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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1章 近海供应船构造与设备附加要求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一般要求

1.1.1.1 稳性要求应符合本章第 2节和第 3节的规定。

1.1.1.2 机电、消防、救生及无线电通信设备要求应符合本章第 4节的相关规定。

1.1.1.3 设有动力定位装置的船舶应符合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8篇第 11章相关规定。

1.1.1.4 除本篇另有规定外，还应满足本法规对货船的其他适用要求。

1.1.21.1.21.1.21.1.2 定义

1.1.2.1 本章定义如下：

（1）近海供应船：系指主要从事将物料、材料、设备运到和运出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

固定或漂浮平台和其他类似近海设施的船舶；通常其起居处所和桥楼上层建筑在船舶前部，

用于海上装卸货物的露天载货甲板在后部的船舶，以及其他主要用于支援近海设施工作的船

舶，包括油井激活船，但不包括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起重船、管道敷设船和漂浮式起居船。

1.1.2.2 “船长（L）”、“船宽（B）”、“垂线”、“风雨密”和“夏季载重线”的含义按本

法规第 3篇相关定义。

第 2 节 完整稳性

1.2.1 对近海供应船，应按本法规第 4篇第 7章的衡准核算下列基本装载情况的完整稳

性：

（1）满载出港，且按对稳性最不利的情况及设计限定的货物装载要求，分布甲板上与

甲板下的货物。如船舶设有液货舱，则应分别考虑液货舱为满舱及空舱的情况；

（2）满载到港，其它情况同（1）；

（3）压载出港；

（4）压载到港。

1.2.2 如船舶最大复原力臂对应的横倾角θm难以满足本法规第 4篇第 7章 7.2.2.4的要

求，则该角度可小于 25°，但不得小于 15°，且最大复原力臂对应的横倾角前复原力臂曲

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

0.055＋0.001（30°－θm） m•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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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如在甲板上装载管子，应考虑管子内和管子周围的积水，积水体积按管子货物整

个堆装外形体积的百分数计。如船中干舷等于或小于 0.015L (L为本章 1.2.2 定义的船长)，

此百分数为 30％，如船中干舷等于或大于 0.03L，此百分数为 10％。如船中干舷为中间值，

此百分数用内插法求得。

1.2.4 在任何操作状态下，艉部应保持至少为 0.005L的最小干舷。

第 3 节 分舱和破损稳性

1.3.11.3.11.3.11.3.1 一般规定

1.3.1.1 船长L大于 100m的近海供应船的破损稳性应满足本法规第4篇第2-1章 2-1.1.6

的要求；

1.3.1.2 船长 L不大于 100m的近海供应船应考虑本章 1.2.1规定的装载情况，在遭受本

章 1.3.2和 1.3.3规定的破损假定下，满足本章 1.3.4中规定的破损稳性衡准。

1.3.1.3 分舱应满足本法规第 4篇第 2-1章对于货船的有关规定。

1.3.21.3.21.3.21.3.2 破损假定

1.3.2.1 破损应假定发生在船长范围内两水密横舱壁间的任何位置上。

1.3.2.2 破损的假定范围应如下：

（1）纵向范围：对 L不大于 43m的船舶，为 10%L；对 L大于 43m且小于 80m的船舶，

为 3+3%L m；对 L为 80m至 100m的船舶，为 1/3 L2/3。如果横舱壁之间的距离小于该范围，

则应假定其中一个横舱壁破损。

（2）横向范围：对 L 小于 80m 的船舶应假定为 760mm，对 L 为 80m至 100m 的船舶

应假定为 B/20 或 760mm，取大者，横向范围应在夏季载重水线处从船舷向内垂直于中心线

量取。

（3）垂向范围：应假定从载货甲板下缘或其延长线向下至全部型深。

1.3.2.3 对于船长 L小于 80 m的船舶，在夏季载重线处从船舷向内延伸 760 mm 或以上

并连接水密纵舱壁的水密横舱壁，则该舱壁在作破损稳性计算时，可视作水密横舱壁。对于

船长 L为 80 m 至 100 m 的船舶，在夏季载重线处从船舷向内延伸 B/20 或以上（但不小于

760 mm）并连接水密纵舱壁的水密横舱壁，则该舱壁在作破损稳性计算时，可视作水密横

舱壁。

1.3.2.4 如管子、导管或隧道位于假定的破损范围之内，其布置应保证在每一破损情况

下继续浸水不能由此而扩展到假定进水的舱室以外的其它舱室。

1.3.2.5 如破损比本章 1.3.2.2规定的范围更小，但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则应按小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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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假定。

