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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目的

１. １. １. １　 为保障船舶及人命、财产的安全ꎬ防止水域污染ꎬ结
合青海湖的船舶特征和水域特点ꎬ特制订«青海湖载客船舶检验

技术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ꎮ

１. １. ２　 适用范围

１. １. ２. １　 本规则适用于船长大于等于 ５ｍ 但小于 ５０ｍ 的航

行于青海湖的载客船舶(以下简称“青海湖船舶”或“船舶”)ꎮ

１. １. ３　 一般要求

１. １. ３. １ 　 船体结构的材料可为钢质、铝合金或纤维增强

塑料ꎮ
１. １. ３. ２　 船舶不应设置柴油挂桨机ꎮ
１. １. ３. ３　 船舶不应设置汽油座舱机ꎻ船长大于等于 １５ｍ 的

船舶不应设置汽油舷外挂机ꎮ
１. １. ３. ４　 船舶的载客人数应不超过 ３００ 人ꎻ不应设置乘客用

的卧铺ꎻ纤维增强塑料船的顶篷甲板不应设置座位ꎮ
１. １. ３. ５　 Ｈ１ 级航区船舶的船体、上层建筑、用于分隔的舱壁

或甲板及甲板室应以钢质或其他等效的材料(如设有适当隔热材

料的铝合金)建造ꎻＨ２ 级航区船舶的船体、上层建筑、用于分隔的

舱壁或甲板及甲板室可以为钢质、铝合金或者纤维增强塑料建造ꎮ
１. １. ３. ６　 对于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ꎬ如应用本规则有关章节

的规定会严重妨碍对发展这种特征的研究和在青海湖船舶上对这

些特征的采用时ꎬ本局根据规定程序ꎬ并基于对相关特性和措施的

技术评估结果表明:该船舶适合于预定的用途ꎬ并能保证其安全ꎬ
１



则可免除本规则有关章节的规定要求ꎮ
１. １. ３. ７　 船长小于 １０ｍ 的高速船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１)营运时风级不超过 ４ 级(蒲氏风级)ꎻ
(２)距岸不超过 ５ｋｍꎬ且满载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的时间不

超过 ０. ５ｈꎻ
(３)航行时所有人员不允许站立ꎻ
(４)船上任何可移动的物体均应可靠固定ꎮ

１. １. ４　 定义

１. １. ４. １ 　 船长 Ｌ(ｍ)———系指沿满载水线自首柱前缘量至

舵柱后缘的长度ꎻ无首柱船舶ꎬ自船体侧投影面前缘与满载水线的

交点量起(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ꎬ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

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ꎻ无舵柱船舶ꎬ量至舵杆中心线ꎬ若
舵杆位于船体侧投影面外面时ꎬ则量至船体侧投影面后缘与满载

水线的交点(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ꎬ纤维增强塑料等非

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ꎻ但均应不大于满载水线长度ꎬ亦
不小于满载水线长度的 ９６％ ꎮ 无舵船舶的船长取满载水线长度ꎮ

１. １. ４. ２　 满载水线长度 ＬＳ(ｍ)———系指满载水线面的前后

两端之间的水平距离(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ꎬ纤维增强

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ꎮ
１. １. ４. ３　 船宽 Ｂ(ｍ)———系指在船舶最宽处两舷舷侧板内

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之间的水平

距离ꎬ舷伸甲板和护舷材等突出物不计入ꎮ
１. １. ４. ４　 型深 Ｄ(ｍ)———系指在船长中点处沿舷侧自平板

龙骨上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外板的船舶为下表面)量至

干舷甲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ꎻ甲板转角为圆弧形的船舶ꎬ量至干舷

甲板下表面的延伸线与舷侧板内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外

板的船舶为外表面)延伸线的交点ꎮ
１. １. ４. ５ 　 满载吃水 ｄ(ｍ)———系指在船长中点处由平板龙

骨上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外板的船舶为下表面)量至满

２



载水线的垂直距离ꎮ
１. １. ４. ６　 满载水线———系指船舶最大营运重量或满载排水

量所对应的水线ꎮ
１. １. ４. ７　 载客船舶———系指用于载运乘客的船舶ꎮ
１. １. ４. ８　 高速船———系指满足下列要求的船舶:
①船长大于等于 １５ｍꎬ其最大航速 Ｖ≥３. ７ ▽０. １６６７ｍ/ ｓ 的船舶ꎻ
②船长 ５ｍ 至 １５ｍ(不包括 １５ｍ)ꎬ其最大航速 Ｖ≥３.７ ▽０. １６６７ｍ/ ｓꎬ

且 Ｖ≥１８ｋｍ/ ｈ 的船舶ꎻ
其中:最大航速 Ｖ 为船舶处于满载状态ꎬ并以最大持续功率

在静水中航行所能达到的航速ꎬ▽为船舶满载排水体积(ｍ３)ꎮ
１. １. ４. ９　 常规船———系指非高速船的船舶ꎮ
１. １. ４. １０　 双体船———系指具有两个片体的船舶ꎮ
１. １. ４. １１　 座舱机船———系指发动机安装在机舱内的船舶ꎮ
１. １. ４. １２　 舷外挂机船———系指发动机、传动系统和螺旋桨

连成一体ꎬ安装在船尾作为推进装置的船舶ꎮ
１. １. ４. １３　 柴油挂桨机船———系指柴油机按照在船尾甲板

上ꎬ采用传动系统和螺旋桨连接作为推进装置的船舶ꎬ其柴油机和

传动系统为非整体式ꎮ
１. １. ４. １４　 乘客———系指除下列人员以外的每一个人:船长、

船员和在船上以任何职业从事或参与该船业务的其他人员ꎻ或一

周岁以下的儿童ꎮ

１. １. ５　 解释

１. １. ５. １　 本规则由本局负责解释ꎮ

第 ２ 节　 航 区 分 级

１. ２. １　 一般要求

１. ２. １. １　 青海湖的航区级别根据航行水域的水文和气象条

件ꎬ划分为 Ｈ１ 和 Ｈ２ 高低两个级别ꎮ
１. ２. １. ２　 Ｈ２ 级航区船舶不得在 Ｈ１ 级航区内航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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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１. ３　 本节航区级别划分未考虑局部地区出现的极端或

恶劣天气的影响ꎬ船长应注意航行水域的水文和气象变化ꎬ谨慎

驾驶ꎮ

１. ２. ２　 青海湖的航区级别

１. ２. ２. １　 距离青海湖二郎剑东西码头(二郎剑东码头:北纬

３６°３５′１３. ３７″ꎬ东经 １００°３０′０. ２８″ꎻ二郎剑西码头:北纬 ３６°３８′５７. ３７″ꎬ
东经 １００°２８′５４. １２″)、鸟岛码头(北纬:３６°５８′３１. ６９″ꎬ东经 ９９°５４′
７. ０７″)、仙女湾码头(北纬 ３７°１１′６. ０７″ꎬ东经 １００°７′５. ４５″)、渔场码头

(北纬３６°３３′２３. ８５″ꎬ东经１００°３８′５２. ５６″)等５ 处码头１０ｋｍ 半径之内

的水域以及海晏湾封闭水域为Ｈ２ 级航区(图１. ２. ２. １)ꎻ青海湖其他

水域为 Ｈ１ 级航区ꎮ

图 １. ２. ２. １　 青海湖 Ｈ２ 级航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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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检验、发证和营运要求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２. １. １　 一般要求

２. １. １. １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本规则的要求向有关船

舶检验机构申请船舶检验ꎬ并提供必要的检验条件ꎮ
２. １. １. ２　 本规则适用的船舶ꎬ应按本章的规定进行检验ꎬ检

验合格后ꎬ由船舶检验机构签发或签署相应的青海湖船舶检验

证书ꎮ

２. １. ２　 船舶检验种类

２. １. ２. １　 船舶检验种类分为:
(１)建造检验———在船舶新建投入营运以及第一次对船舶签

发证书之前ꎬ或船舶重大改建ꎬ对船舶签发新证书之前ꎬ对与某一

特定证书有关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次完整检验ꎬ以保证这些项目满

足有关要求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年度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总体检

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３)中间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检验ꎬ

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４)换证检验———在船舶证书到期之前ꎬ对与特定证书有关

的指定项目进行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

的营运业务ꎬ并签发一份新证书ꎮ
(５)船底外部检查———对船舶水下部分和有关项目进行检

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６)临时检验———在本章 ２. ３. ６. １ 所述情况下ꎬ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全面的或部分的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

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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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试航检验———在船舶试航前的检验ꎬ确认其处于良好状

态ꎬ适合于船舶预期的试航ꎮ
(８)特别定期检验———对老旧运输船舶ꎬ按其船舶种类达到

规定的船龄之日起ꎬ对与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

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ꎬ并颁发一份新证书ꎮ

２. １. ３　 检验间隔期

２. １. ３.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营运船舶在同一个检验周期内的年

度检验、中间检验和换证检验的检验间隔期限见表 ２. １. ３. １ꎮ
表 ２. １. ３. １

检　 验　 种　 类 间隔期限(年)

换证检验 ４

中间检验 ２

年度检验 １

　 　 注:对船龄超过 １０ 年的船舶ꎬ船舶检验机构可根据船舶具体技术状况适当缩短检

验间隔期ꎮ

２. １. ３. ２　 对冰封期上排的船舶ꎬ其年度检验每周年进行一

次ꎬ执行年度检验时可以采取“两次检验制”ꎬ即冰封期作船体结

构(包括水下部分的外板)及设备的检查ꎬ并了解拆检修理情况ꎬ
解冻后进行第二次检查ꎬ主要检查船舶设备的安装并进行效用试

验ꎻ其中间检验间隔期应按表 ２. １. ３. １ 的规定执行ꎬ执行检验时ꎬ
按中间检验项目可以采用上述“两次检验制”进行检验ꎻ其换证检

验间隔期应按表 ２. １. ３. １ 的规定执行ꎮ

第 ２ 节　 建 造 检 验

２.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２. １. １　 船舶的建造应按经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图纸进行ꎮ
２. ２. １. ２　 制造厂应建立适当的质量保证体系ꎬ以保证船舶和

产品的建造质量ꎮ 制造厂还应提供其供方名单及其一般性文件资

料(如制造厂简介及质量管理体系资料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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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 ３　 为船舶提供重要的测量、试验服务的公司ꎬ且其测

量、试验的结果将作为检验依据时ꎬ该服务的公司应经船舶检验机

构认可ꎻ否则ꎬ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应在验船师监督下进行ꎮ

２. ２. ２　 开工前评估与检查

２. ２. ２. １　 船舶开工前ꎬ船舶检验机构应对船厂的能力和质量

保证体系进行评估ꎬ并进行开工前检查ꎮ
２. ２. ２. ２　 验船师应审查或确认船舶检验、试验项目表及工艺

性文件ꎬ如焊接工艺、焊接规格表、无损检测图、纤维增强塑料船制

造工艺(如需要时)、机械安装工艺(轴系合理校中除外)、倾斜试

验大纲、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等ꎮ
２. ２. ２. ３　 船舶开工前应按本规则附录 １ 的图纸资料一式 ３

份(根据需要可适当增加份数)提交船舶检验机构进行审查ꎬ经批

准后方可施工ꎮ 船舶检验机构可根据船舶的具体情况要求增加或

减少送审的图纸资料ꎮ
２. ２. ２. ４　 验船师确认本规则要求的重要用途的材料、设备和

装置ꎬ符合批准图纸、计算书和其他技术文件的规定ꎬ且持有船用

产品证书或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对本规则所提及的船体结构用

钢、船舶设备及装置(包括轮机、电气、救生、无线电、航行、信号、
环保)等产品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时ꎬ其认可的内容、方式由船

舶检验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ꎬ认可的记录、结果由验船人员在检

验报告中记载和说明ꎮ
２. ２. ２. ５　 验船师应按已批准的图纸资料进行核查ꎬ并对审图

批准的条件和限制(审图意见书和回复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

确认ꎮ
２. ２. ２. ６　 对纤维增强塑料船舶ꎬ开工前应查阅树脂、添加剂、

玻璃布、玻璃毡的质量合格证件ꎬ并核对实物ꎮ

２. ２. ３　 检验

２. ２. ３. １　 船舶建造检验应按照本规则附录 ２ 的要求进行ꎮ
７



２. ２. ３. ２　 船舶建造完工后ꎬ船厂应向船舶检验机构和船舶所

有人提交该船的船厂质量证明书ꎮ

２. ２. ４　 批量船的检验

２. ２. ４. １　 同一审批图纸、同一工艺规程、同一生产条件、同一

造船厂建造的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多艘纤维增强塑料船可申请批量

检验ꎮ
２. ２. ４. ２ 　 船长小于等于 １０ｍ 的船舶批量检验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对批量生产的首制船除按正常单个船舶检验程序进行检

验外ꎬ建造厂尚应根据送审工艺规程每批(不超过 １０ 艘为一批)
糊制一块试板进行工艺认可试验ꎮ

(２)试验的要求如下:
①工艺试验试板通常应为代表船壳的平板ꎮ 必要时ꎬ验船师

可对重要的船体构件要求制作模拟构件作为试件ꎮ
②试件的尺寸应能切制出足够数量的试样ꎬ供进行抗拉、抗弯

和冲击等力学性能试验ꎬ同时作密度、固化度和树脂含量等项目的

测量ꎮ
③力学性能的试样允许不除去防水层进行试验ꎮ
(３)试验及评定标准:
①试板不得有明显的不合格缺陷存在(如大气泡、固化不良

等)ꎻ
②力学性能试验结果应满足本规则的有关要求ꎻ其他各项试

验和测定均应按国家标准进行ꎮ
③测定结果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备查ꎮ
(４)对每批次的除首制船外的其他船舶的检验ꎬ船舶检验机

构可审查制造厂自检结论或抽查检验项目ꎮ
２. ２. ４. ３　 船长大于 １０ｍ 但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批量检验应满足

下列要求:
(１)按本规则 ２. ２. ４. ２(１)、(２)、(３)的要求进行检验ꎬ但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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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５ 艘为 １ 批)应糊制一块试板进行工艺认可试验ꎮ
(２)对每批次的除首制船外的其他船舶的检验ꎬ船舶检验机

构应抽查检验项目(包括系泊试验项目)ꎬ并参加航行试验ꎮ

第 ３ 节　 定 期 检 验

２. ３. １　 年度检验

２. ３. １. １　 年度检验时船舶应处于空载状态ꎮ
２. ３. １. ２　 年度检验应在年度检验到期日前后一个月内进行ꎮ
２. ３. １. ３　 年度检验应按照本规则附录 ３ 中 ３. １ 的要求进行ꎮ

２. ３. ２　 中间检验

２. ３. ２. １　 中间检验时船舶应处于空载状态ꎮ
２. ３. ２. ２　 中间检验应在中间检验到期日前后一个月内进行ꎬ

该中间检验替代 １ 次年度检验ꎬ并于年度检验到期日前进行ꎮ
２. ３. ２. ３　 中间检验应按照本规则附录 ３ 中 ３. ２ 的要求进行ꎮ

２. ３. ３　 换证检验

２. ３. ３. １　 换证检验时ꎬ船舶应处于空载状态ꎮ
２. ３. ３. ２　 换证检验可在到期之日前开始ꎬ但应不超过 １２ 个

月ꎬ如换证检验在到期之日 １ 个月前完成ꎬ则新的换证检验日期将

自此次检验完成之日算起ꎬ其他情况则按原检验到期之日算起ꎮ
２. ３. ３. ３　 换证检验应按照本规则附录 ３ 中 ３. ３ 的要求进行ꎮ

２. ３. ４　 船底外部检查

２. ３. ４. １　 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对钢质船舶可免除第一次换

证检验期内(包括第一次换证检验时)的船底外部检查ꎮ
２. ３. ４. ２　 船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可在坞内或排上进行ꎬ

高速船的检查应每年进行 １ 次ꎬ非高速船的检查应每 ２ 年进行一

次ꎬ并应在检验到期日前完成ꎮ
２. ３. ４. ３　 对船舶水下部分的外板及有关项目进行检验ꎬ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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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３. ４. ４　 船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可以结合年度检验或

中间检验或换证检验进行ꎮ

２. ３. ５　 螺旋桨轴与尾管轴检验

２. ３. ５. １　 检验间隔期:
(１)用键安装螺旋桨的轴和轴上装有连续铜套或装有认可油

封装置或由船用认可的耐腐蚀材料制造ꎬ如键槽符合本规则时ꎬ轴
的检验间隔期为 ４ 年ꎻ

(２)用无键安装螺旋桨的轴ꎬ如装有认可的油封装置或由船

用认可的耐腐蚀材料制造ꎬ轴的检验间隔期为 ４ 年ꎻ
(３)在轴的后端为整体连接法兰的轴ꎬ如装有认可的油封装

置或由船用认可的耐腐蚀材料制造ꎬ轴的检验间隔期为 ４ 年ꎻ
(４)不属于本节 ２. ３. ５. １(１)至 ２. ３. ５. １(３)规定的其他螺旋

桨轴的检验间隔期为 ２ 年ꎻ
(５)侧向推进器和轴的检验间隔期应不超过 ４ 年ꎻ
(６)采用认可形式的喷水推进装置作为主推进装置使用时ꎬ

其检验间隔期应不超过 ４ 年ꎮ
２. ３. ５. ２　 螺旋桨轴与尾管轴检验可以结合中间检验或换证

检验进行ꎮ

２. ３. ６　 临时检验

２. ３. ６. １　 船舶在下列情况下ꎬ应申请临时检验:
(１)因发生事故ꎬ影响船舶适航性能ꎻ
(２)改变证书所限定的航区或者用途ꎻ
(３)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证书失效时间不超过一个换证

周期ꎻ
(４)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者改装ꎬ但重大改建除外ꎻ
(５)变更船舶检验机构ꎻ
(６)变更船名、船籍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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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影响航行和环境安全ꎬ海事管理机构

责成检验的ꎮ

２. ３. ７　 试航检验

２. ３. ７. １　 船舶检验机构在签发试航检验证书前ꎬ应按相关技

术要求进行检验ꎬ并确认船舶试航状态符合实施船舶图纸审查、建
造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船舶配载及稳性状态ꎮ

２. ３. ８　 特别定期检验

２. ３. ８. １　 在船龄即将达到«河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附
录 １ 要求实施特别定期检验的船舶ꎬ在达到之前的年度检验或换

证检验完成后ꎬ应在适航证书上加注“特别定期检验”ꎬ在加注“特
别定期检验”之日起ꎬ应每年进行一次特别定期检验ꎮ

２. ３. ８. ２　 特别定期检验的检验项目与换证检验项目相同ꎮ

第 ４ 节　 证　 　 书

２. ４. １　 证书

２. ４. １. １　 船舶经建造检验、换证检验和特别定期检验合格

后ꎬ应签发青海湖船舶检验证书ꎮ 临时检验合格后ꎬ如有必要ꎬ也
应签发青海湖船舶检验证书ꎮ

２. ４. １. ２　 船舶经年度检验、中间检验、船底外部检查合格后ꎬ
应在青海湖船舶检验证书上签署ꎮ 临时检验合格后ꎬ如适用ꎬ应在

青海湖船舶检验证书上作签署ꎮ
２. ４. １. ３　 船舶经试航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试航检验证书ꎮ
２. ４. １. ４　 船舶的吨位证书、乘客定额证书在正常情况下为长

期有效ꎮ

第 ５ 节　 高速船的营运要求

２. ５. １　 一般要求

２. ５. １. １　 航行于青海湖的高速船ꎬ除应备有青海湖船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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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外ꎬ还应备有包括“高速船操作手册”、“高速船航线操纵手

册”和“高速船维修手册”等内容的技术文件ꎮ

２. ５. ２　 船舶文件

２. ５. ２. １　 高速船操作手册ꎬ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１)船舶的主要要素ꎻ
(２)船舶及其设备情况的简要说明ꎻ
(３)核查浮力舱完整性的程序ꎻ
(４)装载程序和限制ꎬ包括最大营运重量、重心位置和载荷

分配ꎻ
(５)在破损情况下控制下列因素的应急措施和程序:
①船舶倾斜ꎻ
②进一步浸水ꎻ
③乘客登乘位置保持正值干舷ꎻ
④保持组织撤离用的基本应急设备易于达到和可操作ꎻ
(６)机器系统的说明和操作ꎻ
(７)方向控制系统的说明和操作ꎻ
(８)遥控与报警系统的说明和操作ꎻ
(９)电气设备的说明和操作ꎻ
(１０)探火与灭火设备的说明和操作ꎻ
(１１)结构防火布置图ꎻ
(１２)无线电通信设备与航行设备的说明和操作ꎻ
(１３)指示危急情况或危及安全的故障报警方式与应采取的

对策(包括对船舶与机器操作方面的善后限制)ꎮ
２. ５. ２. ２　 高速船航线操纵手册ꎬ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１)运行限制ꎬ包括最坏预期情况ꎬ如风级、浪高、高速回转时

速度与回转舵角等ꎻ
(２)在(１)限制推进下的船舶操纵程序ꎻ
(３)允许的各种装载情况及其重量、重心数据和稳性要素ꎻ
(４)在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中ꎬ用于救援的应变计划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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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获得气象资料的措施ꎻ
(６)指定“基地港”ꎻ
(７)指定作出取消或延迟航班决定的责任人员ꎻ
(８)规定船员编制、职责和资格ꎻ
(９)对船员工作时间的限制ꎻ
(１０)起点港与终点港的安全措施ꎻ
(１１)有关航线的交通管制和限制ꎻ
(１２)船舶与岸台、基地港电台、应急服务站和其他船舶之间

的通信联系ꎬ包括使用的电台频率和守听值班ꎻ
(１３)紧急情况下弃船的撤离程序ꎮ
２. ５. ２. ３　 高速船维修手册ꎬ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１)船舶安全运行所要求的所有船舶结构、机器装置和所有

安装的设备与系统的详细说明和示图ꎻ
(２)保养要求的所有充注液体和结构材料的规格和数量ꎻ
(３)结构或主机部件损耗限制ꎬ包括要求按日期或运行时间

换新的部件的寿命ꎻ
(４)有关主辅机械、传动装置、推进装置、垫升装置和弹性结

构件的详细拆装程序ꎬ包括应采取的任何安全预防措施或要求的

专用设备ꎻ
(５)机器或系统部件更换后或故障诊断时应遵循的试验

程序ꎻ
(６)船舶起吊或进坞程序ꎬ包括重量或状态的限制ꎻ
(７)当船舶可能需拆卸运输时ꎬ应提供有关拆卸、运输和装配

的说明ꎻ
(８)检修计划表ꎬ无论是包括在维修手册还是单独编制ꎬ应详

细说明为保持船舶及其机器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操作所要求的定期

维护操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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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船　 　 体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３. １. １　 一般要求

３. １. １. １　 本章适用于以钢质、铝合金和纤维增强塑料为船体

材料的船舶ꎬ包括高速船ꎮ
３. １. １. ２　 舾装设备应符合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

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５ 章对 Ａ 级航区的

规定ꎮ
３. １. １. ３　 船体结构用钢、铝合金和纤维增强塑料应符合

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的规定ꎮ

第 ２ 节　 高速船的船体结构

３. ２. １　 一般要求

３. ２. １. １　 建造纤维增强塑料船的工厂需经船舶检验机构评

估ꎮ 建造厂应对建造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控制ꎮ
３. ２. １. ２　 除本节规定外ꎬ高速船的船体结构应满足本局按规

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第 ４ 章的规定ꎻ其中ꎬ在进行结构强度计算时ꎬ

有义波高 Ｈ１ / ３取为:
(１)Ｈ１ 级航区:Ｈ１ / ３ ＝ ３. ０ｍꎻ
(２)Ｈ２ 级航区:Ｈ１ / ３ ＝ ２. ０ｍꎮ
露天甲板计算压力的航区系数取为:
(１)Ｈ１ 级航区:Ｃ ＝ ６. １ꎻ
(２)Ｈ２ 级航区:Ｃ ＝ ４. ６ꎮ
非露天甲板计算压力的航区系数 Ｃ ＝ ４. ６ꎮ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计算压力的航区系数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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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１ 级航区:Ｃ ＝ ０. ０４１ꎻ
(２)Ｈ２ 级航区:Ｃ ＝ ０. ０３５ꎮ

第 ３ 节　 常规船的船体结构

３. ３. １　 一般要求

３. ３. １. １　 本节适用于除高速船以外的其他船舶ꎮ
３. ３. １. ２　 船舶的主船体应采用钢质和纤维增强塑料ꎬ上层建

筑 /甲板室可采用钢质、铝合金和纤维增强塑料ꎮ
３. ３. １. ３　 对于主船体为钢质、上层建筑 /甲板室为铝合金的

混合船体结构船舶ꎬ铝合金上层建筑 /甲板室围壁与钢质主船体之

间ꎬ应采用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铝 －钢过渡接头连接ꎮ

３. ３. ２　 钢质船(含铝合金船)的船体结构

３. ３. ２. １　 钢质船的主尺度比应符合下述规定:

Ｌ / Ｄ≤１５. ５ꎬＢ / Ｄ≤３. ５

３. ３. ２. ２　 钢质船舶的结构布置、通风管、空气管、排水孔、排
水舷口、舷窗、舷门等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

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１ 篇第 １ 章对 Ａ 级航区的规定ꎮ
焊缝设计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质

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７ 篇第 ３ 章的规定ꎮ
３. ３. ２. ３　 钢质船舶的船体结构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

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１ 篇第 ２ 章对 Ａ
级航区的规定ꎬ双体船的船体结构尚应满足第 ９ 章的规定ꎮ

３. ３. ２. ４　 在进行结构强度计算时ꎬ计算半波高 ｒ 按下述规定

选取:
(１)Ｈ１ 级航区:ｒ ＝ ２. ０ｍꎻ
(２)Ｈ２ 级航区:ｒ ＝ １. ２５ｍꎮ
３. ３. ２. ５　 在进行露天甲板结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结构

的计算时ꎬ计算载荷的相当水柱高度 ｈ 应按表 ３. ３. ２. ５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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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２. ５

甲　 板　 位　 置 相当水柱高度 ｈ(ｍ)

露天强力甲板 ｈ ＝ ０. ０２５Ｌ ＋ ０. ４５

首垂线 ０. １５Ｌ 以前的露天甲板和艏楼甲板 ｈ ＝ ０. ０３Ｌ ＋ ０. ５４

旅客甲板 ｈ ＝ ０. ４５

船员甲板 ｈ ＝ ０. ３５

顶篷甲板 ｈ ＝ ０. ４５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前端壁 ｈ ＝ ０. ０５Ｌ ＋ ０. ８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后端壁 ｈ ＝ ０. ０２５Ｌ ＋ ０. ４

　 　 注:Ｌ———船长ꎬｍꎮ

３. ３. ２. ６　 船中部船底板的厚度 ｔꎬ除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

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１ 篇第 ２ 章

的相关要求外ꎬ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ｋ(ａＬ ＋ βｓ ＋ γ)　 　 ｍｍ

式中:α、β、γ———系数ꎬ按骨架型式由表 ３. ３. ２. ６ 选取ꎻ
Ｌ———船长ꎬｍꎻ
ｓ———肋距或纵骨间距ꎬｍꎻ
ｋ———系数ꎬ按下式计算:

ｋ ＝ １. ７ － ０. ０１Ｌ
表 ３. ３. ２. ６

骨 架 型 式 α β γ

纵骨架式 ０. ０６６ ４. ５ － ０. ８

横骨架式 ０. ０７６ ４. ５ － ０. ４

　 　 ３. ３. ２. ７　 船中部强力甲板的厚度 ｔꎬ除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

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１ 篇第 ２
章的相关要求外ꎬ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４. １６ ＋ ０. ０２２Ｌ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３. ３. ２. ８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围壁、甲板、顶板的板厚 ｔꎬ应
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ꎬ且不小于 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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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５. １ｓ ｈ　 　 ｍｍ
式中:ｓ———扶强材间距ꎬｍꎻ

ｈ———计算水柱高度ꎬｍꎬ按本节 ３. ３. ２. ５ 确定ꎮ
３. ３. ２. ９　 上层建筑 /甲板室围壁、甲板、顶板骨材模数 Ｗꎬ应

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６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骨材间距ꎬｍꎻ
ｌ———骨材跨距ꎬｍꎻ
ｈ———计算水柱高度ꎬｍꎬ按本节 ３. ３. ２. ５ 确定ꎮ
３. ３. ２. １０　 钢质船的结构防腐应符合下述规定:
(１)所有钢质船舶均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船体结构的过分

腐蚀ꎮ
(２)以船体外板为界面的湖水压载舱ꎬ应涂以环氧树脂或其

他等效的防腐蚀涂料ꎮ
(３)结构表面在涂刷涂料之前ꎬ应按涂料制造厂的工艺要求

进行表面处理ꎬ并达到相应的清洁度要求ꎮ 涂层的层数和总的干

膜厚度应符合设计的要求ꎮ
(４)防腐底漆的成分应不影响以后的焊缝质量ꎬ也不至于在

以后的焊接工作中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ꎬ并应与以后使用的防腐

蚀油漆或涂料相适应ꎮ
(５)舷侧外板ꎬ特别是轻、重载重水线之间的舷侧外板ꎬ以及

露天甲板和舱口盖ꎬ均应提供适当的防腐措施ꎮ
(６)外板若采用牺牲阳极保护时ꎬ应提交阳极布置图及相关

技术要求ꎮ
(７)在两种不同金属连接处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防电化腐蚀ꎮ
(８)对于拟用水下检验代替坞内检验的船舶ꎬ船体水线以下

部分应采用高效防腐蚀涂料ꎬ该涂料的细则应提交备查ꎮ

３. ３. ３　 纤维增强塑料船的船体结构

３. ３. ３. １　 纤维增强塑料船的船体结构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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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纤维增强塑料船建造规范»对遮蔽

航区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４ 节　 冰封期结构加强补充规定

３. ４. １　 一般要求

３. ４. １. １　 本节适用于在湖面冰封期期间仍在湖上停泊的

船舶ꎮ
３. ４. １. ２　 纤维增强塑料船在湖面冰封期期间不得在湖上停

泊ꎬ如需停泊其结构应特别考虑ꎮ

３. ４. ２　 结构加强

３. ４. ２. １　 舷侧结构建议采用交替肋骨制的横骨架式或纵骨

架式ꎬ且当型深大于 １. ２ｍ 时ꎬ应在舷侧空载水线与满载水线之间

设置一道尺寸不小于强肋骨的舷侧纵桁ꎮ
３. ４. ２. ２　 自满载水线上 ２５０ｍｍ 至空载水线下 ３００ｍｍ 范围

内的舷侧外板(含首尾封板)ꎬ其厚度 ｔ 除满足本章规定外还应不

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Ｋ ａ

１ ＋ ０. ４ ａ
ｂ

　 　 ｍｍ

式中:ａ———舷侧板格的短边长度ꎬｍꎻ
ｂ———舷侧板格的长边长度ꎬｍꎻ
Ｋ———系数ꎬ对于钢质材料取 Ｋ ＝ １５. ７ꎬ对于铝合金材料取:

Ｋ ＝ １５. ７ Ｋａꎻ

其中:Ｋａ———材料换算系数ꎬＫａ ＝ ２３５
Ｒｐ０. ２

ꎻ

Ｒｐ０. ２———铝合金材料在退火状态下的 ０. ２％ 规定非比例伸长

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ꎬ但应不大于 ６６％的材料抗拉极限值ꎮ
３. ４. ２. ３　 强肋骨或主肋骨(含首尾封板桁材或扶强材)的剖

面模数ꎬ除满足本章规定外ꎬ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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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 Ｋ ｓ( ｌ － ｄ) ２ｄ２

ｌ３
　 　 ｃｍ３

式中:ｓ———强肋骨间距ꎬｍꎻ
ｄ———空载吃水ꎬｍꎻ当 ｄ < ０. ５ｍ 时ꎬ取 ｄ ＝ ０. ５ｍꎻ
ｌ———强肋骨跨距ꎬｍꎻ当 ｌ < １ｍ 时ꎬ取 ｌ ＝ １ｍꎻ
Ｋ———系数ꎬ对于钢质材料取 Ｋ ＝ ９８４ꎬ对于铝合金材料取 Ｋ ＝

９８４Ｋａꎻ
Ｋａ———材料换算系数ꎬ同本节 ３. ４. ２.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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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轮　 　 机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一般要求

４. １. １. １　 除舷外挂机船外ꎬ座舱机船应设置双主推进

装置ꎮ
４. １. １. ２　 除舷外挂机外ꎬ其他的主、辅机应使用轻质柴油作

为燃料ꎮ
４. １. １. ３　 Ｈ１ 级航区船舶的机器处所与驾驶室之间应设有可

靠的通信设施ꎮ
４. １. １. ４　 除上述要求外ꎬ船舶尚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２ 章第 ２ 节ꎬ以及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

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２ 篇第 １ 章第 １ 节和第

２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４. １. ２　 瘫船起动

４. １. ２. １　 Ｈ１ 级航区船舶应满足本节 ４. １. ２. ３ 和 ４. １. ２. ４ 的

要求ꎮ
４. １. ２. ２　 “瘫船”状态是指主推进装置、锅炉和辅机已停止

运行ꎬ且在恢复推进的过程中ꎬ假定已没有储能可用于起动和运行

推进装置、主发电机和其他必需的辅助设备的一种状态ꎮ
４. １. ２. ３　 船舶机械设备的配置ꎬ应能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

下ꎬ在全船失电后 ３０ｍｉｎ 内ꎬ只通过船上可用的设备使其从“瘫
船”状态恢复至推进状态ꎮ

４. １. ２. ４　 如使用压缩空气作为瘫船起动能源ꎬ则空压机

的驱动应为手动启动的柴油机ꎮ 如瘫船起动需用到蓄电池ꎬ则
应设置专用的瘫船起动蓄电池组ꎮ 该蓄电池组不得用于其他

用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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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节　 泵 和 管 系

４. ２. １　 一般要求

４. ２. １. １　 除满足本节 ４. ２. ２ 的要求外ꎬ泵和管系尚应满足本

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

范»第 ２ 篇相关要求ꎮ
４. ２. １. ２　 海底阀应为钢质、青铜或其他经认可的延性材料ꎮ

普通铸铁或类似材料不能采用ꎮ

４. ２. ２　 金属管的壁厚

４. ２. ２. １　 受内压的钢管ꎬ其最小壁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δ ＝ δ０ ＋ ｃ ＋ ｂ　 　 ｍｍ

式中:δ０———基本计算壁厚ꎬｍｍꎬ见本节 ４. ２. ２. ２ꎻ
ｂ———弯曲附加余量ꎬｍｍꎮ 对于仅受内压的管子ꎬｂ 值应按

照管子弯曲处的计算应力不超过许用应力的方法选

取ꎻ当 ｂ 值不能准确确定时ꎬ其应按本节 ４. ２. ２. ３ 的

规定选取ꎻ
ｃ———腐蚀余量ꎬｍｍꎬ由表 ４. ２. ２. １ 查得ꎮ

表 ４. ２. ２. １

管 系 用 途 ｃ(ｍｍ) 管 系 用 途 ｃ(ｍｍ)

饱和蒸汽管系 ０. ８ 燃油管系 １. ０

压缩空气管系 １. ０ 冷藏装置制冷剂管系 ０. ３

液压油管系 ０. ３ 清水管系 ０. ８

滑油管系 ０. ３ 海水管系 ３. ０

　 　 ４. ２. ２. ２　 钢管基本计算壁厚 δ０ 应按下式计算:

δ０ ＝ ｐＤ
２[σ]ｅ ＋ ｐ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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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设计压力ꎬＭＰａꎻ
Ｄ———钢管外径ꎬｍｍꎻ

[σ]———钢管许用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ꎬ见本节 ４. ２. ２. ４ 的规定ꎻ
ｅ———焊接有效系数ꎬ对无缝钢管、电阻焊钢管和高频焊钢管

应取 １ꎬ其他方法制造的管子ꎬｅ 值另行考虑ꎮ
４. ２. ２. ３　 弯曲附加余量 ｂ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ｂ ＝ ０. ４ Ｄ
Ｒ δ０ 　 　 ｍｍ

式中:Ｒ———平均弯曲半径ꎬ通常 Ｒ 不小于 ３Ｄꎻ
Ｄ———钢管外径ꎬｍｍꎻ
δ０———基本计算壁厚ꎬｍｍꎬ见本节 ４. ２. ２. ２ 的规定ꎻ
４. ２. ２. ４　 钢管许用应力[σ]应不大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

之值的最小值:

[σ] ＝
Ｒｍ

２. ７　 　 Ｎ / ｍｍ２

[σ] ＝
ＲＴ

ｅＨ

１. ６　 　 Ｎ / ｍｍ２

[σ] ＝
ＲＴ

Ｄ

１. ６　 　 Ｎ / ｍｍ２

式中:Ｒｍ———材料在常温下的抗拉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ꎻ
ＲＴ

ｅＨ———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或 ０. ２％ 的规定非比

例延伸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ꎻ
ＲＴ

Ｄ———材料在设计温度下 １０００００ｈ 内产生破断的平均应力ꎬ
Ｎ / ｍｍ２ꎮ

Ｒｍ、ＲＴ
ｅＨ、ＲＴ

Ｄ 的取值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

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２. ２. ５　 当本节 ４. ２. ２. １ 所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最小壁厚小

于表 ４. ２. ２. ５ 所列的数值时ꎬ则应采用表列相应的标准管的最小

公称壁厚ꎮ
２２



表 ４. ２. ２. ５

外径 Ｄ
(ｍｍ)

最小公称壁厚 ｔ
(ｍｍ)

与船体结构有关的舱柜的

空气管、溢流管和测量管

(ｍｍ)

１０. ２ ~ １２ １. ６ —

１３. ２ ~ １７. ２ １. ８ —

２０. ０ ~ ４４. ５ ２. ０ ４. ５

４８. ３ ~ ６３. ５ ２. ３ ４. ５

７０. ０ ~ ８２. ５ ２. ６ ４. ５

８８. ９ ~ １０８ ２. ９ ４. ５

１１４. ３ ~ １２７ ３. ２ ４. ５

１３３ ~ １３９. ７ ３. ６ ４. ５

１５２. ４ ~ １６８. ３ ４. ０ ４. ５

１７７. ８ ４. ５ ５. ０

　 　 注:①具有有效防蚀措施的管子ꎬ其最小壁厚可以适当减薄ꎬ但减薄量最多不得超

过 １ｍｍꎻ
②螺纹管的壁厚ꎬ应量到螺纹根部ꎻ
③本表为钢管和铝管的最小公称壁厚ꎮ

４. ２. ２. ６ 　 若采用其他材质管系时ꎬ应取得船舶检验机构

同意ꎮ

第 ３ 节　 船 舶 管 系

４. ３. １　 一般要求

４. ３. １. １　 对船长大于等于 １５ｍ 的无人值班机舱ꎬ应设置舱

底水高水位报警装置ꎮ
４. ３. １. ２　 除满足本节 ４. ３. ２ 要求外ꎬ船舶管系和舱室通风系

统尚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

船舶建造规范»第 ２ 篇的相关要求ꎮ

４. ３. ２　 舱底泵

４. ３. ２. １　 船舶舱底泵的配置ꎬ应符合表 ４. ３. ２. １ 的规定ꎮ
３２



表 ４. ３. ２. １

船舶类型 舱底泵台数 驱动泵的方式 备　 　 注

Ｌ≥２０ｍ ２ 动力驱动 １ 台可为机带泵或潜水泵

１５≤Ｌ < ２０ｍ １ 动力驱动 可为机带泵或潜水泵

　 　 注:①对于双体船ꎬ每片船体应设置一台舱底泵ꎻ
②如舱底泵为机带泵时ꎬ应有与主机离合的装置和其他等效措施ꎮ

４. ３. ２. ２　 船长小于 １５ｍ 的船舶ꎬ应在机舱设置足够数量的

水桶以确保能及时排出舱底水ꎮ

第 ４ 节　 动 力 管 系

４. ４. １　 一般要求

４. ４. １. １　 动力管系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

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２ 篇相关要求ꎮ

第 ５ 节　 机 器 设 备

４. ５. １　 一般要求

４. ５. １. １　 机器设备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

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２ 篇相关要求ꎮ

４. ５. ２　 汽油舷外挂机的特殊要求

４. ５. ２. １　 舷外挂机应用贯穿螺栓或等效设施牢固地固定在

船的尾封板上ꎮ
４. ５. ２. ２　 安装舷外挂机的尾阱应有足够多的尺寸ꎬ以满足舷

外挂桨机各运转工况的需要ꎮ
４. ５. ２. ３　 油管应采用耐油的橡胶管或随机标准配置的软管ꎬ

软管的两端应以双夹头固牢ꎮ
４. ５. ２. ４　 油管和电缆穿过舱壁、甲板处应有效密封ꎮ
４. ５. ２. ５　 舷外挂机应设置吸贮油盘或等效设施ꎬ防止对水域

的污染ꎮ
４. ５. ２. ６　 发动机应有应急停车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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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２. ７　 汽油舷外挂机的手提式汽油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容积应不大于 ３０Ｌꎻ
(２)油箱应采用耐蚀钢质材料或随机标准配置ꎬ厚度应不小

于 １ｍｍꎻ
(３)油箱应装有液位表、有透气阀的油箱盖、过滤网、出油管

止回阀ꎻ
(４)油箱应设有防滑箍带的快速系固装置ꎬ并应布置在避免

阳光直接照射及通风良好处ꎻ
(５)油箱充灌汽油应在岸上进行ꎮ

第 ６ 节　 轴系和推进器

４. ６. １　 一般要求

４. ６. １. １　 轴系和推进器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

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２ 篇相关要求ꎮ
４. ６. １. ２　 高速船舶轴系的回旋振动尚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

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６
章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７ 节　 舵和方向控制装置

４. ７. １　 一般要求

４. ７. １. １　 方向控制装置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

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６ 章的相关要求ꎮ
４. ７. １. ２　 舵装置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

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１ 篇第 ３ 章第 ２ 节和第 ２ 篇第

９ 章第 １ 节的相关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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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电 气 装 置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一般要求

５. １. １. １　 除本章明确规定外ꎬ船舶电气设备应满足本局按规

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第 ７ 章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２ 节　 临时应急电源

５. ２. １　 一般要求

５. ２. １. １　 除本节明确要求外ꎬ船舶临时应急电源应满足本局

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

范»第 ７ 章第 ４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５. ２. １. ２　 临时应急电源的容量应保证主电源装置失效时ꎬ足

以向所需的应急负载供电ꎮ 其供电时间:Ｈ１ 级航区船舶应大于等

于 ６ｈꎬＨ２ 级航区船舶应大于等于 ０. ５ｈꎮ

第 ３ 节　 蓄　 电　 池

５. ３. １　 蓄电池的一般要求

５. ３. １. １　 除本节明确要求外ꎬ船舶安装的蓄电池应满足本局

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

范»第 ７ 章第 ５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５. ３. １. ２　 蓄电池室、箱、柜均应通风ꎬ以避免可燃气体积聚ꎬ

其出风口在顶部ꎬ进风口在底部ꎬ并有防止水和火焰进入的措施ꎬ
出风管应通至开敞处所且无点燃源处ꎮ

５. ３. １. ３　 蓄电池组的专用舱室、箱或柜ꎬ如果蓄电池组的总

充电功率大于 ２ｋＷ 时ꎬ则应设有机械通风装置ꎮ 机械通风的电动

机的控制设备和开关应置于蓄电池室、箱或柜外的非危险处所ꎮ
６２



５. ３. １. ４　 采用机械通风装置的排气量 Ｑ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

之值:
Ｑ ＝ ０. １１Ｉｎ　 　 ｍ３ / ｈ

式中:Ｉ———产生气体期间的最大充电电流ꎬ但不小于充电设备能

够输出的最大充电电流的 ２５％ ꎬＡꎻ
ｎ———蓄电池数量ꎮ
装有阀控型蓄电池组的专用舱室、箱或柜的机械通风装置的

排气量可减少为透气型蓄电池通风装置的 ２５％ ꎮ

第 ４ 节　 船内通信及信号

５. ４. １　 通用报警

５. ４. １. １　 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船舶应设单向发信的通用报

警装置ꎬ其布置应能在全船所有起居处所、通常船员工作处所、开
敞甲板均能听到该报警信号ꎮ 通用报警装置的控制器应设在驾驶

室内ꎬ并应设有报警装置工作的指示灯ꎮ 通用报警装置的警报的

声压级至少高出正常航行情况下环境噪音的 １０ｄｂ(Ａ)ꎬ警报在触

发后ꎬ能持续工作至正常关闭或广播系统的广播时暂停ꎮ
５. ４. １. ２　 允许采用船舶扩音装置代替通用报警ꎬ但安装在噪

声较大处所(如机器处所)的扬声器应有足够的功率ꎬ必要时尚应

设有视觉信号ꎮ

５. ４. ２　 广播系统

５. ４. ２. １　 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船舶应设置一套广播系统ꎬ
该系统能够覆盖通常有人的所有区域、脱险通道、集体用救生设备

的登乘处所ꎮ

５. ４. ３　 火灾报警

５. ４. ３. １　 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的设置应符合本规则第 ７ 章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４. ３. ２　 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应由主电源和临时应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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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单独馈电线供电ꎬ当主电源失电时ꎬ应能自动转接到临时应急电

源ꎬ并发出报警ꎮ 当主电源采用蓄电池组时或探火和失火报警装

置自带供电电源ꎬ且供电电源的供电时间对 Ｈ２级航区船舶大于等

于 １ｈ、对 Ｈ１ 级航区的船舶大于等于 ６ｈ 的蓄电池时ꎬ可仅由主电

源供电ꎮ

５. ４. ４　 电气传令钟

５. ４. ４. １　 船舶上若设有主机电气传令钟ꎬ则应在船舶操纵室

和机舱设有传令钟的失电报警装置ꎮ 报警电源应取自临时应急电

源或蓄电池组ꎮ 若为主电源供电时ꎬ则不应与电传令钟共用同一

电源线路ꎮ

５. ４. ５　 电话

５. ４. ５. １　 在驾驶室和机舱之间若以电话为主要通信工具时ꎬ
则应为直通电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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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控制、报警与安全系统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６. １. １　 一般要求

６. １. １. １　 青海湖船舶的控制、报警和安全系统应满足本局按

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

范»第 ８ 章的相关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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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消　 　 防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７. １. １　 适用范围

７. １. １. １ 　 除第 ８ 节外ꎬ本章要求适用于船长大于等于 １５ｍ
的船舶ꎮ

７. １. ２　 定义

７. １. ２. １　 较大失火危险处所———系指存有易燃物质或易燃

液体ꎬ并和潜在火源(电气设备、热表面等)相互靠近而易于失火

的处所ꎬ包括机器处所等ꎬ以及直接通向上述处所的围壁通道ꎮ
７. １. ２. ２　 中等失火危险处所———系指具有一定失火危险的

处所ꎬ包括辅机处所、设有铺位的船员舱室、服务处所以及直接通

向上述处所的围壁通道ꎮ
７. １. ２. ３　 较小失火危险处所———系指无失火危险或较小失

火危险的处所ꎬ包括公共处所、空舱等以及直接通向上述处所的围

壁通道ꎮ
７. １. ２. ４　 控制站———系指船舶无线电设备、主要航行设备或

应急电源所在的处所ꎬ或火警指示器和失火控制设备集中的处所ꎮ
７. １. ２. ５　 公共处所———系指供乘客使用的酒吧、小卖部、吸

烟室、主要座位区、娱乐室、餐厅、休息室、走廊、盥洗室和其他类似

的永久性封闭处所ꎮ
７. １. ２. ６　 服务处所———系指诸如设有加热食品的ꎬ但无暴露

热表面的烹调设备的配膳室、储存舱柜、储藏室和行李间等封闭

处所ꎮ
７. １. ２. ７　 船员起居处所———系指用于船员起居的处所ꎬ包括

船员舱室、办公室、休息间等类似的处所ꎮ
７. １. ２. ８　 阻火分隔———系指符合以下要求的舱壁和甲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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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分隔:
(１)应由符合下列(２) ~ (６)要求的具有隔热或阻燃性质的

不燃或阻燃材料制成ꎻ
(２)应有适当的加强ꎻ
(３)其构造应在相应的防火时间内能防止烟和火焰通过ꎻ
(４)应在相应的防火时间内ꎬ仍具有承受载荷的能力ꎻ
(５)应具有温度特性ꎬ在相应防火时间内背火面或构芯温升

满足本章 ７. １. ３. １(２)的要求ꎻ
(６)应按照«耐火程序试验规则»对原型舱壁和甲板进行一次

试验以确保满足上述要求ꎮ
７. １. ２. ９　 不燃材料———系指某种材料加热至约 ７５０℃时ꎬ既

不燃烧ꎬ亦不发出足量的造成自燃的易燃蒸气ꎮ 这是通过«耐火试

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材料ꎬ均为“可燃材料”ꎮ
７. １. ２. １０　 阻燃材料———系指其性能能在下述方面满足可接

受的有关标准的材料:
(１)具有低播焰性ꎻ
(２)传热量应有限制ꎻ
(３)热扩散率应有限制ꎻ
(４)材料暴露于火焰中时不会散发出危害人员健康的烟雾和

有毒气体ꎮ
上述材料应根据«耐火程序试验规则»确定ꎮ
７. １. ２. １１ 　 低播焰性———系指通过«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

定ꎬ被试表面能有效地限止火焰的蔓延ꎮ
７. １. ２. １２　 烟密或能防止烟气通过———系指用不燃材料或阻

燃材料制成的分隔ꎬ能阻止烟气通过ꎮ
７. １. ２. １３　 标准耐火试验———系指将需要试验的舱壁或甲板

的试样置于试验炉内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规定的实验方

法ꎬ加温到大致相当于标准时间 ~温度曲线的一种试验ꎮ
７. １. ２. １４　 «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海

