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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总　 则
第一篇

第一篇　 总　 　 则

第 １ 章　 通　 　 则

１. １　 法令

１. １.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ꎬ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

业的船舶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ꎬ方可下水作业ꎮ
１. １.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四十三条及第九十六条规定ꎬ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ꎬ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

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ꎬ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ꎬ并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

检测ꎮ
１. １.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条规定ꎬ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

国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以下简称“国家渔业船舶检验

机构”)行使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职能ꎮ 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ꎬ负责有关的渔

业船舶检验工作ꎮ
１. １. 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ꎬ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

在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核定的范围内开展检验业务ꎮ
１. １. 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ꎬ从事渔业船舶检验的人员应

当经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考核合格后ꎬ方可从事相应的渔业船舶检验工作ꎮ
１. １. 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ꎬ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由国

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制定ꎬ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实施ꎮ

１. ２　 宗旨

１. ２. １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ꎬ保障内河渔业船舶具备安全航行、作业和防止造成

污染环境的技术条件ꎬ落实国家渔业船舶管理政策ꎬ制定本规则ꎮ
１. ２. ２　 本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所规定的渔业船舶检

验规则的组成部分ꎬ对符合本规则要求的内河渔业船舶ꎬ应签发相应证书ꎮ

１. ３　 生效与适用

１. ３. １　 本规则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实施ꎬ生效日期标注在本规则的扉页上ꎮ
１. ３. ２　 本规则适用于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但小于 ３０ｍ、主机单机额定功率不超过 ２２０ｋＷ、电站容

量不超过 １５ｋＷ 的内河渔业船舶ꎮ
超出以上范围的船舶ꎬ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将另行规定或给予特殊考虑ꎮ
１. ３. ３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规则生效之前制造的船舶可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的规则对船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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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第一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的规定ꎮ
１. ３. ４　 现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造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ꎬ至少应继续满足其原先适用规则的要

求ꎮ 重大的维修、改造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在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简称“验船部门”)认为合理和

可行的范围内应满足本规则的要求ꎮ
１. ３. ５　 本规则未作规定的ꎬ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将另行规定或另行给予考虑ꎮ

１. ４　 等效与免除

１. ４. １　 允许船舶采用具有同等效能的装置、材料、设备、工艺和计算方法替代本规则的相关要求ꎬ
但需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认定这些替代至少与本规则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ꎮ

１. ４. ２　 对于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ꎬ如本规则的某些规定会严重妨碍其发展这种特征的研究或采用

时ꎬ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ꎬ经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以免除这些规定ꎮ
１. ４. ３　 对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一次超出规定航区航行的船舶ꎬ在保证本航次航行安全的前提

下ꎬ经验船部门同意ꎬ可以免除本规则部分要求ꎮ

１. ５　 船用产品

１. ５. １　 船用产品的检验监督管理ꎬ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另行规定ꎮ

１. ６　 责任

１. ６. １　 验船部门

１. ６. １. １　 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渔业船舶检验规章制度ꎻ
１. ６. １. ２　 对验船人员执行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检验进行监管ꎻ
１. ６. １. ３　 按照权限开展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ꎻ
１. ６. １. ４　 保证检验工作的全面、有效ꎬ对检验工作的质量负责ꎮ
１. ６. ２　 验船人员

１. ６. ２. １　 贯彻执行规则、规范及各项规定ꎻ
１. ６. ２. ２　 保证检验项目的工作质量ꎻ
１. ６. ２. ３　 保证检验记录、检验报告的完整、真实ꎻ
１. ６. ２. ４　 保证签发的证书所载内容与检验完成时的渔业船舶技术状况一致ꎮ
１. ６. ３　 船舶所有人

１. ６. ３. １　 根据渔业船舶的生产经营特点ꎬ对船舶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ꎬ并对船舶安全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检测ꎬ确保渔业船舶具备良好的安全技术状况ꎻ
１. ６. ３. ２　 船舶所有人 /经营人在船舶营运期间ꎬ应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申报相关检验ꎬ确保渔业船

舶处于适航状态ꎬ保持证书有效ꎻ
１. ６. ３. ３　 按照国家规定的渔业船舶检验计费标准承担相关费用ꎻ
１. ６. ３. ４　 按规定向验船部门申报法定检验ꎬ并提供必要的检验条件ꎮ
１. ６. ４　 船舶设计单位

１. ６. ４. １　 依据本规则进行船舶设计ꎬ并对其船舶的设计质量负责ꎮ
１. ６. ５　 船舶制(改)造、维修单位

１. ６. ５. １　 按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图纸进行施工ꎬ并对船舶的制(改)造、维修质量负责ꎮ
１. ６. ６　 渔业船舶及设备质量检测单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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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６. １　 保证单位检测资质的合法有效ꎬ并对出具的渔业船舶及设备的质量检测报告负责ꎮ

１. ７　 争议、申诉和裁决

１. ７. １　 当事人对验船部门的检验结论有异议的ꎬ可向上一级验船部门申请复验ꎬ对复验仍有异议

的ꎬ可向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提出申诉ꎬ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委托渔船检验技术委员会裁决ꎮ
１. ７. ２　 验船人员在执行任务中与有关方产生分歧而又影响工作进度时ꎬ有关方可向验船人员所在

单位或其上级单位提出书面申诉ꎻ如对处理意见仍不满意时ꎬ可向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提出书面申

诉ꎬ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做出裁决ꎮ

１. ８　 其他

１. ８. １　 凡从事渔业船舶焊接作业的人员ꎬ应取得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承认的焊工等级资格

证书ꎮ
１. ８. ２　 凡从事渔业船舶检测、监造工作的单位及人员ꎬ应取得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承认的资质

(资格)证书ꎮ
１. ８. ３　 凡从事玻璃钢渔业船舶船体成型的操作人员ꎬ应取得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承认的特种工

人资格证书ꎮ

１. ９　 解释

１. ９. １　 本规则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负责解释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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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定　 　 义

２. １　 一般规定

２. １. １　 本规则各篇章所涉及的特别定义ꎬ在各篇章中规定ꎮ
２. １.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下列定义适用于本规则的所有篇章ꎮ

２. ２　 定义

２. ２. １　 验船部门:系指经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业务核定的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ꎮ
２. ２. ２　 验船人员:系指持有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核发的资格证书从事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

的人员ꎮ
２. ２. ３　 检验:系指对渔业船舶法定监管项目的技术特性、状态按规定程序进行确认ꎬ选择核查、审

查、检查、抽查、详细检查、检测、试验等方式综合判断渔业船舶是否符合本规则规定的诸项活动ꎮ
２. ２. ４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系指验船部门依据«渔业法»«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法定

检验规则ꎬ对渔业船舶及其有关航行和作业安全以及防止污染环境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的技术状态

的符合性进行核查和确认ꎬ从而做出适航、合格、符合的判定ꎬ并签发相关检验报告和证书的强制性的技

术监督管理的活动过程ꎮ
２. ２. ５　 渔业船舶:系指从事渔业生产的船舶以及属于水产系统为渔业生产服务的船舶ꎬ包括捕捞

船、养殖船、水产运销船、冷藏加工船、油船、供应船、渔业指导船、科研调查船、教学实习船、渔港工程船、
拖轮、交通船、驳船、渔政船和渔监船ꎮ

２. ２. ６　 船舶所有人:系指渔业船舶的所有者、经营者或者代理人的统称ꎮ
２. ２. ７　 船员:系指在船上以任何职务从事或参加该船业务工作的所有人员ꎮ
２. ２. ８　 新船:系指自本规则生效之日起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制造阶段的渔业船舶ꎮ
２. ２. ９　 现有船:系指非新船ꎮ
２. ２. １０　 船龄:系指渔业船舶从其制造完工的日期算起至今所过去的年限ꎮ
２. ２. １１　 重大维修、改造:系指对现有船舶一个或多个重大特征进行实质性改装、维修和改建ꎬ如使

船舶的主尺度、总布置、居住处所、船型、分舱因素、容积等发生明显变化的改建ꎮ
２. ２. １２　 船用产品:系指用于渔业船舶的有关航行、作业和人身安全以及防止污染环境的重要设

备、部件和材料ꎮ
２. ２ . １３　 船长 Ｌ(ｍ):系指最小型深 ８５％处水线总长的 ９６％ ꎬ或沿该水线从艏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

线的长度ꎬ取大者ꎮ
. １　 对挂桨(机)船、舵在艉封板之后的船或无舵船ꎬ按上述水线长的 １００％计取ꎮ
. ２　 非金属船舶要包括船壳板的厚度ꎮ
. ３　 对无船舶图纸资料的现有船ꎬ其船长可按上甲板长度的 ９０％计算ꎮ

２. ２. １４　 总长(Ｌｏａ):系指船舶最前端至最后端之间包括外板和两端永久性固定突出物在内的水平

距离ꎮ
２. ２. １５　 型宽(Ｂ):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系指船中的最大宽度ꎮ 对金属壳板的船ꎬ其宽度量到船壳

的内表面ꎬ对非金属壳板的船舶ꎬ其宽度量到船壳的外表面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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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６　 型深(Ｄ):泛指由龙骨线量至干舷甲板舷侧处横梁上缘的垂向距离ꎮ
. １　 对无甲板船ꎬ量至舷顶ꎻ
. ２　 当干舷甲板呈阶梯形时ꎬ型深计量至较低甲板或其平行于升高甲板的延伸线ꎻ
. ３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一般是指船中处的型深ꎮ

２. ２. １７　 吃水(ｄ):泛指船体在水面以下的深度ꎮ 如无特殊说明ꎬ一般指设计平均吃水ꎮ
２. ２. １８　 艏、艉垂线:取自船长(Ｌ)的艏、艉端点处的垂线ꎬ艏垂线应与计量长度的水线上的艏柱前

缘重合ꎮ
２. ２. １９　 船中:系指船长(Ｌ)的中点ꎬ此船长的前端点是艏柱的前缘ꎮ
２. ２. ２０　 龙骨线:系指在船舶中线面上ꎬ具有下述特征或通过船中下述定点ꎬ且平行于龙骨斜度

的线:
. １　 无方龙骨的金属船舶为龙骨线的上缘线或船壳板内侧与龙骨的交线ꎬ非金属船舶为船

底点ꎻ
. ２　 有方龙骨的金属船舶为船壳板内侧与方龙骨延伸线的交点ꎬ非金属船舶为船体外表面与

方龙骨外表面各自延伸线的交点ꎮ
２. ２. ２１　 干舷甲板:系指用以量计干舷的甲板ꎬ通常指毗邻水面的第一层全通甲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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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２２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在干舷甲板上ꎬ由一舷伸至另一舷的或其侧壁距船侧不大于 ０. ０４Ｂ

的围壁结构为上层建筑ꎬ即艏楼、桥楼、艉楼ꎻ其他的围壁结构为甲板室ꎮ
２. ２. ２３　 风雨密:指在任何海况条件下ꎬ水不能渗进船内ꎮ
２. ２. ２４　 水密:系指在对该结构进行设计时所取的水压力下ꎬ在任何方向水均不能透过该结构ꎮ
２. ２. ２５　 中剖面:是由通过船中且垂直于水线面和中线面的平面ꎬ截取船体型表面所确定的船体

截面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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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航区的划分

３. １　 划分原则

３. １. １ 　 根据水文和气象条件ꎬ将渔业船舶的内河航区由高向低划分成 Ａ、Ｂ、Ｃ 三级ꎬ其中某些水

域ꎬ依据水流湍急情况ꎬ又划分为急流航段ꎬ即 Ｊ 级航段ꎮ
３. １. ２　 航区级别规定的浪高 ｈ 的范围为:
　 　 Ａ 级:１. ５ｍ <ｈ≤２. ５ｍꎻ
　 　 Ｂ 级:０. ５ｍ <ｈ≤１. ５ｍꎻ
　 　 Ｃ 级:ｈ≤０. ５ｍꎮ
３. １. ３　 上述航区的划分并未考虑特殊风暴、山洪暴发的影响ꎬ在此类似水文气象条件下航行ꎬ驾驶

员应谨慎操作ꎮ

３. ２　 水系的航区级别

３. ２. １　 黑龙江水域:
３. ２. １. １　 达赉湖为 Ａ 级ꎻ
３. ２. １. ２　 松花湖、白山湖、红石湖、兴凯湖及黑龙江的大黑河岛肩部 ９９６ 号标至国境河段为 Ｂ 级ꎻ
３. ２. １. ３　 其余的水域为 Ｃ 级ꎮ
３. ２. ２　 黄河水域:
３. ２. ２. １　 龙羊峡水库为 Ａ 级ꎻ
３. ２. ２. ２　 喇嘛湾大桥至河口、刘家峡水库为 Ｂ 级ꎻ
３. ２. ２. ３　 其余为 Ｃ 级ꎮ
３. ２. ３　 淮河水域:
３. ２. ３. １　 洪泽湖、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佛子岭水库、 花凉亭水库、龙河口水库(万佛湖) 及淮河

的正阳关至洪泽湖段、灌河的响水以下河段为 Ｂ 级ꎻ
３. ２. ３. ２　 其余的水域为 Ｃ 级ꎮ
３. ２. ４　 长江水系:
３. ２. ４. １　 江阴长江大桥至吴淞口并包括横沙岛以内的水域为 Ａ 级ꎻ
３. ２. ４ . ２　 Ｂ 级航区有下述各水域:

. １　 涪陵李渡长江大桥至江阴长江大桥ꎻ

. ２　 大宁河自巫山龙门大桥至礁石岩ꎻ

. ３　 湘江的株洲芦淤大桥至洞庭湖ꎻ

. ４　 沅江的常德德山公铁两用桥至洞庭湖ꎻ

. ５　 澧江的津市窑坡十仓库码头至洞庭湖ꎻ

. ６　 资江的益阳资江二桥至洞庭湖ꎻ

. ７　 赣江的南昌生米大桥至鄱阳湖ꎻ

. ８　 黄浦江自分水龙王庙经闵行至吴淞口、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淀山湖、滇池、丹江

口水库、拓林水库、万安水库、太平湖(陈村水库)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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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４. ３　 其余的水域为 Ｃ 级ꎻ
３. ２. ４. ４　 岷江的乐山至宜宾、赤水河自二郎以上、嘉陵江的南充至重庆、大宁河、乌江、清水江、沅

水自桃源以上为 Ｊ 级航段ꎮ
３. ２. ５　 钱塘江水系:
３. ２. ５. １　 闻家堰至赭山、富春江自桐庐至闻家堰 、甬江自宁波灵桥至镇海及新安江水库为 Ｂ 级ꎻ
３. ２. ５. ２　 其余为 Ｃ 级ꎮ
３. ２. ６　 珠江水系:
３. ２. ６. １　 珠江自虎门至淇澳岛大王角灯标与孖洲岛灯标连线以内的水域ꎬ至香港、澳门不超过

５ｋｍ 的水域以及自磨刀门经洪湾水道至澳门的水域为 Ａ 级ꎻ
３. ２. ６. ２　 西江自梧州至各口门、东江自石龙至东江口、黔江自石龙至桂平、郁江自南宁至桂平、浔

江自桂平至梧州以及新丰江水库、高州水库、鹤地水库、松涛水库为 Ｂ 级ꎻ
３. ２. ６. ３　 其余的水域为 Ｃ 级ꎻ
３. ２. ６. ４　 红水河自恶滩至石龙为 Ｊ 级航段ꎮ
３. ２. ７　 其他河流:
３. ２. ７. １　 鸭绿江自斗流浦至细岛为 Ａ 级航区ꎻ
３. ２. ７. ２　 Ｂ 级航区有下述各水域:

. １　 京杭运河的南四湖(微山、南阳、独山、昭阳)、高邮湖、邵伯湖ꎻ

. ２　 鸭绿江自丹东铁桥至斗流浦ꎻ

. ３　 辽河自三岔河至西炮台ꎻ

. ４　 椒江自临海至海门ꎻ

. ５　 瓯江自温溪经温州至黄华ꎻ

. ６　 飞云江江口至瑞安ꎻ

. ７　 闽江口至马尾ꎻ

. ８　 九龙江自三叉河至猫江屿ꎻ

. ９　 榕江自榕城至德州岛ꎻ

. １０　 鳌江自鳌江口至鳌江镇ꎮ
３. ２. ７. ３　 上述河流其他河段为 Ｃ 级ꎻ
３. ２. ７. ４　 岷江的水口至南平、沙溪、建溪、富屯溪、澜沧江的小橄榄坝至 ６２ 号界桩为 Ｊ 级航段ꎮ
３. ２. ８　 其他规定

３. ２. ８. １　 本节未涉及的内陆湖泊及水库的航区级别ꎬ验船部门可根据本篇 ３. １ 的划分原则及船舶

使用条件具体酌定ꎮ
３. ２. ８. ２　 本节未作规定的河流为 Ｃ 级ꎮ
３. ２. ８. ３　 航区级别较低的船舶不得在高一级别航区内航行作业ꎬ对在流速大于 ３. ５ｍ / ｓ 水域使用

的船舶ꎬ除按规定的航区考虑外ꎬ还应按 Ｊ 级航段考虑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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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检验与发证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本规则规定的法定检验由各级验船部门按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核定的业务范围实施ꎮ
１. １. ２　 船舶所有人应按本篇规定向验船部门申报法定检验ꎬ并在法定检验前对渔业船舶技术状况

进行预检ꎬ根据预检情况如实填写«渔业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 (以下简称“声明书”)ꎮ 声明书应

由船长、船舶所有人或公司法人代表亲笔签字ꎮ 声明书格式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统一规定ꎮ
１. １. ３　 新船和重大改造的渔业船舶在申报初次检验前ꎬ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以下称图纸)应

当经验船部门审查批准ꎬ现有船进行初次检验时应对图纸进行核查ꎮ
１. １. ４　 从事渔业船舶设计、制(改)造的企业应符合国家有关渔业船舶设计、生产企业技术条件标

准的要求ꎮ 在实施检验之前ꎬ应按规定进行开工前检查ꎮ
１. １. ５　 船舶经检验合格后ꎬ验船人员应编制检验报告和证书ꎬ由验船部门签发检验证书或由验船

人员签署相应检验证书ꎮ
１. １. ６　 检验中如发现船舶结构、设备和布置等不符合本规则的适用要求ꎬ验船部门应立即书面通

知船舶相关当事人采取纠正措施ꎮ 如船舶所最终未采取纠正措施ꎬ验船部门和验船人员不得签发或签

署船舶检验证书ꎮ
１. １. ７　 检验完成系指本规则规定的所有法定检验项目经验船部门检验全部合格ꎬ船舶制造、改造

或维修企业或船舶所有人已提交完整的完工数据、资料、完工图纸、质量证明书等相关资料ꎮ
１. １. ８　 周年日是指与相关证书期满之日对应的每年的该月该日ꎮ
１. １. ９　 本规则是内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的依据ꎮ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颁布的与法定检验有关

的修改文件(通函)、修改通报是本规则的组成部分ꎮ
１. １. １０　 本规则生效后ꎬ现有船应从下次年度(换证)检验起ꎬ按本篇规定的检验项目开展检验ꎮ
１. １. １１ 　 已开展内陆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登记证书和捕捞许可证为一本“内陆渔业船舶证书”(简

称“三证合一”)工作的地区ꎬ检验申报与受理按“三证合一”有关规定办理ꎮ

第 ２ 节　 检 验 分 类

１. ２. １　 检验类别

１. ２. １ . １　 检验类别分为:
. １　 初次检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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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营运检验ꎬ包括:年度检验、换证检验ꎻ

. ３　 临时检验ꎮ

１. ２. ２　 初次检验

１. ２. ２. １　 初次检验:系指渔业船舶(包括重大改建)在首次投入营运以及验船部门第一次对渔业

船舶签发证书之前所进行的检验ꎬ包括新船的初次检验和现有船的初次检验ꎮ
. １　 新船的初次检验应核查按本篇 １. ４. ４ 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ꎻ对船舶结构、机械和设备按

本规则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查及试验ꎮ
. ２　 新船应按照验船部门批准的图纸施工ꎮ 如确需修改时ꎬ应将重大修改部分的图纸报送

图纸审查批准机构批准后ꎬ方可施工ꎮ
. ３　 现有船的初次检验应参照新船的初次检验的有关规定进行ꎬ并核查按本篇 １. ４. ４ 规定提

交的有关文件ꎬ对船舶结构、机械和设备进行检查及必要的试验ꎮ
. ４　 若现有船具有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承认的检验机构签发的与实船相符的有效船舶检

验证书及技术文件ꎬ且能够提供完整的完工图纸和技术文件的ꎬ则其初次检验可按照换

证检验对待ꎮ
. ５　 初次检验合格后ꎬ应按规定签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ꎮ

１. ２. ３　 年度检验

１. ２. ３ . １　 年度检验:系指对特定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有关项目ꎬ按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每年进

行的常规性检查ꎮ
. １　 核查按本篇 １. ４. ４ 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ꎮ
. ２　 年度检验应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常规检查ꎬ以及为确定其保持良好状态而做的某些试

验ꎮ 若对船舶的某项设备的状况维持有疑问时ꎬ则应作进一步的检查或试验ꎮ
. ３　 年度检验合格后ꎬ应按规定在相应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上签署ꎮ

１. ２. ４　 换证检验

１. ２. ４ . １　 换证检验:系指对营运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关的项目ꎬ按本篇规定期限换发证书之前的检验ꎮ
. １　 换证检验应核查按本篇 １. ４. ４ 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ꎮ
. ２　 按本篇 １. ２. ３ 年度检验的范围进行检验ꎮ
. ３　 对船体结构、机械和设备进行详细检查以及必要的试验ꎬ以确认其状态满足本规则的有