1.3.2.6 当横向水密舱壁位于假定破损的横向范围之内，并且在双层底或边舱内形成大

于 3.05 m的台阶，则靠近横向水密舱壁台阶部分的双层底或边舱应视作同时浸水。

1.3.31.3.31.3.31.3.3 计算破损稳性的假定

1.3.3.1 假定的破损渗透率应按下列规定：

处所 渗透率

储藏处所 0.60

居住处所 0.95

机器处所 0.85

空舱处所 0.95

干货舱 0.95

液舱的渗透率应与所装载液体的数量相一致。

1.3.3.2 自由液面影响应对每个单独的舱按 0°或 5°横倾角进行计算，或者在整个正的剩

余复原力臂范围内，用移动力矩法来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

1.3.3.3 对每种消耗液体的自由液面，应假定至少有一对横向舱柜，或中心线上的一个

舱柜存在自由液面，考虑的舱或舱组应是自由液面影响最大者。

1.3.3.4 计算时也可以采用实际的自由液面影响。

1.3.41.3.41.3.41.3.4 破损稳性衡准

1.3.4.1 最终水线应位于任何可能会产生连续浸水的开口下缘以下。上述开口应包括空

气管和能用风雨密门或舱口盖关闭的开口，但可不包括用水密人孔盖和平舱口盖关闭的开

口、用与甲板保持高度完整性的小型水密货舱舱口盖关闭的开口、用遥控水密滑动门关闭的

开口及永闭式舷窗。

1.3.4.2 在浸水最终阶段，因不对称浸水的横倾角应不超过 15°。如果甲板没有浸水，

该横倾角可增大至 17°。

1.3.4.3 应审查浸水最终阶段的稳性。如果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位置以外至少有 20°的

稳矩，并且在此稳矩范围内剩余的最大复原力臂至少有 100mm，则认为稳性是足够的。在

剩余稳性最小范围的横倾角之内，无保护的开口不应浸水，但那些在破损稳性计算中作为浸

水处所的开口除外。在此范围内，本章 1.3.4.1所列的所有开口及其他能水密关闭的开口可

允许被浸没。

1.3.4.4 在浸水中间阶段的稳性是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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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其他要求

1.4.1 机电设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4篇第 2-1章 2、3和第 4节对货船的相关规定。

1.4.2 消防应符合本法规第 4篇第 2-2章中对货船的相关规定。

1.4.3 救生设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4篇第 3章中对货船的相关规定。

1.4.4 无线电通信设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4篇第 4章对货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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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22章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和装卸有限数量

