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舶修造企业质量自检制度监督管理
实施指南

（再次征求意见稿）

1 一般规定

1.1 为规范船舶建造企业（以下简称“船厂”）建立并有

效运行质量自检制度，保障船舶检验质量，依据《船舶检验管理

规定》《船舶检验监督管理规定》，制定本指南。

1.2 本指南适用于船厂建造中国籍船舶和水上设施时应当

具备的质量自检制度的审核、验证和监督管理。

1.3 船厂是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自检制度的责任主体。

1.4 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对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建立运行的符

合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验证。

1.5 直属海事管理机构依据各自职责权限，对船舶检验机构

开展的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审核、验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2 质量自检制度的类别

2.1 根据建造船舶的类型、尺度和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船

厂适用的质量自检制度分为两类：

（1）Ⅰ类质量检自检制度为首次开展或五年内未开展过下

列类型船舶建造的船厂适用的质量自检制度：国际航行船舶（含

远洋渔船）；国内航行乘客定额100人以上的客船、滚装船；液

化气体运输船、散装化学品运输船、载重量1000吨以上的油船；



船长80米以上的纯电池、氢燃料电池、天然气燃料、醇燃料或氨

燃料动力船舶等新能源船舶；乏燃料运输船舶；船长150米以上

的国内航行普通货船；新颖船型和新技术应用船型。

（2）Ⅱ类质量自检制度为开展除2.1（1）中提到的船舶以

外的其他类型船舶建造的船厂适用的质量自检制度。

2.2 船厂在首次（或非首次，但上一次完成同类型船舶建造

距离本次申请时间超过五年）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本指南2.1所

列船舶的建造检验前，应当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自检制度，并将

相关材料报送给船检机构。质量自检制度应与船厂的生产规模、

建造船舶相适应，并根据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生产情况的变化

适时更新。

2.3 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2）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3）施工工艺管理制度；

（4）材料控制管理制度；

（5）测厚与无损检测管理制度；

（6）分包、外协和租赁制度；

（7）检验项目交验制度；

（8）技术资料管理制度；

（9）质量反馈处置制度。

质量自检制度的详细要求见附件《船厂质量自检制度核查项



目表》。

2.4 船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2.2要求的自检制度可以不

单独建立，但应当在质量管理体系中予以涵盖。

3 审核验证

3.1 省级船舶检验机构或中国船级社二级分社依据本指南，

对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建立和运行情况进行审核验证。

3.2 审核验证分为资料审核和现场验证：

（1）资料审核，主要核实船厂质量自检制度是否完整、涵

盖船舶建造各环节，焊接工艺是否经过认可并覆盖相应建造需求，

焊工及无损检测资质，建造的流程、标准、责任分工等内容是否

明确，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生产场地、

设备设施是否符合相应类别的要求。

（2）现场验证，主要验证船厂提交材料真实性、质量自检

制度运行有效性，检查船厂设施设备硬件条件、人员配备、技术

能力、施工工艺、自检质量等，原则上结合船舶检验工作开展，

资料审核阶段对提交材料真实性有怀疑的，可以组织开展现场抽

查验证。

3.3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重新开展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审

