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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了考核渔业船舶新入职的验船员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素质

和应用能力ꎬ以及运用法律、法规和技术规则在船舶建造、营运中

的检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

验局成立了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大纲编写委员会ꎬ编制

了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大纲(简称«考试大纲»)ꎮ «考
试大纲»是全国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考试的国家标准和命题依

据ꎮ 现对有关考试事宜说明如下:

一、考试目的

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考试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建

设的需要ꎬ从发展渔业经济、保障渔民生命和渔船安全、构建平安

渔区、创建和谐“三农”的高度ꎬ规范渔业船舶检验行为ꎬ提高渔业

船舶检验从业人员综合素质ꎬ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ꎬ防止船舶

造成环境污染ꎬ客观评价渔业船舶验船员的知识水平和检验

能力ꎮ

二、考试性质

该考试为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考试ꎬ只有通过该考试ꎬ才能

在批准的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从事规定范围的渔业船舶检验工作ꎮ

三、考试内容

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考试内容由船舶检验法律法规、船舶检

验发证、船舶检验发展史、船舶检验船体专业综合能力、船舶检验

轮机专业综合能力、船舶检验电气专业综合能力和公务员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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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等七部分内容组成ꎮ
１. 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海洋)各部分内容所占试

题比例为: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占 ３５％ 、船舶检验发证占 ２０％ 、船舶检验

发展史占 ５％ 、船舶检验船体专业综合能力占 １５％ 、船舶检验轮

机专业综合能力占 １０％ 、船舶检验电气专业综合能力占 １０％ 、公
务员基础知识占 ５％ ꎮ

２. 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内河)各部分内容所占试

题比例为: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占 ３５％ 、船舶检验发证占 ２０％ 、船舶检验

发展史占 ５％ 、船舶检验船体专业综合能力占 ２０％ 、船舶检验轮

机专业综合能力占 １０％ 、船舶检验电气专业综合能力占 ５％ 、公
务员基础知识占 ５％ ꎮ

由于初次编写«考试大纲»ꎬ编写人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

况下编出的«考试大纲»难免存在一些不足ꎬ恳请广大渔业船舶检

验人员和其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提出宝贵意见ꎬ以便我们今后

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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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
考试大纲(海洋)

第一部分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对海洋渔业船舶检验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基本要求ꎬ以及有关检验规则部分内容的掌握程度和

运用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有关渔业船舶检验

的要求和内容ꎬ了解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海洋渔业船舶检

验管理的相关规定ꎮ

第二部分　 船舶检验发证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渔业船舶检验规则ꎬ执行海上渔业船舶的初次

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ꎬ签发或签署船舶检验证书的工作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１. 掌握海上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基本

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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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掌握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程序ꎬ实施检验和签发或签署

相应检验证书ꎮ

第三部分　 船舶检验发展史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对我国渔船检验历史的了解情况ꎬ包括新中国成

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及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我国

渔船检验工作的总体情况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我国渔船检验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ꎬ包括机

构的建立、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培训以及参加的国际交流等ꎮ

第四部分　 船舶检验船体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检验规则、检验规程ꎬ综合分析、判断、解决

国内海上渔业船舶具体检验技术问题的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在海上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中ꎬ有
关船舶载重线、吨位、结构、稳性、结构防火等方面的检验技术ꎮ

第五部分　 船舶检验轮机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检验规则、检验规程ꎬ综合分析、判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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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海上渔业船舶具体检验技术问题的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在海上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中ꎬ有
关轮机设备、防污染和渔捞起重设备等方面的检验技术ꎮ

第六部分　 船舶检验电气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检验规则、检验规程ꎬ综合分析、判断、解决

国内海上渔业船舶具体检验技术问题的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在海上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中ꎬ有
关电气设备方面的检验技术ꎮ

第七部分　 公务员基础知识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对公务员岗位基本技能、业务知识、行为规范和

机关工作方式的了解程度ꎬ以提高验船员对工作的适应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１. 掌握«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ꎬ提高公文写作能力ꎮ
２. 掌握公务礼仪中所列相关内容及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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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
考试大纲(内河)

第一部分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对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基本要求ꎬ以及有关检验规则部分内容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有关渔业船舶检验

的要求和内容ꎬ了解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内河渔业船舶检

验管理的相关规定ꎮ

第二部分　 船舶检验与发证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检验规程适用的内

容ꎬ执行内河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ꎬ签发或签

署各种证书的工作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１. 掌握内河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的基本

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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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掌握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程序ꎬ实施检验和签发或签署

相应检验证书ꎮ

第三部分　 船舶检验发展史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对我国渔船检验历史的了解情况ꎬ包括新中国成

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及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我国

渔船检验工作的总体情况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我国渔船检验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ꎬ包括机

构的建立、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培训以及参加的国际交流等ꎮ

第四部分　 船舶检验船体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检验规则、检验规程ꎬ综合分析、判断、解决

内河船舶具体检验技术问题的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在内河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中ꎬ有
关船舶载重线、吨位、结构、稳性、结构防火等方面的检验技术ꎮ

第五部分　 船舶检验轮机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检验规则、检验规程ꎬ综合分析、判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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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船舶具体检验技术问题的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在内河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中ꎬ有
关轮机设备、防污染和渔捞起重设备等方面的检验技术ꎮ

第六部分　 船舶检验电气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运用检验规则、检验规程ꎬ综合分析、判断、解决

国内海上渔业船舶具体检验技术问题的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掌握在内河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中ꎬ有
关电气设备方面的检验技术ꎮ

第七部分　 公务员基础知识

(一)考试目的

考察验船员对公务员岗位基本技能、业务知识、行为规范和

机关工作方式的了解程度ꎬ以提高验船员对工作的适应能力ꎮ

(二)考试要求

１. 掌握«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ꎬ提高公文写作能力ꎮ
２. 掌握公务礼仪中所列相关内容及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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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
考试样卷

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试题有三种: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判断题ꎮ

考试样卷如下:

«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
试题(海洋)

一、单选题(本题共 ５０ 小题ꎬ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５０ 分)

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和 登记的渔业船舶(以下简

称渔业船舶)的检验ꎬ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ꎮ
Ａ. 尚未　 　 　 Ｂ. 将要　 　 　 Ｃ. 注销　 　 　 Ｄ. 临时

２. 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照 规定ꎬ负责有关的渔业

船舶检验工作ꎮ
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３. 各级公安边防、质量监督和 等部门ꎬ应当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对渔业船舶检验和监督管理工作予以协助ꎮ
Ａ. 检验检疫 Ｂ. 税务

Ｃ. 工商行政管理 Ｄ. 海事

４. 行使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职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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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局　 　
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　 　
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局

５. 检验合格的渔业船舶ꎬ若确需改变或者拆除的ꎬ应当经

核准ꎮ
Ａ.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Ｂ. 原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Ｃ. 省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Ｄ. 船籍港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６. 进口的渔业船舶和远洋渔业船舶的初次检验ꎬ由 统

一组织实施ꎮ
Ａ. 船籍港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Ｂ. 县、市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Ｃ. 省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Ｄ.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７. 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申报临时检验的渔业船舶到达

受检地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实施检验ꎮ
Ａ. １ Ｂ. ２ Ｃ. ３ Ｄ. ５

８. 重大渔业船舶海损事故的调查处理ꎬ应当有渔业船舶检验

机构的 参加ꎮ
Ａ. 在职人员 Ｂ. 管理人员 Ｃ. 检验人员 Ｄ. 工程师

９. 所有蒸汽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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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可拆接头及阀处的绝

热材料应便于拆换ꎮ
Ａ. ５０℃ Ｂ. ５５℃ Ｃ. ６０℃ Ｄ. ６５℃

１０. 船舶检验由 承担ꎬ其检验范围应当与验船机构的

业务核定范围和验船师所持资格证书相适应ꎮ
Ａ. 验船机构

Ｂ. 验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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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验船机构及其验船师

Ｄ.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１１.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７ｍ 但小于 １２ｍ 的沿海渔业船舶的法定

检验包括 ꎮ
①初次检验ꎻ②营运检验ꎻ③期间检验ꎻ④临时检验ꎮ

Ａ. ①②④ Ｂ. ②③④ Ｃ. ①②③ Ｄ. ①②③④
１２.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７ｍ 但小于 １２ｍ 的沿海渔业船舶的连续

两次常规检验间隔时间为 个月ꎮ
Ａ. ３ Ｂ. ６ Ｃ. ９ Ｄ. １２

１３.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７ｍ 但小于 １２ｍ 的沿海渔业船舶所有人

申报船舶营运检验时应提交下列 文件ꎮ
①船舶检验申报书ꎻ②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ꎻ③船舶修

造船厂名称及工厂认可证书编号(需要时)ꎻ④船舶修造合同复印

件(必要时)ꎮ
Ａ. ①②④ Ｂ. ②③④ Ｃ. ①②③ Ｄ. ①②③④

１４. 换证检验应在证书到期之前 个月内进行ꎮ
Ａ. １ Ｂ. ３ Ｃ. ６ Ｄ. １２

１５. 渔业船舶的船用产品ꎬ由 向验船部门申报产品

检验ꎮ
Ａ. 船舶所有人 Ｂ. 设计部门

Ｃ. 产品的制造者或代理人 Ｄ. 渔业船舶修造企业

１６. 如由一台发电机组运行供电ꎬ当该机组发生故障时ꎬ备用

机组应在 内自动起动并合闸ꎮ
Ａ. ６０ 秒 Ｂ. ４５ 秒 Ｃ. ３５ 秒 Ｄ. ２５ 秒

１７. 对船龄超过 年的现有船舶ꎬ验船部门可根据船舶

的技术状况等具体情况酌情增加检验项目ꎮ
Ａ. ３ Ｂ. ５ Ｃ. １０ Ｄ. １５

１８. 船用产品证书有效期限为 ꎮ
Ａ. ６ 个月 Ｂ. 无限 Ｃ. ２４ 个月 Ｄ. ４８ 个月

１９. 签发渔业船舶防止油污证书的检验应包括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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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初次检验 Ｂ. 年度检验　
Ｃ. 期间检验、换证检验 Ｄ. 以上都是

２０. 船长小于 １２ｍ 及无固定连续甲板的渔业船舶初次检验的

图纸审查ꎬ应包括 ꎮ
①基本结构图ꎻ②稳性计算书ꎻ③全船说明书ꎻ④总布置图ꎮ

Ａ. ①②④ Ｂ. ②③④ Ｃ. ①②③ Ｄ. ①②③④
２１. 电气设备的设计和安装ꎬ应保证在其发生故障时极少有

引起 的可能ꎮ
Ａ. 短路 Ｂ. 过载 Ｃ. 火灾 Ｄ. 漏电

２２. 渔船主配电板的耐电压试验的不低于 ꎮ
Ａ. ５００Ｖ Ｂ. １０００Ｖ Ｃ. １５００Ｖ Ｄ. ２０００Ｖ

２３. 电气设备及电缆ꎬ不应安装在船舶 上ꎮ
Ａ. 舱壁 Ｂ. 主甲板 Ｃ. 外板 Ｄ. 驾驶甲板

２４. 配电板上设置对地绝缘电阻监测的指示灯ꎬ按规定其功

率一般应不大于 ꎮ
Ａ. ６０Ｗ Ｂ. ４０Ｗ Ｃ. ２５Ｗ Ｄ. １５Ｗ

２５. 蓄电池组不得安放在 ꎮ
Ａ. 生活区域内 Ｂ. 机舱区域内

Ｃ. 救生甲板区域 Ｄ. 罗经甲板区域

２６. 船用电器设备的“三防”是指 ꎮ
Ａ. 防盐雾、防霉菌、防油雾 Ｂ. 防盐雾、防振动、防冲击

Ｃ. 防盐雾、防霉菌、防振动 Ｄ. 防潮湿、防霉菌、防油雾

２７. 能直接倒转的主机ꎬ应能以 ７０％ 正车标定转速倒车自由

航行至少 ｍｉｎꎮ
Ａ. １０ Ｂ. ２０ Ｃ. ３０ Ｄ. ４０

２８. 正常控制推进装置的机器处所控制站与驾驶室之间应设

置不少于 独立的通信设施ꎮ
Ａ. 一套 Ｂ. 两套 Ｃ. 三套 Ｄ. 不设

２９. 船长小于 ４５ｍꎬ其推进装置由驾驶台直接操纵的渔船ꎬ可
仅设 不同于上述车钟的其他通信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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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一套 Ｂ. 两套 Ｃ. 三套 Ｄ. 不设

３０. 制冷剂为 Ｒ７１７ 的制冷机室出口应尽可能远离 ꎬ且
应有一个出口通向露天甲板ꎮ

Ａ. 起居处所 Ｂ. 公共处所

Ｃ. 服务处所 Ｄ. 控制站

３１. 辅助操舵装置应具有足够强度和能力ꎬ使渔船以 １ / ２ 最

大航速或 ７ｋｎ(取其大者)航速前进时ꎬ在不超过 时间内ꎬ
使舵自任何一舷的 １５°转至另一舷的 １５°ꎮ

Ａ. ６０ｓ Ｂ. ５０ｓ Ｃ. ４０ｓ Ｄ. ２８ｓ
３２. 锚机进行起锚试验时ꎬ试验水域的深度应大于 ５５ｍꎬ从

５５ｍ 水深到 ２７. ５ｍ 水深起单锚的平均速度应不小于 ꎮ
Ａ. ９ｍ / ｍｉｎ Ｂ. １２ｍ / ｍｉｎ Ｃ. １４ｍ / ｍｉｎ Ｄ. １６ｍ / ｍｉｎ