关要求ꎬ并适合于船舶预期的用途ꎮ
. ４　 换证检验合格后ꎬ应按规定换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ꎮ

１. ２. ５　 临时检验

１. ２. ５. １　 临时检验:系指对营运中的渔业船舶出现特定情形时所实施的非常规性检验ꎮ
１. ２. ５. ２　 渔业船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ꎬ应向验船部门申报临时检验:

. １　 因发生事故而影响安全航行、作业技术条件的ꎻ

. ２　 更改船名或变更船籍港、渔业船舶所有权时ꎻ

. ３　 作业区域由低航区改为高航区时ꎻ

. ４　 涉及船舶安全的任何修理或改装(包括更换主机)时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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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限期检验项目期限届满时ꎻ

. ６　 其他原因或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失效时ꎮ
１. ２. ５. ３　 临时检验应核查按本篇 １. ４. ４ 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ꎮ
１. ２. ５. ４　 针对具体情况确定检验的范围ꎮ
１. ２. ５. ５　 临时检验合格后ꎬ应按规定在相应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上签署或签发新的渔业船舶检验

证书ꎮ

第 ３ 节　 检 验 时 间

１. ３. １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每一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进行ꎮ
１. ３. ２　 换证检验的间隔时间为不超过 ６０ 个月ꎮ
１. ３. ３　 换证检验应在相应证书有效期限届满前 ３ 个月内进行ꎮ
１. ３. ４　 上述各类检验时间要求如表 １. ３. ４ 所示ꎮ

各类检验的时间要求 表 １. ３. ４

检验次序 第 １ 次 第 ２ 次 第 ３ 次 第 ４ 次 第 ５ 次

检验类别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换证

时间要求(月) ９ ~ １５(１２) ２１ ~ ２７(２４) ３３ ~ ３９(３６) ４５ ~ ５１(４８) ５７ ~ ６０(６０)

　 　 １. ３. ５　 超出时间要求完成的检验ꎬ将要对证书的有效期和周年日进行修正ꎮ

第 ４ 节　 　 检 验 申 报

１. ４. １　 初次检验、营运检验、临时检验由船舶所有人向验船部门申报ꎮ
１. ４. ２　 图纸审查申报应由渔业船舶设计单位按照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发布的有关图纸审查规

定向验船部门申报ꎮ 设计单位委托其他单位送审的ꎬ送审单位应提交设计单位法人代表委托书ꎮ
１. ４. ３　 船舶所有人或其委托代理人ꎬ应在渔业船舶制造或改造开工的 ３ 个工作日之前ꎬ向验船部

门申报初次检验ꎻ应在证书的每一周年日期前、后 ３ 个月内申报年度检验ꎻ在证书有效期限届满前 ３ 个

月内申报换证检验ꎮ
１. ４. ４　 申报船舶检验时应递交的文件资料见表 １. ４. ４ꎮ

各类检验应递交的文件 表 １. ４. ４

序号 所 需 提 供 项 目
检 验 的 种 类 备　 　 注

初次 营运 临时

１ 　 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２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复印件  — ∗

３ 　 经审查批准的图纸及图纸批准书复印件  — ∗

４ 　 渔业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 —  ∗ 　 船舶及其设备有重大变更应声明

５ 　 现有船的检验证书及其相关文件 ∗  

６ 　 船舶所有人授权申请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修造合同复印件  ∗ ∗

７ 　 渔业船舶船名核准书  ∗ ∗ 　 船名发生变化时

８ 　 其他材料 ∗ ∗ ∗

　 注:“”表示需要ꎻ“—”表示不需要ꎻ“∗”表示需要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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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节　 受理与实施

１. ５. １　 检验受理

１. ５. １. １　 渔业船舶检验申报由具有相应权限的验船部门按本篇的有关规定受理ꎮ
１. ５. １. ２　 验船部门收到申报后ꎬ一般应在 ３ 个工作日内答复是否受理申报ꎮ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规定的ꎬ应在 ３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报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ꎮ
１. ５. １. ３　 验船部门不予受理申报的ꎬ应当书面通知申报人ꎬ并说明理由ꎮ

１. ５. ２　 检验实施

１. ５. ２ . １　 初次检验

. １　 检验由建造地、检修地具有相应权限的验船部门负责实施ꎮ

. ２　 经检验合格的船舶ꎬ验船部门应当自检验完成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签发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ꎮ 经检验不合格的ꎬ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ꎬ并说明理由ꎮ
. ３　 建造地、检修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ꎬ实施检验的验船部门应当自证书签发之日起的 ５ 个

工作日内ꎬ将检验证书副本及检验记录正本、检验报告正本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的验

船部门ꎮ
１. ５. ２ . ２　 营运检验

. １　 营运检验由船籍港验船部门负责实施ꎻ因故不能回船籍港进行营运检验的渔业船舶ꎬ由
船舶的营运地或者检修地具有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资格的机构实施检验ꎮ

. ２　 验船部门应当自申报营运检验的渔业船舶到达受检地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实施检验ꎻ经
检验合格的ꎬ应当自检验完成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在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上签署意见或者

签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ꎻ经检验不合格的ꎬ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ꎬ并说明理由ꎮ
. ３　 营运地、检修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ꎬ实施检验的验船部门应当自证书签发之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将检验证书(换证时)、检验报告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验船部门ꎮ
１. ５. ２ . ３　 临时检验

. １　 临时检验由船籍港验船部门负责实施ꎻ因故不能回船籍港进行营运检验的渔业船舶ꎬ由
营运地或者检修地具有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资格的机构实施检验ꎮ

. ２　 验船部门应当自申报临时检验的渔业船舶到达受检地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实施检验ꎻ经
检验合格的ꎬ应当自检验完成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在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上签署意见或者

签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ꎮ 经检验不合格的ꎬ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ꎬ并说明理由ꎮ
. ３　 营运地、检修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ꎬ实施检验的验船部门应当自证书签发之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将检验证书(如有时)、检验报告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验船部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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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证　 　 书

第 １ 节　 证 书 签 发

２. １. １　 渔业船舶经检验合格后ꎬ证书签发人对验船人员提交的检验报告和技术文件审核通过后ꎬ
应签发或签署相应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检验记录ꎮ

２. １. ２　 对试航或短期、临时从事某种航行、作业的渔业船舶ꎬ经检验合格后应签发相关临时航行安

全证书ꎮ
２. １. ３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格式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制定ꎮ

第 ２ 节　 证书的有效期限

２. ２. １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６０ 个月ꎮ 在证书有效期内ꎬ船舶所有人应按年度→
年度→年度→年度→换证检验的顺序申报检验ꎮ

２. ２. ２　 渔业船舶吨位数据长期有效ꎬ但若船舶改建或改装影响吨位变化超过原有吨位的 ± １％且

超过 １ 总吨时ꎬ船舶所有人应重新申报吨位丈量并在证书上更改ꎮ
２. ２. ３　 证书的签发应将新证书的有效期限与前一份证书的有效期限相衔接ꎮ
２. ２. ３ . １　 换证检验有效期的衔接:

. １　 如换证检验在表 １. ３. ４ 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内完成ꎬ则新证书有效期限从现有证书到期之

日算起ꎻ
. ２　 如换证检验在表 １. ３. ４ 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前完成ꎬ则新证书有效期限从换证检验完成之

日算起ꎻ
. ３　 如换证检验在表 １. ３. ４ 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后完成ꎬ则新证书有效期限从原有证书到期之

日算起不超过 ６０ 个月ꎮ 如因停航或因重大修理或改装时间超过 ６ 个月未进行营运等特

殊情况下ꎬ验船部门可根据船舶脱离营运的时间长短和这段时间内对船体和机械采取的维

护保护措施情况ꎬ签发的新证书可自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生效ꎬ其有效期限从换证检验完

成之日算起不超过 ６０ 个月ꎮ 下次检验的周年日为自本次检验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ꎮ
２. ２. ３ . ２　 营运检验有效期的衔接:

. １　 如年度检验在表 １. ３. ４ 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内完成ꎬ则下次检验的周年日不变ꎻ

. ２　 如年度检验在表 １. ３. ４ 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前完成ꎬ则下次检验的周年日为自本次检验完

成之日起的第 １２ 个月至第 １５ 个月内任何 １ 日ꎻ
. ３　 如年度检验在表 １. ３. ４ 所示的时间要求之后完成的ꎬ则下次检验的周年日为自本次检验

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ꎮ
２. ２. ４　 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

２. ２. ４. １　 在换证检验时ꎬ如果验船人员认为有影响颁发某种全期证书的项目不合格或存在遗留问

题或根据特殊需要ꎬ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ꎬ可签发相应的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ꎬ但此证书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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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超过 ３ 个月ꎮ
２. ２. ４. ２　 在年度检验时ꎬ如果验船人员认为有影响某种全期证书的项目不合格或存在遗留问题ꎬ

则应收回原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ꎮ 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ꎬ可签发 １ 份相应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ꎬ但此

证书的有效期限应不超过 ３ 个月ꎮ
２. ２. ４. ３　 正式签发检验证书之前以及船舶发生买卖而迁航时ꎬ需要签发安全证书时ꎬ可签发有效

期不超过 ３ 个月的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ꎮ
２. ２. ４. ４　 渔船航行试验时ꎬ应签发有效期仅限于航行试验所需时间的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ꎮ

第 ３ 节　 证书发送与保存

２. ３. １　 验船部门应将检验证书及检验记录副本等直接发送给渔业船舶检验申报者ꎮ
２. ３. ２　 验船部门应按规定对有关文件资料及检验报告存档ꎮ
２. ３. ３　 船舶所有人应将验船部门签发的检验证书妥善保存在船上ꎬ以备检查ꎮ

第 ４ 节　 　 证书的失效

２. ４. １　 渔业船舶有下列情况之一ꎬ相关的检验证书将自行失效:
２. ４. １. １　 证书有效期限届满ꎻ
２. ４. １. ２　 未按本篇的规定申报年度或临时检验者ꎻ
２. ４. １. ３　 擅自改变船舶结构或变更重要机械设备而影响船舶安全或防污染性能ꎻ
２. ４. １. ４　 实际装载、航行作业区域、作业方式、主机功率与证书及技术文件不符ꎻ
２. ４. １. ５　 船体及安全设备、重要机电设备、防污染设备发生重大损坏或失效ꎻ
２. ４. １. ６　 擅自变更船舶所有权人、船名或船籍港ꎻ
２. ４. １. ７　 涉及人命安全及防污染等设备配备与证书及技术文件不符ꎻ
２. ４. １. ８　 发生影响安全的重大海损或机损事故ꎻ
２. ４. １. ９　 限期检验项目期限届满时ꎻ
２. ４. １. １０　 报废拆解及灭失的渔业船舶ꎮ
２. ４. ２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失效后ꎬ恢复证书有效时ꎬ应申报临时检验ꎬ验船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全面或局部的检验ꎮ
２. ４. ３　 证书有效期限届满ꎬ或未按规定申报年度或临时检验造成检验证书失效的ꎬ责令立即停止

作业ꎬ限期申报检验ꎮ
再次申报检验时ꎬ船东应对船舶进行全面检查ꎬ提交渔船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ꎬ按临时检验申报ꎮ

船检机构应按换证检验项目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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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第 ３ 章　 检 验 项 目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３. １. １　 验船部门及证书签发人签发或签署检验证书前ꎬ验船人员应按照本章所规定的检验项目对

渔业船舶执行法定检验ꎬ同时应对按本篇第 ４ 章规定提交的检查、检测、试验报告进行确认ꎮ
３. １. ２　 渔船法定检验应通过确认方式ꎬ对法定检验项目、检验检测报告及有关资料等技术状态做

出判断并给出结论ꎮ 确认的主要方式包括核查、审查、检查ꎬ必要时可以进行抽查、详细检查、检测或

试验ꎮ
３. １. ３　 验船人员应确认检查、检测、试验报告所述内容符合规则规定ꎮ
３. １. ４　 当本章规定的检验项目对应的船长无相关要求时ꎬ则该检验项目对该船不适用ꎮ
３. １. ５　 本章规定的检验项目ꎬ在实施检验时可分为:需要验船师现场(或实船登船)检验的项目ꎻ

需要出具检查、检测、试验报告的项目ꎻ由船舶修造企业或船东出具自查报告(或声明等)的项目ꎮ
３. １. ６　 定义

３. １. ６. １　 核查:系指验船人员核查重要产品检验目录中的设备及材料的船用产品证书或厂家合格

证明以及相关批准文件ꎬ如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等ꎮ
３. １. ６. ２　 审查:系指验船人员对申报方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等进行的审核检查ꎬ如对检验申报书、

技术状况声明书等的审查ꎮ
３. １. ６. ３　 检查:系指对检验项目进行现场检视和查看、核对设备型号、数量、标记、有效期ꎬ对其状

态做出结论ꎮ
３. １. ６. ４　 抽查:系指对检验项目的部分尺寸、参数和特性进行抽样检查ꎬ并根据检查的结果ꎬ确定

其是否符合规定ꎮ
３. １. ６. ５　 详细检查(拆检):系指在打开或拆解状态(通常用手可触及的范围)下对检验项目进行

检查ꎬ对其状态做出结论ꎮ
３. １. ６. ６　 检测:系指专业检测机构采用测量器具、仪表等设备ꎬ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ꎬ对检验项目

进行测试ꎬ并出具检测报告ꎮ
３. １. ６. ７　 试验:系指在规定的条件(如温度、湿度、风力等)下ꎬ采用规定的方法(包括样品准备、操

作程序和结果处理)和测试仪器、设备、试剂等ꎬ对检验项目、原材料或成品进行检测ꎬ确定其性能ꎬ并出

具试验报告ꎮ 如密性试验、压力试验、倾斜试验、系泊试验、航行试验等ꎮ

第 ２ 节　 检 验 项 目

３. ２. １　 新船的初次检验(“”表示适用ꎬ“—”表示不适用ꎬ后同)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３. ２. １. １ 　 核查船用产品及其证书或合格证明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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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续上表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３. ２. １. ２ 　 监测并确认船舶主尺度ꎻ  

３. ２. １. ３ 　 审查批准完工稳性资料ꎻ   　 第六篇

３. ２. １. ４ 　 船体结构、轮机及电气设备安装:

. １ 　 抽查船体结构的完整性与水密性ꎻ   　 第五篇

. ２
　 确认推进装置的有效操作和控制或挂桨(机)推进装置各

组成部分的安装及有效操作控制ꎻ
  　 第七篇

. ３ 　 确认操舵装置、锚设备的有效性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５、６ 节ꎬ第七

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５、２. １. ６

. ４ 　 确认舱底水系统的有效性ꎻ   　 第七篇第 ２ 章２. １. ３. ２. 、２. ２. ３

　 . ５ 　 确认燃油、滑油舱柜及其附件的安装布置的安全性ꎻ   　 第七篇

. ６ 　 确认电气设备的安装及运行的有效性ꎻ   　 第八篇

. ７ 　 确认脱险通道符合规定要求ꎻ   　 第五篇第 ２ 章 ２. ７. ２

. ８ 　 确认机器处所通风的有效性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２. ５

３. ２. １. ５ 　 船舶的安全设备的安装:

. １ 　 检查救生圈和救生衣的配备、布置及存放ꎻ   　 第九篇第 １ 章

. ２ 　 检查号灯、闪光灯和音响信号的配备和布置ꎻ   　 第九篇第 ３ 章第 ３ 节

. ３ 　 确认航行及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及有效性ꎻ   　 第九篇第 ３ 章第 ２ 节、第 ５ 章

. ４ 　 检查消防泵和消防总管的布置(如设有)ꎻ —  　 第九篇第 ２ 章第 ２ 节

. ５ 　 检查消防用品的配备和布置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１、第九

篇第 ２ 章第 ２ 节

. ６ 　 确认开口关闭设施的功能ꎻ   　 第三篇第 ２ 章

. ７ 　 确认接地及非金属船舶避雷装置的安装ꎻ   　 第八篇第 ４ 章 ４. １. １、４. １. ７

. ８ 　 检查舷墙、栏杆等船员安全保护措施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４ 节

３. ２. １. ６ 　 确认防污染设备配备ꎻ   　 第九篇第 ４ 章

３. ２. １. ７
　 确认载重线标志及水尺标志的勘划符合经批准的图纸

要求ꎻ
  　 第三篇

３. ２. １. ８ 　 确认丈量的船舶吨位ꎻ   　 第四篇

３. ２. １. ９
　 现场监督渔业船舶按照经确认的试验大纲进行倾斜、系
泊以及航行试验ꎬ并确认试验报告ꎮ

 

３. ２. ２　 现有船的初次检验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３. ２. ２. １ 　 确认本篇新船的初次检验部分ꎻ  

３. ２. ２. ２ 　 根据船龄和船舶技术状况ꎬ可酌情增减检验项目ꎻ  

３. ２. ２. ３
　 若船舶具有验船部门 签发的有效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

件ꎬ则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可按照换证检验对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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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３. ２. ３　 年度检验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３. ２. ３. １ 　 核查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随船技术文件的有效性ꎻ  

３. ２. ３. ２ 　 确认船舶所有人提供的渔业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ꎻ  

３. ２. ３. ３ 　 船舶及其设备进行常规检查或试验包括:

. １ 　 核查船东提交的船舶结构及设备的更新情况ꎻ  

. ２ 　 确认船体密性及开口关闭装置的有效性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１、２ 节

. ３
　 检查消防、救生及防污染设备的配备、布置、存放ꎬ确认其

有效性ꎻ
  　 第九篇第 １、２、４ 章

. ４ 　 检查锚泊、系泊及航行、信号设备的有效性及配备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６ 节、第九篇

第 ３ 章

. ５ 　 确认推进装置的有效操作与控制ꎻ   　 第七篇

. ６ 　 确认操舵装置的有效性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５

. ７ 　 确认舱底水系统的有效性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２、２. ２. ３

. ８ 　 确认绝缘电阻测量ꎻ —  　 第八篇第 ４ 章 ４. １. １. ３

３. ２. ３. ４
　 船龄超过１５ 年的渔业船舶ꎬ在换证期限内ꎬ至少在中间的

一次年度检验要增加船底外部检查ꎮ
  　 第五篇

３. ２. ４　 换证检验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３. ２. ４. １ 　 按本篇年度检验的项目进行检验ꎻ  

３. ２. ４. ２
　 在第 ２ 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ꎬ应按照规定确认其测厚

报告ꎻ
  　 第五篇

３. ２. ４. ３
　 在第 ２ 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ꎬ对各舱室内结构进行

抽查ꎻ
  　 第五篇

３. ２. ４. ４ 　 对船底进行外部检查ꎮ —  　 第五篇

３. ２. ５　 临时检验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３. ２. ５. １ 　 核查船舶检验证书及随船技术文件ꎻ  

３. ２. ５. ２ 　 对相关项目进行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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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第 ４ 章　 需要出具书面报告的检验项目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渔船制造、修理企业或渔船所有人等在船舶建造、修理过程中ꎬ应对船舶进行全面的检查ꎬ
对其建造、修理质量负责ꎬ并按照本章及第二篇第 ３ 章规定ꎬ对检验项目进行检查、检测、试验ꎬ并应出具

相应的检查、检测、试验报告ꎮ 不具备相应能力的ꎬ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ꎬ必要时由船

东、渔船监造公司签字确认ꎮ

第 ２ 节　 检 验 项 目

４. ２. １　 新船的初次检验项目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４. ２. １. １ 　 船体结构、轮机及电气设备的安装:

. １
　 检查船体构件规格尺寸、安装位置 、焊接质量、密性、开口

等符合经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ꎻ
 

. ２
　 检查主要的机械、设备、装置和系统的布置、安装等符合

经批准的图纸要求ꎻ
 

. ３ 　 检查主机的紧急停车装置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１

. ４
　 检查主、辅机及动力管系的安装或挂桨(机)推进装置各

组成部分的安装、转动灵活及操作安全可靠性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１、２. １. ３ 和

第 ２ 节

. ５ 　 检查齿轮箱、螺旋桨的安装及轴系校中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２、２. １. ４

. ６ 　 检查舵叶零位标志、转动灵活性及最大转动角度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５ 节ꎬ第七篇

第 ２ 章 ２. １. ５

. ７ 　 检查舵角指示器与舵叶间的转角误差ꎻ —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５ 节ꎬ第七篇

第 ２ 章 ２. １. ５

. ８ 　 检查舵装置的有效性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５ 节ꎬ第七篇

第 ２ 章 ２. １. ５

. ９ 　 检查锚系统及系泊设备的安装ꎬ并进行效用试验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６ 节ꎬ第七篇

第 ２ 章 ２. １. ６

. １０ 　 检查舱底水的排放系统能有效工作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２、２. ２. ３

. １１
　 检查预防燃油从任何泵、滤清器或加热器中泄漏并与热

表面接触的有效措施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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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续上表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 １２ 　 检查油舱(柜)的测量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１. ３(２)、
２. １. ３. ２. (４)

. １３ 　 对全船电气绝缘进行测量ꎻ —  　 第八篇第 ４ 章 ４. １. １. ３

. １４ 　 检查照明、信号设备及其属具的安装和布置ꎻ  
　 第八篇第 ３ 章、第九篇第 ３ 章

第 ３ 节

. １５ 　 检查蓄电池组的容量、位置和安装ꎻ   　 第八篇第 ４ 章 ４. １. ５

. １６ 　 检查电缆敷设ꎻ —  　 第八篇第 ４ 章 ４. １. ２

. １７
　 检查发电机组及配电装置和保护装置的安装及效用

试验ꎻ
—  　 第八篇第 ２ 章 ２. ３

. １８ 　 检查脱险通道、梯道或梯子的安装符合批准的图纸要求ꎻ —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７ 节

