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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则

第 1章 通则

原 1.9 改为：

“1.9 航区划分与吨位丈量

1.9.1 航区划分按照本局《航区划分规则（2021）》规定。

1.9.2 吨位丈量按照本局《吨位丈量规则（202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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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定义

删除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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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载重线

第 2章 核定干舷的条件

第 1节 一般规定

原表 2.2.1.2改为：

通往露天甲板各类开口的防护高度 表 2.2.1.2

*凡实践证实可行，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斜线前面的数值可予以降低，但不得低于斜线后的值。

原 2.2.9.4 改为：

“2.2.9.4 开始于任何水平面的泄水孔和排水管，不论是在干舷甲板以下大于 450mm
处，或在夏季载重水线以上小于 600mm 处穿过船壳，均应在船壳上设有止回阀。除本篇

2.2.9.1 所要求的以外，如管系有足够厚度，此阀可以省略（见本篇 2.2.9.7）”

第 3节 排水舷口

原 2.3.2.1 改为：

“2.3.2.1 如果阱处的舷弧是标准的或大于标准的，干舷甲板上每个阱内在每侧的最小

排水舷口面积 A 应按下述要求进行计算：

（1）按“阱”的舷墙长度确定

A = kl m2

式中：k——按下列要求确定：

① 当船长等于 12m 时，k = 0.035；
② 当船长大于或等于 24m 时，k = 0.07；
③ 当船长介于中间值时，k 可进行线性插值计算。

l ——形成阱的舷墙长度，m。在任何情况下，所取之 l值不必大于 0.7L。
（2）按“阱”的舷墙高度修正

① 如果舷墙平均高度大于 1.2m，每增加 0.1m 高度，则排水舷口面积按每米阱长

增加 0.004 m2计算；

② 如果舷墙平均高度小于 0.9m，每减少 0.1m 高度，则排水舷口面积按每米阱长

减少 0.004 m2计算。”

船长 L(m)

开口所在位置

项目

L≥24 L=12 24＞L＞12

位置 1 位置 2 位置 1 位置 2 位置 1 位置 2

上层建筑、甲板室门槛（mm） 380 300/150* 300/150* 300/150*

可以按船长插值
升降口门槛（mm） 380 300/150* 300/150* 300/150*

外部结构围壁上的机舱开口（mm） 600 300 300 300

舱口围板高度（mm） 600/380* 450/300*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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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干舷计算

第 1节 最小干舷

原 3.1.1.4 改为：

“3.1.1.4 经本篇 3.1.1.1 和 3.1.1.2 确定的夏季最小干舷，未作本章甲板线位置修正时，

不得小于 50mm。对在位置 1 有舱口，其舱盖不符合风雨密要求的船舶，此干舷应大于或等

于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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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水尺标志

第 2节 水尺标志勘划

原 4.2.3 改为：

“4.2.3 水尺标志横标线的间距应不超过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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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吨位丈量

本篇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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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船体结构及设备

第 1章 通则

第 2节 水密舱壁

原 1.2.2.1.3 改为：

“1.2.2.1.3 当船长小于 24m 时，应大于或等于 0.05L且小于或等于 0.1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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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完整稳性

第 2章 完整稳性衡准

第 2节 稳性衡准数

原 2.2.8 改为：

“2.2.8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C1，应按横摇自摇周期及航区由图 2.2.8 查得。横摇

自摇周期 T按下式计算：

s
式中： ƒ——系数按下式求得：

当ƒ <1.0 时，取 1.0，当ƒ >1.3 时，取 1.3；
B ——不包括船壳板的最大船宽，m；

d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平均吃水，m；

Zg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到基线的高度，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重稳距，m。

船舶自摇周期 T

图 2.2.8 系数 C1

注：T> 20s 时，取 C1=0.19。对遮蔽航区船舶，C1值按沿海航区从图 2.2.8 查得值乘以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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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轮机

第 1章 通则

第 1节 一般规定

原 1.3.4 改为：

“1.3.4 船长大于或等于 45m 的船舶，应提供措施使机器能在无外援的条件下，从

瘫船状态投入运转。

（1）如应急动力源是 1 台满足《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 8 篇第

3章第 3 节要求的应急发电机，则这台发电机可用于恢复主推进装置、锅炉和辅机的运行，

且能确保发动机运行所必需的动力供应系统达到起动装置的类似水平。

（2）如未设置应急发电机或应急发电机未满足本条（1）要求，则船上应配备手动起动

的柴油发电机、手动空气压缩机或处于复充状态的专用蓄电池组，能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

下，为推进装置初始起动提供所需的压缩空气、电力或其它必需的动力源。

（3）使主辅机械进入运转的配置应有足够的容量，以使在瘫船后 30min 内得到为恢复

推进装置所需的起动能源和任何动力供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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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机械设备

新增 2.8.3.8 如下：

“2.8.3.8 船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渔船，机舱内应设有舱底水高位报警装置，应能在机

舱和驾驶室触发听觉和视觉报警。”