核验证：

（1）距离上一次审核验证日期超过五年；

（2）自检制度建立运行、船厂设备设施或船厂质量自检人

员等发生重大变化；



（3）船厂申请向高级别类别变更；

（4）船厂建造的船舶经船舶安全监督、船检质量监督检查

或其他安全检查、专项检查被发现存在涉及建造质量的严重缺陷

或发生建造质量责任的重大水上交通事故。

4 等级评定及管理

4.1 省级船舶检验机构或中国船级社二级分社对船厂质量

自检制度建立运行情况进行评估，从高到低分为一、二、三级。

4.2 船厂符合下列情形，其质量自检管理可评为一级：

（1）配备2名及以上船体或轮机或电气专业并持有相应等级

的注册验船师资格人员专职从事船舶建造质量自检工作（仅从事

内河船舶建造的，可仅配备1名，本指南实施2年内可免除注册验

船师资格证书要求），质检员检查能力通过省级船舶检验机构或

中国船级社二级分社组织的实操考核；

（2）船厂质量自检合格的检验项目，经现场验船师确认，

报检一次性通过率普遍超过95%，船厂自行开展或采购的无损检

测服务经船检机构抽查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评级错误率低于

5%；

（3）过去三年内经现场船舶检验人员日常巡检、船舶检验

机构定期抽查未发现存在未有效运行质量自检制度一般不符合

的情况；

（4）过去三年内质量自检合格的项目经现场验船师检验未

发现与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严重不符或提供虚假数据和材



料的情况；

（5）过去三年内建造的船舶未发生因船厂建造质量原因造

成的一般等级以上水上交通安全与船舶污染事故，2艘次及以上

船舶滞留或船舶失控（含试航），或在专项检查中发现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

（6）过去三年内在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的船舶建造检验监督

中，未发现存在非法加装改装或未按图施工等重大建造质量问题，

建造的单一船舶不存在3项及以上滞留相关缺陷，或10项及以上

与适用法规不符的普通缺陷，或被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暂停）

检验、通报船舶检验机构主管部门的情形。

质量自检管理一级评定，应当坚持从严、择优的原则，选出

行业内公认的建造质量优秀的船厂。

4.3 船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质量管理等级评为三级：

（1）未有效落实质量自检制度或质量自检制度形同虚设，

包括有关专业技术人员不适岗导致反复报检；船厂自检能力变化

严重影响船舶建造质量；未按照经审批的试验大纲、工艺文件开

展船体密性试验、系泊与航行试验、装配焊接；使用无证人员从

事船舶焊接；违反建造规程主船体结构使用非船用钢材、废旧材

料等；

（2）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包括船厂采购的无损检测服务提

供虚假的检测报告、船厂提供虚假的测量记录、工厂质量证明文

书、船用材料和设备证书等材料以欺骗或贿赂手段办理船舶检验



证书等文书证明等；

（3）违规建造、重大改建，包括未按审批图纸施工或配备

设备；非法加装改装、改建，擅自变更主尺度、载重线、船舶承

载能力、分舱水平和主机功率；船舶图纸未经审查批准，或未取

得船舶检验机构开工通知书即开展建造或重大改建等；

（4）船厂自检合格的项目一次报检通过率普遍低于60%，包

括未严格自检即报检验，船舶检验机构多次要求船厂进行整改，

但船厂屡次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等；

（5）建造的船舶在过去三年内发生2艘次及以上因船厂建造

质量原因造成的船舶滞留或船舶失控（含试航失控）或较大等级

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与船舶污染事故，或1艘次及以上重大等级

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与船舶污染事故，或在专项检查中发现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

