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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1978 年议定书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作为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日在伦敦签订的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公约的缔约国，  

     认识到上述公约对促进海上船舶和财产以及船上人命安全所可能作出的重大贡献，  

     也认识到有进一步增进船舶特别是油轮安全的必要，  

     考虑到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是缔结一项关于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议定书，  

     特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一 般 义 务  

     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实施本议定书及其附则的各项规定，该附则应构成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凡引用本议

定书时，同时也就是引用该附则。  

     第二条 适 用 范 围  

      

 一、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除外），第四条，第六

条的第二、三、四款，第七条及第八条的规定，已纳入本议定书。但在这些条款中，凡提到公约及缔约国政府

时，应分别认为是指的本议定书及本议定书缔约国。  

 

     二、凡适用本议定书的船舶，除本议定书中所列明的各项修正及补充外，应遵守公约的各项规定。  

     三、对于非公约及本议定书缔约国的船舶，本议定书缔约国应实施公约及本议定书的各项必要的规定，

以保证不给予此类船舶以更为优惠的待遇。  

     第三条 资料的送交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向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秘书长交存一份授权代表各该缔约国

管理海上人命安全措施的被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的组织名单，以便周知所有缔约国，供其官员参考。为此，

主管机关应将其授权给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的具体职责及条件通知本组织。  

 

     第四条 签字、批准、接受、认可和加入  

     一、本议定书自１９７８年６月１日起至１９７９年３月１日止在本组织总部开放供签字，此后继续开

放供加入。除本条第三款规定外，各国可按下列方式参加本议定书。  

 

     （一）签字并对批准、接受或认可无保留；或  

     （二）签字而有待批准、接受或认可，随后再予批准、接受或认可；或  

     （三）加入。  

     二、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应向本组织秘书长交存一份相应的文件。  

     三、只有已对公约签字而无保留、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的国家，才可对本议定书签字而无保留、批

准、接受、认可或加入。  

     第五条 生 效  

      

一、本议定书应在至少有１５个国家，其商船合计总吨数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数的５０％，按本议定书第四条

规定参加本议定书之日后经过六个月生效，但本议定书不应在公约生效之前生效。  

 

     二、凡在本议定书生效之日以后交存的关于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的文件，应在交存文件之日后经过

三个月生效。  

     三、凡在本议定书的修正案按公约第八条规定被认为接受之日以后交存的关于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

的文件，应适用于经修正的议定书。  

     第六条 退 出  

     一、本议定书的任何缔约国，在本议定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可随时退出本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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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退出本议定书，应向本组织秘书长交存一份退出文件。  

     三、退出本议定书，应在本组织秘书长收到退出文件１年后，或在该文件中所载较此为长的期限届满后

生效。  

     四、一缔约国退出公约，即应被认为该国也退出本议定书。  

     第七条 保 存  

     一、本议定书应由本组织秘书长保存（以下简称保存人）。  

     二、保存人应：  

     （一）将下列事项通知本议定书的所有签字国或加入国：  

     １．每一新签字或新的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文件的交存及其日期；  

     ２．本议定书的生效日期；  

     ３．任何退出本议定书的文件的交存和其收到日期以及退出的生效日期。  

     （二）将核证无误的本议定书副本分送给本议定书的所有签字国或加入国。  

     三、本议定书一经生效后，保存人应即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将核证无误的本议定书副

本一份送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并公布。  

     第八条 文 字  

     本议定书正本一份，用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另应备有阿

拉伯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官方译本，并与签署的正本一起保存。  

     具名于下的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代表特签署本议定书，以昭信守。  

本议定书于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７日订于伦敦。  

 

 

 

 

 

 

 

 

 

 

 

 

 

 

 

 

 

 

 

 

 

 

 

 

 

 

 

 

 



 3 

 

 

 

 

 附则：《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附则的修订和补充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适用范围、定义等  

     第二条 定 义  

     原有条文增加一款如下：  

     十四、“船龄”系指根据船舶登记证书内所列建造年份迄至现今的年限。  

     第二节 检验与证书  

     第六条 检查与检验  

     原第六条条文更改如下：  

      