原 2.11.2.1 改为：

“2.11.2.1 当主操舵装置由相同的 2 套或 2 套以上操舵装置动力设备组成，其中任一

套不能工作时，主操舵装置仍能按本篇 2.11.3.2 的要求进行操舵，则不需配备辅操舵装置。

此种情况下，应设置 2 套独立的操舵装置控制系统，且每套系统均应能在驾驶室控制。但

这并不要求设 2套操舵手轮或手柄。若控制系统是由液压遥控传动装置组成的，不必设置第

2套独立控制系统。”

原 2.13.2 改为：

“2.13.2 新造渔船安装制冷系统或现有渔船更换制冷系统时，许可使用的制冷剂为：

（1）R717 氨（NH3）；

（2）R404A：R125（44%）+R143a（52%）+R134a（4%）的混合物。R125 为五氟乙

烷（CHF2CF3）、R143a 为三氟乙烷（CH3CF3）、R134a 为四氟乙烷（CH2FCF3）；

（3）R134a：四氟乙烷(CH2FCF3)；
（4）R507：R125（50%）+R143a（50%）的混合物。R125 为五氟乙烷（CHF2CF3）、

R143a 为三氟乙烷（CH3CF3）；

（5）R407C：R32（23%）+R125（25%）+R134a（52%）的混合物。R32 为二氟甲烷、

R125 为五氟乙烷（CHF2CF3）、R134a 为四氟乙烷（CH2FC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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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电气装置

第 2章 主电源

原 2.3 改为：

“船长小于 24m 的船舶若以蓄电池组作为主电源，应设有容量足够的充电装置。如果

蓄电池组的额定容量有合理的余量，而无需在航行期间充电，则船舶上可不配充电装置，但

应设有岸电充电装置。主机启动蓄电池组如能满足船舶正常航行情况的供电要求以及启动要

求，则可兼作备用主电源。作为主电源的蓄电池组应满足以下要求：

（1）蓄电池组系指酸性与碱性蓄电池；

（2）蓄电池组应安装在舱底水能到达的水位以上的干燥、通风的部位。蓄电池的安装

方式应考虑到船舶的预定用途，限制其水平和垂直移动；

（3）安装在船上的蓄电池应在倾斜 40°时，其电解液不会泄漏。应设有在蓄电池处于

正常工作位置时用于容纳任何溅出电解液的设施；

（4）蓄电池的安装位置应能防止受到机械损伤；

（5）蓄电池不应安装在燃油箱(柜)或燃油滤器的直接上方或直接下方；

（6）安装在蓄电池顶部上方 300mm 之内的燃油系统的任一金属部件均应以介质材料

予以绝缘；

（7）蓄电池电缆接线端子不应借助于弹性拉力作为其与蓄电池接线端子的机械连接；

（8）酸性和碱性蓄电池不应安装在同一围蔽处所内。开关、熔断器和容易产生电弧的

电气设备不应安装在专用蓄电池组处所内（除非满足防爆等级要求）；

（9）蓄电池组的安装位置应与船壳保持一定的距离，且不得安放在生活区域内；

（10）充电功率大于 2kW 的蓄电池组，应安放在专用舱室内并设有机械通风装置。若

安放在露天甲板上，则可以安放在箱或柜中（满足风雨密要求）。充电功率系指蓄电池组的

标称电压与最大充电电流值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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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防火、探火、灭火

第 2章 船长大于或等于 60m船舶的消防措施

原 2.11.1 中.3 改为：

“.3 考虑到处所的性质、位置以及该处所通常居住或使用的人数后，可例外允许仅设

1个脱险通道。当某一处所内居住人员总数超过 8 人时，该处所应至少设有 2 个尽可能相互

远离的脱险通道，至少其中 1 个脱险通道的门向逃生方向开启，并且应防止在门打开时对走

廊内的人员造成伤害；”

原 2.11.2 中.1 改为：

“.1 以尽可能相互远离的 2 部钢梯引向该处所上部同样远离的门，并从该门可通往开

敞甲板。通常，其中 1 部梯道从该处所的下部通至该处所外的 1 个安全地点，应能提供连续

的防火遮蔽，该遮蔽的内部净宽度至少应为 700mm×700mm，并应设有应急照明。但若由于

机器处所的特殊布置或尺度限制，而该处所下部又设有 1 个安全脱险通道，且其净宽度应大

于或等于 600mm，则船舶检验机构可免设上述防火遮蔽。该防火遮蔽应为钢质并适当隔热，

必要时，在处所下部应设有自闭式钢质门并征得船舶检验机构同意；或”

新增 2.11.5 如下：

“2.11.5 若直梯和斜梯作为 A 类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其应采用钢质材料制成，对于

斜梯其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

原2.15.2.1改为：

“2.15.2.1 消防总管的直径应足以有效地配合2台同时工作的消防泵输送所需的最大

出水量，或140m3/h的出水量，取其小者。

消防总管的内径d应不小于下式的要求值：

d= L/1.2 +20（mm） （2.15.2.1）
式中：L ——船长，m。”