（6）过去一年内在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的船舶建造检验监督

中，发现建造船舶存在非法加装改装、不按图纸施工等重大建造

质量问题，单一船舶5项及以上滞留相关缺陷，或20项及以上与

适用法规不符的普通缺陷，或被责令暂停检验、停止检验、通报

船舶检验机构主管部门的情形。

4.4 质量自检管理未评定为一级、三级的船厂，统一归为二

级。

4.5 省级船舶检验机构或中国船级社二级分社依据4.2（1）

（2）（3）（4）和4.3（1）（2）（3）（4）每年12月底前完成



船厂质量管理等级初评，并将评定情况报所在地直属海事管理机

构，评定过程应充分听取所在船厂开展检验的船舶检验人员意见。

4.6 各直属海事局依据4.2（5）（6）和4.3（5）（6）复核

船厂建造船舶的滞留、失控、事故和船舶建造检验监督检查以及

有关违法违规、投诉举报情况，各船舶检验机构对同一船厂质量

管理初评等级不一致的，直属海事局可组织相关船舶检验机构开

展复评。

4.7 各直属海事局每年1月将上一年度船厂质量自检制度适

用类别和等级评定结果录入船舶检验发证系统，并在各直属海事

局门户网站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供有关航运公司参考。

4.8 根据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建立运行情况的等级评定结果，

采取以下管理措施：

（1）对于一级船厂，船舶检验机构可优先安排审图和船舶

检验，对于船舶建造开工前检查和部分非关键或者后续检验可以

验证的项目，允许船厂通过拍照、摄录像等形式报检，船检通过

形式审查允许船厂进入下一道生产工续。船检机构经过评估后可

以允许减免非关键项目的报检和检验。

（2）对于二级船厂，船舶检验机构应当按照正常流程和项

目开展检验，不享有相关便利措施，不减免非关键检验项目。

（3）对于三级船厂，船舶检验机构依据《船舶检验管理规

定》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二条，不受理新建船舶检验申请，已开

工的船舶，暂停检验，船厂质量自检制度运行情况达到本指南二



级及以上要求后，船舶检验机构方可恢复检验，恢复后的检验从

严要求，待下一次等级评估后，按新评估等级要求开展船舶检验。

4.9 船舶检验机构在日常巡检或监督过程中，发现船厂有

4.3情形的，应当将其评估等级降为三级，并按照4.8（3）处理。

5 监督管理

5.1 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检验机构开展的质量自检制

度审核验证情况的监督可采用以下方式之一，抽查重点为适用Ⅰ

类质量自检制度拟评定为一级的船厂；

（1）在公布质量船厂质量自检制度适用类别和等级前，对

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建立运行和船舶检验机构审核验证情况进行

监督抽查，不符合相应条件的，不得评定为相应级别；

（2）结合船舶建造检验监督，每年度抽查1～2次船舶检验

机构对船厂质量自检制度运行情况的审核验证工作。

5.2 监督抽查船检机构对下列内容的审核验证是否到位：

（1）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和硬件设备设施的符合性。检查船厂质

量自检制度和生产设备设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

准和本指南的要求，制度内容是否完整，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

行修订和完善；

（2）船厂质量自检工作的执行情况。查阅质量自检记录，检查

质量自检人员是否按检验标准和工作流程进行检验，检验项目是否

齐全，数据是否真实、准确，结论是否正确。现场抽查原材料、零

部件、施工过程及完工产品，核对检验记录，验证质量自检的有效



性；

（3）船厂建造船舶质量问题的处理情况。检查船厂对质量问题

的处理是否及时、有效，是否对不合格品进行识别、标识、隔离、

评审和处理，是否采取相应的纠正和预防措施，防止类似质量问题

的再次发生。跟踪检查质量问题的整改情况，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