３３. 水尺是刻划在船壳板上的 ꎮ
Ａ. 载重线标志Ｂ. 吃水标志 Ｃ. 吨位标志 Ｄ. 干舷标志

３４. 关于球鼻首作用的正确论述是 ꎮ
Ａ. 增加船首强度 Ｂ. 便于靠离码头

Ｃ. 减少兴波阻力 Ｄ. 建造方便

３５. 船壳外板由 组成ꎮ
Ａ. 龙骨 ＋船底列板 ＋舭列板 ＋舷侧列板 ＋舷顶列板

Ｂ. 平板龙骨 ＋舭肘板 ＋船底列板 ＋舷侧列板 ＋舷顶列板

Ｃ. 龙骨 ＋平板龙骨 ＋船底列板 ＋舷侧列板 ＋舷顶列板

Ｄ. 平板龙骨 ＋船底列板 ＋舭列板 ＋舷侧列板 ＋舷顶列板

３６. 构件上不准开孔ꎮ
Ａ. 实肋板 Ｂ. 舭肘板 Ｃ. 中底桁 Ｄ. 强肋骨

３７. 船长为 １１ｍ 的沿海渔业船舶ꎬ至少应配备 手提灭

火器ꎮ
Ａ. １ 具 Ｂ. ２ 具 Ｃ. ３ 具 Ｄ. ４ 具

３８. 甲板上货舱口角隅处产生裂缝ꎬ其原因可能是 ꎮ
Ａ. 纵向强度不足 Ｂ. 横向强度不足

Ｃ. 扭转强度不足 Ｄ. 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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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管路在车间制作完成及在船上安装后ꎬ包扎绝热材料或

涂上涂层前ꎬ应在 参加下按有关规定进行液压强度试验和

密性试验ꎮ
Ａ. 船东 Ｂ. 验船师　 Ｃ. 检查员　 Ｄ. 代理人

４０. 机座与基座间的垫块一般应以铸钢或铸铁材料制成ꎬ垫
块与机座及基座间的接触应良好ꎬ在机座螺栓未旋紧的情况下ꎬ
用 塞尺及色油进行检查应符合要求ꎮ

Ａ. ０. ２ｍｍ Ｂ. ０. １５ｍｍ Ｃ. ０. １ｍｍ Ｄ. ０. ０５ｍｍ
４１. １９８５ 年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前往 海域作业ꎬ

从零起步开启了我国远洋渔业事业的大门ꎬ到 １９９７ 年ꎬ远洋渔获

总量达到 １００ 余万吨ꎮ
Ａ. 西非 Ｂ. 东非 Ｃ. 南美 Ｄ. 中东

４２.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发展的钢质渔船船型大部分是

渔船ꎬ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船型有 ８１０１、８１５４ 等型ꎮ
Ａ. 围网 Ｂ. 延绳钓 Ｃ. 拖网 Ｄ. 鱿鱼钓

４３. ８１０１ 型拖网渔船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定型ꎬ是国内第一种定

型渔船ꎬ由 渔轮厂设计ꎬ在 ７０ 年代得以大批建造ꎮ
Ａ. 大连 Ｂ. 烟台 Ｃ. 上海 Ｄ. 湛江

４４. ８１５４ 型双拖艉滑道冷冻拖网渔船由 渔轮厂设计ꎬ
首船竣工于 １９７９ 年底ꎬ此后 ８１５４ 及其派生型船在全国各大船厂

批量建造ꎬ成为了我国 ８０ 年代渔船代表船型ꎮ
Ａ. 烟台 Ｂ. 上海 Ｃ. 大连 Ｄ. 湛江

４５. １９８５ 年ꎬ我国首支由 １２ 艘渔船和 １ 艘冷藏船组成的远洋

渔船队在 港启航ꎬ赴西非海域作业ꎬ这一船队都是由国内

海洋捕捞船改造而成ꎮ
Ａ. 辽宁大连 Ｂ. 福建马尾 Ｃ. 山东烟台 Ｄ. 上海

４６. 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一直坚持以 为核心ꎮ
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Ｂ. 思想政治建设

Ｃ. 干部教育培训 Ｄ. 反腐倡廉建设

４７.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ꎬ具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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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ꎬ科学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的

上ꎮ
Ａ. 人生观 Ｂ. 世界观 Ｃ. 价值观 Ｄ. 政绩观

４８.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是 ꎮ
Ａ.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

Ｂ. 贯彻«公务员法»
Ｃ.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Ｄ. 加强党的建设

４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 ꎮ
Ａ. 社会主义荣辱观 Ｂ. 为人民服务

Ｃ. 集体主义 Ｄ. 科学发展观

５０. 在党的建设中ꎬ必须放在突出位置的是 ꎮ
Ａ. 思想建设 Ｂ. 组织建设

Ｃ. 作风建设 Ｄ. 个人建设

二、多选题(本题共 ２５ 小题ꎬ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２５ 分)

１. 国家对 渔 业 船 舶 实 行 强 制 检 验 制 度ꎮ 强 制 检 验 分

为 ꎮ
Ａ. 初次检验　 Ｂ. 营运检验　 Ｃ. 建造检验　 Ｄ. 临时检验

２. 下列用于制造、改造渔业船舶的有关 的重要设备、
部件和材料ꎬ在使用前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ꎬ检验合格

的方可使用ꎮ
Ａ. 航行安全 Ｂ. 作业安全

Ｃ. 人身财产安全 Ｄ. 防止污染环境

３. 经检验合格的渔业船舶ꎬ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

变 ꎮ
Ａ. 吨位 Ｂ. 载重线 Ｃ. 主机功率 Ｄ. 适航区域

４. 渔业船舶的检验收费ꎬ按照 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ꎮ
Ａ. 地方价格主管部门

Ｂ. 地方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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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Ｄ. 国务院财政部门

５. 渔业船舶ꎬ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可以向渔业船舶检

验机构申请注销其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ꎮ
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废的

Ｂ. 中国籍改为外国籍的

Ｃ. 渔业船舶改为非渔业船舶的　
Ｄ. 因沉没等原因灭失的

６. 按照规定应当报废的渔业船舶继续作业的ꎬ应对其采取

的措施ꎮ
Ａ. 责令立即停止作业

Ｂ. 收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Ｃ. 强制拆解

Ｄ. 处 ２０００ 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

７.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规定ꎬ有未按照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实施检验的情形的ꎬ责令立

即改正ꎬ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法给予

的处分ꎮ
Ａ. 降级 Ｂ. 党内警告

Ｃ. 撤职 Ｄ. 取消检验资格

８. 伪造、变造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ꎬ或者

私刻渔业船舶检验业务印章的ꎬ应对其采取 的措施ꎮ
Ａ. 责令立即改正

Ｂ. 处 １０００ 元以上 ５０００ 元以下的罚款

Ｃ. 应当予以没收

Ｄ. 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９. 渔业船舶验船师的职责包括 ꎮ
Ａ. 正确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

Ｂ. 正确贯彻执行主管机关发布的各项规定、技术规范等　
Ｃ. 签发与船舶实际情况相符的检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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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适时反馈检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技术规则等

存在的问题

１０. 关于«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ꎬ下列说法中正确的

是 ꎮ
Ａ. 船舶所有人应如实填写«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
Ｂ. 船舶所有人应对所填写«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的

内容负责

Ｃ. 验船师应如实填写«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
Ｄ. 验船师应对所填写«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的内容

负责

１１. 营运船舶的修理、改建如有可能影响到 等安全性

能时ꎬ应当提交有关的图纸资料ꎬ经验船机构审查同意后方可

施工ꎮ
Ａ. 稳性 Ｂ. 强度 Ｃ. 快速 Ｄ. 操纵

１２. 建造、修理营运船舶的过程中ꎬ若采用新的 ꎬ应征

得验船机构同意ꎮ
Ａ. 工艺 Ｂ. 材料 Ｃ. 设备 Ｄ. 技术

１３. 下列关于检验时间的说法正确的有 ꎮ
Ａ. 船舶的连续两次常规检验间隔时间为 １２ 个月

Ｂ.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周年日期之前、后 １ 个月内进行

Ｃ. 换证检验应在证书到期之前 １ 个月内进行

Ｄ. 换证检验的间隔时间不超过 ４８ 个月

１４. 应向验船机构申请初次检验、营运检验、临时

检验ꎮ
Ａ. 船厂 Ｂ. 船舶所有人

Ｃ. 船舶经营者 Ｄ. 船舶保险商

１５.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ꎬ船舶所有人应向验船机构申请

临时检验: ꎮ
Ａ. 更换船舶主机

Ｂ. 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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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涉及船舶安全的改装

Ｄ. 船舶居住舱室照明系统的更换

１６. 船舶所有人申报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时应提交 ꎮ
Ａ. 现有船舶检验记录、检验证书、检验报告

Ｂ. 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

Ｃ. 证书注销声明

Ｄ. 船舶修造企业名称

１７. 验船机构受理或不予受理船舶检验的ꎬ应当出具

的书面证明ꎮ
Ａ. 加盖本机构专用印章 Ｂ. 注明日期

Ｃ. 本机构负责人签字 Ｄ. 本机构签署

１８. 船舶的初次检验时由 实施ꎮ
Ａ. 建造地验船部门

Ｂ. 改造地验船部门

Ｃ. 船舶所有人所在地验船部门

Ｄ. 船舶经营者所在地验船部门

１９. 船舶建造前ꎬ应将包含下列 内容的图纸资料一式

三份送交验船机构审查ꎮ
Ａ. 照明系统和布置

Ｂ. 防污染设备和布置

Ｃ. 航行设备、信号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系统和布置

Ｄ. 操舵设备

２０. 验船师在执行新船的初次检验时ꎬ应至少在渔业船舶修

造企业出具的 等重大检验项目的检验或试验报告上签署ꎮ
Ａ. 船舶下水 Ｂ. 倾斜试验 Ｃ. 系泊试验 Ｄ. 结构检验

２１. 电气设备的配电电路应设 保护ꎮ
Ａ. 短路 Ｂ. 过载 Ｃ. 断相 Ｄ. 逆电流

２２. 船用电缆主要由 等部分组成ꎮ
Ａ. 导电芯线 Ｂ. 电气绝缘层Ｃ. 胶带 Ｄ. 防护套

２３. 应避免燃油舱柜的 通过居住舱室ꎮ 如有困难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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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过该类舱室的管子不得有可拆接头ꎮ
Ａ. 空气管 Ｂ. 溢流管 Ｃ. 测量管 Ｄ. 排管污

２４. 通风管系的布置不得有损 的完整性ꎮ
Ａ. 舱壁甲板 Ｂ. 水密甲板 Ｃ. 防火分隔 Ｄ 升高甲板

２５. 型深 Ｄ(ｍ)是泛指沿舷侧由龙骨线量至干舷甲板下表面

的垂向距离ꎬ下列关于型深的说法ꎬ正确的是 ꎮ
Ａ. 对敞口船ꎬ量至舷顶

Ｂ. 对具有圆弧形舷缘的船舶ꎬ量至连续甲板下表面的延

伸线

Ｃ. 当工作甲板呈阶梯形时ꎬ升高甲板部位的型深计量至

较低甲板平行于升高甲板的延伸线

Ｄ.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一般是指船中处的型深

三、判断题(本题共 ２５ 小题ꎬ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２５ 分)

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和将要登记的渔业船舶的检验ꎬ包
括从事国际航运的渔业辅助船舶ꎬ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例»ꎮ (　 　 )
２. 国家对渔业船舶实行自愿检验制度ꎮ (　 　 )
３. 渔业船舶检验ꎬ应当遵循安全第一、保证质量和方便渔民

的原则ꎮ (　 　 )
４. 对于进口旧渔业船舶ꎬ进口前应当取得国家渔业船舶检验

机构出具的旧渔业船舶技术评定证书ꎮ (　 　 )
５. 渔业船舶临时检验的管辖权限划分与营运检验相同ꎮ

(　 　 )
６. 渔业船舶检验人员依法履行职能时ꎬ有权对渔业船舶的检

验证书和技术状况进行检查ꎬ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配合ꎮ
(　 　 )

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滩涂、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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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ꎬ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ꎮ
(　 　 )

８. 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ꎬ没收渔获物和违

法所得ꎬ并处 １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　 　 )
９. 在海上执法时ꎬ对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的ꎬ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ꎬ但是当场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和执行行政处罚

决定的ꎬ可以先暂时扣押捕捞许可证、渔具或者渔船ꎬ回港后依法

作出和执行行政处罚决定ꎮ (　 　 )
１０. 验船师应充分保证检验的全面性和有效性ꎬ并对结论负

责ꎮ (　 　 )
１１. 对符合«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７ｍ

但小于 １２ｍ 沿海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的国内航行沿

海小型渔业船舶ꎬ应签发法定检验证书ꎮ (　 　 )
１２.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规定向有关验船机构申请法定

检验ꎬ并提供必要的检验条件ꎮ (　 　 )
１３. 验船机构应当按当地价格、财政部门规定的渔业船舶检

验计费标准计收检验费ꎮ (　 　 )
１４. 对于具有新颖特征的船舶ꎬ如验船机构认为«渔业船舶法

定检验规则»的某些规定妨碍其发展新颖特征时ꎬ在保证安全的

条件下ꎬ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以免除这些要求ꎮ (　 　 )
１５. 验船机构不允许采用具有同等效能的设备、材料、器具或

其他设施代替«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要求的设备、材料、器具

或其他设施ꎮ (　 　 )
１６. 有重大特征改造的船舶应当申请临时检验ꎮ (　 　 )
１７. 营运中的船舶ꎬ应按规定向验船机构申请营运检验ꎮ

(　 　 )
１８. 验船部门除按规定对有关文件资料存档外ꎬ尚应将各种

法定检验证书副本及技术文件副本各 １ 份存档ꎮ (　 　 )
１９. 未经许可ꎬ擅自变更船舶所有人、船身颜色、船名、船籍或

船籍港ꎬ检验证书将自行失效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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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船舶所有人申报停航、暂停捕捞作业者ꎬ检验证书将自行

失效ꎮ (　 　 )
２１. 当电气设备在船上安装完工后ꎬ应按验船部门审查同意

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ꎮ (　 　 )
２２. 渔船电力网是指全船电缆和电线的统称ꎮ (　 　 )
２３. 机器处所内舱底水排除装置的布置ꎬ至少能通过一个舱

