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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安全检查是海事主管机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授权ꎬ对船舶及其设备的技术状况、
船员配备、船员操作能力及其工作和生活条件等进行的监督检查ꎮ 它是海事主管机关保障

水上交通安全、防止船舶污染海洋、提升海上安保能力的必要手段ꎬ是履行国际公约、国内

法律法规的核心载体ꎬ也是展示海事主管机关监管服务能力的重要平台ꎮ
船舶安全检查涉及船舶、人员及安全营运等诸多方面ꎬ适用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众多ꎬ

部分条款描述抽象ꎬ使用者理解不一致ꎬ具体操作时容易产生差异ꎮ 安全检查人员对缺陷

的描述、处理缺乏统一标准和指引ꎬ致使航运公司对缺陷理解不明ꎬ造成缺陷整改困难ꎬ影
响船舶安全检查的质量和效率ꎮ 因此ꎬ详细阐述较难理解的条款ꎬ减少对条款的理解偏差ꎬ
建立统一、规范的船舶安全检查技术要求ꎬ实现对缺陷的科学描述以及缺陷处理标准的统

一ꎬ显得尤为必要ꎮ
自 ２０１１ 年起ꎬ宁波海事局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浙江海事局的指导下ꎬ开展了“国内航

行海船缺陷处理”的专题研究ꎬ并具体承担了本书的编写工作ꎮ 编写委员会依据船舶安全

检查的各类强制性规定和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舶安全检查缺陷处理指导原则»的要求ꎬ结
合十余年船舶安全检查经验ꎬ广泛借鉴吸收业界在船舶安全检查方面的成功做法ꎬ历时两

年完成了本书的编写工作ꎮ
本书分为总则和附件两部分ꎮ 总则部分主要包括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和规程的适用原

则以及缺陷描述和处理的基本原则等内容ꎮ 附件共 １３ 章ꎬ按«船旗国监督检查记录簿»中

的船舶监督检查缺陷代码系列进行分类ꎬ对 １４９２ 项缺陷从分类、描述、条款原文、条款解读、缺
陷依据、缺陷处理原则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ꎬ突出对较难理解的条款进行详细解读ꎮ

希望本书能够为船舶安全检查人员在理解安检规则、规范船舶安全检查缺陷描述、统
一缺陷处理标准等方面提供帮助ꎬ为航运公司和船员在理解安检规则、开展安全自查ꎬ提高

公司和船舶管理水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ꎮ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ꎬ得到了国内诸多航运企业、中国船级社以及直属海事系统众多业

界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ꎮ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ꎬ书中难免有疏漏与不

当之处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ꎮ

«国内航行海船缺陷处理操作指南»编委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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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书ꎬ编者对在国内航行海船船舶安全检查中有关缺陷描述、检查依

据、检验法规的适用以及缺陷处理等方面的指导原则进行了总结ꎬ并对本书的使用进行了说明ꎬ希望在实

际工作中能有所裨益ꎮ

一、船舶安全检查的依据

１. 国内航行海船船舶安全检查应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法定检验技术规范以及我国缔

结、加入的国际公约为依据ꎮ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 日)
法规: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６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机动船舶海上安全航行暂行规则»(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管理规定»(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规章:
«船舶无线电台执照核发办法(８９)»(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船舶升挂国旗管理办法»(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水上无线电通信规则»(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８ 日)
«海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管理办法»(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 日)
«运输船舶消防管理规定»(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 日)
«交通部防静电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管理规定»(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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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滚装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规定»(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
«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签证管理规则»(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识别号管理规定»(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检验规则:
«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１９９２ 年)»(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１９９４ 年修改通报)»(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１９９５ 年修改通报)»(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１９９９ 年)»(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 日)
«敞口集装箱船检验暂行规则(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０６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０８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１２ 年修改通报)»(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
«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
«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４ 年 ３ 月 １ 日)
«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海船法定建造检验技术规程(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海船法定建造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船用产品检验规则(１９８３ 年)»(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１ 日)
«起重设备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１９９９ 年)»(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 日)
技术规范:
«海船救生设备规范(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１ 日)
«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海船救生设备规范(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１ 日)
«海船防火结构与消防设备规范(１９８８ 年)»(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１ 日)
«海上拖航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设备专项检查指南»(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国内航行船舶船载电子海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管理规定»(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２００２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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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２００３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２００４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２００５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２００７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２００８ 年修改通报)»(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２００９ 年)»(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２０１０ 年修改通报)»(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２０１１ 年修改通报)»(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２０１０ 年修改通报)»(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２０１１ 年修改通报)»(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２０１２ 年修改通报)»(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入级规则(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入级规则(２０１０ 修改通报)»(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国内航行海船入级规则(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国际公约:
«１９７２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７ 日)及其修正案(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及其修正案

