捞或采收海洋或淡水有机物的

任何物理装置或其组件或各种工具的组合ꎮ
７　 固定或移动平台系指位于海上从事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或相关联的近海加工的固定或移

动结构物ꎮ
８　 食品废弃物系指任何变质或未变质的食物ꎬ包括水果、蔬菜、乳制品、家禽、肉制品和船上产生的

食物碎屑ꎮ
９　 垃圾系指产生于船舶正常营运期间并需要持续或定期处理的各种食品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和作

业废弃物、所有塑料制品、货物残余、食用油、渔具和动物尸体ꎬ但本篇其他章节中所规定或列出的物质除

外ꎮ 垃圾不包括在航行期间进行捕鱼活动或水产养殖活动获得的鲜鱼及其各部分ꎬ该水产养殖活动涉及

将鱼包括贝类运至养殖设施内放置ꎬ以及从该类设施内将收获的鱼包括贝类运至岸上供加工ꎮ
１０　 焚烧炉灰渣系指用于焚烧垃圾的船上焚烧炉产生的灰烬和熔渣ꎮ
１１　 最近陆地:“距最近陆地”一词ꎬ系指距按照国际法划定领土所属领海的基线ꎬ但下述情况除外:

就本章而言ꎬ在澳大利亚东北海面“距最近陆地”ꎬ系指距澳大利亚海岸下述各点的连线:
自南纬 １１°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８′的一点起ꎬ
至南纬 １０°３５′东经 １４１°５５′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０°００′东经 １４２°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９°１０′东经 １４３°５２′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９°００′东经 １４４°３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０°４１′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３°００′东经 １４５°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５°００′东经 １４６°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１７°３０′东经 １４７°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２１°００′东经 １５２°５５′的一点ꎬ
然后至南纬 ２４°３０′东经 １５４°００′的一点ꎬ
然后至澳大利亚海岸南纬 ２４°４２′东经 １５３°１５′的一点所画的一条连线ꎮ
１２　 作业废弃物系指本篇其他章节未涵盖的船上收集的产生于船舶正常维护或作业过程或用于货

４８



物存储和装卸的所有固体废弃物(包括泥浆)ꎮ 作业废弃物也包括货舱和外部洗涤水中包含的清洁剂和

添加剂ꎮ 作业废弃物不包括灰水、舱底水或其他对船舶作业至关重要的类似排出物(根据国际海事组织

制定的导则①)ꎮ
１３　 塑料制品系指含一种或多种高分子聚合物作为关键成分的固体材料ꎬ其通过聚合形成(成型)

或通过加热和 /或加压形成成品ꎮ 塑料的材料属性可为硬且脆ꎬ也可为软且有弹性ꎮ 就本章而言ꎬ“一切

塑料制品”系指包含或由任何形式塑料制品所组成的所有垃圾ꎬ包括合成缆绳、合成渔网、塑料垃圾袋和

塑料制品的焚烧炉灰渣ꎮ
１４　 特殊区域系指这样的一个海域ꎬ在该海域中ꎬ由于其海洋学和生态学的情况以及其运输的特殊

性质等公认的技术原因ꎬ要求采取特殊的强制办法以防止垃圾污染海洋ꎮ
就本章而言ꎬ特殊区域为地中海区域、波罗的海区域、黑海区域、红海区域、海湾区域、北海区域、南极

区域和大加勒比海区域ꎬ其界限如下:
. １　 地中海区域系指地中海本身ꎬ包括其中的各个海湾和海区在内ꎬ与黑海以北纬 ４１°为界ꎬ西

至直布罗陀海峡ꎬ以西经 ５°３６′为界ꎮ
. ２　 波罗的海区域系指波罗的海本身以及波的尼亚湾、芬兰湾和波罗的海入口ꎬ以斯卡格拉克

海峡中斯卡晏角处的北纬 ５７°４４. ８′为界ꎮ
. ３　 黑海区域系指黑海本身ꎬ与地中海以北纬 ４１°为界ꎮ
. ４　 红海区域系指红海本身ꎬ包括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ꎬ南以拉斯西尼(北纬 １２°２８. ５′ꎬ东经

４３°１９. ６′)和胡森穆拉得(北纬 １２°４０. ４′ꎬ东经 ４３°３０. ２′)之间的恒向线为界ꎮ
. ５　 海湾区域系指位于拉斯尔哈得(北纬 ２２°３０′ꎬ东经 ５９°４８′)和拉斯阿尔法斯特(北纬 ２５°０４′ꎬ

东经 ６１°２５′)之间的恒向线西北的海域ꎮ
. ６　 北海区域系指北海本身ꎬ包括下列界限之内的海区:

. １　 北纬 ６２°以南和西经 ４°以东的北海海域ꎻ

. ２　 斯卡格拉克海峡ꎬ南至斯卡晏角以东北纬 ５７°４４. ８′ꎻ和

. ３　 英吉利海峡及其西经 ５°以东和北纬 ４８°３０′以北的入口处ꎮ
. ７　 南极区域系指南纬 ６０°以南的海域ꎮ
. ８　 大加勒比海区域系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本身ꎬ包括其中的海湾和海区以及由以下边界组

成的大西洋的一部分:在北纬 ３０°自佛罗里达向东至西经 ７７°３０′ꎬ然后连一条恒向线至北纬

２０°与西经 ５９°的交叉点ꎬ然后再连一条恒向线至北纬 ７°２０′与西经 ５０°的交叉点ꎬ然后再连

一条恒向线沿西南方向至法属圭亚那的东部边界ꎮ

第 ２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规定应适用于所有船舶ꎮ

第 ３ 条　 禁止排放垃圾入海的一般规定

１　 除本章第 ４、５、６ 和 ７ 条规定外ꎬ禁止将一切垃圾排放入海ꎮ
２　 除本章第 ７ 条规定外ꎬ一切塑料制品ꎬ包括但不限于合成缆绳、合成渔网、塑料垃圾袋和塑料制品

的焚烧炉灰渣ꎬ均禁止排放入海ꎮ
３　 除本章第 ７ 条规定外ꎬ禁止将食用油排放入海ꎮ

５８
①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第 ４ 条　 在特殊区域外排放垃圾

１　 除本章第 ５、６ 和 ７ 条规定外ꎬ船舶仅在航途中时才应允许在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的特殊区域外

将下述垃圾排放入海ꎬ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
. １　 在距最近陆地不到 ３ ｎ ｍｉｌｅ 处将通过粉碎机或磨碎机的食品废弃物排放入海ꎮ 这种业经粉

碎或磨碎的食品废弃物ꎬ应能通过筛眼不大于 ２５ｍｍ 的粗筛ꎻ
. ２　 在距最近陆地不到 １２ ｎ ｍｉｌｅ 处将未按上述. １ 规定处理的食品废弃物排放入海ꎻ
. ３　 在距最近陆地不到 １２ ｎ ｍｉｌｅ 处将不能用通用的卸载方法回收的货物残余排放入海ꎮ 根据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导则①ꎬ这些货物残余不应包含任何被分类为对海洋环境有害的物质ꎻ
. ４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导则②ꎬ对于动物尸体应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排放入海ꎮ

２　 可将货舱、甲板和外表面洗涤水中包含的清洁剂或添加剂排放入海ꎬ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导则③ꎬ这些物质必须对海洋环境无害ꎮ
３　 如果垃圾与其他被禁止排放或具有不同排放要求的物质混在一起或被其污染ꎬ则应适用其中更

为严格的要求ꎮ

第 ５ 条　 对从固定或移动平台排放垃圾的特殊要求

１　 除本条 ２ 规定外ꎬ禁止从固定或移动平台和停靠这种平台或与其相距在 ５００ｍ 以内的一切其他船

舶排放任何垃圾入海ꎮ
２　 位于距最近陆地超过 １２ ｎ ｍｉｌｅ 的固定或移动平台和停靠这种平台或与其相距在 ５００ｍ 以内的一

切其他船舶ꎬ可允许将食品废弃物排放入海ꎬ但前提是这些废弃物已通过粉碎机或磨碎机ꎮ 这种业经粉

碎或磨碎的食品废弃物应能通过筛眼不大于 ２５ｍｍ 的粗筛ꎮ

第 ６ 条　 在特殊区域内排放垃圾

１　 船舶仅在航途中时才应允许在特殊区域内以如下方法将下述垃圾排放入海:
. １　 食品废弃物排放入海应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ꎬ但距最近陆地或最近冰架应不少于 １２ ｎ ｍｉｌｅꎮ

食品废弃物应业经粉碎或磨碎并应能通过筛眼不大于 ２５ｍｍ 的粗筛ꎮ 食品废弃物不应被任

何其他类型的垃圾污染ꎮ 不允许在南极区域排放外来的禽类产品ꎬ包括家禽和家禽部分ꎬ除
非其已经过无菌处理ꎮ

. ２　 将无法用通用的卸载方法回收的货物残余排放入海应满足下述所有条件:
. １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导则④ꎬ舱室洗涤水中包含的货物残余、清洁剂或添加剂中无

任何被分类为对海洋环境有害的物质ꎻ
. ２　 驶离港和下一个到达港都在特殊区域内且船舶在这两个港口间航行时不会驶离特殊区域ꎻ
. ３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导则⑤ꎬ这些港口不具备合适的接收设备ꎻ和
. ４　 在满足 ２. １、２. ２ 和 ２. ３ 要求的前提下ꎬ含有货物残余的货舱洗涤水应尽可能远离最近

陆地或最近冰架排放ꎬ但距最近陆地或最近冰架应不少于 １２ ｎ ｍｉｌ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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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２　 可将甲板和外表面洗涤水中包含的清洁剂或添加剂排放入海ꎬ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导

则①ꎬ这些物质必须对海洋环境无害ꎮ
３　 对南极区域ꎬ除适用于本条 １ 规定外ꎬ还适用于下列规定:

. １　 各缔约国承担义务保证为在其港口内的来往于南极区域的船舶ꎬ按其使用需要尽快设置接

收所有船舶垃圾的足够的设备ꎬ而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 ２　 各缔约国应确保悬挂本国国旗的所有船舶在进入南极区域前ꎬ船上具有足够的能力留存在该区

域作业时产生的所有垃圾ꎬ并已签订协议ꎬ保证船舶离开该区域后将这些垃圾排入接收设备ꎮ
４　 如果垃圾与其他被禁止排放或具有不同排放要求的物质混在一起或被其污染ꎬ则应适用其中更

为严格的要求ꎮ

第 ７ 条　 例　 　 外

１　 本章第 ３、４、５ 和 ６ 条规定应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 １　 船上排放垃圾ꎬ系为保障船舶及船上人员安全或救护海上人命所必需者ꎻ或
. ２　 垃圾意外落失系由于船舶或其设备遭到损坏的缘故ꎬ但须在发生损坏前后ꎬ 为防止意外落

失或使落失减至最低限度ꎬ 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ꎻ或
. ３　 渔具从船上意外落失ꎬ但须为防止这种落失ꎬ 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ꎻ或
. ４　 船上排放渔具ꎬ系为保护海洋环境或为保障该船或其船员的安全ꎮ

２　 在航途中的例外:
. １　 如将食品废弃物留存船上会明显对船上人员产生即刻健康风险ꎬ则第 ４ 和 ６ 条对在航途中

的要求应不适用于这些食品废弃物的排放ꎮ

第 ８ 条　 接 收 设 备②

１　 各缔约国承担义务保证在港口和近海装卸站提供足够的垃圾接收设备ꎬ以满足船舶使用的需要ꎬ
而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２③ 　 发展中小岛国家可通过区域安排满足本条 １ 和 ４. １ 的要求ꎬ因为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特环境ꎬ这
种安排是满足这些要求的唯一可行的措施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应根据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导则④制定

一份区域接收设备计划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政府应咨询 ＩＭＯꎬ向其他缔约国通告:

. １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如何考虑了 ＩＭＯ 导则④ꎻ

. ２　 确定的船舶区域废弃物接收中心ꎻ和

. ３　 仅有有限设备的港口的细节ꎮ
３　 各缔约国应将按本条规定设置的设备被宣称不足的一切情况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发各有

关缔约国ꎮ
４　 特殊区域内的接收设备:

. １　 凡海岸线与某一特殊区域相邻接的缔约国ꎬ有义务保证ꎬ考虑到在这些区域中营运的船舶的

需要ꎬ尽早在该特殊区域内的所有港口和近海装卸站设置足够的接收设备ꎮ
. ２　 各有关缔约国应将按照 ４. １ 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在收到足够的通知后ꎬ

国际海事组织应确定一个关于本章第 ６ 条要求对该区域开始生效的日期ꎬ并至少提前 １２ 个

月将该确定的日期通知所有缔约国ꎮ 在该确定的日期之前ꎬ在特殊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应遵

７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参加«港口接收设备供应商和用户良好操作指南»(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６７１)ꎮ
本条要求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生效实施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１(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制定导则»ꎮ



守本章第 ４ 条有关在特殊区域外排放的要求ꎮ

第 ９ 条　 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制①

１　 当船舶停靠在另一缔约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时ꎬ如有明显理由确信该船船长或船员不熟悉船上

主要的防止垃圾污染程序ꎬ该船应接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官员根据本附则进行的有关操作要求的检查ꎮ
２　 在本条 １ 所述的情况下ꎬ该缔约国应采取措施ꎬ确保该船在按本附则的要求调整至正常状态前ꎬ

不得开航ꎮ
３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第 ５ 条规定的港口国监督程序应适用于本条ꎮ
４　 本条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明确规定的操作要求方面进行控制

的权利和义务ꎮ

第 １０ 条　 告示、垃圾管理计划②和垃圾记录保存

１　 . １　 总长度为 １２ｍ 或以上的船舶和固定或移动平台均应张贴告示以使船员和乘客知晓本附则

第 ３、４、５ 和 ６ 条中适用的排放要求ꎮ
. ２　 告示应以船员的工作语言书写ꎬ对航行于其他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管辖权范围内的港口或

近海装卸站的船舶ꎬ告示还应以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书写ꎮ
２　 １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和核准载运 １５ 名或以上人员的船舶以及固定或移动平台ꎬ均应备有一份

船员必须遵守的垃圾管理计划ꎮ 该计划应就减少、收集、储藏、加工和处理垃圾以及船上设备使用等提供

书面程序ꎬ还应指定负责执行该计划的人员ꎮ 该计划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ꎬ并用船员的工

作语言书写ꎮ
３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和核准载运 １５ 名或以上人员、航行于其他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管辖权范

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船舶ꎬ以及固定或移动平台ꎬ均应备有一份«垃圾记录簿»ꎮ 该«垃圾记录簿»
不论是船舶的正式航海日志的一部分ꎬ还是其他形式ꎬ均应和本附则的附录格式相同:

. １　 «垃圾记录簿»应记录每次排放入海或至接收设备或完成的焚烧作业ꎬ并应由主管高级船员

在排放或焚烧当日签署ꎮ 船长应在垃圾记录簿完成记录的每一页上署名ꎮ «垃圾记录簿»
的每项记载应至少用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书写ꎮ 如果这些记载也使用该船船旗国的官方

语言书写ꎬ在发生争执或有不同意见时ꎬ以船旗国的官方语言的记载为准ꎻ
. ２　 每次排放或焚烧记录应包括日期、时间、船位、垃圾种类和被排放或焚烧的垃圾的估算量ꎻ
. ３　 «垃圾记录簿»应存放于船上或固定或移动平台上的在所有合理时间随时可供检查的地方ꎮ

该记录簿应自最后一次记录日期起保留 ２ 年ꎻ
. ４　 如发生本附则第 ７ 条所指的任何排放或意外落失ꎬ垃圾记录簿上应予以记录ꎬ或对任何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应在该船的正式航海日志中记录该排放或落失的地点、情况和原因、排放

或落失的物品细目ꎬ以及为防止或尽量减少这种排放或意外落失业已采取的合理预防措施ꎮ
４　 主管机关可对以下船舶免除垃圾记录簿的要求:

. １　 核准载运 １５ 名或以上人员ꎬ航行持续时间为 １ｈ 或以下的船舶ꎻ或

. ２　 固定或移动平台ꎮ
５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政府的主管当局可对停靠本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适用本条的任何船舶检

查«垃圾记录簿»或船舶的正式航海日志ꎬ并可将该记录簿或日志中任何记录制成副本ꎬ也可要求船长证

明该副本是该项记录的真实副本ꎮ 凡经船长证明为船上«垃圾记录簿»或船舶的正式航海日志中某项记

录的真实副本者ꎬ将在任何法律诉讼中成为该项记录中所述事实的证据ꎮ 主管当局根据本项规定对«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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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８７(１９)决议通过并经 Ａ. ８８２(２１)决议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序ꎻ见 ＩＭＯ 出版物 ＩＡ６５０Ｅꎮ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ＭＥＰＣ. ２２０(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垃圾管理计划编制指南»ꎮ



圾记录簿»或船舶的正式航海日志的检查和制作正确无误的副本应尽速进行ꎬ而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６　 如第 ７. １. ３ 和第 ７. １. ４ 条中所述的渔具的意外落失或排放会对海洋环境或航行造成严重威胁ꎬ应向

船舶的船旗国报告ꎬ如果落失或排放发生在某一沿海国家管辖权范围内的水域ꎬ也应向该沿海国家报告ꎮ

附录　 垃圾记录簿格式

船名:
船舶编号或呼号:
ＩＭＯ 编号:　 　 　 　 　 　 　 　 　 　 　 　
时间: 自: 至:
１　 引言

根据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附则Ⅴ第 １０ 条规定ꎬ
应保持对每次排放作业或完成的焚烧作业进行记录ꎬ包括排放入海、排放至接收设备或排放至其他船舶ꎬ
也包括垃圾的意外落失ꎮ

２　 垃圾和垃圾管理

垃圾系指产生于船舶正常营运期间并需要持续或定期处理的各种食品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和作业废

弃物、所有塑料制品、货物残余、食用油、渔具和动物尸体ꎬ但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其他附则中所规定或列出的

物质除外ꎮ 垃圾不包括在航行期间进行捕鱼活动或水产养殖活动获得的鲜鱼及其各部分ꎬ该水产养殖活

动涉及将鱼包括贝类运至养殖设施内放置ꎬ以及从该类设施内将收获的鱼包括贝类运至岸上供加工ꎮ
有关资料应参照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指南ꎮ①

３　 垃圾种类

就本记录簿(或船舶的正式航海日志)而言ꎬ垃圾分类如下:
Ａ 塑料

Ｂ 食品废弃物

Ｃ 生活废弃物

Ｄ 食用油

Ｅ 焚烧炉灰渣

Ｆ 作业废弃物

Ｇ 货物残余

Ｈ 动物尸体

Ｉ 渔具②

４　 垃圾记录簿的填写

４. １　 发生下列情况时ꎬ应在垃圾记录簿上填写:
４. １. １　 当垃圾排放至岸上接收设备③或排放至其他船舶时:

. １　 排放的日期和时间ꎻ

. ２　 港口或设施或船舶的名称ꎻ

. ３　 所排放垃圾的种类ꎻ

. ４　 每种排放垃圾的估算量(ｍ３)ꎻ

. ５　 负责作业的主管高级船员签字ꎮ
４. １. ２　 当焚烧垃圾时:

９８

①
②
③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导则»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即将制定的指南ꎮ
按照«废弃物交付收据标准格式»(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６４５)ꎬ船舶送交垃圾后ꎬ船长应向港口接收设备(包括驳船和卡车)的经营者ꎬ收
取详述这批垃圾估算量的收据或证明ꎮ 该收据或证明必须同«垃圾记录簿»一起保存ꎮ



. １　 焚烧的日期和开始及结束时间ꎻ

. ２　 焚烧开始和结束时的船位(经度和纬度)ꎻ

. ３　 焚烧的垃圾的种类ꎻ

. ４　 焚烧的垃圾的估算量(ｍ３)ꎻ

. ５　 负责作业的主管高级船员签字ꎮ
４. １. ３　 当垃圾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第 ４、５ 或 ６ 条规定排放入海时:

. １　 排放的日期和时间ꎻ

. ２　 船舶位置(经度和纬度)ꎮ 注意:对货物残余的排放ꎬ包括排放开始和停止时的船舶位置ꎻ

. ３　 所排放垃圾的种类ꎻ

. ４　 每种排放垃圾的估算量(ｍ３)ꎻ

. ５　 负责作业的主管高级船员签字ꎮ
４. １. ４　 垃圾意外或其他例外排放或落失入海ꎬ包括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第 ７ 条规定排放:

. １　 发生的时间ꎻ

. ２　 发生时所在港口或船位(经度、纬度和水深ꎬ如知晓)ꎻ

. ３　 排放或落失的垃圾种类ꎻ

. ４　 每种的估算量(ｍ３)ꎻ

. ５　 排放或落失的原因以及附注ꎮ
４. ２　 垃圾数量

船上的垃圾数量应以立方米估算ꎬ如有可能应按类别分别估算ꎮ 垃圾记录簿中含有垃圾估算量的许

多参考数据ꎮ 认识到垃圾数量估算的精确度还需诠释ꎮ 垃圾加工处理前后的体积估算会有所不同ꎬ有些

加工处理程序可能无法对体积进行有用的估算ꎬ比如持续的食品废弃物处理ꎬ因此在填写记录和诠释记

录时应考虑到这些因素ꎮ
垃圾排放记录

船名:
船舶编号或呼号:
ＩＭＯ 编号:
垃圾种类:

Ａ 塑料

Ｂ 食品废弃物

Ｃ 生活废弃物(如纸制品、碎布、玻璃、金属、瓶子、陶器等)
Ｄ 食用油

Ｅ 焚烧炉灰渣

Ｆ 作业废弃物

Ｇ 货物残余

Ｈ 动物尸体

Ｉ 渔具

新表布局如下:

日期 / 时间
船位 / 备注

(如:意外落失)
种类

排放或焚烧的

估算量
至海 至接收设备 焚烧 证明 / 签字

船长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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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

Ⅰ　 总　 　 则

第 １ 条　 适 用 范 围

除本附则第 ３、５、６、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 和 ２２ 条另有规定者外ꎬ本附则的规定应适用所有船舶ꎮ

第 ２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附则系指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和 １９９７ 年议定书修订的并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

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的附则Ⅵꎬ这些修正案按本公约第 １６ 条的规定予以通过并生效ꎮ
２　 类似建造阶段系指在此阶段:

. １　 可以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已开始ꎻ和

. ２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 ５０ｔ 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１％ ꎬ取较小者ꎮ
３　 周年日期系指与«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期满之日对应的每年的该月该日ꎮ
４　 辅助控制装置系指船用柴油机上安装的用于保护柴油机和 /或其辅助设备不受可导致其损坏或

故障的操作条件的影响或有助于柴油机起动的系统、功能或控制策略ꎮ 辅助控制装置也可以是业已证明

为非抑制装置的一种策略或措施ꎮ
５　 连续进料系指当焚烧炉在正常操作条件下ꎬ燃烧室工作温度在 ８５０℃和 １２００℃之间时ꎬ无需人工

辅助将废物送入燃烧室的过程ꎮ
６　 抑制装置系指为激活、调整、推迟或阻碍激活排放控制系统的任何部件或功能而对操作参数(如:

发动机速度、温度、进气压力或任何其他参数)进行测量、检测或响应ꎬ从而在正常操作工况下降低了排放

控制系统的有效性的一种装置ꎬ除非在适用的排放发证试验程序中实质性使用该装置ꎮ
７　 排放系指从船舶上向大气或海洋释放受本附则控制的任何物质ꎮ
８　 排放控制区系指要求对船舶排放采取特殊强制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 ＮＯｘ 或 ＳＯｘ 和颗粒物质

或所有三类排放物造成大气污染以及随之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区域ꎮ 排放控制区域应包

括本附则第 １３ 和 １４ 条所列或所指定的区域ꎮ
９　 燃油系指交付船上的为了船舶推进或运转而用于燃烧的任何燃料ꎬ包括蒸馏燃油和残余燃油ꎮ
１０　 总吨位系指按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或任何后续公约的附则Ⅰ所述的吨位丈量规定计

算的总吨位ꎮ
１１　 装置系指与本附则第 １２ 条有关的在船上安装的系统、设备(包括手提式灭火器)、绝缘体或其他

材料ꎬ但不包括对以前安装的系统、设备、绝缘体或其他材料的修理或重新充注、或者对手提灭火器的重

新充注ꎮ
１２　 安装系指安装或拟安装上船的船用柴油机ꎬ包括可移动式辅助船用柴油机ꎬ只要其加油、冷却或

排气系统是船舶的组成部分ꎮ 加油系统只有在永久附于船上时才可视为船舶的组成部分ꎮ 该定义包括

用于补充或增强船舶已装动力容量并拟成为船舶组成部分的船用柴油机ꎮ
１３　 不合理排放控制策略系指当船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营运时将排放控制系统的有效性降至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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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排放试验程序所预期的水平的任何策略或措施ꎮ
１４　 船用柴油机系指本附则第 １３ 条适用的以液体或双燃料运行的任何往复式内燃机ꎬ包括增压 /复