原2.15.2.2改为：

“2.15.2.2 在2台泵同时工作并通过本篇2.16.5规定的水枪从任何相邻的消火栓输送本

篇2.15.2.1所规定的水量时，所有消火栓上应维持大于或等于0.25N/mm2的压力。”

新增 2.19.4 如下：

“2.19.4 对于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置手提式 CO2灭火器，其 CO2总量至少

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积 40%的自由气体，它可以通过此类处所舱壁上的喷放孔施放。

所需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该喷放孔处附近。”

新增 2.25 如下：

“2.25 紧急呼吸逃生装置（E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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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 应在 A 类机器处所、有人值班的其他机器处所及起居处所各配至少 2 具《国际

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并认可的紧急逃生呼吸器，所配备的紧急逃生呼吸器应存放在逃生

时易取之处。

2.25.2 紧急呼吸逃生装置布置的位置应有永久性且清晰的标志。”



14

第 3章 船长大于或等于 45m但小于 60m船舶的消防措施

原3.6.1中2.1、3.6.1中2.2改为：

“.2 位于露天甲板以上的脱险通道应为通向开敞甲板的梯道或门或两者的组合。当设

置梯道或门不切实际时，其脱险通道之一为净尺寸不小于650mm×450mm的舷窗或舱口，

必要时，应有防止结冰的保护措施；”

原3.6.1中.3 改为：

“.3 考虑到处所的性质、位置以及该处所通常居住或使用的人数后，可例外允许仅设

1个脱险通道。当某一处所内居住的人员总数超过 8 人时，该处所至少设有 2个尽可能相互

远离的脱险通道，至少其中一个脱险通道的门向逃生方向开启，并且应防止在门打开时对走

廊内的人员造成伤害；”

原3.6.1中.5 改为：

“.5 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和走廊的净宽度应至少为600mm，梯道的斜度应不大于

60°。”

原3.6.2改为：

“3.6.2 所有 A 类机器处所应设有 2 个脱险通道。A 类机器处所内的梯道净宽度应不

小于 600mm，并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1）以尽可能相互远离的 2部钢梯引向该处所上部同样远离的门或逃生口，并从该门

或逃生口可通往开敞甲板；

（2）一部钢梯通往该处所上部的门，并从该门设有通道通往开敞甲板，此外在该处所

的下部和远离上述钢梯的位置，设有 1 扇可以两面操纵的钢质门，从该处所下部经该门可进

入另 1个通往开敞甲板的安全脱险通道。”

新增3.6.6 如下：

“3.6.6 若直梯和斜梯作为 A 类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其应采用钢质材料制成，对于

斜梯其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

原3.9.2.1改为：

“3.9.2.1 消防总管的直径应足以有效地配合2台同时工作的消防泵输送所需的最大出

水量，或140m3/h的出水量，取其小者。

消防总管的内径d应不小于下式的要求值：

d= L/1.2 +20（mm） 3.9.2.1
式中：L——船长，m。”

原3.9.2.2改为：

“3.9.2.2 在2台泵同时工作并通过本篇3.10.5规定的水枪从任何相邻的消火栓输送本篇

3.9.2.1所规定的水量时，所有消火栓上应维持大于或等于0.25N/mm2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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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3.12.4如下：

“3.12.4 对于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置手提式 CO2灭火器，其 CO2总量至少

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积 40%的自由气体，它可以通过此类处所舱壁上的喷放孔施放。

所需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该喷放孔处附近。”

新增 3.18 如下：

“3.18 紧急呼吸逃生装置（EEBD）

3.18.1 应在 A 类机器处所、有人值班的其他机器处所配至少 1 具及起居处所配至少 2
具《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并认可的紧急逃生呼吸器，所配备的紧急逃生呼吸器应存

放在逃生时易取之处。

3.18.2 紧急呼吸逃生装置布置的位置应有永久性且清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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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船长小于 30m船舶的消防措施

原 5.7.1 改为：

“5.7.1 每艘渔船应设有符合本章要求的消防泵、消防总管、消火栓和消防水带。对船

长小于 20m 的挂桨机渔船，如果设置水灭火系统不切实际时，可以配备 2 只消防水桶或 2
具手提式灭火器替代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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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信号设备

第 2章 号灯和号型

原 2.1.2.2 改为：

“2.1.2.2 尾灯和桅灯，以及舷灯在正横后 22.5°处，应在水平弧内保持最低要求的发

光强度，直到本篇 1.2.8-1.2.11 规定的光弧界限内 5°。从规定的光弧内 5°起，发光强度可减

弱 50%，直到规定的界限；然后，发光强度应不断减弱，以达到在规定光弧以外至多 5°处
切实断光。”

原表 2.2.1.1 注改为：

“注：表中 LOA——船舶总长，m”

原表 2.2.1.1 注③改为

可用 1 盏双色灯代替左舷灯与右舷灯。”

原表 2.2.1.2注改为：

“注：表中 LOA——船舶总长，m。”

原 2.3.2.4 改为

“2.3.2.4 当机动船按规定仅有 1 盏桅灯时，该灯安置于船中部之前。总长大于或等于

20m 但是小于 35m 的渔船，该灯可安置于距船首小于或等于 2/3 船长处。总长小于 20m 的

渔船应在尽可能靠前的位置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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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无线电通信设备