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附加要求

第 1节 总 则

2.1.12.1.12.1.12.1.1 适用

2.1.1.1 本章适用于载运有限数量的本章 2.1.2.2中所列明物质的近海供应船舶（包括现

有船），不论其船舶大小或其航程。

2.1.1.2 本章中，“有限数量”指承运本章 2.1.2.2条中列明的散装液体的合计数量不超

过 800m3或相当于按密度为 1.0 t/m3的货物计算的船舶载重量的 40%所对应的容积（以 m3

计），取小者。对主要用于支援近海设施工作的船舶，如油井激活船，但不包括移动式近海

钻井装置、起重船、管道敷设船和漂浮式起居船，经本局批准，可允许运输比上述指明的最

大限量更多的数量；对其他船舶，经本局批准，可允许运输比上述指明的最大限量更多的数

量，但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2章或附则 6第 2章

关于残存能力的要求。

2.1.1.3 本章仅适用于散装运输，包括输送货物到船上液货舱或从液货舱卸出货物以及

货物运输过程中留存在船上。

2.1.22.1.22.1.22.1.2 范围

2.1.2.1 本章规定的制定是为了能在对近海供应船舶及其船员和环境风险最小的情况

下，散装运输受本章管辖的有限数量的货物。

2.1.2.2 根据本章规定，可承运的货物如下：

（1）本章附录 1所列的有毒有害液体和在下述标准基础上可以列入本章附录 1 中的其

他货品；

① 因安全原因由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附则 5 规定的

可由3型船舶运输而又无需满足该规则15.12节中关于有毒货品要求的货品；

② 被允许由 3型船舶承运的有毒有害液体物质；

（2）易燃的有毒有害液体物质。

2.1.2.3 对不属于本章 2.1.2.2 中货品范围的添加剂，可按本局接受的要求，进行有限

数量的运输，但这些允许运输的添加剂的合计数量不应超过本章规定的最大许可运输货品量

的 10%。每一单个舱所装添加剂容量不应大于 10m
3
。禁止这些添加剂从近海供应船舶上排放

入海。

2.1.2.4 未列入本章附录 1 的货品的运输，应按照本局批准的适当运输条件执行。

2.1.2.5 如载运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 第 18章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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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需要满足本章构造和设备要求。但该章中 Z类物质应满足防污染相关要求。

2.1.32.1.32.1.32.1.3 定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章和第

4章内的定义适用本章。

2.1.3.1 货物区域：系指近海供应船舶上货物和货物蒸气很可能存在的区域，包括货舱、

货泵舱、独立液货舱所在的货舱处所、整体式液货舱周围的隔离空舱和下列甲板部位：

（1）安装在甲板上的液货罐柜周围 3m内的区域；

（2）当独立液货舱位于甲板下时，液货舱开口处 3m内的区域；

（3）当整体式液货舱位于甲板下并以隔离空舱与露天甲板相隔时，液货舱开口处 3m

内的区域；

（4）不设隔离空舱的整体式液货舱之上的甲板部分 ,加上该舱的四侧纵横向各延伸 3m

距离的甲板区域；

（5）任何液体货物管或货物蒸气管、法兰、阀、气体或蒸气出口，或货泵舱的进口或

通风开口 3m内的区域。

2.1.3.2 载重量：系指近海供应船舶在密度为 1.025 t/m3的水中处于与勘定的夏季干舷

相应的载重吃水线时的排水量和该船的空载排水量之间的差值，以吨计。

2.1.3.3 空载排水量：系指近海供应船舶在舱室内无货、燃料油、滑油、压舱水、淡水

和补给水，以及无消耗物料、乘客和船员及其个人用品时的排水量，以吨计。

2.1.3.4 危险物质：系指列入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7章或具有比国际海事组织批准的散装化学品毒性评估标准中某一项最低毒性标准更为有

害的任何物质。

2.1.3.5 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系指仅列入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7章，且“d”栏标示为“p”的物质。

2.1.3.6 安全危险物质：系指列入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7章，且“d”栏标示为“S”或“S/P”的物质。

2.1.3.7 易燃液体：系指闪点不高于 60℃（闭杯试验）的液体。

2.1.42.1.42.1.42.1.4 检验和发证

2.1.4.1 在对一艘近海供应船舶的初次检验/建造检验合格后，船舶检验机构应签发近海

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附页。附页应指出该轮在任何有关运输条件

下允许运输本章规定的货物。

2.1.4.2 按本章颁发的附页与按照本法规签发的海上船舶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

污染附页，海上船舶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附页、或海上船舶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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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同等效力和得到同样的认可。

2.1.4.3 当建造的船舶运输仅具有海洋污染危害性的物质时，可在海上船舶防止散装运

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附页上适当备注，以达到本章 2.1.4.1的目的。

2.1.4.4 本章 2.1.4.1和 2.1.4.3条中所要求`的有效性应参照本法规第 1篇第 21 章及 15

章的要求进行检验。

第 2 节 稳性和货舱位置

2.2.12.2.12.2.12.2.1 稳性

2.2.1.1 按本章建造的近海供应船舶，其设计应符合本篇第 1章近海供应船舶设计和构

造附加要求中所包括的对完整稳性，以及对分舱和破损稳性的要求。

2.2.1.2 对于运输超过有限数量的油井激活船，其分舱稳性和破损稳性应满足本篇第 1

章的要求，但本篇第 1章 1.3.2中的破损假定应考虑为发生在水密横舱壁处船长的任何位置。

2.2.1.3 除上述 2.2.1.2外的运输超过有限数量的近海供应船，其分舱与破损稳性应满足

本法规第 4篇第 2-1章 2-1.1.8或 2-1.1.9中的要求。

2.2.22.2.22.2.22.2.2 货舱位置

2.2.2.1 装有由本章管辖货物的液货舱，应位于自夏季载重水线平面上量取时，从船舶

任一舷最外侧的垂直线到船舶中心线方向的距离不少于 760mm 之处。

第 3 节 船舶构造与设备要求

2.3.12.3.12.3.12.3.1 货物分隔

2.3.1.1 装有由本章管辖的货物或货物残余的舱室应与机器处所、尾轴隧（如有）、干

货处所、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以及饮用水和生活消耗品储存处所用隔离空舱、留空处所、