上安全委员会以第 ＭＳＣ. ６１(６７)号决议通过的«国际耐火试验程

１３



序应用规则»ꎬ包括该委员会后续通过的有关修正案ꎮ
７. １. ２. １５　 Ａ 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要求的舱壁与甲板

所组成的分隔:
(１)它们应以钢或其他等效的材料制造ꎮ
(２)它们应有适当的防挠加强ꎮ
(３)它们的构造ꎬ应在 １ｈ 的标准耐火试验至结束时能防止烟

及火焰通过ꎮ
(４)它们应用认可的不燃材料隔热ꎬ使在下列时间内ꎬ其背火

一面的平均温度ꎬ较原始温度增高不超过 １４０℃ꎬ且在任何一点包

括任何接头在内的温度较原始温度增高不超过 １８０℃:
“Ａ￣６０”级　 　 ６０ ｍｉｎ
“Ａ￣３０”级　 　 ３０ ｍｉｎ
“Ａ￣１５”级　 　 １５ ｍｉｎ
“Ａ￣０” 级　 　 　 ０ ｍｉｎ
应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对原型舱壁或甲板进行一次试验ꎬ

以保证满足上述完整性及温升的要求ꎮ 但没有绝热层的钢质舱壁

或甲板ꎬ其最小尺寸满足下列要求ꎬ且没有开口所构成的 Ａ 级分

隔ꎬ可认为满足 Ａ￣０ 级分隔的要求:
Ａ￣０ 级舱壁:钢质舱壁　 板厚 ４ｍｍ

扶强材 ６０ｍｍ ×６０ｍｍ ×５ｍｍ
扶强材间距 ６００ｍｍ
或等效结构

Ａ￣０ 级甲板:钢质甲板　 板厚 ４ｍｍ
横梁 ９５ｍｍ ×６５ｍｍ ×７ｍｍ
横梁间距 ６００ｍｍ
或等效结构

７. １. ２. １６　 Ｂ 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要求的舱壁、甲板、
天花板或衬板所组成的分隔:

(１)它们的构造应在最初 ０. ５ｈ 的标准耐火试验至结束时ꎬ能
防止火焰通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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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它们应具有这样的隔热值ꎬ使在下列时间内ꎬ其背火一面

的平均温度ꎬ较原始温度增高不超过 １４０℃ꎬ且在包括任何接头在

内的任何一点的温度ꎬ较原始温度增高不超过 ２２５℃ꎮ
“Ｂ￣１５”级　 　 １５ｍｉｎ
“Ｂ￣０” 级　 　 　 ０ｍｉｎ
(３)它们应以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ꎬ参与制造和装配的“Ｂ 级

分隔”所用的一切材料应为不燃材料ꎮ 但是ꎬ并不排除可燃镶片

的使用ꎬ如这些材料符合本章的其他要求ꎮ
(４)应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对原型分隔进行一次试验ꎬ以

保证满足上述完整性和温升的要求ꎮ
７. １. ２. １７　 Ｃ 级分隔———系指以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ꎬ它们

不需要满足有关防止烟和火焰通过以及限制温升的要求ꎮ 允许使

用可燃镶片ꎬ如这些材料符合本章的其他要求ꎮ
７. １. ２. １８　 连续 Ｂ 级天花板或衬板———系指只终止于“Ａ”级

或“Ｂ”级分隔的“Ｂ”级天花板或衬板ꎮ
７. １. ２. １９　 重要机器处所———系指设有内燃机(不包括驱动

甲板机械和应急消防泵的内燃机)、燃油锅炉等燃油设备以及燃

油装置的机器处所ꎮ
７. １. ２. ２０　 其他机器处所———系指重要机器处所以外的机器

处所ꎮ
７. １. ２. ２１　 起居处所———系指用作公用处所、居住舱室、办公

室、走廊、厕所及类似的处所ꎮ
７. １. ２. ２２　 机器处所———系指装有主机、辅机、锅炉、燃油装

置、泵、发电机、通风机、冷藏机、集中空调机等机械设备的处所ꎬ修
理间和类似处所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ꎮ

７. １. ３　 材料的标准耐火试验

７. １. ３. １ 　 阻火分隔的结构耐火试验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

规则»确定ꎬ但其判定标准应按照下列要求:
(１)至少应在一定时间内能阻挡火焰和烟雾通过ꎬ且主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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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能经受火焰焚烧而不坍塌ꎻ
(２)不同材料的主体结构ꎬ在一定时间内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钢结构ꎬ背火面平均温度较初始温度的升高应不超过

１４０℃ꎬ任何点 (包括接头) 的温度较初始温度的升高应不超

过 １８０℃ꎻ
②有隔热层的铝合金结构ꎬ其构芯温度应不高于环境温度以

上 ２００℃ꎻ
③有隔热层的纤维增强塑料结构ꎬ背火面平均温度应不超

过 １０５℃ꎮ

７. １. ４　 其他

７. １. ４. １　 船上不允许设置明火设施ꎮ
７. １. ４. ２　 Ｈ１ 级航区船舶应在易注意到的醒目之处ꎬ永久性

张贴经批准的防火控制图(含有关各项应急措施)ꎮ

第 ２ 节　 火灾的防止

７. ２. １　 燃油、滑油系统和其他易燃油类的使用限制和布置

７. ２. １. １　 燃油、滑油系统和其他易燃油类的使用限制和布置

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２ 章第 ２ 节、第 ５
篇第 ３ 章第 ２ 节的规定ꎮ

７. ２. ２　 通风的关闭和停止装置

７. ２. ２. １　 一切通风系统的主要进风口及出风口应能在通风

处所外部加以关闭ꎮ
７. ２. ２. ２　 一切动力通风系统应设有能在失火时从其所服务

的处所外面易于到达的位置将其停止的装置ꎬ此位置在其服务的

处所失火时不应被隔断ꎮ

７. ２. ３　 机器处所的特殊布置

７. ２. ３. １　 机器处所供排气通风用的天窗、门、通风筒ꎬ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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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口的数量ꎬ应减少至符合通风及船舶正常、安全运行所需的最

少数目ꎮ 重要机器处所和设有气体灭火系统保护的处所的上述所

有开口应能在该处所外部予以关闭ꎮ
７. ２. ３. ２　 主机总功率大于等于 ４４０ｋＷ 的船舶ꎬ其主机及发

电机所在的处所的燃油驳运泵、燃油装置所用的泵、滑油供应泵应

在该处所外设有控制设施ꎬ以便该处失火时能予以关停或关闭ꎮ

７. ２. ４　 可燃材料的限制使用

７. ２. ４. １　 用于外露表面使用的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材料等

应经认可ꎬ且在高温时不致产生过量的烟及毒性产物ꎬ这些材料应

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７. ２. ４. ２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内的所有舱壁及其衬

板、天花板、衬档及隔热物等均应为不燃材料ꎬ若其表面需有贴面ꎬ
则其贴面应具有低播焰性ꎮ

７. ２. ４. ３　 本节 ７. ２. ４. ２ 所规定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内用于

贴面的可燃材料ꎬ按所用厚度的面积所具有的发热值不应超过

４５ＭＪ / ｍ２ꎬ且其总体积不应超过相当于各围壁和天花板衬板合计

面积上厚 ２. ５ｍｍ 装饰板的体积ꎮ
７. ２. ４. ４　 帷幔、窗帘及悬挂的纺织品材料ꎬ以及地板覆盖物

应具有阻止火焰蔓延的性能ꎮ
７. ２. ４. ５　 低播焰性材料应经认可ꎬ且在高温时不致产生过量

的烟及毒性产物ꎬ这些材料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７. ２. ５　 甲板基层敷料

７. ２. ５. １　 起居处所、控制站、梯道及走廊内使用的甲板基层

敷料应为在高温时不易着火、不发生毒性和爆炸性危险的认可材

料ꎬ这些材料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７. ２. ６　 其他

７. ２. ６. １　 废物箱应用不燃材料制成ꎬ四周和底部应无开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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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６. ２　 具有可燃性的或遇火产生有毒气体的材料不应用

于隔热目的ꎮ
７. ２. ６. ３　 如使用电取暖器ꎬ应予固定装设ꎬ其构造应能使失

火危险减至最低程度ꎮ 禁止使用电热丝暴露的取暖器ꎮ
７. ２. ６. ４　 供服务用的电热设备ꎬ应固定安装设置ꎬ且应采取

有效的隔热设施ꎮ

第 ３ 节　 火灾的抑制

７. ３. １　 通风系统

７. ３. １. １　 通风导管应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造ꎮ
７. ３. １. ２　 通风系统管路穿过甲板时ꎬ除应满足有关甲板耐火

完整性的要求外ꎬ还应采取预防措施ꎬ以减少烟及炽热气体通过通

风管路从这一甲板层间处所至另一甲板层间处所的可能性ꎮ
７. ３. １. ３　 净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２ｍ２ 的导管ꎬ若通过 Ａ 级舱壁或

甲板时ꎬ除非通过舱壁或甲板的导管在通过舱壁或甲板处为钢质ꎬ
否则应装有钢质套管ꎮ 该套管管壁厚至少为 ３ｍｍꎬ长度至少为

９００ｍｍꎮ 当通过舱壁时ꎬ 该长度最好分成在舱壁两侧各为

４５０ｍｍꎬ导管或装在导管上的套管应加以隔热ꎬ该隔热应至少同导

管通过的舱壁或甲板具有相同的耐火完整性ꎮ
７. ３. １. ４　 机器处所的通风导管不应通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

及控制站ꎻ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等的通风导管均不应通过

机器处所ꎮ
上述导管中符合下列要求者除外:
(１)导管为钢质ꎬ如其宽度或直径为 ３００ｍｍ 及以下ꎬ所用钢

板厚度至少为 ３ｍｍꎻ如其宽度或直径为 ７６０ｍｍ 及以上ꎬ所用钢板

厚度至少为 ５ｍｍꎻ如导管宽度或直径在 ３００ｍｍ 和 ７６０ｍｍ 之间ꎬ其
所钢板厚度按内插法求得ꎻ

(２)其管系应予以适当支撑ꎻ
(３)通至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的导管ꎬ通至机器处所

的导管均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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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节　 结 构 防 火

７. ４. １　 Ｈ１ 级航区船舶的结构防火

７. ４. １. １　 要求为 Ａ 级和 Ｂ 级分隔的舱壁应由甲板延伸至甲

板ꎬ并延伸至船壳或其他限界面ꎮ 除走廊舱壁外ꎬ对要求为 Ｂ 级

分隔的舱壁ꎬ如果在舱壁两侧均设有至少与邻接舱壁具有同样耐

火性能的连续 Ｂ 级天花板或衬板ꎬ该舱壁可终止于连续的天花板

或衬板处ꎮ
７. ４. １. ２　 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最低耐火完整性应符合表

７. ４. １. ２(１)的规定ꎬ分隔相邻处所的甲板最低耐火完整性应符合

表 ７. ４. １. ２(２)的规定ꎮ
表 ７. ４. １. ２(１)

处　 　 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控制站① Ｂ￣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６０ Ａ￣３０

走廊② Ｃ Ｂ￣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１５

船员起居处所(卫生处所除外)③ Ｃ Ａ￣０ Ａ￣６０ Ａ￣１５

梯道④ Ｂ￣０ Ａ￣６０ Ａ￣１５

重要机器处所⑤ ∗ Ａ￣３０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⑥ ∗

　 　 注:注有“Ｃ”者ꎬ分隔驾驶室和海图室的舱壁可以为“Ｂ￣０”级ꎻ
注有“∗”者ꎬ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ꎬ但不要求为“Ａ”级ꎮ

表 ７. ４. １. ２(２)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控制站①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走廊②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船员起居处所(卫生处所除外)③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梯道④ Ａ￣０ Ａ￣０ Ａ￣０ ∗ — Ａ￣０

重要机器处所⑤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⑥ Ａ￣３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０ — ∗

　 　 注:注有“∗”者ꎬ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ꎬ但不要求为“Ａ”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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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相邻处所之间的耐火完整性标准ꎬ所列处所按其失

火危险程度分为①至⑥类ꎮ 每类名称只是典型举例而不是限制ꎮ
对表 ７. ４. １. ２ 的说明:
①控制站:
驾驶室和海图室ꎻ
设有应急电源和应急照明电源的处所ꎻ
设有船舶无线电设备的处所ꎻ
设有失火报警设备或失火控制及灭火设备集中的处所ꎻ
位于机器处所之外的监视室或监控室ꎮ
②走廊:
乘客及船员的走廊ꎮ
③船员起居处所:
本章 ７. １. ２. ７ 所定义的除走廊外的处所ꎮ
④梯道:
内部梯道(完全设在机器处所内者除外)以及通往上述梯道

等的环围ꎮ
⑤重要机器处所:
本章 ７. １. ２. １９ 所定义的重要机器处所ꎮ
⑥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易燃液体的贮存处所等ꎮ
其他机器处所与起居处所(卫生间、浴室除外)、走廊、梯道、

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的舱壁及甲板应为“Ａ￣０”级分隔的结构ꎮ
７. ４. １. ３　 耐火分隔上的开口和贯穿的保护

(１)“Ａ”级舱壁、“Ｂ”级舱壁以及不燃材料结构舱壁分隔上的

门应相当于该舱壁的分隔等级ꎮ Ａ 级舱壁上的门及其门框应用钢

或等效材料制成ꎬＢ 级舱壁以及不燃材料结构舱壁上的门应用不

燃材料制成ꎮ 每个门应能在每一面仅需一人即能将其开启或

关闭ꎮ
Ｂ 级防火门在满足“Ｂ”级分隔标准耐火试验的背火面温升ꎬ

不透火及完整性的要求下ꎬ可采用其他阻燃材料制成ꎬ并经认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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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燃材料结构舱壁分隔上的门ꎬ亦可采用经认可的“Ｂ”级防

火门ꎻ钢质水密门不必隔热ꎮ
(２)若电缆、管子、围壁通道、导管等和桁材、横梁或其他构件

穿过“Ａ”级分隔时ꎬ应采取措施保证分隔的耐火性不受损害ꎮ
(３)若电缆、管子、围壁通道和导管等或为装设通风端管、照

明灯具和类似装置、设施等贯穿“Ｂ”级分隔时ꎬ应采取措施保证分

隔的耐火性不受损害ꎮ
(４)穿过“Ａ”级或“Ｂ”级分隔的管子材料ꎬ应能经受该分隔所

需承受的温度ꎬ并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５)舱壁上的一切窗及舷窗应具有由钢或其他适宜材料制造

的框架ꎮ 玻璃应以金属镶边或镶角加以固定ꎻ起居处所、服务处所

及控制站内各舱壁上的一切窗ꎬ其构造应能保持其所在该型舱壁

的耐火完整性要求ꎮ

７. ４. ２　 Ｈ２ 级航区船舶的结构防火

７. ４. ２. １　 分隔

(１)较大失火危险处所和中等失火危险处所应用符合本章要

求的阻火分隔进行围闭ꎮ
(２)阻火结构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阻燃材料或认可的等效材

料ꎮ 其结构应能经受至少 ３０ｍｉｎ 耐火试验或提供使用经验表明适

用的等效性ꎮ
(３)分隔相邻处所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时间应与本章第 ６

节要求的撤离时间相协调ꎬ并满足表 ７. ４. ２. １ 的要求ꎮ 对于较大

失火危险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至少能通过 ３０ｍｉｎ 的标准耐火试

验ꎬ中等失火危险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至少能通过 １５ｍｉｎ 的标准

耐火试验ꎮ 而对于核定载客人数小于等于 １００ 人船舶ꎬ在撤离时

间足够的条件下ꎬ较大失火危险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可允许仅通过

１５ｍｉｎ 的标准耐火试验ꎮ
(４)较大和中等失火危险区域内的主要承载结构ꎬ应布置成分

布载荷ꎬ以在其暴露于火焰中时ꎬ能在适用的防火保护时间内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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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船体和上层建筑发生坍塌ꎬ同时承载结构还应符合本章 ７. １. ３. １
(２)的要求ꎮ

表 ７. ４. ２. １

处　 　 所
用作分隔的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时间(ｍｉｎ)

① ② ③ ④

较大失火危险处所①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中等失火危险处所② １５ １５ １５

较小失火危险处所③ ∗ ∗

控制站④ ∗

　 　 注:(１)∗ 除要求采用不燃或阻燃材料构成烟密分隔外ꎬ没有其他结构防火要求ꎻ
(２)除②、③、④以及水线以下区域外ꎬ①处所水线以上的环围均应满足至少

３０ｍｉｎ 的结构防火时间ꎻ同时ꎬ该环围范围应至少延伸至水线以下 ４５０ｍｍꎮ

(５)较大失火危险处所和中等失火危险处所位于轻载水线以

下与水接触的结构可不要求为阻火分隔ꎬ但应考虑到从与水接触

的无隔热结构向水面以上有隔热结构的热传递的影响ꎮ
(６)面向开敞处所的阻火分隔外部限界面的完整性要求ꎬ不

适用于玻璃隔板、窗和舷窗ꎻ同样ꎬ面向开敞处所的阻火分隔完整

性要求不适用于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部门ꎮ
(７)阻火分隔上的门及其关闭装置应具有与阻火分隔同等的

阻火能力ꎬ应能防止火焰和烟雾的穿透ꎻ钢质水密门不必隔热ꎮ 穿

过阻火分隔的管路、管隧 、控制装置、电缆亦不能破坏该阻火分隔

的防火完整性ꎬ应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进行必要的试验ꎮ
对于核定载客小于等于 １００ 人的船舶ꎬ在贯穿处仅要求用阻

燃材料进行有效的封堵ꎮ

第 ５ 节　 灭　 　 火

７. ５. １　 一般要求

７. ５. １. １　 每艘船舶应设有符合本节要求的消防泵、消防水

管、消火栓、水枪和消防水带ꎮ
７. ５. １. ２　 各种固定式灭火系统的站室或集中控制阀箱ꎬ应设

０４



在易于到达的处所ꎬ且不至于被保护处所的火灾所隔断ꎮ 站室或

设置集中控制箱的处所应具有良好的照明及通风ꎮ
７. ５. １. ３　 各种灭火管路的阀件上应设置铭牌ꎮ 阀盘上应清

晰地显示开启和关闭的方向ꎮ
７. ５. １. ４　 Ｈ１ 级航区船舶在船舶灭火设备站室或其他适当处

所ꎬ应展示固定灭火系统示意图及简要的操作说明ꎮ
７. ５. １. ５　 灭火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ꎬ并随时可以立即使用ꎮ

７. ５. ２　 船舶灭火系统

７. ５. ２. １　 Ｈ１ 级航区船舶应设有水灭火系统ꎬ且其重要机器

处所处应设置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或等效系统ꎮ
７. ５. ２. ２　 Ｈ２ 级航区船舶全船应设置有效的水灭火系统ꎮ
７. ５. ２. ３　 固定式灭火系统的灭火剂剂量计算、气瓶的存放、

施放控制、管路布置及试验要求等ꎬ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３ 章的相关规定ꎮ

７. ５. ３　 水灭火系统

７. ５. ３. １　 消防泵

(１)船舶消防泵台数和驱动方式应满足表 ７. ５. ３. １ 的规定ꎻ
(２)舱底泵或总用泵如满足消防泵的有关要求ꎬ在不影响抽

吸舱底水的能力时ꎬ允许作为消防泵使用ꎮ 总用泵作消防泵时不

得用于抽输油料ꎮ
(３)Ｈ２ 级航区船舶的每个消火栓至少应配备一根消防水带

和一支直径不必大于 １３ｍｍ 的水枪ꎻ消防栓的出口压力应不小于

０. １９ＭＰａꎮ
(４)Ｈ１ 级航区船舶的每个消火栓至少应配备一根消防水带

和一支直径不必大于 １６ｍｍ 的水枪ꎻ消防栓的出口压力应不小于

０. ２５ＭＰａꎮ
(５)Ｈ１ 级航区船舶应至少有 １ 台消防泵应能在驾驶室或机舱

出口外或消防控制站(如设有)遥控起动ꎬ以保证及时供水ꎮ
１４



(６)Ｈ１ 级航区的双体船舶ꎬ消防泵应分别布置在两个片

体内ꎮ
表 ７. ５. ３. １

航　 　 区 泵　 类　 型 数　 　 量

Ｈ１ 独立动力驱动 ２ 台(其中一台可为便携式)

Ｈ２ 机带泵 ２ 台

　 　 ７. ５. ３. ２　 消防管的布置

(１)消防泵应能至少从分设于船舶两舷的海底阀吸水ꎮ
(２)消防总管和消防水管应满足同时工作的消防泵输送所需

的最大出水量ꎻ
(３)消防水管的敷设应尽量避免通过居住舱室及潮湿处ꎮ 消

防水管的布置ꎬ应避免被损坏ꎬ并应防止可能的冻结ꎮ
(４)消防水总管和消防水管的尺寸ꎬ应足够有效地从工作的

消防泵输送所需的最大出水量ꎮ
７. ５. ３. ３　 消火栓、消防水带和水枪的配置要求应满足«内河

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３ 章的规定ꎮ

７. ５. ４　 灭火器和其他消防用品

７. ５. ４. １　 消防用品的种类、数量和布置ꎬ应至少符合表 ７. ５. ４. １
的规定ꎮ

表 ７. ５. ４. １

消防用品名称
手提式灭火器

(具)
消防水桶

(只)
砂箱

(个)
太平斧

(把)
铁钎和铁钩

(套)

配置量
每层甲板 ６
机器处所 ２

４
每层甲板

２
２ １

　 　 ７. ５. ４. ２　 在起居处所内不应布置二氧化碳灭火器ꎮ 在控制

站和其他内设船舶安全所必要的电气设备的处所ꎬ所配灭火器的

灭火剂应既不导电也不会对这些设备产生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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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节　 脱　 　 险

７. ６. １　 一般要求

７. ６. １. １　 为保证船上人员能够安全迅速撤向救生设备登乘

处ꎬ船舶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１)应提供安全的脱险通道ꎻ
(２)脱险通道内应保持畅通ꎬ禁止堆放障碍物ꎬ其地板的设置

应考虑防止人员在逃离过程中滑倒ꎻ
(３)应提供其他必要的辅助逃生设施ꎬ确保其易于到达、标志

清晰、设计能满足紧急情况需要ꎮ
７. ６. １. ２　 凡公共处所、撤离路线、出入口、救生衣、救生筏存

放ꎬ以及登乘处都应有清晰而永久性地标识ꎬ并按本局按规定程序

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内河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７ 章

的规定予以照明ꎮ
７. ６. １. ３　 Ｈ１ 级航区船舶的一切梯道应为钢质结构且永久定

位ꎻＨ２ 级航区船舶的一切梯道应至少为认可的具有足够结构性能

的不燃材料建造且永久定位ꎮ
７. ６. １. ４　 Ｈ２ 级航区船舶的设计应能使所有在船人员在各种

应急情况下不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安全撤离ꎮ 所有在应急情况下

可能使用的出入口和救生设备的位置、撤离程序的可行性ꎬ以及全

部乘客和船员撤离时所耗费的时间ꎬ都应进行验证ꎮ

７. ６. ２　 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７. ６. ２. １　 凡供乘客或船员使用的围蔽公共处所和类似的永

久性围蔽处所都应至少有两个出入口ꎬ分别设在该处所的相对两

端处ꎬ出入口处应安全易达ꎬ且有通道直达正常登船点或离船点ꎮ
７. ６. ２. ２ 　 Ｈ１ 级航区船舶出入口及梯道净宽度应大于等于

９００ｍｍꎬ如果从该梯道撤离人数超过 ９０ 人时ꎬ梯道的最小净宽度

应每增加 １ 个撤离人员而增加 １０ｍｍꎻＨ２ 级航区船舶出入口的净

宽度应大于等于 ８００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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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６. ２. ３　 出入口门应内、外均可操纵ꎬ且开闭装置应显明易

见ꎬ操作便捷ꎬ具有足够强度ꎮ
７. ６. ２. ４　 所有出入口及其开启设施都应标识ꎬ使船上乘客和

登船的救生人员都易于识别ꎮ
７. ６. ２. ５　 邻近出入口处应有供一名船员活动的足够空间ꎬ以

确保乘客迅速撤离ꎮ
７. ６. ２. ６　 船上应有足够数量的出入口ꎬ使身穿认可救生衣的

人员在应急情况(如撞船或失火)下ꎬ能容易而安全无阻地撤离

船舶ꎮ
７. ６. ２. ７　 除本节明确规定者外ꎬ走廊、梯道和出入口应符合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９ 篇的有关规定ꎮ
７. ６. ２. ８　 脱险通道的耐火完整性应满足本章第 ４ 节的相关

要求ꎮ
７. ６. ２. ９ 　 对于 Ｈ１ 级航区船舶ꎬ除另有明确规定外ꎬ禁止设

置只有 １ 条脱险通道的走廊ꎬ门厅或局部走廊ꎮ 只服务于 １ 个处

所的梯道不应视为本节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ꎮ
７. ６. ２. １０　 Ｈ１ 级航区船舶的船员起居处所均应有便于通向