底水吸口进行排水ꎮ (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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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 ꎮ (　 　 )
２５. 玻璃钢渔船生产车间的消防设施应符合消防部门的有关

要求ꎬ简易车间应至少配备 ４ 只便于取用的灭火器ꎮ (　 　 )

«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
试题(内河)

一、单选题(本题共 ５０ 小题ꎬ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５０ 分)

１. 渔业船舶因沉没等原因灭失的ꎬ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

自渔业船舶灭失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ꎬ向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申请注销其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ꎮ
Ａ. ３ Ｂ. ５ Ｃ. ７ Ｄ. ２０

２. 渔业船舶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水作

业的ꎬ应当采取 的措施ꎮ
Ａ. 没收该渔业船舶

Ｂ. 责令立即停止作业

Ｃ. 收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Ｄ. 处 ２０００ 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

３. 按照规定应当报废的渔业船舶继续作业的ꎬ责令立即停止

作业ꎬ收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ꎬ强制拆解应当报废的渔业

船舶ꎬ并处 罚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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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０００ 元以上 ２０００ 元以下

Ｂ. ２０００ 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

Ｃ. ５ 万元以上 ８ 万元以下

Ｄ. ８ 万元以上 １２ 万元以下

４.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规定ꎬ有所签发

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与渔业船舶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情形的ꎬ构成

犯罪的ꎬ依法追究 ꎮ
Ａ. 民事责任 Ｂ. 刑事责任

Ｃ. 行政责任 Ｄ. 违宪责任

５. 伪造、变造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ꎬ或者

私刻渔业船舶检验业务印章的ꎬ应当 ꎮ
Ａ. 取消资格 Ｂ. 延期销毁

Ｃ. 处以罚款 Ｄ. 予以没收

６. 若确认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情况不

符ꎬ验船师有权要求 ꎮ
Ａ. 船舶所有人采取纠正措施

Ｂ. 收回该船的有关检验证书

Ｃ. 报告发证机关

Ｄ. 提供有关证件和详细资料

７. 当验船师要求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现有状况采取纠正措施

后ꎬ若船舶所有人拒绝执行ꎬ验船师有权 ꎮ
Ａ. 进行抽查或复验

Ｂ. 收回该船的有关检验证书

Ｃ. 要求提供有关证件

Ｄ. 提出纠正要求或处理意见

８. 下列选项中属于验船师职责范围的是 ꎮ
Ａ. 按规定登船检验与检查

Ｂ. 按规定对船舶提出修理要求

Ｃ. 签发与船舶实际情况相符的检验证书

Ｄ. 按规定要求配备船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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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的宗旨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ꎬ保证船舶 ꎮ
①安全航行ꎻ②具备作业的技术条件ꎻ③保障人命财产安全ꎻ

④防止环境污染ꎻ⑤符合国际标准ꎻ
Ａ. ①②③ Ｂ. ②③④ Ｃ. ①②③④ Ｄ. ①②③④⑤

１０.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５ｍ 但小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０８)适用于船长大于或等

于 ５ｍ 但小于 １２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或将要登记、有上层建

筑或甲板室结构的 ꎮ
Ａ. 内河船舶 Ｂ. 内河渔业船舶

Ｃ. 内河机动渔船 Ｄ. 内河非机动船舶

１１.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５ｍ 但小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０８)适用的内河船舶ꎬ其
材料可以为 ꎮ

Ａ. 钢质、木质

Ｂ. 钢质、木质、铝质

Ｃ. 钢质、木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Ｄ. 钢质、木质、铝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１２. 为证实所试验项目的技术状况ꎬ有权要求提供有关证件

和详细资料ꎮ 如认为必要时ꎬ可要求对已具有船用产品证书的产

品进行 ꎮ
Ａ. 抽查 Ｂ. 复检

Ｃ. 抽查或复检 Ｄ. 临时检验

１３. 下列关于航区级别规定的浪高 ｈ 的范围表述不正确的

是 ꎮ
Ａ. Ａ 级:１. ５ｍ < ｈ≤２. ５ｍꎻ Ｂ. Ｂ 级:０. ５ｍ < ｈ≤１. ５ｍꎻ
Ｃ. Ｃ 级:ｈ≤０. ５ｍꎻ Ｄ. Ａ 级:１. ５ｍ < ｈ≤２. ０ｍꎻ

１４. 下列有关技术术语的说法正确的是 ꎮ
Ａ. 船长 Ｌ(ｍ):系指沿船舶最小型深的 ８５％处水线ꎬ由艏

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ꎬ但不得小于该水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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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附体)的 ９５％ ꎮ
Ｂ. 船宽 Ｂ(ｍ):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系指船舶的型宽ꎬ即在

船中处船壳板内表面的最大水平距离(不包括舷伸部

分)ꎻ非金属船舶不包括船壳板厚度ꎮ
Ｃ. 对无船舶图纸资料的现有船ꎬ其船长可按上甲板长度

的 ９５％计算ꎻ
Ｄ. 吃水 ｄ(ｍ):泛指船舶龙骨线浸没的深度ꎮ 如无特殊说

明ꎬ一般指平均吃水ꎮ
１５. 适用«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５ｍ 但

小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０８)的内河船舶的

检验类别不包括 ꎮ
Ａ. 初次检验 Ｂ. 营运检验

Ｃ. 临时检验 Ｄ. 船底外部检查

１６.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周年日期前、后 个月内进行ꎮ
Ａ. １ Ｂ. ２ Ｃ. ３ Ｄ. ６

１７.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２００８» 中规定ꎬ小型船舶系

指 ꎮ
Ａ. 船长小于 ５ ｍ 且功率小于 ４４. １ｋＷ 的船舶

Ｂ. 船长小于 ７ｍ 且功率小于 ４４. １ｋＷ 的船舶

Ｃ. 船长小于 １２ｍ 且功率小于 ４４. １ｋＷ 的船舶

Ｄ. 船长小于 ２４ｍ 且功率小于 ６４. １ｋＷ 的船舶

１８. 在外板名称中“Ｋ”列板也叫 ꎮ
Ａ. 舷顶列板 Ｂ. 舭列板 Ｃ. 平板龙骨 Ｄ. 船底板

１９. 水密是指在 下ꎬ任何方向水均不能渗入该结构

之内ꎮ
Ａ. 设计水压力 Ｂ. 任何海况

Ｃ. 任何水压力 Ｄ. 极端海况

２０. 船长为 １０. ３ｍ 的内河渔业船舶ꎬ至少应配备 个救

生圈ꎮ
Ａ. ４ Ｂ. ３ Ｃ. ２ 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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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２００８»中规定ꎬ船长为 １１ｍ 的内

河渔业船舶ꎬ至少应配备 手提灭火器ꎮ
Ａ. １ 只 Ｂ. ２ 只 Ｃ. ３ 只 Ｄ. ４ 只

２２.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２００８ » 中规定ꎬ 敞口船系

指 ꎮ
Ａ. 从艏至艉不具有风雨密的部分露天甲板的船舶

Ｂ. 从艏至艉不具有风雨密的单层甲板的船舶

Ｃ. 从艏至艉不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船舶

Ｄ. 从艏至艉不具有风雨密的甲板的船舶

２３. 保证船体横向强度的构件是 ꎮ
Ａ. 肋骨ꎬ肋板和横梁 Ｂ. 强力甲板ꎬ龙骨和舭肘板

Ｃ. 舭龙骨ꎬ舭肘板 Ｄ. 船底板ꎬ纵骨和横梁

２４. 船舶在各种漂浮状态中ꎬ其平衡的条件是 ꎮ
Ａ. 重心和浮心重合ꎬ浮力小于重力

Ｂ. 重心和浮心位于同一条垂线上ꎬ浮力等于重力

Ｃ. 重心和浮心重合ꎬ浮力大于重力

Ｄ. 重心和浮心位于同一条垂线上ꎬ浮力小于重力

２５. 所有内河船舶不应使用以 为燃料的座机ꎮ
Ａ. 柴油 Ｂ. 汽油

Ｃ. 液化天然气 Ｄ. 煤油

２６. 发动机作为主机时ꎬ应装设可靠的调速器ꎬ使主机的转速

不超过额定转速的 ꎮ
Ａ. １１０％ Ｂ. １１５％ Ｃ. １２０％ Ｄ. １２５％

２７. 一般应设 只海水吸口ꎬ其位置应保证在航行状态

下ꎬ冷却水泵可以从任何一海底阀吸入江水ꎮ
Ａ. １ Ｂ. ２ Ｃ. ３ Ｄ. ４

２８. 燃油箱柜和燃油管法兰接头不应位于发动机排气管的正

上方ꎬ其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ꎮ
Ａ. ４５０ｍｍ Ｂ. ５００ｍｍ Ｃ. ５５０ｍｍ Ｄ. ６００ｍｍ

２９. 船舶应设有足够容量的垃圾贮集器ꎬ并予以适当固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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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垃圾抛入水中ꎮ
Ａ. 可以 Ｂ. 一般能 Ｃ. 严禁 Ｄ. 通常能

３０. 渔业 船 舶 在 排 放 含 油 污 水 时ꎬ 其 含 油 量 不 应 超 过

ｐｐｍꎮ
Ａ. ５ Ｂ. １５ Ｃ. ２０ Ｄ. １００

３１. 船舶在满载吃水的最大航速时ꎬ从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舷

３０°的转舵时间ꎬ人力舵应不大于 ꎮ
Ａ. ２０ｓ Ｂ. ２５ｓ Ｃ. ３０ｓ Ｄ. ３５ｓ

３２. 总功率为 及以上的舷外挂机ꎬ应在船首设置手轮

操纵台ꎮ
Ａ. １５ｋＷ Ｂ. ３０ｋＷ Ｃ. ３５ｋＷ Ｄ. ４０ｋＷ

３３. 小型渔船的发电机的工作电压一般为 ꎮ
Ａ. １２Ｖ Ｂ. ２４Ｖ Ｃ. ２８Ｖ Ｄ. ３２Ｖ

３４. 我国渔船交流电源的通常工作频率为 Ｈｚꎮ
Ａ. ４５ Ｂ. ５０ Ｃ. ５５ Ｄ. ６０

３５. 小型 渔 船 无 线 电 设 备 使 用 的 蓄 电 池 组ꎬ 应 布 置 在

内ꎮ
Ａ. 驾驶室内 Ｂ. 主甲板处 Ｃ. 驾驶甲板处Ｄ. 机舱

３６. 非金属船体的船舶电气设备的接地板面积应不小

于 ꎮ
Ａ. ０. １ ｍ２ Ｂ. ０. ２ｍ２ Ｃ. ０. ３ｍ２ Ｄ. ０. ４ｍ２

３７. 工作电压大于 时ꎬ电气设备应设有安全保护措施ꎮ
Ａ. １２Ｖ Ｂ. ２４Ｖ Ｃ. ５０Ｖ Ｄ. ６０Ｖ

３８. 船用电器设备的“三防”是指 ꎮ
Ａ. 防盐雾、防霉菌、防油雾

Ｂ. 防盐雾、防振动、防冲击

Ｃ. 防盐雾、防霉菌、防振动

Ｄ. 防潮湿、防霉菌、防油雾

３９. 电气设备及电缆ꎬ不应安装在船舶 上ꎮ
Ａ. 舱壁 Ｂ. 主甲板 Ｃ. 外板 Ｄ. 驾驶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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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每一独立回路均应设有可靠的 保护ꎮ
Ａ. 过载、欠压 Ｂ. 逆电流、欠压

Ｃ. 短路、过载 Ｄ. 过载、逆功率

４１. １９８５ 年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前往 海域作业ꎬ
从零起步开启了我国远洋渔业事业的大门ꎬ到 １９９７ 年ꎬ远洋渔获

总量达到 １００ 余万吨ꎮ
Ａ. 西非 Ｂ. 东非 Ｃ. 南美 Ｄ. 中东

４２.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发展的钢质渔船船型大部分是

渔船ꎬ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船型有 ８１０１、８１５４ 等型

Ａ. 围网 Ｂ. 延绳钓 Ｃ. 拖网 Ｄ. 鱿鱼钓

４３. ８１０１ 型拖网渔船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定型ꎬ是国内第一种定

型渔船ꎬ由 渔轮厂设计ꎬ在 ７０ 年代得以大批建造ꎮ
Ａ. 大连 Ｂ. 烟台 Ｃ. 上海 Ｄ. 湛江

４４. ８１５４ 型双拖艉滑道冷冻拖网渔船由 渔轮厂设计ꎬ
首船竣工于 １９７９ 年底ꎬ此后 ８１５４ 及其派生型船在全国各大船厂

批量建造ꎬ成为了我国 ８０ 年代渔船代表船型ꎮ
Ａ. 烟台 Ｂ. 上海 Ｃ. 大连 Ｄ. 湛江

４５. １９８５ 年ꎬ我国首支由 １２ 艘渔船和 １ 艘冷藏船组成的远洋

渔船队在 港启航ꎬ赴西非海域作业ꎬ这一船队都是由国内

海洋捕捞船改造而成ꎮ
Ａ. 辽宁大连 Ｂ. 福建马尾 Ｃ. 山东烟台 Ｄ. 上海

４６. 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一直坚持以(　 　 )为核心ꎮ
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Ｂ. 思想政治建设

Ｃ. 干部教育培训 Ｄ. 反腐倡廉建设

４７.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ꎬ具体到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ꎬ科学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的

(　 　 )上ꎮ
Ａ. 人生观 Ｂ. 世界观 Ｃ. 价值观 Ｄ. 政绩观

４８.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是(　 　 )
Ａ.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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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贯彻«公务员法»
Ｃ.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Ｄ. 加强党的建设

４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　 　 )
Ａ. 社会主义荣辱观 Ｂ. 为人民服务

Ｃ. 集体主义 Ｄ. 科学发展观

５０. 在党的建设中ꎬ必须放在突出位置的是(　 　 )
Ａ. 思想建设 Ｂ. 组织建设

Ｃ. 作风建设 Ｄ. 个人建设

二、多选题(本题共 ２５ 小题ꎬ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２５ 分)