货泵舱、空舱、燃油舱或其他类似处所分隔开来。甲板上的独立存储舱或安置在其他空货舱

处所的独立液货舱应被视为满足了这些要求。

2.3.1.2 会与其他货物或油类燃料发生危险反应的货物应：

（1）用隔离空舱、留空处所、货泵舱、泵舱、空舱或装有两者兼容的货物的舱隔离开

来；

（2）有独立的、不通过装有这种货物的其他货舱的泵吸和管路系统，除非安装在管隧

中；和

（3）设置单独的透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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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货物管系不应通过任何起居住所、服务或机器处所，但货泵舱或泵舱不在此列。

2.3.1.4 泵、压载管系、透气管系和其他为固定的压载舱服务的类似设备应独立于为液

货舱服务的类似设备。

2.3.1.5 货泵舱或安装有独立货舱的货舱处所的舱底水泵吸布置应全部置于货物区域

内。

2.3.1.6 整体式液货舱的分隔要求

（1）周围不是船底船壳板、燃油舱、货物泵舱或泵舱的液货舱，应在其周围设置隔离

空舱。用作其他目的的舱室（除淡水舱和润滑油舱外）可接受作为这些货舱的隔离舱。

（2）为便于进入所有处所，货舱边界和附近的船舶构件的最小距离应为 600mm。

（3）货舱可延伸到甲板板，但干货不能在该区域进行装卸。在货舱上的甲板区域要装

卸干货的地方，货舱不能延伸到甲板板，除非铺设了连续且固定的木质或其他合适材料的

甲板覆盖物，其最小厚度为 50mm。

2.3.1.7 受本章管辖的货物不应装在艏尖舱或艉尖舱。

2.3.1.8 对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的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可不适用本章 2.3.1.1

和 2.3.1.3条要求，但应满足对起居住所、饮用水和生活消耗品储存处所的隔离要求。另外，

本章 2.3.1.6(1)和 2.3.1.6(2)条的规定也可不适用。

2.3.22.3.22.3.22.3.2 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以及控制站

2.3.2.1 起居、服务处所或控制站不应位于货物区域内。

2.3.2.2 除非离开装有易燃货品的货物区域至少 7m以外，否则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

和控制站的进口、空气进口或开口不应面向货物区域。与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

不相通处所（如货物控制站和物料间）的门，可允许安装在上述指定的 7m区域之内，但该

处所四周的隔热应达到 A-60 标准。当窗和舷窗布置在上述指定的 7m 区域内时，面向货物

区域的窗和舷窗应是固定式的。在主甲板第一层的这些舷窗应装有钢质或等效材料的内盖。

2.3.2.3 为了防止危险蒸气造成的危险，与货物管系和货物透气系统有关的起居、服务

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要求，应按照本章 2.3.6条。

2.3.2.4 对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且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可不适用本章 2.3.2.1

至 2.3.2.3的要求。

2.3.32.3.32.3.32.3.3 进入货物区域内各处所通道

2.3.3.1 进入货物区域内各处所通道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 第 3.4条的要求。

2.3.42.3.42.3.42.3.4 货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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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货舱至少应是适用的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或

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6对该种货物所要求的类型。

2.3.4.2 如果不使用永久附着的甲板液货舱，可以使用经认可的可移动式罐柜装运

2.1.2.2款中所列货物，只要这些可移动式罐箱可稳固地处于船舶的适当位置。

2.3.4.3 除了货泵舱与货舱的连接外，所有货舱的开口和货舱的连接均应位于露天甲板

之上，并应位于货舱的顶部。当隔离空舱位于整体式液货舱之上时，可通过小围井穿过隔离

空舱。

2.3.4.4 应使用下列设计压力（标准），取大者，以决定独立式压力液货舱的尺度：

（1）0.07MPa;