一、为执行及为准于免除本规则的规定而对船舶进行的检查和检验，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执行，但主管机关可

将这些检查和检验委托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由其认可的组织办理。  

 

      

二、主管机关应作出安排，以便在证书有效期间，对船舶进行不定期的检查。这种检查应保证船舶及其设备在

各方面都适合该船预定的用途。这些检查可以由主管机关自己的检查机构，或由其指定的验船师，或由其认可

的组织，或经其申请由其他缔约国政府来执行。如主管机关根据本章第八条及第十条的要求制定强制性的年度

检验时，则上述的不定期检查就没有约束。  

 

三、主管机关如指定验船师或认可的某一组织执行本条一款及二款所规定的检查和检验时，至少应就下列事项

对所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进行授权：  

     （一）对船舶提出修理要求；及  

     （二）在受到港口国有关当局请求时，上船检查和检验。  

     主管机关应将有关授权给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的具体职责及条件，通知本组织。  

      

四、当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确定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情况不符，或该船或其设备的

状况不符合出海时对船舶或船上人员都无危险的条件时，该验船师或组织应立即要求该船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

通知主管机关。如该船未能采取此种纠正措施，则应撤销有关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如此时该船是在另一

缔约国的港口内，则尚应立即通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当主管机关的官员，或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业

已通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以后，该港口国政府应对此种官员、验船师或组织给以一切必要的协助，以帮助他们

根据本条的规定履行其职责。必要时，有关的港口国政府应保证该船在未具备对船舶或船上人员都无危险的条

件前，不得开航出海或离港驶往适当的修船厂。  

 

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办理，有关的主管机关都应充分保证检查和检验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并应负责作出必要

的安排，以完成此项义务。  

     第七条 客船的检验  

     原有条文的第二款（三）项更改如下：  

      

（三）在因本章第十一条所述调查研究而产生的修理以后，或在进行任何重要的修理或换新时，都应根据情况

需要，进行普遍的或局部的检验。此项检验应保证这些必要的修理或换新确已切实完成，其材料与工艺在任何

方面均为合格，并应保证该船在各方面均符合公约、本议定书和现行《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及主管机关为此

而颁布的法律、法令、命令和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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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检验  

     原第八条条文更改如下：  

      

一、除机动救生艇的无线电报设备或救生艇筏的手提式无线电设备外，公约第二章甲、第二章乙、第三章与第

五章以及本议定书所适用的货船救生设备、回声测深仪、陀螺罗经、灭火设备和惰性气体系统，均应依照公约

第一章第七条以及本议定书关于客船初次和以后检验的规定办理，唯该条一款（二）项规定的１２个月应改为

２４个月。新船的防火控制图与新船和现有船舶所配备的引航员软梯、引航员机械升降器、号灯、号型以及发

出音响信号的设备，亦应包括在检验范围之内，以保证它们完全符合公约和本议定书的要求，以及如适用时，

也符合现行《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要求。  

 

      

二、对船龄为１０年以上的液货船，在其货船设备安全证书每周年到期之日的前或后３个月内，应进行期间检

验，以保证本条一款所述设备业已按照本章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了维护，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此项期间检

验应在按公约第一章第十二条一款（三）项所签发的货船设备安全证书上作签证。  

 

第十条 货船船体、机器和设备的检验  

     原第十条条文更改如下：  

      

一、货船的船体、机器及设备（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报安全证书或货船无线电话安全证书所包括的

项目除外），应在建造竣工时和嗣后按主管机关认为必要的方式进行检验，以保证它们在各方面都处于合格状

况。此项检验的间隔期如下：  

 

（一）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期进行，但不得超过５年（定期检验）；  

      

（二）船龄为１０年及以上的液货船，除此项定期检验外，尚应在其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间内，至少进

行一次期间检验。如果在某一证书有效期间只有一次期间检验，则此项期间检验应在证书有效期的中期之日前

或后６个月以内进行。  

 

      

二、初次和定期检验应能保证船舶的布置、材料和结构用材尺寸、锅炉和其他受压容器及其附件、主辅机械包

括舵机及与其配合的控制系统、电气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等在各方面都适合该船预定的用途。如为液货船，则此