（4）船厂质量记录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检查质量记录的填写

是否规范、完整，是否按照规定期限保存，记录内容能否反映质量

控制全过程，是否具有可追溯性。通过相关记录，追溯原材料的采

购、零部件的加工、施工过程的控制以及完工产品的检验等相关环

节。

5.3 船舶检验机构及有关检验人员弄虚作假或未严格履行

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建立运行情况审查验证和开工前检查相关职

责的，依据《船舶检验管理规定》有关要求予以处理。

5.4 对于三级船厂建造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日常

监管，对在三级船厂建造的船舶实施100%的船舶检验质量监督，

并加强建造后营运船舶的安全检查。

6 其他事项

6.1 船厂自评、船舶检验机构验证和海事管理机构监督，可

参照《船厂质量自检制度核查项目表》（附件）。

6.2 船厂对船舶进行修理或者重大改建，可参照本指南建立

运行质量自检制度。



6.3 本指南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

附件：船厂质量自检制度核查项目表



附件

船厂质量自检制度核查项目表

1 一般要求

项目编号
适用船厂类型

核查项目 核查情况
Ⅰ类船厂 Ⅱ类船厂

1.1 ● ● 船厂建立了与生产规模、建造船舶相适应的质量自检制度。

1.2 ● ● 质量自检制度涵盖了本指南2.2的要求。

1.3 — ● 质量自检制度有效运行。

1.4 ● — 质量自检制度有效运行，每年度组织开展内审或定期召开质量分析会议。

1.5 ● ○ 具有独立的质量管理部门。

1.6 ● ● 具有专职从事船体和机电检验的质量检验人员。（专职质检人员数量: ）

1.7 ● ● 质检人员的数量与船厂生产规模相适应。（详见4.3）

1.8 ● ○ 质检人员具有与建造船舶相适应的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

1.9 ● ● 质检人员的现场检查水平通过省级船检机构或中国船级社二级分社的考核。

1.10 ● — 经审核和现场验船师确认，船厂自检合格的项目报检一次通过率超过85%。

1.11 — ● 经审核和现场验船师确认，船厂自检合格的项目报检一次通过率超过70%。

注:“●”表示应适用,“○”表示可适用,“—”表示不适用；在 中打“√”表示此项符合要求或选择此项,打“×”表示不符合要求,划“—”表示不适用,下同。

2 硬件条件

2.1设备设施

项目 项目编号
适用船厂类型

核查项目 核查情况
Ⅰ类船厂 Ⅱ类船厂

生产用地
2.1.1 ● ○ 企业生产用地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十年以上）。

2.1.2 — ● 企业生产用地为短期租赁或来料加工。

生产车间 2.1.3 ● ○ 有适应于建造船舶的独立船体生产车间，以及轮机、电气独立生产车间或者区域。



2.1.4 ● ○ 配备了有符合要求的焊工。（详见4.1）

2.1.5 ● ●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符合要求。（详见7）

设计部门 2.1.6 ● ○ 具有独立的生产设计部门和满足船舶生产设计要求的设计人员。（详见4.2）

船台（坞） 2.1.7 ● ● 具有承载能力与建造船舶相适应的硬化船台（坞）。（详见3.2.1）

舾装码头
2.1.8 ● ○ 自有本企业所属的满足船舶舾装要求的舾装码头。（详见3.2.2）

2.1.9 ● ● 具备舾装码头（如租用，需签订书面协议）或舾装区域。

起重设施
2.1.10 ● ○ 配备建造船舶所需承吊能力的门式起重机。（详见3.1）

2.1.11 ● ● 自有塔式、桥式、汽车吊或浮吊等其他起重设施。（详见3.1）

计量检测
2.1.12 ● ● 测厚、无损检测、计量等设备(如自配)定期校准并持证。（无损检测详见6）

2.1.13 ● ● 关键设备(如压力容器、起重机)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放样设施
2.1.14 ● ○ 配置了计算机放样，并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数控切割设备。