开敞甲板处的出入口ꎮ
７. ６. ２. １１ 　 船员起居处所内的梯道ꎬ其净宽度应大于等于

８００ｍｍꎮ 除有明确规定外ꎬ其与起居处所的分隔应为 Ｂ￣０ 级结构ꎮ
梯道环围应直接通至开敞部位ꎮ

７. ６. ２. １２　 Ｈ１ 级航区船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脱险通道两端应至少各设置 １ 个梯道ꎮ
(２)脱险通道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３ 章附录 １ 的要求ꎮ
(３)经干舷甲板上脱险通道梯道的出口处应能通往船舶的

两舷ꎮ
(４)脱险通道、走廊内及出入口处应设有明显的逃生方向标

志ꎬ且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２ 章第 ３ 节

的相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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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为使撤离的乘客进入救生筏ꎬ船上的登乘处应有相应的

设施ꎬ包括设置扶手、登乘甲板的防滑措施ꎬ以及从羊角、系缆桩或

类似装置上解开系索所需的空间ꎮ
７. ６. ２. １３ 　 对于 Ｈ２ 级航区船舶ꎬ应为驾驶室提供安全和快

速的通道直达客舱ꎮ 为了确保在应急情况下能立即得到船员的帮

助ꎬ船员的舱室应设在那些有通道能使船员从船内方便、安全、迅
速通往公共处所的地方ꎮ

７. ６. ３　 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

７. ６. ３. １　 Ｈ１ 级航区船舶的重要机器处所至少应有两个相互

远离且通向干舷甲板的出入口ꎮ 出入口应有通向重要机器处所花

钢板的带有扶手的金属梯道ꎬ梯子与花钢板的倾角不得大于 ６５°ꎮ
对于双体船ꎬ每个片体均应满足以上要求ꎮ

７. ６. ３. ２　 Ｈ２ 级航区船舶的重要机器处所应至少设置一条通

向开敞甲板的出入口ꎬ出入口的梯道可为直梯ꎮ
７. ６. ３. ３　 其他机器处所应至少设有一条通向开敞甲板的出

入口ꎮ
７. ６. ３. ４　 机器处所的门及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应

至少为 ６００ｍｍꎮ

７. ６. ４　 撤离时间

７. ６. ４. １　 本节 ７. ６. ４. ２ ~ ７. ６. ４. ５ 要求适用于 Ｈ２ 级航区

船舶ꎮ
７. ６. ４. ２　 撤离时间 ｔ 系指全体乘员(含船员)安全离船所需

的时间ꎮ
７. ６. ４. ３　 撤离设施的设计应使船舶在受控情况下ꎬ全体乘员

(含船员)在许用撤离时间 Ｔ 内撤离ꎮ 撤离许用时间 Ｔ 由下式

确定:

Ｔ ＝ ＳＦＰ － ７
３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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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ＳＦＰ———本章 ７. ４. ２ 规定的主要火灾危险区结构防火时

间ꎬｍｉｎꎮ
７. ６. ４. ４　 撤离时间 ｔ 可参照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

中国船级社«高速客船简化撤离分析暂行指南»(ＭＳＣ. ｃｉｒｃ. １００１)
进行确定ꎮ

７. ６. ４. ５　 按本要求的撤离时间应尽量通过实际演习予以

验证ꎮ

第 ７ 节　 消防安全系统和消防用品的要求

７. ７. １　 适用范围

７. ７. １. １　 除满足本节 ７. ７. ２、７. ７. ３ 要求外ꎬ船舶所配备的固

定式消防系统、消防用品尚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第 ５ 篇第 ３ 章的规定ꎮ

７. ７. ２　 固定式自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７. ７. ２. １　 Ｈ１ 级航区船舶除空舱及类似处所外ꎬ应设有经认

可的自动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ꎬ以提供感烟探测保护ꎮ 机器处所

内还应安装除感烟探测以外的其他探测器ꎮ
７. ７. ２. ２　 探测器的布置、类型及灵敏度尚应满足«内河船舶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３ 章的规定ꎮ
７. ７. ２. ３　 Ｈ１ 级航区船舶应设置手动报警装置ꎮ 手动报警装

置的手动报警按钮应遍及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ꎮ 每一通道

出口处应装有一个手动报警按钮ꎬ在每一层甲板的走廊内ꎬ手动报

警按钮应位于便于到达处ꎬ并使走廊任何部位与手动报警按钮的

距离小于等于 ２０ｍꎮ
７. ７. ２. ４　 火警指示装置应位于驾驶室或负责值班船员处所ꎬ

以保证驾驶室或负责值班船员听到和看到该报警信号ꎮ

７. ７. ３　 消防用品

７. ７. ３. １　 所有灭火器应为认可的型式和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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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７. ３. ２　 灭火器所使用的灭火剂应适合于扑灭所使用舱室

处所的火灾ꎬ且其本身或在预期使用条件下ꎬ所喷发的气体应对人

身体无害ꎮ
７. ７. ３. ３　 灭火器

(１)手提式液体灭火器的容量应小于等于 １３. ５Ｌꎬ亦大于等于

９Ｌꎮ 手提式气体灭火器的灭火剂质量应大于等于 ５ｋｇꎬ且灭火器

的可携性应至少与 １３. ５Ｌ 液体灭火器相当ꎮ
(２)手提式灭火器应放置在所保护处所易于到达之处ꎬ其中

应有一只存放于该处所的入口附近ꎮ
(３)无线电室和配电板处所配置的二氧化碳气体灭火器至少

为 ２ｋｇ 容量ꎮ 每只气体灭火器亦可用适当容量的干粉灭火器

代替ꎮ
７. ７. ３. ４　 灭火器应定期检验ꎬ并按要求进行试验ꎮ
７. ７. ３. ５　 其他

(１)砂箱的容量ꎬ应大于等于 ０. ０３ｍ３ꎬ亦可用一只手提式灭火

器替代ꎮ
(２)消防水桶应以铁质或木质制成ꎬ并应配有适当长度的系

索一条ꎮ

第 ８ 节　 船长小于 １５ｍ 船舶的要求

７. ８. １　 一般要求

７. ８. １. １　 船长小于 １５ｍ 的船舶应满足本章 ７. １. ３、７. １. ４. １
的规定ꎮ

７. ８. ２　 结构防火与布置

７. ８. ２. １　 结构材料应满足第 １ 章 １. １. ３. ５ 的规定ꎮ
７. ８. ２. ２　 机舱环围应与客舱进行阻火分隔ꎬ分隔舱壁其结构

应能承受至少 １５ｍｉｎ 的标准耐火试验ꎮ
７. ８. ２. ３　 穿过分隔机舱与客舱舱壁的电缆、管路、导管等应

不能破坏该阻火分隔的防火完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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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２. ４　 应设有能及时关闭机舱通风口的设施ꎬ还应设有能

在机舱外部易于到达的位置停止通风机运转的设施ꎮ
７. ８. ２. ５　 燃油舱柜的布置应满足本章 ７. ２. １ 的要求ꎮ

７. ８. ３　 消防用品

７. ８. ３. １　 船上应至少配备一只容量大于等于 ９Ｌ 的手提式泡

沫灭火器ꎬ也可配备容积大于等于 ０. ０３ｍ３ 的砂箱替代ꎮ
７. ８. ３. ２　 对于使用汽油舷外挂机的船舶ꎬ除满足 ７. ８. ３. １ 要

求外ꎬ还应至少配备 ２ｋｇ 干粉灭火器一只ꎮ
７. ８. ３. ３　 船上应配置至少 １ 只带绳水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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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吨 位 丈 量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８. １. １　 一般要求

８. １. １. １　 青海湖船舶应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３ 篇的有关规定丈量船舶的总吨位和净吨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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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章　 载　 重　 线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９. １. １　 一般要求

９. １. １. １　 船舶在核定的干舷时ꎬ其最小干舷应按本章第 ４ 节

或第 ５ 节的规定进行计算ꎬ如核定的干舷与强度、完整稳性及破损

稳性所决定的干舷不一致时ꎬ应取其中最大值勘划载重线ꎮ 对于

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高速船ꎬ不进行最小干舷计算ꎬ直接按船舶

静浮时的满载水线勘划设计水线ꎮ
９. １. １. ２　 船舶装载应不超过勘定的航区载重线或设计水线

的上缘ꎮ
９. １. １. ３　 船舶应在船中、船首和船尾的两舷永久、明显地勘

划水尺标志ꎮ
９. １. １. ４　 当船舶构件低于水尺勘划的基准线时ꎬ应在船舶载

重线证书的记事中注明构件低于基准线部分的尺寸ꎮ
９. １. １. ５　 船长大于等于 １０ｍ 的船舶不应为敞开艇ꎮ

９. １. ２　 定义

９. １. ２. １　 计算型深(Ｄ１)———系指型深(Ｄ)加干舷甲板边板

的厚度ꎮ
９. １. ２. ２　 垂线———系指首、尾垂线通过船长(Ｌ)前后两端所

作的垂直线ꎮ
９. １. ２. ３　 船中———系指船长(Ｌ)的中点ꎮ
９. １. ２. ４　 干舷———系指在船长中点处从甲板线的上边缘向

下量至有关载重线的上边缘的垂直距离ꎮ
９. １. ２. ５　 干舷甲板———系指用以量计干舷的甲板ꎬ通常指毗

邻于满载水线以上的第一层全通甲板ꎻ当甲板有首、尾升高时ꎬ应
取甲板最低线及其平行于升高甲板的延伸线作为干舷甲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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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２. ６　 上层建筑———系指干舷甲板上自一舷伸至另一舷

的甲板建筑物ꎬ或自舷侧至其侧壁的距离不大于船宽(Ｂ)４％的甲

板建筑物ꎮ
９. １. ２. ７　 甲板室———系指不符合本节 ９. １. ２. ６ 定义的甲板

建筑物ꎮ
９. １. ２. ８　 风雨密———系指在任何风浪下ꎬ水不得透入船内ꎮ
９. １. ２. ９　 水密———系指构件尺寸和布置在可能产生的水头

下ꎬ能防止水从任何方向进入ꎮ
９. １. ２. １０　 封闭上层建筑———系指围壁结构有足够的强度、

围壁上所有开口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的上层建筑ꎮ
９. １. ２. １１　 封闭甲板室———系指围壁结构有足够的强度、围

壁上所有开口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的甲板室ꎮ
９. １. ２. １２　 舱口围板高度———系指从甲板量至舱口围板顶缘

的最小垂向距离ꎮ 舱口围板高度应计及梁拱和舷弧的影响ꎮ
９. １. ２. １３　 舱室及舱棚门槛高度———系指从甲板量至舱室及

舱棚门槛顶缘的最小垂向距离ꎮ
９. １. ２. １４　 甲板艇———系指具有自首至尾的连续甲板ꎬ其开

口能风雨密关闭ꎬ上浪时水不会注入该甲板以下空间的小艇ꎮ
９. １. ２. １５　 敞开艇———系指不满足 ９. １. ２. １４ 的小艇ꎮ 敞开

艇载客不得超过 １２ 人ꎮ

第 ２ 节　 载重线标志

９. ２. １　 载重线标志

９. ２. １. １　 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正投影的式样及尺寸规定如

图 ９. ２. １. １ 所示ꎮ
９. ２. １. ２　 甲板线系长 ３００ｍｍ、宽 ２５ｍｍ 的水平线段ꎬ线段的

中点位于船长中点ꎬ其上缘应为通过干舷甲板上表面向外延伸与

船壳板外表面交点的水平线ꎮ
９. ２. １. ３　 载重线标志包括外径为 ２５０ｍｍ、线宽 ２５ｍｍ 的一圆

环和与圆环相交的一条水平线ꎬ该水平线长 ４００ｍｍ、宽为 ２５ｍ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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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缘通过圆环的中心ꎻ圆环中心位于船长中点ꎬ对于船长大于等

于 ２０ｍ 的高速船ꎬ圆环中心处的高度相应于设计水线ꎻ对于常规

船和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高速船ꎬ圆环中心处至甲板线上边缘的垂直

距离等于所核定最高一级航区的干舷ꎮ

图　 ９. ２. １. １

图　 ９. ２. １. ３

在载重线圆环左侧绘以字母 ＺＣꎮ 所绘字母高为 １００ｍｍ、宽为

６０ｍｍ、间距 ２５ｍｍꎬ其离水平线上缘及圆环左侧各为 ２５ｍｍꎮ 圆环

右侧绘以表示航区的字母“Ｈ２ ” (或“ Ｈ１ ”)ꎬ字母高 １００ｍｍ、宽
６０ｍｍꎬ其下缘与水平线上缘平齐ꎬ与水平线右端的距离 ２５ｍｍꎬ如
图 ９. ２. １. ３ 所示ꎮ 标“Ｈ１ ”的线段ꎬ表示 Ｈ１ 级航区载重线ꎻ标
“Ｈ２”的线段ꎬ表示 Ｈ２ 级航区载重线ꎮ Ｈ１、Ｈ２ 脚标 １、２ 的尺寸为

高 ５０ｍｍ、宽 ３０ｍｍꎬ其上缘居“Ｈ”之中点处ꎬ并与其距离为 ２５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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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２　 勘划

９. ２. ２. １　 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应永久地、明显地勘划在船中

两舷ꎮ 对于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的圆环、线段与字母ꎬ当船舷为暗

色底时ꎬ应漆成白色和黄色ꎻ当船舷为浅色底时ꎬ应漆成黑色ꎮ
９. ２. ２. ２　 船舶尚应在其首、尾勘划清晰的水尺标志ꎬ如首部

或尾部设水尺标志有困难或难以观察时ꎬ可在船中部适当位置处

设水尺标志ꎮ 水尺标志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

附录Ⅰ的要求勘划ꎮ

第 ３ 节　 水密及风雨密完整性

９. ３. １　 外部风雨密完整性

９. ３. １. １　 当干舷甲板以上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外部开口

(不包括机舱进风口)有可能导致其进水浸入干舷甲板以下时ꎬ其
外部开口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ꎬ并能保证风雨密ꎮ

９. ３. １. ２　 航行于 Ｈ１ 航区的船舶ꎬ其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门

槛高度应不小于 ３８０ｍｍꎻ航行于 Ｈ２ 航区的船舶ꎬ其上层建筑或甲

板室的门槛高度应不小于 ２５０ｍｍꎮ

９. ３. ２　 舱口围板及舱口盖

９. ３. ２. １　 所有露天甲板上的舱口盖应为风雨密ꎬ其结构强度

与相邻结构的强度相当ꎮ
９. ３. ２. ２　 干舷甲板上位于露天部分的舱口盖ꎬ其围板高度应

大于等于 ２５０ｍｍꎮ 其他甲板上ꎬ围板高度应大于等于 １００ｍｍꎮ 对

具有牢固水密关闭装置且在船舶航行中永久关闭者ꎬ可不受此限ꎮ

９. ３. ３　 通风筒

９. ３. ３. １　 干舷甲板上的通风筒在甲板以上的围板高度应大

于等于 ３８０ｍｍꎮ
９. ３. ３. ２　 干舷甲板上的通风筒应装设有效的风雨密关闭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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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ꎻ其他甲板上的通风筒应备有防雨帆布袋ꎮ

９. ３. ４　 空气管

９. ３. ４. １　 延伸至干舷甲板(含首、尾升高甲板)以上的空气

管ꎬ其可能进水的最低点至该甲板的高度ꎬ应不小于 ３００ｍｍꎮ
９. ３. ４. ２　 空气管应配有自动关闭的风雨密关闭装置ꎮ

９. ３. ５　 舷窗

９. ３. ５. １　 干舷甲板以下各处所的舷窗应在内侧设有有效的

铰接窗盖ꎬ使之可有效关闭和水密固紧ꎬ舷窗的安装位置不应使其

窗槛低于与设计水线平行并在其上方 ６００ｍｍ 的直线ꎮ

９. ３. ６　 排水孔和排水舷口

９. ３. ６. １　 在各层甲板上ꎬ均应设置足够数量和大小的排水孔

或排水舷口ꎬ以便有效地排水ꎮ
９. ３. ６. ２　 如果舷墙在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的露天部分

形成阱ꎬ则应采取足够的措施以迅速排出甲板积水ꎮ
９. ３. ６. ３　 从干舷甲板以下处所或从设在干舷甲板以上的风

雨密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内引出通过船壳的排水孔均应装设有效和

便于检视的防止水进入船内的装置ꎮ 通常每一独立的排水孔应有

１ 个从干舷甲板以上的位置能直接关闭的自动止回阀ꎮ 直接关闭

阀的操纵装置应便于检视ꎬ并设有 １ 个显示该阀开或闭的指示器ꎮ
但是ꎬ如果从设计水线至排水管船内一端的垂直距离超过 ０. ０１Ｌꎬ
只要船内端的阀在营运条件下始终便于检查ꎬ则排水孔可有 ２ 个

无直接关闭装置的自动止回阀ꎮ 如上述垂直距离超过 ０. ０２Ｌꎬ可
以设一个无关闭装置的自动止回阀ꎮ

９. ３. ６. ４　 在稳性计算中计入浮力的风雨密舱室ꎬ从其引出的

泄水管系上的阀应可从操纵室进行操纵ꎮ
９. ３. ６. ５　 机器处所内与机器运转有关的主、副海水进水孔和

排水孔可以就地控制ꎮ 这些控制装置应便于检视ꎬ并应设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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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是开或闭的指示器ꎮ
９. ３. ６. ６　 所有外板上的附件和阀应由合适的韧性材料制成ꎮ

不允许由普通生铁或类似材料制成的阀ꎮ

第 ４ 节　 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船舶的最小干舷要求

９. ４. １　 一般要求

９. ４. １. １　 本节适用于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常规船ꎮ

９. ４. ２　 最小干舷

９. ４. ２. １　 船舶最小干舷应大于等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Ｆ:
Ｆ ＝ Ｆ０ ＋ ｆ１ ＋ ｆ２ 　 　 ｍｍ

式中:Ｆ０———船舶的基本干舷ꎬｍｍꎬ见本节 ９. ４. ３ꎻ
ｆ１———有效的上层建筑对干舷的修正值ꎬｍｍꎬ见本节 ９. ４. ４ꎻ
ｆ２———非标准舷弧对干舷的修正值ꎬｍｍꎬ见本节 ９. ４. ５ꎮ

９. ４. ２. ２　 由本章 ９. ４. ２. １ 确定的最小干舷 Ｆ 尚应大于等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Ｆ:
Ｆ ＝ １９０ ＋ ３. ５Ｌ ＋ ０. ０３５Ｌ２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９. ４. ３　 基本干舷

９. ４. ３. １　 基本干舷 Ｆ０ 按下式计算:

Ｆ０ ＝ ＫＤ１ 　 　 ｍｍ
式中:Ｋ———系数ꎬ按表 ９. ４. ３. １ 确定ꎻ

Ｄ１———计算型深ꎬｍꎮ
表 ９. ４. ３. １

船长(ｍ)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Ｋ １１３. ７ １１３. ９ １１４. １ １１４. ３ １１４. ５ １１４. ８ １１５. １

船长(ｍ)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Ｋ １１５. ４ １１５. ７ １１６ １１６. ３ １１６. ６ １１６. ９ １１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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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船长(ｍ)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Ｋ １１７. ８ １１８. ３ １１８. ８ １１９. ３ １１９. ８ １２０. ４ １２０. ９

船长(ｍ)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Ｋ １２１. ５ １２２ １２２. ６ １２３. ３ １２３. ９ １２４. ５ １２５. １

船长(ｍ) ４８ ４９ ５０

Ｋ １２５. ７ １２６. ３ １２６. ９

　 　 注:船长为表列中间数值时ꎬ则基本干舷 Ｆ０ 可用内插法求得ꎻ

９. ４. ４　 上层建筑对干舷的修正

９. ４. ４. １　 上层建筑标准高度应按表 ９. ４. ４. １ 确定ꎮ
表 ９. ４. ４. １

船长(ｍ) 后升高甲板(ｍ) 其他上层建筑(ｍ)

Ｌ≤３０ ０. ９ １. ８

Ｌ > ３０ １. ２ １. ８

　 　 注:船长为中间值时ꎬ其标准高度应按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９. ４. ４. ２　 上层建筑长度

(１)除本章 ９. ４. ４. ２(２)规定外ꎬ上层建筑长度应为处于船长

Ｌ 以内的上层建筑平均长度ꎮ
(２)如封闭上层建筑的端壁从其与上层建筑两侧交点处向外

凸出一条平顺曲线ꎬ则上层建筑的长度可在其相当的平端壁基础

上予以增加ꎮ 此增加量应为其前后端距离的 ２ / ３ꎮ 在决定此增加

量时ꎬ可以计算的曲线前后端最大距离ꎬ是在上层建筑的弯曲端与

其两侧交点之间的上层建筑宽度的一半ꎮ
９. ４. ４. ３　 上层建筑的有效长度

(１)除本章 ９. ４. ４. ３(２)规定外ꎬ标准高度的封闭上层建筑的

长度即为其有效长度ꎮ
(２)在所有情况下ꎬ如标准高度的封闭上层建筑为许可的那

样从船舷内缩ꎬ则其有效长度应为按 ｂ / Ｂｓ 比例修正的长度ꎬ其中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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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层建筑长度中央的宽度ꎬＢｓ 是在上层建筑长度中央的船宽ꎮ
如上层建筑在部分长度中内缩ꎬ则此修正应仅适用于内缩

部分ꎮ
(３)如封闭上层建筑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ꎬ则其有效长度应

按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比例减小ꎮ 如高度超过标准ꎬ上层建筑

有效长度不予增加ꎮ
(４)后升高甲板的有效长度ꎬ如它设有完整的前端壁时ꎬ应为

后升高甲板的长度ꎬ最长可达到 ０. ６ Ｌꎮ
如此端壁不是完整的ꎬ则此后升高甲板应视为不计入标准高

度的尾楼ꎮ
(５)非封闭上层建筑应当作无效长度ꎮ
９. ４. ４. ４　 有效上层建筑对干舷的修正

有效的上层建筑对干舷的修正值 ｆ１ 按下式计算:
ｆ１ ＝ － Ｃ(８０ ＋ ４Ｌ)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ꎻ
Ｃ———系数ꎬ按下式计算:

Ｃ ＝ １ ＋ Ｅ
Ｌ

æ

è
ç

ö

ø
÷
Ｅ
Ｌ

其中:Ｅ———上层建筑的总有效长度ꎬｍꎮ 对首楼有效长度小于

０. ０７Ｌ的 Ｂ 型船舶ꎬＣ 应减去按下式算得的数值:
０. ０７Ｌ － ｅ

０. ７Ｌ
其中:ｅ———首楼有效长度ꎬｍꎮ

９. ４. ５　 非标准舷弧对干舷的修正

９. ４. ５. １　 舷弧的计取:
(１)舷弧应自甲板边线量至通过船中处舷弧线所绘的龙骨平

行线ꎮ
(２)设计成龙骨倾斜的船舶ꎬ舷弧应量至设计载重水线的平

行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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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平甲板船和有分立上层建筑的船舶ꎬ舷弧量自干舷甲板ꎮ
(４)对舷侧上部为非正常型船舶ꎬ如舷侧上部为阶梯形或有

中断时ꎬ舷弧应按船中处相应计算型深来考虑ꎮ
(５)船舶设有标准高度的上层建筑ꎬ而且其上层建筑贯通干

舷甲板的全长时ꎬ舷弧应量自上层建筑甲板ꎮ
９. ４. ５. ２　 舷弧面积:
(１)首垂线、尾垂线和舷弧线及通过在舷弧线船中处所的与

设计水线平行的线在船舶中纵剖面上的投影所围成的面积ꎬ称为

舷弧面积ꎮ
(２)当干舷甲板上有全通上层建筑且其高度大于标准高度

时ꎬ则首、尾舷弧面积应分别增加 ＬＺ / ６(ｍ２)ꎬ其中 Ｌ 为船长(ｍ)ꎻ
Ｚ 为上层建筑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的差值(ｍ)ꎮ

(３)当封闭首楼或尾楼的高度大于标准高度时ꎬ或具有比干

舷甲板舷弧为大的舷弧时ꎬ则首或尾舷弧面积应分别增加 ＹＬ１ / ３
(ｍ２)ꎬ其中 Ｙ 为首垂线或尾垂线处上层建筑的实际高度与标准高

度之差(ｍ)ꎻＬ１ 为封闭首楼或尾楼的平均长度(ｍ)ꎬ但不大于

０. ５Ｌꎮ
(４)标准舷弧面积 Ａ 如表 ９. ４. ５. ２(４)的规定ꎮ

表 ９. ４. ５. ２(４)

船长 Ｌ(ｍ)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标准舷弧面积 Ａ(ｍ２) ４. ２ ７. ５ １１. ７ １６. ７

　 　 注:(１)首舷弧面积为 ２Ａ / ３ꎬ尾舷弧面积为 Ａ / ３ꎮ
(２)船长为中间值时按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９. ４. ５. ３　 非标准舷弧面积对干舷的修正:
(１)非标准舷弧面积对干舷的修正值 ｆ２ 按下式计算:

ｆ２ ＝ ５００ Ａ － ａ
Ｌ

æ

è
ç

ö

ø
÷ １. ５ － ｌ

Ｌ
æ

è
ç

ö

ø
÷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ꎻ
ｌ———封闭上层建筑总长度ꎬｍꎻ
Ａ———标准舷弧面积ꎬｍ２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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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实际首、尾舷弧面积之和ꎬｍ２ꎮ
(２)如实际尾舷弧面积大于 Ａ / ３ꎬ实际首舷弧面积小于 ２Ａ / ３

时ꎬ则只计 ２Ａ / ３ 减去实际首舷弧面积所得的差数ꎮ
(３)如实际首舷弧面积大于 ２Ａ / ３ꎬ当实际尾舷弧面积不小于

Ａ / ４ 时ꎬ２Ａ / ３ 减去实际首舷弧面积所得的差数应计取ꎻ当实际尾

舷弧面积小于 Ａ / ６ 时ꎬ则实际首舷弧面积取为 ２Ａ / ３ꎻ当实际尾舷

弧面积处于 Ａ / ４ 和 Ａ / ６ 之间时ꎬ则 ２Ａ / ３ 减去实际首舷弧面积所得

的差数按线性内插法求得ꎻ同时对 Ａ / ３ 减去实际尾舷弧面积所得

的差数均应计取ꎮ
(４)舷弧不足ꎬ则增加干舷:当实际舷弧面积小于标准舷弧面

积时ꎬ则按上式计算所得增加干舷ꎮ
(５)舷弧多余ꎬ则减少干舷:当实际舷弧面积大于标准舷弧面

积ꎬ且船舶的封闭上层建筑处于船中前后各 ０. １Ｌ 时ꎬ则干舷可按

上式计算所得减少ꎻ当船中无封闭上层建筑时ꎬ则干舷不应减少ꎻ
当上层建筑处于船中前后各不及 ０. １Ｌ 时ꎬ则干舷的减少值按上式

计算所得按线性内插法确定ꎮ 多余舷弧的最大减少值为 １２５ｍｍꎮ

９. ４. ６　 最小船首高度

９. ４. ６. １　 船首高度为首垂线处ꎬ自相应于核定干舷和设计纵

倾的水线ꎬ量到船侧露天甲板上表面的垂直高度ꎬ此高度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ＨＦ:

ＨＦ ＝ ４３. ２ｋ １ － Ｌ
５００

æ

è
ç

ö

ø
÷

１. ３６
Ｃｂ ＋ ０. ６８　 　 ｍｍ

式中:ｋ———系数ꎬＨ１ 级航区ꎬ取 ｋ ＝ １ꎻＨ２ 级航区ꎬ取 ｋ ＝ ０. ８１２５ꎻ
Ｌ———船长ꎬｍꎻ
Ｃｂ———方形系数ꎬ按下式计算:

Ｃｂ ＝
▽

ＬＢｗｌｄ
当 Ｃｂ < ０. ６８ 时ꎬ取 Ｃｂ ＝ ０. ６８ꎮ

式中:▽———满载吃水的型排水体积(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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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船舶为外表面对应的排水体积)ꎬｍ３ꎻ
Ｂｗｌ———满载水线处的船体最大宽度(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

属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ꎬｍꎻ
ｄ———满载吃水ꎬｍꎮ

９. ４. ６. ２　 如果本节 ９. ４. ６. １ 所要求的船首高度是用舷弧来

达到的ꎬ则该舷弧应自首垂线起至少向后延伸到船长的 １５％ 处ꎮ
如果是用上层建筑来达到的ꎬ则该上层建筑应自首柱延伸至首垂

线以后至少 ０. ０７Ｌꎬ且为封闭上层建筑ꎮ

第 ５ 节　 船长小于 ２０ｍ 船舶的最小干舷要求

９. ５. １　 一般要求

９. ５. １. １　 核定干舷的最终值应不小于 ０. ３５ｍꎮ
９. ５. １. ２　 对甲板艇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船舶满载状态下沿船长任何位置甲板边缘至水线的垂直距离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Ｆ:

Ｆ ＝ ２００(Ｌ － ７)
１１ ＋ ２００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ꎬ当 Ｌ < ７ 时ꎬ取 Ｌ ＝ ７ꎻ当 Ｌ > １８ 时ꎬ取 Ｌ ＝ １８ꎮ
９. ５. １. ３　 对敞开艇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敞开艇的平均干舷 Ｆｐ

① 应不小于下式规定:
Ｆｐ ＝ ０. ２Ｂ　 　 ｍ

式中:Ｂ———船宽ꎬｍꎮ
(２)敞开艇满载状态下沿船长任何位置甲板边缘(或舷侧板

顶端)至水线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Ｆ:

Ｆ ＝ ２００(Ｌ － ７)
１１ ＋ ２５０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ꎬ当 Ｌ < ７ 时ꎬ取 Ｌ ＝ ７ꎮ
９. ５. １. ４　 对高速甲板艇ꎬ船首甲板最高处离满载水线的高度

０６
① 平均干舷 Ｆｐ 为船中干舷、船首垂线处干舷和尾垂线处干舷三者算术平均值ꎮ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Ｆｂ:

Ｆｂ ＝ １０００ Ｌ
２０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１. ３６
Ｃｂ ＋ ０. ６８ｋ　 　 ｍｍ

式中:Ｃｂ———方形系数ꎬ同本章 ９. ４. ６. １ꎻ
ｋ———系数ꎬＨ１ 级航区ꎬ取 ｋ ＝ １ꎻＨ２ 级航区ꎬ取 ｋ ＝ ０. ８５ꎻ
Ｌ———船长ꎬ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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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章　 储备浮力和稳性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０.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０. １. １. １　 新建船舶完工时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１０. １. １. ２　 改装及修理等情况使空船状态发生变化的船舶ꎬ

在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船舶检验机构对稳性产生疑义的营运

中船舶(如:船舶的吃水和浮态超出完工稳性资料的范围等)ꎬ以
及客船在换证检验时ꎬ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１０. １. １. ３　 对于本节 １０. １. １. ２ 所述的情况ꎬ若有该船建造或

改装及修理时的倾斜试验报告ꎬ可进行一次空船重量测定ꎬ并将空

船重量测定的结果与船舶倾斜试验的数据比较ꎬ当空船排水量的

偏差小于等于 ２％时ꎬ可按本节 １０. １. １. ４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

和重心位置ꎻ当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大于 ２％ 时ꎬ则应进行倾斜

试验ꎮ
１０. １. １. ４　 本节 １０. １. １. ３ 所述的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

置方法包括下列要求:当空船重量测定得到的空船排水量与估算

值有差异时ꎬ应对重心垂向坐标进行修正ꎬ即:当重量减少时ꎬ应假

定该减少重量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估算值的下限值ꎻ当重量增加

时ꎬ应假定该增加重量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估算值的上限值ꎮ
１０. １. １. ５　 船舶应根据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测定的数据进行

完工稳性计算ꎬ并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审批ꎮ
１０. １. １. ６　 船上应备经批准的稳性资料ꎮ
１０. １. １. ７ 　 船舶应核算下列基本装载情况的稳性:
(１)满载出港ꎻ
(２)满载到港ꎻ
(３)空载(或加压载)到港ꎮ
１０. １. １. ８ 　 完整稳性计算时ꎬ乘客的分布及重量应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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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１)船员、旅客和行李位于通常分布的处所ꎬ对于设有公共处

所(如阅览室、餐厅、娱乐室等)或观光游览处所的客船ꎬ乘客应按

照从上到下的原则进行分布ꎬ即乘客先分布在较高层甲板的舱室

或公共处所或观光游览处所内ꎬ公共处所内的乘客数量按处所内

的座位数或每平方米 ２ 人(取大者)进行计算ꎻ
(２)船员和旅客的计算重量均取每人 ７５ｋｇ、旅客携带的行李

由用船部门根据航线具体情况确定其重量ꎬ并经船舶检验机构

同意ꎻ
(３)船员和乘客的计算重心高度应按站立状态取高出甲板或

地板 １ｍꎻ若乘客的计算重心高度按坐着状态取在座位以上 ０. ３ｍ
时ꎬ应在计算报告中注明ꎮ

１０. １. ２　 储备浮力

１０. １. ２. １　 青海湖船舶的储备浮力应大于等于满载排水量

的 １１０％ ꎮ
１０. １. ２. ２　 计入储备浮力的舱室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舱室ꎬ且ꎻ
(２)其结构尺寸和布置足以保持其水密完整性ꎮ

第 ２ 节　 完 整 稳 性

１０. ２. １　 初稳性高度与复原力臂曲线

１０. ２. １. １　 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 ０. １５ｍꎮ
１０. ２. １. ２ 　 横倾角等于或大于 ３０°处的复原力臂应不小于

０. ２ｍꎬ如船体进水角小于 ３０°则进水角处的复原力臂应不小于该

规定值ꎮ
１０. ２. １. ３ 　 船舶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应不小于

２５°ꎬ如进水角小于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ꎬ则进水角即为

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ꎮ
１０. ２. １. ４　 当船舶的船宽与型深比 Ｂ / Ｄ 大于 ２ 时ꎬ最大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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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较本章 １０. ２. １. ３ 规定值减小按下式计算所

得的 Δθ 值:

Δθ ＝ ２０ Ｂ
Ｄ － ２æ

è
ç

ö

ø
÷(Ｋ ｆ － １)　 　 (°)

式中:Ｄ———船舶的型深ꎬｍꎻ
Ｂ———不包括船壳板的最大型深ꎬ但当 Ｂ > ２. ５Ｄ 时ꎬ取 Ｂ ＝

２. ５Ｄꎻ
Ｋ ｆ———风压稳性衡准数ꎬ按本章 １０. ２. ２. １ 计算ꎬ但当 Ｋｆ > １. ５

时ꎬ取 Ｋｆ ＝１. ５ꎮ
１０. ２. １. ５　 对Ｈ２ 级航区的船舶ꎬ以下要求可作为本章１０.２.１.２ ~

１０.２.１.４ 的等效要求:
(１)最大复原力臂对应角应不小于 １５°ꎻ
(２)最大复原力臂 ｌｍ 应不小于下式规定值:

ｌｍ ＝ ０. ２ ＋ ０. ２２(３０ － θｍ)　 　 ｍ
式中:θｍ———最大复原力臂 ｌｍ 的对应角ꎬ(°)ꎮ

(３)进水角小于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ꎬ则进水角即

为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ꎬ进水角处的复原力臂即为最大

复原力臂ꎮ
１０. ２. １. ６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ꎬ应计入干舷甲板以下的主

船体和附体ꎬ并可计入下列部分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ꎮ
(１)闭式舷伸甲板ꎻ
(２)双体船的封闭式连接桥和抗扭箱ꎻ
(３)符合本规则第 ９ 章有关封闭上层建筑要求的第一层上层

建筑ꎻ
(４)符合本规则第 ９ 章有关封闭甲板室要求且设有通往上层

甲板的补充出口的第一层甲板室ꎮ
１０. ２. １. ７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ꎬ应计及进水角开口的影响:
(１)船舶横倾至舷外水能从未封闭开口处进入船体内部时的

最小横倾角称为进水角 θ ｊꎻ
(２)虽有风雨密装置ꎬ但航行中不能保持关闭的开口ꎬ亦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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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水角开口ꎻ
(３)在航行中能封闭的舷窗以及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和水不

能大量流入的小开口等ꎬ可不视作进水角开口ꎻ
(４)当以干舷甲板上的客舱口围板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

时ꎬ按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计入ꎻ当以干舷甲板上的其他舱口围板

(除客舱口围板之外的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顶缘作为

进水角开口时ꎬ若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高度大于 ０. ２５ｍꎬ
则只取 ０. ２５ｍ 计入ꎮ

１０. ２. １. ８　 除另有规定外ꎬ复原力臂曲线在进水角之前是有

效的ꎬ当船舶横倾超过进水角时ꎬ船舶被认为完全丧失稳性ꎬ复原

力臂曲线应在进水角处中断ꎮ
１０. ２. １. ９　 进水角通常按设计纵倾情况计算ꎬ若营运状态下

的初始纵倾对进水角产生不利影响时ꎬ应计入其纵倾对进水角的

影响ꎮ
１０. ２. １. １０　 船舶在任一装载情况下ꎬ初稳性高度和复原力臂

曲线均应按下列规定计及自由液面的影响:
(１)凡存在自由液面且装载量在航行途中不发生变动的液体

舱柜ꎬ如压载水舱等ꎬ应按装载 ５０％ 舱容液体或实际装载量计算

自由液面的影响ꎻ
(２)凡存在自由液面且装载量在航行途中发生变动的液体舱

柜ꎬ如消耗液体舱柜、污油水舱等ꎬ均应按装载 ５０％舱容液体计算

自由液面的影响ꎻ如果液体舱柜形状特殊ꎬ存在着相对 ５０％ 舱容

液体而言ꎬ有更不利的自由液面影响ꎬ则应按此种情况计算自由液

面的影响ꎻ
(３)对消耗液体舱和航行途中变换压载水的压载水舱ꎬ应假

定每一类液体至少有一对边舱或一个中心线上的舱存在自由液

面ꎬ且所取的舱组或舱的自由液面影响应为最大者ꎻ
(４)除上述(３)规定外ꎬ装满 ９８％ 以上舱容液体的液体舱柜

及存有 ５％以下舱容液体的液体舱柜ꎬ可不计自由液面的影响ꎻ
(５)若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液体舱柜之间设有连通管时ꎬ则这

５６



些舱柜应视作一个舱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ꎮ
１０. ２. １. １１　 各液体舱柜自由液面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ꎬ可

按«内河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８ 章附录 ２ 的方法计算ꎬ也
可采用修正重心高度的方法或详细计算方法计及ꎮ

１０. ２. ２　 稳性衡准数

１０. ２. ２. １　 船舶的稳性风压衡准数 Ｋ ｆ 应符合下式要求:

Ｋ ｆ ＝
Ｍｑ

Ｍｆ
≥１

或 Ｋ ｆ ＝
ｌｑ
ｌｆ
≥１

式中:Ｍｑ———最小倾覆力矩ꎬｍꎬ按本章 １０. ２. ２. ２ 取值ꎻ
Ｍｆ———风压倾侧力矩ꎬｍꎬ按本章 １０. ２. ２. ３ 计算ꎻ
ｌｑ———最小倾覆力臂ꎬｍꎬ按本章 １０. ２. ２. ２ 取值ꎻ
ｌｆ———风压倾侧力臂ꎬｍꎬ按本章 １０. ２. ２. ３ 计算ꎮ

１０. ２. ２. ２　 船舶的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应计入横摇的影响ꎬ
当采用动稳性曲线来确定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时ꎬ可用下列方法

计算:
如图 １０. ２. ２. ２ 所示ꎬ将动稳性曲线向 θ 轴负值方向延伸ꎬ自

原点向 θ 轴负值方向取等于所算得横摇角 θ１ 的一点ꎬ经此点向上

作 θ 轴的垂直线与动稳性曲线交于 Ａ 点ꎬ由 Ａ 点作动稳性曲线中

断处的割线或作与动稳性曲线的切线ꎬ视割线或切线对应角的大

小ꎬ取其较小值ꎮ 另外经过 Ａ 点作一直线平行于 θ 轴ꎬ自 Ａ 点起ꎬ
在此直线上量取等于 １ｒａｄ(５７. ３０°)的一段长度得 Ｂ 点ꎬ由 Ｂ 点向

上作 ＡＢ 线的垂线ꎬ与上述割线(或切线)相交于 Ｃ 点ꎬ当纵坐标为

力矩 Ｍｄ 时ꎬ线段 ＢＣ 即为最小倾覆力臂ꎮ
１０. ２. ２. ３　 风压倾侧力矩 Ｍｆ 或力臂 ｌｆ 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Ｍｆ ＝ ＣｐｐＡｆ(Ｚ ｆ － ａ０ｄ) × １０ － ３ 　 　 ｋＮｍ

ｌｆ ＝
１

９. ８１ΔＣｐｐＡｆ(Ｚ ｆ － ａ０ｄ) × １０ － ３ 　 　 ｍ

６６



图　 １０. ２. ２. ２

式中:Ｃｐ———风压修正系数ꎬ取 Ｃｐ ＝ １. ３ꎻ
ｐ———单位计算风压ꎬＰａ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２. ４ꎻ
Ａｆ———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受风面积ꎬｍ２ꎬ见本节１０.２.２.５ꎻ
Ｚ ｆ———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

高度ꎬｍ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２. ６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ꎬｍ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ꎬｔꎻ
ａ０———修正系数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２. ７ꎮ

１０. ２. ２. ４　 单位计算风压 ｐ 应按航区及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

正浮时受风面积中心至水线的垂直高度(Ｚｆ － ｄ)由表 １０. ２. ２. ４ 选取ꎮ
表 １０. ２. ２. ４

１. ０ 及

以下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及

以上

２２５ ２４６ ２６３ ２７９ ２９４ ３０８ ３２０ ３３１ ３４０ ３４７ ３５３ ３５７ ３６１

７６



　 　 １０. ２. ２. ５　 船舶受风面积 Ａｆ 是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正

浮时实际水线以上各部分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ꎮ 受风

面积由满实面积和非满实面积两部分组成ꎮ
(１)满实面积包括船体、舷墙、上层建筑、甲板室、舱口围板、

舱口盖、帆布遮阳、桅杆、烟囱、大型通风筒和救生筏等在船舶纵中

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ꎻ对于敞开艇ꎬ尚应计入固定载客开敞处所

(用于乘客定额核定的载客开敞处所)的侧投影面积ꎮ 对于独立

的圆剖面物体ꎬ如烟囱、通风筒、桅杆等ꎬ应乘以流线型系数 ０. ６ꎮ
(２)在计算敞开艇载客处所的侧投影面积时ꎬ其高度取 １ｍꎮ
(３)非满实面积包括索具、栏杆、格栅形桁架、天线及零星小

物体等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ꎻ计算非满实面积时ꎬ取所

核算基本装载情况中最小吃水时满实面积的 ２. ５％ ꎬ而面积静力

矩取 ５％ ꎮ
(４)非满实面积亦可采用逐件详尽计算的办法ꎬ此时ꎬ应在其

外廓面积上乘以下列满实系数:
加网栏杆　 　 　 　 　 　 　 　 　 ０. ６
无网栏杆　 　 　 　 　 　 　 　 　 ０. ２
格栅形桁架　 　 　 　 　 　 　 　 ０. ５
横桁和索具　 　 　 　 　 　 　 　 ０. ６

假使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物体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投影面积重

叠时ꎬ则重叠部分面积只计入一次ꎮ
１０. ２. ２. ６　 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 Ｚ ｆ 应取船

舶正浮状态时的垂向高度ꎮ 受风面积中心应采用确定图形重心的

方法求得ꎮ
１０. ２. ２. ７ 　 风压倾侧力矩或力臂计算公式中的修正系数 ａ０

按下式计算:

ａ０ ＝ １. ４ － ０. １
Ｂｓ

ｄ

当
Ｂｓ

ｄ ≤４ 时ꎬ取 ａ０ ＝ 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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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Ｂｓ

ｄ ≥９ 时ꎬ取 ａ０ ＝ ０. ５ꎮ

式中:Ｂｓ———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最大水线宽度ꎬｍ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ꎬｍꎮ

１０. ２. ３　 单体船的横摇角

１０. ２. ３. １　 青海湖船舶应考虑波浪对船舶横摇的影响ꎮ 对圆

舭形船舶ꎬ横摇角 θ１ 按下式计算:

θ１ ＝ １５. ２８Ｃ１Ｃ４
Ｃ２

Ｃ３
　 　 (°)

式中:Ｃ１、Ｃ２、Ｃ３、Ｃ４———分别按本节 １０. ２. ３. ２ 至 １０. ２. ３. ６ 计算所

得的系数ꎮ
１０. ２. ３. ２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１ 按船舶自摇周期 Ｔθ

由表 １０. ２. ３. ２(１)选取ꎮ 船舶自摇周期 Ｔθ 按下式计算:

Ｔθ ＝ ０. ５８ｆ Ｂ２ ＋ ４ＫＧ２

ＧＭ０
　 　 ｓ

式中:ｆ———按船舶的 Ｂ / ｄ 值由表 １０. ２. ３. ２(２)查得的系数ꎻ
Ｂ———不包括船壳板的最大船宽ꎬｍ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型吃水ꎬｍ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ꎻ
ＧＭ０———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性

高度ꎬｍꎮ
表 １０. ２. ３. ２(１)

Ｔθ(ｓ) ≤２.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１０.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１８. ０ ≥２０. ０

Ｃ１

Ｈ１ 级航区 ０. ３００ ０. ２６３ ０. ２３９ ０. ２２２ ０. ２１０ ０. ２００ ０. １９１ ０. １８５ ０. １８２ ０. １８１

Ｈ２ 级航区 ０. ２５３ ０. ２２２ ０. ２０２ ０. １８７ ０. １７７ ０. １６８ ０. １６１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２

表 １０. ２. ３. ２(２)

Ｂ / ｄ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ｆ １. ００ １. ０３ １. ０７ １. １０ １. １４ １. １７ １. ２１ １. ２４ １. ２７ １. ３０

９６



　 　 １０. ２. ３. ３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２ 按下式计算:

Ｃ２ ＝ ０. １３ ＋ ０. ６ ＫＧ
ｄ

当 Ｃ２ > １ 时ꎬ取 Ｃ２ ＝ １ꎮ
式中:ｄ———同 １０. ２. ３. ２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ꎮ
１０. ２. ３. ４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３ 按船舶 Ｂ / ｄ 值由表

１０. ２. ３. ４ 查得:
表 １０. ２. ３. ４

Ｂ / ｄ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Ｃ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３

　 　 １０. ２. ３. ５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４ 按舭龙骨面积由表

１０. ２. ３. ５ 选取ꎮ
表 １０. ２. ３. ５

Ａｂ

ＬＢ(％ ) ０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Ｃ４ １. ０ ０. ８８５ ０. ８２３ ０. ７６９ ０. ７０８ ０. ６５４ ０. ５７７ ０. ５４６ ０. ５２３

　 　 表中:Ａｂ———舭龙骨总面积ꎬｍ２ꎻ
Ｌ———船舶垂线间长ꎬｍꎻ
Ｂ———同本节 １０. ２. ３. ２ꎮ

对有方龙骨的船舶ꎬ可将其侧面积计入舭龙骨面积 Ａｂ 之内ꎮ

１０. ２. ３. ６　 对折角线型船舶ꎬ其横摇角可取无舭龙骨圆舭形

船横摇角计算值的 ０. ８ 倍ꎮ
１０. ２. ３. ７　 对其他特殊线型的船舶ꎬＣ２、Ｃ３ 和 Ｃ４ 系数的取值

应经本局同意ꎮ
１０. ２. ３. ８　 高速船的横摇角可根据船型特点和航区按本节的

有关规定或通过船模试验确定ꎮ

１０. ２. ４　 双体船的横摇角

１０. ２. ４. １　 双体船的横摇角 θ１ 按下式计算:

０７



θ１ ＝ １１. ７５Ｃ１Ｃ４
Ｃ２

Ｃ３
　 　 (°)

式中:Ｃ１、Ｃ２、Ｃ３、Ｃ４———按本节 １０. ２. ４. ２ 至 １０. ２. ４. ５ 计算所得的

系数ꎮ
１０. ２. ４. ２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１ 按船舶自摇周期 Ｔθ

及航区由本节表 １０. ２. ３. ２ 选取ꎮ

Ｔθ ＝
１. ０５Ｂ
ＧＭ０

　 　 ｓ

式中:Ｂ———不包括船壳板的最大船宽ꎬｍꎻ
ＧＭ０———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

性高度ꎬｍꎮ
１０. ２. ４. ３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２ 按下式计算:

Ｃ２ ＝ ０. １３ ＋ ０. ６ ＫＧ
ｄ

æ

è
ç

ö

ø
÷ １ － ０. ４１１ Ｂ

Ｔ２
θ

æ

è
ç

ö

ø
÷

２

[ ]

当
ＫＧ
ｄ ≥１. ４５ 时ꎬ取ＫＧ

ｄ ＝ １. ４５ꎻ当 Ｂ
Ｔ ２

θ
≥０. ９４ 时ꎬ取 Ｂ

Ｔ ２
θ
＝ ０. ９４ꎻ

式中:Ｂ———同本节 １０. ２. ３. ２ꎻ
Ｔθ———船舶自摇周期ꎬｓ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３. ２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ꎬｍ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ꎮ
１０. ２. ４. ４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３ 按下式计算:

Ｃ３ ＝ ０. ０２４ｆ３ ｆ４

式中:ｆ３———系数ꎬ按
３ ▽
ｂ 由表 １０. ２. ４. ４(１)选取ꎻ

ｆ４———系数ꎬ按 Ｗ / ｂ 由表 １０. ２. ４. ４(２)选取ꎮ
表 １０. ２. ４. ４(１)