１. 国家对 渔 业 船 舶 实 行 强 制 检 验 制 度ꎮ 强 制 检 验 分

为 ꎮ
Ａ. 初次检验 Ｂ. 营运检验 Ｃ. 建造检验 Ｄ. 临时检验

２. 经检验合格的渔业船舶ꎬ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

变 ꎮ
Ａ. 吨位 Ｂ. 载重线 Ｃ. 主机功率 Ｄ. 适航区域

３. 渔业船舶的检验收费ꎬ按照 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ꎮ
Ａ. 地方价格主管部门 Ｂ. 地方财政部门

Ｃ.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Ｄ. 国务院财政部门

４. 按照规定应当报废的渔业船舶继续作业的ꎬ应对其采取

的措施ꎮ
Ａ. 责令立即停止作业

Ｂ. 收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Ｃ. 强制拆解

Ｄ. 处 ２０００ 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对 所执行的检验

进行监督ꎮ
Ａ. 船舶所有人 Ｂ. 验船机构

Ｃ. 验船师 Ｄ. 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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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内河渔业船舶的营运检验包括 :
Ａ. 年度检验 Ｂ. 换证检验 Ｃ. 临时检验 Ｄ. 定期检验

７. 下列关于检验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 初次检验:系指对船舶首次颁发主管机关渔业船舶检验

证书之前所进行的检验ꎮ
Ｂ. 换证检验:系指对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有关项目ꎬ按规

定期限换发证书之前的检验ꎮ
Ｃ. 临时检验:系指对渔业船舶的技术状况或用途等发生变

化时所进行的非常规性检验ꎮ
Ｄ. 年度检验:系指对营运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有关项目ꎬ

按规定每年进行的常规检验ꎮ
８. 下列关于检验时间的说法正确的是 ꎮ

Ａ. 船舶的连续两次常规检验间隔时间为 １２ 个月

Ｂ. 换证检验应在证书到期之前 ３ 个月内进行

Ｃ. 船舶的连续两次常规检验间隔时间为 ２４ 个月

Ｄ. 换证检验应在证书到期之前 １ 个月内进行

９. 船长小于 １２ 米的船舶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应向验船机构申

请 ꎮ
Ａ. 初次检验 Ｂ. 营运检验 Ｃ. 临时检验 Ｄ. 期间检验

１０. 船舶所有人申报制造船舶的初次检验时应提交 ꎮ
Ａ. 船舶修造厂名称及工厂认可证书编号

Ｂ. 船舶设计单位名称及其资格认可证书编号

Ｃ. 设计图纸

Ｄ. 技术文件

１１. 船舶首尾尖舱可以是 ꎮ
Ａ. 主动力装置的舱室 Ｂ. 储存淡水的舱室

Ｃ. 旅客起居的舱室 Ｄ. 航行中调节纵倾

１２. 设置制荡舱壁的船舱有 ꎮ
Ａ. 机舱 Ｂ. 首尖舱 Ｃ. 尾尖舱 Ｄ. 客舱

１３. 肋骨框架是由 组成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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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纵桁 Ｂ. 横梁 Ｃ. 肋骨 Ｄ. 肋板

１４. 钢质内河渔船所有 均可使用压筋板ꎬ其板厚及剖

面模数应符合对平面舱壁的要求ꎮ
Ａ. 舱壁 Ｂ. 围壁 Ｃ. 隔壁 Ｄ. 甲板

１５. 内河木质渔船的船体灰缝应保证水密ꎬ不得有 等

缺陷ꎮ
Ａ. 龟裂 Ｂ. 脱屑 Ｃ. 疏松 Ｄ. 斜纹

１６. 燃油管路可采用 类型的管路ꎮ
Ａ. 无缝钢管 Ｂ. 无缝退火铜管

Ｃ. 塑料软管 Ｄ. 耐火耐油软管

１７. 燃油箱舱用燃油管的法兰接头不应位于 的正上

方ꎮ 且其横向间距应不小于 ４５０ｍｍꎮ
Ａ. 排气管 Ｂ. 钳工台 Ｃ. 电气设备 Ｄ. 发动机

１８. 燃油管路采用软管时ꎬ应采用有保护的 软管ꎮ
Ａ. 耐火 Ｂ. 橡胶 Ｃ. 耐油 Ｄ. 塑料

１９. 除开敞机舱外ꎬ应设置有效的 系统ꎮ
Ａ. 自然通风 Ｂ. 动力通风 Ｃ. 门 Ｄ. 窗

２０. 轴系材料一般应选择 材质ꎮ
Ａ. 碳钢 Ｂ. 碳锰钢 Ｃ. 灰铸铁 Ｄ. 合金钢

２１. 电气设备应能在 变化情况下正常工作ꎮ
Ａ. 发电机供电时额定电压的 ＋ ６％ ~ －１０％
Ｂ. 交流供电时额定频率的 ± ５％
Ｃ. 蓄电池供电时额定电压的 ＋ ３０％ ~ －２５％
Ｄ. 蓄电池供电时额定电压的 ＋ ２０ ~ － ３０Ｖ

２２. 熔断器在电路中起到 保护ꎮ
Ａ. 短路 Ｂ. 逆电流 Ｃ. 断相 Ｄ. 过载

２３. 并联运行的直流发电机应设 保护ꎮ
Ａ. 过载 Ｂ. 断相 Ｃ. 短路 Ｄ. 逆电流

２４. 船用电缆主要由 等部分组成ꎮ
Ａ. 导电芯线 Ｂ. 电气绝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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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胶带 Ｄ. 防护套

２５. 内河小型渔业船舶至少应配备的无线电设备有 ꎮ
Ａ. 卫导 Ｂ. 无线电通信设备

Ｃ. 航行安全信息接收装置 Ｄ. 雷达

三、判断题(本题共 ２５ 小题ꎬ每小题 １ 分ꎬ共 ２５ 分)

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和将要登记的渔业船舶的检验ꎬ包
括从事国际航运的渔业辅助船舶ꎬ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例»ꎮ
２. 各级公安边防、质量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ꎬ不得在

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渔业船舶检验和监督管理工作予以协助ꎮ
３. 渔业船舶检验ꎬ应当遵循安全第一、保证质量和方便渔民

的原则ꎮ
４. 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的工作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从事渔业船

舶检验工作的ꎬ责令其立即停止检验工作ꎬ处 １０００ 元以上 ５０００ 元

以下的罚款ꎮ
５. 船舶所有人在船舶检验期间内ꎬ应确保船舶处于适航

状态ꎮ
６. 对于木质建造船舶ꎬ应检查构件的连接、装配、钉固及捻缝

质量ꎮ
７. 对于新建造船舶的初次检验ꎬ验船师应参加船舶系泊及航

行试验ꎬ并在试验报告上签署意见ꎮ
８. 现有船舶初次检验中要求提交的图纸资料ꎬ如有困难ꎬ可

适当减少ꎮ
９. 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项目应按换证检验项目进行ꎮ
１０. 非渔业船舶改为渔业船舶的现有船舶ꎬ其初次检验可按

换证检验对待ꎮ
１１. 内河钢质渔船进行密性试验前ꎬ焊缝处应涂敷防护漆料ꎮ
１２. 内河钢质渔船的船长大于 １０ｍ 且船宽大于 ２ｍ 时ꎬ应设中

内龙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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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内河钢质渔船平面舱壁的厚度ꎬ对船长小于 １２ ｍ 的船应

不小于船底板厚度ꎮ
１４. 内河木质非机动渔船的肋骨间距可以大于 １０００ｍｍꎮ
１５. 内河渔船无需设置垃圾贮集器ꎮ
１６. 主机及发电机组的柴油机用的燃油ꎬ其闪点(闭杯试验)

一般应不低于 ４０℃ꎮ
１７. 小型渔船应设有通往机舱带有扶手梯子的出入口ꎬ其梯

子的倾角尽可能不大于 ７０°ꎮ
１８. 燃油舱柜的溢流管、测量管、注入管、空气管应避免通过

居住舱室ꎬ如有困难则在该处不得有可拆接头ꎮ
１９. 小型木质渔船盛装汽油的油箱容量应不大于 ２０ Ｌꎬ且仅

允许设一个汽油油箱ꎮ
２０. 燃油管不得穿过淡水舱ꎮ 如不可避免时ꎬ应在套管内

通过ꎮ
２１. 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钢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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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另设专

用导体接地ꎮ
２２. 电气设备安装油舱、油柜或双层底油舱等外壁表面的距

离至少应有 ５０ｍｍꎮ
２３. 小型渔船的每一路照明灯点最多可设置 １５ 个ꎮ
２４. 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钢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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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另设专

用导体接地ꎮ
２５. 主配电板的后面和上方可以通过水管、油管、蒸汽管及燃

油管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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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
复习指南(海洋)

编 写 说 明

１. 渔业船舶验船员试题由船舶检验法律法规ꎬ检验发证ꎬ船
舶检验发展史ꎬ船体、轮机、电气方面的检验规则ꎬ以及公务员基

础知识等方面的内容组成ꎮ
２. 考试依据

２.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２.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２.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２.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２.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２. ６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２. 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２. ８　 «渔业行政执法六条禁令»
２. ９　 «渔船检验执法人员廉洁自律“八不准”»
２. １０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１２ｍ 国内

海洋渔业船舶 ２０１７)»(以下简称«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２. １１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７ｍ 但小于

１２ｍ 沿海渔业船舶) ２００９»(以下简称«２００９ 规则»)
２. １２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２００２» (以下简称«２００２ 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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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３　 «海洋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程 ２００３»(以下简称«２００３
规程»)

２. 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２. １５　 «中国船舶检验史»
３. 出题原则:以渔业船舶检验签发相应检验证书为主线ꎬ包

含在检验过程中对船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审查、船用产品检验

以及建造和营运船舶的检验工作中应掌握的内容ꎮ

第一部分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对国家有关渔业船舶检验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基本要求ꎬ以及有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的总则部分的内

容ꎬ应分别达到了解或掌握的程度ꎮ
考试内容: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６.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六项禁令»
８. «渔业行政执法六条禁令»
９. «渔船检验执法人员廉洁自律“八不准”»
１０. «２００９ 规则»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具体内容: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１. １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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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施行日期(简介)、适用范

围(第二条)、立法目的(第四条)、执行部门的权限范围及具体要

求(第六条)和外国人、外国渔业船舶进入中国水域的相关管理规

定(第八条)ꎮ
１. ２　 养殖业

掌握国家对养殖业的政策支持和具体要求(第十一、十二、十
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条)ꎮ

１. ３　 捕捞业

掌握国家对捕捞许可证的管理制度(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条)
和捕捞许可证的发放要求(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ꎮ

１. ４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掌握国家为增殖渔业资源所采取的措施(第二十八条)和设

置禁渔区、禁渔期的目的、意义ꎬ以及具体要求(第二十九、三十

条)ꎮ
１. ５　 法律责任

掌握各类违法使用捕捞许可证的处罚方式(第三十六、三十

七、四十一、四十三条)、违法捕捞的处罚方式(第四十五、四十八

条)和执法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处罚方式(第四

十九条)ꎮ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２. １　 总则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适用范围(第三条)、
原则(第五条)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

可的权利(第七、八条)ꎮ
２. ２　 行政许可的设定

掌握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第十二条)、不设行政许可的条件

(第十五条)和行政许可设定权(第十六条)ꎮ
２. ３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掌握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第二十五、二十六条)和纪律(第
二十七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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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掌握行政许可申请程序(第二十九条)、受理程序(第三十二

条)、审查程序(第三十五、三十九条)、决定程序(第四十、四十一

条)、听证程序(第四十八条)、变更与延续(第五十条)和特别规

定(第五十三、五十七条)ꎮ
２. ５　 监督检查

掌握撤销行政许可的适用(第六十九条)ꎮ
２. ６　 法律责任

了解行政许可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七十四、七
十五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和被许可人的法律责任(第七十八条)
和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法律

责任(第八十一条)ꎮ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３. １　 总则

掌握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作职责(第四条)、工会监督任用(第
七条)、各级政府职责(第八、九条)和相关技术、管理服务机构对

安全生产的作用(第十二、十三、十五条)ꎮ
３. ２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掌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职责(第十八条)、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第二十一条)、教育和培训的要求(第二十

五条)、安全设施建设的相关规定(第二十八条)、严重危及生产安

全的工艺及设备实行的淘汰制度(第三十五条)、重大危险源的管

理(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场所的相关规定(第三十九条)、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ꎮ
３. ３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掌握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第五十二、五十三条)和义务

(第五十五、五十七、五十八条)ꎮ
３. ４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掌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第六十七条)和监督检验职权

(第七十五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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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了解生产安全事故后的应急程序(第八十条)和事故调查处

理(第八十三条)ꎮ
３. ６　 法律责任

了解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法的处罚方式(第八十九、九十、九
十八条)ꎮ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４. １　 总则

了解立法宗旨(第一条)、适用对象(第二条)、管理原则(第
五条)、任用原则(第七条)、分类管理制度(第八条)和主管部门

(第十条)ꎮ
４. ２　 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掌握公务员应当具备的条件(第十一条)、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十二条)和应当享有的权利(第十三条)ꎮ
４. ３　 职务与级别

了解职位分类制度(第十四条)、职务级别(第十五、十六、十
七条)和级别与待遇的对应关系(第十八、十九条)ꎮ

４. ４　 录用

了解公务员的录用办法(第二十一条)、主管部门(第二十二

条)、录用招考、考试、复审等相关程序与规定(第二十三至三十二

条)ꎮ
４. ５　 考核

了解公务员的考核方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和考

核等级(第三十六、三十七条)ꎮ
４. ６　 职务任免

了解公务员职务任免制度(第三十八条)、选任制(第三十九

条)、委任制(第四十条)和其他相关规定(第四十二条)ꎮ
４. ７　 职务升降

了解公务员晋升职务的规定(第四十三条)、程序(第四十四

条)和其他相关规定(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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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８　 奖励