2.1.15 - ● 允许并使用手工放样（如外包放样，需签订书面协议）。

加工和焊接

设备

2.1.16 ● ● 配备纤维裁剪台、纤维增强塑料切割机（适用时）。（详见3.3.1）

2.1.17 ● ○ 自有折边机、剪板机、弯板机、弯管机等设备。（详见3.3.2）

2.1.18 ● ○ 自有车床、钻床、铣床、刨床、镗床等设备。（详见3.3.4）

2.1.19 ● ● 自有焊接用变压器、交直流焊机、烘箱等焊接设备并按工艺使用。（详见3.3.3和5）

喷涂设施 2.1.20 ● ● 配置专用的喷砂房（如适用）、油漆房以及喷涂设备。

试验设备 2.1.21 ● ○ 自有系泊试验设备(如电站试验、倾斜试验设备)满足需求。（详见8）

建造方法

2.1.22 ● ○ 船体建造方法为分段建造。

2.1.23 — ● 船长≥90米应为分段建造。

2.1.24 — ● 船长<90米可以为整体建造。

下水方式

2.1.25 ● ○ 滑道式、轨道式或坞内下水。

2.1.26 — ●
船长≥120米为滑道式、轨道式或坞内下水。

（经船检机构评估，如气囊下水方案能保障船舶安全，则可以采用气囊下水）。

2.1.27 — ● 船长<120米可以为气囊下水。

3 建造船舶的设备和设施



3.1起重设备（包括船坞、船台和码头的起重设备）

检查标准：

1.船厂自有和租用的起重设备应完全满足建造船舶工艺的要求，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满足建造船舶工艺要求的起重设备应具有主管机关颁发的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证书，如无，则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3.租用起重设备应提供租赁合同或协议,有效期应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如租赁合同/协议有效期不能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则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4.船厂建造国内航行海船及船长80米以上的内河船舶时，应具有相应承吊能力的龙门吊，如无，则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自有 3.1.1.1 船厂自有的起重设备完全满足建造船舶工艺的要求。

租用
3.1.1.2 自有和租用的起重设备完全满足建造船舶工艺的要求。

3.1.1.3 租用的起重设备的租赁合同/协议有效期能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

3.1.2 船厂具有相应承吊能力的龙门吊。

3.2 建造船台、船坞和码头

3.2.1建造船台、船坞

一、船台（船坞）分类如下：

1.固定船台A——是指能提供完整设计资料,船台具有预制的钢筋混凝土地拢或由其它材料制成。

2.固定船台B——是指未能提供完整设计资料的固定船台A或具有混凝土平台基础的固定船台。

3.固定简易船台（或称建造平台）——是指表面进行硬化处理, 至少在坞墩下浇铸满足所建造船舶空船重量的混凝土地基或具有同等强度的地基，每个坞墩主体应

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

船台（船坞）不允许外包或租用于LNG动力船舶建造。

二、船坞分类：

1.干船坞； 2.浮船坞。

三、机械平台

机械平台是指能提供完整设计资料，具有足够的动力升降或移动在该平台上建造的船舶，并使其下水的平台，分为：移动升降机械平台、移动下水机械平台。

四、检查标准：

1.建造国内航行船舶的船厂可具有固定简易船台(或称建造平台)，且船台(或称建造平台)满足所检查船型尺寸的建造工艺要求。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船台、机械平台或船坞应具备良好的交通、供水、供电和供气的能力或等效措施以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的要求。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3.起重设备与船台、机械平台或船坞相匹配，且满足检查船型和检查船型尺寸建造要求。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1.2.1.1 建造平台符合建造船舶航区所要求的船台/船坞类型，坞墩（或胎架）的设置满足要求。

1.2.1.2 船台、机械平台或船坞具备良好的交通、供水、供电和供气的能力或等效措施，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的要求。



1.2.1.3 起重设备与船台、机械平台或船坞相匹配，且满足检查船型和检查船型尺寸的建造要求。

3.2.2舾装码头

一、舾装码头分类：

1）固定码头、2）浮码头

二、检查标准：

无论是船厂自有还是租用，在满足检查船型尺寸系泊试验的前提下，根据船厂的实际情况，码头应配备必要的交通、供水、供电、供气、起重和安全设施。

1.如是租用码头应提供码头租赁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的有效期应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如无租赁合同/协议或租赁合同/协议有效期不能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

则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如码头不能满足检查船型或检查船型尺寸系泊试验的要求，则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名称 码头种类
长度
（m）

宽度
（m）

深度
（m）

停泊能力
（总吨位/载重量T）

起重设备
（吨）

租赁/租赁有效期 出租方单位名称/码头地址
租赁码头与船厂的距离

（km）

3.3主要制造和装配设施

3.3.1切割设备

检查标准：

1.使用低温、温控和特殊材料制造的检查船型，船厂须具有数控切割机和机械切割，不允许租用。不满足要求的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切割设备的精度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精度要求，不满足要求的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3.3.1.1 切割设备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的要求