式系统(如适用)ꎮ
１５　 ＮＯｘ 技术规则系指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 １９９７ 年 ＭＡＲＰＯＬ 缔约国大会决议 ２ 通过的船用柴

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ꎬ但这些修正案应按照本公约第 １６ 条的规定予以通过并生效ꎮ
１６　 消耗臭氧物质系指在应用或解释本附则时有效的 １９８７ 年消耗臭氧层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 １(４)条中定义的并在该议定书附件 Ａ、Ｂ、Ｃ 或 Ｅ 中所列的受控制物质ꎮ
在船上可能有的消耗臭氧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Ｈａｌｏｎ１２１１　 　 　 　 　 　 　 溴氯二氟甲烷

　 　 　 　 Ｈａｌｏｎ１３０１ 溴三氟甲烷

　 　 　 　 Ｈａｌｏｎ２４０２ １ꎬ２ －二溴化物 － １ꎬ１ꎬ２ꎬ２ －四氟乙烷(亦称作 Ｈａｌｏｎ１１４Ｂ２)
　 　 　 　 ＣＦＣ － １１ 三氯氟甲烷

　 　 　 　 ＣＦＣ － １２ 二氯二氟甲烷

　 　 　 　 ＣＦＣ － １１３ １ꎬ１ꎬ２ －三氯 － １ꎬ２ꎬ２ －三氟乙烷

　 　 　 　 ＣＦＣ － １１４ １ꎬ２ －二氯 － １ꎬ１ꎬ２ꎬ２ －四氟乙烷

　 　 　 　 ＣＦＣ － １１５ 氯五氟乙烷

１７　 船上焚烧系指将船舶正常作业时产生的废物或其他物质在船上进行焚烧ꎮ
１８　 船上焚烧炉系指以焚烧为主要目的而设计的船上设备ꎮ
１９　 建造的船舶系指龙骨已安放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２０　 残油系指来自燃油或润滑油分离器的油泥ꎬ主机或副机的废弃润滑油ꎬ或舱底水分离器、油过滤

装置或滴油盘的废油ꎮ
２１　 与本附则第 １５ 条有关的液货船系指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第 １ 条中定义的油船或附则Ⅱ第 １

条中定义的化学品船ꎮ
２２　 现有船舶系非新船的船舶ꎮ
２３　 新船①系指

.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或

.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ꎮ
２４　 重大改建①系指与本规则第Ⅳ节有关的对船舶所作的下述改建:

. １　 实质上改变了该船的尺度、装载容量或发动机功率ꎻ或

. ２　 改变了该船的类型ꎻ或

. ３　 根据主管机关的意见ꎬ这种改建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要延长该船的使用年限ꎻ或

. ４　 这种改建使得如该船是一艘新船ꎬ该船应遵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中不适用于现有船舶的有关

规定ꎻ或
. ５　 实质上改变了该船的能效并且其包括的改装能使该船超出第 ２１ 条所述适用的要求的能效

设计指数(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ꎮ
２５　 散货船系指经修订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Ⅻ章第 １ 条定义的主要用于运输散装干货的船舶ꎬ

包括矿砂船等船型ꎬ但不包括兼用船ꎮ
２６　 气体运输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任何液化气体的货船ꎮ
２７　 与本附则第Ⅳ节有关的液货船系指在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第 １ 条中定义的油船或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

第 １ 条中定义的化学品船或 ＮＬＳ 液货船ꎮ
２８　 集装箱船系指专门设计用于在货舱内和甲板上载运集装箱的船舶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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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杂货船系指设有多层甲板或单层甲板主要用于载运普通货物的船舶ꎮ 该定义不包括专用干货

船ꎬ其不属于普通货船基线计算范围ꎬ即牲畜运输船、载驳母船、重货运输船、游艇运输船和核燃料运

输船ꎮ
３０　 冷藏货船系指专门设计用于在货舱内载运冷藏货物的船舶ꎮ
３１　 兼用船系指设计用于既可载运 １００％载重量的散装液体又可载运 １００％载重量的干货的船舶ꎮ
３２　 客船系指载客超过 １２ 人的船舶ꎮ
３３　 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系指具有多层甲板的设计用于载运空的小汽车和卡车的滚装货船ꎮ
３４　 滚装货船系指设计用于载运滚装运货单元的船舶ꎮ
３５　 滚装客船系指具有滚装货物处所的客船ꎮ
３６　 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系指单艘船舶按本附则第Ⅳ节第 ２０ 条达到的 ＥＥＤＩ 值ꎮ
３７　 要求的能效设计指数(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系指本附则第Ⅳ节第 ２１ 条对特定船型和尺度所允许的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最大值ꎮ

第 ３ 条　 例外和免除

一般规定

１　 本附则的规定应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 １　 任何为保障船舶安全或救护海上人命所必需的排放ꎻ或
. ２　 任何因船舶或其设备遭到损坏的排放:
. ２. １　 但须在发生损坏或发现排放后ꎬ为防止排放或使排放减至最低限度ꎬ已采取了一切合理

的预防措施ꎻ和
. ２. ２　 但是ꎬ如果船东或船长是故意造成损坏ꎬ或轻率行事而又知道可能会招致损坏ꎬ则不在

此例ꎮ
为船舶减少和控制排放技术研究进行的试航

２　 缔约国主管机关可与其他主管机关适当合作ꎬ对为研发船舶减排和控制技术及发动机设计程序

而进行试航的船舶ꎬ签发对本附则具体规定的免除证书ꎮ 只有当本附则或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

则»中具体规定的应用会妨碍此类技术或程序的研发时ꎬ才能给予此种免除ꎮ 获得免除证书的船舶应视

需要尽可能少ꎬ同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 １　 对于每缸排量低于 ３０Ｌ 的船用柴油机ꎬ试航时间不应超过 １８ 个月ꎮ 如需更多时间ꎬ授予免

除证书的一个或多个主管机关可对免除证书进行换新ꎬ增加期限为 １８ 个月ꎻ或
. ２　 对于每缸排量为 ３０Ｌ 或以上的船用柴油机ꎬ船舶试航时间不应超过 ５ 年ꎬ并需要发证的一

个或多个主管机关在每次中间检验时进行进度评审ꎮ 如试验未能符合免除条件或确定该

技术或程序在船舶减排或控排方面产生有效结果的可能性不大ꎬ则基于该评审可撤销该免

除证书ꎮ 如评审的一个或多个主管机关确定进行某项技术或程序的试验需要更多时间ꎬ则
可对免除证书进行换新ꎬ增加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海底采矿活动产生的排放

３. １　 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第 ２(３)(ｂ)(ｉｉ) 条规定ꎬ由海底矿藏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相关近海加工直接

产生的排放免除本附则的规定ꎮ 此类排放包括:
. １　 焚烧单独地和直接地由海底矿藏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相关近海加工产生的物质而造成的排

放ꎬ包括但不限于在完井和试验作业期间烃类物质的明火燃烧和掘出物、泥浆和 /或井涌液

体的燃烧ꎬ以及意外情况引起的明火燃烧ꎻ
. ２　 钻井液体和掘出物夹带的气体和挥发性化合物的释放ꎻ
. ３　 只与海底矿藏的加工、处理或贮藏直接相关的排放ꎻ和
. ４　 单独用于海底矿藏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相关近海加工的柴油机的排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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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经主管机关认可ꎬ本附则第 １８ 条的要求应不适用于在现场生产并在现场用作燃料的烃类物质

的使用ꎮ

第 ４ 条　 等　 　 效①

１　 缔约国主管机关可允许在船上安装任何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或允许使用其他程序、替代燃

油、或符合方法ꎬ以代替本附则所要求者ꎬ条件是这种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其他程序、替代燃油、或符

合方法与本附则ꎬ包括第 １３ 和 １４ 条所述的任何标准ꎬ对减排方面所要求者至少同等有效ꎮ②

２　 允许以某种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其他程序、替代燃油、或符合方法来代替本附则所要求者的缔

约国主管机关应将其细节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发各缔约国ꎬ供其参考和采取适当行动(如有时)ꎮ
３　 缔约国主管机关应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针对本条等效规定制定的任何相关指南①ꎮ
４　 允许使用本条 １ 所述等效者的缔约国主管机关应致力于不损害或破坏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环境、

人类健康、财产或资源ꎮ

Ⅱ　 检验、发证和控制手段

第 ５ 条　 检　 　 验

１　 为确保符合第Ⅲ节的要求ꎬ凡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以及所有固定和移动钻井平台和其他平台ꎬ
应进行下列规定的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ꎬ在船舶投入营运前或首次签发本附则第 ６ 条所要求的证书之前进行ꎮ 该检验应

确保其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第Ⅲ章的适用要求ꎻ
. ２　 换证检验ꎬ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期限进行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ꎬ但本附则第 ９. ２、９. ５、９. ６ 或

９. ７ 条适用者除外ꎮ 换证检验应确保其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第Ⅲ节的适

用要求ꎻ
. ３　 中间检验ꎬ在证书的第二个周年日之前或之后 ３ 个月内或第三个周年日之前或之后 ３ 个月

内进行ꎬ并应取代本条 １. ４ 规定的其中一次年度检验ꎮ 中间检验应确保设备及其布置完全

符合第Ⅲ节的适用要求ꎬ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ꎮ 该中间检验应在按本附则第 ６ 或 ７ 条所

签发的 ＩＡＰＰ 证书上予以签署ꎻ
. ４　 年度检验ꎬ在证书的每个周年日之前或之后 ３ 个月内进行ꎬ包括对本条 １. １ 所述的设备、系

统、附件、布置及材料的总体检查ꎬ以确保其已按本条 ５ 的规定进行保养ꎬ并确保其继续满

足船舶预定的营运要求ꎮ 该年度检验应在按本附则第 ６ 或 ７ 条所签发的 ＩＡＰＰ 证书上予以

签署ꎻ和
. ５　 附加检验ꎬ在按本条 ５ 规定的任何重大修理或换新后ꎬ或在按本条 ６ 规定的检查结果进行

修理后应根据情况进行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该检验应确保已有效进行了必要的修理或换新ꎬ
确保这种修理或换新所用的材料和工艺在各方面均属合格ꎬ并确保该船在各方面均符合第

Ⅲ节的要求ꎮ
２　 对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制定相应措施ꎬ以确保其符合第Ⅲ节的适用规定ꎮ
３　 为执行本附则规定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ꎬ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进行ꎮ

. １　 但主管机关可将这些检验委托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由其认可的组织办理ꎮ 这些

４９

①
②

参见 ＭＥＰＣ. １８４(５９)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９ 年废弃清洁系统指南»ꎮ
就本条而言ꎬ关于本附则第 １４ 条的替代措施及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指南ꎬ应参照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８４(５９)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９ 年废气清

洁系统导则»ꎮ



组织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指南①ꎻ
. ２　 应按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则»②对船用柴油机和设备进行是否符合本附则第 １３

条规定的检验ꎻ
. ３　 当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确定设备的状况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内容不符ꎬ他们应确保

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通知主管机关ꎮ 如未能采取此种纠正措施ꎬ主管机关应撤销证书ꎮ 如

该船是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内ꎬ则还应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当主管机关的官

员、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后ꎬ有关的港口国政府应向该官

员、验船师或组织提供履行本条规定的义务所必需的任何帮助ꎻ和
. ４　 在所有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均应保证检验的完整性和有效性ꎬ确保为履行这一职责作出必要

的安排ꎮ
４　 适用本附则第Ⅳ节的船舶还应进行下列规定的检验ꎬ并考虑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导则③:

. １　 初次检验ꎬ在新船投入营运前和签发国际船舶能效证书之前进行ꎮ 检验应验证船舶的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符合本附则第Ⅳ节的要求ꎬ并且船上保存第 ２２ 条要求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

(ＳＥＥＭＰ)ꎻ
. ２　 在适用本条的新船发生重大改建后ꎬ应根据情况进行的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检验应确保必要

时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经重新计算并满足第 ２１ 条的要求ꎬ此要求是采用按第 ２. ２３ 条确定原始船

舶的签订合同日期或安放龙骨日期或交船日期所对应的那个阶段下的适用于改建船舶的

船型和尺度的折减系数所确定的 ＥＥＤＩ 要求ꎻ
. ３　 如新船或现有船舶的重大改建的范围如此之大而使主管机关将其视为新建船舶ꎬ主管机关

应确定对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进行初次检验的必要性ꎮ 如确定必要ꎬ该检验应确保计算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值并满足第 ２１ 条的要求ꎬ此要求是采用签订改建合同之日或如无合同情况下的改建

开始之日所适用的对应于改建船舶的船型和尺度的折减系数所确定的 ＥＥＤＩ 要求ꎮ 该检验

还应验证船上保存第 ２２ 条要求的 ＳＥＥＭＰꎻ和
. ４　 对现有船舶ꎬ对根据第 ２２ 条船上保存 ＳＥＥＭＰ 要求的验证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的

由本条 １ 所述的首次中间或换证检验时(取先者)进行④ꎮ
５　 设备应保持符合本附则的各项规定ꎬ未经主管机关的专门认可ꎬ经过检验的设备、系统、附件、布

置或材料不得作任何变动ꎮ 但允许以符合本附则规定的设备和附件直接替换此类设备和附件ꎮ
６　 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ꎬ对本附则所涉及的设备的有效性或完整性产生重大影响时ꎬ该船的

船长或船东应尽早向负责签发有关证书的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报告ꎮ

第 ６ 条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１　 在按本附则第 ５ 条规定进行了初次或换证检验后ꎬ应为下列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 １　 驶往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所有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ꎻ和
. ２　 驶往其他缔约国主权或管辖海域的平台和钻井平台ꎮ

２　 对附则Ⅵ生效日之前建造的船舶ꎬ该船的主管机关应不迟于生效之日后的第一次计划进坞时ꎬ但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迟于该生效日之后 ３ 年ꎬ按本条 １ 规定ꎬ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ꎮ

５９

①

②
③

④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３９(１８)决议通过的并可能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代表主管机关的组织的授权指南»ꎬ以及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８９(１９)决议通过的并可能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被认可组织代表主管机关执行检验和发证职能的细则»ꎮ 还参见«经修订

的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检验发证协调系统检验指南»(ＭＥＰＣ. １８０(５９)决议)ꎮ
参见 ＭＥＰＣ. １７７(５８)决议«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修正案»(２００８ＮＯｘ 技术规则)ꎮ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４(６３)决议通过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４(６５)修正的«２０１２ 年船舶能效设计指数(ＥＥＤＩ)检验和发证

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１４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ＳＥＥＭＰ 统一解释»ꎮ



３　 该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个人或组织签发或签署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主管机关

对证书负有全部责任ꎮ
国际能效证书

４　 对任何驶往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在按本附则第

５. ４ 条规定进行了检验后ꎬ应在其开航前为其签发«国际能效证书»①ꎮ
５　 该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何组织签发或签署②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对证

书负有全部责任ꎮ

第 ７ 条　 他国政府签发证书

１　 缔约国应主管机关的申请ꎬ可对船舶进行检验ꎬ如确信符合本附则的规定ꎬ应对该船签发或授权

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或«国际能效证书»ꎬ并在适用时ꎬ按本附则的规定ꎬ为该船签署或授权签

署证书ꎮ
２　 证书和检验报告副本各一份应尽快送交提出申请的主管机关ꎮ
３　 所发证书应声明ꎬ该证书系根据主管机关的申请签发ꎬ并应与按本附则第 ６ 条规定所签发的证书

具有同等效力和得到同样的承认ꎮ
４　 对于悬挂非缔约国国旗的船舶ꎬ不得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或«国际能效证书»ꎮ

第 ８ 条　 证 书 格 式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１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应按本附则附录Ⅰ所示样本相一致的格式写成ꎬ并应至少使用英文、
法文或西班牙文的其中一种语言ꎮ 如同时使用发证国的官方语言ꎬ则在有争议或分歧时ꎬ应以该国官方

语言为准ꎮ
国际能效证书

２　 «国际能效证书»应按与本附则附录Ⅷ所示样本相一致的格式写成ꎬ并应至少使用英文、法文或

西班牙文的其中一种语言ꎮ 如同时使用发证国的官方语言ꎬ则在有争议或分歧时ꎬ应以该国官方语言

为准ꎮ

第 ９ 条　 证书的有效期限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１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应由主管机关规定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ꎮ
２　 尽管有本条 １ 的要求:

. １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ꎬ
至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后不超过 ５ 年的日期内有效ꎻ

. ２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ꎬ至现有证

书期满之日后不超过 ５ 年的日期内有效ꎻ和
. ３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的前 ３ 个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

不超过 ５ 年的日期内有效ꎮ
３　 如果所发证书的有效期限少于 ５ 年ꎬ主管机关可将证书有效期自期满日延长至本条 １ 规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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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１４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ＳＥＥＭＰ 统一解释»ꎮ
参照由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３９(１８)决议通过并经 ＭＳＣ. ２０８(８１)决议修正的«代表主管机关的组织的授权指南»ꎬ和由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８９(１９)决议通过、并可能经修正的«被认可组织代表主管机关执行检验和发证的细则»ꎮ



长期限ꎬ条件是在签发 ５ 年期的证书时进行了本附则第 ５. １. ３ 和 ５. １. ４ 条所述的相应的检验ꎮ
４　 如果换证检验已完成ꎬ而新证书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前不能签发或不能存放船上ꎬ主管机关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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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的期限内应视为继续有效ꎮ
５　 如果证书期满时船舶不在应进行检验的港口ꎬ主管机关可延长该证书的有效期ꎬ但此项展期仅以

能使该船完成其驶抵应进行检验的港口的航次为限ꎬ并且仅在正当和合理的情况下才能如此办理ꎮ 证书

的展期不得超过 ３ 个月ꎮ 经展期的船舶在抵达应进行检验的港口后ꎬ不得因有此项展期而在未获得新证

书前驶离该港口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自现有证书展期前的期满日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６　 发给短程航行船舶的证书未按本条前述之规定展期时ꎬ主管机关可给予自该证书所示的期满之

日起至多 １ 个月的宽限期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自现有证书展期前的期满日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７　 在特殊情况下(由主管机关确定)ꎬ新证书无需按本条 ２. １、５ 或 ６ 的要求从现有证书的期满之日

起计算日期ꎮ 在此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自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８　 如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在本附则第 ５ 条规定的期限之前完成ꎬ则:

. １　 证书上所示的周年日应予以签署修正ꎬ修正后的周年日应不多于检验完成之日起 ３ 个月ꎻ

. ２　 本附则第 ５ 条要求的其后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应使用新的周年日按该条规定的间隔期完

成ꎻ和
. ３　 如进行一次或多次相应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ꎬ以使本附则第 ５ 条规定的最大检验间隔期

不被超过ꎬ则该期满日可保持不变ꎮ
９　 按本附则第 ６ 或第 ７ 条规定所签发的证书ꎬ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即应中止有效:

. １　 如果相关检验未在本附则第 ５. １ 条规定的期限内完成ꎻ

. ２　 如果证书未按本附则第 ５. １. ３ 或 ５. １. ４ 条的规定予以签署ꎻ和

. ３　 船舶变更船旗国ꎮ 只有当换发新证书的政府确信该船符合本附则第 ５. ４ 条的要求时ꎬ才能

签发新的证书ꎮ 如果变更船旗系在缔约国之间进行ꎬ则在变更后的 ３ 个月内ꎬ前船旗国政府

如收到申请ꎬ应尽快将变更船旗前该船所携证书的副本以及相关的检验报告副本(如备有)
送交该船新的主管机关ꎮ

国际能效证书

１０　 除下述 １１ 的规定外ꎬ«国际能效证书»应在船舶整个寿命期间内有效ꎮ
１１　 按本附则规定签发的«国际能效证书»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即应中止有效:

. １　 如果船舶退出营运或船舶经重大改建后对其签发新证书ꎻ或

. ２　 船舶变更船旗国ꎮ 只有当换发新证书的政府确信该船符合本附则第Ⅳ节的要求时ꎬ才能签

发新的证书ꎮ 如果变更船旗系在缔约国之间进行ꎬ则在变更后的 ３ 个月内ꎬ前船旗国政府

如收到申请ꎬ应尽快将变更船旗前该船所携证书的副本以及相关的检验报告副本(如备

有)送交该船新的主管机关ꎮ

第 １０ 条　 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制

１　 当船舶停靠在另一缔约国所管辖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时ꎬ如有明显理由确信该船船长或船员不

熟悉船上主要的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的程序ꎬ该船应接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的官员根据本附则进行的

有关操作要求的检查ꎮ
２　 在本条 １ 所述的情况下ꎬ该缔约国应采取措施ꎬ确保该船在按本附则的要求调整至正常状态前ꎬ

不得开航ꎮ
３　 本公约第 ５ 条规定的港口国监督程序应适用于本条ꎮ
４　 本条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在本公约明确规定的操作要求方面进行控制的权利和

义务ꎮ
７９



５　 与本附则第Ⅳ节有关的任何港口国检查应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第 ５ 条的要求以核实(适用时)船上

是否备有有效的国际能效证书为限ꎮ

第 １１ 条　 查明违章和实施

１　 各缔约国应使用一切适当和可行的侦查和环境监测措施、适合的报告和证据积累程序ꎬ在侦查本

附则规定的违章情况和实施本附则规定方面进行合作ꎮ
２　 本附则适用的船舶在某一缔约国的任何港口或近海装卸站均可能受到由该国指定或授权的官员

的检查ꎬ以核实该船舶是否违反本附则的规定而排放了本附则所包括的任何物质ꎮ 如果检查表明该船违

反了本附则的规定ꎬ应向主管机关提交一份报告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ꎮ
３　 任何缔约国应向该主管机关提供其船舶违反本附则规定排放任何本附则所包括的物质的证据

(如有)ꎮ 如可行ꎬ该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应将所指控的违章情况通知该船船长ꎮ
４　 在收到上述证据后ꎬ被通知的主管机关应着手调查此事ꎬ并可以要求其他缔约国就被指控的违章

情况提供进一步的或更有说服力的证据ꎮ 如果该主管机关确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对被指控的违章行为

提出诉讼ꎬ并应使这种诉讼按照法律尽快进行ꎮ 该主管机关应立即将所采取的行动通报给报告此违章事

件的缔约国ꎬ以及国际海事组织ꎮ
５　 如果收到任何缔约国的调查请求ꎬ连同船舶违反本附则规定ꎬ在任何地方排放了本附则所包括的

任何物质的充分证据ꎬ则缔约国也可对本附则适用的船舶在其进入该缔约国管辖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时

进行检查ꎮ 这种调查报告应送交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以及主管机关ꎬ以便根据本公约规定采取适当行动ꎮ
６　 在应用或解释本附则时ꎬ有效的关于防止、减少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法ꎬ包括有

关实施和保护的法律ꎬ均适用于(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正)本附则所述的规范和标准ꎮ

Ⅲ　 船舶排放控制要求

第 １２ 条　 消耗臭氧物质

１　 本条不适用于无制冷剂充注接头的永久密封设备或无含有消耗臭氧物质的可拆卸部件的永久密

封设备ꎮ
２　 根据第 ３. １ 条的规定ꎬ应禁止消耗臭氧物质的任何故意排放ꎮ 故意排放包括在系统或设备的维

护、检修、修理或处置过程中发生的排放ꎬ但故意排放不包括与消耗臭氧物质的回收或再循环相关的微量

释放ꎮ 由消耗臭氧物质泄漏引起的排放ꎬ无论此泄漏是否属于故意ꎬ可由各缔约国进行管理ꎮ
３. １　 在下列情况下ꎬ应禁止使用含消耗臭氧物质(氢化氯氟烃除外)的装置:

. １　 在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ꎻ或

. ２　 对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设备合同交付船上的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或以

后ꎬ或者无合同交付日期ꎬ实际设备交付船上的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或以后ꎮ
３. ２　 在下列情况下ꎬ应禁止使用含氢化氯氟烃的装置:

. １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ꎻ或

. ２　 对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设备合同交付船上的日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

后ꎬ或者无合同交付日期ꎬ实际设备交付船上的日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ꎮ
４　 本条所述的物质以及设备中含有的此类物质ꎬ当其从船上卸下时ꎬ应送到合适的接收设备中ꎮ
５　 受第 ６. １ 条约束的每艘船舶应保存一份含消耗臭氧物质的设备清单ꎮ
６　 设有含消耗臭氧物质的可重新充注系统的受第 ６. １ 条约束的每艘船舶ꎬ应保存一份«消耗臭氧物

质记录簿»ꎮ 该记录簿可以是经主管机关批准的现有航海日志或电子记录系统的一部分ꎮ
８９



７　 «消耗臭氧物质记录簿»中的物质应按其质量单位(ｋｇ)记录ꎬ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及时记入下列

内容:
. １　 含消耗臭氧物质的设备的全部或部分重新充注ꎻ
. ２　 含消耗臭氧物质的设备的修理或维护ꎻ
. ３　 消耗臭氧物质向大气的排放:

. ３. １　 故意排放ꎻ和

. ３. ２　 非故意排放ꎻ
. ４　 消耗臭氧物质向陆基接收设施的排放ꎻ和
. ５　 向船舶供应消耗臭氧物质ꎮ

第 １３ 条　 氮氧化物(ＮＯｘ)

适用范围

１. １　 本条应适用于:
. １　 每台安装船上的输出功率超过 １３０ｋＷ 的船用柴油机ꎻ和
. ２　 每台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经重大改装的、输出功率超过 １３０ｋＷ 的船用柴油机ꎬ除非能

证明并使主管机关确信ꎬ该柴油机与其将替代的柴油机完全相同①ꎬ而不受本条 １. １. １ 规定

约束ꎮ
１. ２　 本条不适用于:

. １　 仅在应急情况使用的、或仅为安装船上的仅在应急情况下使用的任何装置或设备提供动力

的船用柴油机ꎬ或仅用于安装在救生艇上的应急情况下使用的船用柴油机ꎻ和
. ２　 安装在仅航行于悬挂其国旗的该国主权或管辖范围水域内的船舶上的船用柴油机ꎬ但此类

柴油机应受到由该主管机关制定的 ＮＯｘ 替代控制方法的控制ꎮ
１. ３　 尽管有上述 １. １ 的规定ꎬ主管机关可对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任何船用

柴油机或对在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前经重大改装的任何船用柴油机免除适用本条要求ꎬ只要安装该柴油

机的船舶仅航行在其船旗国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ꎮ
重大改装

２. １　 就本条而言ꎬ“重大改装”系指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对尚未按本条 ３、４ 或 ５. １. １ 所述标准发

证的船用柴油机的改变ꎬ即:
. １　 柴油机由其他船用柴油机代替或新增安装柴油机ꎬ或
. ２　 对柴油机进行了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则»中定义的任何实质性改变ꎬ或
. ３　 柴油机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与柴油机初始证书上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相比ꎬ增加超

过 １０％ ꎮ
２. ２　 对涉及船用柴油机被非完全相同的柴油机替代或涉及新增安装柴油机的重大改装ꎬ则应适用

在替代或新增柴油机时②生效的本条款标准ꎮ 仅对替代柴油机而言ꎬ如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其不能

符合本条 ５. １. １ 所述标准(Ｔｉｅｒ Ⅲ)ꎬ则该替代柴油机应符合本条 ４ 所述标准(Ｔｉｅｒ Ⅱ)ꎮ 国际海事组织将

制定相关指南③ꎬ就何时替代柴油机不能满足本条 ５. １. １ 的标准设定衡准ꎮ
２. ３　 本条 ２. １. ２ 或 ２. １. ３ 所述的船用柴油机应符合下列标准:

. １　 对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本条 ３ 所述标准应适用ꎻ和

. ２　 对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船舶建造时执行的有效标准应适用ꎮ

９９

①
②
③

参见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１３ 通函«对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完全相同柴油机替代的统一解释»ꎮ
参见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１２ 通函«对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柴油机替代时间的统一解释»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３０(６５)决议通过的«不要求满足第三层标准的非完全相同的替代柴油机(附则Ⅵ第 １３. ２. ２ 条)２０１３ 年导

则»ꎮ



Ｔｉｅｒ Ⅰ
３　 本附则第 ３ 条适用的同时ꎬ对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上安装的

船用柴油机ꎬ除非其 ＮＯｘ 排放量(按 ＮＯ２ 总加权排放量计算)在下列极限值内ꎬ其中 ｎ 为发动机额定转速

(每分钟曲轴转速)ꎬ否则应禁止使用:
. １　 １７. ０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小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ꎻ
. ２　 ４５∙ｎ － ０. ２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ꎬ但小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ꎻ
. ３　 ９. ８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ꎮ

Ｔｉｅｒ Ⅱ
４　 本附则第 ３ 条适用的同时ꎬ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ꎬ除非其

ＮＯｘ 排放量(按 ＮＯ２总加权排放量计算)在下列极限值内ꎬ其中 ｎ 为发动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ꎬ
否则应禁止使用:

. １　 １４. ４ 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小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ꎻ

. ２　 ４４∙ｎ － ０. ２３ 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ꎬ但小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ꎻ

. ３　 ７. ７ 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ꎮ
Ｔｉｅｒ Ⅲ
５. １　 本附则第 ３ 条适用的同时ꎬ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上安装的柴油机:

. １　 除非该柴油机 ＮＯｘ 排放量(按 ＮＯ２ 总加权排放量计算)在下列极限值内ꎬ其中 ｎ 为发动机额

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ꎬ否则应禁止使用:
. １. １　 ３. ４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小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ꎻ
. １. ２　 ９∙ｎ － ０. ２ 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ꎬ但小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ꎻ和
. １. ３　 ２. ０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ꎻ

. ２　 当船舶在本条 ６ 指定的排放控制区内航行时ꎬ应符合 ５. １. １ 所述标准ꎻ和

. ３　 当船舶在本条 ６ 指定的排放控制区外航行时ꎬ应符合本条 ４ 所述标准ꎮ
５. ２　 根据本条 １０ 所述审议ꎬ本条 ５. １. １ 所述标准不应适用于:

. １　 船长(Ｌ)(如本公约附则Ⅰ的第 １. １９ 条定义)小于 ２４ｍ、经特殊设计并仅用于娱乐目的的船

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ꎻ或
. ２ 　 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ꎬ其组合铭牌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ｎａｍｅｐｌａｔｅ) 显示柴油机推进功率小于

７５０ｋＷꎬ如能证明并使主管机关确信ꎬ该船因设计或构造限制而不能符合本条 ５. １. １ 所述

标准ꎮ
排放控制区

６　 就本条而言ꎬ排放控制区应为:
. １　 北美区域ꎬ系指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附录Ⅶ中坐标所述区域ꎻ
. ２　 美国加勒比海区域ꎬ系指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附录Ⅶ中坐标所述区域ꎻ和
. ３　 由国际海事组织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附录Ⅲ中设定的衡准和程序而指定的任何其他海域ꎬ

包括任何港口区域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

７. １　 尽管有本条 １. １. １ 的规定ꎬ在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上

安装的、输出功率超过 ５０００ｋＷ 且每缸排量在 ９０Ｌ 或以上的船用柴油机ꎬ应符合 ７. ４ 所述的排放极限值ꎬ
但该柴油机的认可方法应已通过缔约国主管机关的核准ꎬ且进行核准的主管机关已将核准通知提交国际

海事组织ꎮ 应通过以下方法之一证明符合性:
. １　 经使用认可方法文件中规定的验证程序的检验确认对核准认可方法的安装ꎬ包括船舶«国际

防止空气污染证书»对认可方法的相应标志ꎻ或
. ２　 柴油机证书确认柴油机的使用在本条 ３、４ 或 ５. １. １ 所述的极限值范围内ꎬ和船舶«国际防止

空气污染证书»对柴油机发证的相应标志ꎮ
００１



７. ２　 上述 ７. １ 应不迟于自该段所述的通知交存之后 １２ 个月或以后进行的首次换证检验时适用ꎮ
如应安装认可方法的该船船东能够证明ꎬ并使主管机关确信ꎬ尽管已尽最大努力但未能购得该认可方法ꎬ
则应在该船购得该认可方法后的下一个年度检验前在船上安装该认可方法ꎮ

７. ３　 对于在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输出功率超过

５０００ｋＷ 且每缸排量在 ９０Ｌ 或以上的船用柴油机ꎬ其«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应表明ꎬ对于本条 ７. １ 适

用的船用柴油机已按本条 ７. １. １ 应用认可方法或已按本条 ７. １. ２ 予以核准ꎬ或按本条 ７. ２ 所述ꎬ该认可

方法尚不存在或尚未购得ꎮ
７. ４　 本附则第 ３ 条适用的同时ꎬ对上述 ７. １ 所述的船用柴油机ꎬ除非其 ＮＯｘ 排放量(按 ＮＯ２总加权

排放量计算)在下列极限值内ꎬ其中 ｎ 为发动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ꎬ否则应禁止使用:
. １　 １７. ０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小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ꎻ
. ２　 ４５∙ｎ － ０. ２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１３０ｒ / ｍｉｎꎬ但小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ꎻ和
. ３　 ９. ８ｇ / ｋＷｈꎬ　 　 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ꎮ

７. ５　 应按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则»第 ７ 章对认可方法发证ꎬ并应包括如下验证:
. １　 由适用认可方法的基本船用柴油机的设计方验证:根据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则»

中相应的试验循环进行的测量表明ꎬ认可方法的计算影响不会降低柴油机额定功率的

１. ０％以上、不会增加燃油消耗量的 ２. ０％以上ꎬ或不会对柴油机的寿命或可靠性造成不利

影响ꎻ和
. ２　 认可方法的成本不会过高ꎬ该成本通过比较为达到 ７. ４ 所述标准而使用认可方法减少的

ＮＯｘ 量和购买和安装该认可方法的费用予以确定ꎮ①

发证

８　 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则»应适用于本条所述标准的发证、试验和测量程序ꎮ
９　 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则»所述的确定 ＮＯｘ 的排放程序拟代表柴油机正常运转ꎮ 抑制装

置和不合理排放控制策略会有损于这一目的ꎬ而不应被允许ꎮ 本条不应妨碍辅助控制装置的使用ꎬ这些

控制装置用于保护柴油机和 /或其辅助设备不受可导致其损坏或故障的操作条件的影响或有助于柴油机

的起动ꎮ
评审

１０　 国际海事组织应自 ２０１２ 年起并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对实施本条 ５. １. １ 所述的标准的技术发展状况

进行评审ꎬ并在证明必要时ꎬ调整 ５. １. １ 所述的时间段ꎮ

第 １４ 条　 硫氧化物(ＳＯｘ)和颗粒物质(ＰＭ)

一般要求

１　 船上使用的任何燃油的硫含量不应超过下述极限值:
. １　 ４. ５０％ｍ / ｍ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ꎻ
. ２　 ３. ５０％ｍ / ｍ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ꎻ和
. ３　 ０. ５０％ｍ / 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ꎻ

２　 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ꎬ对世界范围内供船上使用的残余燃油的平均硫含量应作监测ꎮ
排放控制区内的要求

３　 就本条而言ꎬ排放控制区应包括:

１０１

①

②

根据下列成本效益公式计算ꎬ认可方法的成本不应超过 ３７５ 特别提款权 / 公吨 ＮＯｘ:

Ｃｅ ＝
认可方法的成本１０６

Ｐ(ｋＷ)０. ７６８６０００(小时 / 年)５(年)ΔＮＯｘ(ｇ / ｋＷｈ)
见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６７８ 通函«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第 １３. ７. ５ 条中成本效益公式的定义»ꎮ
参见 ＭＥＰＣ. １９２(６１)决议:«２０１０ 年对世界范围内船用残余燃油的平均硫含量监测指南»ꎮ



. １　 附则Ⅰ第 １. １１. ２ 条中定义的波罗的海区域和附则Ⅴ第 １. １４. ６ 条中定义的北海区域ꎻ

. ２　 本附则附录Ⅶ中坐标所述的北美区域ꎻ

. ３　 本附则附录Ⅶ中坐标所述的美国加勒比海区域ꎻ和

. ４　 由国际海事组织根据本附则附录Ⅲ中设定的衡准和程序而指定的任何其他海域ꎬ包括任何

港口区域ꎮ
４　 当船舶在排放控制区域航行时ꎬ船上使用的燃油的硫含量不应超过下述极限值:

. １　 １. ５０％ｍ / ｍꎬ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ꎻ

. ２　 １. ００％ｍ / ｍꎬ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ꎻ和

. ３　 ０. １０％ｍ / ｍ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ꎻ

. ４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ꎬ本条 ４ 中所述燃油的硫含量不应适用于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或以前

建造的、在上述 ３ 中定义的北美区域或美国加勒比海区域营运的以推进锅炉为动力的船舶ꎬ
该推进锅炉起初并未设计成依靠船用馏分油或天然气持续运转ꎮ

５　 本条 １ 和 ４ 中所述的燃油硫含量应由供应商按本附则第 １８ 条要求提供文件证明ꎮ
６　 使用不同的燃油以符合本条 ４ 规定并进入或离开本条 ３ 所述排放控制区域的船舶ꎬ应携有一份

书面程序表明燃油转换如何完成ꎬ在其进入排放控制区域之前应有足够的时间对燃油供给系统进行全面

冲洗ꎬ以去除所有硫含量超过本条 ４ 所规定的适用硫含量的燃料ꎮ 在燃油转换作业进入排放控制区域以

前完成或离开该区域后开始时ꎬ应将每一燃油舱中的低硫燃油的容积以及日期、时间及船舶位置记录在

主管机关规定的航海日志中ꎮ
７　 在按本条 ３ 规定指定某一排放控制区的修正案生效后的第一个 １２ 个月内ꎬ对在该排放控制区营

运的船舶可免除本条 ４ 和 ６ 的要求以及本条 ５ 中与本条 ４ 相关的要求ꎮ
评审实施

８　 对本条 １. ３ 所述标准的评审应在 ２０１８ 年以前完成ꎬ以确定燃油提供符合 １. ３ 所述的燃油标准ꎬ
并应考虑下列因素:

. １　 符合本条 １. ３ 的燃油在评审时的全球市场供应和需求ꎻ

. ２　 对燃油市场发展趋势的任何分析ꎻ和

. ３　 任何其他相关事宜ꎮ
９　 国际海事组织应建立专家组ꎬ由对燃油市场有相关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海事、环保、科研和法律

专业知识的专家代表组成ꎬ进行本条 ８ 所述的评审ꎮ 专家组应制定相应的资料ꎬ以通知各缔约国做出的

决定ꎮ
１０　 根据专家组制定的资料ꎬ各缔约国可判定船舶是否可能符合本条 １. ３ 所述的日期ꎮ 如果判定船

舶无法符合ꎬ则 １. ３ 所述标准应于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第 １５ 条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

１　 如在缔约国管辖的一个或多个港口或一个或多个装卸站对液货船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排放加以控制ꎬ应按照本条规定进行ꎮ
２　 对液货船 ＶＯＣ 排放进行控制的缔约国应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一份通知书ꎮ 该通知书应包括所

需控制的液货船的尺度、需要蒸气释放控制系统的货物种类以及该控制的生效日期等信息ꎮ 该通知书应

至少在生效日期之前 ６ 个月提交ꎮ
３　 所有指定在港口或装卸站对来自液货船的 ＶＯＣ 排放进行控制的缔约国ꎬ应保证在其指定的港口

和装卸站配备经该缔约国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蒸气排放控制系统安全标准①认可的蒸气排放控制

系统ꎬ并确保该系统的安全操作和防止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ꎮ

２０１
①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５８５ 号通函:«关于蒸气排放控制系统标准»ꎮ



４　 国际海事组织应将由缔约国指定的港口和装卸站清单散发给其他的缔约国和国际海事组织的成

员国以供参考ꎮ
５　 本条 １ 适用的液货船应配备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蒸气排放收集系统安全标准①

而认可的蒸气排放收集系统ꎬ并应在这些货物装载过程中使用该系统ꎮ 根据本条要求安装了蒸气排放控

制系统的港口或装卸站可以接纳在本条 ２ 确定的生效日期之后的 ３ 年内没有安装蒸气收集系统的液

货船ꎮ
６　 载运原油的液货船应备有并实施经主管机关认可的 ＶＯＣ 管理计划ꎮ 该计划应根据国际海事组

织制定的指南编写②ꎮ 该计划应具体到各船并至少应:
. １　 为装载、海上航行和卸货时的 ＶＯＣ 排放减至最低限度提供书面程序ꎻ
. ２　 考虑到原油洗舱产生的额外 ＶＯＣꎻ
. ３　 指定负责实施该计划的人员ꎻ和
. ４　 对于国际航行船舶ꎬ用船长和高级船员的工作语言编写ꎬ如船长和高级船员的工作语言既非

英语、法语ꎬ也非西班牙语ꎬ则应包括其中一种语言的译文ꎮ
７　 对气体船而言ꎬ只有其装载和围护系统的类型使得非甲烷 ＶＯＣ 安全保存在船上或安全回输到岸

上时才适合本条③ꎮ

第 １６ 条　 船 上 焚 烧

１　 除本条 ４ 规定外ꎬ船上焚烧应只允许在船上焚烧炉中进行ꎮ
２　 应禁止下列物质在船上焚烧:

. １　 附则Ⅰ、Ⅱ或Ⅲ规定的货物残余物或有关的被污染的包装材料ꎻ

. ２　 多氯联苯(ＰＣＢ)ꎻ

. ３　 附则Ⅴ定义的含有超过微量重金属的垃圾ꎻ

. ４　 含有卤素化合物的精炼石油产品ꎻ

. ５　 不在船上产生的污泥和油渣ꎻ和

. ６　 废气滤清系统的残余物ꎮ
３　 应禁止在船上焚烧聚氯乙烯(ＰＶＣ)ꎬ但在已颁发 ＩＭＯ 型式认可证书④的船上焚烧炉内焚烧除外ꎮ
４　 在船舶正常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和油渣的船上焚烧也可以在主、副发电站或锅炉内进行ꎬ但在

这种情况下ꎬ不能在码头、港口和河口内进行ꎮ
５　 本条规定:

. １　 不影响经修正的 １９７２ 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及其 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的禁令

或其他要求ꎬ和
. ２　 不排除符合或超过本条要求的船上热废物处理装置替代设计的开发、安装和使用ꎮ

６. １　 除 ６. ２ 规定外ꎬ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上的每一焚烧炉或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

安装在船上的每一焚烧炉均应符合本附则附录Ⅳ的要求ꎮ 符合该要求的每一焚烧炉应经主管机关根据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船上焚烧炉标准技术条件⑤予以认可ꎻ或
６. ２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任何在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前安装上船的焚烧炉免除 ６. １ 的适用要求ꎬ只

要该船仅航行于悬挂其国旗的该国主权或管辖的水域内ꎮ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５８５ 号通函:«关于蒸气排放控制系统标准»ꎮ
参见 ＭＥＰＣ. １８５(５９)决议:«ＶＯＣ 管理计划制定导则»ꎮ 还参见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６８０«关于协助编制 ＶＯＣ 管理计划的系统和操作的

技术资料»ꎻ和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１９«为便于制定和更新 ＶＯＣ 管理计划的有关蒸气压力控制系统的技术资料»ꎮ
ＭＳＣ. ３０(６１)号决议:«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ꎮ
根据经 ＭＥＰＣ. ９２(４５)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５９(３３)决议«经修订的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实施指南»或经 ＭＥＰＣ. ９３(４５)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７６(４０)决议«船上焚烧炉标准技术条件»签署的型式认可证书ꎮ
参见经 ＭＥＰＣ. ９３(４５)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７６(４０)决议:«船上焚烧炉标准技术条件»ꎮ



７　 本条 ６. １ 要求安装的焚烧炉应持有一份制造厂的操作手册ꎮ 该手册应与焚烧炉装置一起存放并

应规定如何在本附则附录Ⅳ/ ２ 所述的限制内操作焚烧炉ꎮ
８　 应对负责按本条 ６. １ 要求安装的焚烧炉操作的人员进行培训ꎬ使其能执行本条 ７ 所要求的制造

厂操作手册中规定的指导ꎮ
９　 对于按本条 ６. １ 要求安装的焚烧炉ꎬ在该炉进行操作的任何时候均应对燃烧室气体出口温度进

行监测ꎮ 如焚烧炉为连续进料型ꎬ在燃烧室气体出口温度低于 ８５０℃时废弃物不应送入该焚烧炉装置ꎮ
如焚烧炉为分批装料型ꎬ该装置应设计成其燃烧室气体出口的温度在启动后 ５ｍｉｎ 内达 ６００℃且随后稳定

在不低于 ８５０℃ꎮ

第 １７ 条　 接 收 设 备

１　 各缔约国承担义务ꎬ保证提供足够的设备以满足:
. １　 船舶使用其修理港用以接收从船上卸下的消耗臭氧物质的以及含有这些物质的设备的

需要ꎻ
. ２　 船舶使用其港口、装卸站或修理港用以接收废气滤清系统产生的废气清除残余物的需要ꎬ而

不对船舶造成不当延误ꎻ和
. ３　 在拆船厂中用以接收从船上卸下的消耗臭氧物质和含有这些物质的设备的需要ꎮ

２　 发展中小岛国家可通过区域安排满足本条第 １ 段的要求ꎬ因为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特环境ꎬ这种安

排是满足这些要求的唯一可行的措施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应根据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导则①制定一份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ꎮ
参与区域安排的缔约国政府应咨询 ＩＭＯꎬ向其他缔约国通告:

. １　 区域接收设备计划如何考虑了 ＩＭＯ 导则①ꎻ

. ２　 确定的船舶区域废弃物接收中心ꎻ和

. ３　 仅有有限设备的港口的细节ꎮ
３　 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将制定的指南②ꎬ如缔约国的港口或装卸站远离或缺乏管理和处理本条 １ 所

述物质所必需的工业基础设施ꎬ而不能接收这些物质ꎬ则该缔约国应将所有此类港口或装卸站通知国际

海事组织ꎬ以使该信息可转发所有缔约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各成员国ꎬ供其参考和采取任何相应的行动ꎮ
已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供此类信息的各缔约国应同时将其可提供管理和处理这些物质的接收设备的港口

和装卸站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４　 各缔约国应将不符合本条规定的设备或设备被宣称不足的一切情况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转

发国际海事组织各成员国ꎮ

第 １８ 条　 燃油的提供和质量

燃油提供

１　 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推进符合本附则规定的燃油提供ꎬ并将其能提供合格燃油的港口

和装卸站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２. １　 如缔约国发现船舶不符合本附则规定的合格燃油的标准ꎬ该缔约国主管当局有权要求船舶:

. １　 提交为达到符合标准而采取行动的记录ꎻ和

. ２　 提供其为根据航次计划购买合格燃油的证据ꎬ以及如不能按原计划购得ꎬ已努力寻找该燃油

的替代资源ꎬ并且尽管为获得合格燃油尽了最大努力ꎬ仍不能购得该燃油的证据ꎮ
２. ２　 不应要求船舶为符合标准而偏离其拟定的航程或不当延误航期ꎮ

４０１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１(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制定导则»ꎮ
参见 ＭＥＰＣ. １９９(６２)决议«２０１１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规定的接收设备指南»ꎮ



２. ３　 如船舶提供上述 ２. １ 规定的信息ꎬ缔约国应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和提供的关于确定采取相应行

动的证据ꎬ但不包括采取的控制措施ꎮ
２. ４　 未能购得合格燃油的船舶应通知其主管机关和相关目的港的主管当局ꎮ
２. ５　 如船舶已提供未能购得合格燃油的证据ꎬ缔约国应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燃油质量

３　 交付并作为本附则适用的船上燃烧用的燃油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除 ３. ２ 规定外:

. １. １　 燃油应为从石油精炼产生的烃的混合物ꎬ但并不排除少量用于改善某些方面性能的

添加剂的混用ꎻ
. １. ２　 燃油应不含无机酸ꎻ和
. １. ３　 燃油应不包含下列任何附加的物质或化学杂质:

. １. ３. １　 使船舶安全遭受危险或对机械性能有不利影响ꎬ或

. １. ３. ２　 对人员造成伤害ꎬ或

. １. ３. ３　 从总体上增加空气污染ꎮ
. ２　 以石油精炼之外的方法得到的用于燃烧的燃油应不:

. ２. １　 超过本附则第 １４ 条中规定的硫含量ꎻ

. ２. ２　 导致发动机超过本附则第 １３ 条 ３、４、５. １. １ 和 ７. ４ 中规定的适用 ＮＯｘ 排放极限ꎻ

. ２. ３　 含有无机酸ꎻ或

. ２. ４. １　 使船舶安全遭受危险或对机械性能有不利影响ꎬ或

. ２. ４. ２　 对人员造成伤害ꎬ或

. ２. ４. ３　 从总体上增加大气污染ꎮ
４　 本条不适用于固态煤或核燃料ꎮ 本条 ５、６、７. １、７. ２、８. １、８. ２、９. ２、９. ３ 和 ９. ４ 不适用于气体燃

料ꎬ如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ꎮ 交付船上并特别作为船上燃烧用的气体燃料的硫含量应

由供应商提供文件证明ꎮ
５　 对受本附则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约束的每一艘船舶ꎬ应以燃油交付单的方式对交付并作为船上燃烧

用的燃油的细节加以记录ꎬ该交付单应至少包含本附则附录 Ｖ 中规定的资料ꎮ
６　 燃油交付单应存放于船上某一个在任何合理时间随时可供检查的地方ꎮ 它应在燃油交付船上之

后保存 ３ 年ꎮ
７. １　 缔约国的主管当局可对停靠本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适用本附则的任何船舶检查燃油交付