第 1章 通则

新增 1.4 如下：

“1.4 应急无线电示位标测试

1.4.1 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应在船检证书到期日前 3个月或年度检验日前后 3个月进行，

且不超过检修证明中标注的下次检修日期。测试时应对示位标操作有效性的各个方面进行检

测，着重注意检查工作频率的稳定性、信号强度和编码。

1.4.2 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应不超过 5 年在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岸上维护机构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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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

新增 2.1.3 如下：

“2.1.3 现有船应结合最近一次营运检验配备符合表 2.1 要求的甚高频无线电装置

（VHF），但不应迟于 2025 年 3 月 1 日。”

原表 2.1 改为：

无线电通信设备配备定额表 表 2.1
序

号
设备名称

按海区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数量 a，台（只）

A1海区 A1+A2 海区 A1+A2+A3 海区

1 甚高频无线电装置（VHF） 1 1 1

2 奈伏泰斯接收机（NAVTEX） — 1 1

3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S-EPIRB）
— 任选一台 任选一台

4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BD-EPIRB）e

5 中频无线电装置（MF） —
任选一台

1b —

6 中频/高频无线电装置（MF/HF） — — 1b

7 INMARSAT 船舶地面站（SES）（带 EGC） — — 1b —

8 救生艇筏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TWO-WAYVHF） 2c 2d 2d

9 搜救定位装置 — 1d 1d
a仅在遮蔽航区作业的船舶可配备便携式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以替代表 2.1中的甚高频无线电装置；且不要

求配备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或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b作业于 A1+A2+A3 海区的船舶，可采用如下方式之一配置：一是 1套中频无线电装置和 1套船舶地面站；

二是 1 套中/高频无线电装置。

c不配救生艇筏的渔船可免配。

d船长大于或等于 45m 的船舶需增配 1 只。

e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应在满足如下所有条件后才可配备：

（a）完全建成完善的支持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的岸基控制和搜救网络；

（b）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应满足产品技术要求；

（c）船舶航行水域完全位于现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短报文服务覆盖范围内；若超出此范围，还应再单

独配备 1 台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S-EPI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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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电源

原 3.1.2 改为：

“3.1.2 每艘船舶上应配有 1个或多个备用电源，以便在船舶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

障时供遇险和安全通信使用。但是对于船长小于 45m 的船舶，可不要求设置专用的无线电

备用电源，无线电通信设备应从船舶的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

新增 3.1.3 如下：

“3.1.3 对于便携式无线电设备，如船上未设有充电装置，应至少配备 1组容量相同的

备用电池。备用电池应定期充电，保持随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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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防污染的结构与设备

第 1章 通 则

原1.1.2改为：

“1.1.2 船舶在有特殊防污染要求的海域航行作业时，还应遵守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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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防止油类污染规定

第 1节 一般规定

2.1.1 术语与含义

2.1.1.1 油类：系指包括原油、燃油、油泥、油渣和炼制品（73/78 防污公约附则Ⅱ所规

定的石油化学品除外）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石油，以及不限于上述的石油，包括本章中所列的

物质。

2.1.1.2 油性混合物：系指含有任何油分的混合物。

2.1.1.3 燃油：系指渔船所载有并用其作推进和辅助机器的燃料的任何油类。

2.1.1.4 最近陆地：系指划定其领海的基线。

2.1.1.5 零排放水域：系指在该水域内，船舶无论是否满足机器处所舱底水的排放要求，

其机舱舱底水均不应排放。

2.1.1.6 残油（油泥）：系指船舶正常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废油产物，例如由主机或

辅机的燃油或润滑油净化产生的残余废油产物，来自滤油设备的分离废油，滴油盘收集的废

油，以及废弃液压油和润滑油。

2.1.1.7 残油舱：系指储存残油（油泥）的舱，通过标准排放接头和其他任何认可的处

理措施可从该舱直接处理油泥。

2.1.1.8 含油舱底水：系指可能被由机器处所中的渗漏或维护工作产生的油污染的水。

进入舱底水系统（包括舱底水阱、舱底水管系、舱顶或舱底水储存柜）的任何液体被视为含

油舱底水。

2.1.1.9 污油水舱（含油舱底水储存舱/柜）：系指在含油舱底水被排放、过驳或处理前

收集含油舱底水的舱/柜。

2.1.1.10 含油舱底水可移动式收集桶：系指专门用于收集含油舱底水的可移动式容器，

并配有可关闭的盖子，该收集桶不可兼做它用。

2.1.1.11 接收设施：系指岸上或污油水接收船上用于接收含油舱底水的设施。

2.1.2 禁止

2.1.2.1 禁止在渔船装货处所内装载散装油类。

第 2节 对机器处所的要求

2.2.1 残油舱

2.2.1.1 凡 400 总吨及以上的渔船和配备滤油设备的渔船，应参照其机型和航程长短，

设置一个或几个足够容量的舱柜，接收本章要求不能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残油（油泥），诸如