了解公务员奖励原则(第四十八条)、奖励应具备的条件(第
四十九条)、奖励的等级(第五十条)和撤销奖励的情形(第五十

二条)ꎮ
４. ９　 惩戒

了解公务员违反纪律的行为(第五十三条)、处分(第五十四

至五十六条)、处分原则(第五十七、五十八条)和处分的解除(第
五十九条)ꎮ

４. １０　 培训

了解公务员的分类培训(第六十、六十一条)和培训的登记管

理(第六十二条)ꎮ
４. １１　 交流与回避

了解公务员交流制度(第六十三至六十七条)和回避制度(第
六十八、六十九条)ꎮ

４. １２　 工资福利保险

了解公务员的国家工资制度(第七十三条)、工资构成(第七

十四条)、工资调查制度(第七十五条)、福利待遇(第七十六条)、
保险制度(第七十七条)和工资保障(第七十八条)ꎮ

４. １３　 辞职辞退

了解公务员辞职的程序(第八十条)、不得辞去公职的情形

(第八十一条)、领导职务公务员辞职规定(第八十二条)、辞退

(第八十三条)、不得辞退的情形(第八十四条)和交接手续(第八

十六条)ꎮ
４. １４　 退休

了解公务员退休的条件(第八十七、八十八条)和退休后的待

遇(第八十九条)ꎮ
４. １５　 申诉控告

了解公务员申诉的条件(第九十条)、申诉受理机关工作规定

(第九十一、九十二条)ꎮ
４. １６　 职位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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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机关聘任公务员的原则(第九十五条)、聘任程序(第九

十六条)、聘任合同(第九十七、九十八条)和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第一百条)ꎮ
４. １７　 法律责任

了解违反公务员法情形(第一百零一条)、辞去公职或者退休

的相关规定(第一百零二条)和机关错误的人事处理的赔偿(第一

百零三条)ꎮ
４. １８　 附则

掌握领导成员定义(第一百零五条)ꎮ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５. １　 总则

了解立法宗旨(第一条)、适用范围(第二条)、突发事件定义

(第三条)、应急管理体制(第四条)、工作原则(第五条)、社会动

员机制(第六条)、主管部门及分工(第八条至十六条)ꎮ
５. ２　 预防与应急准备

了解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第十七条)、应急预案的制定

(第十八、二十四条)、城乡规划注意事项(第十九条)、危险源、危
险区域的登记(第二十条)、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的处理(第
二十一条)、安全管理制度(第二十二条)、应急管理培训制度(第
二十五条)、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保障(第二十七条)、训练(第二十

八、二十九条)、应急知识教育(第三十条)、经费保障(第三十一

条)和通信保障(第三十三条)ꎮ
５. ３　 监测与预警

了解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与报告(第三十八至四十条)、突发事

件预警制度(第四十二条)和突发事件预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条)ꎮ
５. ４　 应急处置与救援

了解应急处置措施(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三、五十四条)和应

急救援(第五十五、五十七条)ꎮ
５. ５　 事后恢复与重建

了解突发事件后政府恢复与重建职责(第五十九条)和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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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政策(第六十一条)ꎮ
５. ６　 法律责任

了解政府和个人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八条)ꎮ
５. ７　 附则

了解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主管机关(第六十九条)和本法施

行日期(第七十条)ꎮ
６.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掌握导语、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规范ꎮ
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六项禁令»
掌握中央关于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

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和厉

行勤俭节约的八项规定ꎮ
掌握关于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

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滥发钱物ꎬ讲排场、比阔气ꎬ搞铺

张浪费、严禁超标准接待和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的六项

禁令ꎮ
８. «渔业行政执法六条禁令»
掌握农业部对于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在娱乐场所消

费、执法处罚收费、索要收受管理相对人钱物、私分罚没款物、弄
虚作假、参与和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等方面的六条禁令和违反

禁令的法律责任ꎮ
９. «渔船检验执法人员廉洁自律“八不准”»
掌握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下发的关于渔船检验执法人员

不准违犯渔船检验法律法规ꎬ不准伪造、变造检验数据、报告和结

论ꎬ不准参加服务对象的宴请ꎬ不准收受礼品ꎬ不准参与与执法关

联的生产经营ꎬ不准在监管服务对象单位兼职和不准擅自提供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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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信息等八不准规定ꎮ
１０. «２００９ 规则»
１０. １　 责任(１. １. ９)
掌握主管机关、验船人员和船舶所有人的责任ꎮ
１０. ２　 申诉(１. １. １０)
掌握当事人对检验结论有异议时的处理程序ꎮ
１０. ３　 检验机构(１. １. １１)
掌握承担船舶检验的机构和人员ꎬ及其相应业务范围

１０. ４　 验船人员职权(１. １. １３)
掌握验船人员职权范围、船证不符、检验不符合规则规定、船

舶试验项目、船用产品等方面ꎮ
１０. ５　 验船人员职责(１. １. １４)
掌握验船人员的职责范围ꎮ
１０. ６　 船舶安全声明(１. １. １５)
了解«船舶安全技术状况说明书»的内容和格式要求ꎮ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１１. １　 总则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条例»立法宗旨(第
一条)、适用对象(第二条)、各渔业行政部门的职责(第三条)、检
验制度(第四条)和检验原则(第五条)ꎮ

１１. ２　 初次检验

掌握初次检验的定义(第六条)、适用情形(第七条)、工作程

序(第八至十一条)、检验机构的管辖权限划分(第十二条)ꎮ
１１. ３　 营运检验

掌握营运检验的定义(第十三条)、适用情形(第十四条)、工
作程序及具体要求(第十五至十七条)和检验机构的管辖权限划

分(第十八条)ꎮ
１１. ４　 临时检验

掌握临时检验的定义(第十九条)、工作程序及具体要求(第
二十一条)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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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５　 监督管理

掌握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受理检验业务的范围(第二十四条)、
验船人员从业资质(第二十五、二十六条)、检验收费、证书、记录

等的执行标准(第二十八、二十九条)和报废、改籍、改则、灭失等

情况的处理措施(第三十、三十一条)ꎮ
１１. ６　 法律责任

掌握对违反«条例»规定的各类渔船(第三十二、三十三条)
和检验工作人员的处理规定(第三十五至三十七条)ꎮ

第二部分　 船舶检验发证

基本要求:
掌握«２００９ 规则»、«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检验和发证部分所列

相关内容及要求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０９ 规则»
２. «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考试内容:
１. 国内海上渔业船舶检验与发证规定

２. 国内海上渔业船舶各类法定检验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２. １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ꎻ
２. ２　 渔业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需要时)ꎻ
２. ３　 渔业船舶临时乘员定额证书(需要时)ꎻ
２. ４　 休闲渔船安全证书ꎮ
具体内容:
１. «２００９ 规则»
１. １　 一般规定(第二章第 １ 节)
１. １. １　 了解检验与发证的一般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掌握检验类别的有关要求(第二章 ２.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检验类别(第二章 ２. １.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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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２　 检验类别的定义(第二章 ２. １. ２. ２、２. １. ２. ３、２. １.
２. ４、２. １. ２. ５)

１. １. ３　 掌握检验时间的要求 (第二章 ２. １. ３)
１. １. ４　 掌握检验申请的有关要求(第二章 ２. １. ４)
１. １. ４. １　 掌握各类检验申请的申报条件(第二章 ２. １. ４. １ ~

２. １. ４. ４)
１. １. ４. ２　 掌握各类检验申请的申报资料(第二章 ２. １. ４. ５ ~

２. １. ４. ８)
１. １. ５　 掌握检验受理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５)
１. １. ６　 检验实施的各项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１. １. ６. １　 掌握实施初次检验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１)
１. １. ６. ２　 掌握实施营运检验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２)
１. １. ６. ３　 掌握实施临时检验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３)
１. １. ６. ４　 了解«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的检验规定(第

二章 ２. １. ６. ４)
１. ２　 了解检验范围(第二章第 ２ 节)
１. ２. １　 了解新建造船舶的初次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了解图纸资料的提交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１. １ ~ ２. ２.

１. ４)
１. ２. １. ２　 了解船体检验项目(第二章 ２. ２. １. ５)
１. ２. １. ３　 了解轮机和电气设备检验项目(第二章 ２. ２. １. ６)
１. ２. １. ４　 了解其他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１. ７ － ２. ２. １. ８)
１. ２. ２　 了解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２)
１. ２. ３　 了解年度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３)
１. ２. ４　 了解换证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４)
２. «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２. １　 通则(第二篇第 １ 章)
２. １. １　 了解一般规定(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１ 节)
２. １. ２　 掌握检验分类(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２ 节)
２. １. ２. １　 掌握检验类别(第二篇 １. ２.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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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 ２　 掌握检验类别的定义及要求(第二篇 １. ２. ２ ~１. ２. ６)
２. １. ３　 掌握检验时间的要求(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３ 节)
２. １. ４　 检验申报的要求(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４ 节)
２. １. ４. １　 掌握检验申报的要求(第二篇 １. ４. １ － １. ４. ３)
２. １. ４. ２　 掌握检验申报需要的资料(第二篇 １. ４. ４)
２. １. ５　 掌握受理与实施的规定(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５ 节)
２. １. ５. １　 掌握检验受理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１)
２. １. ５. ２　 掌握检验实施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２. １. ５. ２. １　 掌握实施初次检验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１)
２. １. ５. ２. ２　 掌握实施营运检验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２)
２. １. ５. ２. １　 掌握实施临时检验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３)
２. ２　 证书

２. ２. １　 掌握证书种类(第二篇第 １ 节)
２. ２. １. １　 掌握证书分类(第二篇 ２.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了解证书的适用范围(第二篇 ２. １. ２)
２. ２. １. ３　 了解渔业船舶检验记录的适用范围(第二篇 ２. １. ３)
２. ２. ２　 掌握证书有效期限(第二篇第 ２ 节)
２. ２. ２. １　 掌握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限的衔接规定(第

二篇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掌握渔业船舶临时航行安全证书的签发规定(第

二篇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掌握渔业船舶临时乘员定额证书的签发规定(第

二篇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４　 掌握休闲渔船安全证书的签发规定(第二篇 ２. ２. ４)
２. ２. ２. ５　 掌握老旧渔业船舶证书有效期限及船龄标准(第

二篇 ２. ２. ５)
２. ２. ３　 掌握证书签发的要求(第二篇第 ３ 节)
２. ２. ４　 掌握证书发送与保存的要求(第二篇第 ４ 节)
２. ２. ５　 掌握证书失效的规定(第二篇第 ５ 节)
２. ２. ５. １　 证书失效的条件(第二篇 ２.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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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５. ２　 证书失效后的处理规定(第二篇 ２. ５. ２ ~ ２. ５. ３)
２. ３　 了解检验项目

２. ３. １　 了解初次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第 ３ 章第 ２ 节)
２. ３. ２　 了解年度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第 ３ 章第 ３ 节)
２. ３. ３　 了解期间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第 ３ 章第 ４ 节)
２. ３. ４　 了解换证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第 ３ 章第 ５ 节)
２. ４　 了解需要出具检查、检测、试验报告的项目的内容(第

二篇第 ４ 章)
２. ４. １　 了解初次检验项目的规定(第二篇第 ２ 节)
２. ４. ２　 了解年度检验项目的规定(第二篇第 ３ 节)
２. ４. ３　 了解期间检验项目的规定(第二篇第 ４ 节)
２. ４. ４　 了解换证检验的项目的规定(第二篇第 ５ 节)
２. ５　 了解图纸审查的规定(第二篇第 ５ 章)

第三部分　 船舶检验发展史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我国渔船检验的历史沿革情况ꎬ包括新中国

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及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我
国渔船检验工作的基本情况ꎮ

考试内容:
１. 新中国船检事业的开创、形成和发展

２. 船检事业在“文革”时期的情况

３. 中国船检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壮大

４. 船检体制改革和新时期行业发展

具体内容:
１.新中国船检事业的开创

１. １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初建情况(第三章第一节第四部

分)
１. ２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工作开展情况(第三章第三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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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
２.新中国船检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２. １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建立与变革情况(第四章第一节

第五部分)
２. ２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人员的培训情况(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部分)
２. ３　 了解渔船检验工作试点及渔船检验工作的初步开展情

况(第四章第四节第十部分)
３.船检事业在“文革”时期的情况

３. １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人员的培训情况(第五章第二节

第三部分)
４.船检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壮大

４. １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与队伍的发展情况(第六章第一节

第三部分)
４. ２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人员的培训情况(第六章第二节

第四部分)
４. ３　 了解渔船检验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第六章第三节第

六部分)
４. ４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业务的发展情况(第六章第四节

第六部分)
４. ５　 了解渔船专用产品检验业务的发展情况(第六章第五

节第五部分)
５.船检体制改革和新时期行业发展

５. １　 了解新时期渔业、渔船及渔检机构的变革与发展情况

(第七章第一节第二部分)
５. ２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调整情况(第七章第二节第五部

分)
５. ３　 了解渔检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与该时期人员的培训情

况(第七章第三节第五部分)
５. ４　 了解现代渔业船舶检验法规体系的建立情况(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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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部分)
５. ５　 了解渔业船舶检验事业软硬件建设和科研发展的情况

(第七章第五节第五部分)
５. ６　 了解渔船检验业务的深入发展情况(第七章第七节第

五部分)
５. ７　 了解渔船船用产品检验业务的拓展情况(第七章第八

节第三部分)
５. ８　 了解渔船检验的国际交流情况(第七章第十节第三部

分)

第四部分　 船舶检验船体专业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理解或掌握主管机关有关检验规则、规程ꎬ

具备国内海上渔业船舶检验的船体专业综合能力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０９ 规则»
２. «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考试内容:
１. 签发渔业船舶安全证书的检验