（2）货物在 45℃时的蒸气压力；

（3）比正常运输温度高 15℃时货物的蒸气压力；

（4）在装卸期间液货舱内出现的压力。

液货舱的结构尺寸和布置应根据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

中的有关标准并考虑货物的密度。液货舱的结构尺寸也可根据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中有关压力容器的要求进行设计。

2.3.4.5 整体或独立式重力液货舱应根据货物运输温度和相对密度，参照本局《国际航

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或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

附则 6相关要求进行建造和试验。

2.3.4.6 对于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可不适用 2.3.4.3的要求。

2.3.52.3.52.3.52.3.5 建造材料

2.3.5.1 用于建造舱室、管系、配件和泵的材料应符合适用的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

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6章或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6的第 6章相关要求。

2.3.62.3.62.3.62.3.6 货舱透气系统

2.3.6.1 独立式压力液货舱应装有压力释放装置并应设计为远离人员进行排放，其设定

的压力和容积应考虑本章 2.3.4.4条所述的设计压力。压力释放装置排气管出口位置应符合

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附则 6第 8 章要求，对于船长小于 90m的

船舶，距离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的空气进口或开口及点火源的水平距离可允许采

用较小的值，但至少应满足本章 2.3.6.2条要求。

2.3.6.2 整体或独立的重力式液货舱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

附则 5的相关要求，除附则 5的 8.3.4中所要求的高度可降低至 2m外。

2.3.6.3 用于运输闪点在 60℃（闭杯试验）以上仅有污染危害物质的货舱，可不适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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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出口与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距离要求。

2.3.6.4 本章 2.3.4.2条允许的可移动罐柜的货舱透气系统应参照本条的要求执行。

2.3.72.3.72.3.72.3.7 货物驳运

2.3.7.1 货物驳运系统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5章或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6第 5章的要求。

2.3.7.2 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附则 5 中第 5.6.1.3 条要求的

所有货泵和类似设备的遥控关闭装置应能在货物输送时在有人的指定货物控制位置和至少

在一个其他的有一段安全距离的货物区域以外的位置起动。

2.3.7.3 如拟载运货物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且仅具有污染危害性，并采取相应的

预防和操作措施确保货物管路泄露所产生的污染风险可控，可允许货物管路使用尽可能少的

法兰连接。

（1）制订预防及操作措施，相应预防及操作措施应纳入船上的操作手册。如在货物管

路上设置法兰处，可设置承滴盘等类似装置，以承接少量泄漏，并应有适当的泄放管路。

（2）货舱舱底水系统管路的布置，可以满足一旦发生货物输送管路泄漏，含有泄漏出

的货物的舱底水不会直接排放入海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2.3.82.3.82.3.82.3.8 电气设备

2.3.8.1电气设备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0章

的要求。

2.3.92.3.92.3.92.3.9 消防要求

2.3.9.1 对本章附录 1所列的易燃液体的运输，本法规第 4篇 2-2章第 4节对液货船的

要求适用于本章适用的船舶，不论吨位大小，并包括小于 500总吨的船舶。但：

（1）第 2-2.4.12、2-2.4.15.1和 2-2.4.15.2条不适用；

（2）第 2-2.4.2.1条（即液货舱、污液舱、货泵舱和隔离空舱应位于机器处所前方），第

2-2.4.2.2条（即对货物主控制站的位置要求），第 2-2.4.2.4和 2-2.4.2.8（1）至 2-2.4.2.8

（3）条不必适用。此外，第 2-2.4.2.7条也不必适用，但构成起居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

板室的外部周界，包括任何支撑这些起居处所的悬伸甲板，应离货物区域至少 7m；

（3）对于第 2-2.4.3.1条，在考虑了舱室分隔及探火系统和灭火系统的布置后，可使用

除 2-2.3.1.2规定的 IC法以外的方法；

（4）在考虑了舱室分隔及探火系统和灭火系统的布置后，可用第 2-2.3.1、2-2.3.2 和

2-2.3.4条的要求来替代第 2-2.4.4条中的要求；

（5）第 2-2.4.11.1、2-2.4.11.2、2-2.4.11.3(1)、2-2.4.11.3（3）、2-2.4.11.4 和 2-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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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要求仅在考虑到本章 2-2.3.6.2的要求，即货舱透气系统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