项尚应包括船底外部、泵舱、液货及燃油管系、透气管系、呼吸阀及防火网。  

 

      

三、船龄为１０年及以上的液货船的期间检验，应包括检查舵机及与其配合的控制系统、泵舱、甲板上及泵舱

内的液货及燃油管系、透气管系、呼吸阀及防火网、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以及船底外部。对电气设备除进行

目视检查外，尚应对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测试绝缘电阻。在检查中，如对管系的状况发生任何怀疑，则应采

取必要的措施，例如进行压力试验及测厚等。此项期间检验，应在根据公约第一章第十二条一款（二）项所签

发的货船结构安全证书上作签证。  

 

      

四、在按本章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调查研究以后认为需要时，或在进行任何重要的修理或换新时，都应按照情

况进行普遍的或者是局部的检验，此项检验应保证这些必要的修理或换新确已切实完成且其材料与工艺在各方

面均为合格，并保证该船适合于出海航行而不致对船舶及船上人员产生危险。  

 

第十一条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原第十一条条文更改如下：  

     一、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加以维持，使能符合公约及本议定书的各项规定，从而保证该船在各方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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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适合于出海航行而不致对船舶及船上人员产生危险。  

      

二、根据公约第一章第六、七、八、九或十条以及本议定书的规定，对船舶所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非经

主管机关许可，对经过检验的结构布置、机器、设备及其他项目，概不得变动。  

 

      

三、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且在任一情况下都将影响该船的安全或影响该船救生设备或其他设备的有效性

或完整性时，该船的船长或船东应尽快向负责发给有关证书的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报告。主

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在收到报告以后，应即进行调查研究，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公约第一章

第六、七、八、九或十条以及本议定书所要求的检验。如该船系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内，船长或船东亦应立即

向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报告，而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则应查清此项报告是否业已递交。  

 

第十四条 证书有效期限  

     原第十四条条文更改如下：  

      

一、除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以及任何免除证书外，各种证书的有效期限不得超过１２个月。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得超过５年。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得超过２４个月。免除证书有效

期限不得超过与该证书相关的证书的有效期限。  

 

二、不允许对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５年有效期进行展期。  

      

三、对３００总吨及以上但小于５００总吨的货船所发的无线电报安全证书或无线电话安全证书，如在原发证

书有效期届满前２个月内进行检验，可将此项证书收回，并签发新证书，该新证书在原发证书有效期届满后的

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除本条二款所述证书外，如某一证书期满时该船不在登记国或预定检验国的港口，则主管机关可将证书展

期，但此项展期仅以能使该船完成其驶抵登记国或预定检验国的航次为限，而且仅在正当和合理的情况下才能

如此办理。  

 

      

五、根据本条四款对证书进行展期时，其期限概不得超过５个月。经过这样展期的船舶，在抵达登记国或预定

检验的港口之后，不得因获得上述展期而在未领到新证书之前驶离该港或该国。  

 

     六、除本条二款所述证书外，凡未经根据本条前述各款获得展期的证书，主管机关可自该证书所载到期

之日起，给予为期至多１个月的宽限期。  

     七、在下列情况下证书失效：  

     （一）在公约及本议定书第一章第七条一款、第八条、第九条及第十条一款所规定的期限内，或在根据

本条四、五或六款业已展期的期限内，未进行检查和检验者，或  

      

（二）船舶变更船旗国时，只有当换发新证书的国家政府确认该船业已满足本章第十一条一款及二款的要求时，

才换发新证书。如果变更船旗系在两个缔约国之间进行，则在变更船旗后的３个月内，前一个船旗国政府如接

到申请，应尽速将变更船旗前该船所携证书的副本以及有关的检验报告（如备有时），送交该船的新主管机关。  

 

第十九条 监 督  

     原第十九条条文更改如下：  

      

一、每艘船舶当其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时，应受该国政府正式授权的官员监督。这种监督的目的，仅在于查明



 6 

该船根据公约第一章第十二及十三条所签发的各种证书是否有效。  

      

二、除有明显的理由使人相信该船或其设备的情况实质上与任一证书所载情况不符，或该船及其设备不符合本

章第十一条一款及二款的规定外，此项证书，如属有效，即应被承认。  

      