. １９ 　 检查机器处所的通风ꎻ — 
　 第七篇第 １ 章 １. ３. ４. １、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２. ５

４. ２. １. ２ 　 船舶安全设备的安装:

. １
　 检查消防泵的配备、布置ꎬ检查消防水系统ꎬ并进行效用

试验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１、第九

篇第 ２ 章第 ２ 节

. ２ 　 检查燃油、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关闭阀的布置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１、２. １.
３. ３. １、２. １. ３. ３. ２

. ３ 　 检查救生圈ꎬ救生衣的配备、布置及存放ꎻ   　 第九篇第 １ 章

. ４ 　 检查航行及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及有效性ꎻ —  　 第九篇第 ３ 章第 ２ 节、第 ５ 章

４. ２. １. ３ 　 检查滤油设备的安装及效用试验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３. ３(２)

４. ２. １. ４ 　 检查污油水柜的设置ꎻ   　 第九篇第 ４ 章第 ２ 节

４. ２. １. ５
　 检查防止生活污水(如设有)和垃圾污染设备的安装及效

用试验ꎻ
  　 第九篇第 ４ 章第 ３ 节

４. ２. １. ６ 　 检查通风筒、空气管、进水孔、排水孔及排水舷口的设置ꎻ —  　 第三篇、第七篇第２ 章２. １. ３. ２. ４

４. ２. １. ７ 　 检查锚链管和锚链舱(如设有)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６ 节

４. ２. １. ８ 　 检查舷墙(如设有)、栏杆的设置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４ 节

４. ２. １. ９ 　 检查非金属船舶避雷装置的安装ꎻ   　 第八篇第 ４ 章 ４. １. ７

４. ２. １. １０
　 进行倾斜试验或摇摆试验ꎬ并完成倾斜试验报告及稳性

报告ꎻ
 

４. ２. １. １１
　 按照经确认的系泊及航行试验大纲进行试验ꎬ并出具

报告ꎮ
 

　 　 ４. ２. ２　 现有船的初次检验项目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４. ２. ２. １ 　 按新船的初次检验的项目进行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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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４. ２. ３　 年度检验项目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４. ２. ３. １ 　 检查船舶结构的改造及其设备的更新情况ꎻ  

４. ２. ３. ２ 　 检查船体结构及水密完整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１、２ 节

４. ２. ３. ３
　 检查消防泵的配备、布置ꎬ检查消防水系统ꎬ并进行效用

试验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１、第九

篇第 ２ 章第 ２ 节

４. ２. ３. ４ 　 检查航行及无线电设备的配备及有效性ꎻ —  　 第九篇第 ３ 章第 ２ 节、第 ５ 章

４. ２. ３. ５ 　 检查救生圈ꎬ救生衣的配备、布置及存放ꎻ   　 第九篇第 １ 章

４. ２. ３. ６ 　 检查滤油设备(如设有)的有效性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３. ３(２)

４. ２. ３. ７ 　 检查污油水柜的设置ꎻ   　 第九篇第 ４ 章第 ２ 节

４. ２. ３. ８ 　 检查防止生活污水(如设有)和垃圾污染设备ꎻ   　 第九篇第 ４ 章第 ３ 节

４. ２. ３. ９ 　 检查锚泊设备的有效性ꎻ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６、第五篇

第 ２ 章第 ６ 节

４. ２. ３. １０ 　 检查所要求的信号设备均工作正常ꎻ   　 第九篇第 ３ 章第 ３ 节

４. ２. ３. １１
　 检查主机、辅机及推进系统或挂桨(机)推进装置的操作

有效性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１、２. １. ３ 和

第 ２ 节

４. ２. ３. １２
　 检查操舵装置及其有关设备和控制系统ꎬ并进行操纵效

用试验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５ 节、第七篇

第 ２ 章 ２. １. ５

４. ２. ３. １３ 　 检查舱底水系统有效性ꎻ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２、２. ２. ３

４. ２. ３. １４ 　 对船舶主电源作外部检查ꎬ必要时进行效用试验ꎻ —  　 第八篇第 ２ 章

４. ２. ３. １５ 　 对全船电气绝缘进行测量ꎻ —  　 第八篇第 ４ 章 ４. １. １. ３

４. ２. ３. １６
　 船龄超过１５ 年的船舶ꎬ在换证期限内ꎬ至少在中间的一次

年度检验要增加船底的外部检查、测厚ꎬ并出具报告ꎮ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１、２ 节

４. ２. ４　 换证检验项目

条款 检 验 项 目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２４ ２４≤Ｌ < ３０
检 验 要 求

４. ２. ４. １ 　 按本篇年度检验项目条款进行检查ꎻ  

４. ２. ４. ２
　 在第 ２ 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ꎬ应按照规定进行测厚ꎬ并
出具报告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１、２ 节

４. ２. ４. ３
　 在第 ２ 次及以后的换证检验时ꎬ对各舱室进行检查ꎮ 对

于有水密要求的舱柜ꎬ必要时进行密性试验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１、２ 节

４. ２. ４. ４
　 检查开口关闭装置ꎬ对于有风雨密要求的ꎬ必要时进行冲

水试验ꎻ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１、２ 节

４. ２. ４. ５ 　 船底外部检查:

. １ 　 检查船壳板包括艏柱、艉柱、艉框架及龙骨等ꎻ —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１、２ 节

. ２ 　 检查螺旋桨和舵ꎻ —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５ 节

. ３
　 测量舵轴承、艉轴轴承间隙ꎬ并检查轴封装置ꎬ必要时进

行抽查检查ꎻ
— 

　 第五篇第 ２ 章第 ５ 节、第七篇

第 ２ 章 ２. １. ４. １

. ４
　 检查海底阀箱、海底阀、舷旁阀及船壳上连接件以及进水

口的格栅ꎮ
—  　 第七篇第 ２ 章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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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第 ５ 章　 图 纸 审 查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申请初次检验的新船及发生重大维修、改造的船舶ꎬ应由设计单位向验船部门报送设计图

样及技术文件(简称图纸)供审查ꎮ
５. １. ２　 送审图纸按本章第 ２ 节规定的图纸项目送审ꎬ但验船部门可依据船型的具体情况ꎬ酌情增、

减送审图纸的项目ꎮ
５. １. ３　 送审及审批程序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ꎮ

第 ２ 节　 送 审 图 纸

５. ２. １　 船体部分

５. ２. １ . １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 １　 总布置图ꎻ
. ２　 基本结构图ꎻ
. ３　 结构计算书ꎻ
. ４　 稳性计算书和完工稳性报告书ꎻ
. ５　 干舷计算书、载重线标志及吃水标志图ꎻ
. ６　 螺旋桨强度计算书ꎻ
. ７　 船体及设备说明书(备查)ꎻ
. ８　 型线图(备查)ꎻ
. ９　 静水力计算书(备查)ꎻ
. １０　 舵装置图及强度计算书ꎻ
. １１　 锚、系泊设备布置图及其计算书ꎻ
. １２　 吨位估算书ꎻ
. １３　 救生、消防设备布置图及明细表ꎻ
. １４　 信号设备布置图及明细表ꎻ
. １５　 焊接规格表ꎻ
. １６　 舱壁结构图ꎻ
. １７　 典型横剖面图ꎮ

５. ２. ２　 轮机部分

５. ２. ２ . １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 １　 轮机说明书(备查)ꎻ
. ２　 机舱布置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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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与发证

第二篇

. ３　 轴系强度计算书ꎻ

. ４　 轴系布置图ꎻ

. ５　 艉轴艉管总图ꎬ包括油封装置和艉管轴承图ꎻ

. ６　 管系布置图ꎮ

５. ２. ３　 电气部分

５. ２. ３ . １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
. １　 电气设备说明书(备查)ꎻ
. ２　 电力负荷计算书ꎻ
. ３　 配电板、电路原理图或单线图ꎻ
. ４　 控制箱、电路原理图或单线图ꎻ
. ５　 号灯系统图ꎻ
. ６　 无线电设备系统图ꎻ
. ７　 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ꎻ
. ８　 电力系统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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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重线
第三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第三篇　 载　 重　 线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 １. １. １　 按本篇规定勘划载重线时ꎬ结构强度应按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颁布或承认的规范、标
准设计、建造和维护ꎮ

１. １. １. ２　 如按本篇规定核定的干舷与船舶强度、完整稳性所确定的干舷不一致时ꎬ应取其较

大者ꎮ 　
１. １. １. ３　 船舶的装载均不应超过勘定航区的载重线ꎮ

１. １. ２　 适用范围

１. １. ２. １　 新建有甲板的渔业船舶应按本篇规定核定干舷并勘划载重线ꎮ
１. １. ２. ２　 现有渔业船舶应至少满足建造时所依据的有关规定ꎬ保持其原来核定的干舷ꎮ 如要减小

原核定的干舷时ꎬ应符合本篇规定ꎮ
１. １. ２. ３　 改建、改装和修理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至少应符合以前适用于该船的规定ꎮ 重大的改

建、改装和修理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认为合理和切实可行ꎬ应满足本篇的要求ꎮ
１. １. ２. ４　 对无甲板船ꎬ可按本篇第 ３ 章的规定核定干舷ꎬ也可根据当地传统船型的使用经验予以

核定ꎮ

第 ２ 节　 定　 　 义

１. ２. １　 计算型深(Ｄ１):系指船中处型深与干舷甲板边板厚度的和ꎮ

１. ２. ２　 干舷:核定的干舷系指在船中处从甲板线的上边缘向下量至载重线线段的上边缘的垂直

距离ꎮ
１. ２. ３　 敞口船:系指从艏至艉不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船舶ꎮ
１.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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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舱口围板的高度应计以梁

拱和舷弧的影响ꎮ
１. ２. ５　 封闭的上层建筑:系指具有足够强度且能保证风雨密的上层建筑ꎮ
１. ２. ６　 最大吃水:系指船舶的最大允许作业吃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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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重线
第三篇

第 ３ 节　 载重线标志

１. ３. １　 一般要求

１. ３. １. １　 载重线标志应包括 ４ 部分:甲板线标志、载重线标志、航区字母标志以及国家渔业船舶检

验机构的标志ꎮ
１. ３. １. ２　 载重线标志在右舷的式样如图 １. ３. １. ２ 所示ꎮ

图 １. ３. １. ２　 载重线标志示意图

１. ３. ２　 甲板线标志

１. ３. ２. １　 甲板线系长为 ３００ｍｍ、宽为 ２５ｍｍ 的一条水平线ꎮ 甲板线应勘划在船中处的每侧ꎬ其
上边缘一般应计算型深 Ｄ１等高ꎮ 如按此高度勘划有困难ꎬ可适当调整高度ꎬ但应对干舷作相应的

修正ꎮ

１. ３. ３　 载重线标志

１. ３. ３. １　 载重线标志由外径为 ２５０ｍｍ、宽为 ２５ｍｍ 的圆环与长为 ４００ｍｍ、宽为 ２５ｍｍ 的水平线组

成ꎮ 水平线的上边缘通过圆环的中心ꎬ垂直线的中心与圆环的中心重合ꎮ

１. ３. ４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的标志

１. ３. ４. １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的标志为字母“ＺＹ”ꎬ核定渔船载重线时ꎬ应标注在载重线圆环旁

边并在通过圆环中心的水平线上方ꎮ 每个字母的高度为 １００ｍｍꎬ宽度为 ６０ｍｍꎮ

１. ３. ５　 船舶航区的标志

１. ３. ５. １ 　 字母 Ａ(或 Ｂ 或 Ｃ) 表示船舶的航区ꎬ其位于甲板线和圆环顶点之间ꎻ字母尺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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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重线
第三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１００ｍｍꎬ宽 ６０ｍｍꎬ视空间情况字母 Ａ(或 Ｂ 或 Ｃ)可以适当缩小ꎮ

１. ３. ６　 勘划

１. ３. ６. １　 甲板线及载重线标志应清晰、永久地勘划在船中两舷ꎮ
１. ３. ６. ２　 对于甲板线、载重线标志和载重线的圆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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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 ７　 免划

１. ３. ７. １　 船长小于 ２４ｍ 的ꎬ可免予勘划圆环ꎮ
１. ３. ７. ２　 木质渔船免于勘划载重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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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重线
第三篇

第 ２ 章　 核定干舷的条件

第 １ 节　 提供给船长的资料

２. １. １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２４ｍ 的新船ꎬ应按本规则的有关要求提供给船长稳性资料ꎮ 这些资料应

随时备在船上ꎬ并将资料副本一份提交验船部门ꎮ

第 ２ 节　 水密完整性和设备

２. ２. １　 舱口及围板高度

２. ２. １. １　 干舷甲板上的露天舱口围板或舱室门槛的高度值应不低于表 ２. ２. １. １ 的要求ꎮ 否则ꎬ应
按本篇第三章的规定进行干舷修正ꎮ

表 ２. ２. １. １

航区
高度(ｍｍ)

舱口类别

Ａ 级 Ｂ 级、Ｊ 段 Ｃ 级 备注

舱口围板高度(ｍｍ)
４５０ ３５０ ２３０ 敞口船

２５０ １９０ １３０ 非敞口船

门槛(ｍｍ) １９０ １５０ ８０

　 　 ２. ２. １. ２　 位于甲板室内的舱口围板高度一般应不小于 ５０ｍｍꎮ

２. ２. ２　 通风筒

２. ２. ２. １　 位于干舷甲板及艏升高甲板以上的通风筒高度应不小于表 ２. ２. ２. １ 的规定值ꎮ
表 ２. ２. ２. １

项　 　 目 Ａ 级 Ｂ 级、Ｊ 段 Ｃ 级

通风筒高度(ｍｍ) ４５０ ３５０ ２３０

　 　 ２. ２. ２. ２　 通风筒应备有帆布袋类可靠的风雨密关闭装置ꎮ
２. ２. ２. ３　 通往干舷甲板或封闭上层建筑甲板以下处所的通风筒ꎬ应有结构坚固的围板ꎬ并且与甲

板牢固地连接ꎮ
２. ２. ２. ４　 通过非封闭的上层建筑的通风筒ꎬ应在干舷甲板上有结构坚固的围板ꎮ
２. ２. ２. ５　 通风筒应布置在靠近船中心线附近ꎬ并应尽可能延伸通过甲板建筑物或升降口的顶部ꎮ

２. ２. ３　 空气管

２. ２. ３. １　 空气管自甲板至河水可能从管口进入下面的那一点的高度ꎬ在干舷甲板上应不小

于 ３００ｍｍ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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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２　 Ａ 级航区的空气管应有适宜的关闭装置ꎮ

２. ２. ４　 舷窗

２. ２. ４. １　 舷窗及风暴盖应具有坚固的结构ꎬ不允许采用非金属框架ꎮ 舷窗及风雨密窗的构造应符

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承认的规范或标准要求ꎮ
２. ２. ４. ２　 干舷甲板以上的舷窗ꎬ可以是活动的ꎮ
２. ２. ４. ３　 干舷甲板以下的舷窗ꎬ其窗口下缘应至少高出最深作业水线的距离 １５０ｍｍꎮ Ａ 级航区和

Ｊ 级航段船舶的此类舷窗应采用固定式ꎮ

第 ３ 节　 排水孔及排水舷口

２. ３. １　 每层甲板上应设有足够数量和大小的排水孔或排水舷口ꎬ以便有效排水ꎮ
２. ３. ２　 甲板排水孔的布置应使船舶在正常营运条件的正浮和倾斜位置均能及时排出甲板积水ꎮ
２. ３. ３　 置于舷侧板上的排水管ꎬ其开孔下缘在最深作业水线以上应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ꎮ
２. ３. ４　 每舷的连续舷墙上都应开有排水舷口ꎬ其总面积应不小于该连续舷墙面积的 ５％ ꎮ

第 ４ 节　 对船员的保护

２. ４. １　 天窗或其他类似开口ꎬ应装配间距不超过 ３５０ｍｍ 的护条ꎮ 对于小的开口可免除这些要求ꎮ
２. ４. ２　 所有甲板表面的设计或处理应有必要的防滑措施ꎮ

６２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载重线
第三篇

第 ３ 章　 干　 　 舷

第 １ 节　 最 小 干 舷

３. １. １　 最小干舷

３. １. １. １　 最小干舷是依据本章规定所核定出的干舷ꎬ其值 Ｆ 按下式进行计算:
Ｆ ＝ Ｆ０ ＋ ｆ１ ＋ ｆ２ ＋ ｆ３ 　 　 ｍｍꎬ且 Ｆ≥Ｆ０

式中:Ｆ０———船舶基本干舷ꎬｍｍꎻ见本节 ３. ２. １ꎻ
ｆ１———型深对干舷的修正值ꎬｍｍꎻ见本节 ３. ２. ２. １ꎻ
ｆ２———舱口围板及门槛高度对干舷的修正值ꎬｍｍꎻ见本节 ３. ２. ２. ２ꎻ
ｆ３———甲板线位置对干舷的修正值ꎬｍｍꎻ见本节 ３. ２. ２. ３ꎮ

第 ２ 节　 基本干舷与干舷修正

３. ２. １　 基本干舷 Ｆ０

基本干舷应符合表 ３. 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３. ２. １

非 敞 口 船 敞　 口　 船

船长 Ｌ(ｍ) Ａ 级 Ｂ 级 Ｃ 级 Ｊ 段 Ａ 级 Ｂ 级 Ｃ 级 Ｊ 段

１２ ２４０ ２２０ １５０ ２６０ ３２０ ２６０ ２１０ ３１０

２０ ２７０ ２５０ １６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３５０

３０ ３３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３５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３８０

　 注:船长为表列中间值时ꎬ基本干舷可用插值法求得ꎮ

３. ２. ２　 干舷的修正

３. ２. ２ . １　 型深对船舶的干舷修正 ｆ１
. １　 船长与计算型深的比值 Ｌ / Ｄ１≥１５ 时ꎬ不做干舷修正ꎻ
. ２　 船长 Ｌ 与计算型深 Ｄ１的比值 Ｌ / Ｄ１﹤ １５ 时ꎬｆ１按下式计算:

ｆ１ ＝ ６０(Ｄ１ － Ｌ / １５)ｍｍ　 　 (Ｄ１、Ｌ 以 ｍ 计)ꎮ
３. ２. ２. ２　 舱口围板及门槛高度对船舶的干舷修正 ｆ２

. １　 实际高度不小于本篇表 ３. ２. １ 所列值时不修正ꎻ

. ２　 实际高度小于本篇表 ３. ２. １ 所列值时ꎬｆ２按下式计算:
ｆ２ ＝ ０. ５ｌｓｃ(ｈｂｃ － ｈｓｃ) / Ｌ ＋ ０. ５ ｌｓｊ(ｈｂｍ － ｈｓｍ) / Ｌ

式中:Ｌ———船长ꎬｍꎻ
ｌｓｃ———舱口围板长度ꎬｍꎻ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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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ｓｊ———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长度ꎬｍꎻ
ｈｂｃ———舱口围板按本篇表 ２. ２. １. １ 所规定的高度ꎬｍｍꎻ
ｈｂｍ———舱室门槛按本篇表 ２. ２. １. １ 所规定的高度ꎬｍｍꎻ
ｈｓｃ———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ꎬｍｍꎻ
ｈｓｍ———舱室门槛的实际高度ꎬｍｍꎮ

３. ２. ２. ３　 甲板线位置对船舶的干舷修正 ｆ３
如所勘划的甲板线上边缘的深度 Ｄ′与计算型深 Ｄ１不等时ꎬ其干舷修正值 ｆ３按下式计算:

ｆ３ ＝ Ｄ′ － Ｄ１

式中的 Ｄ′、Ｄ１按 ｍｍ 计ꎮ

８２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载重线
第三篇

第 ４ 章　 吃 水 标 志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吃水标志应永久、明显地勘划在两舷的艏、艉垂线处ꎮ 此艏、艉垂线系指型线图设计的艏、
艉垂线ꎮ

４. １. ２　 吃水标志应从该处的龙骨线或其延伸线为计量基准线ꎬ横标线的上缘即表示该处的吃水ꎮ
４. １. ３　 吃水标志上下勘划的范围应至少低于该处最小吃水 ０. ２ｍ 和高于该处最大吃水 ０. ２ｍꎮ
４. １. ４　 艏吃水标志可沿艏柱勘划ꎬ艉吃水标志可延伸在舵叶上ꎮ
４. １. ５　 对于水尺标志的线段、数字、小数点和字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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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１. ６　 木质渔业船舶如勘划有困难ꎬ可免于勘划吃水标志ꎮ

第 ２ 节　 吃 水 标 志

４. ２. １　 吃水标志按图 ４. ２. １ 所示勘划ꎮ

图　 ４. ２. １

４. ２. ２　 吃水标志由横标线、竖标线及数字组成ꎮ
４. ２. ２. １　 竖标线内缘即垂线位置ꎬ外缘在靠船端的一侧ꎮ
４. ２. ２. ２　 横标线在竖标线内缘一侧ꎮ
４. ２. ２. ３　 数字的底缘与横标线的上缘持平ꎬ字高为 １００ｍｍꎬ字宽为 ６０ｍｍꎮ
４. ２. ３　 对吃水标志处船底部构件有低于龙骨延伸线者ꎬ其超出尺寸ꎬ应在该吃水标志的上方用括