单ꎬ并可将每份交付单制成副本ꎬ也可要求船长或船舶负责人员证明该副本是该燃油交付单的真实副本ꎮ
主管当局还可通过与出具该交付单的港口协商核实每份交付单的内容ꎮ

７. ２　 主管当局根据本项规定对燃油交付单的检查和制作正确无误的副本应尽速进行ꎬ而不对船舶

造成不当延误ꎮ
８. １　 燃油交付单应按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规定①附有一份所供燃油的代表样品ꎮ 该样品应由

供应商代表和船长或负责加油作业的官员在完成加油作业后密封并签署ꎬ并应由船方控制直到燃油被基

本消耗掉ꎬ但无论如何其保存期自加油日期算起应不少于 １２ 个月ꎮ
８. ２　 如主管机关要求对代表样品进行分析ꎬ则应按附录Ⅵ所述的验证程序确定燃油是否满足本附

则的要求ꎮ
９　 缔约国应保证其指定的合适的当局:

. １　 保持一份当地燃油供应商的登记表ꎻ

. ２　 要求当地供应商提供本条要求的燃油交付单及样品ꎬ并由燃油供应商书面证明该燃油符合

本附则第 １４ 和 １８ 条的要求ꎻ

５０１
① 参见 ＭＥＰＣ. １８２(５９)决议:«为确定符合经修订的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要求的燃油取样指南»ꎮ



. ３　 要求当地供应商保存一份燃油交付单的副本至少 ３ 年以供港口国必要时检查和核实ꎻ

. ４　 采取适当措施ꎬ防止燃油供应商所供燃油与燃油交付单所述内容不符ꎻ

. ５　 将任何船舶收到发现不符合本附则第 １４ 或 １８ 条要求燃油的情况通知其主管机关ꎻ和

. ６　 将燃油供应商没能按本附则第 １４ 或 １８ 条规定要求供油的一切情况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以
转发各缔约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各成员国ꎮ

１０　 关于由缔约国进行的港口国检查ꎬ各缔约国进一步承担义务:
. １　 通知缔约国或非缔约国ꎬ将在其管辖下出具的燃油交付单中交付不合格燃油的情况加以通

报ꎬ并提供所有有关资料ꎻ和
. ２　 确保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ꎬ使被发现的不合格的燃油符合要求ꎮ

１１　 对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从事定期营运并频繁和定期停靠港口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在向相关各国申

请和协商后可决定ꎬ对本条 ６ 的符合性可以一种替代方法予以证明ꎬ该方法对本附则第 １４ 和 １８ 条的符

合性给出类似的证明ꎮ

Ⅳ　 船舶能效规则

第 １９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本节要求应适用于所有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ꎮ
２　 本节规定应不适用于:

. １　 仅航行于其船旗国主权或管辖范围的水域内的船舶ꎮ 但是ꎬ各缔约国应通过采取相应的措

施确保该船应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按第Ⅳ节的规定建造和行事ꎮ
３　 本附则第 ２０ 和 ２１ 条应不适用于具有柴油电力推进、涡轮推进或混合推进系统的船舶ꎮ
４　 尽管有本条 １ 的规定ꎬ主管机关可对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免除适用第 ２０ 条和第 ２１ 条的要求ꎮ
５　 本条 ４ 的规定应不适用于下述情况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

. １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ꎻ或

. ４　 新船或现有船舶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进行第 ２. ２４ 条定义的重大改建ꎬ且适用第 ２ 章第

５. ４. ２ 和 ５. ４. ３ 条ꎮ
６　 允许或推迟、撤销或拒绝悬挂其国旗的船舶适用本条 ４ 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缔约国主管机关ꎬ应将

其资料立即送交国际海事组织ꎬ由国际海事组织将该资料分发给本议定书各缔约国ꎬ供其参考ꎮ

第 ２０ 条　 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１　 应对属于本附则第 ２. ２５ 至 ２. ３５ 条所定义的一类或多类船型的下列船舶计算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 １　 每艘新船ꎻ
. ２　 每艘经过重大改建的新船ꎻ和
. ３　 每艘经过重大改建的、且因改建范围过大而被主管机关视为新造船舶的新船或现有船舶ꎮ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应具体到各船舶ꎬ并应显示船舶能效方面的估计性能ꎬ且附有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ꎬ案卷中

包含用以计算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所必要的信息并说明计算过程ꎮ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应经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

权的任一组织①基于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进行验证ꎮ

６０１

① 参照由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３９(１８)决议通过的、并可能经修正的«代表主管机关的组织的授权指南»ꎬ和由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８９
(１９)决议通过的、并可能经修正的«被认可组织代表主管机关执行检验和发证的细则»ꎮ



２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应按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导则①进行计算ꎮ

第 ２１ 条　 要求的能效设计指数(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

１　 对属于本附则第 ２. ２５ 至 ２. ３１ 条所定义的类别之一且适用于本节要求的下列每艘:
. １　 新船ꎻ
. ２　 经过重大改建的新船ꎻ和
. ３　 经过重大改建的、且因改建范围过大而被主管机关视为新造船舶的新船或现有船舶ꎬ

其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应: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 ＝ (１ － Ｘ / １００) ×基线值

式中:Ｘ———表 １ 所规定的相对于 ＥＥＤＩ 基线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 的折减系数ꎮ
相对于基线的 ＥＥＤＩ 值的折减系数(百分比)② 表 １

船舶类型 尺　 　 度
零阶段(Ｐｈａｓｅ ０)

２０１３. １. １ ~ ２０１４. １２. ３１
第 １ 阶段(Ｐｈａｓｅ １)

２０１５. １. １ ~ ２０１９. １２. ３１
第 ２ 阶段(Ｐｈａｓｅ ２)

２０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４. １２. ３１
第 ３ 阶段(Ｐｈａｓｅ ３)
２０２５. １. １ 及以后

散货船
２０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１０∗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气体运输船
１０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２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１０∗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液货船
２０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１０∗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集装箱船
１５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１０∗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杂货船
１５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０ １０ １５ ３０

３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１０∗ ０ ~ １５∗ ０ ~ ３０∗

冷藏货船
５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０ １０ １５ ３０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１０∗ ０ ~ １５∗ ０ ~ ３０∗

兼用船
２０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１０∗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表中: ∗　 表示根据船舶尺度由小到大的折减系数ꎬ这两个值之间取线性插值ꎬ低的折减系数应用于小的船舶尺度ꎮ

ｎ / ａ　 表示不适用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ꎮ

２　 对于每艘经过重大改建的、且因改建范围过大而被主管机关视为新造船舶的新船或现有船舶ꎬ应
计算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并应符合 ２１. １ 的要求ꎬ即在签订改建合同之日ꎬ或如无合同情况下的改建开始之日

所适用的对应于改建船舶的船型和尺度的折减系数所确定的 ＥＥＤＩ 要求ꎮ
３　 基线值应按下式计算:

基线值 ＝ ａｂ － ｃ
式中:ａ、ｂ 和 ｃ 为表 ２ 所列参数ꎮ

用于确定不同船型基线值的参数 表 ２

第 ２ 条所定义的船型 ａ ｂ ｃ

２. ２５ 散货船 ９６１. ７９ 船舶载重吨 ０. ４７７

２. ２６ 气体运输船 １１２０. ００ 船舶载重吨 ０. ４５６

７０１

①

②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２(６３)决议通过的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２４(６４)决议修订的«２０１２ 年新船能效设计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计算方法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续上表

第 ２ 条所定义的船型 ａ ｂ ｃ

２. ２７ 液货船 １２１８. ８０ 船舶载重吨 ０. ４８８

２. ２８ 集装箱船 １７４. ２２ 船舶载重吨 ０. ２０１

２. ２９ 杂货船 １０７. ４８ 船舶载重吨 ０. ２１６

２. ３０ 冷藏货船 ２２７. ０１ 船舶载重吨 ０. ２４４

２. ３１ 兼用船 １２１９. ００ 船舶载重吨 ０. ４８８

　 　 ４　 如船舶的设计允许其属于上述定义中的一类以上船型ꎬ则该船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 应为最严格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最低值)ꎮ 对于在冷藏货舱内专门载运果汁的船舶ꎬ则应视为冷藏货船ꎮ①

５　 对本条所适用的每艘船舶ꎬ所安装的推进动力应不小于在恶劣工况下保持船舶操纵性所需要的

推进动力(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中所定义的)ꎮ
６　 在第 １ 阶段开始以及第 ２ 阶段中间ꎬ国际海事组织应对技术发展状况进行评审ꎬ并且ꎬ如证明有

必要ꎬ调整本条规定的时间段、相关船型的 ＥＥＤＩ 基准线参数和折减率ꎮ

第 ２２ 条　 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

１　 每艘船舶应在船上保存一份具体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③ꎮ 该计划可为船舶安全管理体

系(ＳＭＳ)的一部分ꎮ
２　 ＳＥＥＭＰ 应按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导则制定④ꎮ

第 ２３ 条　 促进技术合作和改进船舶能效的相关技术转让

１　 主管机关应与国际海事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合作ꎬ直接或通过国际海事组织ꎬ向请求技术援助的

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ꎬ推动和提供(如合适)支持ꎮ
２　 缔约国主管机关应与其他缔约国积极合作ꎬ根据其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ꎬ促进请求技术援助的

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ꎬ在实施本附则第Ⅳ节特别是第 １９. ４ 至 １９. ６ 条的要求时的措施实施方面的技术

研发、转让和信息交流ꎮ

附录 １　 ＩＡＰＰ 证书格式

(略)

附录 ２　 试验循环和加权因数(第 １３ 条)

在采用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 技术规则»中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计算方法核实船用柴油机是否符合本

附则第 １３ 条规定的适用 ＮＯｘ 极限时ꎬ应使用下列试验循环和加权因数ꎮ
. １　 对于船舶主推进的恒速船用发动机ꎬ包括柴油电力驱动应采用试验循环 Ｅ２ꎻ
. ２　 对于可调螺距螺旋桨装置应采用试验循环 Ｅ２ꎻ
. ３　 对于按推进器定律运转的主辅发动机应采用试验循环 Ｅ３ꎻ
. ４　 对于恒速辅发动机应采用试验循环 Ｄ２ꎻ和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３２(６５)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３ 年船舶在恶劣海况下维持操纵性的最小推进功率临时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１４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ＳＥＥＭＰ 统一解释»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１３(６３)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２ 年船舶能效管理计划制定导则»ꎮ



. ５　 对于除上述发动机外的变速、变载辅发动机应采用试验循环 Ｃ１ꎮ
“恒速主推进机”应用的试验循环

(包括柴油电力驱动和所有可调螺距螺旋桨装置)

试验循环类型 Ｅ２

转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功率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加权因数 ０. ２ ０. 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按推进器定律运转的主辅发动机”应用的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类型 Ｅ３

转速 １００％ ９１％ ８０％ ６３％

功率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加权因数 ０. ２ ０. 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恒速辅发动机”应用的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类型 Ｄ２

转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功率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１０％

加权因数 ０. ０５ ０. ２５ ０. ３ ０. ３ ０. １

“变速和变载辅发动机”应用的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类型 Ｃ１

转速 额定 过渡 空转

扭转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１０％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０％

加权因数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５

　 　 如果发动机按第 １３ / ５. １. １ 条予以核准ꎬ则在各模式点的排放量应不超过适用的 ＮＯｘ 排放极限值

５０％以上ꎬ但以下情况除外:
. １　 Ｄ２ 试验循环的 １０％模式点ꎮ
. ２　 Ｃ１ 试验循环的 １０％模式点ꎮ
. ３　 Ｃ１ 试验循环的空转模式点ꎮ

附录 ３　 排放控制区指定程序衡准

(略)

附录 ４　 船上焚烧炉的型式认可和操作限制(第 １６ 条)

１　 第 １６. ６. １ 条所述的每一台船上焚烧炉都应拥有 ＩＭＯ 型式认可证书ꎮ 为获取该证书ꎬ焚烧炉应按

照第 １６. ６. １ 条所述的认可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ꎮ 每一型号均应在工厂或经认可的试验设备接受规定的

型式认可试验ꎬ并由主管机关负责ꎬ在型式认可试验中使用下列标准燃料 /废物ꎬ以确定焚烧炉的运转是

否在本附录 ２ 所规定的限制之内ꎮ
残油成分为: ７５％重燃油的残油ꎻ

５％废润滑油ꎻ和
２０％乳化水ꎮ

固态废物成分为: ５０％食物废弃物ꎻ
５０％垃圾包括

约 ３０％纸

约 ４０％硬纸板

约 １０％破布

约 ２０％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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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的湿度可达 ５０％
不燃固态物质可达 ７％

２　 第 １６. ６. １ 条所述的焚烧炉应在下列限制内运转:
燃烧室中的氧气: ６％ ~１２％
烟气中一氧化碳的最大平均值: ２００ｍｇ / ＭＪ
烟灰数的最大平均值: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 ３ 或

Ｒｉｎｇｅｌｍａｎ １(２０％浑浊度)
(只有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启动时ꎬ
才能接受更高的烟灰数)

灰渣的不燃成分 最大 １０％ ꎬ按重量计

燃烧室烟气出口的温度范围: ８５０℃ ~１２００℃

附录 ５　 燃油交付单中包括的资料(第 １８. ５ 条)

接受燃油的船舶名称和 ＩＭＯ 编号

港口

交付开始日期

船用燃油供应商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产品名称

数量(公吨)
１５℃时的密度①ꎬｋｇ / ｍ３

硫含量②(％ ｍ / ｍ)
一份由燃油供应商代表签署和证明的声明ꎬ证明所供燃油符合本附则第 １４. １ 条或 １４. ４ 条以及第

１８. ３ 条的适用规定ꎮ

附录 ６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燃油样品的燃油验证程序(第 １８. ８. ２ 条)

应使用下列程序判定船上交付和使用的燃油是否符合附则Ⅵ第 １４ 条要求的硫极限值ꎮ
１　 一般要求

１. １　 应使用第 １８ / ８. １ 条要求的代表性燃油样品(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验证供应上船的燃油硫含量ꎮ
１. ２　 主管机关应通过其主管当局管理验证程序ꎮ
１. ３　 负责本附录所述验证程序的实验室应就其进行试验的方法获得完全认可③ꎮ
２　 验证程序步骤 １
２. １　 主管当局应将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交付实验室ꎮ
２. ２　 实验室应:

. １　 将密封号和样品标签的详细信息记入试验记录ꎻ

. ２　 确认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上的封印未受损ꎻ和

. ３　 丢弃任何封印受损的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ꎮ
２. ３　 如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的封印未受损ꎬ实验室应继续验证程序并应:

. １　 确保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完全均匀ꎻ

. ２　 从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中取出两份小样ꎻ和

０１１

①
②
③

燃油应按 ＩＳＯ ３６７５:１９９８ 或 ＩＳＯ １２１８５:１９９６ 进行试验ꎮ
燃油应按 ＩＳＯ ８７５４:２００３ 进行试验ꎮ
按 ＩＳＯ １７０２５ 或等效标准认可ꎮ



. ３　 重新密封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并在试验记录中记入重新密封的详细信息ꎮ
２. ４　 应按附录 Ｖ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两份小样依次进行试验ꎮ 就本验证程序而言ꎬ该试验分析结果

应分为“Ａ”和“Ｂ”ꎮ
. １　 如结果“Ａ”和“Ｂ”在试验方法的可重复性( ｒ)范围内ꎬ则结果应视为有效ꎮ
. ２　 如结果“Ａ”和“Ｂ”不在试验方法的可重复性( ｒ)范围内ꎬ则两个结果均应放弃ꎬ并应由实

验室重新提取两份小样进行分析ꎮ 提取了新小样后ꎬ样品瓶应按上述 ２. ３. ３ 重新密封ꎮ
２. ５　 如试验结果“Ａ”和“Ｂ”有效ꎬ应计算这两个结果的平均值“Ｘ”ꎮ

. １　 如结果“Ｘ”等于或低于附则Ⅵ要求的适用极限ꎬ则燃油应视为符合要求ꎮ

. ２　 如结果“Ｘ”高于附则Ⅵ要求的适用极限ꎬ则应进行验证程序步骤 ２ꎻ但如结果“Ｘ”超出规

定限制 ０. ５９Ｒ(Ｒ 为试验方法的复现性)ꎬ则燃油应视为不合格ꎬ且不必进一步试验ꎮ
３　 验证程序步骤 ２
３. １　 如按上述 ２. ５. ２ 需进行验证程序步骤 ２ꎬ主管当局应将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送至另一个经认可的实

验室ꎮ
３. ２　 实验室收到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后应:

. １　 将按照 ２. ３. ３ 使用的重新密封号和样品标签的详细信息记入试验记录ꎻ

. ２　 从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中取出两份小样ꎻ和

. ３　 重新密封 ＭＡＲＰＯＬ 样品并在试验记录中记入重新密封的详细信息ꎮ
３. ３　 应按附录 Ｖ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两份小样依次进行试验ꎮ 就本验证程序而言ꎬ该试验分析结果

应分为“Ｃ”和“Ｄ”ꎮ
. １　 如结果“Ｃ”和“Ｄ”在试验方法的可重复性( ｒ)范围内ꎬ则结果应视为有效ꎮ
. ２　 如结果“Ｃ”和“Ｄ”不在试验方法的可重复性( ｒ)范围内ꎬ则两个结果均应放弃ꎬ并应由实

验室重新提取两份小样进行分析ꎮ 提取了新小样后ꎬ样品瓶应按上述 ３. ２. ３ 重新密封ꎮ
３. ４　 如试验结果“Ｃ”和“Ｄ”有效ꎬ且结果“Ａ”、“Ｂ”、“Ｃ”和“Ｄ”在试验方法的复现性(Ｒ)范围内ꎬ实

验室应计算这些结果的平均值“Ｙ”ꎮ
. １　 如结果“Ｙ”等于或低于附则Ⅵ要求的适用极限ꎬ则燃油应视为符合要求ꎮ
. ２　 如结果“Ｙ”高于附则Ⅵ要求的适用极限ꎬ则燃油不符合附则Ⅵ要求的标准ꎮ

３. ５　 如结果“Ａ”、“Ｂ”、“Ｃ”和“Ｄ”不在试验方法的复现性(Ｒ)范围内ꎬ主管机关可放弃所有试验结

果ꎬ并酌情决定是否重复整个试验过程ꎮ
３. ６　 验证程序中获得的结果为最终结果ꎮ

附录 ７　 北美排放控制区(第 １３. ６ 和 １４. ３ 条)

(略)

附录 ８　 国际能效(ＩＥＥ)证书格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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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污染规则

Ⅰ　 总　 　 则

第 １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规定应适用于所有国际航行船舶ꎮ

第 ２ 条　 定　 　 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就本章而言:
１　 防污底系统:系指用于控制或防止不利生物附着于船舶的涂层、油漆、表面处理、表面或装置ꎮ
２　 总吨位:系指按«１９６９ 年国际吨位丈量公约»附则 １ 或任何后继公约中的吨位丈量规定而计算出

的总吨位ꎮ
３　 长度:系指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或任何后继公约中所定义的船舶

长度ꎮ
４　 船舶:系指在海洋环境中营运的任何类型的船舶ꎬ包括水翼船、潜水船、水上艇筏、固定或移动平

台、浮式储存装置(ＦＳＵｓ)以及浮式生产储存和卸货装置(ＦＰＳＯｓ)ꎮ
５　 ＡＦＳ 公约: 系指 ＩＭＯ 通过的或可能被修正的«２００１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ꎮ

第 ３ 条　 防污底系统控制要求

１　 船舶不得施涂、安装或使用含有作为杀生物剂的有机锡化合物的防污底系统ꎮ
２　 任何船舶不得在船壳上或外部构件或表面上涂有有机锡化合物的防污漆ꎮ 对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以前施涂的含有作为杀生物剂的有机锡化合物的防污底系统ꎬ应予以清除ꎬ或者用密封涂层将不符合

要求的防污底系统予以封闭ꎬ以防止此类化合物的渗出ꎮ
３　 上述 ２ 的规定不适用于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前建造并在该日期或以后未曾坞修的移动式平台、浮

式储存装置(ＦＳＵｓ)、浮式生产储存和卸货装置(ＦＰＳＯｓ)ꎮ

Ⅱ　 检验和发证要求

第 ４ 条　 检　 　 验

１　 凡从事国际航行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但不包括固定或浮动平台、浮式储存装置(ＦＳＵｓ)、浮
式生产储存和卸货装置(ＦＰＳＯｓ)ꎬ应接受下面规定的检验:

(ａ)　 船舶投入营运前或在本章第 ５ 或 ６ 条所要求的«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证书)第一次签发

前的初次检验ꎮ
(ｂ)　 在改变或替换防污底系统时的一次检验ꎮ 此种检验应在根据本章第 ５ 或 ６ 条所签发的证

书上签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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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验应确认船舶的防污底系统完全符合 ＡＦＳ 公约要求ꎮ
３　 (ａ)　 为实施 ＡＦＳ 公约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应由主管机关正式授权的官员或按本章第 ６(１)条

的规定ꎬ考虑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定的检验指南①来进行ꎮ 主管机关也可以将 ＡＦＳ 公约

要求的检验委托给指定的验船师或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来进行ꎮ
(ｂ)　 经主管机关授权的验船师或认可组织②能:

(ⅰ) 　 要求其检验的船舶符合本章第 ３ 条的要求ꎻ以及

(ⅱ)　 根据要求ꎬ代表 ＡＦＳ 公约缔约国的港口当局实施检验ꎮ
(ｃ)　 如果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确定船舶的防污底系统与本章第 ５ 或 ６ 条所要

求证书的内容不符ꎬ或不符合 ＡＦＳ 公约的要求ꎬ该主管机关、验船师或组织应确保立即采

取纠正措施以使船舶符合要求ꎮ 验船师或组织还应及时将该决定通知主管机关ꎮ 如果船

舶没有采取所要求的纠正措施ꎬ应立即通知主管机关ꎬ而主管机关则应保证不签发证书或

将证书予以吊销ꎮ
(ｄ)　 在(ｃ)所述的情况下ꎬ如果船舶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ꎬ应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第 ５ 条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１　 本章第 ４ 条所适用的船舶ꎬ在按本章第 ４ 条进行的检验合格后予以签发一份«国际防污底系统

证书»ꎮ　
２　 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人员或组织签发或签署ꎮ 不论哪种情况ꎬ主管机关应

对证书负有全部责任ꎮ

第 ６ 条　 他国签发或签署证书

１　 应主管机关的要求ꎬ另一缔约国可指派人员对船舶进行检验ꎬ并且如果认为符合 ＡＦＳ 公约ꎬ应根

据 ＡＦＳ 公约向该船舶签发或授权签发一份«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ꎬ或者为该船舶签署或授权签署证书

(如适用)ꎮ
２　 应尽速将一份证书副本和一份检验报告副本送交要求进行该项检验的主管机关ꎮ
３　 这样签发的证书应载明该证书是应本条 １ 中所述的主管机关的请求而签发的ꎬ应与该主管机关

签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和得到同样承认ꎮ
４　 对悬挂非缔约国国旗的船舶ꎬ不得发给«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ꎮ

第 ７ 条　 证书的有效性

１　 按本章第 ５ 或 ６ 条签发的«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均不再有效:
(ａ)　 如果改变或更换了防污底系统而证书未根据 ＡＦＳ 公约予以签署ꎻ和
(ｂ)　 在船舶改挂另一国国旗时ꎮ

２　 主管机关可以根据一次新的检验或船舶以前的船旗国所签发的有效证书对从另一缔约国转来的

船舶签发新证书ꎮ

第 ８ 条　 «防污底系统声明»

１　 本章第 １ 条所适用的长度为 ２４ｍ 或以上但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国际航行船舶(不包括固定或浮动平

３１１

①
②

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９５(６１)决议通过的«船舶防污底系统检验和发证导则»ꎮ
参见 ＩＭＯ 以 Ａ. ７３９(１８)决议通过的可能经修正的导则和以 Ａ. ７８９(１９)决议通过的可能经修正的细则ꎮ



台、ＦＳＵｓ 和 ＦＰＳＯｓ)ꎬ应携带 １ 份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所有人授权的代理所签署的声明ꎮ 该声明还应辅

以适当的单证(例如油漆收据或承包商的发票)或包括适当的签字ꎮ
２　 声明应按 ＡＦＳ 公约附则 ４ 附录 ２ 中所规定的格式ꎬ至少用中英文写成ꎮ 在出现争议或不一致的

情况时ꎬ应以中文为准ꎮ

附录 １　 «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格式

(略)

附录 ２　 «防污底系统声明»格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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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船舶有害物质控制规定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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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船的有害物质控制应符合本章附录 Ｉ①“有害物质的控制”的规定ꎮ
１. ３　 现有船不应新安装含有本章附录 Ｉ 所列有害物质的物质ꎮ
１. ４　 所有船舶应尽可能少用本章附录 ＩＩ②“有害物质清单应包括的项目”所列物质ꎬ应采用较低危

害或无害物质代替有害物质ꎮ 对于本章附录Ⅱ所列物质ꎬ如其阈值水平高于«２０１１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