由于净化燃油、各种润滑油和机器处所中的漏油所产生的残油。对不用燃油舱装压载水的渔

船，其最小残油舱舱容 V1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V1 = K1CD m3 （2.2.1.1）
式中：K1 = 0.015，如主机使用净化重燃油；

或K1 = 0.005，如使用柴油或用前不需净化的重燃油；

C ——日燃油消耗量，m3；

① 计算对象：主机取最大持续功率时的耗油量，辅机取全部辅机最大持续功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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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油量的一半；

② 运转时间按航区确定：遮蔽航区和相当遮蔽航区为8h，沿海航区为16h，近海及

远海航区为24h；
D——航次中将油泥排放上岸的港口间最长航行时间，（天）。如无确切数据，应采

用30天。

2.2.1.2 残油（油泥）可通过本篇 2.2.2 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或其他任何认可的处理措

施从残油舱进行直接处理。残油舱应满足如下要求：

（1）应设置能从残油舱抽吸的专用泵；和

（2）不应设置通至舱底水系统、污油水舱、舱顶或油水分离器的排放连接，但可设置

通往污油水舱或舱底水阱的泄水管并通过人工操作自闭阀和布置用于沉积水的目视监控，或

设置替代布置，但该布置应不直接连接舱底水管系。

（3）除本篇 2.2.2 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外，进出残油舱的管路不应直接连通舷外。”

2.2.2 标准排放接头

2.2.2.1 为了使接收设备的管路能与船上机舱舱底和残油舱残余物的排放管路相连结，在

这两条管路上均应装有符合表 2.2.2.1 的标准排放接头：

排放接头法兰的标准尺寸 表 2.2.2.1
项目 尺寸

外径 215mm
内径 按照管路的外径确定

螺栓节圆直径 183mm

法兰槽口
直径为 22mm的孔 6个等距分布在上述直径的螺栓节圆上，

开槽口至法兰盘外沿。槽口宽 22mm
法兰厚度 20mm

螺栓和螺母：数量、直径 6个，每个直径 20mm，长度适当

注 1：法兰应设计为能接受最大内径小于或等于 125mm 的管路，以钢或其他同等材料制成，表面平

整。这种法兰连同一个油密材料的垫圈，应能承受 600kPa的工作压力。

2.2.3 滤油设备

2.2.3.1 自本修改通报生效之日起，更换或安装上船的滤油设备，应满足国际海事组织

MEPC.107(49)号决议批准的并经 MEPC.285(70)决议修订的《船舶机器处所防污染设备的导

则和技术条件》的要求，其额定处理量至少应符合表 2.2.3.1 的规定。该滤油设备应确保通

过该系统排放入海的含油混合物的含油量应不超过 15ppm。

滤油设备的额定处理量 表 2.2.3.1
船舶总吨位 GT＜400 400≤GT＜1000 GT≥1000

滤油设备额定处理量（m³/h） 0.1 0.25 0.5

2.2.4 含油舱底水的排放控制

2.2.4.1 为防止船舶含油舱底水污染水域，400 总吨及以上的渔船应按本条（2）设置滤

油设备，400 总吨以下的渔船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1）设置污油水舱，将渔船所产生的污油水贮存在船上，由岸上接收设施或污油水接

收船接收，严禁将污油水直接排至舷外。污油水舱应按照本篇 2.2.5 的要求设置。

（2）设置滤油设备，污油水经处理后排放，其排放的处理水含油量不应超过 15ppm。

滤油设备的更换和安装应满足本篇 2.2.3 的要求。污油水处理后所产生的污油应储存在船上，

返港后由岸上接收设施或污油接收船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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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经滤油设备处理后的含油舱底水的排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1）渔船正在航行途中；

（2）含油舱底水经本篇 2.2.3 要求的滤油设备加工处理；

（3）未经稀释的排出物含油量不超过 15ppm；

（4）渔船不在零排放水域内。

2.2.5 含油舱底水的收集

2.2.5.1 污油水舱应设置固定安装的泵及管系和标准排放接头。对于 50 总吨以下的渔船

允许设置可移动式收集桶及收集器具作为等效措施，该收集桶应配有可方便开启且防溢出的

桶盖，收集桶上应标注船名号和“油污水收集桶”字样。沿海挂桨渔船，应在柴油机下方设

置集油盘，且集油盘内应采用吸油毡等油类吸附材料。

2.2.5.2 本篇 2.2.4.1 所述污油水舱和油污水收集桶应满足如下要求：

（1）污油水舱和油污水收集桶的容积应大于或等于按下列公式计算值：

V = 2Tq m3 （2.2.5.2（1））

式中：V——机舱舱底含油污水贮存柜容积，m3，且实取的 V 值应大于或等于 48q，也不必

大于 320q；
T——含油污水留存船上的时间，h，根据渔船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q——假定每小时产生的舱底水量，m3/h；
q= 3.5×10-5GT——适用于尾管轴承为水润滑；

q= 2.1×10-5GT——适用于尾管轴承为油润滑；

q= 1.8×10-5GT——适用于港内作业船舶。

GT——渔船总吨位。

（2）船舶如设置污油水舱，应设有本篇 2.2.2 规定的标准排放接头。

2.2.5.3 等效设置防油污设备的条件，应在渔船检验证书中予以载明。

2.2.6 油类与压载水的分隔及首尖舱内不应装载油类的要求

（1）如有需要载有大量燃油，致使必需在燃油舱中装载不清洁的压载水时，这种压载

水应排入接收设备；或使用本篇 2.2.3 规定的设备，按本篇 2.2.4 规定排放入海。

（2）400 总吨及以上的渔船，其首尖舱内或防撞舱壁之前的舱内不应装载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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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