２. 签发渔业船舶吨位证书的吨位丈量

３.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检验

４. 签发渔业船舶载重线证书的检验

具体内容:
１.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知识

１. １　 了解船型与主尺度要素的相关概念

１. ２　 了解船舶性能ꎬ即浮性、稳性、抗沉性、快速性、适航性

和操纵性的概念及应用ꎻ
１. ３　 了解船舶各部分受力情况ꎻ
１. ４　 了解船体板架的形式ꎬ构件名称及构件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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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ꎻ
１. ６　 掌握型线图、总布置图、典型横剖面图所表达的信息ꎮ
参考书籍:船体制图、船体结构、船舶原理、船舶法定检验

规则

２.相关规则

２. １　 总则部分

２. １. １　 了解各规则适用范围ꎻ
２. １. ２　 掌握作业航区划分及作业限制中对航区的规定及作

业限制ꎻ
２. １. ３　 了解定义的内容中的相关概念ꎻ
２. ２　 船舶构造

２. ２. １　 了解一般规定ꎻ
２. ２. ２　 掌握船体结构设计原则ꎻ
２. ２. ３　 掌握舱壁设置的要求ꎻ
２. ２. ４　 掌握密性试验的要求ꎻ
２. ３　 稳性

２. ３. １　 了解一般要求ꎻ
２. ３. ２　 掌握完整稳性的内容及要求ꎻ
２. ３. ３　 掌握简易衡准的计算方法

２. ４　 载重线

２. ４. １　 掌握干舷的核定方法ꎻ
２. ４. ２　 掌握载重线标志及其勘划要求ꎻ
２. ４. ３　 掌握排水舷口的要求ꎻ
２. ４. ４　 掌握人员保护的要求ꎻ
２. ４. ５　 了解附加要求ꎮ
２. ５　 吨位丈量

２. ５. １　 了解一般规定ꎻ
２. ５. ２　 掌握吨位计算方法ꎻ
２. ５. ３　 掌握容积计算方法ꎮ
２. ５. ４　 安全设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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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５　 掌握救生设备的配备要求ꎻ
２. ５. ６　 了解专用术语ꎬ掌握技术术语ꎮ
３.玻璃钢渔业船舶

３. １　 了解适用范围ꎻ
３. ２　 了解名词术语的定义ꎻ
３. ３　 了解第 ３ 章船体材料第 １ 节通则ꎻ
３. ４　 了解第 ４ 章成型工艺第 １ 节通则ꎻ
３. ５　 了解第 ５ 章连接第 １ 节通则ꎻ
３. ６　 掌握第 ６ 章船体结构 ６. １. １ 一般要求ꎻ
３. ７　 掌握第 ６ 章船体结构 ６. １. ７ 其他要求ꎻ
３. ８　 了解第 ６ 章船体结构第 ２ 节总纵强度ꎻ
３. ９　 掌握第 ６ 章船体结构中涉及到的船体构件的含义ꎻ
３. １０　 了解第 ６ 章船体结构 附录 Ｂꎮ
４.木质海洋渔业船舶

４. １　 了解适用范围ꎻ
４. ２　 了解送审图纸内容ꎻ
４. ３　 了解第 ２ 章船体构造第 １ 节木材的一般要求和木材缺

陷的限用范围ꎻ
４. ４　 掌握第 ２ 章船体构造第 ２ 节结构形式及图示各构件

名称ꎻ
４. ５　 了解第 ２ 章船体构造第 ３ 节主要构件及尺寸要求ꎻ
４. ６　 了解第 ２ 章船体构造第 ６ 节捻缝的要求及密性实验ꎻ
４. ７　 了解第 ２ 章船体构造第 ７ 节防蛆与防腐要求ꎻ
４. ８　 了解第 ２ 章船体构造第 ８ 节排水舷口ꎻ
４. ９　 了解第 ２ 章船体构造第 ９ 节舾装设备中锚及系泊设备

的配备要求ꎻ
４. １０　 了解第 ４ 章稳性及干舷第 ３ 节特别规定的要求ꎮ
５.小型钢质海洋渔业船舶

５. １　 了解第 １ 章 一般规定ꎻ
５. ２　 了解第 ２ 章船体结构的内容与要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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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了解第 ３ 章设备配置的内容与要求ꎻ
５. ４　 了解第 ４ 章完整稳性的内容与要求ꎻ
５. ５ 　 了解第 ５ 章吨位丈量的规定及载重线中干舷的计算

方法ꎮ

第五部分　 船舶检验轮机专业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理解或掌握主管机关有关检验规则、规程ꎬ

具备国内海上渔业船舶检验的轮机专业综合能力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０９ 规则»
２. «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３. «２００３ 规程»
考试内容:
１. 签发国内渔船检验证书的检验项目

２.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检验项目

３. 渔捞和起重设备的检验项目

具体内容:
１.签发国内渔船检验证书的检验项目

１. １　 机械设备

１. １. １　 掌握舱底水管系的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七篇

２. ８)
１. １. ２　 掌握燃油管系的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七篇 ２. ７)
１. １. ３　 掌握滑油管系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七篇 ２. ７)
１. １. ４　 掌握空气压力管系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七篇

２. ６)
１. １. ５　 了解柴油机装置的一般规定(«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

七篇 ２. １)
１. １. ６ 　 掌握操舵装置的配备、基本性能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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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第七篇 ２. １１)
１. １. ７　 了解解制冷装置安全防护的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

洋)»第七篇 ２. １３)
１. １. ８　 了解开工前的检验(«２００３ 规程»第二篇 ２. １. ２)
１. １. ９　 了解钢质渔业船舶船体结构的检验(２００３ 规程第二

篇 ３. １)
１. １. １０　 了解载重线检验(«２００３ 规程»第二篇、第六篇)
１. １. １１　 了解船体舾装设备检验(«２００３ 规程»第二篇 ５. １、

５. ２)
１. １. １２　 了解轮机装置的检验(«２００３ 规程»第二篇第六章)
２.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检验项目

２. １　 防止油污的检验项目

２. １. １　 了解防止油类污染的一般规定(«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第十五篇 ２. １、２００３ 规程第九篇 ２. １)

２. １. ２　 了解滤油设备和残油(油泥)舱配备要求(«２０１７ 规

则(海洋)»第十五篇 ２. ２. １)
２. １. ３　 了解油类标准排放接头的尺寸和配备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十五篇 ２. ２. １)
２. １. ４　 了解艏尖舱或防撞舱壁之前不得装载油类以及在燃

油舱内限制装载压载水的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十五篇

２. ２. ２)
２. １. ５　 了解免除滤油设备的条件(«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十

五篇 ２. ３. ２)
２. ２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的检验项目

２. ２. １　 了解船舶生活污水设备配备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
洋)»第十五篇 ３. ２. １)

２. ２. ２　 了解生活污水标准排放接头的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
洋)»第十五篇 ３. ２. ２)

２. ３　 防止垃圾污染的检验项目

２. ３. １　 了解防止船舶垃圾污染的有关定义(«２０１７ 规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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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第十五篇 ４. １)
２. ３. ２　 了解垃圾处理的规定(«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十五篇

４. ２、«２００３ 规程»第九篇 ４. １)
２. ３. ３ 　 了解告示、垃圾管理计划和垃圾记录簿的规定

(«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十五篇 ４. ４)
２. ４　 防止空气污染的检验项目

２. ４. １　 了解对船舶排放控制要求(«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第十

五篇第五章)

第六部分　 船舶检验电气专业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理解或掌握主管机关有关检验规则、规程ꎬ

具备国内海上渔业船舶检验的电气专业综合能力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考试内容:
１. 签发国内渔船检验证书的检验项目

具体内容:
１. «２０１７ 规则(海洋)»
１. １　 理解、掌握电气装置的通则(１. １ ~ １. ２)
１. ２　 掌握船舶电站的主电源(２. １ ~ ２. １０)
１. ３　 掌握船舶电站的应急电源(３. １ ~ ３. ４)
１. ３. １　 一般规定

１. ３. ２　 应急电源供电时间和范围

１. ３. ３　 应急发电机组起动装置

１. ３. ４　 备用电源

１. ４　 掌握船舶照明(４. １ ~ ４. ３)
１. ５　 理解、掌握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５. １ ~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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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１　 接地和防触电措施

１. ５. ２　 防火措施

１. ５. ３　 系统和线路保护措施

第七部分　 公务员基础知识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对公务员岗位基本技能、业务知识、行为规

范和机关工作方式等ꎬ以提高验船员对工作的适应能力ꎮ
适用法规: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考试要求: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和公务礼仪中所列相关内容

及要求ꎮ
具体内容:
１.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１. １　 总则

了解党政机关公文的定义(第三条)和公文处理工作的原则

(第五条)ꎮ
１. ２　 公文种类

了解公文种类和各类公文的适用范围(第八条)ꎮ
１. ３　 公文格式

了解公文的组成(第九条)ꎮ
１. ４　 行文规则

了解行文原则(第十三条)、向上级机关行文规则(第十五

条)、向下级机关行文规则(第十六条)和同级行文、联合行文(第
十七条)ꎮ

１. ５　 公文拟制

了解公文拟制程序(第十八条)和公文的审批签发(第二十二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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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公文办理

了解公文办理内容(第二十三条)、收文办理主要程序(第二

十四条)和发文办理主要程序(第二十五条)ꎮ
２.公务礼仪

参照«公务员初任培训读本(第三版)»第 ２４３ ~ ５２４ 页ꎮ
２. １　 了解握手的礼仪ꎻ
２. ２　 了解公务场合上的语言特点、谈话距离、体态语言及其

他注意事项ꎻ
２. ３　 了解公务宴会礼节、座次安排、席间礼仪ꎻ
２. ４　 了解公务员着装讲究、Ｐ. Ｔ. Ｏ 原则、西服穿法ꎻ
２. ５ 　 了解公务会场礼仪、如何布置会场、排位原则、会场

礼仪ꎻ
２. ６　 了解公务员参加涉外活动礼仪ꎻ
２. ７　 了解走路礼节ꎻ
２. ８　 了解乘车礼仪ꎻ
２. ９　 了解乘电梯礼仪ꎻ
２. １０　 了解递名片礼仪ꎻ
２. １１　 了解日常讲话 Ｐ. Ｑ. Ｅ 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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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验船员入职上岗考试试题
复习指南(内河)

编 写 说 明

１. 渔业船舶验船员试题由船舶检验法律法规ꎬ检验发证ꎬ船
舶检验发展史ꎬ船体、轮机、电气方面的检验规则ꎬ以及公务员基

础知识等方面的内容组成ꎮ
２. 考试依据

２.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２.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２.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２.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２.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２. ６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２. 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２. ８　 «渔业行政执法六条禁令»
２. ９　 «渔船检验执法人员廉洁自律“八不准”»
２. １０ 　 «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２００２» (以下简称«２００２ 规

则»)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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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
２. １２　 «船长大于或等于 ５ｍ 但小于 １２ｍ 内河渔业船舶法定

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０８)»(以下简称«２００８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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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２. １４　 «中国船舶检验史»
３. 出题原则:以渔业船舶检验签发相应检验证书为主线ꎬ包

含在检验过程中对船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审查、船用产品检验

以及建造和营运船舶的检验工作中应掌握的内容ꎮ

第一部分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对国家有关渔业船舶检验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基本要求ꎬ以及有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的总则部分的内

容ꎬ应分别达到了解或掌握的程度ꎮ
考试内容: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６.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六项禁令»
８. «渔业行政执法六条禁令»
９. «渔船检验执法人员廉洁自律“八不准”»
１０. «２００８ 规则»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具体内容: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１. １　 总则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施行日期(简介)、适用范

围(第二条)、立法目的(第四条)、执行部门的权限范围及具体要

４５



求(第六条)和外国人、外国渔业船舶进入中国水域的相关管理规

定(第八条)ꎮ
１. ２　 养殖业

掌握国家对养殖业的政策支持和具体要求ꎮ (第十一、十二、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条)

１. ３　 捕捞业

掌握国家对捕捞许可证的管理制度(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条)
和捕捞许可证的发放要求(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ꎮ

１. ４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掌握国家为增殖渔业资源所采取的措施(第二十八条)和设

置禁渔区、禁渔期的目的、意义ꎬ以及具体要求(第二十九、三十

条)ꎮ
１. ５　 法律责任

掌握各类违法使用捕捞许可证的处罚方式(第三十六、三十

七、四十一、四十三条)、违法捕捞的处罚方式(第四十五、四十八

条)和执法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处罚方式(第四

十九条)ꎮ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２. １　 总则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适用范围(第三条)、
原则(第五条)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

可的权利(第七、八条)ꎮ
２. ２　 行政许可的设定

掌握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第十二条)、不设行政许可的条件

(第十五条)和行政许可设定权(第十六条)ꎮ
２. ３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掌握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第二十五、二十六条)和纪律(第
二十七条)ꎮ

２. ４　 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掌握行政许可申请程序(第二十九条)、受理程序(第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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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审查程序(第三十五、三十九条)、决定程序(第四十、四十一

条)、听证程序(第四十八条)、变更与延续(第五十条)和特别规

定(第五十三、五十七条)ꎮ
２. ５　 监督检查

掌握撤销行政许可的适用(第六十九条)ꎮ
２. ６　 法律责任

了解行政许可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七十四、七
十五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和被许可人的法律责任(第七十八条)
和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法律

责任(第八十一条)ꎮ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３. １　 总则

掌握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作职责(第四条)、工会监督任用(第
七条)、各级政府职责(第八、九条)和相关技术、管理服务机构对

安全生产的作用(第十二、十三、十五条)ꎮ
３. ２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掌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职责(第十八条)、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第二十一条)、教育和培训的要求(第二十

五条)、安全设施建设的相关规定(第二十八条)、严重危及生产安

全的工艺及设备实行的淘汰制度(第三十五条)、重大危险源的管

理(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场所的相关规定(第三十九条)、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ꎮ
３. ３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掌握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第五十二、五十三条)和义务

(第五十五、五十七、五十八条)ꎮ
３. ４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掌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第六十七条)和监督检验职权