三、在本条二款所述情况下或当证书过期或失效时，执行监督的官员应采取措施，以保证该船在未具备对船舶

或船上人员都无危险的条件前，不得开航出海或离港驶往适当的修船厂。  

 

      

四、如因这种监督而引起任何干涉，执行监督的官员应将认为必须进行干涉的一切情况，立即以书面通知船旗

国的领事，或当领事不在时，则通知其最近的外交代表。此外，还应通告负责发证的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

织。有关干涉的事实应向本组织报告。  

 

      

五、如未能按本条三款及四款的规定采取措施，或如已允许该船驶往下一停靠港时，港口国的有关当局应将所

有有关该船的情况，除通知本条四款所述有关方面外，还要通知下一停靠港当局。  

 

六、根据本条规定执行监督时，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对船舶作不适当的扣留或延误。如船舶被不适当地扣留或延

误，应有权对所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要求赔偿。  

 

     第二章甲 构造——分舱与稳性、机电设备  

     第一节 通 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  

     原有条文第二款内增加下列各项：  

     （三）虽在本条本款（二）项及本条一款（三）项内已有所规定，但为了明确本章第二十九条四款的内

容，“新液货船”系指：  

     １．该液货船的建造合同系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１日以后签订者；或  

     ２．在缺少建造合同时，则该液货船系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建造阶段者；或  

     ３．该液货船系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１日以后交船者；或  

     ４．该液货船进行了重大的改装或改建，且：  

     （１）这些改装或改建的合同系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１日以后签订者；或  

     （２）在缺少合同时，则在这些改装或改建工作系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开工者；或  

     （３）这些改装或改建工作系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１日以后完成者。  

     （四）为了明确本章第二十九条四款的内容。“现有液货船”系指不属本款（三）项所述新液货船范围的

液货船。  

      

（五）为了明确本款（三）项的内容，对载重量为２００００吨及以上的现有液货船进行改装以求符合本议定

书或符合《１９７３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的要求，不应认作是构成了重大的改装

或改建。  

 

     第二条 定 义  

     原有条文之末增加下列各款：  

     十一、“操舵装置遥控系统”系指将所需的舵的动作自驾驶室传至操舵动力装置控制器的设备。  

      

 十二、“主操舵装置”系指在正常航行情况下，为驾驶船舶而使舵产生动作所必需的机器、操舵动力装置

（如设有时）及其附属设备，和向舵杆施加转矩的装置（如舵柄或舵扇）。  

     十三、“操舵动力装置”：  

     （一）如为电动舵机，系指电动机及与其配合的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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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为电动液压舵机，系指电动机及与其配合的电气设备，以及与电机相连接的泵；  

     （三）如为其他液压舵机，系指驱动机及与其相连接的泵。  

     十四、“辅助操舵装置”系指如主操舵装置失效时，为驾驶船舶所装设的并用以使舵发生动作的设备。  

     第三节 机电设备  

     第二十九条 操舵装置  

     原有条文之末增加下列一款：  

     四、仅适用于液货船  

     （一）下列规定适用于每艘１００００总吨及以上的新液货船，并从本议定书生效之日以后不迟于２年

内，也适用于每艘１００００总吨及以上的现有液货船：  

      

１．应设有两套操舵装置遥控系统，每一套均应能从驾驶室单独操作。这一规定并不要求设置双套操舵盘或操

舵柄。当正在工作中的一套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失效时，应能在驾驶室上某一位置立即将另一套系统投入工作。

每一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如果是电动的，应有其独立的供电线路；此项线路应由处于舵机室范围内的操舵装置

电源线路上接出。当操舵装置遥控系统的电源供应失效时，应在驾驶室内发出警报。本项内所要求的报警器应

具有声、光两种信号，并应装设在驾驶室内易于观察到的位置。  

 

     ２．在舵机室内也应设有主操舵装置的控制器。  

     ３．在舵机室内应设有将操舵装置遥控系统从电源线路上切断的装置。  

     ４．在驾驶室与舵机室之间应设有通信设备。  

     ５．应能在驾驶室内指出正确的舵角位置，舵角指示器与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应相互独立。  