第 1节 一般规定

原 3.1.1.1 改为：

“3.1.1.1 生活污水：系指船舶上产生的污水，包括：

（1）任何形式的便器的排出物和其他废物；

（2）医务室（药房、病房等）的盥洗盆、洗澡盆和这些处所排水孔的排出物；

（3）混有上述排出物的其他污水。”

新增 3.1.1.5、3.1.1.6、3.1.1.7 如下:
“3.1.1.5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系指以生化、物化等手段降低生活污水中的大肠菌群、

悬浮固体和生化需氧量等指标的装置。

3.1.1.6 接收设施：系指岸上或船上（生活污水收集船）用于接收生活污水的设施。

3.1.1.7 排放水：系指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排往水域的水。”

原 3.1.2 改为

“3.1.2 适用范围

3.1.2.1 本章的规定适用于400总吨及以上和小于400总吨但经核定许可载运15人及以

上的所有渔船。”

第 2节 设备和排放控制

原 3.2.1.1 中.2 改为：

“.2 船上装有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正在运转，且船舶在航行中。同时排出的污

水在其周围的水域中不产生可见的漂浮固体，也不使变色。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的排

放污水应满足本篇 3.2.1.3 中规定的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

新增 3.2.1.3 如下：

“3.2.1.3 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1）在 2012 年 1月 1日以前安装（含更换）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船舶，向环境水体排

放生活污水，其污染物排放控制按表 3.2.1.3（1）规定执行。

船舶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限值（1） 表3.2.1.3（1）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mg/L） 50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出水口2 悬浮物（SS）（mg/L） 150

3 耐热大肠菌群数（个/L） 2500

（2）在 2012 年 1月 1日及以后安装（含更换）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船舶，向环境水体

排放生活污水，其污染物排放控制按表 3.2.1.3（2）规定执行。”

船舶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限值（2） 表3.2.1.3（2）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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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mg/L） 25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出水口

2 悬浮物（SS）（mg/L） 35

3 耐热大肠菌群数（个/L） 1000

4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125

5 pH值（无量纲） 6～8.5

6 总氯（总余氯）（mg/L）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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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防止垃圾污染

新增4.1.13如下：

“4.1.13 电子垃圾：系指船舶正常操作和生活区域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包括所有零配

件、半成品和耗材，丢弃时属于设备的一部分，存在可能对人体健康、环境造成危害的物质。”

新增4.2.4如下：

“4.2.4 所有渔船应配备足够容量的垃圾收集装置，以收集航行作业期间的垃圾，并对

收集装置进行分类标识。”

原4.3改为：

“4.3 垃圾处理和收集

4.3.1 除本篇 1.1.2 规定外，船舶仅在航行途中时才应允许在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将下

述垃圾排放入海：

（1）在任何海域，应将塑料废弃物、焚烧炉灰渣、废弃食用油、生活废弃物、废弃渔

具和电子垃圾收集并排入接收设施；

（2）对于食品废弃物，在距最近陆地 3n mile 以内（含）的海域，应收集并排入接收设

施；在距最近陆地 3n mile 至 12n mile（含）的海域，粉碎或磨碎至直径不大于 25mm 后方

可排放；在距最近陆地 12n mile 以外的海域可以排放；

（3）在任何海域，对于货舱、甲板和外表面清洗水，其含有的清洁剂或添加剂不属于

危害海洋环境物质的方可排放；其他操作废弃物应收集并排入接收设施；

（4）对于动物尸体,在距最近陆地 12n mile 以内（含）的海域，应收集并排入接收设施；

在距最近陆地 12n mile 以外的海域可以排放；

（5）在任何海域，对于不同类别船舶垃圾的混合垃圾的排放控制，应同时满足所含每

一类船舶垃圾的排放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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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防止空气污染

第 1节 一般规定

原 5.1.2.9 改为：

“5.1.2.9 柴油机：系指本章适用的以液体或双燃料运行的任何船用往复式内燃机，包

括增压/复合系统（如适用）。此外，本修改通报生效之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气体

燃料发动机或在该日期或以后安装的新增气体燃料发动机或非完全相同替代的气体燃料发

动机也视为船用柴油机。”

原 5.1.2.10 改为：

“5.1.2.10 NOx 技术规则：系指由 IMO 以 MEPC.177（58）决议通过的并经修正的《船

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

新增“5.1.2.16~5.1.2.18”如下：

“5.1.2.16 第1类柴油机：系指额定功率大于或等于37kW并且单缸排量小于5L的船用

柴油机。

5.1.2.17 第2类柴油机：系指单缸排量大于或等于5L且小于30L的船用柴油机。

5.1.2.18 第3类柴油机：系指单缸排量大于或等于30L的船用柴油机。”