指南»③规定的水平ꎬ则应在有害物质清单第Ⅰ部分④列出ꎮ

２　 定　 　 义

２. １　 船舶:系指在海洋环境中航行船舶ꎬ包括潜水船、浮动艇筏、移动平台、自升式平台、浮式储存装

置(ＦＳＵ)和浮式生产储存和卸货装置(ＦＰＳＯ)ꎮ
２. ２　 新船:系指

(１)　 在本法规生效时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ꎻ或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在本法规生效 ６ 个月时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或
(３)　 在本法规生效 ３０ 个月时及以后交付的船舶ꎮ

２. ３　 现有船:系指非新船ꎮ
２. ４　 新安装:系指本法规生效之日后船上系统、设备、绝缘体或其他材料的安装ꎮ

３　 有害物质清单

３. １　 有害物质清单应根据«２０１１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编制ꎬ并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的组织予

以验证ꎮ
３. ２　 每艘新船应备有一份有害物质清单ꎮ 该清单应将本章附录Ⅰ和Ⅱ所列的船舶结构和设备中包

含的有害物质及其位置和近似值在有害物质清单第Ⅰ部分列出ꎬ并表明船舶符合本章一般规定ꎮ
３. ３　 对于现有船:

(１)　 尽实际可能(不包括准备拆解的情况)满足本章一般规定ꎬ并编制有害物质清单第Ⅰ
部分ꎮ

(２)　 应参照«２０１１ 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制定外观 /取样检查计划ꎬ并以此计划为依据编制

有害物质清单ꎮ 该有害物质清单应至少要对本章附录 Ｉ 所列的有害物质予以标识ꎬ对本

章附录Ⅱ所列的其他物质应尽可能标识ꎮ
３. ４　 船东应参照«２０１１ 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在船舶整个营运寿命期间对有害物质清单的第Ⅰ

部分予以适当维护和更新ꎬ以反映含有本章附录Ⅱ所列有害物质的新装置以及船舶结构和设备的相关

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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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与«２００９ 年香港国际安全与环境无害化拆船公约»附录 １ 一致ꎮ
与«２００９ 年香港国际安全与环境无害化拆船公约»附录 ２ 一致ꎮ
系指 ＩＭＯ 环保会以 ＭＥＰＣ. １９７(６２)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１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ꎮ
参见«２０１１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第 ３ 节和第 ４ 节ꎮ



附录 １　 有害物质的控制

有　 害　 物　 质 定　 　 义 控 制 措 施

石棉 　 含有石棉的材料
　 对于所有船舶ꎬ应禁止新

装含有石棉的材料

消耗臭氧物质

　 消耗臭氧物质系指在应用或解释本附则时有效的 １９８７ 年消耗臭氧层物质蒙

特利尔议定书第 １ 条第 ４ 款中定义的并在该议定书附件 Ａ、Ｂ、Ｃ 或 Ｅ 中所列的

受控制物质ꎮ
　 在船上可能有的消耗臭氧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Ｈａｌｏｎ１２１１　 　 　 　 溴氯二氟甲烷

　 Ｈａｌｏｎ１３０１ 溴三氟甲烷

　 Ｈａｌｏｎ２４０２ １ꎬ２ － 二溴化物 － １ꎬ１ꎬ２ꎬ２ － 四氟

乙烷(亦称作 Ｈａｌｏｎ１１４Ｂ２)
　 ＣＦＣ － １１ 三氯氟甲烷

　 ＣＦＣ － １２ 二氯二氟甲烷

　 ＣＦＣ － １１３ １ꎬ１ꎬ２ － 三氯 － １ꎬ２ꎬ２ － 三氟乙烷

　 ＣＦＣ － １１４ １ꎬ２ － 二氯 － １ꎬ１ꎬ２ꎬ２ － 四氟乙烷

　 ＣＦＣ － １１５ 氯五氟乙烷

　 除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前允许

含有氢化氯氟烃( ＨＣＦＣ) 的

新装置以外ꎬ所有船上应禁

止使用含有消耗臭氧物质的

新装置

多氯联苯

(ＰＣＢｓ)
　 “多氯联苯”系指联苯分子(两个苯环被一个碳 － 碳键连在一起)上的氢原子

被可多至 １０ 个氯原子取代而形成的芳香族化合物

　 对于所有船舶ꎬ应禁止新

装含有多氯联苯的材料

防污底化合物和系统
　 在应用或解释本公约附则时现行的«２００１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

公约»(ＡＦＳ 公约)附则Ⅰ中所规定的防污底化合物和系统

　 １. 所有船舶不得施涂含有

机锡化合物作为杀生物剂的

防污底系统或任何其他 ＡＦＳ
公约禁止施涂或使用的防污

底系统

　 ２. 所有新船或船上的新装

置不得施涂或采用不符合

ＡＦＳ 公约规定的防污底化合

物或系统

附录 ２　 有害物质清单应包括的项目

序　 　 号 有害物质清单应包括的项目

１ 附录 Ｉ 所列的任何有害物质

２ 镉和镉化合物

３ 六元铬和六元铬化合物

４ 铅和铅化合物

５ 汞和汞化合物

６ 多溴化联(二)苯(ＰＢＢ)

７ 多溴二苯醚(ＰＢＤＥ)

８ 多氯化联萘(超过 ３ 个氯原子)

９ 放射性物质

１０ 某些短链氯化石蜡(烷类、Ｃ１０ － Ｃ１３、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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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一 般 规 定

１　 适 用 范 围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 Ａ 部分规定适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悬挂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的国际航行从事商业活动的船舶ꎬ但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１)　 军用船舶ꎻ
　 (２)　 帆船和机帆船ꎻ
　 (３)　 从事捕鱼、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舶ꎻ
　 (４)　 小于 １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ꎮ
１. ２　 在合理和可行时ꎬ本篇 Ａ 部分也适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下列船舶:
　 (１)　 拖船ꎻ
　 (２)　 ２００ 总吨至 １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ꎻ
　 (３)　 在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上从事一般工作人员的居住舱室ꎮ
１. ３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国际航行海船ꎬ为符合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０６ 年海事劳工公约»标题

三规则 ３. １ 有关现有船舶的要求ꎬ建议船东申请签发船员舱室符合证明ꎬ符合本篇 Ａ 部分或 Ｂ 部分的

规定ꎮ
１. ４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 Ｃ 部分适用于船东自愿申请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的新建船舶ꎬ该要

求等效于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０６ 年海事劳工公约»Ａ３. １ 及 Ｂ３. １ 对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的技术要求ꎮ
１. ５　 对航行时无人居住的非机动船ꎬ如船东或船舶经营人申请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时ꎬ则应满足

本篇的要求ꎮ
１. ６　 船舶所持的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在其有效期内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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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申请检验ꎬ否则该证明即自动失效ꎮ
１. ７　 船员舱室设备ꎬ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与第 １ 篇的适用规定ꎮ

２　 定　 　 义

２. １　 本篇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１)　 船员舱室:系指供船员用的卧室、餐厅、卫生间、医务室和休息室等ꎻ
　 (２)　 高级船员:系指船上的大副、二副、三副、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电机员、事务长以及医

生等ꎻ
　 (３)　 普通船员:系指除船长、轮机长和高级船员以外的其他船员ꎻ
　 (４)　 特殊人员:系指满足本法规附则 ４ 第 １ 章 １. ３. １１ 定义的特种用途船上的有关人员ꎮ

３　 图 纸 资 料

３. １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供审查:
　 (１)　 船员舱室布置图ꎻ
　 (２)　 船员舱室设备说明书ꎬ其内容应包括船员舱室的用途、尺寸、家具、通风、照明、取暖、卫生设

备及供水系统的布置情况等ꎮ
３. ２　 船舶改建或改装前ꎬ应提交影响船员舱室有关的图纸供审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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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船员舱室设备与其他

Ａ　 部　 分

１　 卧　 　 室

１. １　 卧室应位于最高载重线以上船的中部或后部ꎮ 当船舶的尺度、类型或营运条件受限制ꎬ卧室布

置在船的中部或后部为不可能时ꎬ卧室可布置在船的前部ꎬ但无论如何不能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ꎮ
对客船与特殊用途船ꎬ在照明和通风满意的情况下ꎬ卧室可布置在最高载重线以下ꎬ但不得直接布置

在作业通道的下方ꎮ
对油船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等的船员卧室布置ꎬ尚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第

Ⅱ －２ 章的要求ꎮ
１. ２　 普通船员卧室的最高定员ꎬ对货船为 ２ 人 １ 间ꎬ对客船为 ４ 人 １ 间ꎬ对特种用途船允许超过 ４

人 １ 间ꎮ
１. ３　 高级船员卧室一般为 １ 人 １ 间ꎮ
１. ４　 等于或大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 应为船长、轮机长、大副各配备一间工作室或与卧室相邻的会

客室ꎮ 该会客室或工作室的甲板面积至少应与本章表 １. ５ 中普通船员(单人间)要求相同ꎮ
１. ５　 船员卧室的甲板面积应不小于本章表 １. ５ 的规定ꎮ

船员最小居住甲板面积 表 １. ５

　 　 　 　 　 　 　 　 　 　 　 总吨位

甲板面积(ｍ２ / 人) 　 　 　
船员级别　 　 　 　 　 　 　 　 　 　 　 　 　 　 　

≥１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普通船员(单人间) ３. ７５ ４. ２５ ４. ７５

普通船员(双人间) ２. ７５ ３. ２５ ３. ７５

高级船员 ６. ５ ７. ５

普通船员(客船) ２. ３５
３. ７５(１ 人间)
３. ００(２ 人间)
３. ００(３ 人间)

普通船员及特殊人员(特种用途船) ２. ３５
３. ７５(１ 人间)
３. ００(２ 人间)

３. ００(≥３ 人间)

　 　 １. ６　 船长和轮机长的卧室甲板面积应不小于本章表 １. ５ 中高级船员要求的甲板面积ꎮ
１. ７　 丈量船员卧室甲板面积时ꎬ应计入床、衣柜、带抽屉的橱和座位所占用的面积ꎮ 但对那些面积

不大的、形状不规则的和不能放置家具及不能自由走动的处所ꎬ可不计入到甲板面积内ꎮ 丈量应从卧室

的围壁内缘量起ꎮ
１. ８　 卧室中的床应采用质地坚硬、不易翘曲、表面光滑、不易腐蚀的材料制作ꎮ
１. ９　 应为每个船员设置独用的床ꎬ床量自内缘的最小尺寸为 １９８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ꎮ
床应尽可能沿船长方向布置ꎬ并尽量避开船舷且不可并排放置ꎮ 当床布置成上下铺时ꎬ应不超过两

层ꎬ且下铺板下表面距地板的高度应不小于 ３００ｍｍꎬ上铺板下表面应设置在下铺板下表面至舱室天花板

之间的中点处ꎮ 如床沿船舷设置ꎬ且床位上方设有舷窗ꎬ则不应设置两层床位ꎮ
２２１



１. １０　 当床采用管材制作时ꎬ则不可有任何开口存在ꎬ以防害虫进入ꎮ
１. １１　 每张床铺应配有弹簧床垫或弹性床垫以及被子或毛毯、枕头和保暖用品ꎮ
当设置上下铺时ꎬ应在上铺弹簧床垫或弹性床垫的下方设防尘板ꎬ防尘板可用木板或粗帆布或其他

合适的材料制成ꎮ
每张床铺的床缘至少应有 １ 条无阻挡的通道ꎮ
１. １２　 每一卧室应配备 １ 张桌子或书写台、１ 面镜子、１ 只存放盥洗用品的小柜(设有独立卫生间者

可免)、１ 只书架、舒适的座椅或沙发和适当数量的衣帽钩ꎮ
１. １３　 每个船员应有 １ 只可锁的衣柜ꎬ衣柜的高度应不小于 １. ５２ｍꎬ其横截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２ｍ２ꎮ 另

外还应有 １ 只抽屉或其他等效设备ꎬ其容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５６ｍ３ꎮ
１. １４　 船员卧室的净高应不小于 １９８０ｍｍꎮ

２　 餐　 　 厅

２. １　 餐厅应与卧室隔开ꎬ并尽可能靠近厨房ꎮ
当餐厅与厨房分设在不同一层甲板时ꎬ则应考虑在餐厅与厨房之间设一部适宜的伙食升降机ꎮ
２. ２　 一般应为下列人员分开设置餐厅:
　 (１)　 船长、轮机长和高级船员ꎻ
　 (２)　 普通船员ꎮ
如按上述规定设置餐厅确有困难ꎬ可仅设 １ 间公用餐厅ꎮ
２. ３　 应为后勤部门提供适当的餐厅设施ꎬ或为其单独设一餐厅ꎬ或允许其使用其他部门人员餐厅ꎮ

但对后勤部门人员超过 ５ 人的 ５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应为其设置一单独的餐厅ꎮ
２. ４　 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的餐厅的甲板占有面积ꎬ应按可能在餐厅同时用膳的人数每人不小

于 １ｍ２ꎮ
２. ５　 餐厅应配足供最大数量的船员同时进餐用的餐桌和座椅ꎮ 餐桌和座椅应采用防潮、不易裂及

易于清洁的材料制作ꎮ
２. ６　 当餐具室不与餐厅直接相通时ꎬ则餐厅内应配备足够数量的可锁餐具柜和洗涤器具ꎮ
２. ７　 应在餐厅适当部位配置足够容量的冰箱供用膳船员使用ꎮ 另外ꎬ应备有加热饮料和冷饮水

设备ꎮ
２. ８　 考虑到客船与特种用途船的特殊情况ꎬ经同意ꎬ本章 ２. ４ 和 ２. ５ 的规定可以免除ꎮ

３　 娱乐场所与办公处所

３. １　 每艘船应为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提供有适当设备ꎬ位置适宜的娱乐场所ꎮ 当餐厅兼作娱乐场

所时ꎬ则要求餐厅也应提供相应的设备ꎮ
３. ２　 娱乐场所内至少应配备 １ 个书柜及供阅读和书写的设备ꎮ 如有可能ꎬ还应提供适当的娱乐设施ꎮ
３. ３　 每艘油船及类似船舶应设有 １ 间吸烟室ꎮ 对等于或大于 ８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应设有 １ 间吸烟室

或 １ 间能看电影或电视的图书室ꎮ 另外还应提供 １ 间供业余爱好者的专用活动室ꎻ如有可能ꎬ应提供 １
个游泳池ꎮ

３. ４　 在开敞甲板上开辟一处或多处供下班船员休息的处所ꎬ该处所的面积应与该船的尺度和船员

人数相适应ꎬ并能使船员在休息时尽可能背风、避浪和免受废气的影响ꎮ
３. ５　 对经常航行热带地区的船舶ꎬ应在船员住舱上部的露天甲板上及用作娱乐场所的露天甲板上

安装天蓬或采取其他有效的隔热措施ꎮ
３. ６　 对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船舶ꎬ应为甲板部门和轮机部门提供一间专用或合用的有适当办公设备的

办公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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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卫 生 设 备

４. １　 卫生间应有良好的排水、通风和照明设备ꎮ
４. ２　 多于一人使用的卫生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地面应敷设耐用的、易于清洁防潮的材料ꎬ并应有防滑和排水设施ꎻ
　 (２)　 隔板应选用钢材或其他适宜的材料且至少在甲板以上 ２３０ｍｍ 水密ꎻ
　 (３)　 室内应有充分的照明ꎬ通风良好ꎬ保持足够室温ꎻ
　 (４)　 厕所应设在便于到达之处ꎬ但应与卧室和盥洗室隔开ꎬ且不能从卧室直接进入ꎮ 当厕所位

于两卧室之间的间隔舱内ꎬ且两卧室中的总居住人数不超过 ４ 人时ꎬ则允许从卧室直接进入厕所ꎻ
　 (５)　 当一个间隔舱内有多只抽水大便器时ꎬ则抽水大便器之间应作有效分隔ꎮ
４. ３　 等于或大于 ５０００ 总吨ꎬ但小于 １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至少应在 ５ 个高级船员的独用卧室内设置

分隔的独用卫生间ꎬ 其内应配有 １ 只抽水大便器ꎬ１ 只浴缸或淋浴器ꎬ以及 １ 只有冷热淡水龙头的洗

脸盆ꎮ
４. ４　 等于或大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ꎬ但小于 １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除应符合本章 ４. ３ 的规定外ꎬ还应为其他

高级船员的卧室内设置与本章 ４. ３ 规定相同的或 ２ 间卧室合用的内部相通的卫生间ꎮ
４. ５　 等于或大于 １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每个高级船员的卧室应设置分隔的独用卫生间ꎬ其内的设备与

本章 ４. ３ 规定相同ꎮ
４. ６　 除客船及特种用途船外ꎬ等于或大于 ２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每 ２ 个普通船员应有 １ 间卫生间ꎮ 该

卫生间可设在两卧室之间并与卧室相通的间隔舱内ꎬ也可设在卧室的对面ꎮ 卫生间内应配有 １ 只抽水大

便器ꎬ１ 只浴缸或淋浴器ꎬ以及 １ 只有冷热淡水龙头的洗脸盆ꎮ
４. ７　 每一艘船ꎬ如不能按本章 ４. ３ 至 ４. ６ 的要求配备卫生设备时ꎬ则应为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在适

宜的部位ꎬ按每 ６ 人或少于 ６ 人至少设 １ 只抽水大便器ꎬ１ 只浴缸或淋浴器ꎬ但抽水大便器的最少配备量

应满足如下规定:
　 (１)　 小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至少为 ４ 只ꎻ
　 (２)　 等于或大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至少为 ６ 只ꎮ
４. ８　 除客船及特种用途船外ꎬ等于或大于 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对未设有卫生间的船员卧室ꎬ应在其内

设置 １ 只有冷热淡水龙头的洗脸盆ꎮ
４. ９　 在每一个公共盥洗处应能得到冷热淡水或加热设备ꎮ
４. １０　 洗脸盆和浴缸应采用表面光滑、不透水、不易碎裂、不易剥落和耐腐蚀的材料制作ꎮ
４. １１　 每一个抽水大便器应备有能单独控制和随时可用的、充足的冲洗水设备ꎮ
４. １２　 粪便管道应有足够的尺寸ꎬ使之不易堵塞ꎬ且便于清理ꎮ
４. １３　 对等于或大于 １６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应在下列处所设置独立的卫生间:
　 (１)　 驾驶甲板值班人员易于到达的处所ꎻ
　 (２)　 机舱人员易到达的处所ꎮ
独立卫生间内应配有 １ 只抽水大便器和 １ 只有冷热淡水龙头的洗脸盆ꎮ
４. １４　 对等于或大于 １６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除在所有轮机人员的独用卧室中设有独用或合用的浴室外ꎬ

应在机舱外部易于到达之处设置更衣设施ꎬ还应配有独用的衣柜、浴缸或淋浴器以及有冷热淡水龙头的

洗脸盆ꎮ
４. １５　 当船上有女船员时ꎬ应为其设置单独的卫生设备ꎮ 其配备标准可参照前面的规定ꎮ
４. １６　 每艘船应根据其船员人数的适当比例和正常的续航时间ꎬ在居住舱室易于到达之处为船员提

供洗衣、烘衣和烫衣设备ꎮ
洗衣设备应包括洗衣机或洗涤槽ꎮ 洗衣设备应安装在独立的洗衣间内或盥洗室内ꎬ该室应提供足够

的冷热淡水或加热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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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衣设备应包括烘衣机或适当的加热和通风的干燥室ꎮ 烘衣机应安装在专用的烘衣室内ꎮ 干燥室

和烘衣室内应有供悬挂衣服用的绳索或其他属具ꎮ
烫衣设备应包括熨斗和烫衣板或相当的设备ꎮ
４. １７　 船员人数超过 １００ 名的船舶或正常航行时间不超过 ４ｈ 的客船ꎬ经同意ꎬ其卫生设备的布置或

设备的配备数量可适当放宽ꎮ
４. １８　 应在卧室外部且靠近卧室的地方ꎬ设置仅作挂油布雨衣和其他工作服用的ꎬ适当通风的舱室

或橱柜ꎮ

５　 照 明 设 备

５. １　 每一船员舱室应有足够的照明ꎮ 当居住区内没有两个独立的照明电源时ꎬ则应提供适当结构

的灯或应急照明设备作为附加的照明ꎮ
５. ２　 自然采光的生活舱室ꎬ其采光的最低标准是:在晴天ꎬ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可在舱室内任何可自

由活动的地方阅读普通报纸ꎮ 当舱室不能提供足够的自然采光时ꎬ则应提供上述最低标准的电气照明ꎮ
５. ３　 卧室中每张床铺的床头应装有 １ 盏阅读用灯ꎮ
５. ４　 客船及特种用途船由于其布置的特殊ꎬ允许其卧室和餐厅的采光可采用自然采光和电气照明

相结合的方式ꎮ

６　 医 务 处 所

６. １　 船员人数超过 １５ 人ꎬ且从事航行的时间超过 ３ 天的任何船舶ꎬ应设置医务室ꎮ
６. ２　 医务室应设有病房ꎮ 病房至少应设置 １ 张病床ꎮ
６. ３　 医务室应设在适当的部位处ꎬ其出入通道、床位、照明、通风、取暖和供水的布置应使病员居住

舒适、便于治疗和护理ꎮ
６. ４　 在不配备医生的船上ꎬ应备有 １ 只适合于贮存药品和其他医疗用具的ꎬ通风良好的医药柜ꎮ 医

药柜内的药品和医疗用具可参照«国际船舶医疗指南»的规定配备ꎬ且应附有易懂的说明书ꎮ 医药柜应

存放在干燥和易于到达的地方ꎬ并应由船上指定的专人负责管理ꎮ
６. ５　 医务室应设有专用卫生间ꎮ 其内应配有抽水大便器、洗脸盆、浴缸或淋浴器ꎮ
６. ６　 医务室不能作非医疗目的使用ꎮ

７　 取暖、通风与噪声

７. １　 除专门航行于热带和波斯湾的船舶外ꎬ船员舱室应备有适当的取暖系统ꎮ
７. ２　 当船员生活或工作在船上ꎬ且环境条件要求使用取暖系统时ꎬ则该取暖系统应随时处于有效

状态ꎮ
７. ３　 取暖系统的取暖方法ꎬ可采用蒸汽、热水和暖空气或电热ꎮ
７. ４　 取暖装置的安装应能避免发生火灾及对船员造成危害或不舒适ꎬ必要时可加设护罩ꎮ
７. ５　 经常航行于热带和波斯湾的船舶ꎬ船员舱室应装设空调ꎮ 对航行其他海域的船舶ꎬ如舱室能确

保满意的通风时ꎬ可允许只设机械通风或电风扇ꎮ
７. ６　 所有船舶ꎬ其无线电室和机器集中控制室均应装设空调ꎮ
７. ７　 当船员生活或工作在船上ꎬ且环境条件要求使用通风设备时ꎬ则空调系统或机械通风或电风扇

的动力应随时处于有效状态ꎮ
７. ８　 厨房、浴室、盥洗室、厕所、医务室和病房或其他可能产生异味的舱室ꎬ其排风管道应与其他舱

室的排风管道分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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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９　 所有船舶的船员舱室和工作处所的有害噪声ꎬ一般应控制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内ꎮ

８　 舱室、通道和出入口的布置与结构

８. １　 有关船员舱室的位置、通道、结构和布置应确保足够的安全ꎬ并能抵御风雨和海浪ꎬ还能隔热或

御寒以及防止从其他处所来的噪声和恶臭ꎮ
８. ２　 通道与出入口应保证船员易于从舱室进出ꎬ易于通达开敞甲板和救生艇甲板ꎮ
８. ３　 为保证船员能充分地自由活动ꎬ船员舱室的最小甲板净高应不小于 １９８０ｍｍꎮ
８. ４　 除另有规定者外ꎬ卧室与下列处所之间不应有直接开口:
货舱、机舱、厨房、灯间、油漆间、机器间、杂物间、干燥间、公共盥洗室或厕所ꎮ
卧室与上述处所的分隔舱壁和卧室任一暴露在露天的围壁ꎬ 应为钢质或其他适宜的材料建造ꎬ并应

为气密和水密ꎮ
８. ５　 当机舱棚、厨房以及能产生热量的其他处所对其毗邻的舱室或通道有热效应时ꎬ则这些处所的

围壁应做有效的绝缘ꎮ
对有蒸汽热效应的管路和热水管路也应予以保护ꎮ
８. ６　 对可能出现冷凝和过热的船员舱室和通道应做有效的绝缘ꎮ
８. ７　 供绞车或类似设备用的蒸汽供气和排气管不得通过船员舱室ꎮ 当这类管系必须通过船员舱室

时ꎬ也只允许其通过走道ꎬ并应适当的绝缘和包扎ꎮ
８. ８　 船员舱室与餐厅的内壁板、天花板和地板应为适宜的材料ꎬ其表面应易于清洁ꎮ 如内壁板和天花板

须油漆ꎬ则应使用浅色颜料ꎬ禁用石灰粉刷ꎮ 内壁板和天花板的装配应避免采用害虫易藏匿的结构形式ꎮ
８. ９　 船员舱室地面铺设的材料应能防潮ꎬ易于保洁ꎮ
８. １０　 厨房的地板应敷设耐用、易于清洁和不透水的材料ꎬ并应有防滑设施ꎮ
８. １１　 凡经常驶往蚊虫猖獗港口的船舶ꎬ应在通往开敞甲板的门、舷窗或窗和通风口上设置适当的