     ６．应能在舵机室内辩认出舵角位置。  

     （二）每艘１００００总吨及以上的新液货船，除本条一款及四款（一）项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主操舵装置应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动力装置，并应在运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动力装置时，能

按本条四款（二）项２目的要求进行操舵。  

      

主操舵装置应尽其合理与可行，布置成使在其管系中或在其动力装置之一中发生的个别故障，不致损害操舵装

置其余部分的完整性。作为操舵装置一个组成部分的机械联轴节，以及与任何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如设有时）

相连接的机械联轴节，应具有经主管机关认为满意的坚固而可靠的结构。  

 

      

２．当船舶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最大营运航速前进时，主操舵装置应能将舵自一舷的３５°转至另一舷的３

５°。在同样条件下，还应能在不超过２８秒的时间内，将舵自任何一舷的３５°转至另一舷的３０°。  

 

     ３．必要时主操舵装置应以动力操作以满足本条四款（二）项２目的要求。  

     ４．主操舵动力装置的布置，应使其在动力失效后又重新恢复时，能自动启动。  

     ５．当任一操舵动力装置失效时，应能在驾驶室内发出警报。不论是通过自动或手动，应能以驾驶室内

的某一位置，将每套操舵动力装置投入工作。  

      

６．应设有能在４５秒的时间内自动提供作替代的动力源。这种动力源，不论是来自应急电源或来自位于舵机

室内的另一独立动力源，应至少足够向一个操舵动力装置提供动力，使其按如下所述的要求进行转舵；此外，

还应向与该操舵动力装置配合使用的操舵装置遥控系统与舵角指示器提供足够的动力。此项独立的动力源只准

用于上述目的，且其能量应足供连续工作半小时之用。当操舵动力装置系由作替代的动力源提供动力而船舶又

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最大营运航速的一半或７节（视何者为大而定）前进时，应能在不超过６０秒的时间内，

至少将舵自一舷的１５°转至另一舷的１５°。  

 

     第二章乙 构造——防火、探火和灭火  

     第一节 通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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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适用范围  

     在原有条文的第一款之末增加下列各项：  

     （四）虽在本款（二）项及（三）项内已有所规定，但为了明确本章第五十五条一款（二）项及第六十

条的内容，“新液货船”系指：  

     １．该液货船的建造合同系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１日以后签订者；或  

     ２．在缺少建造合同时，则该液货船系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的建造阶段者；

或  

     ３．该液货船系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１日以后交船者；或  

     ４．该液货船曾进行了重大的改装或改建，且：  

     （１）这些改装或改建的合同系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１日以后签订者；或  

     （２）在缺少合同时，则这些改装或改建工作系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开工者；或  

     （３）这些改装或改建工作，系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１日以后完成者。  

     （五）为了明确本章第五十五条一款（二）项及第六十条的内容，“现有液货船”系指不属本款（四）项

所述新液货船范围的液货船。  

      

（六）为了明确本款（四）项的内容，对载重量为２００００吨及以上的现有液货船进行改装以求符合本议定

书或《１９７３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的要求，不应认作是构成了重大的改装或改

建。  

 

     第三条 定 义  

     原条文第二十二款更改如下：  

     二十二、“空船排水量”系指船上舱柜内没有货物、燃油、润滑油、压载水、淡水和锅炉给水，无易耗物

料，亦无旅客、船员及其行李等时的排水量，以吨计。  

     原有条文之末增加一款如下：  

     二十四、“原油”系指任何自然存在于地下的油类，不论是否已经过处理以适合运输。“原油”包括：  

     （一）可能业已除去某些馏分的原油；及  

     （二）可能业已添加某些馏分的原油。  

     第五节 液货船的消防措施  

     第五十五条 适用范围  

     原有条文更改如下：  

     一、除另有明文规定外：  

      

（一）本部分适用于载运经认可的闪点仪测定（闭杯试验），闪点不超过６０℃（１４０Ｆ）且其雷特蒸汽压

低于大气压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新液货船以及载运具有同样失火危险的液体产品的新液货船。  