号标示ꎮ 例如附加的艉框底骨低于龙骨线 ０. ５ｍꎬ则在艉吃水标志的上方应加标志“( ＋ ０. ５ｍ)”ꎮ
４. ２. ４　 吃水标志横标线的间距应不超过 １００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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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吨 位 丈 量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１. １　 船舶吨位包括总吨位和净吨位ꎬ应根据本篇规定分别予以丈量ꎮ
１. １. １. ２　 经核查船舶布置与图纸相符ꎬ本篇丈量船舶吨位ꎬ可按图纸量计ꎮ

１. １. ２　 适用范围

１. １. ２ . １　 下列船舶应按本篇规定进行吨位丈量ꎮ
. １　 新建渔业船舶应按本篇规定丈量吨位ꎻ
. ２　 改建或改装的现有渔业船舶ꎬ使吨位有变更的现有船ꎮ

１. １. ３　 计算取值

１. １. ３. １　 列入吨位计算中的所有容积ꎬ对金属结构的船舶ꎬ应量至船体外板的内表面或结构的边

界内表面ꎻ对其他材料结构的船舶ꎬ应量至船体外板的外表面或结构的边界外表面ꎮ
１. １. ３. ２　 容积计算时以 ｍ 为计算单位ꎬ取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ꎮ
１. １. ３. ３　 吨位值大于 １ 时ꎬ只取整数部分ꎬ舍去小数部分ꎻ丈量的吨位值小于 １ 时ꎬ取值精确到小

数点后第 １ 位ꎬ舍去第 ２ 位小数后部分ꎬ且不小于 ０. １ꎮ
１. １. ３. ４　 证书中吨位值填写数字ꎬ没有单位ꎮ

第 ２ 节　 定　 　 义

１. ２. １　 上甲板:系指水线以上的第一层连续甲板ꎬ对无甲板船ꎬ系指船舶的舷顶ꎮ
１. ２. ２　 总吨位:系指按本规则规定丈量确定的船舶总容积ꎮ
１. ２. ３　 净吨位:系指按本规则规定丈量确定的船舶有效容积ꎮ
１. ２. ４　 围蔽处所:系指由船壳、固定的或可移动的隔板或舱壁、甲板或盖板所围成的所有处所ꎬ但

永久的或可移动的天篷除外ꎮ
１. ２. ５　 免除处所:系指在吨位计算中不计入围蔽处所容积之内的处所ꎮ
１. ２. ６　 上层建筑的高度:系指在船侧从上层建筑甲板横梁顶到上甲板横梁顶的最小垂直距离ꎮ
１. ２. ７　 上层建筑的长度(Ｓ):系指上层建筑位于船长(Ｌ)以内部分的平均长度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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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位丈量

第四篇

第 ２ 章　 吨 位 丈 量

第 １ 节　 总吨位与净吨位的计算

２. １. １　 总吨位的计算

２. １. １. １　 船舶总吨位 ＧＴ 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ＧＴ ＝ ｋ１Ｖ

式中:Ｖ ＝ Ｖ１ ＋ Ｖ２ꎻ
Ｖ１———上甲板以下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ꎬｍ３ꎻ
Ｖ２———上甲板以上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ꎬｍ３ꎻ
ｋ１———系数ꎬｋ１ ＝ ０. ２ ＋ ０. ０２ｌｏｇ１０Ｖꎬ或按表 ２. １. １. １ 确定(表列中间值时ꎬ用插值法求得)ꎮ

表 ２. １. １. １

Ｖ(ｍ３) ５ １０ ２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ｋ１ ０. ２１４０ ０. ２２００ ０. ２２６０ ０. ２３５６ ０. ２４００ ０. ２４３５ ０. ２４６０ ０. ２４８０ ０. ２４９５

２. １. ２　 净吨位的计算

２. １. ２. １　 净吨位 ＮＴ 按下述公式计算:
ＮＴ ＝ ｋ２ＧＴ

式中:ＧＴ———按本篇 ２. １. １. １ 计算的总吨位ꎻ
ｋ２———系数ꎬ

渔船:ｋ２ ＝ ０. ３５ꎻ
驳船: ｋ２ ＝ ０. ８４ꎻ
运输船:ｋ２ ＝ ０. ５６ꎻ
其他船舶:ｋ２ ＝ ０. ３０ꎮ

第 ２ 节　 容 积 计 算

２. ２. １　 计算船舶容积时应按一般公认的方法计算ꎬ计算应充分详细ꎬ方便核对ꎮ
２. ２. ２　 容积分类

２. ２. ２. １　 船舶围蔽处所一般应分成上甲板以下处所和上甲板以上处所两部分ꎮ
２. ２. ２ . ２　 上甲板以下围蔽处所的容积可分为 ３ 个部分:

. １　 主体部分:艏艉垂线之间的部分ꎬ本规则所述艏艉垂线系指型线图上的艏垂线、艉垂线ꎻ

. ２　 附加部分:艏垂线以前部分和艉垂线以后部分ꎻ

. ３　 突出体部分:如球鼻艏、推进器轴毂和流线体等ꎮ
２. ２. ２. ３　 对阶梯形上甲板ꎬ其台阶凸层部分应作为上层建筑另行量计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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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　 上甲板以下容积 Ｖ１下述方法计算:
２. ２. ４. １　 用积分的方法精确计算ꎻ
２. ２. ４. ２　 型线简单者ꎬ用几何法近似计算ꎻ
２. ２. ４. ３　 计算公式

Ｖ１ ＝ ０. ７２ＬＢＤ　 　 ｍ３

式中:Ｌ———上甲板长度ꎬｍꎻ
Ｂ———宽度ꎬｍꎻ
Ｄ———型深ꎬｍꎮ
２. ２. ４. ４　 验船部门同意的其他公认有效方法ꎮ
２. ２. ５　 上甲板以上处所容积 Ｖ２计算:
２. ２. ５. １　 计算上甲板以上各围蔽处所及各露天货舱口围板范围内的容积ꎻ
２. ２. ５. ２　 将上述两项的容积累计ꎬ即为 Ｖ２ꎻ
２. ２. ５ . ３　 下列处所免予计入:

. １　 烟囱ꎻ

. ２　 天窗ꎻ

. ３　 桅杆和起重柱ꎻ

. ４　 通风筒和空气管ꎻ

. ５　 带缆桩等ꎮ
２. ２. ６　 围蔽处所的补充规定

２. ２. ６ . １　 如符合以下 ３ 个条件之一者ꎬ应作为围蔽处所:
. １　 设有框架或其他设施保护货物和物料的处所ꎻ
. ２　 开口上设有某种封闭设备ꎻ
. ３　 具有能使开口封闭的建筑物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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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构造

第五篇

第五篇　 船 舶 构 造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船体结构应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发布或承认的建造规范的要求ꎮ
１. １. ２　 船体、上层建筑、甲板室、机舱棚、升降口以及任何其他结构和船上设备等的强度和结构ꎬ应

足以经受住各种预期的营运工况ꎮ
１. １. ３　 凡水能通过其进入船内的开口均应设有相应的关闭设备ꎬ捕捞作业期间可能开启的甲板开

口通常应布置在靠近船舶的中线处ꎮ
１. １. ４　 防撞舱壁:系指在艏部通至干舷甲板的第一道水密舱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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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船　 　 体

第 １ 节　 船体结构密性试验

２. １. １　 船体结构强度与设计图纸一致ꎬ应根据对密性的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船体结构

试验ꎮ
２. １. ２　 应对船体结构密性试验进行抽查ꎮ 试验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处理ꎬ应经验船部门同意ꎮ

第 ２ 节　 船体结构与强度

２. ２. １　 船舶应有足够的结构强度ꎬ船舶的结构构件的设置及尺寸应作校核计算ꎮ
２. ２. ２　 船体构件的布置应确保结构的有效连续性ꎮ 船体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在船长范围保持连续ꎻ

甲板、舷侧及船底的骨架应有效地连接ꎬ构成完整的刚性整体ꎮ

第 ３ 节　 舱 壁 设 置

２. ３. １　 船舶至少应设置艏、艉尖舱壁及机舱前壁三道水密舱壁ꎬ水密舱壁应向上延伸至干舷甲板

或艏、艉升高甲板ꎮ
２. ３. ２　 水密舱壁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ꎮ
２. ３. ３　 电缆、舵链等穿过水密舱壁时ꎬ应沿干舷甲板下表面铺设ꎮ
２. ３. ４　 防撞舱壁上不得设门、人孔、通风导管或其他任何开口 ꎮ
２. ３. ５　 防撞舱壁应在距艏垂线 １ ~ ３ｍ 范围内合理设置ꎮ
２. ３. ６　 为适应船舶设计和正常作业ꎬ水密舱壁上的允许开口数量应减至最少ꎮ 凡是为了出入、管

路、通风、电缆等需要而穿过水密舱壁和内部甲板时ꎬ应设有保持水密完整性的装置ꎮ

第 ４ 节　 舷 墙、栏 杆

２. ４. １　 船舶两舷应设置舷墙或栏杆ꎬ船员经常活动和工作的场所ꎬ也应设计有效的防护及防滑

设施ꎮ
２. ４. ２　 对设置栏杆有困难的船舶ꎬ应尽可能设有风暴扶手ꎮ

第 ５ 节　 舵　 设　 备

２. ５. １　 舵设备的材料、强度、安装、焊接和布置应满足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发布或承认的建造规

范的要求ꎮ
２. ５. ２　 操舵装置应灵活可靠ꎬ不应发生滑脱走链及振动等异常现象ꎬ座舱机最大舵角应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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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 ４０°范围以内ꎮ
２. ５. ３　 在最大设计航速下ꎬ由一舷满舵转至另一舷满舵的转舵时间ꎬ机动舵应不大于 ２０ｓ( Ｊ 段为

１５ｓ)ꎬ人力舵应不大于 ３０ｓꎮ

第 ６ 节　 锚和系泊设备

２. ６. １　 应设有能迅速和安全操作的锚设备ꎮ 锚设备应包括抛锚设备、锚链或钢索、止链器和锚机

或其他能起抛锚以及在各种预期的营运条件下将船保持固定在锚泊位置的其他装置ꎮ
２. ６. ２　 船舶还应配备足够的在各种营运条件下均能安全系泊的系泊设备ꎮ
２. ６. ３　 根据航道特点和锚泊条件ꎬ航行小河支流的船舶和港作船以及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不设锚也

可保障航行安全的船舶ꎬ经验船部门同意可免设锚泊设备ꎮ

第 ７ 节　 其　 　 他

２. ７. １　 桅应被牢固的支承ꎬ支承点处的结构应有效加强ꎮ
２. ７. ２　 走廊或部分走廊作为唯一的脱险通道时ꎬ其长度宜不超过 ７ｍꎮ
２. ７. ３　 不论船舶的纵倾和吃水如何ꎬ船舶指挥位置应有足够的驾驶视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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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稳性
第六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第六篇　 完 整 稳 性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新建渔业船舶应按本篇规定核算其稳性ꎮ
１. １. ２　 船舶因改装或修理使稳性变化或对营运中船舶稳性发生怀疑时ꎬ应按本章重新校核其

稳性ꎮ
１. １. ３　 对营运中的渔业船舶稳性发生怀疑时ꎬ既可按其原适用规则ꎬ也可按本篇规定ꎬ重新校核其

稳性ꎮ
１. １. ４　 船舶如因特殊原因需进行预定用途以外的作业和营运时ꎬ应事先核算其稳性并经审批后方

能营运ꎮ
１. １. ５　 在特殊情况下ꎬ船舶需通过高于原核定的航区时ꎬ一般应满足较高航区的稳性要求ꎻ如不可

能ꎬ必须对航行的装载条件、气象条件予以适当的限制ꎮ
１. １. ６　 按本篇要求核算稳性的船舶ꎬ其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应符合本规则“载重线”篇的相关

规定ꎮ

第 ２ 节　 定　 　 义

１. ２. １　 进水角(φｆ):系指船体、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上不能迅速作风雨密关闭的开口浸水时的横倾

角ꎮ 对不致造成连续进水的小开口不必视为开敞的ꎮ
１. ２. ２　 船舶受风面积(Ａｖ):系指所核算装载工况下船舶正浮时ꎬ实际水线以上船舶各部分在船舶

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ꎮ

第 ３ 节　 倾 斜 试 验

１. ３. １　 应做倾斜试验的情况

１. ３. １. １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２０ｍ 的渔业船舶应在完工时进行倾斜试验并确定其稳性要素ꎮ
１. ３. １. ２　 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渔业船舶ꎬ至少应进行摇摆试验ꎬ以测定空船的横摇固有周期ꎮ
１. ３. １. ３　 如渔业船舶经过任何改建对稳性有实质性影响时ꎬ该船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１. ３. １. ４　 如采取特殊预防措施以确保试验程序的准确性时ꎬ所规定的倾斜试验也可适用于船长小

于 ２０ｍ 的渔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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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２　 免做倾斜试验的情况

１. ３. ２. １　 当渔业船舶具有其姐妹船倾斜试验所得的基本稳性数据ꎬ且可由此基本数据获得其可靠

的稳性资料ꎬ经验船部门同意ꎬ可准许该船免做倾斜试验ꎮ
１. ３. ２. ２　 免作倾斜试验渔业船舶空船重量的偏差不得超过首制船空船重量的 ２％ 或稳性资料中

的要求ꎮ
１. ３. ２. ３　 如参考类似渔业船舶的现有数据能明显地证明ꎬ该船的尺度比例及布置ꎬ在一切可能的

装载工况下ꎬ初重稳距值大于所需的足够要求值时ꎬ经验船部门同意也可准许某个别船舶或某一类船舶

免作倾斜试验ꎮ
１. ３. ２. ４　 无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渔业船舶ꎮ

第 ４ 节　 稳性计算书及稳性报告书

１. ４. １　 稳性计算书

１. ４. １. １　 稳性计算应采用船舶工程中可以接受的方法ꎬ如用计算机计算ꎬ应提交原始输入数据及

计算结果ꎮ
１. ４. １ . ２　 计算书中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ꎬ应与倾斜试验结果的误差不超过下列范围ꎬ否则应

按倾斜试验结果重新进行完工稳性计算ꎬ并提交验船部门审查:
. １　 空船排水量允许误差 ± ２％ ꎻ
. ２　 空船重心垂向坐标允许误差 ± ５％ ꎻ
. ３　 空船初重稳距允许误差 ± ５％ ꎮ

１. ４. ２　 稳性报告书

１. ４. ２. １　 为使驾驶人员便于掌握船舶稳性情况ꎬ设计部门或船厂应依据船舶倾斜试验的结果编写

稳性报告书提交船东ꎮ
１. ４. ２ . ２　 稳性报告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船舶主要参数和计算说明ꎻ

. ２　 基本装载情况稳性总结表ꎻ

. ３　 主要使用说明(系稳性方面的提示ꎬ如装载区域的限制、各舱装载及液舱液体消耗的先

后顺序、根据气象海况谨慎驾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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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稳性
第六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第 ２ 章　 完整稳性衡准

第 １ 节　 稳性衡准数

２. １. １　 稳性衡准数

２. １. １. １　 作业于 Ａ 级或 Ｂ 级航区的船舶其稳性衡准数 Ｋ 应符合下式规定:

Ｋ ＝
ｌｃ
ｌｖ

≥１

式中: ｌｃ———计入横摇角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ꎬｍꎻ
ｌｖ———风压倾斜力臂ꎬｍꎮ

２. １. １ . ２　 作业于 Ｃ 级航区的船舶ꎬ可按下述方法核算稳性衡准数 Ｋ:
. １　 可按照本篇 ２. １. １. １ 计算ꎬ此时 ｌｃ不计入横摇角的影响ꎻ
. ２　 也可用同时符合下列两式进行简易核算:

　 　 １)　 Ｋ ＝
ＧＭ１

ｌｖ
 Ｆ

Ｂ ≥１

　 　 ２)　 Ｋ ＝
ＧＭ１

ｌｖ
 ｄ

Ｂ ≥１

式中: ＧＭ１ ———所核算载重情况下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重稳距ꎬｍꎻ
ｌｖ———所核算载重情况下风压倾斜力臂ꎬｍꎻ
Ｆ———所核算载重情况下沿船长方向的最小干舷ꎬｍꎻ
ｄ———所核算载重情况下吃水ꎬｍꎻ

Ｆ
Ｂ 及 ｄ

Ｂ 的取值不大于 ０. １２５ꎮ

２. １. １. ３　 作业于 Ｊ 级航段的船舶ꎬ其急流稳性衡准数 ＫＪ应符合下式:

ＫＪ ＝
ｌｑ０
ｌＪ

≥１

式中: ｌｑ０———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ꎬｍꎬ见本篇 ２. １. ２. ２ꎻ
ｌＪ———水流倾侧力臂ꎬｍꎬ见本篇 ２. １. ５ꎮ

２. １. ２　 最小倾覆力臂 ｌｃ
２. １. ２. １　 Ａ 级或 Ｂ 级航区的船舶ꎬ最小倾覆力臂值按图 ２. １. ２. １￣１ 或 ２. １. ２. １￣２ 求取ꎮ

图　 ２. １. ２. １￣１

　 　 　
图　 ２. １. 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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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 ２　 Ｃ 级航区或 Ｊ 级航段的船舶ꎬ最小倾覆力臂值或力臂值不计入横摇的影响ꎬ按图

２. １. ２. ２￣１或 ２. １. ２. ２￣２ 求取ꎮ

图　 ２. １. ２. ２￣１

　 　 　 　

图　 ２. １. ２. ２￣２

２. １. ３　 横摇角

２. １. ３. １　 圆舭船横摇角按下述公式计算:

φａ ＝ １１. ７５Ｃ１Ｃ４ Ｃ２ / Ｃ３

式中: Ｃ１、Ｃ２、Ｃ３、Ｃ４分别按本篇 ２. １. ３. ２ ~ ２. １. ３. ５ 计算的系数ꎮ
２. １. ３. ２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１ 按船舶横摇固有周期 Ｔφ 及航区由表 ２. １. ３. ２ 选取ꎮ
船舶横摇固有周期 Ｔφ按下式计算:

Ｔφ ＝ (０. ５５ ＋ ０. ０７Ｂｗｌ / ｄ)Ｂｗｌ / ＧＭ１ 　 　 ｓ

式中:Ｂｗ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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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ꎬｍꎻ

ＧＭ１———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重稳距ꎬｍꎮ
表 ２. １. ３. ２

Ｔφ(ｓ)
３. ０ 及

以下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７. ５ 及

以上

Ｃ１

Ａ 级航区 ０. ２２３ ０. ２１７ ０. ２１０ ０. ２０４ ０. １９７ ０. １８３ ０. １６０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１

Ｂ 级航区 ０. ２０８ ０. １９９ ０. １８２ ０. １６６ ０. １５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５

　 　 ２. １. ３. ３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２按下式计算:

Ｃ２ ＝ ０. ２１ ＋ ０. ２６ ＫＧ
ｄ

式中:ｄ———同本篇 ２. １. ３. ２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ꎻ
当 Ｃ２ > １ 时ꎬ取 Ｃ２ ＝ １ꎮ
２. １. ３. ４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３按下式计算:

Ｃ３ ＝ ０. ００１ｆ ＋ ０. ００２５Ｂｗｌ / ｄ

式中:Ｂｗｌ、ｄ———同本篇 ２. １. ３. ２ꎻ
当 Ｂｗｌ / ｄ ≥１０ 时ꎬ取 Ｂｗｌ / ｄ ＝ １０ꎻ

ｆ———按船舶横摇固有周期 Ｔφ 由表 ２. １. ３. ４ 选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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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３. ４

Ｔφ(ｓ) ３. ０ 及以下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７. ５ 及以上

ｆ ８. ６３ ８. ５８ ８. ５１ ８. ４ ７. ５２ ６. ０６ ４. ６６ ３. ８８ ３. ４８ ３. ３

　 　 ２. １. ３. ５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４ 按舭龙骨面积由表 ２. １. ３. ５ 选取ꎮ
表 ２. １. ３. ５

Ａｂ

ＬＢｗｌ
(％ ) ０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及以上

Ｃ４ １. ０ ０. ９８ ０. ９５ ０. ８８ ０. ８４ ０. ８２ ０. ８１ ０. ８０

　 表中:Ａｂ———舭龙骨总面积ꎬｍ２ꎻ

Ｌ———船舶型线图垂线间长ꎬｍꎻ
Ｂｗｌ———同本篇 ２. １. ３. ２ꎮ

　 　 ２. １.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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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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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倍ꎮ

２. １. ４　 风压倾斜力臂 ｌｖ
２. １. ４. １　 风压倾斜力臂 ｌｖ按下列计算:

ｌｖ ＝ １
９. ８１ΔｐＡｖ(Ｚｖ － ａ０ｄ) × １０ －３ 　 　 ｍ

式中:ｐ———单位计算风压ꎬＰａꎬ见本篇 ２. １. ４. ２ꎻ
Ａｖ———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受风面积ꎬｍ２ꎬ见本篇 ２. １. ４. ３ꎻ
Ｚ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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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篇 ２. １. ４. ４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吃水ꎬｍ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ꎬｔꎻ
ａ０———修正系数ꎬ见本篇 ２. １. ４. ５ꎮ
２. １.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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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Ｚｖ － ｄ)ꎬ由表 ２. １. ４. ２ 选取ꎮ
单位计算风压 ｐ (Ｐａ) 表 ２. １. ４. ２

航区

受风面积中心至水线的垂直距离 Ｚｖ － 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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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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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级 ２０６ ２２５ ２４１ ２５６ ２６９ ２８１ ２９３ ３０３ ３１１ ３１８ ３２３ ３２７ ３３０