«国际救生设备规则»(ＬＳＡ)(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４ 日)
«ＳＴＣＷ ２０１０ 马尼拉修正案»(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在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所引用的标准、指南、公约、决议、通函、规范性文件等应作为检查依

据ꎬ但不应将上述要求作为滞留的直接依据进行批注ꎬ必须以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相应的引用条款作为滞

留批注依据ꎮ
３. 除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规定外ꎬ有关船舶的强度、结构、布置、材料、构件尺寸、主辅机械、锅炉与受压

容器、电气设备等ꎬ应以中国船级社颁布的相应规范或其他等效标准作为其衡准ꎬ但涉及船舶滞留时不应

直接作为滞留依据批注ꎬ应引用与之相关的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条款ꎮ
４. 交通运输部、部海事局下发的与船舶安全检查有关的规范性文件ꎬ除有明确规定外ꎬ不应作为船舶

滞留的直接依据ꎮ 即使文件中有明确要求作为滞留处理的ꎬ在滞留依据批注上应引用法规、技术规则等

相对应的条款ꎮ

二、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适用原则

(一)基本原则

１.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及其修改通报的基本适用原则:老船老办法ꎬ新船新办法ꎮ 除有明文规定外ꎬ具
体船舶应适用于其安放龙骨日期所对应的最近生效的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及其修改通报ꎮ

２. 具体条款的适用ꎬ还需综合考虑船舶的种类、总吨位、船长、航行区域等限制条件ꎮ
３. 现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ꎬ至少应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的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要求ꎮ 重大的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在认为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应满足与改造

日期相对应的最近生效的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ꎮ
４. 对于国外购买从事国内沿海航行的船舶ꎬ应适用于其初次检验时相对应的最近生效的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及其修改通报ꎬ在满足基本安全和防污染的情况下ꎬ可酌情考虑船舶建造日期ꎬ给予适当减轻或

免除ꎮ
５. 以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为检验依据的国内航行海船ꎬ应以相应的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作为检查依据ꎮ
３



国内航行海船缺陷处理操作指南

(二)从轻原则

后续生效的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及其修改通报对原先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具体某一条款有减轻或免除

要求时ꎬ对于现有船舶ꎬ此条款的相关要求可以遵循从轻原则ꎮ
(三)合理原则

１. 在原先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对设备、设施有具体技术标准要求的ꎬ而在以后的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中没有提及的ꎬ对于适用于以后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新建船舶ꎬ也应适用于原先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要

求的相应技术标准ꎮ
２. 有关船舶维护保养的规定ꎬ在原先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没有规定ꎬ而在以后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

有要求的或有进一步要求的ꎬ对现有船舶也应适用ꎮ
(四)追溯原则

在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有明文规定对现有船舶有追溯要求的ꎬ则对现有船舶也应适用ꎮ
(五)免除原则

１. 超出法定检验规则要求配备的设施、设备发生故障或存在缺陷ꎬ除可能会危及船舶和人员安全外ꎬ
不应作为缺陷处理ꎬ可以作为建议性要求ꎮ

２. 对于技术标准高于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所配备的设施、设备ꎬ在满足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的技术