 

      

（二）此外，本部分所包括的所有船舶应符合公约第二章乙第五十二、五十三及五十四条的要求，但其中要求

装货处所装设固定气体灭火系统的规定，不适用于新液货船和符合本章第六十条的现有液货船。对于不要求符

合第六十条规定的现有液货船，主管机关在运用第五十二条六款的要求时，可以同意其采用能在内部及外部向

液货舱喷射泡沫的泡沫系统。此种装置的细节应取得主管机关的同意。  

 

     二、如须装载本条一款（一）项所述以外的货物，将引入额外的失火危险而欲采取附加安全措施时，应

经主管机关同意。  

     三、除非所有货舱已经排空无油，且已排除了油气，或除非在每次装货时主管机关对所采取的安排已认

为满意，否则，兼用船不得装载固体货物。  

     第六十条 液货舱的保护  

     原有条文更改如下：  

      



 9 

一、对于载重量为２００００吨及以上的新液货船，其液货舱甲板区域和液货舱的保护应按公约第二章乙第六

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要求装设一个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和一个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但主管机关根据公约第

一章第五条经考虑该船的布置和设备后，可以同意采用其他的能提供等效保护的固定式联合装置来代替上述两

个系统。  

 

     二、凡认为等效而建议用来代替甲板泡沫系统的系统，应为：  

     （一）能够熄灭喷出的油火，并能阻止尚未燃烧的溢油着火；以及  

     （二）能够在破裂的液货舱内扑灭火焰。  

     三、凡认为等效而建议用来代替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的系统，应为：  

     （一）在整个压载航行的正常营运中以及在必要的舱内作业中，能防止爆炸混合物在完整的液货舱内产

生危险的积聚。  

     （二）设计成使该系统本身产生静电而着火的危险减至最小程度。  

     四、载重量为２００００吨及以上从事于载运原油的现有液货船，应不迟于下述日期设置符合本条一款

要求的惰性气体系统：  

     （一）对于载重量为７００００吨及以上的液货船，于本议定书生效之日以后的２年内；  

     （二）对于载重量小于７００００吨的液货船，于本议定书生效之日以后的４年内。  

      

但对载重量小于４００００吨且未装设单机排量大于６０立方米／小时的洗舱机的液货船，主管机关经考虑到

该船设计的特点，如认为运用这些要求为不合理和不可行时，可以免除其遵守本款的要求。  

 

      

五、载重量为４００００吨及以上从事于载运除原油以外油类的现有液货船，以及载重量为２００００吨及以

上从事于载运除原油以外油类且设有单机排量大于６０立方米／小时的洗舱机的现有液货船，均应不迟于下述

日期设置符合本条一款要求的惰性气体系统：  

 

     （一）对于载重量为７００００吨及以上的液货船，于本议定书生效之日以后的２年内；  

     （二）对于载重量小于７００００吨的液货船，于本议定书生效之日以后的４年内。  

     六、任何在液货舱清洗程序中利用原油洗舱的液货船，应装设符合公约第二章乙第六十二条要求的惰性

气体系统，并应装设固定式洗舱机。  

     七、凡装设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的所有液货船，均应设有闭式液位测量系统。  

      

八、凡未包括在本条一款范围以内的任何２００００总吨及以上的新液货船，均应装设能在内部或外部液货舱

喷射泡沫的泡沫系统。此种装置的细节应取得主管机关的同意。  

     第五章 航行安全  

     第十二条 船上装设的航行设备  

     原有条文的第一款更改如下：  

      

一、所有１６００总吨及以上但小于１００００总吨的船舶，应至少装设一台雷达。所有１０，０００总吨及

以上的船舶，应至少装设两台雷达，每台均应能各自独立工作。根据本条所装设的所有雷达均应为主管机关认

可的型式，并应符合不低于本组织采用的工作性能标准。这些船舶的驾驶室内应设有标绘雷达读数的装置。  

 