Ｃ 级 １８７ ２０４ ２１８ ２３２ ２４４ ２５５ ２６６ ２７５ ２８２ ２８９ ２９３ ２９７ ３００

　 　 ２. １. ４ . ３　 船舶受风面积 Ａｖ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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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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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舱围板)、舱口盖、甲板机械、

帆布遮阳、桅杆、吊杆、起重柱、烟囱、大型通风筒、救生艇、舢板、救生筏和救生浮具等在

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ꎻ对于装载甲板渔获的船舶ꎬ尚应计入此甲板渔获的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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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乘流线型系数 ０. ６ꎻ
. ２　 蟹笼及类似渔具的受风面积按满实面积计算ꎻ

０４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完整稳性

第六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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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　 计算非满实面积时ꎬ对渔船、公务船及起重船取所核算基本装载情况中最小吃水时满实

面积的 ２. ５％ ꎬ而面积静力矩取 ５％ ꎻ对拖船及液货船取满实面积的 ５％ ꎬ而面积静力矩

取 １０％ ꎮ 其他各装载情况非满实面积及其面积静力矩均取此相同值ꎻ
. ５　 非满实面积亦可采用逐件详细计算的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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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ꎻ　 　 　 　 　 　 　 　 　 无网栏杆　 　 　 　 ０. ２ꎻ　 　 　
格栅形桁架　 　 　 ０. ５ꎻ　 　 　 　 　 　 　 　 　 横桁和索具　 　 　 ０. ６ꎮ

. ６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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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４. ４　 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 Ｚ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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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４. ５　 风压倾斜力臂计算公式中的修正系数 ａ０按下式计算:

ａ０ ＝ １. ４ － ０. １ Ｂｗｌ / ｄ
当 Ｂｗｌ / ｄ ≤ ４ 时ꎬ取 ａ０ ＝ １ꎻ当 Ｂｗｌ / ｄ ≥ ９ 时ꎬ取 ａ０ ＝ ０. ５ꎮ
式中:Ｂｗｌ、ｄ———同本篇 ２. １. ３. ２ꎮ

２. １. ５　 水流倾侧力臂

２. １. ５. １　 水流倾侧力臂 ｌＪ应按下式计算:

ｌＪ ＝ ＣＪＬｓｄ(ＫＧ － ａ１ｄ)
１
Δ 　 　 ｍ

式中:Ｌｓ———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水线长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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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１———系数ꎬ按船舶的
Ｂｓ

ｄ 值由表 ２. １. ５. １￣１ 选取ꎻ

ＣＪ———急流系数ꎬ按系数 ｆ 由表 ２. １. ５. １￣２ 选取ꎮ
表 ２. １. ５. １￣１

Ｂｓ

ｄ
４. ５ 及以下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７. ５ ８. ０ ８. ５ ９. ０ 及以上

ａ１ ０. ５００ ０. ４９５ ０. ４７５ ０. ４４０ ０. ４０５ ０. ３５０ ０. ２８５ ０. ２２５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５

表 ２. １. ５. １￣２

ｆ １ 及以下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及以上

ＣＪ ０. ２５５ ０. ２７９ ０. ３０１ ０. ３２６ ０. ３４６ ０. ３５８ ０. ３６５ ０. ３７２ ０. ３７７

　 　 Ｂｓ———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最大水线宽度ꎬｍꎻ

ｆ———系数ꎬ ｆ ＝ ０. ０１３
Ｖ２

ＪΔ
Ｌｓ

ꎻ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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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Ｊ———计算速度ꎬ航行于 Ｊ 级航段的船舶ꎬ当船舶最大航速 Ｖｍ≤４.４４ｍ/ ｓ 时ꎬ取 ＶＪ ＝Ｖｍꎻ当船舶最大航速

Ｖｍ >４. ４４ｍ/ ｓ 时ꎬ取 ＶＪ ＝４. ４４ｍ/ ｓꎮ

第 ２ 节　 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

２. ２. １　 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

２. ２. １. １　 船舶的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ꎬ除本章第 ３ 节另有规定者外ꎬ均应符合本节要求ꎮ
２. ２. １. ２　 初重稳距应不小于 ０. ２ ｍꎮ
２. ２. １ . ３　 航行于 Ａ 级航区的船舶ꎬ其复原力臂曲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φｍ或进水角 φｆ中之小者等于或大于 ２０°时ꎬ其对应的

复原力臂应不小于 ０. ２５ｍꎻ
. ２　 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φｍ或进水角 φｆ中之小者小于 ２０°时ꎬ其相应于该角度

前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 Ａ(也可取相应的动稳性力臂 ｌｄ值)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Ａ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２０ － φ)　 　 ｍｒａｄ

式中:φ———φｍ或 φｆꎬ(°)ꎬ取其小者ꎮ
. ３　 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φｍ应不小于 １５°ꎮ

２. ２. １. ４　 航行于 Ｂ 级航区的船舶ꎬ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φｍ或进水角 φｆ中之小者等于或大于 ２０°时ꎬ其对应的

复原力臂应不小于 ０. ２ｍꎻ
. ２　 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φｍ或进水角 φｆ中之小者小于 ２０°时ꎬ其相应于该角度

的动稳性力臂 ｌｄꎬ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Ｌｄ ＝ ０. ０７ － ０. ００１φ　 　 ｍ

式中:φ———φｍ或 φｆꎬ(°)ꎬ取其小者ꎮ
２. ２. １. ５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ꎬ可计入符合下列条件的上层建筑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ꎮ 甲板室

不予计入ꎮ
. １　 封闭上层建筑的开口及其关闭设备符合“载重线”相关要求ꎻ
. ２　 结构强度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发布或承认的建造规范的要求ꎻ
. ３　 当端壁、侧壁的风雨密门关闭时ꎬ有通向上层甲板的通道ꎮ

２. ２. １. ６　 Ｊ 级航段船舶的附加要求:
２. ２. １. ６. １　 航行于 Ｊ 级航段的船舶除符合本章 ２. １. １ 的规定外ꎬ尚应满足本篇 ２. １. １. ３ 和 ２. ２. １.

７. ２ 的要求ꎮ
２. ２. １. ６. ２　 航行于 Ｊ 级航段的船舶ꎬ至最大复原力比所对应的横倾角 φｍ或进水角 φｆ或 ３０°中之小

者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Ａ:
Ａ ＝ ０. ０５ＣＬ 　 　 ｍｒａｄ

式中:ＣＬ———系数ꎬ按下式计算:
ＣＬ ＝ ０. ７ ＋ ０. １５Ｌ

当 ＣＬ > １ 时ꎬ取 ＣＬ ＝ １ꎮ
其中:Ｌ———船长ꎬｍꎮ

２. ２. １. ７　 复原力臂曲线的横倾角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５°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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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进水角

２. ２. ２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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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ｆ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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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流水孔

等ꎬ可不视作进水角开口ꎮ
２. ２.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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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３　 自由液面影响

２. ２. ３ . １　 船舶在任一装载情况下ꎬ初重稳距和复原力臂曲线均应按下列规定计及自由液面的影响:
. １　 凡存在自由液面的液体舱柜(如消耗液体舱柜、活鱼舱、污油水舱和航行途中加压载水

的压载水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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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消耗液体舱和航行途中加压载水的压载水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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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满载液货舱应按装载至 ９８％舱容高度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ꎻ
. ３　 除上述 ２. ２. ３.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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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　 符合下列条件的液体舱柜可不计其自由液面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

ＶｂρＫ３０ Ｃｂ < ０. ０１Δｍｉｎ

式中:Ｖ———舱柜总容积ꎬｍ３ꎻ
ｂ———舱柜最大宽度ꎬｍꎻ

Δｍｉｎ———空载到港的排水量ꎬｔꎻ
ρ———舱柜中液体密度ꎬｔ / ｍ３ꎻ

Ｋ３０———对应于横倾角 ３０°的无因次系数ꎬ按舱柜的 ｂ / ｈ 值由表 ２. ２. ３. １ 选取ꎻ

Ｃｂ———舱柜方形系数ꎬ Ｃｂ ＝ Ｖ
ｂｌｈ ꎮ

其中:ｌ———舱柜最大长度ꎬｍꎻ
ｈ———舱柜最大高度ꎬｍꎮ

表 ２. ２. ３. １

ｂ / ｈ ３. ０ 及以上 ２ １. ５ １ ０. ７５ ０. ５ ０. ３ ０. ２ ０. １

Ｋ３０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２. ２. ３. ２　 各液体舱柜自由液面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ꎬ可采用修正重心高度的方法或详细计算方

法来计算ꎮ

２. ２. ４　 固定压载

２. ２. ４. １　 如使用固定压载ꎬ其安置位置应根据验船部门批准的图纸确定ꎬ并能防止移位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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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 ２　 未经验船部门批准ꎬ固定压载既不能从船上移走亦不能在船上重新安置ꎮ 固定压载的详

细情况应在船舶的稳性资料中注明ꎮ

２. ２. ５　 活动鱼舱隔板

２. ２. ５. １　 渔获物必须妥善固定以防止由于滑动而使船舶产生危险的纵倾和横倾ꎬ若配备活动鱼舱

隔板ꎬ其尺寸应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发布或承认的规范ꎮ

２. ２. ６　 渔具操作力矩对初重稳距和稳性曲线的影响

２. ２. ６. １　 以特殊渔法从事渔捞作业的渔船ꎬ凡作业时将承受附加外力作用的ꎬ应考虑附加外力对

稳性的影响ꎮ
２. ２. ６ . ２　 捕鱼中工况考虑因素

. １　 起吊渔获物或渔具操作的横倾力矩(以大者为准)应小于船舶横倾 １２°或甲板边缘入水

角(以小者为准)所对应的复原力矩ꎻ
. ２　 起吊渔获物时应计及悬挂载荷对初稳性的影响(见本篇 ２. ２. ６. ３)ꎻ
. ３　 应计及渔具操作的横倾力矩对稳性曲线的影响(见本篇 ２. ２. ６. ４)ꎮ 当船舶横倾 ３０°且复

原力臂的影响值小于 ０. ０１ｍ 时ꎬ可免除此项修正ꎬ但需做出说明ꎮ
２. ２. ６. ３　 起吊渔获物时的悬挂载荷对初重稳距的影响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Ｇ１Ｍ ＝ ＧＭ － ｐｌ / Δ
式中:Ｇ１Ｍ———经悬挂载荷修正后的初重稳距ꎬｍꎻ

ＧＭ———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重稳距ꎬｍꎻ
ｐ———起吊渔获物的重量ꎬｔꎻ
ｌ———渔获物自由悬挂时的悬挂长度ꎬｍꎻ
Δ———船舶计算工况下排水量ꎬｔꎮ

２. ２. ６. ４　 渔具操作横倾力矩对稳性曲线的修正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ＧＧφｍ ＝ Ｍ
９. ８１Δｃｏｓφ

式中:ＧＧφｍ———船舶横倾 φ 度时对复原力臂的修正值ꎬｍꎻ
Ｍ ———渔具操作产生的横倾力矩ꎬｋＮｍ
Δ———船舶计算工况下排水量ꎬｔꎻ
φ———横倾角ꎬ(°)ꎮ

第 ３ 节　 稳性特殊要求

２. ３. １　 一般要求

２. ３. １. １　 船舶除符合本章第 １、２ 节的各项规定外ꎬ尚应满足本节的稳性特殊要求ꎮ
２. ３. １. ２　 船舶如有某种装载情况ꎬ其稳性较以下规定的基本装载情况更为恶劣时ꎬ则应加算此种

情况的稳性ꎮ
２. ３. １. ３　 船舶到港装载情况ꎬ如不加压载稳性不合格ꎬ则应加算航行途中情况的稳性ꎬ此时ꎬ压载

情况应与出港时相同ꎮ
２. ３. １. ４ 　 在计算各种装载情况时ꎬ除另有规定者外ꎬ对燃料、清水及备品的计量ꎬ应取出港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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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ꎬ航行途中为 ５０％ ꎬ到港为 １０％ ꎮ
２. ３. １. ５　 船舶稳性不符合要求而必须采用永久性压载时ꎬ须征得验船部门的同意ꎬ并采取有效措

施ꎬ以保证压载的可靠ꎮ
２. ３. １. ６　 计算稳性时ꎬ应假定当班船员位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ꎬ其他船员和乘员位于各自的舱室

内ꎬ渔获按正常营运条件位于鱼舱内或甲板上ꎮ 船员和乘员计算重量均取每人 ７５ｋｇꎮ 船员和乘员计算

重心高度取高出甲板或地板 １ｍꎬ并计入甲板梁拱和舷弧的影响ꎮ
２. ３. １. ７　 船舶的极限静倾角ꎬ应为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或舭部中点出水角ꎬ取其中小者ꎬ且该值对

公务船应不大于 １２°ꎬ其他船型应不大于 １４°ꎮ
２. ３. １. ８　 机动船在全速回转引起的倾斜力臂作用下ꎬ从复原力臂曲线求得的静倾角应不大于极限

静倾角ꎮ 机动船在全速回转时的倾斜力臂 ｌｒ应按下式计算:

ｌｒ ＝ ０. ０２
Ｖ２

ｍ

Ｌｗｌ
ＫＧ － ｄ

２( ) 　 　 ｍ

式中:Ｖｍ———船舶最大航速ꎬｍ / ｓꎬ对拖(推)船取自由航速ꎻ
Ｌｗｌ———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水线长ꎬｍ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ꎬｍꎮ

２. ３. ２　 稳性特殊要求

２. ３. ２ . １　 渔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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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载到港ꎻ
. ４　 捕鱼中(仅对渔船有此要求)ꎮ

２. ３. ２. ２　 本篇 ２. ３. １. ２ 和 ２. ３. １. ３ 所规定的装载工况ꎮ
２. ３. ２. ３　 公务船在乘员集中的一舷所引起的倾斜力臂ꎬ应不大于最小极限静倾角所对应的复原力

臂ꎮ 乘员集中的一舷的倾斜力臂 ｌｈ应按下式计算:

ｌｈ ＝ １
Δ∑Ｃ ｉｂｉｎｉ １ －

ｎｉ

５ｌｉｂｉ

æ

è
ç

ö

ø
÷　 　 ｍ

式中:ｉ———允许乘员进行活动处所的区域号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ꎬｔꎻ

ｎｉ———各活动处所的相当乘员数ꎬ ｎｉ ＝ Ｎ
ｓ ｂｉ ｌｉ ꎬ舍去小数点后部分取整数ꎻ

ｂｉ———各活动处所乘员横向移动的最大距离ꎬｍꎬ对甲板室区域应包括其外走道ꎻ
ｌｉ———各活动处所乘员纵向移动的最大距离ꎬｍꎻ

Ｃ ｉ———系数ꎬ Ｃ ｉ ＝ ０. ０１３
ｌｉｂｉ

ｎｉ
ꎬ取值范围 ０. ０１３≤Ｃ ｉ≤０. ０３２５ꎻ

Ｎ———乘员人员数ꎻ
ｓ———允许乘员活动处所的总面积ꎬｍ２ꎬｓ ＝∑ｌｉｂｉꎻ

１ －
ｎｉ

５ｌｉｂｉ

æ
è
ç

ö
ø
÷ 的取值应不小于 ０. ５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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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４　 渔船的渔具操作力矩所引起的横倾角度ꎬ应不超过极限静倾角ꎮ
２. ３. ２ . ５　 机动船舶不能满足本篇 ２. ３. １. ８ 的规定时ꎬ应通过实船回转试验确定极限静倾角ꎬ进而

限定航速与舵角的关系范围或限定主机转速ꎬ且作为一项操作警示标在驾驶位置附近并注明在检验证

书上ꎮ

第 ４ 节　 小型船舶简易稳性衡准法

２. ４. １　 一般要求

２. ４. １. １　 小型船舶系指 Ｃ 级航区船长小于 ２４ ｍ 的船舶ꎮ
２. ４. １. ２　 小型船舶当按本章第 １、２、３ 节核算稳性有困难时ꎬ可使用本节的简易衡准ꎬ但应经验船

部门同意ꎮ

２. ４. ２　 简易衡准

２. ４. ２. １　 使用简易衡准时ꎬ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各式的要求:
Ｍ / ΔＧＭ( )≤１. ２２６

Ｍ / ΔＧＭ( )≤９. ８１ Ｆ
Ｂ

Ｍ / ΔＧＭ( )≤９. ８１ ｄ
Ｂ

式中:Ｍ———风压倾斜力矩ꎬｋＮｍꎬＭ ＝ ９. ８１Δｌｖ
ｌｖ———本篇 ２. １. ４ 规定的风压倾斜力臂ꎬｍ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ꎬｔꎻ

ＧＭ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未经自由液面修正的初重稳距ꎬｍꎻ
Ｆ———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沿船长方向最小干舷ꎬｍ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吃水ꎬｍꎮ

注:

Ｍ
ΔＧＭ ＝

９. ８１Δｌｖ
ΔＧＭ ＝

９. ８１Δ
ｐＡｖ(Ｚｖ － ａ０ｄ) × １０ －３

９. ８１Δ
ΔＧＭ ＝

ｐＡｖ(Ｚｖ － ａ０ｄ) × １０ －３

ΔＧＭ

式中: ｐ———单位计算风压ꎬＰａꎬ见本篇 ２. １. ４. ２ꎻ
Ａｖ———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受风面积ꎬｍ２ꎬ见本篇 ２. １. ４. ３ꎻ
Ｚ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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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篇 ２. １. ４. ４ꎻ
ａ０———修正系数ꎬ见本篇 ２. １. ４. ５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吃水ꎬｍꎻ

ΔＧＭ———按照本篇 ２. ４. ２. ２ 估算ꎮ
２. ４. ２ . ２　 简易衡准中ＧＭ或 ΔＧＭ的估算

如无详细资料ꎬＧＭ或 ΔＧＭ可分别按下述公式进行估算:
. １　 ＧＭ ＝ (０. ７５Ｂ / Ｔφ) ２ 　 　 ｍ
式中:Ｔφ———船舶实测横摇固有周期ꎬｓꎻ
. ２　 ΔＧＭ按表 ２. ４. ２. ２ 中公式计算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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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 ２. ２

公　 式

船　 型

装 载 状 况

满载时的 ΔＧＭ (ｔｍ) 空载时的 ΔＧＭ (ｔｍ)

无甲板室 ０. ６ＬｗｌＢｗｌｄ ０. ０９
Ｂ２

ｗｌ

ｄ ＋ ０. ５５ｄ － ０. ４５Ｄ － ０. ５１( ) ０. ６ＬｗｌＢｗｌｄ ０. ０９
Ｂ２

ｗｌ

ｄ ＋ ０. ５５ｄ － ０. ６３Ｄ( )

有甲板室 ０. ６ＬｗｌＢｗｌｄ ０. ０９
Ｂ２

ｗｌ

ｄ ＋ ０. ５５ｄ － ０. ８１Ｄ － ０. ３４( ) ０. ６ＬｗｌＢｗｌｄ ０. ０９
Ｂ２

ｗｌ

ｄ ＋ ０. ５５ｄ － ０. ９２Ｄ( )

有顶棚无侧围壁 ０. ６ＬｗｌＢｗｌｄ ０. ０９
Ｂ２

ｗｌ

ｄ ＋ ０. ５５ｄ － ０. ６３Ｄ － ０. ４６( ) ０. ６ＬｗｌＢｗｌｄ ０. ０９
Ｂ２

ｗｌ

ｄ ＋ ０. ５５ｄ － ０. ７５Ｄ( )

　 注:Ｌｗｌ、Ｂｗｌ、ｄ 分别为核算状态下的船舶水线长、水线宽及吃水ꎬｍꎮ

２. ４. ３　 免于核算

２. ４. ３ . １　 非机动船舶满足下列要求可免于核算稳性:
. １　 Ｆ / Ｂ≥０. ０６ꎻ
. ２　 Ｂ / Ｄ≥３. ５ꎮ

２. ４. ３. ２　 挂桨(机)船的功率在第七篇 ２. ２. １ 的限定范围ꎬ同时又满足下列要求ꎬ可免于核算

稳性:
. １　 Ｆ / Ｂ≥０. ０７ꎻ
. ２　 Ｂ / Ｄ≥３. ０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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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稳 性 资 料

第 １ 节　 稳性资料内容

３. １. １　 一般要求

３. １. １. １　 渔业船舶设计单位或建造厂应为所建造的每一艘渔业船舶提供稳性资料及相关的图纸ꎮ
３. １. １. ２　 稳性资料应保存在船上易于到达处ꎬ以供船长使用和船舶定期检验时检查ꎮ

３. １. ２　 稳性资料内容

３. １. ２ . １　 稳性资料的格式及所含的资料应根据不同船型和操作而定ꎮ 在制定稳性资料时ꎬ应考

虑包括下列资料(已随船提供的可不重复提供):
. １　 目录及索引表ꎻ
. ２　 船舶概况(包括船名、用途、及船舶主尺度等)ꎻ
. ３　 总布置图ꎻ
. ４　 完整稳性计算书ꎻ
. ５　 鱼舱、燃油舱、淡水舱等舱室的使用说明ꎻ
. ６　 防止意外进水的一般措施ꎻ
. ７　 渔业船舶在正常和应急情况下安全航行作业所必要的任何其他指南ꎮ

３. １. ２. ２　 船长 ２４ｍ 以下渔业船舶可以仅提供完整稳性计算书ꎮ

第 ２ 节　 防止倾覆的一般预防措施

３. ２. １　 符合稳性衡准ꎬ并不确保由于忽视周围环境而倾覆或解除船长的责任ꎮ 因此船长应谨慎从

事ꎬ掌握良好的航行技术ꎬ密切注意季节、天气预报和航行区域ꎬ根据周围环境ꎬ适当调整航速和航向ꎮ
３. ２. ２　 应注意船上渔获的配载ꎬ以使渔业船舶稳性符合衡准ꎮ 必要时应限制渔获数量ꎬ以便采取