纱网ꎬ以使船员舱室免受蚊子的侵扰ꎮ
８. １２　 所有船员舱室的门上ꎬ应用字迹清楚的铭牌标明舱室名称ꎬ 铭牌应用中英文书写ꎮ

９　 饮用水与淡水

９. １　 每艘船应根据其船员的总人数及其航行的时间来确定船上淡水舱的容量ꎮ
９. ２　 饮用水和洗涤淡水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ꎮ 供水系统的布置和结构应能防止任何污染发生的可能性ꎮ
９. ３　 对饮用水和洗涤淡水管路ꎬ 建议采用铜管或镀锌钢管ꎬ严禁使用铅管ꎮ

１０　 特 殊 规 定

１０. １　 当船上各部门船员的民族习俗有较大差别ꎬ则应设置独立和合适的居住舱室ꎬ以满足不同习

俗船员的要求ꎮ

Ｂ　 部　 分①

１　 卧　 　 室

１. １　 卧室应位于最高载重线以上船的中部或后部ꎮ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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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船舶的尺度、类型或营运条件受限制ꎬ卧室布置在船的中部或后部为不可能时ꎬ经同意ꎬ卧室可布

置在船的前部ꎬ但无论如何不能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ꎮ
对客船与特殊用途船ꎬ在照明和通风满意的情况下ꎬ卧室可布置在最高载重线以下ꎬ但不得直接布置

在作业通道的下方ꎮ
对油船、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等的船员舱室布置ꎬ尚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

第Ⅱ －２ 章的要求ꎮ
报务员的卧室应尽可能靠近无线电工作室ꎬ但不能设在其内ꎮ
１. ２　 普通船员卧室的最高定员ꎬ除客船及特种用途船为 １０ 人 １ 间外ꎬ其他船舶为 ４ 人 １ 间ꎮ
１. ３　 高级船员卧室一般为 １ 人 １ 间ꎬ但不超过 ２ 人ꎮ
１. ４　 等于或大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如有可能ꎬ应为船长、轮机长和大副提供 １ 间与卧室相邻的会客

室或工作室ꎮ
１. ５　 普通船员卧室的人均占有的甲板面积为:
　 (１)　 ８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每人不少于 １. ８５ｍ２ꎮ
　 (２)　 ８００ 总吨及以上至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每人不少于 ２. ３５ｍ２ꎮ
　 (３)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每人不少于 ２. ７８ｍ２ꎮ
　 (４)　 客船及特种用途船卧室超过 ４ 人居住时ꎬ每人可为 ２. ２２ｍ２ꎮ
１. ６　 配有与卧室相邻的会客室或工作室时ꎬ该会客室或工作室的甲板面积至少为 ４ｍ２ꎮ
１. ７　 船长和轮机长的卧室甲板面积一般应不少于 ６. ５ｍ２ꎮ
１. ８　 丈量船员卧室甲板面积时ꎬ应计入床、衣柜、带抽屉的橱和座位所占用的面积ꎮ 但对那些面积

不大、形状不规则的和不能放置家具及不能自由走动的处所ꎬ可不计入到甲板面积内ꎮ 丈量应从卧室的

围壁内缘量起ꎮ
１. ９　 当船上所雇用的普通船员ꎬ其数量大大超过实际必需雇用的普通船员数时ꎬ经同意ꎬ对所雇用

的普通船员的卧室ꎬ其甲板面积可减小ꎬ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对小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每人的最小甲板面积应为 １. ６７ｍ２ꎻ
　 (２)　 等于或大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每人的最小甲板面积应为 １. ８５ｍ２ꎮ
１. １０　 卧室中的床应采用质地坚硬、不易翘曲、表面光滑、不易腐蚀的材料制作ꎮ
１. １１　 应为每个船员设置独用的床ꎬ床量自内缘的最小尺寸为 １９００ｍｍ × ６８０ｍｍꎮ 床应尽可能沿船

长方向布置ꎬ并尽量避开船舷且不可并排放置ꎮ 当床布置成上下铺时ꎬ应不超过两层ꎬ且下铺板下表面距

地板的高度应不小于 ３００ｍｍꎬ上铺板下表面应设置在下铺板下表面至舱室天花板之间的中点处ꎮ 如床沿

船舷设置ꎬ则仅可设单层铺ꎬ且舷窗应位于床铺上方ꎮ
１. １２　 当床采用管材制作时ꎬ则不可有任何开口存在ꎬ以防害虫进入ꎮ
１. １３　 每张床铺应配有弹簧床垫或弹性床垫以及被子或毛毯、枕头和保暖用品ꎮ
当设置上下铺时ꎬ应在上铺弹簧床垫或弹性床垫的下方设防尘板、防尘板可用木板或粗帆布或其他

合适的材料制成ꎮ
每张床铺的床缘至少应有 １ 条无阻挡的通道ꎮ
１. １４　 每一卧室应配备 １ 张桌子或书写台、１ 面镜子、１ 只存放盥洗用品的小柜(设有独立卫生间者

可免)、１ 只书架、舒适的座椅或沙发和适当数量的衣帽钩ꎮ
１. １５　 每个船员应有 １ 只可锁的衣柜ꎬ衣柜的高度应不小于 １. ５２ｍꎬ其横截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２ｍ２ꎮ 另

外还应有 １ 只抽屉或其他等效设备ꎬ其容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５６ｍ３ꎮ

２　 餐　 　 厅

２. １　 餐厅应与卧室隔开ꎬ并尽可能靠近厨房ꎮ
当餐厅与厨房分设在不同一层甲板时ꎬ则应考虑在餐厅与厨房之间设一部适宜的伙食升降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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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一般应为下列人员分开设置餐厅:
　 (１)　 船长、轮机长和高级船员ꎻ
　 (２)　 普通船员ꎮ
如按上述规定设置餐厅确有困难ꎬ可仅设 １ 间公用餐厅ꎮ
２. ３　 应为后勤部门提供适当的餐厅设施ꎬ或为其单独设一餐厅ꎬ或允许其使用其他部门人员餐厅ꎮ

但对后勤部门人员超过 ５ 人的 ５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应为其设置一单独的餐厅ꎮ
２. ４　 餐厅应配足供最大数量的船员同时进餐用的餐桌和座椅ꎮ 餐桌和座椅应采用防潮ꎬ不易裂及

易于清洁的材料制作ꎮ
２. ５　 当餐具室不与餐厅直接相通时ꎬ则餐厅内应配备足够数量的餐具柜和洗涤器具ꎮ
２. ６　 考虑到客船与特种用途船的特殊情况ꎬ经同意ꎬ本章 ２. ４ 的规定可以适当放宽ꎮ

３　 娱乐场所与办公处所

３. １　 每艘船应为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提供有适当设备ꎬ位置适宜的娱乐场所ꎮ 当餐厅兼作娱乐场

所时ꎬ则要求餐厅也应提供相应的设备ꎮ
３. ２　 在开敞甲板上开辟一处或多处供下班船员休息的处所ꎬ该处所的面积应与该船的尺度和船员

人数相适应ꎬ并能使船员在休息时尽可能背风、避浪和免受废气的影响ꎮ
３. ３　 对经常航行热带地区的船舶ꎬ应在船员住舱上部的露天甲板上及用作娱乐场所的露天甲板上

安装天蓬或采取其他有效的隔热措施ꎮ
３. ４　 对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船舶ꎬ应为甲板部门和轮机部门提供一间专用或合用的有适当办公设备的

办公室ꎮ

４　 卫 生 设 备

４. １　 每艘船均应安装包括洗脸池ꎬ浴缸和 /或淋浴器在内的足够的卫生设备ꎮ
４. ２　 抽水大便器配备量至少应为:
　 (１)　 ８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为 ３ 只ꎻ
　 (２)　 ８００ 总吨及以上至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为 ４ 只ꎻ
　 (３)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为 ６ 只ꎻ
　 (４)　 当报务员卧室设在偏僻位置时ꎬ应在其附近设置卫生设备ꎮ
４. ３　 对卧室无卫生设施的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ꎬ应按下列规定配备卫生设施:
　 (１)　 每 ８ 人或少于 ８ 人配 １ 只浴缸和 /或 １ 只淋浴器ꎻ
　 (２)　 每 ８ 人或少于 ８ 人配 １ 只抽水大便器ꎻ
　 (３)　 每 ６ 人或少于 ６ 人配 １ 只洗脸池ꎮ
但如高级船员或普通船员人数不到上述人数的一半时ꎬ则剩余部分可省略不计ꎮ
４. ４　 对船员人数超过 １００ 的船舶和正常航行时间不超过 ４ｈ 的客船ꎬ经同意ꎬ其卫生设备的布置或

设备的配备数量可适当放宽ꎮ
４. ５　 每 １ 公共盥洗室应有冷热淡水供应或备有加热装置ꎮ
４. ６　 洗脸池和浴缸应采用表面光滑、不透水、不易碎裂、剥落和耐腐蚀材料制作ꎮ
４. ７　 所有抽水大便器应与居住区其他部分隔开ꎬ且直接与外界相通ꎬ以便通风ꎮ
４. ８　 每 １ 只抽水大便器应备有能单独控制和随时可用的、充足的冲洗水设备ꎮ
４. ９　 粪便管道应有足够尺寸ꎬ使之不易堵塞ꎬ且便于清理ꎮ
４. １０　 多于 １ 人使用的厕所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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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地面应敷设耐用的、易于清洁防潮的材料ꎬ并应有防滑和排水设施ꎻ
　 (２)　 隔板应选用钢材或其他适宜的材料且至少在甲板以上 ２３０ｍｍ 水密ꎻ
　 (３)　 室内应有充分的照明ꎬ通风良好ꎬ保持足够室温ꎻ
　 (４)　 厕所应设在便于到达之处ꎬ但应与卧室和盥洗室隔开ꎬ且不能从卧室直接进入ꎮ 当厕所位

于两卧室之间的间隔舱内ꎬ且两卧室中的总居住人数不超过 ４ 人时ꎬ则允许从卧室直接进入厕所ꎻ
　 (５)　 当一个间隔舱内有多只抽水大便器时ꎬ则抽水大便器之间应作有效分隔ꎮ
４. １１　 每艘船应按其船员人数和正常航行时间配备洗衣和晾晒设备ꎮ
洗衣设备应包括洗衣池及排水管道ꎮ 如无单独的洗衣房ꎬ则洗衣池可装在盥洗室内ꎮ 洗衣池应有冷

热淡水供应ꎬ如无热水ꎬ应配备加热装置ꎮ
晾衣房应设在与卧室和餐厅隔开的地方ꎬ并应通风良好ꎬ有足够温度ꎬ还应备有晾衣绳或其他晾衣

设施ꎮ

５　 照 明 设 备

５. １　 每一船员舱室应有足够的照明ꎮ 当居住区内没有两个独立的照明电源时ꎬ应提供适当结构的

灯或应急照明设备作为附加的照明ꎮ
５. ２　 自然采光的生活舱室ꎬ其采光的最低标准是:在晴天ꎬ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可在舱室内任何可自

由活动的地方阅读普通报纸ꎮ 当舱室不能提供足够的自然采光时ꎬ则应提供上述最低标准的电气照明ꎮ
５. ３　 卧室中每张床铺的床头应装有 １ 盏阅读用灯ꎮ
５. ４　 客船与特种用途船由于其布置的特殊ꎬ允许其卧室和餐厅的采光可采用自然采光和电气照明

相结合的方式ꎮ

６　 医 务 处 所

６. １　 医务室应设有病房ꎮ 医务室应设在适当的部位处ꎬ其出入通道、床位、照明、通风、取暖和供水

的布置应使病员居住舒适、便于治疗和护理ꎮ
６. ２　 船员人数满 １５ 人ꎬ且从事航行的时间超过 ３ 天的任何船舶ꎬ应设置医务室ꎮ
６. ３　 病房至少应设置 １ 张病床ꎮ
６. ４　 在不配备医生的船上ꎬ应备有 １ 只适合于贮存药品和其他医疗用具的ꎬ通风良好的医药柜ꎮ 医

药柜内的药品和医疗用具可参照«国际船舶医疗指南»的规定配备ꎬ且应附有易懂的说明书ꎮ 医药柜应

存放在干燥和易于到达的地方ꎬ并应由船上指定的专人负责管理ꎮ
６. ５　 医务室应配有供病员使用的卫生间ꎮ
６. ６　 医务室不能作非医疗目的使用ꎮ

７　 取暖、通风与噪声

７. １　 除专门航行于热带和波斯湾的船舶外ꎬ船员舱室应备有适当的取暖系统ꎮ
７. ２　 当船员生活或工作在船上ꎬ且环境条件要求使用取暖系统时ꎬ则该取暖系统应随时处于有效状态ꎮ
７. ３　 取暖系统的取暖方法ꎬ可采用蒸汽、热水和暖空气或电热ꎮ
７. ４　 取暖装置的安装应能避免发生火灾及对船员造成危害或不舒适ꎬ必要时ꎬ可加设护罩ꎮ
７. ５　 经常航行于热带和波斯湾的船舶ꎬ船员舱室应装设空调ꎮ 对航行其他海域的船舶ꎬ如舱室能确

保满意的通风时ꎬ可允许只设机械通风或电风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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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６　 所有船舶ꎬ其无线电室和机器集中控制室均应装设空调ꎮ
７. ７　 当船员生活或工作在船上ꎬ且环境条件要求使用通风设备时ꎬ则空调系统或机械通风或电风扇

的动力应随时处于有效状态ꎮ
７. ８　 所有船舶的船员舱室和工作处所的噪声ꎬ一般应控制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内ꎮ

８　 舱室、通道和出入口的布置与结构

８. １　 有关船员舱室的位置、通道、结构和布置应确保足够的安全ꎬ并能抵御风雨和海浪ꎬ还能隔热或

御寒以及防止从其他处所来的噪声和恶臭ꎮ
８. ２　 通道与出入口应保证船员易于从舱室进出ꎬ易于通达开敞甲板和救生艇甲板ꎮ
８. ３　 为保证船员能充分地自由活动ꎬ船员舱室的最小甲板净高一般应不小于 １９００ｍｍꎮ
８. ４　 除另有规定者外ꎬ卧室与下列处所之间不应有直接开口:
货舱、机舱、厨房、灯间、油漆间、机器间、杂物间、干燥间、公共盥洗室或厕所ꎮ
卧室与上述处所的分隔舱壁和卧室任一暴露在露天的围壁ꎬ应为钢质或其他适宜的材料建造ꎬ并应

为气密和水密ꎮ
８. ５　 当机舱棚、厨房以及能产生热量的其他处所对其毗邻的舱室或通道有热效应时ꎬ这些处所的围

壁应做有效的绝缘ꎮ
对有蒸气热效应的管路和热水管路也应予以保护ꎮ
８. ６　 对可能出现冷凝和过热的船员舱室和通道应作有效的绝缘ꎮ
８. ７　 供绞车或类似设备用的蒸气供气和排气管不得通过船员舱室ꎮ 当这类管系必须通过船员舱室

时ꎬ也只允许其通过走道ꎬ并应适当的绝缘和包扎ꎮ
８. ８　 船员舱室与餐厅的内壁板、天花板和地板应为适宜的材料ꎬ其表面应易于清洁ꎮ 如内壁板和天花

板须油漆ꎬ则应使用浅色颜料ꎬ禁用石灰粉刷ꎮ 内壁板和天花板的装配应避免采用害虫易藏匿的结构形式ꎮ
８. ９　 船员舱室地面铺设的材料应能防潮ꎬ易于保洁ꎮ
８. １０　 厨房的地板应敷设耐用ꎬ易于清洁和不透水的材料ꎬ并应有防滑设施ꎮ
８. １１　 凡经常驶往蚊虫猖獗港口的船舶ꎬ应在通往开敞甲板的门、舷窗或窗和通风口上设置适当的

纱网ꎬ以使船员舱室免受蚊子的侵扰ꎮ
８. １２　 所有船员舱室的门上ꎬ应用字迹清楚的铭牌标明舱室名称ꎬ 铭牌应用中英文书写ꎮ

９　 饮用水与淡水

９. １　 每艘船应根据其船员的总人数及其航行的时间来确定船上淡水舱的容量ꎮ
９. ２　 饮用水和洗涤淡水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ꎮ 供水系统的布置和结构应能防止任何污染发生的可能性ꎮ
９. ３　 对饮用水和洗涤淡水管路ꎬ 建议采用铜管或镀锌钢管ꎬ严禁使用铅管ꎮ

１０　 特 殊 规 定

１０. １　 当船上各部门船员的民族习俗有较大差别ꎬ则应设置独立和合适的居住舱室ꎬ以满足不同习

俗船员的要求ꎮ

Ｃ　 部　 分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部分适用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国际航行新建海船ꎬ但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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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军用船舶ꎻ
　 (２)　 帆船ꎻ
　 (３)　 从事捕鱼或类似捕捞的船舶ꎮ
１. ２　 就本部分而言ꎬ“海员”系指在船上以任何职务受雇或从业或工作的任何人员ꎮ

２　 起 居 舱 室

２. １　 海员所有起居舱室应有足够的净高ꎬ所有需要海员充分和自由移动的起居舱室的最低净高不

应低于 ２０３ｃｍꎮ 对符合下列条件者ꎬ任何起居舱室或舱室的一部分的净高可适当降低:
　 (１)　 是合理的ꎻ且
　 (２)　 不会给海员带来不适ꎮ
２. ２　 起居舱室应予充分隔热ꎮ
２. ３　 卧室应位于载重线以上船的中部或尾部ꎮ 当船舶的尺度、类型或其预期的用途受限制而使卧

室布置在该位置不可行时ꎬ可布置在船的首部ꎬ但无论如何不应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ꎮ
２. ４　 对客船与特种用途船ꎬ在照明和通风满意的情况下ꎬ卧室可布置在载重线以下ꎬ但不得直接布

置在作业通道的下方ꎮ
２. ５　 卧室不应与货物和机器处所、厨房、仓库、烘干房或公共卫生区域直接相通ꎮ 将上述处所与卧

室分开的舱壁和外部舱壁应使用钢材或其他经认可的材料有效地建造ꎬ并具有水密和气密性ꎮ
２. ６　 用于建造内部舱壁、天花板和衬板、地板和铺设的材料应适合于其自身功能并有益于保证健康

环境ꎮ
２. ７　 应提供适当的照明和充分的排水系统ꎮ
２. ８　 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及膳食服务设施应做到健康、安全并有效预防事故发生ꎬ以便向海员提供

舒适的船上生活环境ꎬ避免海员暴露在噪声、振动、船上化学品及其他的有害环境中ꎮ

３　 设计与构造

３. １　 卧室和餐厅的外部舱壁应适当隔热ꎮ 如在相邻起居舱室或过道处会产生发热影响ꎬ则厨房和

其他发热处所的所有机器外罩和所有界限舱壁应予充分隔热ꎮ 还应采取措施防止蒸汽和(或)热水管道

的发热影响ꎮ
３. ２　 卧室、餐厅、娱乐室和起居舱室内的通道应适当隔热ꎬ以防止蒸汽凝结或室温过高ꎮ
３. ３　 舱壁表面和舱室天花板应由表面易于保持清洁的材料制成ꎮ 不应使用容易隐藏害虫的构造

方式ꎮ
３. ４　 卧室与餐厅的舱壁和天花板应能够易于保持清洁并应使用耐久、无毒的浅色涂料装饰ꎮ
３. ５　 所有海员起居舱室的甲板应为认可的材料和构造ꎬ其表面应能防滑、防潮并易于保持清洁ꎮ
３. ６　 如地板采用复合材料制成ꎬ其与侧面的搭接应该严密ꎬ避免留下缝隙ꎮ

４　 通风与供暖

４. １　 卧室和餐厅应通风良好ꎮ
４. ２　 除常年在温带地区航行船舶外ꎬ应为海员起居舱室、任何独立的无线电报务室和任何中央机器

控制室配备空调设备ꎮ
４. ３　 所有盥洗处所应有直接通向露天的通风装置ꎬ并与起居舱室的任何其他部分相独立ꎮ
４. ４　 除专门在热带气候中航行的船舶外ꎬ应通过适当的供暖系统提供充分的取暖ꎮ
４. ５　 当海员在船上生活或工作且情况需要时ꎬ海员起居舱室的供暖系统应一直开放ꎮ

１３１



４. ６　 在所有要求配备供暖系统的船上ꎬ可用热水、热气、电力、蒸汽或等效方式供暖ꎮ 但在起居舱室

区域ꎬ不应使用蒸汽作为传热媒介ꎮ 供暖设备应能当船舶在航行中可能遇到的正常气候和天气状况时ꎬ
使海员起居舱室的温度保持适宜ꎮ

４. ７　 应设置取暖器和其他供暖装置ꎬ必要时应装保护罩以避免火灾或对居住者构成危险或带来

不便ꎮ
４. ８　 卧室和餐厅的通风系统应能够控制ꎬ以使空气的状况令人满意ꎬ并确保空气在任何季节和任何

气候下都有充分的空气流通ꎮ
４. ９　 空调系统ꎬ无论其为中央空调还是单个空调ꎬ均应设计成:
　 (１)　 根据户外大气条件使室内空气保持适宜的温度和相对湿度ꎬ并确保空调房空气充分流通ꎬ

并考虑海上作业的特点ꎬ避免产生过度的噪声或振动ꎻ
　 (２)　 易于清洁和消毒ꎬ以防止或控制疾病的传播ꎮ
４. １０　 当海员在船上生活或工作且情况需要ꎬ上述要求的空调和其他通风设施工作所需动力应随时

可用ꎮ 但此动力不必由应急电源提供ꎮ

５　 照　 　 明

５. １　 除客船与特种用途船有特殊布置外ꎬ卧室和餐厅应有合适的自然采光ꎬ并应配备足够的人工

灯光ꎮ
５. ２　 所有船舶均应为海员起居舱室配备电灯ꎮ 如没有两个独立的照明电源ꎬ应通过适当建造的灯

具或照明装置提供应急使用的附加照明ꎮ
５. ３　 应为卧室内的每个床头安装一只台灯ꎮ
５. ４　 自然和人工采光最低应满足: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可在舱室内任何可自由活动的地方阅读普通

报纸ꎮ

６　 卧　 　 室

６. １　 如船上设有卧室ꎬ则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除客船、特殊用途船以及小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外ꎬ船上应为每一海员提供单独的卧室ꎻ
　 (２)　 男女海员的卧室应当分开ꎻ
　 (３)　 卧室应有足够的尺寸并配备适当的设施ꎬ确保舒适和整洁ꎻ
　 (４)　 应为每个海员提供单独的床位ꎻ
　 (５)　 每个床位的最小内部尺寸应为 １９８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ꎻ
　 (６)　 对设单床位的海员卧室ꎬ地板面积应不小于:

①　 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４. ５ｍ２ꎻ
②　 对 ３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５. ５ｍ２ꎻ
③　 对 １０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的船舶ꎬ７ｍ２ꎻ

　 (７)　 对在客船、特殊用途船以及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上提供单床位卧室的船舶ꎬ上述地板面积

可允许减少ꎻ
　 (８)　 除客船和特殊用途船外ꎬ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卧室最多居住两位海员ꎬ该卧室的地板面

积应不少于 ７ｍ２ꎻ
　 (９)　 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上ꎬ不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海员的卧室地板面积应不少于:

①　 ２ 人间ꎬ７. ５ｍ２ꎻ
②　 ３ 人间ꎬ１１. ５ｍ２ꎻ
③　 ４ 人间ꎬ１４. ５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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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在特殊用途船舶上ꎬ卧室可容纳 ４ 人以上ꎬ该卧室的地板面积每人应不小于 ３. ６ｍ２ꎻ
　 (１１)　 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舶以外的船舶上ꎬ对于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海员卧室ꎬ如不提供专用

起居室或休息室ꎬ地板面积每人应不少于:
①　 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７. ５ｍ２ꎻ
②　 对 ３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８. ５ｍ２ꎻ
③　 对 １０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的船舶ꎬ１０ｍ２ꎻ

　 (１２)　 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舶上ꎬ对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海员卧室ꎬ如不提供专用的起居室或休

息室ꎬ每人所占的地板面积对于低级别的高级船员应不少于 ７. ５ｍ２ꎬ对于高级别的高级船员应不少于

８. ５ｍ２(低级别的高级船员指操作级ꎬ高级别的高级船员指管理级)ꎻ
　 (１３)　 对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除卧室外ꎬ船长、轮机长和大副还应配备相连的起居室、休息室