     第十九条 自动操舵仪的使用  

     原有条文之末增加下列一款：  

     四、在长期使用自动操舵仪以后以及在进入需要特别谨慎驾驶的区域以前，均应试验人工操舵。  

     本章增加下列新条文：  

     第十九条甲 操舵装置的操作  

     如操舵动力装置是能同时工作的，则当船舶在需要特别谨慎驾驶的区域内航行时，应将一个以上的操舵

动力装置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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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乙 操舵装置——试验和演习  

     一、在开航前１２小时内，船员应检查和试验船舶操舵装置。如适用时，试验程序应包括下列操作：  

     （一）主操舵装置；  

     （二）辅助操舵装置；  

     （三）操舵装置遥控系统；  

     （四）驾驶室内的操舵装置；  

     （五）应急动力供应；  

     （六）舵角指示器与实际舵位的比较；  

     （七）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动力故障报警；  

     （八）操舵动力装置故障报警。  

     二、检查与试验应包括：  

     （一）根据所要求的操舵装置能力，检查和试验舵的完整运动；  

     （二）操舵装置及其联结部件的外观检查；  

     （三）驾驶室与舵机室通信设备的工作情况。  

     三、（一）在驾驶室及舵机室内应有永久显示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和操舵动力装置转换程序的简单说明并附

有方框图。  

     （二）所有与操舵装置的操作及保养有关的船舶驾驶员应熟悉装在船上的操舵系统的操作方法以及从一

个系统转换到另一系统的程序。  

      

四、除本条一款及二款所述的常规检查与试验以外，为了熟练应急操舵的程序，至少每３个月应进行一次应急

操舵演习。此项演习应包括舵机室内的直接控制、与驾驶台的通信程序，以及如适用时，包括替代动力源的操

作。  

 

     五、主管机关对通常作短时间航行的船舶，可核准其免予遵守本条一款及二款所述检查和试验的要求。

但此种船舶应至少每星期进行一次这种检查和试验。  

     六、进行本条一款及二款内规定的检查和试验日期，以及本条四款要求的应急操舵演习的日期及详细内

容，应记入主管机关可能规定的航海日志内。  

     附 录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格式下列补充格式应附于现有格式之后：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补充 

    （公章）                                                    （国名） 

    根据《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的规定发给 

－－－－－－－－－－－－－－－－－－－－－－－－－－－－－－－－－－－－ 

｜          ｜                  ｜              ｜船舶载重量｜        ｜ 

｜  船  名  ｜  船舶编号或呼号  ｜  船  籍  港  ｜          ｜建造年份｜ 

｜          ｜                  ｜              ｜  （吨）  ｜        ｜ 

｜－－－－－｜－－－－－－－－－｜－－－－－－－｜－－－－－｜－－－－｜ 

｜          ｜                  ｜              ｜          ｜        ｜ 

｜          ｜                  ｜              ｜          ｜        ｜ 

－－－－－－－－－－－－－－－－－－－－－－－－－－－－－－－－－－－－ 

      

     船舶种类：  

     载运原油的液货船①  

     载运除原油以外油类的液货船①  

     载运原油／其他油类的液货船①  

     除载运油类的液货船外的货船①  

      

建造合同签订日期或重大改装或改建合同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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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建造阶段的日期或重大改装或

改建的开始日期＿＿＿＿＿＿＿＿＿＿＿＿＿＿＿＿＿＿＿＿＿＿＿＿＿＿＿＿＿＿＿＿＿＿＿＿＿＿＿＿

＿＿＿＿＿重大改装或改建的验收或完工日期＿＿＿＿＿＿＿＿＿＿＿＿＿＿＿＿＿＿＿＿＿＿本补充证书

应永久性地附于货船构造安全证书之后。兹证明：  

 

     此船业已根据《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第一章第十条进行了检验；  

     检验查明上述条文内所指的船体、机器及设备在各方面均为合格，且该船符合该议定书的要求。  

      