性能情况下ꎬ如果其高于法定检验规则要求的功能存在问题ꎬ不应作为缺陷ꎮ
(六)法定营运、建造检验技术规程的适用原则

１. «海上营运船舶检验技术规程(１９８４ 年)»、«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船舶建造

检验规程(１９８４ 年)»、«海船法定建造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是«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
组成部分ꎮ

２. «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中的内容直接替换了«海上营运船舶检验技术规程

(１９８４ 年)»绝大部分内容ꎬ因此对于现有船舶应适用于«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ꎬ但在

«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中没有提及的规定ꎬ仍应适用于«海上营运船舶检验技术规程

(１９８４ 年)»ꎬ可以作为建议性要求ꎮ
３. «船舶建造检验规程(１９８４ 年)»适用于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海船法定建造检验

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适用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三、其他适用原则

(一)船舶实际与证书、图纸的一致性原则

１. 船舶实际情况应与国籍证书、配员证书、船舶检验证书以及各种手册等法定证书、文书相一致ꎮ
２. 船舶结构、设备布置应与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准的图纸要求相一致ꎮ 未经船舶检验机构许可ꎬ对

已经过检验的结构、布置、机器、设备及其他项目ꎬ不允许变动ꎮ
３. 船舶配备的重要设备应与其相应的船用产品证书或合格证相一致ꎮ
(二)检验证书保持有效性的原则

在检验证书有效期内ꎬ船上应按公司安全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对船舶、设备进行有效的维护保养ꎬ保
持良好的状态ꎮ 船上有关航行、动力、通信、防火、救生以及防污等重要设备ꎬ应保持完整、完好要求ꎬ各项

技术指标满足相应的规范规定ꎮ
(三)人员适任要求

１. 船上配备的船员至少应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所核定的配员数额ꎬ并且还应增加因生活保障、
维护保养、装卸货物等所需要的人员ꎮ

２. 船上人员应根据其职责分工ꎬ持有相应的证书外ꎬ还应适任其所从事的岗位ꎮ
３. 全体船员应按规定参加和熟悉船上组织的各种应急演习和培训教育ꎬ不断提高船上应变反应

能力ꎮ
４. 适用于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的船舶ꎬ应满足安全管理体系在船上进行有效运行ꎬ对船舶、设备进行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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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维护保养ꎬ保持良好的状况ꎬ相关制度和规定得到有效执行ꎬ相关记录如实可信ꎮ

四、缺陷描述的基本原则

１. 缺陷描述应以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我国认可的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应条款为

依据ꎮ
２. 缺陷描述应做到文字简练、准确、清晰ꎬ尽量避免使用“局部”、“大量”等不确定性词汇ꎬ语句应符

合语法要求ꎬ不应引起歧义ꎮ 同时ꎬ应使用专业性词汇和航运界的通用说法ꎬ尽量引用法律、法规、规范、
公约等相应的原文条款ꎮ

３. 缺陷描述应符合客观事实ꎬ能真实地反映缺陷的性质和严重程度ꎬ并且可以经受验证ꎮ
４. 常规缺陷描述应由“什么”、“谁”、“哪里”、“怎么样”、“原因”等要素进行组合ꎮ 检查员可以根据

实际检查中发现的缺陷对上述要素进行组合ꎬ建议按如下二种固定形式进行描述:“什么” ＋ “哪里” ＋
“怎么样”ꎻ“谁” ＋ “怎么样”或 ＋ “原因”等ꎮ

“什么”是指具体的项目ꎬ包括证书、文书、资料、设备、设施、船体结构等ꎮ
“谁”是指与缺陷有关的责任船员ꎬ包括船员操作性检查和维护保养方面存在的缺陷ꎮ
“在哪里”是指在船上配备或安装的设备、设施不止一个时ꎬ需指明其所处在的具体位置或部位ꎬ涉

及到船体结构上的缺陷ꎬ需指明其所处的具体部位ꎮ
“怎么样”是指缺陷存在的状况、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等ꎬ常用缺少、过期、无、失效、故障、损坏、腐烂、