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的有关要求时适用；

（6）第 2-2.1.3、2-2.1.6和 2-2.1.7条应适用相同吨位货船的要求；

（7）2-2.3.9.2（3）的规定应予实施，以代替第 2-2.4.12条要求；和

（8）2-2.3.9.2（5）的规定应予实施，以代替第 2-2.4.15.1和 2-2.4.15.2条要求。

2.3.9.2 对本章附录 1所列的易燃液体的运输，应执行下列规定：

（1）在货物输送过程中，主消防泵系统应保持水压；

（2）在运输的易燃液体的舱室附近区域的每一消火栓上均应配备经认可的两用型消防

水枪（即带有关闭装置的水雾/水柱型）的消防水带；

（3）不论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或固定式化学干粉灭火系统，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该系统应位于货物区域内能有效保护甲板的位置；

② 该系统应能在不移动的情况下覆盖货物区域内的甲板；

③ 当设置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时，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第 4篇附则 5第 11.3.3至 11.3.12条的要求。仅在所载货物适合于用泡沫时使

用。

④ 如能满足以下要求，也可用下列消防设备替代固定式灭火系统：

（a）甲板面积在 45m2或以下时，配备二只或更多的化学干粉灭火器，总容

量不小于 135kg；

（b）甲板面积大于 45m2时，应配备三只或更多的化学干粉灭火器，灭火剂

的总容量不小于：

C=3A kg

其中 A是以 m2计的甲板面积；

（c）灭火剂供给的最低速率不小于 3kg/min。

（4）可以根据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第 2-2 章第 17条中

规定的程序批准上述第 2.3.9.2（3）中所要求系统的替代方式。

（5）装卸易燃液体的货泵舱应按照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

附则 5第 11.2条设置固定式灭火系统。

2.3.9.3 对于仅运输附录 1中列明的非易燃液体的船舶，除本法规第 4篇 2-2章 2-2.3.9.1

条要求不必适用外，如满足本法规第 4篇 2-2章相同总吨位货船的要求，则也不必满足本法

规第 4篇 2-2 章对液货船的要求，本章 2.3.9.2的要求也不必适用。

2.3.102.3.102.3.102.3.10 溢酸防护

2.3.10.1 在储酸舱、泵和输酸管路下的地板或甲板应设有防腐材料制作的衬垫或涂层，

在邻接舱壁或舱口围上至少向上延伸 500mm的高度。在这类地板或甲板上的舱口或其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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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高度应至少升高至 500mm；但如达不到这一要求高度时，应尽实际可能满足此要求。

2.3.10.2 法兰或其他可拆的管路接头应覆盖有防溅罩。

2.3.10.3 对装货总管的法兰接头应提供可移动式防护罩。输酸总管应配有防锈蚀材料

的承滴盘。

2.3.10.4 装有储酸舱的处所以及输酸泵和管路上应设有用防腐蚀材料制作的泄放装

置。

2.3.10.5 应设置具有适当高度和长度的常设围板，使得甲板溢出物质远离起居住处及

服务处所。

2.3.112.3.112.3.112.3.11 货物区域处所的通风

3.11.1 适用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2章的要求。对

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且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可不适用规则 12.1.5 中的有关距离要

求。

2.3.122.3.122.3.122.3.12 蒸气探测

2.3.12.1 应按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 要求对所运输货

物配备相应的蒸气探测装置。

2.3.12.2 含有用于酸类货物运输的相关装置的围闭或半围闭处所，应设置固定式蒸气

探测装置并提供视觉和听觉报警指示。蒸气探测装置应能探测到氢气，但在仅运输盐酸时除

外，此时应提供氯化氢蒸气探测装置。

2.3.12.3 当运输本章所列的闪点不超过 60℃（闭杯试验）的货品时，至少应提供二台

便携式设备以探测易燃蒸气浓度。

2.3.12.4 应至少提供二个适于探测空气中的氧气浓度的便携式设备。

2.3.132.3.132.3.132.3.13 特殊要求

2.3.13.1 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4 篇附则 5第 15章和本局《国际

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6第 17章中针对具体货物的特殊要求应适用。如

通过货物装载操作限制（如限制每舱的装货量），使得装货过程中不会发生货舱溢流，可不

需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 第 15.19.6条中所要求的高液

位视觉和听觉报警要求。该装载操作程序应纳入船上操作手册。

2.3.142.3.142.3.142.3.14 运输液化气体的特殊要求

2.3.14.1 用于运输液氮和液态二氧化碳的货舱构造、材料、货物管系及驳运系统应符

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6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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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2 用于装卸和储存液化气的每个围闭处所应装有可连续监测该处所氧气含量的