压载ꎮ
３. ２. ３　 开航前应注意将渔获、渔获起重设备和大尺度的设备部件妥当地堆垛或捆绑ꎬ以使在水上

航行时因横摇和纵摇加速度的影响导致纵向和横向移动的可能性降至最小ꎮ
３. ２. ４　 由于对稳性会产生不利影响ꎬ部分装载舱或未满舱的数量应保持在最低限度ꎮ 装载污水的

舱对稳性的不利影响应予以考虑ꎮ
３. ２. ５　 本篇第 ２ 章所述的稳性衡准规定了最小值ꎬ但不建议最大值ꎮ 这是有利于避免初重稳距的

值过大ꎬ因为过大的数值会引起不利于船舶及其装置、设备和所运渔获的加速度力ꎮ 特殊情况下ꎬ舱不

装满可作为减小过大的初重稳距的一种方法ꎬ在这种情况下应对晃荡的影响作出适当的考虑ꎮ
３. ２. ６　 在载运某些散装渔获物时ꎬ应考虑到对稳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ꎮ
３. ２. ７　 所有渔具和其他大重物件应适当地堆放在尽可能低的地方ꎮ 对于甲板上装载的渔网具ꎬ必

须严格按照设计规定的重量和位置或在其标准以下进行装载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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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８　 当从事渔具拖曳作业时ꎬ应特别注意可能对稳性产生的不利影响ꎮ
３. ２. ９　 在甲板上装载渔获物的渔船ꎬ其卸去甲板荷载的装置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ꎮ
３. ２. １０　 当主甲板准备用围板分隔所装载的渔获时ꎬ在其间应留有适当尺度的狭槽让水畅流到排

水口ꎬ以防积水ꎮ
３. ２. １１　 为防止散装渔获移动ꎬ应在鱼舱内适当地设置可移动的隔板ꎮ
３. ２. １２　 在所有装载工况下必须注意保持一个适当的干舷ꎬ且适用的载重线规则应在任何时候予

以严格遵守ꎮ
３. ２. １３　 当从事渔具拖曳作业而导致危险的横倾角时应予以特别注意ꎮ 此情况可能发生在当渔具

被水下障碍物钩住时或在起、放捕捞渔具时ꎬ尤其是围网渔船ꎬ或当一根拖网钢丝拉脱时ꎬ由渔具在上述

情况产生的横倾角ꎬ可以用能释放或移动通过渔具施加的过大的力的装置来消除ꎮ 在与拟定条件不同

的情况下作业时ꎬ这种装置不应使渔船产生危险ꎮ

第 ３ 节　 在恶劣气候中的操作措施和渔业船舶驾驶

３. ３. １　 所有能进水至船体或甲板室、艏楼等的门道和其他开口应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适当关闭ꎬ
为此目的ꎬ所有相应装置应保持在船上并处于良好状况ꎮ

３. ３. ２　 风雨密和水密舱口、门等除在必要时为船上工作而打开以外ꎬ应在航行中保持关闭ꎬ并应始

终处于可立即关闭状态及清晰地标明这些装置除进出外应保持关闭ꎮ 舱口盖和平甲板舱口在捕鱼时如

不使用应保持适当的紧固ꎮ 所有活动舷窗应保持良好状态并在恶劣天气中紧密关闭ꎮ
３. ３. ３　 任何通往燃油舱的透气管ꎬ其关闭装置应在恶劣天气中紧固ꎮ
３. ３. ４　 在未首先确定舱内活动分隔设置是否正确的情况下ꎬ鱼类不应散装载运ꎮ
３. ３. ５　 在所有装载工况下ꎬ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适航干舷ꎮ
３. ３. ６　 在恶劣气候中ꎬ如发生螺旋桨出水、甲板上浪或严重抨击时应降低船速ꎮ
３. ３. ７　 由于渔业船舶在随浪、尾斜浪或顶浪中航行时可能单独、先后或同时以复合形式发生的诸

如参数共振、突然横甩、处于波峰上的稳性损失ꎬ以及过度横摇等现象增加了倾覆危险ꎬ因而应予以特别

注意ꎮ 应适当改变航速和 /或航向以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ꎮ
３. ３. ８　 应避免在甲板上阱内积水ꎮ 如排水舷口不能充分排放该阱的积水ꎬ则应降低船舶速度或改

变航向ꎬ或两者同时进行ꎮ 配有关闭装置的排水舷口应始终能够动作并不应锁住ꎮ
３. ３. ９　 船长应认识到在某些区域或某些风流组合区(江、河口、浅水区域、喇叭形海湾等)内可能

发生陡波或碎浪ꎮ 这些海浪尤其对小型船舶特别危险ꎮ
３. ３. １０　 在恶劣气候中ꎬ横向风压可导致较大的横倾角ꎮ 如使用防横倾措施(如:压载、使用防横

倾装置等)以弥补因风引起的横倾ꎬ相应于风向而对航向的改变可能导致危险的横倾角或倾覆ꎮ 因此ꎬ
除该船经计算证实在最不利的工况(即:不当或不正确使用、机械故障、意外的航向改变等)下具有足够

稳性外ꎬ不应使用防横倾措施对由风引起的横倾进行弥补ꎮ 应在稳性资料中提供防横倾措施的使用

指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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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轮　 机

第 １ 章　 通　 　 则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１　 推进系统、辅助机械和管系ꎬ以及主操舵装置等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应符本章的规定ꎮ
１. １. ２　 如采用与本规则等效的其他措施时ꎬ应经验船部门审查同意ꎮ

１. ２　 定义

１. ２. １　 主操舵装置:系指在正常营运情况下ꎬ为驾驶船舶而使舵产生动作所必需的机械、操舵动力

设备(如设有)和其附属设备以及向舵杆施加扭矩的部件(如舵柄或舵扇)ꎮ
１. ２. ２　 辅操舵装置:系指在主操舵装置失效时为驾驶船舶而使舵完成其功能的设备ꎮ
１. ２. ３　 操舵装置动力设备:系指以下设备:
１. ２. ３. １　 如为电动舵机ꎬ系指电动机和与其有关的电气设备ꎻ
１. ２. ３. ２　 如为电动液压舵机ꎬ系指电动机和与其有关的电气设备以及相连接的泵ꎻ
１. ２. ３. ３　 如为其他液压舵机ꎬ系指驱动机和相连的泵ꎮ
１. ２. ４　 最大营运前进航速:系指船舶在最大允许营运吃水时ꎬ保持水上营运的最大设计航速ꎮ
１. ２. ５　 最大后退速度:系指船舶在最大允许营运吃水时ꎬ以最大设计后退功率所能达到的速度ꎮ
１. ２. ６　 挂桨机船舶:推进动力装置为非座机的船舶ꎮ
１. ２. ７　 柴油挂桨:系指柴油机置于船尾甲板上ꎬ传动系统、螺旋桨连成一体挂在船尾的小型推进

装置ꎮ
１. ２. ８　 柴油挂机:系指柴油机、传动装置和螺旋桨连成一体ꎬ安装在船舶尾封板外的推进装置ꎮ

１. ３　 一般规定

１. ３. １　 环境条件

１. ３. １. １　 渔业船舶用柴油机和轴系传动装置ꎬ以及与船舶安全有关的机械设备ꎬ其结构与布置ꎬ必
须保证船舶处于横倾 １０°、纵倾 ５°的倾斜情况下仍能正常的连续工作ꎮ

１. ３. １. ２　 确定渔业船舶用柴油机的标定功率时ꎬ应采用下列的基准环境条件:
绝对大气压力为 ０. １ＭＰａꎬ吸入空气温度为 ４５℃ꎬ相对湿度为 ６０％和冷却水温度(在中冷器进口处)

为 ２５℃ꎮ
１. ３. １. ３　 座机船舶的主推进装置及发电机组的柴油机所用的燃油闪点(闭杯试验)一般应不低

于 ６０℃ꎮ
１. ３. ２　 出入口

机器处所一般应至少设一个通向开敞甲板的出入口ꎮ 出入口应设有通向机器处所的带有扶手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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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梯道ꎬ梯子的倾角尽可能不大于 ６５°ꎮ
１. ３. ３　 通信

正常控制推进装置的机器处所控制站与驾驶室之间至少应设置 １ 套通信设施ꎮ
１. ３. ４　 通风和照明

１. ３. ４. １　 机器处所内应有足够的通风ꎮ
１. ３. ４. ２　 机器处所及其控制室应有足够的照明ꎮ
１. ３. ５　 防护设施

１. ３. ５. １　 凡可能对工作人员构成危险的部位ꎬ均应设置防护罩或栏杆等安全设施ꎮ
１. ３. ５. ２　 机器处所的地板及平台应妥加固定并采用有效的防滑花钢板ꎮ
１. ３. ５. ３　 所有机械设备和管路的表面温度可能伤人时ꎬ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ꎬ当其表面温度可

能超过 ２２０℃时ꎬ应设置避免可燃液体触及其表面的有效防护设施ꎮ 若防护设施的表面是吸油的或可

能被油渗透ꎬ则该防护设施的表面应采取薄钢板或等效材料妥善包裹ꎮ
１. ３. ５. ４　 所有排气管和温度较高的管路均应包扎绝热材料ꎮ 绝缘层表面温度一般不应超过

６０℃ꎬ可拆接头及阀处的绝热材料应便于拆换ꎮ
１. ３. ５. ５　 机器处所应设有便于操纵、维护和检修各种机械设备的通道ꎮ 机械设备的所有部件的安

装和布置ꎬ应易于接近以便操作和维护保养ꎮ
１. ３. ６　 机械设备的固定

机座、推力轴承座及其他固定架的结构应牢固ꎬ机械设备应牢固地固定在船体基座上ꎮ
１. ３. ７　 材料

推进装置和辅助机械装置的主要零部件所用的材料ꎬ应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对材料要求的

有关规定ꎮ
１. ３. ８　 试验

推进、辅助机械装置及渔捞机械等安装完毕后ꎬ应按照验船部门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和航行

试验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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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机 械 设 备

第 １ 节　 座 机 船 舶

２. １. １　 柴油机

２. １. １ . １　 一般要求

. １　 船用柴油机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应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规范或标准的

要求ꎮ
. ２　 柴油机铭牌上应标定一小时功率和持续功率ꎮ 标定功率时应标定相应的转速ꎮ
. ３　 靠近柴油机操纵台处应设有有效的应急停车装置ꎮ
. ４　 柴油机转车装置和起动装置之间应有安全联锁装置ꎮ
. ５　 柴油机应有转车机构ꎮ
. ６　 柴油机须装设转速表和其他必要的测量仪表ꎬ转速禁区应在转速表上用红色标出ꎮ
. ７　 主机应装有可靠的调速器ꎬ使主机的转速不超过标定转速的 １１５％ ꎮ
. ８　 带动发电机的柴油机应装有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规范或标准要求的调

速器ꎮ
. ９　 曲轴箱设有的透气管应是独立的ꎮ 透气管应引至甲板上的安全位置或其他经验船部门

同意的位置ꎮ 每台柴油机应有独立的排气管路ꎮ 如多台共用一排气管时ꎬ每支排气管

内应设置烟气隔离装置ꎮ
２. １. １ . ２　 柴油机安装

. １　 主机的机座应有足够的刚性ꎬ并用螺栓或螺栓及止推板等方法或按照验船部门认可的

方法ꎬ可靠地固定在具有足够刚性的船舶基座上ꎮ 仅采用螺栓固定时ꎬ其紧配螺栓的数

量一般不少于螺栓总数的 １５％ ꎬ且不少于 ２ 个ꎮ 紧配螺栓处的垫片应为整块拂配垫片ꎮ
如采用浇注型环氧树脂垫片安装时ꎬ其材料配方和浇注工艺应经验船部门认可ꎮ

２. １. １ . ３　 起动装置

. １　 供主机起动用的空气瓶至少有一个ꎮ 其总容量应在不补充充气的情况下ꎬ对每台主机

能从冷机连续起动的次数ꎬ可换向的主机应不少于 １２ 次ꎬ不能换向的主机应不少于

６ 次ꎮ
. ２　 用压缩空气起动的主机的充气设备至少须两套ꎬ其中一套应由主机以外的动力驱动ꎮ

另一套可为手动空气压缩机ꎮ 充气设备的总排量应在一小时内由大气压力升至 ２. １. １.
３. １ 规定的连续起动所需的压力ꎮ

. ３　 供主机起动用的蓄电池组应能独立冷机起动主机ꎬ其总容量应在不需再充电的情况下ꎬ
在 ３０ｍｉｎ 内完成对每台主机能从冷机连续起动的次数ꎬ可换向的主机应不少于 １２ 次ꎬ
不能换向的主机应不少于 ６ 次ꎮ

. ４　 辅机的电起动装置应设置独立的蓄电池组ꎬ或者如果设有主机起动蓄电池组ꎬ则也可通

过独立的电路由主机蓄电池组供电ꎮ 在仅有单台辅机的情况下可仅设一组蓄电池组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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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辅机的蓄电池组的总容量应至少起动每台辅机 ３ 次ꎮ

２. １. ２　 齿轮传动装置

. １　 齿轮箱应有足够的刚性ꎬ并用螺栓等方法可靠地固定在船体结构的基座上ꎮ 通常其紧

配螺栓的数目应不少于 ４ 个ꎮ
. ２　 齿轮传动装置的设计、构造及安装应经能承受在一切正常运行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最大

工作应力ꎬ并应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规范或标准的要求ꎮ

２. １. ３　 泵与管系

２. １. ３ . １　 一般要求

. １　 管系设计所用的材料、部件应符合其工作条件和船上环境条件的要求ꎮ 管系设计压力

是管系最高许用工作压力ꎬ设计温度应取管内流体的最高温度ꎬ但不得低于 ５０℃ꎮ 不同

用途的压力管系的试验要求、连接型式以及热处理和焊接工艺规程ꎬ应符合认可的规范

或标准ꎮ
. ２　 管路布置

　 　 (１)　 管路应加以固定ꎬ其布置应能避免管子因其自重或温度变化或船体变形而承受不

正常的弯曲应力ꎮ
　 　 (２)　 管子穿过水密或气密结构处ꎬ应采用贯通配件或座板ꎮ
　 　 (３)　 清水管不得通过油舱ꎬ油管也不得通过清水舱ꎮ 如不可避免时ꎬ应在套管内通过ꎮ

其他管子通过燃油舱时ꎬ管壁应加厚ꎬ且不得有可拆接头ꎮ
　 　 (４)　 泵及管路的布置应能使所连接的任何泵的工作ꎬ不受同时工作的其他泵的影响ꎬ

否则不得连接到一个公共管路上ꎮ
　 　 (５)　 阀门和旋塞应有标明用途的铭牌ꎬ单向阀壳上应有永久性流向标志ꎮ
. ３　 防蚀、防火、防护

　 　 (１)　 钢管应有防止锈蚀的保护措施ꎬ并在全部加工(即钢管弯制、成形和焊接)完成以

后ꎬ施以保护涂层ꎮ
　 　 (２)　 应避免燃油舱柜的空气管、溢流管和测量管通过居住舱室ꎮ 如有困难时ꎬ则通过

该类舱室的管子不得有可拆接头ꎮ
　 　 (３)　 油管、水管、油柜和其他液体容器ꎬ应避免设在配电板上方及后面ꎮ 若不可避免

时ꎬ则不得有可拆接头ꎮ 油管及油柜尚应避免设在烟道、排气管及消声器的上方ꎮ
如有困难时ꎬ则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ꎬ以防止油类滴落至上述管路和设备的热

表面上ꎮ
　 　 (４)　 布置在易受碰损处所的管子ꎬ应具有可靠的、便于拆装的防护罩ꎮ
　 　 (５)　 各种管系应根据需要在管子、附件、泵、滤器和其他设备上设有放泄阀或旋塞ꎮ
　 　 (６)　 使用时压力可能超过设计压力的管路ꎬ应在泵的输出端管路上设置安全阀ꎮ 对于

油管路ꎬ由安全阀溢出的液体应流回至泵的吸入端或舱柜内ꎮ 安全阀的调整压力

不得超过管路的设计压力ꎮ
. ４　 膨胀补偿及热处理

　 　 (１)　 承受胀缩或其他应力的管子ꎬ应采取管子弯曲或膨胀接头等必要的补偿措施ꎮ
　 　 (２)　 管路中所使用的与膨胀接头毗连的管子应适当校直和固定ꎮ 必要时ꎬ波纹管型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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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接头需加以防护ꎬ以防机械损伤ꎮ
　 　 (３)　 凡是经过冷弯或焊接后难以消除内应力的管路应进行热处理ꎮ
. ５　 材料

　 　 (１)　 除另有说明外ꎬ管子、阀和附件应使用钢、铸铁、铜、铜合金或适合于其用途的材料

制造ꎮ 塑料材料的使用应不得损害船舶安全和不破坏水密舱室或防火舱壁的完

整性ꎮ
　 　 (２)　 管系材料的选用:
　 　 　 　 　 ａ. 碳钢和低合金钢钢管:用于Ⅰ级和Ⅱ级管系的钢管ꎬ须为无缝钢管或按验船部

门认可的焊接工艺制造的焊接钢管ꎮ
　 　 　 　 　 ｂ. Ⅰ级和Ⅱ级管系中所使用的铜和铜合金管应为无缝管ꎮ
　 　 　 　 　 铜和铜合金管、阀和附件的使用温度一般不得超过下列规定:
　 　 　 　 　 铜和铝黄铜: ２００℃ꎻ铜镍铁合金:３００℃ꎻ适合高温用途的特殊青铜:２６０℃ꎮ
　 　 (３)　 管系中阀及附件的材料选用见表 ２. １. ３. １. ５ꎮ

表 ２. １. ３. １. ５

材　 　 料 使 用 范 围 备　 　 注

碳钢 工作温度≤４５０℃

灰铸铁 工作温度≤３５０℃
　 不得用于遭受压力冲击、过大应力和较大振动的管系及用于舷旁阀和海水阀箱上的

阀和安装在防撞舱壁上的阀件

球墨铸铁 工作温度≤３５０℃

　 　 (４)　 所有塑料管均应有适当的自由支撑ꎮ 在管子的每个区段均应有允许塑料管膨胀

或收缩的措施ꎮ 塑料管一般不得用于工作压力大于 ０. ６ＭＰａ 以及介质温度高于

６０℃或低于 ０℃的管系ꎬ特别不得用于下列管子:
　 　 　 　 　 ａ. 消防管ꎻ
　 　 　 　 　 ｂ. 舱底水管ꎻ
　 　 　 　 　 ｃ. 动力管系以及输送油类或其他易燃液体的管子ꎻ
　 　 　 　 　 ｄ. 当管子泄漏或损坏后能使船舶增加浸水危险的管子ꎮ
　 　 　 　 　 但可用于下列用途:
　 　 　 　 　 ａ. 干舷甲板以上的卫生管和排水管ꎻ
　 　 　 　 　 ｂ. 测量管(清水舱除外)ꎻ
　 　 　 　 　 ｃ. 电缆管(易受机械破损、油污和机舱花铁板以下处所的电缆管除外)ꎻ
　 　 　 　 　 ｄ. 通风管ꎻ
　 　 　 　 　 ｅ. 空气管ꎮ
　 　 (５)　 软管

　 　 　 　 　 ａ. 当机器和固定管路之间需要有相对运动时ꎬ可采用软管进行连接ꎮ 软管应具

有管端附件ꎮ
　 　 　 　 　 ｂ. 输送可燃性液体的管路中使用的非金属软管ꎬ其内部应至少有一层金属丝编

织物ꎮ
　 　 　 　 　 ｃ. 任何情况下ꎬ软管均不得产生吸瘪、弯折等影响流体畅流的现象ꎮ
. ６　 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

　 　 (１)　 所有泵、阀和附件的受压部件在装配前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ꎬ试验压力为 １. ５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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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设计压力ꎬ但不必大于设计压力加 ７ＭＰａꎮ 海底阀及其连接件的试验压力应不

小于 ０. ２ＭＰａꎮ
　 　 (２)　 对有溢流管的油柜和水柜在制造完工后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ꎬ试验水柱应至少

高于柜顶部 １ｍꎮ 对无溢流管的油柜和水柜ꎬ试验水柱应到空气管顶ꎮ
　 　 (３)　 封闭式液压柜的试验压力应为 １. ５ 倍设计压力ꎬ但应不小于 ０. ４ＭＰａꎮ
　 　 (４)　 管路的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见表 ２. １. ３. １. ６ꎮ

表 ２. １. ３. １. ６

序号 名　 　 称
试 验 压 力

装船后 车间内

１ 滑油管系

２ 压缩空气管系

３ 燃油管系(Ｐ 大于 ０. ３４ＭＰａ)

４ 液压管系

Ｐ(Ｐ 设计压力)

１. ５Ｐ 但不小于 ０. ４ＭＰａ

１. ２５Ｐ 但不必大于 Ｐ ＋ ７ＭＰａ

１. ５Ｐ

　 　 (５)　 内径小于 １５ｍｍ 的管子的液压试验ꎬ经验船部门同意后ꎬ可予以免除ꎮ
　 　 (６)　 所有管系均应在工作情况下检查泄漏情况ꎮ
　 　 (７)　 当管路液压试验适合在船上进行时ꎬ可和装船后的密性试验一起进行ꎬ但试验压