(第七十五条)ꎮ
３. ５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掌握生产安全事故后的应急程序(第八十条)和事故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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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八十三条)ꎮ
３. ６　 法律责任

了解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法的处罚方式(第八十九、九十、九
十八条)ꎮ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４. １　 总则

了解立法宗旨(第一条)、适用对象(第二条)、管理原则(第
五条)、任用原则(第七条)、分类管理制度(第八条)和主管部门

(第十条)ꎮ
４. ２　 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掌握公务员应当具备的条件(第十一条)、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十二条)和应当享有的权利(第十三条)ꎮ
４. ３　 职务与级别

了解职位分类制度(第十四条)、职务级别(第十五、十六、十
七条)和级别与待遇的对应关系(第十八、十九条)ꎮ

４. ４　 录用

了解公务员的录用办法(第二十一条)、主管部门(第二十二

条)、录用招考、考试、复审等相关程序与规定(第二十三至三十二

条)ꎮ
４. ５　 考核

了解公务员的考核方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和考

核等级(第三十六、三十七条)ꎮ
４. ６　 职务任免

了解公务员职务任免制度(第三十八条)、选任制(第三十九

条)、委任制(第四十条)和其他相关规定(第四十二条)ꎮ
４. ７　 职务升降

了解公务员晋升职务的规定(第四十三条)、程序(第四十四

条)和其他相关规定(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条)ꎮ
４. ８　 奖励

了解公务员奖励原则(第四十八条)、奖励应具备的条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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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条)、奖励的等级(第五十条)和撤销奖励的情形(第五十

二条)ꎮ
４. ９　 惩戒

了解公务员违反纪律的行为(第五十三条)、处分(第五十四

至五十六条)、处分原则(第五十七、五十八条)和处分的解除(第
五十九条)ꎮ

４. １０　 培训

了解公务员的分类培训(第六十、六十一条)和培训的登记管

理(第六十二条)ꎮ
４. １１　 交流与回避

了解公务员交流制度(第六十三至六十七条)和回避制度(第
六十八、六十九条)ꎮ

４. １２　 工资福利保险

了解公务员的国家工资制度(第七十三条)、工资构成(第七

十四条)、工资调查制度(第七十五条)、福利待遇(第七十六条)、
保险制度(第七十七条)和工资保障(第七十八条)ꎮ

４. １３　 辞职辞退

了解公务员辞职的程序(第八十条)、不得辞去公职的情形

(第八十一条)、领导职务公务员辞职规定(第八十二条)、辞退

(第八十三条)、不得辞退的情形(第八十四条)和交接手续(第八

十六条)ꎮ
４. １４　 退休

了解公务员退休的条件(第八十七、八十八条)和退休后的待

遇(第八十九条)ꎮ
４. １５　 申诉控告

了解公务员申诉的条件(第九十条)、申诉受理机关工作规定

(第九十一、九十二条)ꎮ
４. １６　 职位聘任

了解机关聘任公务员的原则(第九十五条)、聘任程序(第九

十六条)、聘任合同(第九十七、九十八条)和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８５



(第一百条)ꎮ
４. １７　 法律责任

了解违反公务员法情形(第一百零一条)、辞去公职或者退休

的相关规定(第一百零二条)和机关错误的人事处理的赔偿(第一

百零三条)ꎮ
４. １８　 附则

了解领导成员定义(第一百零五条)ꎮ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５. １　 总则

了解立法宗旨(第一条)、适用范围(第二条)、突发事件定义

(第三条)、应急管理体制(第四条)、工作原则(第五条)、社会动

员机制(第六条)、主管部门及分工(第八条至十六条)ꎮ
５. ２　 预防与应急准备

了解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第十七条)、应急预案的制定

(第十八、二十四条)、城乡规划注意事项(第十九条)、危险源、危
险区域的登记(第二十条)、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的处理(第
二十一条)、安全管理制度(第二十二条)、应急管理培训制度(第
二十五条)、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保障(第二十七条)、训练(第二十

八、二十九条)、应急知识教育(第三十条)、经费保障(第三十一

条)和通信保障(第三十三条)ꎮ
５. ３　 监测与预警

了解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与报告(第三十八 － 四十条)、突发

事件预警制度(第四十二条)和突发事件预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

条)ꎮ
５. ４　 应急处置与救援

了解应急处置措施(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三、五十四条)和应

急救援(第五十五、五十七条)ꎮ
５. ５　 事后恢复与重建

了解突发事件后政府恢复与重建职责(第五十九条)和灾后

扶持政策(第六十一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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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法律责任

了解政府和个人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八条)ꎮ
５. ７　 附则

了解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主管机关(第六十九条)和本法施

行日期(第七十条)ꎮ
６.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掌握导语、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规范ꎮ
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六项禁令»
掌握中央关于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

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和厉

行勤俭节约的八项规定ꎮ
掌握关于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

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滥发钱物ꎬ讲排场、比阔气ꎬ搞铺

张浪费、严禁超标准接待和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的六项

禁令ꎮ
８. «渔业行政执法六条禁令»
掌握农业部对于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在娱乐场所消

费、执法处罚收费、索要收受管理相对人钱物、私分罚没款物、弄
虚作假、参与和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等方面的六条禁令和违反

禁令的法律责任ꎮ
９. «渔船检验执法人员廉洁自律“八不准”»
掌握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下发的关于渔船检验执法人员

不准违犯渔船检验法律法规ꎬ不准伪造、变造检验数据、报告和结

论ꎬ不准参加服务对象的宴请ꎬ不准收受礼品ꎬ不准参与与执法关

联的生产经营ꎬ不准在监管服务对象单位兼职和不准擅自提供涉

密信息等八不准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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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００８ 规则»
１０. １　 责任(１. １. ９)
掌握主管机关、验船人员和船舶所有人的责任ꎮ
１０. ２　 申诉(１. １. １０)
掌握当事人对检验结论有异议时的处理程序ꎮ
１０. ３　 检验机构(１. １. １１)
掌握承担船舶检验的机构和人员ꎬ及其相应业务范围

１０. ４　 验船人员职权(１. １. １３)
掌握验船人员职权范围、船证不符、检验不符合规则规定、船

舶试验项目、船用产品等方面ꎮ
１０. ５　 验船人员职责(１. １. １４)
掌握验船人员的职责范围ꎮ
１０. ６　 船舶安全声明(１. １. １５)
了解«船舶安全技术状况说明书»的内容和格式要求ꎮ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１１. １　 总则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条例»立法宗旨(第
一条)、适用对象(第二条)、各渔业行政部门的职责(第三条)、检
验制度(第四条)和检验原则(第五条)ꎮ

１１. ２　 初次检验

掌握初次检验的定义(第六条)、适用情形(第七条)、工作程

序(第八至十一条)、检验机构的管辖权限划分(第十二条)ꎮ
１１. ３　 营运检验

掌握营运检验的定义(第十三条)、适用情形(第十四条)、工
作程序及具体要求(第十五至十七条)和检验机构的管辖权限划

分(第十八条)ꎮ
１１. ４　 临时检验

掌握临时检验的定义(第十九条)、工作程序及具体要求(第
二十一条)ꎻ

１１. ５　 监督管理

掌握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受理检验业务的范围(第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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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船人员从业资质(第二十五、二十六条)、检验收费、证书、记录

等的执行标准(第二十八、二十九条)和报废、改籍、改则、灭失等

情况的处理措施(第三十、三十一条)ꎮ
１１. ６　 法律责任

掌握对违反«条例»规定的各类渔船(第三十二、三十三条)
和检验工作人员的处理规定(第三十五至三十七条)ꎮ

第二部分　 船舶检验发证

基本要求:
掌握«２００８ 规则»、«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检验和发证部分所列

相关内容及要求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０８ 规则»
２. «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
考试内容:
１. 内河渔业船舶检验与发证规定

２. 内河渔业船舶各类检验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２. １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ꎮ
２. ２　 临时航行安全证书ꎮ
具体内容:
１. «２００８ 规则»
１. １　 一般规定(第二章第 １ 节)
１. １. １　 掌握检验类别(第二章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掌握检验类别的定义(第二章 ２. １. ２. ２ ~ ２. １. ２. ５)
１. １. ３　 掌握检验时间的要求(第二章 ２. １. ３)
１. １. ４　 掌握检验申请的有关要求(第二章 ２. １. ４)
１. １. ４. １　 掌握各类检验申请的申报条件(第二章 ２. １. ４. １ ~

２. １. ４. ４)
１. １. ４. ２　 掌握各类检验申请的申报资料(第二章 ２. １. ４.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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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４. ８)
１. １. ５　 掌握检验受理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５)
１. １. ６　 检验实施的各项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１. １. ６. １　 掌握实施初次检验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１)
１. １. ６. ２　 掌握实施营运检验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２)
１. １. ６. ３　 掌握实施临时检验的有关规定(第二章 ２. １. ６. ３)
１. １. ６. ４　 了解«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的检验规定(第

二章 ２. １. ６. ４)
１. ２　 了解检验范围(第二章第 ２ 节)
１. ２. １　 了解新建造船舶的初次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了解图纸资料的提交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１. １ ~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了解船体检验项目(第二章 ２. ２. １. ３)
１. ２. １. ３　 了解轮机和电气设备检验项目(第二章 ２. ２. １. ４)
１. ２. １. ４　 了解其他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１. ７ － ２. ２. １. ５)
１. ２. ２　 了解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２)
１. ２. ３　 了解年度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３)
１. ２. ４　 了解换证检验要求(第二章 ２. ２. ４)
２. «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
２. １　 通则(第二篇第 １ 章)
２. １. １　 了解一般规定(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１ 节)
２. １. ２　 掌握检验分类(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２ 节)
２. １. ２. １　 掌握检验类别(第二篇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掌握检验类别的定义及要求(第二篇 １. ２. ２ ~１. ２. ５)
２. １. ３　 掌握检验时间的要求(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３ 节)
２. １. ４　 检验申报的要求(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４ 节)
２. １. ４. １　 掌握检验申报的要求(第二篇 １. ４. １ ~ １. ４. ３)
２. １. ４. ２　 掌握检验申报需要的资料(第二篇 １. ４. ４)
２. １. ５　 掌握受理与实施的规定(第二篇第 １ 章第 ５ 节)
２. １. ５. １　 掌握检验受理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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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５. ２　 掌握检验实施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２. １. ５. ２. １　 掌握实施初次检验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１)
２. １. ５. ２. ２　 掌握实施营运检验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２)
２. １. ５. ２. １　 掌握实施临时检验的规定(第二篇 １. ５. ２. ３)
２. ２　 证书(第二篇第 ２ 章)
２. ２. １　 了解证书签发的有关规定(第二篇第 ２ 章第 １ 节)
２. ２. ２　 掌握证书有效期限(第二篇第 ２ 章第 ２ 节)
２. ２. ２. １　 掌握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限的一般规定(第

二篇 ２. ２. １ ~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掌握换证检验有效期限的规定(第二篇 ２. ２. ３. １)
２. ２. ２. ３　 掌握年度检验有效期限的规定(第二篇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２. ４　 掌握临时航行安全证书的签发规定(第二篇 ２. ２. ４)
２. ２. ３　 掌握证书发送与保存的要求(第二篇第 ２ 章第 ３ 节)
２. ２. ４　 掌握证书失效的规定(第二篇第 ２ 章第 ４ 节)
２. ３　 了解检验项目(第二篇第 ３ 章第 ２ 节)
２. ３. １　 了解初次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 ３. ２. １ ~ ３. ２. ２)
２. ３. ２　 了解年度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 ３. ２. ３)
２. ３. ３　 了解换证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 ３. ２. ４)
２. ３. ４　 了解临时检验项目的内容(第二篇 ３. ２. ５)
２. ４　 了解需要出具检查、检测、试验报告的项目的内容(第

二篇第 ４ 章)
２. ４. １　 了解初次检验项目的规定(第二篇 ４. ２. １ ~ ４. ２. ２)
２. ４. ２　 了解年度检验项目的规定(第二篇 ４. ２. ３)
２. ４. ３　 了解换证检验项目的规定(第二篇 ４. ２. ４)
２. ５　 了解图纸审查的规定(第二篇第 ５ 章)

第三部分　 船舶检验发展史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我国渔船检验的历史沿革情况ꎬ包括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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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及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我
国渔船检验工作的基本情况ꎮ

考试内容:
１. 新中国船检事业的开创、形成和发展

２. 船检事业在“文革”时期的情况

３. 中国船检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壮大

４. 船检体制改革和新时期行业发展

具体内容:
１.新中国船检事业的开创

１. １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初建情况(第三章第一节第四部

分)
１. ２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工作开展情况(第三章第三节第

六部分)
２.新中国船检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２. １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建立与变革情况(第四章第一节

第五部分)
２. ２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人员的培训情况(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部分)
２. ３　 了解渔船检验工作试点及渔船检验工作的初步开展情

况(第四章第四节第十部分)
３.船检事业在“文革”时期的情况

３. １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人员的培训情况(第五章第二节

第三部分)
４.船检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壮大

４. １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与队伍的发展情况(第六章第一节

第三部分)
４. ２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人员的培训情况(第六章第二节

第四部分)
４. ３　 了解渔船检验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第六章第三节第

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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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了解该时期渔船检验业务的发展情况(第六章第四节

第六部分)
４. ５　 了解渔船专用产品检验业务的发展情况(第六章第五

节第五部分)
５.船检体制改革和新时期行业发展

５. １　 了解新时期渔业、渔船及渔检机构的变革与发展情况

(第七章第一节第二部分)
５. ２　 了解渔船检验机构的调整情况(第七章第二节第五部

分)
５. ３　 了解渔检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与该时期人员的培训情

况(第七章第三节第五部分)
５. ４　 了解现代渔业船舶检验法规体系的建立情况(第七章

第四节第四部分)
５. ５　 了解渔业船舶检验事业软硬件建设和科研发展的情况

(第七章第五节第五部分)
５. ６　 了解渔船检验业务的深入发展情况(第七章第七节第

五部分)
５. ７　 了解渔船船用产品检验业务的拓展情况(第七章第八

节第三部分)
５. ８　 了解渔船检验的国际交流情况(第七章第十节第三部

分)