锈蚀、洞穿、裂纹、脱焊、老化、脱落、错误、严重等关键词来表达ꎬ并尽量用具体数据来补充说明ꎮ
“原因”是指导致缺陷的直接成因ꎬ对缺陷进一步说明ꎬ以便对缺陷进行针对性整改ꎮ
５. 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方面存在不符合规定的缺陷ꎬ在描述时应先将具体的不符合证据列举或概括出

来ꎬ再加上与之相对应的强制性规定ꎮ

五、缺陷处理原则

１. 缺陷的处理应根据其性质、严重程度、载货情况、港口修理能力、缺陷纠正的难易程度、预计航行的

海区天气海况以及上级部门指定的检查要求等情况ꎬ在充分运用检查人员的专业判断和充分听取相关方

面意见的基础上ꎬ依法、公平、公正、合理地提出处理意见ꎮ
２. 与船舶检验机构检验责任有关的缺陷ꎬ应及时通知船舶检验机构ꎬ并在收集相应证据后ꎬ按规定向

上级部门报告ꎮ 需进行重大修理、更换设备以及严重影响航行安全和污染海洋环境的其他重大缺陷ꎬ应
要求船方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附加检验ꎬ提出整改方案ꎮ

３. 受港口修理能力、货物装载以及修理时可能给船舶、港口带来安全风险等制约因素影响ꎬ无法在本

港做永久修复的ꎬ船方在采取了临时、有效地修理或替代措施后ꎬ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附加检验ꎬ并作为

检验遗留项目ꎬ在限制营运条件的情况下ꎬ可以按规定的程序要求ꎬ允许船舶驶往合理的地点ꎬ作永久性

修复ꎬ或在最近一次修船计划时纠正ꎮ
４. 对缺陷做出具体处理时ꎬ除参考本指导书的相关意见外ꎬ还应参照部海事局下发的«船舶安全检查

缺陷处理指导原则»的有关要求ꎬ并结合船舶种类、总吨、船龄以及本辖区特点等实际情况和专业判断ꎬ做
出正确、合理地处理意见ꎮ

５. 船舶安全检查应与船上违法行为的查处相结合ꎬ对于违法行为不仅应作为缺陷ꎬ而且还应根据相

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立案调查ꎮ

六、本书使用说明

１. 在本书附件“常见缺陷描述与依据”栏中所列举的缺陷为常见缺陷ꎬ缺陷的描述为典型描述ꎬ检查

员可直接引用或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删除相应内容ꎮ
２. 在具体条款原文的适用时ꎬ应充分考虑到船舶的种类、总吨位、功率、航区以及安放龙骨日期、改建

日期等条件ꎬ不应简单地套用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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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条款依据”栏中ꎬ对各法律、法规、规范等的名称使用了简称ꎬ举例如下: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上交通安全法»简称为“海交法”ꎻ②«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简称为“防污条例”ꎻ③«国内航

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１１ 年)»简称为“海 １１”ꎻ④«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２００８ 年修改

通报)»简称为“海 ０８ 修”ꎻ⑤«海船法定营运检验技术规程(２０１１ 年)»简称为“１１ 营运规程”ꎻ⑥«国内航

行海船建造规范(２００６ 年)»简称为“０６ 海建”ꎮ ⑦«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简称为“ＬＳＡ”ꎻ⑧«钢质海船入级

与建造规范(２００１ 年)»简称为“０１ 入级”ꎻ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简称

为“ＮＳＭ 规则”ꎮ
４. 在“条款解读”栏中ꎬ对条款原文的适用性ꎬ以及容易产生歧义的条款进行了详细解读ꎬ以便检查

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条款ꎮ
５. 在“缺陷处理原则”栏中ꎬ对缺陷处理意见仅提供了原则性的处理要求ꎬ在实际工作中具体的处理

意见应参照部海事局下发的«船舶安全检查缺陷处理原则»中“缺陷处理建议表”的处理意见ꎬ并结合检

查人员的专业判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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