力应为 １. ５ 倍的设计压力ꎮ
２. １. ３ . ２　 船舶管系

. １　 一般要求

(１)　 所有阀件的结构ꎬ均应能防止当工作时阀盖及压盖发生松出或松动的可能ꎮ
(２)　 船用阀件应以手轮顺时针方向转动为关闭ꎬ反之为开启ꎮ
(３)　 不易辨认的阀件和旋塞应有标明用途的铭牌ꎮ
(４)　 所有遥控阀均应设有与遥控操纵机构无关的就地手动操纵装置ꎮ 使用手动装置

进行开闭后ꎬ不应影响阀的遥控系统的功能ꎮ
(５)　 船底及船舷的所有进水口应设置阀或旋塞ꎬ且其应直接装设在附连于船体外板的

海水阀箱箱壁上ꎮ
(６)　 船底及船舷的所有舷外排出口应设置阀或旋塞ꎬ且其应直接装设在外板上或装在

焊于船体外板的短管上ꎮ 短管壁厚应不小于外板厚度ꎮ
(７)　 船底及船舷的阀或旋塞如直接装在船体外板或海水阀箱箱壁上时ꎬ应连接在焊于

外板或箱壁的座板上ꎬ并以旋入座板的螺栓予以固定ꎬ但螺栓不得钻透座板ꎮ
(８)　 海底阀、舷外排出阀应装在易于接近处ꎮ
(９)　 海底阀箱的布置应满足动力设备的足够供水ꎬ其船舷开口ꎬ应装设可拆卸且妥善

固定的格栅ꎮ 格栅有效通流面积一般应不小于海底阀通流面积的 ３ 倍ꎬ栅条应沿

船体纵向布置ꎬ格栅的缝隙或孔板的孔径应不大于 １２ｍｍꎮ 对航行作业于水草比

较多的航段的船舶ꎬ应适当增大阀箱的流通面积或设有压缩空气吹洗格栅的

设施ꎮ
(１０)　 海水阀箱的设计和布置应避免形成气囊ꎮ 如在海水阀箱顶部设透气管时ꎬ应在

其根部装设截止阀ꎮ 透气管的出口端应引至干舷甲板下缘ꎬ并作适当的弯曲ꎮ
. ２　 舱底水管系

(１)　 所有渔业船舶均应设有有效的舱底排水装置ꎬ以便抽除或排干任何舱室或任何水

５５





　 轮　 机
第七篇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密区域中的水ꎮ 机器处所舱底水的排出还应符合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有关规定ꎮ
(２)　 机器处所外其他舱室的排水:
　 　 ａ. 每一鱼舱一般应设一个舱底水吸口ꎬ在任何情况下均应能将鱼舱内各部位的水

连续疏至舱底水吸口ꎮ
　 　 ｂ. 鱼舱内的各舱底水吸口ꎬ宜通过截止止回阀排出与舱底总管连接ꎮ
(３)　 机器处所的排水:
　 　 机器处所内一般应设有两个舱底水吸口ꎬ其中之一应为支吸口ꎬ另一个为直通舱

底泵吸口ꎮ 直通舱底泵吸口直径应不小于该船舱底水总管的内径ꎮ
(４)　 舱底泵和舱底水管的选用:
　 　 ａ. 主机总功率大于 ４４. １ｋＷ 的船舶应设一台动力舱底泵ꎬ可为独立动力泵或主机

带动泵ꎮ 其余的船舶可配备一台适当排量的手动泵ꎮ
　 　 ｂ. 卫生泵、总用泵ꎬ如其排量足够并与舱底水管路有适当的连接时ꎬ均可视为独

立动力舱底泵ꎮ
　 　 ｃ. 所有的舱底泵均应为自吸式泵ꎬ或带有可靠的自吸装置ꎮ
　 　 ｄ. 任何情况下ꎬ舱底水总管的内径不得小于最大舱底水支管的内径ꎮ
　 　 ｅ 舱底水支管的内径一般应不小于 ３０ｍｍꎮ
(５)　 下列附件上应装设截止止回阀:
　 　 ａ. 舱底水分配阀箱ꎻ
　 　 ｂ. 直通舱底泵的舱底管吸入处ꎮ
　 　 舱底水支吸口应装设止回阀ꎬ但设有舱底管系阀箱的免设ꎮ
(６)　 舱底水吸管上应设置滤网ꎮ

. ３　 甲板排水管系

(１)　 甲板排水口位置应使船舶在正常作业下的正浮和倾斜位置均能及时排出甲板

积水ꎮ
(２)　 干舷甲板以上的非封闭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应设排水管和泄水管并引至舷外ꎮ

. ４　 空气、溢流和测量管

(１)　 空气管以及所有的测量管的顶端ꎬ均应设置铭牌或标记ꎮ
(２)　 贮藏液体的舱柜以及空隔舱应装设空气管ꎮ
(３)　 若舱柜设有两根及以上的空气管时ꎬ则其中一根空气管可兼作注入管ꎮ 若舱柜仅

设有一根的空气管时ꎬ则空气管不得兼作注入管ꎮ 空气管应从舱柜的高处引出并

远离注入管ꎮ
(４)　 延伸至甲板以上开敞处所的所有空气管管端ꎬ如设有有效且适当的关闭装置ꎬ则

可降低其高度ꎮ
(５)　 燃油舱柜空气管的开口端ꎬ应位于不致因溢油飞溅或油气挥发而产生危险的

处所ꎮ
(６)　 燃油舱柜空气管的管端ꎬ应装设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ꎮ 金属防火网的

净通流面积ꎬ不得小于对该空气管要求的横截面积ꎮ
(７)　 若贮液舱柜是用动力泵灌装液体ꎬ则其空气管的总横截面积应比各自注入管的有

效横截面积至少大 ２５％ ꎮ 任何情况下ꎬ上述舱柜空气管的内径不得小于 ３８ｍｍꎮ
(８)　 溢流管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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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所有能用泵灌装的舱柜均应装设溢流管ꎮ 溢流管上不得装设截止阀或旋塞ꎮ
　 　 ｂ. 燃油和滑油舱柜的溢流管ꎬ应引向有足够容积的溢流柜或预留有溢流空间的

储存舱柜ꎮ 其他舱柜的溢流管ꎬ可引至开敞处所ꎮ
　 　 ｃ. 每一舱柜溢流管的横截面积ꎬ应不小于该舱柜注入管截面积的 １. ２５ 倍ꎮ
(９)　 测量管及测量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所有油类舱、清水舱以及不易经常接近的舱室ꎬ均应设置经认可的测量装置ꎮ
　 　 ｂ. 经验船部门同意可使用简易设备进行测量ꎮ
　 　 ｃ. 测量管的上端应设有铭牌ꎬ下端应在舱柜底板上局部加上适当厚度的防护板ꎮ

. ５　 舱室通风管系

(１)　 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ꎬ其进出风口的布置ꎬ应使整个舱室均能通风ꎬ进风口应防止

吸入船舶自排出的污浊空气ꎮ 出风口应尽可能远离门窗并设在高温处所ꎮ
(２)　 机器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ꎬ以保证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机器处所的机器能按全功率

运转同时确保人员的安全与舒适ꎮ
(３)　 易燃、易爆或可能积聚有毒、易燃、易爆气体的舱室ꎬ均应设有安全有效的通风装

置ꎬ其通道应气密ꎮ
２. １. ３ . ３　 动力管系

. １　 燃油管系

　 　 (１)　 日用燃油柜的下面应设置油盘ꎮ 对燃油泵、过滤器分油器等可能漏油的装置下

面ꎬ也应设置油盘ꎮ 油盘内的残油应泄至污油柜内或其他适当处所ꎮ
　 　 (２)　 日用燃油柜应设置自闭式的液位计ꎬ如采用玻璃管式的液位计ꎬ应设有防护罩ꎮ

液位计不得使用塑料管制作ꎮ
　 　 (３)　 应尽可能在最靠近燃油箱柜处的输油管路上设置截止阀ꎮ
. ２　 冷却水管系

　 　 (１)　 主机应设有足够排量的冷却水泵ꎮ
　 　 (２)　 柴油机冷却管系的布置ꎬ应能有效地调节冷却水的进水温度ꎻ闭式冷却管系应设

有布置在足够高度上的淡水膨胀水箱ꎬ并宜装设高温报警器ꎮ 膨胀水箱应设有注

入管、空气管、水位指示器和泄放装置ꎮ
　 　 (３)　 冷却水管系或循环系统的冷却水泵应连接不少于两个舷外的吸口ꎬ吸口应尽可能

分布于两舷ꎬ且按高低位布置ꎮ
　 　 (４)　 冷却水泵和海水阀箱之间的管路上应装有滤器ꎮ 其布置应使滤器在清洗时不致

中断冷却水的供应ꎮ
. ３　 滑油管系

　 　 (１)　 对于压力润滑系统的滑油的贮存、分配和使用要求应保证船舶和船上人员的安

全ꎬ在机器处所的布置ꎬ应符合本节 ２. １. ３. ３. １ 的(１)至(３)要求ꎮ
　 　 (２)　 滑油管系应设有滤器ꎮ 滤器的结构应保证在不停机和不减少向柴油机供应过滤

油的情况下进行内部清洗ꎮ 滑油滤器前后应设压力表ꎮ
. ４　 压缩空气管系

　 　 (１)　 空气瓶及空气压缩机的设计与制造应符合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规范或

标准的要求ꎮ
　 　 (２)　 空气瓶在船上的布置应使泄放接管在船舶正常倾斜下能有效地泄放残水ꎬ并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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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压缩机吸口尽可能离开容易吸入油气的处所ꎮ
　 　 (３)　 空气瓶应安装在牢固受保护的位置ꎬ以避免在操作时受损ꎮ
　 　 (４)　 在每艘船上ꎬ压缩空气系统的任何部件ꎬ以及由于空气压力部件的泄漏而可能造

成超压危险的空气压缩机应设有防止超压的设施ꎮ 整个系统应设有适当的压力

释放装置ꎮ
　 　 (５)　 空气压缩机的所有排出管应直接通至起动空气瓶ꎬ从空气瓶到主、辅柴油机的起

动空气管应与空气压缩机的排出管完全分开ꎮ
　 　 (６)　 应采取措施以使进入空气压力系统的油降至最少ꎬ并能为这些系统放泄油和水ꎮ
. ５　 液压传动管系

　 　 (１)　 液压传动管系中的所有部件应由耐侵蚀且与液压油不起化学作用的材料制造ꎮ
　 　 (２)　 液压油应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粘温性能ꎮ
　 　 (３)　 液压传动管系不得用于该管系外的任何机件的润滑ꎮ
　 　 (４)　 液压管及配件的强度应能承受管系内可能产生的最高波动压力ꎮ
　 　 (５)　 管系中如设有蓄能器ꎬ则应在其进油端装设溢流阀ꎮ 气液式蓄能器的空气端应装

设安全阀或易熔塞ꎬ否则应在管路上装设ꎮ
　 　 (６)　 重要用途的液压传动装置中的动力油泵应设有备用泵ꎬ且能迅速转换使用ꎮ

　 　 工作压力大于 １. ５ＭＰａ 的液压部件最好独立布置ꎮ 如不可能ꎬ则应对其提供适当的防护ꎮ

２. １. ４　 轴系和螺旋桨

２. １. ４ . １　 一般要求

. １　 主推进轴系及其传动装置的设计和构造ꎬ应能承受在一切正常运行情况下可能产生的

最大工作应力ꎮ 当用于推力轴、中间轴、艉管轴及螺旋桨轴的联轴器是非整体式时ꎬ应
确保倒、顺车时联轴器与轴之间不产生相对运动ꎮ

. ２　 推进轴系及传动装置应能承受足够的倒车功率ꎬ但不应引起主机的超负荷运转ꎮ

. ３ 　 轴材料的抗拉强度的范围应为:①碳钢和锰钢为 ４１０ ~ ６００ＭＰａꎻ②合金钢不超

过 ８００ＭＰａꎮ
. ４　 艉管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并易于安装ꎮ 固紧艉管的螺母应设有防松设施ꎮ
. ５　 油润滑轴承应装有认可型的油封装置ꎬ并应设有冷却其润滑油的设施ꎮ 如采用重力油

柜润滑系统时ꎬ油柜应设在满载水线以上ꎮ
２. １. ４ . ２　 离合器及操纵装置

. １　 采用摩擦元件的离合器ꎬ在正常运转时不得有打滑现象ꎻ在空车运转时ꎬ其带排扭矩不

得使与其联接的轴系有带转现象ꎮ
. ２　 对气压弹性离合器ꎬ在操纵处应设有充气压力表、离合器接排和脱排的信号装置以及空

气高、低压报警装置ꎮ 气压弹性离合器的供气系统应设有应急充气设备ꎮ
. ３　 离合器的任意离合转速应不小于主机转速的 ６０％ ꎮ
. ４　 人力操纵离合器所需的力一般应不大于 １４７Ｎꎮ

２. １. ４ . ３　 螺旋桨

. １　 螺旋桨应作表面质量和尺寸偏差的检查ꎮ 加工完成后应进行静平衡试验ꎮ

. ２　 螺旋桨及其附件的固定螺钉、螺母等ꎬ均应有可靠的防止松动及防蚀措施ꎮ

. ３　 螺旋桨与螺旋桨轴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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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螺旋桨应可靠地固定在螺旋桨轴上ꎬ紧固帽的螺纹旋向必须与螺旋桨顺车方向相

反ꎬ并有防止螺栓松动的保险装置ꎮ
(２)　 螺旋桨桨毂应有精确的锥度ꎬ桨毂孔前缘应倒成圆角ꎮ
(３)　 螺旋桨轴上键槽前端到锥部大端的距离应不小于锥部大端直径的 ０. ２ 倍ꎮ 螺旋

桨轴的圆柱体与圆锥体交界处ꎬ不应有凸肩或圆角ꎮ 轴上键槽前端应平滑ꎮ 键槽

底部的边缘应磨光滑ꎬ圆角半径应不小于锥部大端直径的 １. ２５％ ꎮ
(４)　 键应有足够的强度来传递扭矩ꎬ桨毂与键的顶端应有适当的间隙ꎬ键的两端应与

轴和桨毂的键槽紧密配合ꎮ
(５)　 采用其他安装方法固定螺旋桨(如采用环氧树脂粘结)时ꎬ其安装工艺应经验船

部门的同意ꎮ
２. １. ４ . ４　 压力试验

. １　 轴套在加工结束后进行安装前ꎬ应进行 ０. ２ＭＰａ 的液压密性试验ꎮ

. ２　 铸造艉管在加工结束后进行安装前ꎬ应进行 ０. ２ＭＰａ 的液压密性试验ꎮ 在安装后仍再做

密性试验ꎮ
. ３　 钢板焊接艉管ꎬ应于安装后对其穿过船体的部分做液压试验ꎮ

２. １. ５　 操舵装置

２. １. ５ . １　 配备及基本性能

. １　 每艘渔业船舶应具备主操舵装置和辅操舵装置ꎮ
当主操舵装置采用电动或电动液压装置时ꎬ应设两套电动机或两套电动液压泵组ꎬ以备

交换使用ꎮ 在相互转换过程中应迅速可靠ꎬ转换时间不超过 １０ｓꎬ并应设有转换信号标

记ꎮ 若任一套不能工作时ꎬ主操舵装置仍能按本条辅助操舵装置的要求进行操舵ꎬ则不

需配备辅助操舵设施ꎮ 每套动力装置应通过各自独立的电路进行操作ꎮ 液压操舵装置

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 １. ２５ 倍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 ２　 主操舵装置

　 　 (１)　 具有足够强度并能在最大营运前进航速时进行操舵ꎮ
　 　 (２)　 在船舶处于最大允许作业吃水并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航行时ꎬ使舵自一舷的 ３５°

转至另一舷的 ３０°所需时间:对急流段的船舶应不超过 １５ｓꎻ其他航段的船舶应不

超过 ２０ｓꎮ
　 　 (３)　 如操舵装置为人力机械或人力液压操舵装置时ꎬ该人力操舵装置的操作力在正常

情况下应保证其结构不致对操舵手轮产生破坏性的反冲作用ꎬ且 １ 人操纵舵轮手

柄力不大于 １６０Ｎꎬ操舵时间符合上述(２)的规定ꎮ
. ３　 辅助操舵装置

　 　 (１)　 如设置的辅助操舵装置采用人力机械或独立人力液压操舵装置ꎬ则应能在船舶满

载吃水和最大计算航速的 ６０％时进行操舵ꎬ使舵从一舷 １５°至另一舷 １５°应满足

表 ２. １. ５. １. ３ 的要求ꎮ
表 ２. １. ５. １. ３

急流航段船舶 其他航区船舶

操纵舵轮手柄总力ꎬＮ ≯２９４ ≯２９４

操舵时间ꎬｓ ≯４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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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主、辅操舵装置之间转换应迅速、简便、可靠ꎮ
. ４　 船长小于 ２４ｍ 的渔业船舶可仅设有 １ 套可靠的动力操舵装置或人力操舵装置ꎮ

２. １. ５ . ２　 保护

. １　 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而产生压力的部分以及被隔离的液压系统或气压系统应设安全

阀ꎮ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不小于 １. ２５ 倍的最大工作压力ꎬ但不大于设计压力ꎮ 安全阀

的最小排出量应不小于向推舵油缸提供动力的所有泵总排量的 １１０％ ꎮ 在此情况下ꎬ压
力的升高不应超过开启压力的 １０％ ꎮ

. ２　 除液压或气动操舵装置外ꎬ其他操舵装置均应设有弹簧缓冲器或其他缓冲器ꎬ防止冲击

力对舵造成损坏ꎮ
２. １. ５ . ３　 安装

. １　 转舵机构应以适当数量的紧配螺栓或以螺栓和止推块装固在基座上ꎬ并应垫以合适的

垫块ꎮ 基座应为强固的结构ꎮ
. ２　 操舵装置应装有舵角限制器ꎮ 舵角限制器的安装位置应比最大转角大 １. ５°ꎮ
. ３　 驾驶室内应设有舵角指示器ꎬ对机动转舵装置尚应在舵机房内另装舵角指示器ꎮ 舵角

指示器与实际舵角的误差应不大于 １. ５°ꎮ

２. １. ６　 锚机

２. １. ６ . １　 一般要求

. １　 渔业船舶上设有锚机时ꎬ必须确保起、抛锚时的人身安全ꎮ 锚机的设计应符合国家渔业

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标准的要求ꎮ
. ２　 锚机必须由独立的原动机或电动机驱动ꎮ 但对用起网绞车来代替锚机的渔业船舶可放

宽要求ꎮ 对于液压锚机ꎬ其液压管路如果和其他甲板机械管路相通ꎬ应保证锚机的正常

工作不受影响ꎮ
. ３　 锚重不超过 ２５０ｋｇ 的船舶ꎬ如人力锚机能适合其使用时ꎬ可以配置人力锚机ꎬ该锚机应

有防止手柄打伤人的措施ꎮ
. ４　 所有动力操纵的起锚机都应能倒转ꎮ
. ５　 锚机的平均速度应不小于 ９ｍ / ｍｉｎꎮ
. ６　 锚机应具有足够的功率ꎬ且应能连续工作ꎮ

２. １. ６. ２　 保护和刹车装置

. １　 锚机的链轮或卷筒与驱动轴之间应装有离合器ꎬ离合器应装有可靠的锁紧装置ꎮ 锚机

的链轮应装有可靠的刹车ꎬ刹车后应能承受锚链拉断负载的 ２０％的静拉力ꎮ
. ２　 锚机装置必须设置有效的止链器或掣索器ꎮ
. ３　 液压锚机的液压装置应设置安全阀保护装置ꎮ

２. １. ７　 渔捞机械

２. １. ７ . １　 一般要求

. １　 渔捞机械的设计与布置ꎬ应便于操作和维修ꎮ

. ２　 渔捞机械操纵控制台的布置应使操作者清楚地看到甲板上起、放网操作情况和联络信号ꎮ

. ３　 当渔捞机械的控制台远离该渔捞机械时ꎬ在机旁仍应设有操作装置ꎬ且两者之间应有安

全联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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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渔捞机械的底座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ꎬ并与船体结构牢固连接ꎮ

. ５　 当由主机轴带绞机液压油泵时ꎬ应设置离合器和弹性联轴器ꎬ离合器传动扭矩的裕度系

数应不小于 １. ５ꎮ 对小功率的液压油泵ꎬ如通过皮带轮调整速比的ꎬ可免设离合器和弹

性联轴器ꎮ
. ６　 渔捞机械装船后ꎬ应按规定负荷进行试验ꎮ

２. １. ７ . ２　 防护和过载安全保护

. １　 渔捞机械的运动部件如可能对人员造成意外伤害ꎬ应妥加防护ꎮ

. ２　 当作业平台高度过高时ꎬ应设置栏杆ꎮ

. ３　 渔捞机械应设超负荷保护装置ꎬ例如滑差离合器ꎬ溢流阀、安全阀等ꎬ以限制驱动的最大

扭矩ꎬ其结构与位置应便于检查及维修ꎮ
２. １. ７. ３　 倒转和变速

渔捞机械一般应具有换向和变速的性能ꎮ
２. １. ７ . ４　 绞机

. １　 双卷索滚筒的绞机应各有其独立的控制ꎮ

. ２　 操纵手轮或手柄的动作方向应是:当起纲时沿顺时针或向前方向动作ꎬ放纲时则相反ꎮ
操纵手轮或手柄应备有防止自行移位的止动装置ꎮ

. ３　 绞机与其传动轴之间ꎬ应设置便于操作的离合器ꎮ

. ４　 绞机的卷索滚筒制动器应具有当放纲时或起吊最大负荷时ꎬ能安全制动的能力ꎬ且其裕

度系数应不小于 １. ５ꎮ
. ５　 绞机的制动器必须能以防止当绞机发生故障时钢索自行脱出ꎮ
. ６　 机械传动的绞机ꎬ其制动器与离合器之间应尽可能设有联锁装置ꎮ