新增 5.1.2.19 如下：

“5.1.2.19 柴油机大修：对船用柴油机或船用柴油机的一部分进行拆卸、检查和/或零

部件替换，重新组装船用柴油机或船用柴油机系统，提高柴油机的寿命。”

第 2节 排放控制要求

原 5.2.2 改为：

“5.2.2 新安装上船或现有船更换新柴油机的排气污染物要求

5.2.2.1 第1类和第2类柴油机，其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
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PM）的总加权排放量，乘以按照《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2020》第5篇第7章附录8所确定的劣化系数（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柴油机），或加

上按照《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第5篇第7章附录8所确定的劣化修正值系数

（未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柴油机）其结果应不超出表5.2.2.1规定的限值。

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5.2.2.1

柴油机类型
单缸排量

（SV）（L/缸）

额定功率

（P）kW）
CO (g/kWh) HC+NOX

(g/kWh)
PM

(g/kWh)

第 1类

SV＜0.9 P≥37 5.0 5.8 0.30

0.9≤SV＜1.2 5.0 5.8 0.14

1.2≤SV＜5 5.0 5.8 0.12

第 2类

5≤SV＜15
P＜2000 5.0 6.2 0.14

2000≤P＜3700 5.0 7.8 0.14
P≥3700 5.0 7.8 0.27

15≤SV＜20
P＜2000 5.0 7.0 0.34

2000≤P＜3300 5.0 8.7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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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00 5.0 9.8 0.50

20≤SV＜25
P＜2000 5.0 9.8 0.27
P≥2000 5.0 9.8 0.50

25≤SV＜30
P＜2000 5.0 11.0 0.27
P≥2000 5.0 11.0 0.50

5.2.2.2 额定功率37kW以下的船用柴油机的排放应满足表5.2.2.2的要求。

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额定功率37kW以下） 表5.2.2.2
额定功率（P）（kW） CO (g/kWh) HC+ NOX (g/kWh) PM (g/kWh)

P＜37 5.5 7.5 0.60

5.2.2.3 对于第3类柴油机的NOx排放量（按总的NO2加权排放量计算）应在下列范围内：

（1）14.4g/kWh，当n<130r/min时；

（2）44n(-0.23)g/kWh，当130r/min≤n<2000r/min时；

（3）7.7g/kWh，当n≥2000r/min时。其中n为柴油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5.2.2.4 第3类发动机的试验程序与测量计算方法应满足NOx技术规则的相关要求。

5.2.2.5 对于天然气燃料发动机（包括双燃料发动机），证书申请方可以选择测量非甲

烷碳氢化合物（NMHC）代替测量碳氢化合物（HC），并满足表5.2.2.1和表5.2.2.2中的碳氢

化合物限值要求。

5.2.2.6 船舶发动机进行大修、更换①船舶发动机、或新增安装船舶发动机应满足以下

要求：

（1）当对船舶发动机进行大修时，大修过的发动机排放水平应不低于大修前型式检验

的排放水平；

（2）当船舶更换额定功率在37kW及以上且单缸排量在30L以下的非完全相同的柴油机

时，应更换符合本修改通报当时阶段排放要求的发动机；

（3）当船舶新增安装发动机时，应安装符合本修改通报当时阶段排放要求的发动机。

5.2.2.7 本篇5.2.2不适用于船舶装用的应急发动机、安装在救生艇上或只在应急情况下

使用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的发动机。

5.2.2.8 额定功率在37kW及以上且单缸排量在30L以下发动机排气污染物的试验、测

量、数据确定与计算等应按照《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第5篇第7章附录1-
附录13的规定进行。”

①
“更换”日期的确定，应以船机的合同交付日期为准，或如无合同交付日期，应以船机实际交付船舶的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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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有害防污底系统的控制

原第6章标题改为：

“第6章 有害防污底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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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附录 3如下：

附录 3 国内海洋渔船船用产品持证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注

1 材料

1.1 轧制钢材

1.2 钢管及其附件

1.3 铝合金 适用于建造船体的铝合金板材、型材（包括棒材和管材）

1.4 钢丝绳 适用于拖带船舶用拖索和系船索

1.5
焊接材料（焊条、焊丝、

焊剂）

1.6 铸件 适用于首尾柱，挂舵臂，尾轴架

1.7 锻件
适用于轴/舵系用重要锻钢件（直径超过 80mm）：桨轴、中间轴、

推力轴、舵杆

1.8 船底防污漆

1.9 增强材料 船体结构用树脂及增强材料

2 船体设备

2.1 水密门

2.2 风雨密门 a

2.3 舱口盖 适用于由产品厂直接供货

2.4 舷窗

2.5 锚及附件

2.6 锚链及其附件 仅非标锚链及其附件应审图

2.7 锚机

2.8 绞缆机

2.9 起重机

2.10 绞纲机

2.11 起网机

3 轮机设备

3.1 发动机
柴油机（大于或等于 22kW）、双燃料发动机、气体燃料发动机、

汽油机

3.2 齿轮箱 适用于主推进机械用的齿轮传动装置

3.3 螺旋桨

3.4 联轴器

3.5 可调桨装置

3.6 其它推进装置 舷外挂机、舷内外机、空气螺旋桨等

3.7 锅炉

3.8 空气压缩机 b/空气瓶

3.9 渔获物制冷压力容器

3.10 渔获物制冷压缩机组

3.11 通海阀

3.12 舱底泵、消防泵 电动直流舱底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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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空气管关闭装置