本证书有效至＿＿＿＿＿＿＿＿＿＿＿为止，但尚应按＿＿＿＿＿＿＿＿＿＿＿＿＿＿＿＿＿＿＿＿＿＿＿＿

＿的间隔进行期间检验。发证地点＿＿＿＿＿＿＿＿＿＿＿＿＿＿＿  

日期＿＿＿＿＿＿＿＿＿＿＿＿＿＿＿  

     ＿＿＿＿＿＿＿＿＿＿＿＿＿＿＿  

     （经正式授权核发证书的官员签字）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① 不适用者删去。  

     期间检验  

     兹证明业已对此船进行了《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第一章第十条所要求

的期间检验，查明此船符合该议定书的有关规定。  

     签字＿＿＿＿＿＿＿＿＿＿＿＿＿＿＿＿＿＿＿＿＿＿＿＿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下次期间检验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签字＿＿＿＿＿＿＿＿＿＿＿＿＿＿＿＿＿＿＿＿＿＿＿＿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下次期间检验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签字＿＿＿＿＿＿＿＿＿＿＿＿＿＿＿＿＿＿＿＿＿＿＿＿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签字＿＿＿＿＿＿＿＿＿＿＿＿＿＿＿＿＿＿＿＿＿＿＿＿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格式下列补充格式应附于现有证书之后：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补充 

    （公章）                                                    （国名） 

    根据《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的规定发给 

－－－－－－－－－－－－－－－－－－－－－－－－－－－－－－－－－－－ 

｜        ｜                  ｜          ｜  船舶载重量  ｜        ｜ 

｜  船名  ｜  船舶编号或呼号  ｜  船籍港  ｜              ｜建造年份｜ 

｜        ｜                  ｜          ｜    （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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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船舶种类：  

     载运原油的油船①  

     载运除原油以外油类的液货船①  

     载运原油／其他油类的液货船①  

      

除载运油类的液货船外的货船①建造合同签订日期或重大改装或改建合同签订日期＿＿＿＿＿＿＿＿＿＿＿

＿＿＿＿＿＿＿＿＿＿＿＿＿＿＿＿＿＿＿＿＿＿＿＿＿＿＿＿＿＿＿＿＿＿＿＿＿＿＿＿＿安放龙骨或处

于相应建造阶段的日期或重大改装或改建的开始日期＿＿＿＿＿＿＿＿＿＿＿＿＿＿＿＿＿＿＿＿＿＿＿＿

＿＿＿＿＿＿＿＿＿＿＿＿＿＿＿＿＿＿＿＿＿重大改装或改建的验收或完工日期＿＿＿＿＿＿＿＿＿＿＿

＿＿＿＿＿＿＿＿＿＿＿  

 

     本补充证书应永久性地附于货船构造安全证书之后。兹证明：  

     此船业已根据《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第一章第八条进行了检验；  

     检验查明上述条文所指安全设备的状况在各方面均为合格，且该船符合该议定书的要求。  

      

本证书有效至＿＿＿＿＿＿＿＿＿＿＿为止，但尚应按＿＿＿＿＿＿＿＿＿＿＿＿＿＿＿＿＿＿＿＿＿＿＿＿

＿的间隔进行期间检验。发证地点＿＿＿＿＿＿＿＿＿＿＿＿＿＿＿  

日期＿＿＿＿＿＿＿＿＿＿＿＿＿＿＿  

     ＿＿＿＿＿＿＿＿＿＿＿＿＿＿＿  

     （经正式授权核发证书的官员签字）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① 不适用者删去。  

     期间检验  

     兹证明业已对此船进行了《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１９７８年议定书》第一章第八条所要求

的期间检验，查明此船符合该议定书的有关规定。  

     签字＿＿＿＿＿＿＿＿＿＿＿＿＿＿＿＿＿＿＿＿＿＿＿＿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下次期间检验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签字＿＿＿＿＿＿＿＿＿＿＿＿＿＿＿＿＿＿＿＿＿＿＿＿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本证书的有效期展期至＿＿＿＿＿＿＿＿＿＿＿＿＿＿＿＿＿＿＿＿＿＿＿

＿＿＿＿＿＿＿＿＿＿＿＿＿＿＿＿＿＿＿＿＿＿＿＿＿＿＿  

     签字＿＿＿＿＿＿＿＿＿＿＿＿＿＿＿＿＿＿ ＿＿＿＿＿＿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  

     地点＿＿＿＿＿＿＿＿＿＿＿＿＿＿＿＿＿＿ ＿＿＿＿＿＿  

     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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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