或等效的额外空间ꎻ
　 (１４)　 对于每个居住者ꎬ家具应包括一个容积不小于 ４７５Ｌ 的衣柜和不小于 ５６Ｌ 的抽屉或等效空

间ꎮ 如果抽屉设在衣柜里面ꎬ则衣柜的合计容积至少为 ５００Ｌꎮ 柜内应设搁板ꎬ并能够上锁以确保隐私ꎻ
　 (１５)　 每间卧室应备有一张桌子或书桌ꎬ可以为固定式的、折叠式的或可滑动式的ꎬ并按需要配

备舒适的座位ꎻ
　 (１６)　 船上应有充足的床位安排ꎬ使海员及可能与其同住者尽可能舒适ꎻ
　 (１７)　 在船舶尺寸、船舶所从事的航行业务及船舶的布置允许的情况下ꎬ卧室中应配备包括卫生

间的个人浴室ꎬ从而为居住者提供合理的舒适性并便于保持整洁ꎻ
　 (１８)　 应尽实际可能ꎬ在安排卧室时将值班人员分开ꎬ避免使日间工作的海员与值班人员同住

一间ꎻ
　 (１９)　 如可行ꎬ应考虑将上述(１３)中的要求扩展到大管轮ꎻ
　 (２０)　 在丈量地板面积时ꎬ应包括床铺位和储物柜、抽屉柜和座位所占空间ꎮ 不应包括不能有效

地增加供自由移动的可用空间和不能用来放置家具的小地方和形状不规则的空间ꎻ
　 (２１)　 不应使用超过两层的床铺ꎮ 当铺位设置在船侧ꎬ且铺位上方设有舷窗ꎬ则不应设置两层床位ꎻ
　 (２２)　 两层铺位的下铺离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３０ｃｍꎬ上铺大约位于下铺床板与天花板甲板梁底部

的中间位置ꎻ
　 (２３)　 床架及挡板(如有)应使用经认可的材料ꎬ质地坚硬而光滑ꎬ不易腐蚀和隐藏害虫ꎻ
　 (２４)　 如床架为管状材料ꎬ应将它们完全封闭ꎬ不留孔穴ꎬ以免害虫进入ꎻ
　 (２５)　 每张床铺应配备带有缓冲底板的舒服床垫或包括弹簧底板或弹簧床绷在内的复合缓冲床

垫ꎮ 床垫和缓冲材料应采用经认可的材料ꎮ 不得使用易于隐藏害虫的充填材料ꎻ
　 (２６)　 如使用双层铺位ꎬ上铺床垫下的弹簧床绷下方应垫上一层防灰尘的底板ꎻ
　 (２７)　 家具应使用光滑、坚硬、不易变形和腐蚀的材料制作ꎻ
　 (２８)　 卧室内的舷窗应装有窗帘或等效物ꎻ
　 (２９)　 每间卧室应备有一面镜子、存放盥洗用具的小柜、一个书架和足够数量的衣服挂钩ꎮ

７　 餐　 　 厅

７. １　 对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餐厅应与卧室隔开ꎬ并应尽可能靠近厨房ꎮ
７. ２　 餐厅应足够大并且舒适ꎬ并在考虑到任一时间可能用餐的海员人数的基础上ꎬ配备适当的家具

和设备(包括提供茶点的常开设施)ꎮ 在适当时ꎬ应配备分开的或共用的餐厅设施ꎮ 盘子、杯子和其他餐

具应为认可的材料制成ꎬ便于清洗ꎮ
７. ３　 餐厅既可以共用也可以分开ꎬ但应考虑到诸如船舶的尺寸和海员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社会需要

等方面的因素ꎮ
７. ４　 如配备分开的餐厅设施ꎬ则应为下述人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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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船长和高级船员ꎻ
②　 普通海员ꎮ

７. ５　 除客船外ꎬ海员餐厅的地板面积应不少于按计划容纳人数的 １. ５ｍ２ /人ꎮ
７. ６　 所有船舶的餐厅应配备固定式或移动式的餐桌和适当的座位ꎬ以供最多人数的海员在任一时

间使用ꎮ
７. ７　 当海员在船上时ꎬ应随时提供:

①　 一台位置便利且容量足够在该餐厅就餐的人使用的冰箱ꎻ
②　 制作热饮料的设备ꎻ
③　 冷水设备ꎮ

７. ８　 如果可用的餐具室不与餐厅直接相通ꎬ应提供充足的餐具柜和洗涤餐具的适当设备ꎮ
７. ９　 桌面和椅面应为防潮材料ꎮ

８　 卫生设施与洗衣设施

８. １　 船上的所有海员均应能够使用满足最低健康和卫生标准以及合理的舒适标准的卫生设施ꎬ应
为男海员和女海员提供分开的卫生设施ꎮ

８. ２　 对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在驾驶台和机器处所容易到达之处或靠近机舱控制中心附近应设

有卫生设施ꎮ
８. ３　 在所有船舶上ꎬ应在方便的位置为无单独个人设施的海员至少每 ６ 名提供一个厕所、一个洗脸

池和一个浴盆和 /或淋浴ꎮ
８. ４　 除客船以外ꎬ船上每个卧室均应配备带有流动冷热淡水的洗脸池ꎬ除非该洗脸池已设于个人浴室中ꎮ
８. ５　 对于航行时间通常在 ４ｈ 以内的客船ꎬ上述 ７. ３ 中的卫生设施数目可适当减少ꎮ
８. ６　 所有盥洗室均应有流动的冷热淡水设备ꎮ
８. ７　 洗脸池和浴缸应有适当的尺寸ꎬ且由表面光滑ꎬ不易开裂、剥落或腐蚀的认可材料制成ꎮ
８. ８　 所有厕所均应配有能单独控制和随时可用的充足冲洗的设备ꎮ
８. ９　 超过一人使用的卫生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　 地板应为认可的耐久与防潮材料ꎬ并能有效排水ꎻ
②　 隔板应选用钢材或其他认可的材料ꎬ至少在甲板以上 ２３ｃｍ 水密ꎻ
③　 室内应有充分的照明、供暖和通风ꎻ
④　 厕所应位于卧室和盥洗室方便到达之处ꎬ但又要与之隔开ꎬ厕所门不应直接朝向卧室或卧

室与厕所之间的唯一通道ꎮ 但如果厕所位于总居住人数不到 ４ 人的两间卧室之间ꎬ则可

不执行后一项规定ꎻ
⑤　 如同一舱室有不止一个厕所ꎬ应予充分遮挡ꎬ确保隐私ꎮ

８. １０　 应向海员提供位置合适并有适当家具的洗衣设施ꎮ 供海员使用的洗衣设施应包括:
　 (１)　 洗衣机ꎻ
　 (２)　 烘干机或具有足够加热与通风的烘干室ꎻ
　 (３)　 熨斗和熨衣板或类似设备ꎮ
８. １１　 如为轮机部人员提供单独的更衣室ꎬ该更衣室应:
　 (１)　 设在机器处所之外但易于进入机器处所的位置ꎻ
　 (２)　 配备个人衣柜以及带有流动冷热淡水的浴盆和(或)淋浴和洗脸池ꎮ
８. １２　 船东应向全体海员提供毛巾、肥皂和卫生纸ꎮ

９　 医　 务　 室

９. １　 航程时间超过 ３ 天、船上海员 １５ 人及以上的船舶应设有独立的医务室ꎬ专供医疗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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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不管在何种天气下ꎬ医务室都应该方便海员就诊ꎬ能够为患者提供舒服的居住条件ꎬ并且有利

于患者获得迅速和适当的照料ꎮ
９. ３　 医务室的设计应便于会诊和进行医疗急救ꎬ并有助于防止传染性疾病传播ꎮ
９. ４　 入口、床位、照明、通风、取暖及供水的设计布置ꎬ应以保证病人的舒适和便于治疗为目的ꎮ
９. ５　 医务室内应至少配备一张病床ꎮ
９. ６　 应为患者提供专用的卫生间ꎬ既可作为医务室的一部分也可就近设置ꎮ 此类卫生间至少应包

括一个厕所、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浴盆或淋浴ꎮ

１０　 办公室与露天甲板空间

１０. １　 对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应配备分开的或共用的船舶办公室ꎬ供甲板部和轮机部使用ꎮ
１０. ２　 所有船舶应根据其大小和船上海员的人数ꎬ在露天甲板上安排一块或数块具有足够面积的场

地ꎬ供不当班的海员休息之用ꎮ

１１　 防止噪声和振动

１１. １　 居住、娱乐及膳食服务设施的位置应尽可能远离主机、舵机室、甲板绞盘、通风设备、取暖设备

和空调设备以及其他有噪声的机器和装置ꎮ
１１. ２　 发出声音处所内的舱壁、天花板和甲板应使用隔音材料和其他适当的吸音材料制造和装修ꎬ

并应为机器处所安装隔音的自动关闭门ꎮ
１１. ３　 在可行时ꎬ应在机舱和其他机器处所为机舱人员设立隔音的中心控制室ꎮ 工作场所ꎬ例如机

修间ꎬ应尽实际可能隔离普通机舱的噪声ꎬ并应采取措施减少机器运转时的噪声ꎮ
１１. ４　 工作和生活处所的噪声限制ꎬ应符合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国际导则(包括其«２００１ 年工作场

所环境因素»实用守则)、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具体保护要求(«１９８１ 年船舶噪声等级规则»)ꎬ以及任何

关于船上可接受噪声水平的文件ꎮ
１１. ５　 居住舱室或娱乐或膳食服务设施不应暴露于过度振动中ꎮ

１２　 蚊 虫 预 防

１２. １　 经常停靠蚊虫猖獗港口的船舶应安装适当的设施ꎮ

１３　 娱 乐 设 施

１３. １　 为了所有海员的利益ꎬ在船上应提供适合于满足必须在船上工作和生活的海员特殊需求的适

当娱乐设施、福利设施和服务ꎬ在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时应考虑保护海员健康和安全ꎬ注意防止事故ꎮ
１３. ２　 对娱乐设施和服务应予经常审查ꎬ以保证其适应因航运业技术、操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所带

来的海员需求的改变ꎮ
１３. ３　 娱乐设施的配备应至少包括一个书架和供阅读和书写设施ꎬ条件允许时还应提供游戏设施ꎮ
１３. ４　 在娱乐设施的整体规划中ꎬ可考虑设立一个小卖部ꎮ
１３. ５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还应免费向海员提供下列设施:
　 (１)　 一个吸烟室ꎻ
　 (２)　 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ꎻ
　 (３)　 放映电影ꎬ存片应足够航程期间使用ꎬ在必要时ꎬ每隔适当时间予以更换ꎻ
　 (４)　 运动器械ꎬ包括锻炼器械、台式运动和甲板运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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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如条件允许ꎬ提供游泳设施ꎻ
　 (６)　 藏有业务书籍和其他书籍的图书馆ꎬ其藏书量应够航程期间使用ꎬ并且每隔适当时间予以

更换ꎻ
　 (７)　 娱乐性手工设施ꎻ
　 (８)　 电子设备例如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ＤＶＤ / ＣＤ 播放机、个人电脑和软件以及磁带录音机ꎻ
　 (９)　 凡适宜ꎬ在不违反法律、宗教规定或社会习俗的情况下ꎬ在船上为海员提供酒吧ꎻ
　 (１０)　 提供合理的船—岸电话通信设备ꎬ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设施ꎬ海员使用这些设施时ꎬ可向其

收取适当费用ꎮ
１３. ６　 应尽可能保证稳妥迅速地投递海员邮件ꎬ并尽力避免海员在不得已转寄邮件时加付邮资ꎮ
１３. ７　 在国家和国际法律或条例允许的情况下ꎬ如果可能和合理ꎬ应考虑采取措施保证船舶在港口

停留期间ꎬ从速批准海员的伴侣、亲属和朋友登船探视ꎮ 此种措施应满足任何关于保安审查的考虑ꎮ
１３. ８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ꎬ应允许海员的伴侣陪同其执行海上的工作ꎮ 其伴侣事先应投有充分的

事故和医疗保险ꎬ船东应为海员获得这种保险给予一切帮助ꎮ

１４　 其　 　 他

１４. １　 如出于海员不同宗教和民族习俗的需要ꎬ可允许对本标准进行适当的变动ꎬ但该变动不会导

致总体设施劣于本标准ꎮ
１４. ２　 考虑到船舶的尺度和船上人员的数量ꎬ对 ２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可免除本部分 ４. ２ 、８. ４ 和 ８.

１０ 条的要求ꎬ以及 ６. １(６)、 ６. １(８)至(１２)条中的地板面积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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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一 般 规 定

１　 适 用 范 围

１. １　 本篇适用于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国际航行客船ꎬ但不包括帆船、机帆船和高速船ꎮ
１. ２　 乘客定额与舱室设备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与第 １ 篇的适用规定ꎮ

２　 定　 　 义

２. １　 本篇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１)　 客船:系指载客超过 １２ 人的船舶ꎻ
　 (２)　 乘客:系指除下述以外的船上人员:

①　 船长、船员或在船上以任何职位从事或参加该船业务的其他人员ꎻ
②　 １ 周岁以下的儿童ꎮ

３　 乘客定额证书

３. １　 «乘客定额证书»应写明准许该船搭载的乘客人数及航区ꎮ
３. ２　 遇有特殊情况或紧急任务时ꎬ由用船单位申请ꎬ经检验认可ꎬ可以增加临时乘客定额ꎬ并发给

«临时乘客定额证书»ꎮ
３. ３　 当申请检验和签发«乘客定额证书»或«临时乘客定额证书»时ꎬ申请单位应提交船舶总布置图

和各层甲板乘客布置图、稳性计算书、救生设备配备说明以及认为需要的其他图纸资料ꎮ

４　 客 船 分 类

４. １　 国际航行客船可分为下列两类:
　 (１)　 第 １ 类——— 航行时间在 ２４ｈ 及以上的国际航行客船ꎻ
　 (２)　 第 ２ 类——— 航行时间在 ２４ｈ 以下的国际航行客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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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载运乘客条件

１　 乘客处所的一般要求

１. １　 客船载运乘客的处所应为围蔽的甲板间处所ꎮ
１. ２　 客舱应与船员舱室分开设置ꎮ

２　 不应载运乘客的处所

２. １　 下列处所不应载运乘客:
　 (１)　 船员居住处所及工作处所ꎬ以及乘客的公共处所、服务处所、医务处所和走廊ꎻ
　 (２)　 自居住甲板的地板上表面量至上层甲板横梁或天花板下表面的高度不足 １. ９ｍ 的舱室ꎻ
　 (３)　 防撞舱壁及其延伸线之前的处所ꎻ
　 (４)　 起锚机或起锚绞盘前面的处所ꎻ
　 (５)　 在底层货舱内及最深分舱载重水线下第一层甲板以下的任何甲板间处所ꎻ在最深分舱载重

线以下超过 １. ２ｍ 的第一层甲板上的处所ꎻ
　 (６)　 在救生艇甲板上存放和升降救生艇、筏的处所ꎻ
　 (７)　 开有舱口ꎬ但其四周无固定围壁的处所ꎻ
　 (８)　 未用固定舱壁与机舱口、厨房、浴室、洗衣室以及其他类似舱室隔开的处所ꎻ
　 (９)　 凡与油漆间或储灯间未用气密隔壁隔开的处所ꎬ或经由公共走廊或公共处所与油漆间或储

灯间相连通的处所ꎻ
　 (１０)　 舱室顶板未采用正常的甲板或其侧壁未与船体坚固连接的处所ꎻ
　 (１１) 　 与机舱直接相邻ꎬ未在其隔壁上加装绝热覆盖物的处所ꎬ则在距机舱隔壁 ０. ６ｍ 范围内不

应载运乘客ꎻ
　 (１２)　 凡与储藏易燃、易爆物料(如汽油、石油和弹药等)舱室相毗邻的处所以及与二氧化碳消防

站相毗邻的处所ꎻ
　 (１３)　 在闪点(闭杯试验)低于 ６０℃的各种液体燃料舱柜之上的处所ꎻ在特殊情况下经同意ꎬ客舱

可以布置在闪点为 ６０℃及 ６０℃以上的液体燃料舱柜之上ꎬ但应在液体燃料柜上面敷设不易燃、不透油的

材料或设置高度至少为 ０. ９ｍ 的隔离空舱ꎻ
　 (１４)　 除上述处所外ꎬ认为不适于载客的处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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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客舱的分类

１　 客 舱 等 级

１. １　 国际航行客船根据营运需要ꎬ可分别设置下列各种客舱:
　 (１)　 １ 等客舱ꎬ为单层软席卧铺ꎬ每个房间不超过 ２ 人ꎻ
　 (２)　 ２ 等客舱ꎬ为单层或双层软席卧铺ꎬ每个房间不超过 ４ 人ꎻ
　 (３)　 ３ 等客舱ꎬ为双层硬席卧铺ꎬ每个房间不超过 ８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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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乘客定额标准

１　 核定乘客定额的基本要求

１. １　 各类客船不同等级客舱每位乘客的最小居住甲板面积应不小于表 １. １ 的规定ꎮ
乘客最小居住甲板面积 表 １. １

客舱等级

客船种类

每位乘客最小居住甲板面积(ｍ２)

１ 等客舱 ２ 等客舱 ３ 等客舱

第 １ 类客船 ４. ５ ３. ０ １. ７

第 ２ 类客船 ３. ５ ２. ２ １. ４

　 　 １. ２　 各类客船必须设有乘客的游步甲板ꎮ 各类客船每位乘客所需的游步甲板面积应不小于表 １. ２
的规定ꎮ

乘客所需游步甲板面积 表 １. ２

客船种类
每位乘客所需游步甲板面积

(ｍ２)
客船种类

每位乘客所需游步甲板面积

(ｍ２)

第 １ 类客船 ０. ５ 第 ２ 类客船 ０. ４

　 　 １. ３　 游步甲板面积包括所有可以允许到达而不影响船员工作的露天甲板及舷侧的外通道ꎬ但不包

括货舱口及距救生艇、筏周围 ２ｍ 以内的处所ꎮ
１. ４　 设有公共处所如俱乐部、休息室、儿童游戏室、阅览室等的客船ꎬ可允许将此公共处所总面积之

３０％计入游步甲板面积内ꎮ
１. ５　 客船的乘客人数不应超过客舱内所设置的卧席的总数ꎮ
１. ６　 客船的防火结构应满足本法规第 ４ 篇第Ⅱ—２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７　 准许搭载的乘客或临时乘客总人数ꎬ不应超过该船按照本法规第 ４ 篇第Ⅲ章规定配置的有效

救生设备允许搭载的乘客总人数ꎮ
１. ８　 准许搭载的乘客总人数不应超过根据该船稳性计算所确定的乘客总人数ꎮ
１. ９　 载运乘客的甲板面积应按本法规第 ２ 篇的有关规定进行丈量和计算ꎮ
１. １０　 临时乘客居住舱室应符合本章 ３ 的有关规定ꎬ此外ꎬ并应有良好的通风与照明设备ꎮ
１. １１　 载运临时乘客时ꎬ船上应设置足够供乘客使用的厕所、盥洗盆及供乘客饮用开水的龙头ꎮ
１. １２　 每位临时乘客所占有的最小居住甲板面积应不小于 １. １４ｍ２(１. ９ｍ ×０. ６ｍ)ꎮ
１. １３　 临时乘客居住舱室的甲板上应铺有防寒防潮的铺垫物ꎮ

２　 客　 　 舱

２. １　 客舱的净高度ꎬ即自舱室地板上表面向上量至天花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ꎬ若无天花板则为量至

横梁下缘的垂直距离ꎬ应不小于 ２. １ｍꎮ 对设置单层铺的客舱ꎬ应不小于 １. ９ｍꎮ
２. ２　 乘客铺位的最小尺度和铺位的最小高度应不小于表 ２. ２ 的规定ꎮ

乘客铺位最小尺寸 表 ２. ２

项　 　 目 尺　 寸　 (ｍ)

床铺的长度和宽度(量自床架内缘) １. ９０ × ０. ７０

双层铺位

设置的高度

自甲板地板上表面量至下层铺板的下表面 ０. ３０

自下层铺板下表面量至上层铺板的下表面 ０. ９０

自上层铺板下表面量至天花板下表面或横梁下缘 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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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３　 乘客铺位可沿船舶纵向或横向设置ꎬ建议尽可能沿船舶纵向设置ꎮ 乘客铺位的布置ꎬ应使乘客

能方便地接近铺位的一侧ꎮ
客舱内不应设置超过两层的铺位ꎬ并且双层铺位不应上下错开设置ꎮ
２. ４　 当乘客铺位沿船舶纵向设置时ꎬ在船舷与铺位之间应设有活动的隔板ꎬ其高度至少为 ０. ４５ｍꎬ

其长度等于铺位的长度ꎬ并且在舱室舷侧衬板和此项隔板之间ꎬ至少留有 ７５ｍｍ 的间隙ꎮ

３　 通道与出入口

３. １　 通道与出入口的布置应保证:
　 (１)　 各舱室的乘客易于从其居住舱室进出ꎻ
　 (２)　 各舱室的乘客易于到达露天甲板ꎻ
　 (３)　 遇有紧急情况ꎬ各舱室的乘客易于到达救生艇登乘甲板乘客集中站ꎮ
３. ２　 除机器处所外ꎬ一切乘客和船员出入处所以及船员经常使用的处所内ꎬ应设有钢质或其他等效

材料的扶梯与梯道ꎬ以提供到达救生艇、筏登乘甲板的方便的脱险通道ꎮ 脱险通道应满足本法规第 ４ 篇

第Ⅱ—２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３. ３　 由固定舱壁所围蔽的每个乘客居住处所应设置供乘客上下的扶梯ꎬ扶梯数及宽度应按该处所乘

客人数而定ꎬ并应按上下二层甲板中载客较多的一层甲板的乘客人数配置ꎬ其最低要求应按表 ３. ３ 的规定ꎮ
扶梯数及最小宽度 表 ３. ３

扶梯数和宽度

乘客人数 ｎ(人)
扶梯数(部) 扶梯最小宽度(ｍ)

ｎ≤９０ ２ ０. ９

ｎ > ９０ ２ [０. ９ ＋ ０. ０１ × (ｎ － ９０)]≤１. ８

　 　 注:①　 乘客人数 ｎ 应包括船员ꎮ
②　 如乘客人数 ｎ≤３０ 人的处所设置两部扶梯有实际困难ꎬ经同意ꎬ其中一个扶梯可以用应急出口代替ꎮ

３. ４　 扶梯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结构ꎮ 扶梯的倾角(与地板的夹角)一般应不大于 ４５°ꎬ对不设

梯道平台的扶梯垂直高度应不大于 ３. ５ｍꎮ 当扶梯的高度大于 １ｍ 时ꎬ应设有扶手ꎮ 梯踏步的垂直间距应

不大于 ０. ２５ｍꎬ踏步的深度应不小于 ０. ２５ｍꎬ踏步板上应设有防滑装置ꎮ
３. ５　 客船上乘客通道的最小净宽度应不小于表 ３. ５ 的规定ꎮ

乘客通道最小净宽度 表 ３. ５

项　 　 目 宽　 度　 (ｍ) 项　 　 目 宽　 度　 (ｍ)

露天甲板两舷外通道 １. ２ 客舱内通道 ５０ 人以上 １. ０

客舱通往露天甲板的通道 １. ０ 乘客铺位之间的通道 ０. ８

客舱内通道 ５０ 人及以下 ０. ８

　 　 ３. ６　 位于围蔽处所内的客舱ꎬ应沿着有两个出入口通向露天甲板的通道布置ꎬ通道的最小宽度应符

合表 ３. ５ 的要求ꎮ
３. ７　 上甲板以下的客舱通向露天甲板的出入口ꎬ应设置在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内的通道处ꎻ如出入口

直接通向露天甲板时ꎬ则应在出入口处设围蔽室(老虎罩)ꎬ该围蔽室的出入口应朝向船尾ꎮ 其净高度不

得低于 １. ８５ｍꎮ
３. ８　 所有出入口处门的宽度应与通道或扶梯的宽度相适应ꎮ 对乘客数超过 ４ 人的客舱门ꎬ其宽度

应不小于 ０. ７５ｍꎻ对乘客数 ４ 人及以下的客舱门ꎬ其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６５ｍꎮ 客舱除非设有供紧急时逃生

用的窗口ꎬ否则舱室的门应带有应急逃口(在门的下半部)ꎬ逃口的尺寸应不小于 ３５０ｍｍ × ４５０ｍｍꎮ 餐厅

及公共舱室门的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８ｍꎮ
３. ９　 在围蔽处所内的客舱的门应向内开ꎬ餐厅及其他公共舱室的门应向外开ꎬ或设置可向两面开关

的活动门ꎮ 所有通向露天甲板的出入口的门ꎬ均应向外开ꎮ
３. １０　 所有客舱及公共舱室通向走道的门ꎬ不应是移动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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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公共处所与服务处所

１　 厨　 　 房

１. １　 客船应设置为乘客服务的厨房ꎮ 对第 ２ 类客船的乘客厨房ꎬ可以和船员厨房合并设置ꎮ
１. ２　 为便利和迅速供应食品ꎬ厨房应尽可能设在靠近餐厅处ꎬ对大型客船尽可能在船上装设上下各