３ ▽
ｂ

≥２. ０ １. ９ １. ８ １. ７ １. ６ ≤１. ５

ｆ３ １. ００ １. ２９ １. ５４ １. ８３ ２. １３ ２. ４２

　 　 表中:▽———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总排水体积ꎬｍ３ꎻ
ｂ———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片体的最大水线宽度ꎬｍꎮ

１７



表 １０. ２. ４. ４(２)

Ｗ / ｂ ≤０. ５ ０. ７ ０. ９ １. １ １. ３ １. ５ ≥１. ７

ｆ４ ０. ６８ ０. ８０ １ １. ２３ １. ４８ １. ７５ ２. ０１

　 　 表中:Ｗ———所核算装载情况下ꎬ两片体中水线处内舷间距ꎬｍꎮ

１０. ２. ４. ５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４ 按下列情况选取:

当舭龙骨总面积系数
Ａｂ

Ｌｂ≥０. ０３ 时ꎬ取 Ｃ４ ＝ ０. ９ꎻ

当无舭龙骨或有舭龙骨但
Ａｂ

Ｌｂ < ０. ０３ 时ꎬ取 Ｃ４ ＝ １ꎮ

式中:Ａｂ———舭龙骨总面积ꎬｍ２ꎻ
Ｌ———船舶垂线间长ꎬｍꎻ
ｂ———同本节 １０. ２. ４. ４ꎮ

１０. ２. ４. ６　 高速船的横摇角可根据船型特点和航区按本节的

有关规定或通过船模试验确定ꎮ

１０. ２. ５　 静倾角

１０. ２. ５. １　 乘客集中于船舶的一舷或船舶全速回航时ꎬ船舶

的静倾角均不得超过以下的极限静倾角:
(１)船舶的极限静倾角ꎬ应为 ０. ９ 倍的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

或 ０. ９ 倍的舭部中点出水角ꎬ取小者ꎬ如干舷甲板下设有活动舷

窗ꎬ极限静倾角应为 ０. ９ 倍的舷窗下缘入水角ꎮ 设有舷伸甲板的

船舶ꎬ极限静倾角应为 ０. ９ 倍的舷伸甲板边缘入水角ꎻ
(２)极限静倾角应为上述规定计算值或 １０°ꎬ取小者ꎻ
(３)高速船允许通过限制主机转速或舵角的方法满足回航时

极限静倾角的要求ꎬ但其限制值应通过实船试验确定ꎬ并经船舶检

验机构同意ꎮ
１０. ２. ５. ２　 旅客集中一舷时的分布及重量应按下列情况:
(１)乘客集中密度:按每平方米 ４ 人计算ꎬ乘客重量取为每

人 ７５ｋｇꎻ
(２)集中的乘客首先应从乘客所能到达的最上一层甲板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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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下地布满一舷的外走道ꎬ再由上向下分布在同一舷的内走道、
梯口等自由活动面积内ꎬ但不超过船舶中纵剖面线ꎻ对宽度小于

０. ７ｍ 的狭窄处所ꎬ分布面积按实际面积的 ５０％计算ꎻ
(３)当上述自由活动面积不够分布全船总乘客数时ꎬ多余乘

客应正常分布在上层的客舱内ꎬ以计及其对重心升高的不利影响ꎻ
(４)乘客的重心位置按站立状态取为甲板以上 １. ０ｍꎮ
１０. ２. ５. ３　 船舶全速回航的倾侧力矩 Ｍｖ 或力臂 ｌｖ 分别按下

式计算:

Ｍｖ ＝ ０. ４４１
Δ Ｖ２

ｍ

Ｌｓ
[ＫＧ － (ａ２ ＋ ａ３Ｆｒ)ｄ]　 　 ｋＮｍ

ｌｖ ＝ ０. ０４５
Ｖ２

ｍ

Ｌｓ
[ＫＧ － (ａ２ ＋ ａ３Ｆｒ)ｄ]　 　 ｍ

式中:Ｆｒ———船舶傅氏数ꎬＦｒ ＝
Ｖｍ

９. ８１Ｌｓ

ꎻ

Ｌｓ———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水线长ꎬｍ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ꎬｍ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ꎬｔ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ꎻ
Ｖｍ———船舶最大航速ꎬｍ / ｓꎻ
ａ３———修正系数ꎬ按下式计算:

ａ３ ＝ ２５Ｆｒ － ９
当 ａ３ < ０ꎬ取 ａ３ ＝ ０ꎻ当 ａ３ > １ꎬ取 ａ３ ＝ １ꎻ
ａ２———修正系数ꎬ按下式计算:

ａ２ ＝ ０. ９ ４. ０ －
Ｂｓ

ｄ
æ

è
ç

ö

ø
÷

当
Ｂｓ

ｄ < ３. ５ 时ꎬ取
Ｂｓ

ｄ ＝ ３. ５ꎻ

当
Ｂｓ

ｄ > ４. ０ 时ꎬ取
Ｂｓ

ｄ ＝ ４. ０ꎮ

其中:Ｂｓ———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最大水线宽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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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 ６　 突风稳性

１０. ２. ６. １　 青海湖船舶的突风稳性衡准数 Ｋ ｆ ０应符合下式:

Ｋ ｆ０ ＝
Ｍｑ０

Ｍｆ０
≥１

或 Ｋ ｆ０ ＝
ｌｑ０
ｌｆ０

≥１

式中:Ｍｑ０———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ꎬ ｋＮｍ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６. ２ꎻ
Ｍｆ０———突风风压倾侧力矩ꎬｋＮｍ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６. ３ꎻ
ｌｑ０———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ꎬｍ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６. ２ꎻ
ｌｆ０———突风风压倾侧力臂ꎬｍꎬ见本节 １０. ２. ６. ３ꎮ

１０. ２. ６. ２　 计入突风风压时ꎬ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不计入横

摇的影响ꎬ当采用动稳性曲线来确定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时ꎬ可用

下列方法计算:
动稳性曲线可不向 θ 轴负值方向延伸ꎬ作图仅在坐标原点进

行ꎬ其方法与本节 １０. ２. ２. ２ 相同ꎬ见图 １０. ２. ６. ２ꎮ

图　 １０. ２. ６. ２

１０. ２. ６. ３ 　 突风风压倾侧力矩 Ｍｆ ０或力臂 ｌｆ ０应分别按下式

计算:
Ｍｆ０ ＝ ｐ０Ａｆ(Ｚ ｆ － ｄ) × １０ － ３ 　 　 ｋＮｍ

ｌｆ０ ＝ １
９. ８１Δｐ０Ａｆ(Ｚ ｆ － ｄ) × １０ － ３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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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ｆ、Ｚ ｆ、ｄ、Δ———同本节 １０. ２. ２. ３ꎻ
ｐ０———单位计算突风风压ꎬＰａꎬ按下式计算ꎮ

ｐ０ ＝ １０００ Ｚ ｆ － ｄ
１０

æ

è
ç

ö

ø
÷

０. ２

　 　 Ｐａ

第 ３ 节　 破 损 稳 性

１０. ３. １　 一般要求

１０. ３. １. １　 船舶应校核允许装载情况下破舱后的浮力和稳

性ꎮ 破损范围的假设如下(图 １０. ３. １. １):

图 １０. ３. １. １　 船侧和底部破损的横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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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船舶遭受在船长范围内任一点位置处的破损ꎬ但不包括

舱壁间距超过下述(２)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的主横水密舱壁ꎮ
(２)船侧和底部破损的纵向范围均为 ０. １Ｌ 或 ３ｍ ＋ ０. ０３Ｌ 或

１１ｍꎬ取较小者ꎮ
(３)船侧破损的横向范围应为 ０. ２Ｂ 或 ０. ０５Ｌ 或 ５ｍꎬ取较

小者ꎮ
(４)船侧破损的垂向范围应取船的全部垂向范围ꎮ 底部破损

的垂向范围(从基线向上量取)应为 ０. ０２Ｂ 或 ０. ５ｍꎬ取较小者ꎮ
(５)主横向水密舱壁间距小于上述(２)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

时ꎬ应假设一个或数个横向水密舱不存在ꎮ
(６)对于双体船ꎬ应核算一个片体的任一主舱破损不对称浸

水的状况ꎮ 如两个片体的首尖舱或尾尖舱同时破损浸水会导致严

重后果ꎬ也应予以核算ꎮ
１０. ３. １. ２　 计算破舱浮力和稳性时的容积和面积渗透率一般

按表 １０. ３. １. ２ 取值ꎮ
表 １０. ３. １. ２

处　 所 渗透率(％ )

起居处所 ９５

机器处所 ８５

液体舱柜 ０ 或 ９５∗

空舱 ９５

储物处所 ６０

　 　 注:∗ 视何者导致较严重的后果而定ꎮ

１０. ３. １. ３　 如在空舱采用低密度泡沫材料填充提供浮力ꎬ则
此泡沫材料应为闭孔、不吸水ꎬ并与船体结构适当固定ꎬ且应易于

搬移ꎮ
１０. ３. １. ４　 如在假定的破损范围内设有管路、导管ꎬ则其布置

应保证浸水不会通过上述管道扩展到其他舱室ꎮ

１０. ３. ２　 破损后的浮态

１０. ３. ２. １　 破损后最终水线的位置:应位于任何可能发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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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进水的开口下缘以下至少 ３００ｍｍꎮ
１０. ３. ２. ２ 　 破损后ꎬ船舶的横倾角应不超过 １０°ꎮ 如此要求

明显不切实际ꎬ则只要设有安全扶手和有效的防滑措施ꎬ可允许不

超过 １５°ꎮ
１０. ３. ２. ３　 从破损水线到救生筏登乘处ꎬ应有正值干舷ꎮ
１０. ３. ２. ４　 不致因任何可能产生乘客舱室或脱险通道的进水

明显阻碍乘客的撤离ꎮ
１０. ３. ２. ５　 应确保有关人员易于到达和操作应急设备、应急

无线电、供电设备和广播系统ꎮ

１０. ３. ３　 破损后的剩余稳性

１０. ３. ３. １　 单体船破损后ꎬ破损稳性要求如下:
①剩余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角以外至进水角或消失角(取小

者)有一个至少 １０°的正值范围ꎻ
②在平衡角以外至进水角或消失角(取小者)内的最大剩余

复原力臂应不小于按下式求得的值ꎬ但在任何情况下该复原力臂

应不小于 ０. １０ｍ:

ＧＺ ＝ 乘客集中一舷的横倾力矩
排水量

　 　 ｍ

③按以下假定来计算乘客集中一舷的横倾力矩:
ａ. 每平方米 ４ 人ꎻ每一乘客重量为 ７５ｋｇꎻ
ｂ. 乘客应分布在集合站所在的各层甲板的一舷可站立的区

域并使其产生最不利的横倾力矩ꎮ
④在浸水中间阶段最大复原力臂应至少为 ０. ０５ｍꎬ且正复原

力臂的范围至少为 ７°ꎮ 在任何情况中假定船体只有一个破洞和

一个自由液面ꎮ
１０. ３. ３. ２　 双体船破损后ꎬ在浸水最终阶段ꎬ复原力臂曲线的

正稳性范围应不小于 ５°ꎬ在正稳性范围内ꎬ该曲线下的面积应不

小于 ０. ０１５ｍｒａｄꎬ且最大复原力臂应不小于乘客集中一舷产生

的横倾力臂ꎻ在浸水中间阶段正稳性范围应不小于 ３°ꎬ面积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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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０. ００５ｍｒａｄꎮ 在上述范围内不应有继续浸水的开口被

淹没ꎮ

１０. ３. ４　 破损控制

１０. ３. ４. １　 对有破损稳性要求的船舶应有永久性固定显示或

可在驾驶室随时取用的破损控制图ꎮ
１０. ３. ４. ２　 破损控制图应清晰地标明各层甲板的水密舱室边

界ꎬ在这些边界上的开口及其关闭装置和控制位置ꎬ以及扶正由于

浸水产生的横倾的装置(适用时)ꎮ
１０. ３. ４. ３　 船舶航行中所有水密门应保持关闭ꎮ 若因船舶机

械作业必需开启某些水密门时ꎬ在不影响船舶安全和有效监控的

条件下ꎬ可允许开启这些水密门ꎬ但进入作业处所后必须迅速关闭

该门ꎮ 水密门开启和关闭的时间应记入航行日志中ꎮ

第 ４ 节　 船长小于等于 １０ｍ 高速船的要求

１０. ４. １　 适用范围

１０. ４. １.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船长小于等于 １０ｍ 的高速船ꎮ

１０. ４. ２　 完整稳性

１０. ４. ２. １　 甲板艇和敞开艇的完整稳性应满足本章第 ２ 节的

有关要求ꎬ且初稳性高度不应小于 ０. ３５ｍꎮ
１０. ４. ２. ２　 所有艇应校核满载排水状态旅客集中一舷时的稳

性ꎬ应通过计算和实艇试验证实艇在上述情况下ꎬ水不会进入艇

内、不会倾覆ꎬ且横倾角不超过 １０°ꎮ 实艇试验可与倾斜试验结合

进行ꎬ试验时ꎬ可用等重的压铁代替乘客重量ꎮ
１０. ４. ２. ３　 所有艇都应通过实艇回转试验确定其不致倾覆且

横倾角不超过 １０°时的最大主机转速或舵角ꎮ
１０. ４. ２. ４　 对于敞开艇ꎬ其完整稳性也可按下述要求:
(１)空载状态下ꎬ以 ２０ｎ ｋｇ 重量(ｎ 为包括船员在内的额定乘

员数)分布于船中与护舷材同一水平面时ꎬ其初稳性高度应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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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ＧＭ ＝ ０. ３Ｂｍａｘ 　 　 ｍ

式中:ＧＭ———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ꎬｍꎻ
Ｂｍａｘ———包括护舷材在内的船舶最大宽度ꎬｍꎮ
(２)满载状态下ꎬ其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ＧＭ ＝ ０. ３５Ｂｍａｘ 　 　 ｍ

式中:ＧＭ、Ｂｍａｘ———同(１)ꎮ

１０. ４. ３　 进水状态下的不沉性和稳性

１０. ４. ３. １　 对于甲板艇ꎬ应在任一主舱破损浸水后满足下述

要求:
(１)最终水线位于任何可能进一步进水的开口下缘以下ꎬ上

述开口包括空气管、通风筒和有风雨密关闭装置的门或舱口盖开

口ꎬ但可不包括那些通过可保持甲板高度完整性的人孔盖、平舱

口、遥控滑动式水密门及非开启型舷窗ꎻ
(２)剩余的横稳性高度不小于 ０. ０５ｍꎻ
(３)不对称浸水时ꎬ最终横倾角不超过 １０°ꎮ
１０. ４. ３. ２　 对于敞开艇ꎬ凡是新艇或批量建造的首艇都应通

过灌水试验来验证其不沉性并满足下述要求:
(１)所有装备齐全ꎬ每个乘员按 ２８ｋｇ 重量计ꎬ其装备和乘员

均可用压铁代替就位ꎬ油水装满ꎬ浮力体起作用ꎻ
(２)向艇内灌水直至艇内与艇外的水面持平ꎻ
(３)在完成(１)和(２)项后ꎬ在乘员总重量不变的前提下ꎬ将

其中 １０ ＋ ５ｎ(ｋｇ)的乘员重量移至一舷护舷材的任何位置处ꎬ艇仍

不致倾覆ꎬｎ 为额定乘客数ꎻ
(４)在完成(１)、(２)和(３)项后继续向船内灌水ꎬ船应在不论

多少水情况下仍不致沉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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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章　 安 全 设 备

第 １ 节　 救 生 设 备

１１.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１. １. １. １　 救生圈、救生衣和救生筏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ꎮ
１１. １. １. ２　 船上救生设备应妥善存放、固定ꎬ并便于取用ꎬ使

之随时处于可用的良好技术状态ꎮ

１１. １. ２　 救生设备的配备

１１. １. ２. １　 船上每人应配备 １ 件救生衣ꎮ
１１. １. ２. ２　 船上应为值班人员配备不少于船员人数 ２０％ 的

救生衣ꎬ供值班人员使用的救生衣应存放在驾驶室、机舱控制室和

任何其他有人值班的地方ꎮ
１１. １. ２. ３　 除本节 １１. １. ２. １ 的要求外ꎬ每艘船舶还应配备至

少为船上乘客人数 １０％的适合儿童穿着的救生衣ꎻ或为每个儿童

配备(或调配)１ 件救生衣ꎬ取其大者ꎮ
１１. １. ２. ４　 船长大于等于 １０ｍ 船舶应按乘客总人数的 １１０％

配备集体救生设备ꎬ该集体救生设备应为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

救生筏ꎮ
１１. １. ２. ５　 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应存放在尽可能靠

近起居和服务处所的地方ꎮ 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应存放

在船舶推进器前方尽量远的地方ꎬ且便于人员登乘ꎮ 救生筏登乘

处及脱险通道应尽可能布置远离机舱处ꎬ并应具有明显醒目的

标示ꎮ
１１. １. ２. ６　 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应存放在专用的筏

架上ꎬ首缆系牢在船上ꎬ并配有认可的静水压力释放器或其他自由

漂浮装置ꎬ使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随船下沉时能脱离船

舶并自动充气ꎬ浮出水面ꎮ 此外ꎬ还应使系牢装置上的救生筏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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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方法释放ꎮ
１１. １. ２. ７　 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每层甲板应至少配备

４ 个救生圈ꎮ 其中ꎬ每层甲板的每舷应配备 １ 只附有至少 ３０ｍ 长

可浮救生索的救生圈ꎮ
１１. １. ２. ８　 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每层甲板应配备 ３ 只救生

圈ꎬ其中 １ 只应带救生绳ꎬ并分别置于驾驶室或船舶操纵位置两侧ꎮ
１１. １. ２. ９　 救生圈应置于驾驶室或船舶操纵位置的两侧或前

部ꎬ且易于取用之处ꎮ
１１. １. ２. １０　 救生衣应按船员及乘客分布情况安放在其附近

显见易取之处ꎮ

１１. １. ３　 登乘

１１. １. ３. １　 船舶应设置供人员登乘集体救生设备时使用的登

乘处ꎬ每一登乘处应在甲板上有足够的无障碍场所(包括邻近并

可直接通往该登乘处的上、下方甲板公共处所)ꎬ以容纳在该处登

乘集体救生设备的人员ꎬ通往登乘处的路线应设有发光指示标志ꎬ
登乘处应张贴专用符号ꎮ

１１. １. ３. ２　 青海湖船舶应按照如下要求配置登乘装置:
(１)集体救生设备的登乘处距满载水线高度不超过 ４. ５ｍ 时ꎬ

应配置登乘梯或紧急撤离系统或二者的等效设施ꎬ以供船上人员

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集体救生设备ꎮ
(２)集体救生设备的登乘位置距满载水线高度超过 ４. ５ｍ 时ꎬ

应配置紧急撤离系统ꎬ以供船上人员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集体救

生设备ꎮ
１１. １. ３. ３　 紧急撤离系统系指将人员从船舶的登乘甲板迅速

转移到漂浮的集体救生设备上的设备ꎮ
１１. １. ３. ４　 紧急撤离系统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第 ５ 篇第 ４ 章的相关要求ꎮ
１１. １. ３. ５　 登乘处应设在容易从起居处所和工作区域到达的

地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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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 ４　 检修

１１. １. ４. １　 每一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静水压力释

放器和紧急撤离系统均应定期进行检修ꎬ间隔期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
但外观检查无异常者ꎬ经同意可展期到 １７ 个月ꎮ

１１. １. ４. ２　 除按 １１. １. ４. １ 要求外ꎬ每一紧急撤离系统还应至

少每 ６ 年轮流布放 １ 次ꎮ
１１. １. ４. ３　 检修工作应由船检机构认可的检修机构进行ꎮ
１１. １. ４. ４　 以生产日期计算ꎬ救生衣使用年限建议不超过 ４

年ꎬ且救生衣出现损坏应及时更换ꎮ

１１. １. ５　 救生设备的要求

１１. １. ５. １　 救生设备的要求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第 ５ 篇第 ４ 章第 ４ 节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２ 节　 无线电通信设备

１１. ２. １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安装及技术要求

１１. ２. １. １　 船舶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应满足表 １１. ２. １. １
的要求ꎮ

表 １１. ２. １. １

序
号

设备名称 代号 频率
工作
类型

配备定额

Ｈ１ 级航区

航行船舶

Ｈ２ 级航区

航行船舶

１ 甚高频无线电话１ ＶＨＦ １５６ ~
１７４ＭＨｚ

Ｆ３Ｅ
(或 Ｇ３Ｅ)

２ １

２ 对外扩音装置２ １ １

３ 航行安全信息接收装置３ １ １

　 　 注:１ 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可配备 １ 台固定式甚高频无线电话或可携式甚高频无

线电话ꎮ 对在甚高频信号不能完全覆盖的区域航行的船舶ꎬ尚应增配 １ 台海

事卫星电话ꎮ
２ 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若配置固定式对外扩音装置有困难时ꎬ可配置 １ 台便

携式对外扩音装置ꎮ
３ 若其他设备具有接收航行安全信息功能时ꎬ可免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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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２. １. ２　 船舶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安装及技术要求应符合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５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１１. ２. ２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供电

１１. ２. ２. １　 船舶上的无线电设备(便携式除外)的电源应由

主电源和临时应急电源供电ꎮ 可携式无线电设备ꎬ如船上未设有

充电装置ꎬ应至少配备一组容量相同的备用电池ꎮ
１１. ２. ２. ２　 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其无线电设备可仅由主电

源供电ꎮ

第 ３ 节　 航 行 设 备

１１. ３. １　 一般要求

１１. ３. １. １　 船舶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测深杆和 /或测深手锤ꎮ
１１. ３. １. ２　 除船长小于 １０ｍ 的敞口艇外ꎬ船舶应配备 １ 台电

子定位设备ꎮ
１１. ３. １. ３　 船舶应配备 １ 台全球定位系统ꎮ
１１. ３. １. ４　 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船舶除满足 １１. ３. １. １ ~

１１. ３. １. ３条要求外ꎬ尚应配备下列航行设备:
(１)１ 台雷达ꎬＨ２ 级航区船舶可免配ꎮ
(２)１ 台测深仪ꎬＨ２ 级航区船舶可免配ꎮ
１１. ３. １. ５　 船舶如配有探照灯ꎬ当船舶主电源采用发电机组

时ꎬ探照灯的功率应不小于 １ｋＷꎮ 当采用新型光源时ꎬ其光通量

或光强不应低于 １ｋＷ 白炽探照灯ꎻ当主电源为蓄电池组时ꎬ探照

灯的功率应不小于 ０. １ｋＷꎮ
１１. ３. １. ６　 航行设备的安装及技术要求应满足«内河船舶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６ 章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４ 节　 信 号 设 备

１１. ４. １　 一般要求

１１. ４. １. １　 船舶信号设备的技术要求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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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第 ７ 章的相关要求ꎮ

１１. ４. ２　 号灯

１１. ４. ２. １　 船舶应按照表 １１. ４. ２. １ 的要求配备号灯ꎮ
表 １１. ４. ２. １

号灯
白

桅灯

红

舷灯

绿

舷灯

白光

尾灯

白环

照灯

红环

照灯

绿环

照灯

红闪

光灯

黄闪

光灯１

绿闪

光灯

数量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注:１ 仅静水航速大于等于 ３５ｋｍ / ｈ 的船舶需要配备ꎬ且应安装在主桅的顶上ꎮ

１１. ４. ２. ２　 当垂直装设 ２ 盏或 ２ 盏以上的号灯时ꎬ这些号灯

的间距如下:
(１)船长大于等于 ３０ｍ 的船舶ꎬ号灯的间距应不小于 ０. ６ｍꎬ

其中最低 １ 盏号灯应装设在驾驶室顶甲板以上高度不小于 １ｍꎻ
(２)船长小于 ３０ｍ 的船舶ꎬ号灯的间距应不小于 ０. ４ｍꎬ其中

最低 １ 盏号灯应装设在驾驶室顶甲板以上高度不小于 ０. ５ｍꎮ

１１. ４. ３　 号旗及声响信号

１１. ４. ３. １　 船舶应配备 ５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２ 面ꎮ
１１. ４. ３. ２　 船舶应配备红旗、手旗各 １ 面ꎮ
１１. ４. ３. ３　 船舶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国际信号旗ꎮ
１１. ４. ３. ４　 船长大于等于 ３０ｍ 的船舶配中型号笛 １ 个ꎬ船长

小于 ３０ｍ 但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船舶配小型号笛 １ 个ꎮ
１１. ４. ３. ５　 船长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船舶应配备号钟 １ 具或号

锣 １ 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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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章　 舱室布置和乘客定额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２.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１. １. １　 乘客和船员舱室的设计和布置ꎬ应使在船人员免