3.14 操作装置（舵机） 人力液压舵机除外

3.15 氨气体探测及警报系统

4 电气设备

4.1 发电机 50kVA 及以上

4.2 发电机组 50kVA 及以上

4.3 应急发电机 50kVA 及以上

4.4 电动机 适用于防爆电机和 50kW 及以上的其他电动机

4.5 配电板

4.6 电缆

4.7 推进装置遥控系统

4.8 机舱监控报警系统

4.9 蓄电池
适用于用作主电源、推进电机电源的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型蓄电

池

4.10 防爆风机

4.11 防爆灯具

4.12 变频器

4.13 诱鱼灯 适用于诱鱼灯整流设备

5 救生设备

5.1 救生圈

5.2 救生圈自发烟雾信号

5.3 救生衣

5.4 救生艇

5.5 救生筏

5.6 救生服

5.7 抛绳设备

5.8 救生设备示位灯

5.9 静水压力释放器

5.10 保温用具

5.11 降放装置

5.12 救生登乘梯

5.13 视觉信号 包括：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手持火焰信号； 漂浮烟雾信号

5.14 通用紧急报警装置

5.15 公共广播系统

6 防污染设备

6.1 滤油设备

6.2 粉碎装置和消毒装置

6.3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6.4 15ppm 舱底水报警装置

6.5 排放水处理装置

7 防火材料、结构、设备

7.1 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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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甲板敷料

7.3 不燃材料

7.4 低播焰性材料 包括：装饰薄片；油漆；地板；冷却管系配件的隔物；可燃导管

8 消防设备

8.1 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8.2
固 定 式 气 体 灭 火 系 统

（CO2）系统

8.3 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

8.4 消防员装备
包括：消防员防护服；消防靴；消防头盔；电安全灯；自给式压缩

空气呼吸器；救生绳

8.5 喷淋装置

8.6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

统

8.7 手提式灭火器 仅适用于 2kg 以上的灭火器

8.8 推车式灭火器

8.9 紧急逃生呼吸器

8.10 消防水带

8.11 水柱/水雾两用消防水枪

8.12 手提式泡沫枪装置

9 航行设备

9.1 雷达

9.2 舵角指示器

9.3 推进器转速指示器

9.4 螺距指示器

9.5 自动识别系统（AIS） 包括：A级或 B 级

9.6 电子定位设备

9.7 回声测深设备 包括：兼用测深的垂直渔探仪

9.8 磁罗经 包括：反射罗经；操作磁罗经

9.9 陀螺罗经

9.10 雷达反射器

9.11 白昼信号灯

10 无线电通信设备

10.1 船舶地面站

10.2 甚高频无线电装置（VHF） 包括：便携式甚高频无线电话（装置）

10.3 中频无线电装置（MF）

10.4
中/高频无线电装置

（MF/HF）

10.5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S-EPIRB）

10.6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BD-EPIRB）

10.7 高频接受对船舶发出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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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息（MSI）的窄带直接

印字电报设备

10.8 增强群呼接收机

10.9
奈伏泰斯（NAVTEX）接

收机

10.10
救生艇筏双向甚高频无线

电话（TWO-WAY VHF）

10.11 搜救定位装置 包括：搜救雷达应答器；AIS 应答器

11 信号设备

11.1 号笛

11.2 航行灯、号灯 c

11.3 声响信号设备 包括：号钟；号锣

11.4 闪光灯 d

11.5 航行灯控制板

11.6 号笛控制板

a 风雨密门，检验类别：C；检验方式：II（PA）；技术要求：《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

第三篇第 2章（适用性要求），GB/T 3477-2023船用风雨密单扇钢质门（选择性要求）。

b空气压缩机，检验类别：C；检验方式：I（PA、WA）；技术要求：《钢质国内海洋渔船建造规范》

（船长大于或等于 24m 但小于或等于 90m）（2019）第 3 篇第 5章第 5节（适用性要求），GB/T 12928-2008

船用中压活塞式空气压缩机（选择性要求）。

c号灯，检验类别：W；检验方式：PA、TA；技术要求：《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

第十二篇第 2章（适用性要求），GB/T 3028-2012 船用电气号灯（选择性要求）。

d闪光灯，检验类别：W；检验方式：PA、TA；技术要求：《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

第十二篇第 3章（适用性要求）。

注：本持证目录仅列明国内海洋渔船需持证的产品名称，符号注释与具体的产品持证类别可详见《船

用产品检验规则（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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