第 ２ 节　 柴油挂桨(机)船舶

２. ２. １　 柴油挂桨(机)
２. ２. １. １　 本节适用于主机不超过 ４ 台ꎬ总标定功率不超过 ７４ｋＷ 的柴油挂桨(机)渔业船舶ꎮ
２. ２. １. ２　 柴油挂桨(机)渔业船舶上使用的柴油机总功率宜满足下式的要求:

Ｐ≤２. ２ ＋ ５. ２(ＬｏａＢｗｌ － ３. ５)　 　 ｋＷ
式中:Ｌｏａ———渔业船舶总长ꎬｍꎻ

Ｂｗｌ———渔业船舶的水线宽ꎬｍꎻ
Ｐ———柴油机总功率ꎬｋＷꎮ

２. ２. １. ３　 船用挂桨(机)应设有倒车装置ꎬ该装置应能使船舶在适当的时间内制动ꎮ
２. ２. １. ４　 挂机桨应有足够的操纵、维护和检修的空间位置ꎮ
２. ２. １. ５　 机械设备的固定:机座及挂桨机架的结构应牢固ꎬ机械设备应牢固地固定在船体机座或

机架上ꎮ
２. ２. １. ６　 驾机合一装置的传动钢缆或链条通过水密舱壁时ꎬ允许在靠甲板处不水密ꎮ
２. ２. １ . ７　 防护设施

. １　 凡飞轮、链条及皮带传动等运动部件ꎬ应设有栏杆或防护罩等防护设施ꎮ

. ２　 机器处所的地板应有防滑措施ꎮ
２. ２. １. ８　 航行急流航段的船舶ꎬ应安装两台或两台以上的挂桨(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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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安装

２. ２. ２. １　 当柴油机与挂桨(机)采用三角皮带传动时ꎬ三角皮带安装要松紧适度ꎬ应能保证在运转

时无打滑现象ꎮ
２. ２. ２. ２　 螺旋桨应作外部检查ꎮ 铸造螺旋桨不允许有损强度的裂纹、气孔、疏松、夹渣、浇铸不足

等缺陷ꎻ钢板焊接的螺旋桨ꎬ不允许有裂纹、弯曲及漏焊等缺陷ꎮ
２. ２. ２. ３　 螺旋桨紧固螺母的螺纹ꎬ必须与螺旋桨轴顺车方向相反ꎬ并应有防止螺母松动的保险

装置ꎮ
２. ２. ２. ４　 油门控制、主离合器及调档滑套的离合ꎬ舵柄或舵轮的操纵均应灵活、可靠ꎮ 对油门与离

合器或变档联动机具应保证其安全联锁作用ꎮ
２. ２. ２. ５　 螺旋桨处于倒车位置时ꎬ倒车钩(销)应能可靠的钩住托架ꎬ保证倒车能正常进行ꎮ
２. ２. ２ . ６　 挂桨(机)安装上船时ꎬ应保证下列安装要求:

. １　 挂桨(机)应牢固地安装在具有足够刚性的基座上ꎮ

. ２　 螺旋桨轴线离船舶空载水线面的距离应不小于 ０. ７Ｄ(Ｄ 系螺旋桨直径)ꎮ

. ３　 轴管与水平面基本保持垂直ꎮ

. ４　 轴管中心线和螺旋桨轴线所在的平面应与船舶纵剖面基本重合ꎮ

. ５　 渔捞设备的安装应不影响到挂桨(机)的传动工作ꎮ
２. ２. ２. ７　 挂机桨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左右对称ꎮ

２. ２. ３　 排水设施

２. ２. ３. １　 船舶应设一套固定安装的手动舱底泵装置ꎬ其排量应不小于 １ｍ３ / ｈꎮ
２. ２. ３. ２　 所有排至舷外的出口均应在易于到达处安装截止止回阀ꎮ 阀或其他附件应用钢或其他

抗腐蚀材料制成ꎮ
２. ２. ３. ３　 船壳板上的开口处应设有适当的座板ꎬ座板上的附件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固紧ꎮ

２. ２. ４　 试验

动力装置安装完毕后ꎬ应按照验船部门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和航行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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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电 气 装 置

第 １ 章　 通　 　 则

１. １　 船上的电气设备应能安全操作ꎬ并应保证船员及船舶的安全ꎬ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ꎮ
１. ２　 如采用与本规则等效的其他措施时ꎬ应经验船部门审查同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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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主　 电　 源

２. １　 船舶主电源装置的容量和数量应能确保为保持船舶处于正常操作状态及生活所必需的所有

电气设备供电ꎮ
２ . ２　 主电源装置可采用:
. １　 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ꎻ
. ２　 由主机驱动的发电机ꎻ
. ３　 蓄电池组ꎮ

２. ３　 主电源的设置

２. ３. １　 对于动力操舵装置ꎬ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底泵等船舶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设备

均为电力供电时ꎬ应至少设置 ２ 台发电机组ꎮ 这些发电机组的台数和容量ꎬ应能在任一发电机组停止工

作时ꎬ仍能继续对保障船舶正常航行、船舶安全及船员的居住、生活等设备的供电ꎮ
２. ３ . ２　 船舶下列情况之一时ꎬ可只设 １ 台发电机组:

. １　 由推进主机带动下列设备: 舵机油泵、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底泵ꎬ且船舶安

全所必需的用电设备如航行信号设备、通信和报警设备及照明等能由蓄电池供电时ꎻ
. ２　 当设置主机轴带发电机时ꎬ且不论推进主机和轴系的速度和旋转方向如何ꎬ由推进主机驱

动的发电机能使本节 ２. １ 所述的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ꎮ
２. ３. ３　 对于船舶正常航行其全船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时ꎬ 可仅设置 ２ 组蓄电池作为船舶主

电源ꎮ
２. ３. ４　 凡以蓄电池组作为主电源的船舶ꎬ应设有容量足够的充电装置ꎮ 如果蓄电池组的容量能保

持向船舶安全航行必需的用电设备供电 ４ｈ 以上ꎬ则可设岸电充电装置替代船机充电装置ꎮ
２. ３. ５　 主机启动蓄电池组的容量若能满足本节 ２. １ 的要求以及主机启动要求ꎬ则可作为主电源ꎮ

４６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电气装置

第八篇

第 ３ 章　 照明及航行灯、信号灯

３. １　 照明

３. １. １　 船上应设有主照明系统ꎬ由船舶主电源供电ꎮ
３. １. ２　 主照明系统应向全船船员通常能到达和使用的部位提供充足的照明ꎮ

３. ２　 航行灯、信号灯

３. ２. １　 每盏航行灯、信号灯均应由航行灯控制箱引出的独立分路供电ꎬ而且应在这些分路的每个

绝缘极上用安装在该控制箱内的开关和熔断器或断路器来进行控制和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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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４. １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４. １. １　 接地

４. １. １ . １　 电气设备的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均应接地ꎬ但下列情况可除外:
. １　 其供电电压直流不超过 ５０Ｖ 或导线间交流电压(均方根值)不超过 ５０Ｖꎻ但不应使用自

耦变压器达到上述交流电压者ꎮ
４. １. １. ２　 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船体的金属结构上或紧固在与船体金属结构有可靠电气连接的

底座 (或支架)上时ꎬ可不另设置专用导体接地ꎮ
４. １. １. ３　 工作电压≤１００Ｖ 的电气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值:电机、主配电板及充放电板的绝缘电阻

值≥０. ５ ＭΩꎬ其他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值≥０. ３ ＭΩꎻ工作电压 > １００Ｖ 的电气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值:
电热器的绝缘电阻值≥０. ５ ＭΩꎻ其他所有的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值≥１ＭΩꎮ

４. １. ２　 电缆或电线

４. １. ２. １　 应选用船用滞燃型电缆或电线ꎬ并且在安装时应不致破坏其原有滞燃性能ꎮ
４. １. ２. ２　 电缆的走线应尽可能平直且易于检修ꎮ
４. １. ２. ３　 穿越舱壁或甲板的电缆ꎬ应不影响舱壁或甲板原有的防护性能ꎮ
４. １. ２. ４　 重要设备或应急动力设备、照明、内部通信或信号设备用电缆和电线ꎬ一般应远离厨房、

Ａ 类机器处所和其他易于着火的区域以及洗衣间、鱼品处理和加工处所和其他高湿度的处所ꎮ 通过易

着火区域的连接消防水泵至应急配电板的电缆ꎬ应为阻燃型ꎮ 所有这些电缆一般应敷设成当相邻处所

着火使舱壁受热时不致失效ꎮ
４. １. ３　 配电板(箱)装置

４. １. ３. １　 配电板(箱)应安装在干燥、通风及易于维修的部位ꎮ
４. １. ３. ２　 配电板(箱)的后面和上方不应设有水、油、油柜以及其他液体容器ꎬ若不能避免时ꎬ则应

有可靠的防护措施ꎮ
４. １. ４　 系统和线路保护措施如下:
４. １. ４. １　 照明线路及电热器具线路的电缆应采取措施以防止灯泡及发热元件产生的热量超过电

缆许用温度ꎬ并能防止其周围的材料发生过热现象ꎮ
４. １. ５　 蓄电池

４. １. ５. １　 蓄电池不应安放在居住处所ꎮ
４. １. ５. ２　 安放蓄电池的处所及其通风道内ꎬ凡可能受电解液或电解液溢出气体引起腐蚀的表面ꎬ

均应有防腐蚀措施ꎮ
４. １. ６　 电热器具的防火措施如下:
４. １. ６. １　 每个具有成套装置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ꎬ不论是固定安装还是可移动的ꎬ均应由相应的

分配电板设独立馈电线供电ꎬ并应由固定安装的能切断所有绝缘极的联动开关进行控制ꎻ若电热器和电

炊设备通过插座连接时ꎬ多极控制开关应安装在插座之前或者选用带开关联锁插座ꎻ
４. １. ６. ２　 电热器和电炊设备的安装应保证对甲板、舱壁或其他周围的物品不致产生过热和火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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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危险ꎻ禁止使用加热元件外露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ꎮ
４. １. ７　 防雷电措施

４. １. ７. １　 所有木桅或顶桅应设避雷装置ꎮ 非导体材料制成的船体ꎬ其避雷装置应以适当的导体连

接至固定在船壳水线以下的金属材料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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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船 舶 设 备

第 １ 章　 救 生 设 备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救生设备装船使用时ꎬ应查验其船用产品证书、产品合格证、检验标识或防伪标识ꎮ
１. １. ２　 应对救生设备定期检查ꎬ保证即刻可用ꎮ
１. １. ３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ꎬ现有渔业船舶新配置或更换救生设备ꎬ应当满足本篇要求ꎮ

第 ２ 节　 救生设备的配备定额

１. ２. １　 救生衣

１. ２. １. １　 应为船上每个人配备 １ 件在淡水中提供大于或等于 ７３. ５Ｎ 浮力的救生衣ꎮ
１. ２. １. ２　 救生衣应存放在容易到达之处ꎬ其位置应予明显标示ꎮ

１. ２. ２　 救生圈

１. ２. ２. １　 渔业船舶应配备的救生圈数量为不少于 ２ 只ꎬ且至少有一个救生圈带救生浮索ꎮ
１. ２. ２. ２　 所有救生圈应放置于船上人员易于到达之处ꎬ且能随时快速取下ꎬ不应以任何方式永久

系牢ꎮ
１. ２. ２. ３　 每个救生圈应以标明其所属渔业船舶的船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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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消 防 装 置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２. １. １　 本章未涉及到的安全要求ꎬ可按照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承认的相关规则执行ꎮ

第 ２ 节　 船舶消防的要求

２. ２. １　 消防设备

２. ２. １. １　 消防用品应按表 ２. ２. １. １ 配备ꎮ
表 ２. ２. １. １

船长 Ｌ(ｍ) １２≤Ｌ < ３０ 备　 　 注

灭火器(只) ３ /

太平斧(把) １ 可用生活用斧代替

消防水桶(只) ２ 可用生活水桶代替

　 　 ２. ２. １. ２　 主机功率大于 ４４ｋＷ 小于 １４７ｋＷ 时ꎬ设置水灭火系统或额外增加 ２ 只灭火器ꎮ
２. ２. １ . ３　 船长不小于 ２４ｍ 或主机功率大于等于 １４７ｋＷ 时ꎬ应配备一套水灭火系统:

. １　 一台机动消防泵ꎬ其排量不小于 １５ｍ３ / ｈꎬ且在消火栓处能维持射程不小于 １２ｍ 的水柱ꎮ

. ２　 一只消火栓ꎬ一根 １０ｍ 长消防水带及一只 １３ｍｍ 口径的水枪ꎮ
２. ２. １. ４　 灭火器应为适用型ꎬ并在起居处所和机舱的出入口至少各保证有一只便于随时取用ꎮ
２. ２. １. ５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每只手提式灭火器的总质量应不大于 ２３ｋｇꎬ且其容量应符合下述

规定:
泡沫灭火器:不小于 ９Ｌ 且不大于 １３. ５Ｌꎻ
干粉灭火器:不小于 ５ｋｇꎻ
ＣＯ２灭火器:不小于 ３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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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航行与信号设备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３. １. １　 信号设备应为认可型ꎮ
３. １. ２　 航行于国际界河的船舶ꎬ还应满足界河的有关规定ꎮ

第 ２ 节　 航 行 设 备

３. ２. １　 在 Ａ 级航区作业的渔业船舶应配有磁罗经和双筒望远镜ꎮ
３. ２. ２　 机动船应配有测深手锤或测深杆ꎮ

第 ３ 节　 信 号 设 备

３. ３. １　 信号设备应为号灯与音响信号ꎮ
３. ３. ２　 机动船应按表 ３. ３. ２ 配备ꎮ

表 ３. ３. ２

设　 　 备 数量 备　 　 注

桅灯、左舷灯、右舷灯、艉灯 各 １

红、绿闪光灯 各 １

锚灯(白环照灯) １

手电筒 １

失控灯

(上红、下红)
一组

作业号灯

(上绿、下白)
一组

小型黑球体 ３

红色三角旗 １

小型号笛 １

小型号钟 １

　 １. 对非通航水域或夜间不航行作业的渔船可免除锚灯以外的号灯ꎮ
　 ２. 作业号灯仅捕捞渔船配备ꎮ
　 ３. 失控灯及作业号灯的两盏灯的垂直间距应不小于 ０. ６ｍꎬ最低一盏灯

应在船体以上高度不小于 １ｍꎮ
　 ４. ２４ｍ 以下的渔船可以用其他声响器具替代号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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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防污染设备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所有渔业船舶的防止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应符合本章要求:
４. １. １. １　 油类污染ꎻ
４. １. １. ２　 生活污水污染ꎻ
４. １. １. ３　 垃圾污染ꎻ
４. １. １. ４　 空气污染ꎻ
４. １. １. ５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对水域的污染ꎮ
４. １. ２　 防止渔业船舶造成环境污染ꎬ还应符合本规则第 ２ 篇(检验与发证)的适用规定ꎮ
４. １. ３　 渔业船舶除符合本章规定外ꎬ尚应符合作业地区的有关防止渔业船舶造成环境污染的有关

法令规定ꎮ

第 ２ 节　 防止油类污染

４. ２. １　 防油污设备应是认可型ꎮ
４. ２. ２　 主柴油机功率不小于 ２２ｋＷ 时ꎬ应装设一套额定处理量不小于 ０. ０４ｍ３ / ｈ 的滤油设备ꎮ
４. ２. ３　 主柴油机功率小于 ２２ｋＷ 及挂桨机船ꎬ应装设一套额定处理量不小于 ０. ０１ｍ３ / ｈ 的滤油设

备 ꎬ或设置一容量足够的适合储存油污水的容器ꎮ
４. ２. ４　 船舶排放的处理水的含油量应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ꎮ 不得用稀释等任何操作方法排放未经处理

的污油水ꎮ
４. ２. ５　 装设滤油设备的船舶ꎬ应设置储存污油的柜或适合的容器ꎮ
４. ２. ６　 若停靠港口设有污油水接收设备ꎬ则船舶可免设滤油设备ꎬ但必须设置足够容量的污油水

舱或柜ꎬ定期排放给港口接收设备ꎮ
４. ２. ７　 油污水舱柜的容积应不低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Ｖ ＝ ０. ０５ｔＰ ＋ ３ｔ 　 　 Ｌ
式中:ｔ———船舶计划排放污油水的时间间隔(ｈ)ꎬ其计算取值应不小于设有接收设备的港口至航程最远

目的地往返航程及作业所需要的总时间ꎻ
Ｐ———船舶主柴油机总功率ꎬｋＷꎮ
４. ２. ８　 甲板动力机械及挂桨机处应设置油盘或应用其他可靠的收集泄漏残油的措施ꎮ
４. ２. ９　 严禁将污油水排放至所在水域ꎮ

第 ３ 节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

４. ３. １　 本节内容适用内河渔业船舶核定载运船上人员 １５ 人以上的新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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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２　 定义

４. ３. ２ . １　 生活污水系指:
. １　 任何型式的厕所、小便池的排出物和其他废弃物ꎮ
. ２　 装有活的动物的处所的排出物ꎮ
. ３　 混有上述排出物的其他废水ꎮ

４. ３. ２. ２　 集污舱:系指用于收集和储存生活污水的舱柜ꎮ
４. ３. ２. ３　 人员:系指包括船员和乘客的船上人员ꎮ
４. ３. ３　 生活污水处理

４. ３. ３. １　 为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水域ꎬ所有渔业船舶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 １　 装设生活污水贮存舱(柜) ꎬ该贮存舱(柜)应有足够的容积以贮存船舶产生的生活污

水ꎬ并应将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施ꎮ
. ２　 装设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该装置对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处理ꎬ达到排放标准后ꎬ方

可排往水域ꎮ
４. ３. ３. ２　 对于装设生活污水贮存舱(柜)的船舶ꎬ船上应设有便于将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备的泵

和管路ꎮ
４. ３. ３. ３　 生活污水管路不应穿过油舱或水舱ꎮ
４. ３. ３. ４　 生活污水管路不应穿过客舱、厨房等舱室ꎬ若不可避免时ꎬ在这些舱室内不应有可拆

接头ꎮ

第 ４ 节　 防止垃圾污染

４. ４. １　 垃圾分类

４. ４. １. １　 塑料和混有塑料制品的垃圾ꎮ
４. ４. １. ２　 含油抹布、棉纱和被油类污染的垃圾ꎮ
４. ４. １. ３　 生活和生产维修废弃物等其他垃圾ꎮ
４. ４. ２　 船舶应设有足够容量的垃圾贮集器ꎬ并予以适当固定ꎮ
４. ４. ３　 禁止将垃圾抛入水中ꎮ
４. ４. ４　 航行于对环保有特殊要求的水域ꎬ其设备配备应满足相应的规定ꎮ

第 ５ 节　 防止空气污染

４. ５. １　 本章有关定义如下:
４. ５. １. １　 新装置:系指与本章有关的在船上安装的系统、设备ꎬ包括新的手提式灭火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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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装或对手提式灭火器

的重新灌装ꎮ
４. ５. １. ２　 柴油机的重大改装:系指如下几种改变:

(１)　 柴油机由其他船用柴油机代替或新增安装柴油机ꎬ或ꎻ
(２)　 对柴油机进行由 ＩＭＯ 制定的«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中定义的任何

实质性改变ꎬ或ꎻ
(３)　 与柴油机初始证书上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相比ꎬ柴油机的最大持续额定功率增加超

２７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
船舶设备

第九篇

过 １０％ ꎮ
４. ５. ２　 氮氧化物(ＮＯｘ)
４. ５. ２. １　 单机额定功率超过 １３０ｋＷ 的柴油机ꎬ其 ＮＯｘ的排放量(按总的 ＮＯ２加权排放量计算)应

在下列限制内ꎬ其中 ｎ 为发动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１)　 ４５∙ｎ － ０. ２ 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１３０ ｒ / ｍｉｎꎬ但小于 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ꎻ
(２)　 ９. ８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ꎮ

第 ６ 节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对水域的污染

４. ６. １　 防污底系统ꎬ系指用于渔业船舶控制或防止不利生物附着的涂层、油漆、表面处理、表面或

装置ꎮ
４. ６. ２　 所有渔业船舶在其防污底系统中尽量不使用含有作为杀生物剂的有机锡化合物的防污

底漆ꎮ
４. ６. ３　 现有船舶如需要更换防污底系统也应满足本规定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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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无线电通信设备

第 １ 节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

５. １. １　 每船至少应配 １ 只收音机或接收电气预报的设备ꎮ
５. １. ２　 船长不小于 ２４ ｍ 的渔业船舶应配备 １ 只甚高频无线电话ꎮ
５. １. ３　 作业于通航水域且船长小于 ２４ｍ 渔业船舶应配备 １ 只甚高频无线电话或配备 １ 台输出功

率不小于 ２５Ｗ 的扩音机ꎮ
５. １. ３. １　 扩音机具有收音机功能的可免配收音机ꎮ
５. １. ４　 航行于非通航水域的渔船可以用手机代替甚高频无线电话ꎬ电话中应储存海事(救助)或

渔政部门的联系、救助或报案电话ꎮ
５. １. ５　 手机应至少另配 １ 个有足够容量的移动电源ꎮ
５. １. ６　 公务船除满足本规则要求外ꎬ还应按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配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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