第四部分　 船舶检验船体专业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理解或掌握主管机关有关法定检验规则具

备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的综合能力ꎮ 在实施内河渔业船舶检验中ꎬ
应了解、理解或掌握检验规则ꎬ并能综合运用于检验工作中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０２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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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０８ 规则»
考试内容:
１. 渔业船舶的检验项目

２. 渔业船舶吨位的确认与丈量

３. 渔业船舶载重线的检验内容

具体内容:
１. «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内河渔业船舶

１. １　 总则　 了解规则适用范围ꎮ
１. ２　 定义　 了解专用术语ꎻ掌握技术术语ꎮ
１. ３　 内河渔业船舶

１. ３. １　 了解适用范围ꎻ
１. ３. ２ 　 掌握内河航区的划分原则及航区级别规定的浪高

范围ꎻ
１. ３. ３　 了解送审图纸船体部分内容ꎻ
１. ３. ４ 　 了解第 ３ 章吨位丈量通则一般规定的内容ꎬ掌握吨

位计算取值的方法ꎻ
１. ３. ５　 掌握第 ３ 章吨位丈量计算方法ꎻ
１. ３. ６ 　 掌握第 ４ 章甲板线及载重线及吃水标志的勘划要

求、核定干舷的条件及最小干舷计算方法ꎻ
１. ３. ７　 了解第 ５ 章船舶构造第 １ 节通则的规定ꎻ
１. ３. ８　 掌握第 ５ 章船舶构造第 ２ 节对钢质船体的板架结构

的要求ꎻ
１. ３. ９　 掌握第 ５ 章船舶构造第 ３ 节木质船体的要求ꎻ
１. ３. １０　 了解第 ７ 章完整稳性第 １ 节通则中的规定ꎻ
１. ３. １１　 掌握第 ７ 章完整稳性第 ６ 节小型船舶简易稳性衡准

数的要求ꎮ
１. ４　 玻璃钢渔业船舶

１. ４. １　 了解适用范围ꎻ
１. ４. ２　 了解名词术语的定义ꎻ
１. ４. ３　 了解第 ３ 章船体材料第 １ 节通则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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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４　 了解第 ４ 章成型工艺第 １ 节通则ꎻ
１. ４. ５　 了解第 ５ 章连接第 １ 节通则ꎻ
１. ４. ６　 掌握第 ６ 章船体结构 ６. １. １ 一般要求ꎻ
１. ４. ７　 掌握第 ６ 章船体结构 ６. １. ７ 其他要求ꎻ
１. ４. ８　 了解第 ６ 章船体结构第 ２ 节总纵强度ꎻ
１. ４. ９　 掌握第 ６ 章船体结构中涉及到的船体构件的含义ꎻ
１. ４. １０　 了解第 ６ 章船体结构附录 Ｂꎮ
２. «２００８ 规则»
２. １　 总则

２. １. １　 了解规则的适用范围ꎻ
２. １. ２　 掌握作业航区划分原则、航区级别规定的浪高范围

及作业限制ꎻ
２. １. ３　 掌握相关定义的内容ꎻ
２. ２　 船舶构造

２. ２. １　 了解一般规定ꎻ
２. ２. ２　 了解焊接、施工与检测作业要求ꎻ
２. ２. ３　 掌握船体结构试验、结构强度ꎻ
２. ２. ４　 掌握舱壁的设置ꎻ
２. ２. ５　 掌握舷墙和栏杆、护舷材的要求ꎻ
２. ２. ６　 掌握舵设备、锚泊及系泊设备、桅的配备要求ꎮ
２. ３　 吨位丈量

２. ３. １　 了解一般要求、计算取值方法ꎻ
２. ３. ２　 掌握吨位计算方法ꎻ
２. ３. ３　 掌握容积计算方法ꎮ
２. ４　 载重线

２. ４. １　 了解一般要求ꎻ
２. ４. ２　 掌握甲板线及载重线标志勘划要求ꎻ
２. ４. ３　 掌握最小干舷计算方法ꎮ
２. ５　 完整稳性

２. ５. １　 了解一般要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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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２　 掌握简易衡准的计算方法ꎻ
２. ５. ３　 掌握免于核算的条件ꎻ
２. ５. ４　 了解横摇周期测定方法ꎮ
２. ６　 船舶设备

２. ６. １　 掌握救生设备的配备要求ꎻ
２. ６. ２　 掌握消防设备的配备要求ꎻ
２. ６. ３　 掌握航行设备的配备要求ꎻ
２. ６. ４　 了解信号设备的配备要求ꎮ
３.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知识

３. １　 了解船型与主尺度要素的相关概念ꎻ
３. ２　 了解船舶性能ꎬ即浮性、稳性、抗沉性、快速性、适航性

和操纵性的概念及应用ꎻ
３. ３　 了解船舶各部分受力情况ꎻ
３. ４　 了解船体板架的形式ꎬ构件名称及构件间的连接关系ꎻ
３. ５　 了解船舶图纸的内容ꎻ
３. ６　 掌握型线图、总布置图、典型横剖面图所表达的信息ꎻ
参考书籍:船体制图、船体结构、船舶原理

第五部分　 船舶检验轮机专业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理解或掌握主管机关有关法定检验规则具

备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的综合能力ꎮ 在实施内河渔业船舶检验中ꎬ
应了解、理解或掌握检验规则ꎬ并能综合运用于检验工作中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０２ 规则»
２. «２００８ 规则»
３. «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
考试内容:
１. 渔业船舶的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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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渔业船舶防止油污的检验项目

３. 渔业船舶防止垃圾污染的检验项目

具体内容:
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检验项目

１. １　 船舶设备

１. １. １　 掌握舵设备的一般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第 ６
章ꎬ«２００８ 规则»第三章第三节)

１. １. ２　 理解锚泊设备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第 ６ 章ꎬ
２００８ 规则第三章第三节)

１. １. ３　 掌握系泊设备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第 ６ 章ꎬ
２００８ 规则第三章第三节)

１. ２　 轮机

１. ２. １　 掌握推进装置和对船舶安全有关的机械设备ꎬ在船

舶横倾和纵倾时的可靠性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第 ８ 章)
１. ２. ２　 了解确定主、辅机功率的环境条件(«２００２ 规则»第

二篇第 ８ 章ꎬ２００８ 规则第三章第三节)
１. ２. ３　 掌握对机舱与驾驶室通信、机舱出入口、通风和照明

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第 ８ 章ꎬ«２００８ 规则»第三章第三节)
１. ２. ４　 掌握对各种防护措施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第

８ 章ꎬ«２００８ 规则»第三章第三节)
１. ２. ５　 了解船舶管系的一般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８. ２. ２ꎬ

«２００８ 规则»第三章第三节、«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２. ６　 了解舱底水管系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８. ２. ２. ２、

«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２. ７　 了解空气、溢流和测量管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则第

二篇 ８. ２. ２. ２、«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２. ８ 　 了解舱室通风管系的要求 («２００２ 规则» 第二篇

８. ２. ２. ２、«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２. ９　 了解燃油管系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８. ２. ２. ３、

«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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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１０ 　 了解压缩空气管系的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 第二篇

８. ２. ２. ３、«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２. １１ 　 了解柴油机的一般要求 («２００２ 规则» 第二篇

８. ２. ３. １、«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２. １３ 　 了解轴系和螺旋桨的一般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

篇 ８. ２. ５. １)
１. ３　 柴油挂桨(机)船舶

１. ３. １　 了解挂桨(机)船舶的有关定义(«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８. ４. １. １、«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３. ２　 了解对挂桨(机)数量及总功率的一般要求(２００２ 规

则第二篇 ８. ４. １. ２、«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３. ３　 了解安装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８. ４. ２. ２、«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第七篇)
１. ４　 汽油挂机船舶

１. ４. １　 了解汽油挂机的定义及适用范围(«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

篇 ８. ５. １. １ꎬ８. ５. １. ２)
１. ４. ２　 理解对汽油箱的容量、数量、材料和安全防护的技术

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８. ５. ２. １)
１. ４. ３　 了解对汽油管路的技术要求(«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８. ５. ２. ２)
２.渔业船舶防止油污的检验项目

２. １　 了解船舶油污水排放规定(«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６. ５. １. ４)
２. ２　 了解船舶滤油设备及残油容器配备的规定(«２００２ 规

则»第二篇 ６. ５. １. ２、６. ５. １. ３、６. ５. １. ５)
２. ３　 了解船舶免设滤油设备的条件(«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６. ５. １. ６)
２. ４　 了解油污水舱柜的容积计算 («２００２ 规则» 第二篇

６. ５. １. ７)
３.渔业船舶防止垃圾污染的检验项目

３. １　 了解垃圾分类(«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６. ５.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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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了解船舶应设有垃圾贮集器的规定(«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

篇 ６. ５. ２. ２)
３. ３　 了解禁止将垃圾抛入水中的规定(«２００２ 规则»第二篇

６. ５. ２. ３)

第六部分　 船舶检验电气专业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理解或掌握主管机关有关法定检验规则ꎬ

具备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的综合能力ꎮ 在实施内河渔业船舶检验

中ꎬ应了解、理解或掌握检验规则ꎬ并能综合运用于检验工作中ꎮ
适用法规:
１. «２００２ 规则»(２００２)
２. «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
３. «２００８ 规则»
考试内容:
１. 渔业船舶的检验项目

具体内容:
１. «２００２ 规则»
１. １　 内河渔业船舶第九章电气设备

１. １. １　 掌握电气设备的通则(９. １. １ ~ ９. １. ３)
１. １.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 １. １. ２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

１. １. １. ３　 触电、失火及其他电器灾害的预防措施

１. １. ２　 掌握电站容量大于 ３ｋＷ 的船舶的电气设备(９. ２. １ ~
９. ２. ３)

１. １. ２. １　 主电源

１. １. ２. ２　 动力设备

１. １. ２. ３　 照明及航行灯、信号灯

１. １. ３　 掌握电站容量小于和等于 ３ｋＷ 的船舶的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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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３. １ ~ ９. ３. ２)
１. １. ３. １　 电气设备的要求

１. １. ３. ２　 蓄电池

１. ２　 玻璃钢渔业船舶第九章电气设备

１. ２. １　 掌握电气设备的通则(９. １. １ ~ ９.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 ２. １. ２　 安装要求

１. ２. ２　 掌握电气设备的接地与避雷装置(９. ２. １ ~ ９. ２. ４)
１. ２. ２. １　 设备的接地

１. ２. ２. ２　 金属构件的接地

１. ２. ２. ３　 接地板

１. ２. ２. ４　 避雷装置

２. «２０１７ 规则(内河)»
２. １　 理解电气装置的通则(１. １ ~ １. ２)
２. ２　 掌握电气装置的主电源(２. １ ~ ２. ３)
２. ３　 掌握电气装置的照明及航行灯、信号灯(３. １ ~ ３. ２)
２. ３. １　 照明

２. ３. ２　 航行灯、信号灯

２. ４　 掌握电气装置的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

防措施(４. １ ~ ４. ７)
２. ４. １　 接地

２. ４. ２　 电缆或电线

２. ４. ３　 配电板(箱)装置

２. ４. ４　 系统和线路的保护措施

２. ４. ５　 蓄电池

２. ４. ６　 电热器具的防火措施

２. ４. ７　 防雷电措施

３. «２００８ 规则»
３. １　 理解电气装置的一般要求(３. ４. １)
３. ２　 掌握电气装置的主电源(３.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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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１　 一般要求

３. ２. ２　 主电源的设置

３. ３　 掌握电气设备的照明(３. ４. ３)
３. ４　 掌握电气设备的接地(３. ４. ４)
３. ５　 掌握非金属船体的船舶电气设备的接地(３. ４. ５)
３. ６　 掌握电气设备的防触电和防火(３. ４. ６)
３. ７　 掌握电气设备的电热器具和电炊设备(３. ４. ７)

第七部分　 公务员基础知识

基本要求:
应考人员应了解对公务员岗位基本技能、业务知识、行为规

范和机关工作方式等ꎬ以提高验船员对工作的适应能力ꎮ
适用法规: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考试要求: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和公务礼仪中所列相关内容

及要求ꎮ
考试内容:
１.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１. １　 总则

了解党政机关公文的定义(第三条)和公文处理工作的原则

(第五条)ꎮ
１. ２　 公文种类

了解公文种类和各类公文的适用范围(第八条)ꎮ
１. ３　 公文格式

了解公文的组成(第九条)ꎮ
１. ４　 行文规则

了解行文原则(第十三条)、向上级机关行文规则(第十五

条)、向下级机关行文规则(第十六条)和同级行文、联合行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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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ꎮ
１. ５　 公文拟制

了解公文拟制程序(第十八条)和公文的审批签发(第二十二

条)ꎮ
１. ６　 公文办理

了解公文办理内容(第二十三条)、收文办理主要程序(第二

十四条)和发文办理主要程序(第二十五条)ꎮ
２.公务礼仪

参照«公务员初任培训读本(第三版)»第 ２４３ ~ ５２４ 页

２. １　 了解握手的礼仪ꎻ
２. ２　 了解公务场合上的语言特点、谈话距离、体态语言及其

他注意事项ꎻ
２. ３　 了解公务宴会礼节、座次安排、席间礼仪ꎻ
２. ４　 了解公务员着装讲究、Ｐ. Ｔ. Ｏ 原则、西服穿法ꎻ
２. ５ 　 了解公务会场礼仪、如何布置会场、排位原则、会场

礼仪ꎻ
２. ６　 了解公务员参加涉外活动礼仪ꎻ
２. ７　 了解走路礼节ꎻ
２. ８　 了解乘车礼仪ꎻ
２. ９　 了解乘电梯礼仪ꎻ
２. １０　 了解递名片礼仪ꎻ
２. １１　 了解日常讲话 Ｐ. Ｑ. Ｅ 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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