3.3.1.2 切割设备的精度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精度要求

3.3.2船体加工设备

检查标准：

1.对于建造国内航行船长80m以上的船舶，船厂应至少配备1台折边机、1台弯板机、1台肋骨压弯机，不允许租用。反之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对于建造其它船舶，船厂须至少配备1台弯板机和1台肋骨压弯机。反之，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3.3.2.1 船体加工设备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的要求。

3.3.3焊接设备

检查标准：

1.除采用整体建造方式的船舶外，对于其它检查船型特别是使用高强度钢的船舶，船厂必须具有半自动焊或自动焊焊接设备。不满足要求的检查结果不合格，整



改后复查。

3.3.3.1 焊接设备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的要求。

3.3.4机加工设备

检查标准：

1.船厂应具备与其检查船型建造能力相匹配的机加工设备，如船厂自己进行尾轴镗孔，需具有镗排；如船厂自己加工舵轴系，需具有钻床、车床和铣床。反之，

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机加工可外协，船厂需提供外协合同，其有效期应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如无外协合同，则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3.3.4.1 船厂自有的机加工能力满足检查船型建造的要求。

3.3.4.2 分包、外协合同/协议有效期能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

4 人力资源

4.1认可的焊工

检查标准：

1.船厂具有与检查船型建造相适应的持有船舶检验机构颁发的证书的焊工等级和人数。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如采取分包，应提供分包合同及分包方持船舶检验机构颁发的证书的焊工等级和人数清单，分包合同有效期应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反之，检查结果不合格，

整改后复查。

为保证船舶的建造质量，船厂应满足下列普通钢焊工最低人数的要求（包括分包焊工）：

船体焊工

建造能力 总 数 满足（可选高要求）

L≤ 50 m 6

50 m ＜ L ≤ 80 m 10

80 m ＜ L ≤ 100 m 12

100 m ＜ L ≤ 120 m 16

L＞ 120 m 32

实际统计 总 数：

船厂工人

外包方工人



管系焊工

总 数 满足

标准配备 6

实际统计 总 数：

船厂工人

外包方工人

焊工资格认证情况（亦适用于分包焊工）

焊工人员的资格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焊工的管理有监督人员及其他办法 制定了保持焊工的资格证书有效性的办法

焊工施焊管理情况（亦适用于分包焊工）

施焊环境、焊接操作满足要求 焊缝施焊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焊工违规操作能及时采取措施纠正

4.2船舶生产设计人员

4.3专职质检人员数量

检查标准：

1.船厂应具有能满足建造船型要求的生产设计能力的部门或机构（如外包需与具备相关能力资质的单位签订管理协议），且具有1名能熟练掌握批准图纸、生产

设计施工图纸并指导施工的技术人员。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如建造LNG动力船舶，船厂应具备执行全船生产设计施工能力，反之，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3.船舶生产设计人员需满足所检查船舶建造的船体、舾装、轮机、船电等专业（如外包/外聘技术人员，外包合同/聘书有效期应覆盖整个建造周期），检查结果

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专业类型 船体 舾装（包括涂装） 轮机 电气（可轮机兼） 满足（可选高要求）

要求配备人数（海船） 3 1 2 1

要求配备人数（河船） 1 1 1 1

4.2.1 外包/外聘技术人员（适用 / 不适用 ）的有效期能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

检查标准：

1.对建造国内航行船舶，船厂至少应配3名专职质检人员（船体或轮机），其他专业可为兼职质检人员，均不允许外包。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专业类型 船体 舾装 涂装 轮机 电气（可轮机兼） 满足（可选高要求）

要求配备专职人数 2 1（可船体兼） 1（可船体兼） 1 1



5 焊接工艺控制

检查标准：

1.对检查以前和检查期间所持有的焊接工艺（适用时包含燃料舱及管系焊接工艺评定）进行确认，船厂应持有经船舶检验机构或船舶检验人员批准的焊接工艺，

焊接工艺的适用范围应覆盖检查船型的建造焊接工艺。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5.1 船厂具有能覆盖检查船型的焊接工艺。