层甲板的升降机ꎮ
１. ３　 厨房尽可能远离厕所、医务室、浴室等处所ꎬ并且厨房的出入口与递送食物的小窗口ꎬ不应开设

在上述处所出入口的对面ꎮ
通向其他处所的通道不应经过厨房ꎬ 特别应注意避免厨房的烹调气味透入居住舱室或餐厅ꎮ
厨房不应设置在高温处所之上ꎬ否则ꎬ应特别注意绝热ꎮ
１. ４　 厨房的面积应根据客船类别、乘客人数及服务的制度而定ꎮ 设置的炉灶、蒸饭锅及其他设备ꎬ

应适合于船舶计划载运乘客的最高额之用ꎮ 炉灶前面的通道宽度至少应为 １ｍꎬ工作台和厨房其他设备

前面的通道宽度至少应为 ０. ８ｍꎮ
１. ５　 所有厨房设备的布置ꎬ应使操作协调ꎬ且易于清洁ꎮ
１. ６　 厨房内应设置良好的排气通风设备和照明设备ꎮ
１. ７　 第 １ 类客船应设单独的配膳室ꎮ 第 ２ 类客船ꎬ建议设置配膳室ꎮ

２　 餐　 　 厅

２. １　 客船应设置乘客餐厅ꎮ
２. ２　 乘客餐厅所能容纳进餐的乘客人数及每位乘客所占有的甲板面积应不小于表 ２. ２ 的规定ꎮ

乘客餐厅进餐人数与应占甲板面积 表 ２. ２

客船种类 每批进餐乘客人数占总乘客人数的％ 平均每位乘客应占的甲板面积(ｍ２)

第 １ 类客船 ４０ １. ０

第 ２ 类客船 ２５ ０. ８

　 　 ２. ３　 餐厅内的餐桌及坐椅应可靠地固定在甲板上ꎬ椅子可为转动式的ꎮ 餐桌的宽度ꎬ对向而坐的应

不小于 ０. ６ｍꎬ同向而坐的应不小于 ０. ４ｍꎬ每一乘客座位所占餐桌的长度应不小于 ０. ５ｍꎮ
２. ４　 客船应设有单独的餐具洗涤间和餐具储存间ꎮ

３　 粮食库与食物库

３. １　 在客船上ꎬ应设置为乘客服务的粮食和食物储藏仓库ꎮ 粮食库和食物库的容积应根据船舶航

线和乘客人数而定ꎮ
３. ２　 粮食库和食物库的出入口不应设置在靠近厕所、医务室、浴室及盥洗室等出入口附近ꎬ且不应

邻近温度较高的舱室ꎮ
３. ３　 粮食库应有保证使粮食干燥不致发霉或变坏的设备ꎮ 储藏易腐食物的仓库应设有冷藏设备ꎮ

冷藏库外面应装有供呼救用的灯光音响信号ꎬ该信号应能从库内操纵ꎮ
３. ４　 粮食库和食物库应为水密的ꎬ且应设有良好的通风设备和照明设备ꎮ 粮食库和食物库均应设

有防止老鼠潜入的装置ꎮ
３. ５　 客船上的小卖部应设在旅客易于到达的处所ꎬ不应设在厕所、医务室、浴室等出入口附近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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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部应设有良好的通风与照明设备ꎮ
３. ６　 粮食库和食物库的建造材料和工艺ꎬ应保证不致使食物沾染毒性和气味ꎮ

４　 行李舱与卧具室

４. １　 各类客船的行李舱ꎬ应设有良好的通风和照明设备ꎮ
４. ２　 凡设有卧席客舱的客船ꎬ应设有卧具储藏室ꎬ卧具储藏室的容积按各等客舱铺位多少而定ꎮ 卧

具储藏室应保证可靠地防潮与绝热ꎬ并设有良好的通风和照明设备ꎬ卧具储藏室应尽量远离梯道ꎮ

５　 乘客休息与娱乐处所

５. １　 第 １ 类客船应设有乘客休息室和娱乐室ꎬ建议设置游泳池和儿童游戏室ꎮ 第 ２ 类客船应设有

乘客阅览室ꎮ
５. ２　 休息室、娱乐室和阅览室的门应向外开ꎬ并应有良好的通风和照明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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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卫生处所与医务处所

１　 盥 洗 设 备

１. １　 各类客船均应设置乘客公共盥洗室ꎮ 乘客公共盥洗室应与船员的盥洗室分开设置ꎮ
１. ２　 客船的公共盥洗室应与公共厕所分开设置ꎮ
１. ３　 乘客公共盥洗室水龙头的数目按乘客人数而定ꎬ如客舱内设有盥洗盆ꎬ则该舱室内的乘客可不

计入ꎮ 乘客不超过 １００ 人者ꎬ每 ２０ 人应设冷热淡水龙头各 １ 个ꎬ但总数不应少于各 ２ 个ꎬ乘客超过 １００ 人

者ꎬ每超过 ４０ 人应加设冷热淡水龙头各 １ 个ꎮ
１. ４　 乘客公共盥洗盆ꎬ应能保证正常供给盥洗的冷水和热水ꎮ
１. ５　 公共盥洗盆和独用盥洗盆的污水ꎬ应由单独水管或经污水舱排出舷外ꎮ 公共盥洗室内应设置

足够数量的泄水口或加大泄水管口径ꎬ以保证地板不积水ꎮ
１. ６　 公共盥洗室应设有良好的通风设备和照明设备以及暖气设备ꎮ 如公共盥洗室设在机炉舱附近

时ꎬ还应有良好的绝热结构ꎮ
１. ７　 第 １ 类客船应设置理发室和洗衣室ꎮ 理发室和洗衣室应有良好的通风设备、照明设备以及暖

气设备ꎮ 洗衣室应以水密舱壁围隔ꎬ在甲板上应设有适宜的泄水孔ꎮ

２　 厕　 　 所

２. １　 客船上应设置足够数量的乘客厕所ꎬ男女乘客厕所应分开设置ꎬ并应设有明显的铭牌ꎮ 乘客厕

所与船员厕所亦应分开设置ꎮ
２. ２　 厕所的布置ꎬ应保证厕所的异味不致透入邻近居住舱室、公共处所、粮食库、食物库和医务处

所ꎮ 对于小型客船ꎬ当厕所与公共盥洗室设在一起时ꎬ则应以固定隔板将其隔开ꎮ
各层甲板上的厕所应尽可能布置在同一垂直区域ꎬ一般不应把厕所设置在厨房之上ꎮ 也应尽量避免

设在餐厅、粮食库、食物库及居住舱室上面ꎮ
２. ３　 客舱除舱室内专用的厕所外ꎬ尚应根据乘客人数(客舱内已设有大便器的乘客人数不计在内)

设置供乘客公用的男女厕所ꎬ其标准不应小于表 ２. ３ 的规定ꎮ

大 便 器 配 备 表 ２. ３

乘客总人数 至少应设置的大便器(个) 乘客总人数 至少应设置的大便器(个)

不超过 ５００ 人 乘客人数 / ４０ １０００ 人以上 ２１ ＋ 乘客人数 － １０００
８０

５００ 人以上至 １０００ 人 １３ ＋ 乘客人数 － ５００
６０

　 　 注:①计算大便器数目时ꎬ如有小数ꎬ按四舍五入计算ꎮ

２. ４　 设置单独大便器的厕所的最小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沿地板丈量厕所的宽度为 ０. ８ｍꎻ
　 (２)　 沿地板丈量厕所的长度为 １. ０ｍꎮ
２. ５　 厕所中大便器数目在两个以上时应装置隔板和门ꎬ门上应有插销ꎬ每个被分隔的大便器所占面

积应不小于０. ８ｍ２ꎮ 男厕所内应设有小便器或小便槽ꎬ小便器的间距不应小于 ０. ６ｍꎮ
２. ６　 第 １ 类客船乘客处所的大便器应为水封式瓷质大便器ꎬ其他各类船舶可设置水封式大便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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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封式蹲坑ꎬ或水封式大便槽ꎮ
乘客厕所的大便器和蹲坑ꎬ均应设有与卫生管系相连的冲洗设备ꎮ
２. ７　 厕所的甲板和围壁应为钢质水密结构且在甲板上应敷设防滑材料和水密敷料ꎬ其四周围壁ꎬ在

适当高度范围内应铺设瓷砖或与之等效的材料ꎮ 如设置钢甲板或钢围壁确有困难时ꎬ经同意可改用适宜

的材料ꎬ如经认可的单元厕所ꎬ但应保证甲板及适当高度范围内围壁的水密性ꎮ 甲板上应设泄水孔ꎮ
２. ８　 公共厕所应设有向内开的门ꎮ 公共厕所应有良好的照明设备以及抽向大气的通风设备ꎮ
２. ９　 各类客舱应按本法规第 ５ 篇的规定及其他有关防污染的规定ꎬ设置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或设置

集污舱(柜)ꎬ其容量可根据粪便的处理方法、船员和乘客总人数以及自出发港至海上排放地点的航行时

间进行考虑①ꎮ 集污舱(柜)应有完全封闭的排泄管路ꎬ并应有与卫生管系相连的冲洗设备ꎮ

３　 公 共 浴 室

３. １　 客船ꎬ除舱室内专用的浴缸或淋浴器外ꎬ尚应设置供乘客公用的淋浴器ꎬ其最低配备标准应不

小于表 ３. １ 的规定ꎮ 船上至少应有男女浴室各 １ 间ꎬ并应有明显的铭牌ꎮ
淋 浴 器 配 备 表 ３. １

客舱等级

客船种类
２ 等客舱(淋浴器) ３ 等客舱(淋浴器)

第 １ 类客船 每 ３０ 人设 １ 个 每 ６０ 人设 １ 个

第 ２ 类客船 每 ４０ 人设 １ 个 每 ８０ 人设 １ 个

　 　 注:① 航行于热带地区的客船ꎬ建议适当增设浴缸或淋浴器ꎮ
② １ 等客舱内应设浴室ꎮ ２ 等客舱可根据营运需要设浴室ꎮ

３. ２　 盆浴室的面积应不小于 ２. ５ｍ２ꎮ 有更衣室的单独淋浴室的面积应不小于 １. ６ｍ２ꎮ 当在 １ 个浴

室内设有几个淋浴器时ꎬ每个淋浴器应以不透水的隔板分隔ꎬ且每个淋浴器占用的地板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８ｍ２ꎬ另应设有存衣柜ꎮ
３. ３　 浴室的甲板及围壁板应为钢质水密的ꎮ 浴室的甲板应敷设防滑的水密敷料ꎬ其围壁板应在适

当高度范围内铺设瓷砖ꎮ 浴室和更衣室的地板应有防滑设施ꎬ并设有泄水孔ꎮ 在浴缸或淋浴器的旁边应

设有扶手ꎮ
３. ４　 浴室应有良好的照明设备和排气通风设备ꎮ 在第 １ 类客船的浴室内应设置机械通风ꎮ 浴室的

暖气设备应保证在任何室外气温情况下ꎬ浴室内的温度应不低于 ２５℃ꎮ

４　 医 务 处 所

４. １　 客船应设置医务室ꎮ 医务室由诊疗室、药房和病房组成ꎮ 医务室宜布置在船的中部ꎬ以利于乘

客就医ꎮ 第 １ 类客船应配备医生ꎮ 第 ２ 类客船可根据需要配备医生或护士ꎮ
４. ２　 第 １ 类客船应设隔离病房ꎮ 隔离病房或病房应设在上甲板或桥楼甲板上ꎬ并尽可能远离推进

器或机器噪声干扰的处所内ꎮ
４. ３　 病房或隔离病房均应设单独的卫生间ꎮ
４. ４　 病房或隔离病房应有单独的出入口ꎮ 病房或隔离病房、诊疗室和药房的门的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８ｍꎮ
４. ５　 病房和诊疗室应有良好的照明设备和暖气设备、通风或空调设备ꎬ且一般应有自然采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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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用海上排放的方法ꎬ可参照以下方法计算每人生活污水产生量:当船舶从出发港至港口当局所规定的排放地点的航行时间超

过 ２４ｈ 时ꎬ每人每昼夜按７０Ｌ 计算ꎻ当航行时间在８ｈ 至２４ｈ 之间时ꎬ 每人按３５Ｌ 计算ꎻ当航行时间在４ｈ 至８ｈ 之间时ꎬ 每人按１８Ｌ
计算ꎻ当航行时间在 １ｈ 至 ４ｈ 之间时ꎬ 每人按 ９Ｌ 计算ꎻ当航行时间在 １ｈ 以下时ꎬ每人按 ６Ｌ 计算ꎮ 如果船舶安装的便器均为真空

冲洗式ꎬ则上述不同航行时间段对应的计算值可减半ꎮ



４. ６　 病床的尺寸应不小于 ２ｍ ×０. ８ｍꎬ病床的布置应尽可能使其两边均有通道ꎮ
４. ７　 客船上的病床数应满足表 ４. ７ 的规定ꎮ

病　 床　 配　 备 表 ４. ７

乘客总人数
应设置的病床数(张)

第 １ 类客船 第 ２ 类客船
乘客总人数

应设置的病床数(张)

第 １ 类客船 第 ２ 类客船

不超过 ３００ 人 １ １

３００ 人以上至 ５００ 人 ２ １

５００ 人以上至 ７５０ 人 ３ ２

７５０ 人以上至１０００ 人 ４ ２

１０００ 人以上 ４ ＋ 乘客人数 － １０００
２５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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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供水、通风、照明与暖气设备

１　 淡水供应与供水及排水管系

１. １　 客船应供应质量良好的饮用淡水及洗涤淡水ꎬ淡水的储存量应根据船上乘客ꎬ船员总人数和航

行时间来确定ꎮ 建议客船每人每天不少于 １００Ｌꎬ其中饮用淡水应不少于总供应量的 ３０％ ꎮ 航行于热带

航区的客船应适当增加淡水储存量ꎮ
１. ２　 乘客饮用淡水及洗涤淡水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ꎬ以保证经常供给乘客用水ꎮ
１. ３　 第 １ 类客船应备有制造淡水的装置ꎮ
１. ４　 客船上为了供水及排水ꎬ应设置下列各种管系:
　 (１)　 淡水管系ꎬ可分为饮用淡水管系及洗涤淡水管系ꎬ供给厨房、餐厅、医务处所、浴室、盥洗室、

洗衣室、理发室等处所的用水ꎮ
　 (２)　 海水管系ꎬ供给冲洗厕所或其他处所的用水ꎮ
　 (３)　 污水管系ꎬ用以排泄厨房、餐厅、医务处所、浴室、盥洗室及理发室等处所的污水ꎮ
　 (４)　 污秽管系ꎬ用以排泄冲洗厕所的大小便和其他处所的垃圾ꎮ
１. ５　 应按实际需要设置热水管系ꎬ当设置热水管时ꎬ应设有环形蒸气管的特别水柜来加热冷水ꎬ不

应用蒸气直接对冷水加热ꎮ
１. ６　 为防止冬季结冰ꎬ供水管外面应包扎绝缘敷料ꎮ
１. ７　 饮用淡水管和洗涤用淡水管建议采用铜管或镀锌钢管ꎬ但严禁使用铅管ꎮ
１. ８　 客船上的海水管系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ꎬ并应能保证经常供给厕所冲洗大小便用水和其他卫

生处所的需要ꎮ
１. ９　 污秽管应尽量缩短ꎬ且应避免急剧的弯曲与尖锐的夹角ꎮ 污秽管不应直接排出舷外ꎬ应排入粪

便柜ꎮ 为防止粪便柜的臭气透入厕所内ꎬ大小便器应采用水封式或其他有效办法ꎮ
１. １０　 粪便柜应有完全封闭的排泄管路ꎬ用以吸出粪便污水ꎬ并应有与卫生管系相连的冲洗设备ꎮ
１. １１　 严禁污水管和污秽管通过病房、诊疗所、厨房、餐厅、粮食库和食物库ꎮ 经同意污水管和污秽

管可以通过乘客居住舱室ꎬ但污水管和污秽管不应在居住舱室内有接头ꎮ
１. １２　 污水管和污秽管应尽可能垂直布置在各层甲板上ꎬ并且不应互相连通ꎮ
１. １３　 污水管和污秽管的布置ꎬ应有适当的斜度ꎬ建议管子在每 １ｍ 长的倾斜(垂直高度)不小于 ５０ｍｍꎮ
１. １４　 客船的所有污水管和污秽管的排出口ꎬ均应设有排除堵塞的设施ꎮ
１. １５　 污水管和污秽管应用镀锌钢管或其他经同意的材料ꎮ

２　 通　 　 风

２. １　 所有乘客居住处所、公共处所和医务处所均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或空调设备ꎮ 客

船上甲板以下的乘客居住舱室应有良好的空调设备ꎮ
２. ２　 乘客舱室内通风设备的进风口ꎬ不应正对着乘客的床铺ꎮ
２. ３　 乘客舱室的通风设备应与船员舱室的通风设备分开设置ꎮ
２. ４　 厕所、盥洗室、浴室、厨房和医务处所的排出通风应有独立的通风管ꎬ以便船上乘客舱室通风设

备关闭时可以照常对上述处所进行通风ꎮ
２. ５　 通风设备的排出通风与吸入通风应分别设置ꎬ排风口与吸风口应安装在适当的地方ꎮ
２. ６　 通风管不应通过舱壁甲板以下的水密舱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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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通风管必须通过防火舱壁时ꎬ应经同意ꎬ并应在防火舱壁处设置防火闸门ꎬ以便需要时关闭通

风管ꎬ同时应有明显的关闭标志ꎮ
２. ８　 所有通风设备的装置均应满足本法规第 ４ 篇的第 ２ － ２ 规定ꎮ
２. ９　 乘客居住处所、公共处所和医务处所按规定设置机械通风时ꎬ其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表２. ９

的规定ꎮ
舱室、处所及走廊的换气次数 表 ２. ９

舱　 室　 名　 称
每小时换气次数

供气 排气

上甲板以上的乘客居住舱室 ８ ~ １０ ８ ~ １０

上甲板以下的乘客居住舱室 １０ ~ １５ １０ ~ １５

餐厅、俱乐部、会议室、吸烟室等公共舱室 １５ ~ ２０ １５ ~ ２０

厕所、盥洗室、浴室、洗衣室和干燥室 １５ ~ ２０

厨房 ４０ ~ ６０ ６０ ~ ８０

食物储藏室 ５ ~ １０ １５ ~ ２０

理发室、小卖部等服务处所 ５ ~ １０

病房和诊疗室 ８ ~ １０ １０ ~ ２０

行李舱 ２０

配膳间 ２０ ~ ３０ ３０ ~ ５０

上甲板以上的走廊 ５

上甲板以下的走廊 １０

３　 照 明 设 备

３. １　 客船上所有乘客居住舱室、公共处所、医务卫生处所和通道均应设有照明设备ꎬ乘客居住舱室

和医务卫生处所应尽可能有自然采光ꎮ
３. ２　 各类客船在放置救生艇和救生筏的处所及通往该处所通道上ꎬ应按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３ 章的有

关规定ꎬ设有足够亮度的灯光照明ꎮ
３. ３　 上述处所的照明设备ꎬ 除主电源外ꎬ尚应备有应急电源ꎮ

４　 暖 气 设 备

４. １　 经常航行在寒冷地区的船舶应装设暖气设备或空调设备ꎮ 暖气设备或空调设备应保证在任何

室外气温情况下ꎬ室内温度不低于 １７℃ꎬ病房和诊疗室不低于 ２０℃ꎬ同时每个暖气包均应设有开关和调

节暖气的设备ꎮ
４. ２　 暖气管内的蒸汽压力应不超过 ３０３. ９７５ｋＰａ(３ 个大气压)ꎮ
４. ３　 蒸汽暖气设备和热水暖气设备应尽可能沿船舷或舱壁板设置ꎬ但暖气设备至少应离船舷板或

舱壁板表面 ５０ｍｍꎮ
４. ４　 蒸汽暖气的主蒸汽管及热水暖气的主热水管ꎬ应布置在天花板的下面沿舱壁的转角处ꎬ蒸汽管

及热水管的接头不应布置在容易伤人的房门边和通道上ꎮ
４. ５　 暖气设备的主管和支管应有绝缘包扎ꎬ暖气包应有防护设备ꎮ
４. ６　 在下列部位不应设置蒸汽暖气、热水暖气和电热暖气:
　 (１)　 床铺下面或床头附近ꎻ
　 (２)　 排出通风口附近ꎻ
　 (３)　 水易溅到的位置ꎮ
４. ７　 除上述暖气设备外ꎬ其他供气管子不应通过客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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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舷墙、栏杆与其他装置

１　 舷墙与栏杆

１. １　 在干舷甲板及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甲板的所有开敞部分应装设满足本法规第 ３ 篇规定的舷墙或

栏杆ꎮ
１. ２　 当甲板上设置舷墙时ꎬ其结构应满足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或认可的其

他标准的有关规定ꎬ并应按本法规第 ３ 篇的有关规定设置排水舷口ꎮ
１. ３　 登乘甲板上的舷墙或栏杆ꎬ在救生艇降落位置处应设有不小于 ０. ８ｍ 宽的活动门或活动栏杆

或挂链ꎬ以便乘客登艇ꎮ

２　 其 他 装 置

２. １　 所有客舱的门上ꎬ均应设置铭牌ꎬ以示明该舱室的等级、乘客人数及编号ꎬ每个乘客铺位和座位

上亦应编号ꎬ其他处所也应设置铭牌ꎬ 标明其用途ꎮ 铭牌应用中英文书写ꎮ
２. ２　 所有乘客的公共走廊、梯道和出入口ꎬ均应设有明显的指示通往登乘甲板的路标ꎬ夜间应有灯

光显示ꎮ 路标应用中英文书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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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石油沥青船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１　 本章适用于专门从事运输熔化的散装石油沥青国际航行船舶ꎮ
１. １. ２　 本章未作规定者ꎬ应符合本法规其他各篇章的适用要求ꎮ
１. １. ３　 除特别指明外ꎬ石油沥青船一般应符合闪点(闭杯试验)大于 ６００℃石油产品的液货船的有

关要求ꎮ 若载运的石油沥青温度不能低于其闪点 １５０℃以上ꎬ则应符合载运闪点(闭杯试验)小于 ６００℃
石油产品的液货船的有关要求ꎮ

１. ２　 定义

１. ２. １　 本章有关定义如下:
　 (１)　 石油沥青:系指石油原油经提炼出汽油、煤油、柴油及润滑油等石油产品后ꎬ再经处理而成

的副产品ꎮ
　 (２)　 液货舱:系指用于装运液体货物的容器ꎮ
　 (３)　 独立液货舱:系指不与船体结构相连或不是船体结构的组成部分的液货舱ꎮ 独立液货舱对

船体的结构完整性不是必需的ꎮ
　 (４)　 整体液货舱:系指构成船体结构一部分的液货舱ꎬ且以相同方式与邻近的船体结构一起承

受相同的负荷ꎮ 它通常是船体的结构完整性所必需的ꎮ
　 (５)　 货物处所:系指由船体结构围蔽ꎬ且内部设有独立液货舱的处所ꎮ

第 ２ 节　 稳　 　 性

２. １　 完整稳性

２. ２. １　 石油沥青船的完整稳性应满足本法规附则 ３ 的要求ꎮ
２. ２　 破损稳性

２. ２. １　 石油沥青船破损稳性应满足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１ 章(即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的要求ꎮ

第 ３ 节　 安全设备和防污染设施

３. １　 防火和灭火

３. ３. １　 对专用的独立液货舱石油沥青船ꎬ货舱区域主甲板上可以仅设有固定式水灭火系统ꎮ
３. ３. ２　 对独立液货舱兼作载运闪点(闭杯试验)大于 ６０℃油品的石油沥青船和整体液货舱石油沥

青船ꎬ其货舱区域主甲板上应装设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ꎮ
３. ３. ３　 除 ３. ３. １ 和 ３. ３. ２ 规定外ꎬ石油沥青船的防火与灭火可按货船要求处理ꎮ
３. ２　 救生设备

３. ２. １　 石油沥青船的救生设备应按载运闪点(闭杯试验)大于 ６０℃的油船配备ꎬ但第 ４ 篇第 ３ 章第

３１ 条 １. ３ 对船长 ８５ｍ 以下的货船的救生设备的替代要求不适用ꎮ
３. ３　 防污染要求

３. ３. １　 石油沥青船应满足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１ 章(即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第 １９ 条对货油舱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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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ꎮ
３. ３. ２　 石油沥青船的防污染要求应满足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１ 章(即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对油船的要求ꎮ

但其中对污油水舱、排油监控系统及油水界面探测器的要求对其不适用ꎮ
３. ３. ３　 由于石油沥青的物理特性会妨碍石油沥青和水的有效分离和监测ꎬ故应将残余物留存船上

连同所有污染的洗舱水排入接收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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