探测装置并可在低氧气浓度时发出警报。对半围闭处所，也可接受便携式设备。

2.3.14.3 输送液化气的总管或液化气管路上的其他法兰接头应配有抗低温的滴盘。

2.3.14.4 每个液化气货舱的出口管路应装有应急切断阀。应急切断阀的控制应符合

2.3.7.2所要求的对遥控切断装置的要求。

2.3.152.3.152.3.152.3.15 测量和液位探测

2.3.15.1 每个货舱应设有液位指示系统，该系统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和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6的有关要

求。

2.3.162.3.162.3.162.3.16 应急遥控关闭

2.3.16.1 在压力超过 5MPa的货物驳运作业中，应提供应急减压和断开输送管路的应急

装置。起动应急减压和断开输送管路的控制装置应符合本章 2.3.7.2中对遥控关闭装置的要

求。

第 4节 防污染要求

2.4.1 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持有一本货物记录簿、一本程序与布置手册和一个经

海事管理机构批准的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

2.4.2 禁止向海里排放 3型船舶允许运载的有毒液体物质的残余物，或本章附录 1中列

出的物品，或含有这些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等其他残余物或混合物。任何含有有毒液体物

质的残余物和混合物应排放至港口的接收设施。如能达到此限制要求，无需满足本法规第 5

篇第 3章有关有效扫舱和水下排放布置的要求。

第 5节 人员的保护

2.5.12.5.12.5.12.5.1 除污淋浴和眼睛清洗

2.5.1.1 除运输仅有污染危险的物质外，在甲板上方便的地方应设置经适当标明的除污

淋浴和洗眼设备。淋浴和洗眼设备在所有环境下都应能工作。

2.5.22.5.22.5.22.5.2 防护和安全设备

2.5.2.1 防护和安全设备应按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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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6第 14章对所运输货品的要求，放置

在船上的适当位置。

第 6 节 操作要求

2.6.1 甲板货物和本章管辖的货品不应同时装卸。

2.6.2 在装卸作业期间，只有从事与本章管辖货物驳运相关的人员才被允许留在货物区

域和邻近的露天甲板。

第 7 节 现有近海供应船舶的适用要求

对于申请载运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现有近海供应船舶，应符合本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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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1111 允许载运货品目录允许载运货品目录允许载运货品目录允许载运货品目录

易燃性

含有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7和 18章以

及MEPC.2号通函中所列，且本章 2.1.2 允许运载的物品混合物的油类泥浆 否

含有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篇附则 5第 17和 18章以

及MEPC.2号通函中所列，且本章 2.1.2允许运载的物品混合物的水类泥浆
否

钻井盐水，包括 否

氯化钠溶液 否

溴化钙溶液 否

氯化钙溶液 否

硝酸钙/硝酸镁/氯化钾溶液 否

硝酸钙(等于或少于 50%)溶液 否

钻井盐水(含有锌盐) 否

甲酸钾溶液 否

氯化钾溶液 否

乙醇 是

乙二醇 否

乙二醇单烷基醚 是

甲醇 是

醋酸 是

甲酸 是

盐酸 否

氯化氢－氢氟混合物含有等于或少于 3%的盐酸 否

硅酸钠溶液 否

硫酸 否

三甘醇 是

甲苯 是

二甲苯 是

液体二氧化碳 否

液氮 否

有毒液体，NF，(7) n.o.s (商品名……，含有……)ST3，Y类 否

有毒液体，F，(8) n.o.s (商品名……，含有……)ST3，Y类 是

有毒液体，NF，(9) n.o.s (商品名……，含有……)ST3，Z类 否

有毒液体，F，(10) n.o.s (商品名……，含有……)ST3，Z类 是

有毒液体，(11) n.o.s (商品名……，含有……)，Z类 否

非有毒液体，(12) n.o.s (商品名……，含有……)，OS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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