受不利环境条件的影响ꎬ并在正常和应急情况下使在船人员受伤

的危险性降至最低程度ꎮ
１２. １. １. ２　 乘客可以进入的处所ꎬ不应设置控制开关、电器设

备、高温部件和管道、旋转机械或其他可能导致乘客受伤的设备ꎬ
除非这些设备已适当遮蔽、隔离或以其他适宜方式保护起来ꎮ

１２. １. １. ３　 乘客舱室不应设置操纵控制设备ꎬ除非这些设备

的保护和位置适当ꎬ船员在正常和应急情况下操作时ꎬ不会受到乘

客的妨碍ꎮ
１２. １. １. ４　 乘客和船员舱室的窗应具有足够的强度ꎬ窗玻璃

应采用在破碎时不会裂成危险碎片的材料制造ꎮ
１２. １. １. ５　 公共处所、船员舱室以及这些处所或舱室里的设

备的设计应确保在正常航行或发生故障或恶劣运行的情况下ꎬ船
舶正常和应急的启动、停车和操纵时ꎬ每个人只要正确使用这些设

施都不会受到伤害ꎮ
１２. １. １. ６　 观光游览处所系指供乘客散步、游览、观光的甲板

开敞处所ꎮ 观光游览处所包括所有可以到达但不影响船员工作的

露天甲板和舷侧甲板开敞处所ꎮ
１２. １. １. ７　 观光游览处所可不设有遮阳避雨的顶篷ꎬ但应在

甲板开敞处所的四周设置围壁或舷墙或栏杆ꎬ其中ꎬ舷墙和栏杆应

符合本章第 ５ 节的规定ꎮ

第 ２ 节　 驾　 驶　 室

１２. ２.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２. １. １　 青海湖船舶的驾驶室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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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则»第 １０ 篇第 １０ 章第 ３ 节的有关规定ꎮ

第 ３ 节　 舱 室 设 计

１２. ３.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３. １. １　 每位乘客和船员都应有一个固定座位ꎮ
１２. ３. １. ２　 每一乘客所占固定软座坐椅椅面的尺度应不小于

０. ５０ｍ ×０. ４８ｍꎬ所占固定硬座坐椅椅面的尺度应不小于 ０. ４ ｍ ×
０. ３８ｍꎮ

１２. ３. １. ３　 船舶座椅及其附件和邻近结构的型式、设计及布

置ꎬ应使船舶在遭受碰撞后乘客受伤的可能性最小ꎮ 凡有危险的

凸出物和坚硬的边缘都应予消除或另包软垫ꎮ
１２. ３. １. ４　 船员舱室中的设备应予以定位ꎬ并作妥善固定ꎮ
１２. ３. １. ５　 对乘客处所中发生移动可能阻碍脱险通道的家

具ꎬ应予以固定ꎮ 具体固定范围和固定方法应经船舶检验机构

确认ꎮ
１２. ３. １. ６　 船舶的通道、出入口和扶梯应满足«内河船舶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９ 篇第 ４ 章第 ３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１２. ３. １. ７ 　 青海湖航行的高速船ꎬ除满足本节 １２. ３. １. １ ~

１２. ３. １. ６ 的要求外ꎬ还应满足本节 １２. ３. １. ８ ~ １２. ３. １. １１ 的

要求ꎮ
１２. ３. １. ８　 青海湖航行的高速船ꎬ客舱的第一排座椅(含客

舱内横向通道处的第一排座椅)和驾驶员座椅均应设置安全带ꎮ
１２. ３. １. ９　 青海湖航行的高速船ꎬ公共处所和船员舱室的位

置和设计ꎬ应满足公共处所和船员舱室位于由 Ａｂｏｗ所确定的横断

面(图 １２. ３. １. ９)之后:
Ａｂｏｗ ＝ ０. ００３５ＡｍｆＶ

但不小于 ０. ０４Ａꎮ
式中:Ａｂｏｗ———高速船横断面之前能量吸收结构的平面投影面积

(ｍ２)ꎻ
Ａ———高速船总的平面投影面积(ｍ２)ꎻ

６８



ｍ———材料系数ꎬｍ ＝０. ９５ /Ｍꎬ 其中ꎬＭ 根据船体材料取值:
Ｍ ＝ １. ３　 (对于高强度钢)ꎻ
Ｍ ＝ １. ０　 (对于铝合金)ꎻ
Ｍ ＝ ０. ９５　 (对于低碳钢)ꎻ
Ｍ ＝ ０. ８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ꎻ
如为混合材料ꎬ材料系数应按 Ａｂｏｗ限定面积内的不

同材料的重量比例取值ꎻ
ｆ———骨架型式系数ꎬ按下列规定取值:

甲板和外板均为纵骨架式或横骨架式时ꎬ取 ｆ ＝ ０. ８ꎻ
甲板和外板为混和骨架式时ꎬ取 ｆ ＝ ０. ９ꎻ

Ｖ———营运速度 (ｍ / ｓ)ꎮ

图 １２. ３. １. ９　 两种不同船型的平面图

１２. ３. １. １０　 高速船所有座椅、座椅底及其与甲板的连接ꎬ应
具有良好的吸收能量的功能ꎮ

１２. ３. １. １１　 除本节 １２. ３. １. １ 规定的座位外ꎬ高速船另增加

的座位不允许在危险的航行条件或潜在危险的气候或海况下使

用ꎮ 这些座位应按本节 １２. ３. １. １０ 的要求固定妥善ꎬ且应清晰地

标出不能在危险状况下使用ꎮ

第 ４ 节　 乘客定额标准

１２. ４. １　 乘客定额

１２. ４. １. １ 　 核定乘客定额时ꎬ每一乘客应作为定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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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ꎮ
１２. ４. １. ２　 座席应按载客处所内设置的固定座椅(含沙发)

计算乘客定额ꎬ座席乘客定额 Ｎ１ 按下式计算:

Ｎ１ ＝ ｎ１ ＋∑
ｌ１ｉ
Ｗ

当
ｌ１ｉ
Ｗ有小数时ꎬ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ꎮ

式中:ｎ１———单人固定座椅的数量ꎻ
Ｗ———座椅椅面的宽度ꎬｍꎬ见本章 １２. ３. １. ３ꎻ
ｌ１ｉ———第 ｉ 件两人及以上的固定座椅(含沙发) 的有效长

度ꎬｍꎮ

第 ５ 节　 船员和乘客保护

１２. ５.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５. １. １　 在船员或乘客可以到达的所有露天甲板ꎬ应装设

有效的栏杆或舷墙ꎮ 也可提供等效安全的替代设施ꎬ如安全绳和

支索等ꎮ 舷墙或栏杆高度应至少为甲板以上 １ｍꎮ 但如这一高度

会影响船的正常营运ꎬ经同意ꎬ可允许降低ꎬ但最低不得小

于 ８００ｍｍꎮ
１２. ５. １. ２　 栏杆最低一根横杆距甲板应不超过 ２３０ｍｍꎬ其他

横杆的间距应不超 ３８０ｍｍꎮ
１２. ５. １. ３　 顶篷甲板上ꎬ若不是船员经常活动和工作处所ꎬ可

设置矮栏杆或防滑板等安全保护设施ꎮ
１２. ５. １. ４　 应设有适当的设施(栏杆、救生绳等)保护船员往

返舱室、机器处所和船上必须进行的工作所用的其他所有部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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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３ 章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３.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３. １. １.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章规定适用于防止青海湖船舶

对环境造成的下列污染:
(１)油类污染ꎻ
(２)生活污水污染ꎻ
(３)垃圾污染ꎻ
(４)空气污染ꎻ
(５)防污底污染ꎮ
１３. １. １. ２　 船舶防污染除满足本章要求外ꎬ尚应遵守当地政

府的法令及有关规定ꎮ

１３. １. ２　 一般要求

１３. １. ２. １　 船舶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１３. １. ２. ２　 船舶禁止运送、携带任何有毒、有害污染物质ꎮ
１３. １. ２. ３　 本章各节所述对油性混合物、生活污水以及垃圾

的排放入水的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之一:
(１)为保障船舶安全或救护水上人命所需要排放者ꎻ
(２)由于船舶或其设备遭到意外损坏ꎬ已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仍需排放者ꎻ
(３)经主管当局批准为特殊目的而要求排放者ꎮ
１３. １. ２. ４　 对本章尚未提及部分ꎬ尚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

检验技术规则»第 ７ 篇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２ 节　 防止油类污染

１３. ２. １　 一般要求

１３. ２. １.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节的有关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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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含油舱底水———系指机炉舱、舵机舱、轴隧等机器处所的

舱底水ꎻ
(２)污油水舱(柜)———系指留存含油舱底水及其他含油污水

的舱(柜)ꎻ
(３)油类记录簿———系指本局对船舶规定的具有统一格式的

油类作业记录簿ꎮ
１３. ２. １. ２　 本节所要求的防止油类污染的任何附件、材料、设

备或器械ꎬ如采用至少同等有效的设施来代替ꎬ经检查与试验证实

后ꎬ可予同意ꎬ但不应以操作方法来达到控制排油并作为等效来代

替本章所规定的结构与设备的要求ꎮ
１３. ２. １. ３　 船舶应设置污油水舱(柜)ꎬ将含油舱底水贮存在

船上ꎬ排放给接收设备ꎮ 严禁将污油水直接排往舷外ꎮ 污油水舱

的容积应需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７ 篇第 ２ 章的

相关要求ꎮ

第 ３ 节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

１３. ３. １　 一般要求

１３. ３. １.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节的有关定义如下:
(１)生活污水系指下列各种水质:
①任何形式排放的粪便污水ꎻ
②船上面盆和这些处所排水孔的排出物ꎻ
③混有上述排出物的其他废水ꎮ
(２)生活污水贮存舱(柜)———系指收集和贮存生活污水的舱

(柜)ꎮ
(３)打包收集设施———系指用打包形式收集生活污水(不含

冲洗水)的设施ꎮ
(４)接收设施———系指岸上或船上(生活污水收集船)用于接

收生活污水的设施ꎬ其中包括生活污水贮存舱(柜)、打包收集装

置及相关附件等ꎮ
１３. ３. １. ２　 青海湖船舶的生活污水应贮存在船上ꎬ排放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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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设备ꎬ严禁将生活污水排往水域ꎮ 生活污水贮存舱的容积应满

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７ 篇第 ５ 章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４ 节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

１３. ４. １　 一般要求

１３. ４. １.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节的有关定义如下:
(１)船舶垃圾———系指船舶在营运过程中产生的并需要随时

或定期处理的各种食品、生活及工作用品的废弃物ꎮ
(２)船舶垃圾收集装置———系指用于盛放船舶垃圾的容器ꎮ
(３)船上人员———系指船员和乘客的总人数ꎮ
(４)接收设施———系指用以接收船舶垃圾的设施ꎮ
１３. ４. １. ２　 所有船舶垃圾应储存在垃圾收集装置中ꎬ定期由

船 /岸有关部门予以接收ꎬ不应排往水域ꎮ
１３. ４. １. ３　 船长大于等于 １２ｍ 的船舶ꎬ应设置告示牌以便船

员及乘客知道关于船舶垃圾处理的规定ꎬ告示牌的规格、内容及安

装位置应符合本局的有关规定ꎮ
１３. ４. １. ４　 核准载运船上人员大于等于 １５ 人的船舶ꎬ应备有

一份经本局认可的垃圾记录簿ꎬ以记录每次排放作业情况ꎮ

第 ５ 节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

１３. ５. １　 一般要求

１３. ５. １. １　 青海湖船舶在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方面应满足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７ 篇第 ７ 章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６ 节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对水域的污染

１３. ６. １　 一般要求

１３. ６. １.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节的有关定义如下:
(１)防污底系统———系指用于船舶控制或防止不利生物附着

的涂层和油漆、表面处理、表面或装置ꎮ
１３. ６. １. ２　 如船舶设有防污底系统ꎬ其防污底系统不得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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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杀灭剂的有机锡化合物ꎮ
１３. ６. １. ３　 防污底漆应持有证明其不含有作为生物杀灭剂的

有机锡化合物的相关证书或证明文件ꎮ
１３. ６. １. ４　 船舶更换防污底系统时也应满足本规则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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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送审图纸目录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 １. １　 每一艘船舶的图纸目录不尽相同ꎬ应根据其适用情况

确定ꎮ
１. １. ２　 上述送审(或备查)的图纸均为一式 ３ 份ꎬ当图纸项

目有重复时ꎬ不必重复提交ꎮ
１. １. ３　 本附录所列出的送审(或备查)图纸目录ꎬ当出现同

一图纸项目既为送审ꎬ又为备查时ꎬ应视为送审ꎮ
１. １. ４　 对特殊布置、特殊结构的船舶ꎬ或船舶检验机构认为

必要的其他图纸资料ꎬ可要求增加送审图纸资料的范围ꎮ

１. ２　 送审(或备查)图纸目录

１. ２. １　 船体构造

１. ２. １.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船体构造

图纸资料批准:
(１)总布置图ꎻ
(２)主要横剖面结构图(包括典型结构节点图)ꎻ
(３)基本结构图ꎻ
(４)船首、船尾结构图ꎻ
(５)结构强度计算书或结构规范计算书(包括结构设计载荷、

总纵强度、总横强度、局部强度和结构稳定性等)ꎻ
(６)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图ꎻ
(７)主要舱壁结构图ꎻ
(８)外板展开图ꎻ
(９)纤维增强塑料铺层设计图(如有时)ꎻ
(１０)主机座和推力轴承座结构图ꎻ
(１１)通风筒、空气管和排水口布置及结构图ꎻ
(１２)冰区加强结构图及其强度计算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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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机舱结构图(如有时)ꎻ
(１４)尾轴架结构图ꎻ
(１５)露天门、窗、盖的结构和布置图(包括注明围槛、围板高

度ꎬ窗玻璃厚度等)ꎻ
(１６)舵系布置图(如有时)ꎻ
(１７)舵结构图(包括舵叶、舵杆、舵承及连接等结构)及强度

计算书ꎻ
(１８)导流管结构图及强度计算书(如有时)ꎻ
(１９)桅及其支撑结构图(如有时)ꎻ
(２０)锚泊和系泊设备布置图及舾装数计算书ꎻ
(２１)纤维增强塑料船船体预埋件(包括锚泊、系泊、乘客座椅

等受力较大部位的预埋件及避雷预埋板)结构图(如有时)ꎻ
(２２)焊接方式和规格表ꎮ
１. ２. １. ２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船体图纸

资料备查:
(１)船体说明书ꎻ
(２)型线图ꎻ
(３)重量重心计算书ꎮ
１. ２. １. ３　 除 １. ２. １. ２ 外ꎬ高速船还应提交下列船体图纸资料

备查:
(１)船舶操作手册ꎻ
(２)船舶航线操纵手册ꎻ
(３)维修手册ꎮ

１. ２. ２　 轮机

１. ２. ２.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机械图纸

资料批准:
(１)机舱布置图ꎻ
(２)舱底水管系图ꎻ
(３)空气、测量、溢流和注入管系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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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疏排水管系布置图ꎻ
(５)主、辅机滑油管系图ꎻ
(６)主、辅机冷却水管系图ꎻ
(７)燃油供油系统(包括燃油舱柜布置)图ꎻ
(８)液压管系图ꎻ
(９)压缩空气管系图ꎻ
(１０)主辅机排气管系图ꎻ
(１１)机舱通风管系图ꎻ
(１２)轴系布置图ꎻ
(１３)推力轴、中间轴、尾管轴(通过尾管但不安装推进器的

轴)、螺旋桨轴图ꎻ
(１４)尾管总图ꎬ包括油封装置和尾管轴承图ꎻ
(１５)推进器图(水螺旋桨或喷水推进器及等效装置)ꎻ
(１６)轴系强度计算书(包括轴径计算、联轴器的连接计算、连

接螺钉计算等)ꎻ
(１７)轴系扭转振动计算书ꎻ
(１８)轴系回旋振动计算书ꎻ
(１９)推进器强度计算书ꎻ
(２０)螺旋桨液压装配图及计算书ꎻ
(２１)舵装置图ꎻ
(２２)舵装置强度计算书ꎻ
(２３)舵装置的液压动力系统图或等效的操纵传动系统图ꎮ
１. ２. ２. ２ 　 除 １. ２. ２. １ 外ꎬ常规船还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批准:
(１)蒸汽管系图ꎻ
(２)锅炉给水管系和锅炉泄放管路图ꎻ
(３)凝水和乏气管系图ꎻ
(４)燃油加热管系图ꎻ
(５)泄水、进水和排水管路布置图ꎻ
(６)燃油、滑油净化系统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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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３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机械图纸

资料备查:
(１)轮机说明书ꎻ
(２)机械设备明细表ꎻ
(３)机械设备计算书ꎻ
(４)轴系扭振计算用的主机、齿轮箱当量系统图ꎮ

１. ２. ３　 电气设备

１. ２. ３.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电气图纸

资料批准:
(１)电力负荷计算书ꎻ
(２)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容量计算书ꎻ
(３)主配电板原理图或单线图ꎻ
(４)蓄电池组充放电板原理图和布置图ꎻ
(５)电力系统图(包括电缆型号、截面积、电流定额及其保护

电器的定额)ꎻ
(６)电力设备布置图(包括主要设备电缆的走向和通过防火

要求的舱壁和甲板的措施)ꎻ
(７)全船主照明、临时应急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ꎻ
(８)船内通信系统图和布置图ꎻ
(９)船内报警系统图和布置图(包括探火和失火报警、灭火剂

施放预报警和通用报警等)ꎮ
１. ２. ３. ２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电气图纸

资料备查:
(１)全船电气说明书ꎻ
(２)电气设备明细表ꎮ

１. ２. ４　 吨位丈量

１. ２. ４.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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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船体说明书ꎻ
(２)总布置图ꎻ
(３)型线图ꎻ
(４)静水力曲线图ꎻ
(５)主要横剖面图ꎻ
(６)基本结构图ꎻ
(７)吨位估算书ꎮ

１. ２. ５　 载重线

１. ２. ５.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批准:
(１)船体说明书ꎻ
(２)载重线标志和水尺图ꎻ
(３)全船开口(包括门、窗)布置及结构图ꎻ
(４)甲板室和上层建筑结构图ꎮ
１. ２. ５. ２ 　 除 １. ２. ５. １ 外ꎬ常规船还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批准:
(１)干舷计算书ꎮ
１. ２. ５. ３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供下列图纸资料

供备查:
(１)总布置图ꎻ
(２)主要横剖面图ꎻ
(３)船体结构强度计算书ꎻ
(４)各种装载情况稳性计算书ꎻ
(５)型线图ꎮ

１. ２. ６　 稳性

１. ２. ６.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批准:
(１)各种装载情况稳性计算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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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许用重心高度曲线图或数值ꎻ
(３)进水角开口位置及其进水角曲线图或数值ꎻ
(４)破损稳性计算书(如有要求时)ꎮ
１. ２. ６. ２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供备查:
(１)总布置图ꎻ
(２)型线图和型值表ꎻ
(３)舭龙骨布置图(如设有时)ꎻ
(４)静水力曲线图或数据ꎻ
(５)稳性横截曲线图或数据ꎻ
(６)舱室曲线图或数据ꎮ

１. ２. ７　 消防

１. ２. ７.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批准:
(１)结构防火的方式以及有关材料特性的说明ꎻ
(２)防火区域及舱室防火分隔图ꎻ
(３)防火舱壁、甲板及门的结构详图ꎻ
(４)防火门控制原理图ꎻ
(５)通风系统布置及挡火闸控制图ꎻ
(６)固定式灭火系统布置图及灭火剂量计算ꎻ
(７)水灭火系统布置图ꎻ
(８)固定式探火及失火报警系统布置图ꎻ
(９)防火控制图或消防设备布置图(如无防火控制图要求

时)ꎻ
(１０)灭火设备及消防用品清单ꎮ

１. ２. ８　 救生设备

１. ２. ８.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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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救生设备布置图及设备清册ꎮ

１. ２. ９　 无线电设备

１. ２. ９.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批准:
(１)无线电通信设备系统图ꎻ
(２)无线电通信设备布置图ꎻ
(３)天线布置图ꎻ
(４)无线电通信设备明细表ꎮ

１. ２. １０　 航行设备

１. ２. １０.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

料批准:
(１)航行设备布置图ꎻ
(２)航行设备系统图ꎻ
(３)天线布置图ꎻ
(４)航行设备明细表(有关产品认可编号ꎬ产品认可证件可在

船上安装时提供)ꎮ

１. ２. １１　 信号设备

１. ２. １１.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

料批准:
(１)号灯、号型、号旗和声响信号设备的布置图ꎻ
(２)号灯、号型、号旗和声响信号设备的规格ꎮ

１. ２. １２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结构和设备

１. ２. １２.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

料批准:
(１)防油污结构与设备说明书ꎻ
(２)污油水舱(柜)和污油舱(柜)及其管系布置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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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防止生活污水污染系统说明书ꎬ包括贮存舱(柜)ꎻ
(４)全船生活污水污染系统布置图ꎬ包括管路、排放接头、应

急旁通管路ꎻ
(５)船舶垃圾收集装置配置的说明ꎻ
(６)使用消耗臭氧物质的系统布置ꎮ

１. ２. １３　 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

１. ２. １３. １　 船舶(包括常规船和高速船)应提交下列图纸资

料批准:
(１)船舶总布置和各层甲板乘客布置图ꎻ
(２)稳性计算书ꎻ
(３)救生设备布置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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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建造检验项目表及试验要求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１. １　 船舶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的检查应包括 ２. ２ 的项

目ꎬ并应符合审查批准的图纸资料要求ꎮ

２. ２　 检验项目

２. ２. １　 船体、轮机、电气设备和机舱自动化:
２. ２. １. １　 船体、轮机、电气设备和机舱自动化应在建造期间

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检查船体结构(包括主船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以及海

底阀箱及其滤网等ꎻ
(２)确认干舷甲板以下的防撞舱壁、机器处所两端和其他处

所分隔舱壁以及双层底舱、防撞边舱等的水密性ꎻ
(３)水密门的操作试验及密性试验ꎻ
(４)确认水密甲板、围壁通道、隧道及通风管道的密性ꎻ
(５)舵设备、锚泊和系泊设备的检查和试验ꎻ
(６)设计水线标志和水尺的确定ꎻ
(７)确认乘客和船员的脱险通道满足要求ꎻ
(８)当有要求时ꎬ进行船舶倾斜试验、船舶操纵性能试验、船

体振动测量、轴系扭转振动测量ꎻ
(９)确认有关船用产品证书ꎻ
(１０)确认机械、设备、装置和系统的布置、安装和工艺等符合

规定的要求ꎻ
(１１)机械、设备、装置及其控制系统ꎬ如主机、推进轴系、螺旋

桨、齿轮箱、发电机组、锅炉、压力容器、舵机、锚机、空气压缩机、热
交换器、海底阀、舷侧阀等安装后的检查和试验ꎻ

(１２)燃油、滑油、冷却、加热、舱底、压载、测量、通风等管系的

安装后试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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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确认主机、辅机、锅炉、压力容器及燃油、蒸汽和压缩空

气管系、热表面等设有适当的安全装置或防护设施ꎻ
(１４)报警系统安装后的检查和效用试验ꎻ
(１５)检查发电机、电动机、电缆、主配电板、应急配电板、蓄电

池充放电板、变压器等的布置、安装、工艺等方面符合批准的图纸、
规定和其他技术文件的要求ꎻ

(１６)发电机、电动机、电缆、主配电板、应急配电板、蓄电池充

放电板、变压器等安装后的检查和试验ꎻ
(１７)操舵系统的检查和试验ꎻ
(１８)应急电源、临时应急电源以及相关的电气设备的检查和

试验ꎻ
(２０)船内通信系统、扩音(广播)系统及信号报警装置的检查

和试验ꎻ
(２１)照明系统(包括主照明、应急照明、临时应急照明、低位

照明、附加应急照明)的检查和试验ꎻ
(２２)危险区域或处所电气设备的检查和试验ꎻ
(２３)监控、控制、报警和安全系统的检查和试验ꎮ
２. ２. １. ２　 除 ２. ２. １. １ 外ꎬ高速船还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确认方向控制装置的布置及功能满足规定的要求ꎻ
(２)确认舱底水系统的设置及功效满足要求ꎮ
２. ２. １. ３　 确认船上已配备下列所需的各种文件:
(１)船舶稳性资料ꎮ
２. ２. １. ４　 除 ２. ２. １. ３ 外ꎬ高速船还应配备下列所需的各种

文件:
(１)船舶操作手册ꎻ
(２)船舶航线操纵手册ꎻ
(３)维修手册ꎮ

２. ２. ２　 船舶消防、救生设备、航行设备和信号设备:
２. ２. ２. １　 船舶应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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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１)确认结构防火布置ꎻ
(２)确认水灭火系统符合规定的要求ꎻ
(３)检查灭火器等消防用品的配备和布置ꎻ
(４)确认机器处所固定式灭火系统符合规定的要求ꎻ
(５)确认机器处所内灭火设备及特殊布置符合规定的要求ꎻ
(６)确认火警探测和报警系统的功能ꎻ
(７)确认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及其舱柜上的阀

门的遥控关闭装置的操作功能ꎻ
(８)确认各种开口关闭设施的操作功能ꎻ
(９)核查救生设备的配备和布置ꎻ
(１０)检查紧急撤离系统的配备和登乘布置ꎻ
(１１)检查固定式和便携式船内通信设备(如有时)的配备及