6 无损检测（NDT)的控制体系

检查标准：

1.船厂无损检测人员的等级和数量应满足船舶建造工艺所需的无损检测要求。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2.无损检测如为分包，分包方须持有相关机构签发的有效的无损检测机构认可证书，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3.以租赁方式获得的无损检测设备和设施，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应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6.1 船厂无损检测人员的等级和数量应满足船舶建造工艺所需的无损检测要求。

6.2

NDT分包方 公司名称: 认可证书的编号：

认可证书的有效期： 分包合同或协议的有效期：

由认可机构颁发的船厂NDT人员的数量和等级

满足射线 人、等级I；超声波 人、等级I；磁粉 人、等级I；着色 人、等级I

射线 人、等级II；超声波 人、等级II；磁粉 人、等级II；着色 人、等级II

射线 人、等级III；超声波 人、等级III；磁粉 人、等级III；着色 人、等级III

6.3 以租赁方式获得的无损检测设备和设施，其租赁合同的有效期能覆盖整个船舶建造周期。

7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检查标准：

1.船厂应具有并有效运行满足船舶建造要求的质量自检制度。检查结果如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实际配备专职人数

实际配备兼职人数



2.对建造国内航行船舶，不满足下列要求的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7.1 制定了材料混淆的预防措施。

7.1.1 负责订购合同以及实际到货情况的人员数量 和职务 、选购材料时能够检查厂家的质量证明书。

7.1.2 具有检验高强度钢或其他特殊材料的手段。

7.1.3
制定了检查低温用钢和高强度钢材料等级的措施。

制定了在低温用钢和高强度钢材表面作特殊标记的措施。

7.1.4 具有防止不同型号、不同规格和等级材料混淆存放和使用的预防措施。

注：对高强度钢，标识不同等级

7.2 制定了焊接工艺的质量控制措施。

7.2.1 建造船舶适用的所有焊接工艺规程已被船舶检验机构认可。

7.2.2 制定焊材库使用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

7.3 制定了发生严重不合格产品的处理措施。

7.3.1 当发现严重不合格产品时，改进措施和计划已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

7.3.2 无损探伤图（RT/UT）在适当的时候已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

7.3.3 根据探伤结果，探伤范围进行了扩展。

8 质量检验和试验能力

检查标准：

1.不满足下列要求的检查结果不合格，整改后复查。

8.1 船厂应具备满足生产需求的检验和试验设备。

8.1.1 倾斜试验用设备 租赁

8.1.2 船体密性试验设备。

8.1.3 超声波测厚仪设备（适用时）。

8.1.4 激光经纬仪或激光准直仪（适用时）。

8.1.5 全站仪（适用时）。

8.1.6 发电机负荷试验装置（适用时） 租赁

8.2 船厂具有实施系泊与航行试验的能力。



8.3 检验、试验所需的仪器、仪表能够有效地进行标定、校正和保管。

8.4 现场有能力组织起有效的巡检，对分包方的产品有能力组织起有效的监督和检查。

8.5 有关质量问题能及时反馈至船厂相关职能部门并迅速反馈解决。

注：对船厂质量自检制度建立和运行情况进行的审核验证可参考《船舶生产企业生产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CB/T 3000-2019或其后续新生效适用版本）

结论：船舶修造企业自查意见：经自查或自查整改后，符合 类 级要求 。

船舶检验机构审核意见：1.审核通过 ，初评 类 级；2.按审核意见整改 ，整改完成可初评 类 级（审核意见可另附页）；3.审核不通过 。

海事管理机构监督意见：1.同意船舶检验机构意见 ；2.不同意船舶检验机构意见 ，理由为：（文字说明）（依据4.2（5）（6）、4.3（5）（6）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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