其状况ꎻ
(１２)检查集合与登乘处、走廊、梯道及进入集合与登乘处的

出口处的照明ꎬ包括由应急电源供电时的照明ꎻ
(１３)检查号灯的布置及安装、试验符合规定要求ꎻ检查号型、

号旗和声响信号设备配备ꎻ
(１４)确认雷达、船载电子海图系统、船载自动识别系统、舵角

指示器、螺旋桨转速指示器、探照灯等的安装及试验符合规定

要求ꎮ
２. ２. ２. ２　 确认船上已配备下列所需的各种文件:
(１)防火控制图的配备和张贴ꎮ

２. ２. ３　 无线电通信设备

２. ２. ３. １　 船舶应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

检查:
(１)核查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及布置ꎻ
(２)检查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安装情况ꎻ
(３)对甚高频无线电话装置、可携式甚高频无线电话装置、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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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音装置、航行安全信息接收装置进行试验ꎬ确认其功能的完好性ꎮ

２. ２. ４　 载重线

２. ２. ４. １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核查船舶在其强度方面已按认可的图纸进行建造ꎻ
(２)确认已经适当地标清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ꎻ
(３)检查上层建筑端部舱壁结构及设置于上层建筑上出入口

的关闭装置ꎻ
(４)检查在干舷甲板上的舱口及其他开口的风雨密紧固

装置ꎻ
(５)检查通风筒和空气管ꎬ包括其围板和关闭装置ꎻ
(６)检查干舷甲板以下的舷侧开口上的关闭装置的水密完

整性ꎻ
(７)检查排水孔、进口和排出口ꎻ
(８)检查舷窗和窗盖ꎻ
(９)检查舷墙ꎬ包括排水舷口的配置ꎻ
(１０)检查为保护船员和进出船员舱室及工作处所而设的栏

杆、梯道、通道和其他设施ꎮ
２. ２. ４. ２　 核查并确认船上已配备下列所需的各种文件:
(１)船舶稳性资料ꎮ

２. ２. ５　 防止油类污染

２. ２. ５. １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核查船舶在防止油污染方面已按批准的图纸进行建造ꎻ
(２)污油水舱(柜)及污油舱(柜)应进行密性试验ꎮ 密性试

验应符合本规则的有关要求ꎻ
(３)确认标准排放接头符合规定ꎻ
(４)检查有关管路的固定情况ꎮ

２. ２. ６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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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６. １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检查防止生活污水污染系统的设备(装置)的安装情况ꎻ
(２)生活污水贮存舱(柜)及生活污水处理柜应进行密性试

验ꎬ密性试验应符合本规则的有关要求ꎻ
(３)检查生活污水管路的密封及管路的固定情况ꎻ
(４)检查排放接头ꎻ
(５)检查应急旁通管路ꎻ
(６)检查贮存舱(柜)液位报警装置(若设有时)ꎮ

２. ２. ７　 防止垃圾污染

２. ２. ７. １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检查防止垃圾污染收集装置ꎻ
(２)核对告示牌ꎮ

２. ２. ８　 防止空气污染

２. ２. ８. １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确认使用消耗臭氧物质的装置安装和运行良好ꎬ且无消

耗臭氧物质泄漏ꎻ
(２)确认对所有规定应备有证书的发动机ꎬ已按«船用柴油机

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第 ２. ２ 节要求进行了检验发证:
①如采用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ꎬ按«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

放控制技术规则»第 ６. ２ 节要求ꎬ进行船上核查检验ꎻ
②如采用的是简化的方法ꎬ按«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

制技术规则»第 ６. ３ 节要求ꎬ进行船上核查检验ꎻ
(３)对船上的证书有效性和文件的检查:
①确认根据«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的第 ２

章 ２. １ 规定ꎬ每台应经证明的发动机均有«防止发动机造成大气

污染国际证书(ＥＩＡＰＰ)»ꎻ
②确认船上的每台发动机都配有经认可的技术案卷ꎻ
③当采用发动机参数检查法对船上的 ＮＯＸ 进行核查时ꎬ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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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发动机都配有一本规则的发动机参数记录簿ꎮ

２. ２. ９　 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

２. ２. ９. １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舱室设备布置ꎻ
(２)检查载运乘客条件ꎻ
(３)检查出入口(包括应急出入口)、通道、梯道及其指示标志ꎻ
(４)检查公共处所、服务处所及登乘处所及其照明设备(包括

应急照明设备)ꎻ
(５)检查供水、排水系统ꎻ
(６)检查公共处所通风布置ꎻ
(７)检查厕所及厨房布置ꎻ
(８)检查舷墙、栏杆或扶手ꎻ
(９)检查存在危险气体舱室ꎬ如蓄电池室、油漆间等的安全

设施ꎻ
(１０)按有关规定核定乘客定额ꎮ

２. ３　 试验要求

２. ３. １　 船舶进行建造检验时ꎬ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试验:
(１)船体结构密性试验ꎻ
(２)机械设备密性试验ꎻ
(３)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测定ꎻ
(４)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ꎮ
２. ３. ２　 船体结构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对下列项目应作冲水试验:
①水密舱壁、水密平台及轴隧ꎻ
②舱壁水密门ꎻ
③风雨密的门、窗、盖ꎻ
④露天部分的干舷甲板ꎻ
⑤铝合金铆接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接缝ꎮ 冲水试验时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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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的水压力不低于 ０. ０５ＭＰａꎬ喷嘴内径不小于 １６ｍｍꎬ喷嘴离被

试验处的距离应不大于 ３ｍꎬ水柱移动速度应不大于 ０. １ｍ / ｓꎮ
(２)应对下列部位进行水压试验:
①空的首、尾尖舱压水到最大破损水线ꎻ
②所有水舱、油舱、液体压载舱以及装载液体的首、尾尖舱均

压水到该舱舱顶以上 １. ５ｍ 或到其溢流管顶ꎬ取其大者ꎻ
③如在船台上进行水压试验有困难ꎬ可在船下水后进行ꎮ 但

应在下水前在船台上对船体的水下部分及下水后无法检查的部分

用适宜的方法检查密性ꎮ
(３)上述(２)所要求的水压试验可以用充气试验代替ꎬ但至少

对每种类型的液舱的其中 １ 个舱进行压水试验ꎬ充气试验的压力

应不小于 ０. ０２ＭＰａꎬ但不应大于 ０. ０３ＭＰａꎬ试验时一般可充气到

０. ０２ＭＰａꎬ保持压力 １５ｍｉｎꎬ检查压力无明显下降后ꎬ再将舱内气压

降至 ０. ０１４ＭＰａꎬ然后涂刷肥皂水进行渗漏检查ꎮ
(４)配膳室、厕所、盥洗室、蓄电池室等围壁下沿应灌水试验ꎬ

灌水至门槛高ꎮ
(５)对于露天甲板上的铝—钢过渡接头的对接焊缝应进行浸

水试验或煤油试验ꎮ

２. ３. ３　 机械设备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机械设备、压力容器和管系安装后应进行密性试验ꎬ试验

时间一般为 ３ ~ ５ｍｉｎꎬ试验压力按本规则第 ４ 章有关要求ꎮ

２. ３. ４　 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测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测定的要求和结果的评定应满足第

１０ 章的相应规定ꎻ
(２)倾斜试验应按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

«船舶倾斜试验与静水横摇试验实施»进行ꎮ

２. ３. ５　 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应按批准的试验大纲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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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年度检验 /中间检验 /换证检验项目表

３. １　 年度检验

验船师应对下列适用项目进行检查ꎬ并确信其处于有效技术

状态ꎮ
３. １. １　 船体、轮机、电气设备和机舱自动化

３. １. １. １　 船体、轮机、电气设备和机舱自动化应按下列项目

进行检查:
(１)检查船体及其上的关闭装置ꎻ
(２)检查舵设备及锚泊和系泊设备ꎻ
(３)对水密门进行检查和操作试验ꎻ
(４)检查舱底、压载、甲板排水、空气和测量管系的工作情况ꎬ

并对舱底和压载管系进行效用试验ꎻ
(５)对锅炉、压力容器及其附属装置ꎬ包括安全装置进行外部

检查ꎮ 确认锅炉及压力容器的安全阀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ꎻ
(６)确认主推进装置ꎬ包括主推进机械、齿轮传动装置和轴系

等ꎬ以及为主推进装置服务的泵和管路系统得到维护保养ꎬ处于良

好工作状态ꎻ
(７)确认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辅助机械ꎬ以及为其服务的泵

和管路系统工作状态良好ꎻ
(８)对操舵装置和控制系统进行效用试验ꎬ设有应急操舵系

统的应进行应急操舵试验ꎻ
(９)确认机器和其他处所通风系统的运行状态ꎻ
(１０)确认机器和其他处所的脱险通道保持畅通ꎻ
(１１)确认驾驶室和机器处所之间的通信设施工作状态良好ꎻ
(１２)尽可能地在运行状态中对电气设备进行目检ꎬ包括主电

源和照明系统ꎻ
(１３)确认应急电源、临时应急电源在主电源失效后自动供电

的工作情况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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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检查防止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由电气引起的灾害的预

防措施ꎻ
(１５)监控、控制、报警和安全系统的检查和试验ꎻ
(１６)船内通信系统、扩音(广播)系统及信号报警装置的检查

和试验ꎻ
(１７)机舱自动化控制处所的布置并试验报警、自动、停车

功能ꎮ
３. １. １. ２　 除 ３. １. １. １ 外ꎬ高速船还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确认方向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ꎻ
(２)确认舱底水系统的运行情况ꎮ

３. １. ２　 船舶消防、救生设备、航行设备和信号设备

３. １. ２. １　 船舶消防、救生设备、航行设备和信号设备应按下

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确认结构防火未作改动ꎬ检查及试验所有手动和自动防

火门ꎬ试验所有通风系统主出入口的关闭装置ꎻ
(２)检查水灭火系统并作效用试验ꎻ
(３)核查灭火器的配备及存放ꎻ
(４)检查机器处所固定式灭火系统及报警试验ꎻ
(５)机器处所天窗、门、窗、排烟口ꎬ烟囱环围空间和通风开口

及其关闭装置的检查和操作试验ꎬ以及停止通风系统和锅炉的抽

风风机装置的操作试验ꎻ
(６)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舱柜上阀门的遥控切断装置

的检查和效用试验ꎻ
(７)各种开口关闭设施的操作试验ꎻ
(８)检查火警探测和报警系统ꎬ可行时ꎬ进行相应试验ꎻ
(９)核查船内通信设备和通用报警系统的操作功能ꎻ
(１０)检查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筏和紧急撤离系统的技术状

况、配备和存放ꎻ
(１１)检查集合与登乘处、走廊、梯道及进入集合登乘处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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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的照明ꎬ包括由应急电源供电时的照明ꎻ
(１２)号灯和声响信号设备的检查和试验ꎬ号型、号旗等检查ꎻ
(１３)检查雷达装置、船载电子海图系统、船载自动识别系统、

舵角指示器、螺旋桨转速指示器等设备ꎮ

３. １. ３　 无线电通信设备

３. １. ３. １　 无线电通信设备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各种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运行情况ꎮ

３. １. ４　 船舶载重线

３. １. ４. １　 船舶载重线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总体核查船体强度没有降低ꎻ
(２)核查甲板线和载重线的位置ꎬ如有必要ꎬ应重新勘划和重

新涂漆ꎻ
(３)核查船体或上层建筑未发生将影响确定载重线位置计算

的任何改变ꎻ
(４)检查上层建筑端部舱壁结构及设于其上的出入口的关闭

装置ꎻ
(５)检查在干舷甲板上的舱口及其他开口的风雨密紧固

装置ꎻ
(６)检查干舷甲板以下舷侧开口上的关闭装置的水密完

整性ꎻ
(７)检查通风筒和空气管ꎬ包括其围板和关闭装置ꎻ
(８)检查排水孔、进口和排出口ꎻ
(９)检查舷窗及其窗盖ꎻ
(１０)检查舷墙ꎬ包括排水舷口的配置ꎻ
(１１)检查为保护船员和进出船员舱室及工作处所而设的栏

杆、梯道、通道和其他设施ꎮ

３. １. ５　 防止油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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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５. １　 船舶防止油类污染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了解防油污结构和设备的使用情况并进行外部检查ꎻ
(２)了解标准排放接头使用是否正常ꎮ

３. １. ６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

３. １. ６. １　 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了解防止生活污水污染系统的结构与设备的使用情况ꎬ

并进行外部检查ꎻ
(２)了解排放接头使用是否正常ꎻ
(３)检查应急旁通管路ꎻ
(４)检查贮存舱(柜)液位报警装置(若设有时)ꎮ

３. １. ７　 防止垃圾污染

３. １. ７. １　 船舶防止垃圾污染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了解垃圾收集贮存装置的使用情况ꎬ并进行外部检查ꎻ
(２)核查告示牌、垃圾记录簿和垃圾管理计划ꎻ
(３)核查防止垃圾污染证书和其他记录及其有效性ꎮ

３. １. ８　 防止空气污染

３. １. ８. １　 船舶防止空气污染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检查有关证书的有效性ꎬ并核查下列文件:
①确认根据«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的第 ２

章 ２. １ 规定ꎬ每台应经证明的发动机均有«防止发动机造成大气

污染国际证书(ＥＩＡＰＰ)»ꎻ
②确认船上的每台发动机都配有经认可的技术案卷ꎻ
③确认船上有燃油供应记录单ꎬ且船上留存有燃油油样ꎻ
④当采用发动机参数检查法对船上的 ＮＯＸ 进行核查时ꎬ确认

每台发动机都配有一本规则的发动机参数记录簿ꎮ
(２)消耗臭氧物质的检验包括:
①确认船上没有再安装消耗臭氧物质的设备和装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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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尽实际可能地检查设备和装置的外部情况ꎬ确保其维护良

好ꎬ以防止臭氧消耗物质泄放ꎮ
(３)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的检验包括:
①如采用了发动机参数检查法:
(ａ)检查技术档案中的发动机文件证明资料ꎬ以及发动机参

数记录簿ꎬ以尽实际可能核查技术档案中发动机的功率、负荷和限

值 /限定情况ꎻ
(ｂ)确认从上次检验以来ꎬ未对发动机进行过超出技术档案

中许可选项和范围值的改装或调定ꎻ
(ｃ)按技术档案中的规定进行检验ꎮ
②如采用简化法:
(ａ)检查技术档案中的发动机证明文件ꎻ
(ｂ)确认测试程序系经主管机关的认可ꎻ
(ｃ)确认分析仪、发动机性能传感器、环境状况测量设备和其

他测试设备的型号正确ꎬ且已按 ＩＭＯ 制定的«船用柴油机氮氧化

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的要求进行了调试ꎻ
(ｄ)确认船上测试测量的核查时ꎬ采用了发动机技术规则中

规定的正确的试验循环ꎻ
(ｅ)确保试验时进行了燃油的取样ꎬ并送交分析ꎻ
(ｆ)参与试验并在试验结束后ꎬ确认送审一份试验报告副本ꎮ
③如采用直接测量和监测法:
(ａ)检查发动机的证明文件和技术档案ꎬ并核查直接测量和

监控手册已经主管机关批准ꎻ
(ｂ)应遵循在直接测量和监测法中应核查的程序ꎬ以及认可

的船上监测手册中的数据ꎮ
(４)硫氧化物的检验包括:
①核查燃油供应单ꎬ以证明使用了硫含量合格的燃油ꎮ

３. １. ９　 乘客定额和舱室设备

３. １. ９. １　 乘客定额和舱室设备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２１１



(１)舱室设备布置ꎻ
(２)检查载运乘客条件ꎻ
(３)检查出入口(包括应急出入口)、通道、梯道及其指示

标志ꎻ
(４)检查公共处所、服务处所及登乘处所及其照明设备(包括

应急照明设备)ꎻ
(５)检查供水、排水系统ꎻ
(６)检查公共处所通风布置ꎻ
(７)检查厕所及厨房布置ꎻ
(８)检查舷墙、栏杆或扶手ꎻ
(９)检查存在危险气体舱室ꎬ如蓄电池室、油漆间等的安全

设施ꎻ
(１０)检查乘客定额证书及其他有关证书的有效性ꎮ

３. １. １０　 现有证书、船舶上配备的所需文件的检查应包括:
３. １. １０. １　 应按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检查并确认有关证书的有效性ꎻ
(２)检查并确认船上已备有的所需各种文件ꎮ

３. ２　 中间检验

３. ２. １　 除 ３. １ 所列的项目外ꎬ验船师尚应对下列适用项目进

行检查ꎬ并确信其处于有效技术状态ꎮ
(１)对船龄不超过 ４ 年的船舶ꎻ
①压载水舱、柜及机舱内的海水吸入口等处作一般性检查ꎻ
②锚泊和系泊设备检查ꎬ利用锚机将锚作部分收放ꎮ
(２)对船龄超过 ４ 年的船舶:
①３. ２. １(１)所规定的检验项目ꎻ
②验船师认为必要时ꎬ对金属船体高速船可要求测量船体板

厚ꎮ 如有必要ꎬ应换板ꎬ并作换板记录ꎮ
(３)确认 ＣＯ２ 容量已经核实并证明其分配管道畅通无阻ꎻ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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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有火警和报警系统ꎮ

３. ３　 换证检验

除 ３. １ 规定项目外ꎬ换证检验时ꎬ验船师还应对下列适用项目

进行检查ꎮ
３. ３. １　 船体检验

(１)第 １ 次换证检验(船龄不超过 ４ 年的船舶):
①机舱、客舱和其他处所ꎬ包括上层建筑、甲板室等均应予清

除和清洁ꎬ并进行仔细检查ꎬ特别应注意易于腐蚀ꎬ碰撞磨损等而

受损的部位ꎻ
②对于不连续结构处、上层建筑侧壁方窗开口等易产生应力

集中的部位应特别注意ꎻ
③装载淡水、压载水、燃油和滑油的液体舱(柜)ꎬ应以其使用

中能受到的最大压头进行水压试验ꎻ
④检查锚、锚链或锚索ꎬ如为锚链ꎬ应拉出检验ꎻ
⑤检查系索ꎻ
⑥检查乘客座椅与甲板的连接ꎬ对纤维增强塑料船船体尤应

注意检查ꎻ
⑦对纤维增强塑料船应特别检查船体壳板龟裂老化情况ꎬ评

估该船能否连续使用或提出给维修建议ꎮ
(２)第 ２ 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船龄超过 ４ 年的船舶):
①３. ３. １(１)所列项目ꎻ
②锚链舱和所有隔离舱应进行内部检查ꎻ
③锚、锚链或锚索应予检查ꎬ如锚链环直径比原直径减小

１２％或以上时应予更换ꎬ锚索如有必要应予更换ꎻ
④对于金属船体高速船ꎬ应进行下列部位的测厚:
局部耗蚀处ꎬ船中 ０. ４Ｌ 范围内强力甲板的两个剖面ꎮ 视测厚

结果ꎬ如有必要应换板ꎬ并作换板记录ꎻ
⑤应对空船重量予以审查ꎬ与认可的稳性资料相比较ꎬ当空船

重量与以前的记录有 ２％或更大的差异时或当空船重心纵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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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２％船长或更大差异时ꎬ船舶应进行倾斜试验ꎬ稳性资料应按试

验结果作修正ꎮ
３. ３. ２　 机械检验

(１)柴油机:
①气缸、气缸盖、阀及其传动装置、活塞、连杆、曲轴及所有轴

承、曲拐箱、机座、机架、曲拐箱门的紧固件、防爆设施、增压器及其

冷却器、燃油泵和附件、凸轮轴及其转动装置以及平衡块、振动阻

尼器或减振器、弹性联轴器、离合器、倒车机构、机带泵和冷却器

等ꎬ应打开检查ꎻ
②拆卸起动空气系统的部分管路作内部检查ꎻ
③测量曲轴臂距差ꎻ
(２)中间轴、推力轴及其所有轴承:如轴系对中和轴承磨耗情

况正常ꎬ则轴承的下瓦可不必拆出检查ꎻ
(３)减速齿轮箱ꎬ应打开检查ꎬ包括大齿轮、小齿轮、轮齿、轴、

轴承、推力轴承和离合器ꎻ
(４)辅助机械:包括空气压缩机及其中间冷却器和安全装置ꎻ

所有重要用途的泵ꎬ均应拆开检查ꎻ
(５)所有重要用途的空气瓶和其他容器连同其附件、阀和安

全设施ꎬ应在清洁后进行内、外部检查ꎬ并校验安全阀ꎻ如空气瓶不

可能进行内部检查时ꎬ应以液压试验代替ꎬ试验压力应为 １. ３ 倍工

作压力ꎻ
(６)检查方向控制系统和减摇系统包括附属设备和控制系

统ꎬ确认其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ꎻ
(７)检查锚机及其驱动设备并做操作试验ꎻ
(８)舱底水系统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检查和试验ꎻ如验船师

认为必要时ꎬ阀、阀箱或旋塞、过滤器和泥箱应打开检查ꎻ
(９)压载水系统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检查和试验ꎻ如验船师

认为必要时ꎬ阀、阀箱或旋塞应打开检查ꎻ
(１０)燃油、滑油、冷却水系统ꎬ连同所有重要用途的压力滤

器ꎬ加热器和冷却器ꎬ应拆开进行检查或试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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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推进机械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试验ꎮ 对重要机械的控

制系统应进行试验ꎬ证明其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ꎻ
(１２)不与船体结构组成一体的燃油舱柜ꎬ进行内外部检查ꎻ

在第 １ 次换证检验中ꎬ如外部检验满意ꎬ则可免去内部检验ꎮ
３. ３. ３　 电气设备的检验

(１)主配电板、分配电板和分路熔断器板上的附件应检查ꎬ过
电流保护和熔断器应作检查和校核ꎬ以证明能分别对各自电路提

供适当保护ꎻ
(２)发电机的各种保护应尽实际可行进行试验ꎬ证明保护装

置的动作满意ꎻ
(３)主发电机在工作负荷状态下作单机和并联运行试验ꎬ检

查原动机调速器和负荷分配的功能ꎻ
(４)对重要用途的电动机及其控制器应作检查ꎬ如认为必要

时ꎬ应尽实际可行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行试验ꎻ
(５)对电磁离合器(如设有时)应检查空隙并作好记录ꎬ出现

过度偏心时应予校正ꎮ 对离合器和控制器应进行检查和试验ꎮ

３. ４　 船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

３. ４. １　 检验时船壳应清洁ꎬ并提供能检查的必要条件ꎮ 具体

检验项目如下:
(１)船壳板ꎬ尤其应仔细检查船尾螺旋桨上方和舵附近的船

壳板腐蚀情况ꎬ对蚀耗严重部位应进行测厚ꎬ必要时应换板ꎬ并作

换板记录ꎻ
(２)螺旋桨和舵叶腐蚀情况ꎻ
(３)双体船两个片体(或侧壁)连接桥顶的内舷侧壁壳板ꎻ
(４)海水阀箱、海底阀、排水孔及其在船壳上的连接件(包括

紧固件)以及进口格栅ꎻ
(５)检查舵装置ꎬ测量舵轴承间隙ꎬ紧固舵杆的舵叶的螺母、

销子、螺栓等均固定可靠无松动ꎻ如果舵杆与舵叶的水平法兰为焊

接连接ꎬ应用有效的探伤方法进行检查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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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螺旋桨、喷水推进器和其他辅助推进器都应检查ꎬ测量螺

旋桨轴承间隙和检查螺旋桨轴封装置的有效性ꎬ检查喷水推进器

翻斗ꎬ进水口格栅ꎻ
(７)检查船壳防腐蚀系统、涂料ꎻ
(８)检查接地情况ꎻ
(９)检查减摇鳍(如设有时)ꎮ
３. ４. ２　 除 ３. ４. １ 所述项目外ꎬ高速船的船底外部检查还应

包括:
(１)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ꎬ应仔细检查其船壳板有无擦损破

裂以至造成渗水、漏水的情况ꎬ检查首部受波浪拍击区域的壳体有

无损坏ꎮ

３. ５　 螺旋桨轴与尾管轴检验

３. ５. １　 检验范围

(１)螺旋桨轴抽出应仔细检查下列项目:
①轴、衬套 (特别是对接接头和端部)、键槽、锥体和法兰

圆角ꎻ
②螺旋桨轴的柱体后端和锥体大端 １ / ３ 长度ꎬ键槽周围应作

磁粉检测ꎻ
③轴的后端用整体法兰连接的法兰圆角处应作磁粉检测ꎻ
④尾管轴承和油封装置检查ꎻ
⑤轴拉出前和安装后应测量轴承间隙和磨耗ꎬ并作记录ꎻ
⑥螺旋桨和轴锥体的配合情况检查ꎻ
(２)侧向推进器应尽实际可行作总体检查ꎬ并在船舶处于浮

态时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试验ꎻ
(３)喷水推进装置应拆开ꎬ检查叶齿、轴、轴封承、进出水通

道、导向喷嘴、反向装置和控制机构ꎬ并测量叶轮与导管间隙ꎻ
(４)水润滑轴承应进行检查ꎻ
(５)油润滑轴承的油箱油位低位报警装置和温度测量装置

(如设有时)应进行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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