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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入级规则 

第 5 章  建造后检验 

第 2 节 检验种类与周期 

5.2.3.4 在“采用本章第 11 节规定的水下检验方法进行”后插入如下文字： 

“对船龄在 15 年以下的船舶，若满足本章附录 21 的相关要求，可允许连续进行两次水

下检验”。 

第 9 节 机械检验 

新增 5.9.4.9 如下： 

5.9.4.9 作为机械特别检验的组成部分，应进行系泊试验以确认主辅机械运转状态正常并取

得现场验船师满意。如对主辅机械或者操舵装置进行重大修理，则应考虑进行海上试验并取

得现场验船师满意。 

 

第 11 节 船底外部与有关项目检验 

删除 5.11.2.1（7）。 

 

第 14 节 不在 CCS 检验下建造船舶的初次入级检验 

新增 5.14.3.1（1）①a（e）如下： 

（e）破损稳性计算书（如要求时） 

 

新增 5.14.3.1（1）①b（g）如下： 

（g）对 CSR 船舶，图上应标示每个构件的建造厚度、换新厚度及任何自愿增加厚度。 

 

5.14.3.1（1）④a（b）修改如下： 

（b）船龄 5年及以上但小于 10 年的船舶的检验应包括年度检验及适当数量的代表性压载舱

的检查，如首尖舱、尾尖舱、顶边舱、底边舱、双层底舱等； 

 

5.14.3.1（1）④a（c）修改如下： 

（c）船龄 10 年及以上但小于 20 年的船舶的检验应包括年度检验及适当数量的代表性压载

舱和货物处所的检查； 

 

5.14.3.1（1）④a（d）中的“散装货船（包括双舷侧散装货船）”修改为“散货船（包括双

壳散货船）”。 

 

5.14.3.1（1）④a（h）修改如下： 

（h）如适用，在执行上述（c）至（f）时，如果转级检验不结合保持船级的定期检验一起进

行，对于船龄 15 年以上的船舶，液舱试验不作为转级检验要求的一部分；如果转级检验结

合保持船级的定期检验一起进行，则 CCS可以考虑接受原船级社的液舱试验结果，条件是原

船级社进行的液舱试验在 CCS船级定期检验的时间窗口内； 

 

新增 5.14.3.1（1）④a（i）如下： 

（i）如适用，在执行上述（a）至（f）时，如果转级检验不结合保持船级的定期检验一起进



行，则要求结合船级定期检验符合规范要求(如本章第 3 节 5.3.5)的内容可不必作为转级检验

的一部分。 

新增附录 21 如下： 

附录 21  延长干坞检验间隔期指南—干坞检验展期（EDD）计划 

1 一般规定 

1.1 本指南说明 

1.1.1 SOLAS 公约、IACS 相关要求及 CCS 规范均规定在 5 年期货船构造安全证书/5

年特别检验周期内至少应进行两次船底外部检查。SOLAS 公约第 I/10（v）仅要求应至

少进行两次船底外部检查，却没有规定该种检查必须在干坞内进行。 

1.1.2 经修订的IMO A.1053（27）决议“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检验指南”，要求船底外

部检查通常应在干坞内进行。同时该决议亦规定船舶主管机关可考虑船舶处于漂浮状态

下的检查。 

1.1.3 本指南推荐了延长干坞检验间隔期的验收程序。准备申请干坞检验展期（EDD）

计划（以下简称“EDD计划”）的船舶应满足本指南的规定和相关条件。 

1.1.4 满足本指南要求的船舶可允许连续进行两次水下检验。在5年法定换证期/5年特别

检验周期内应进行至少两次船底外部检查，任何两次这种检查的间隔期不应超过36个月。 

1.1.5 延长干坞检验间隔期通常是船东、船旗国和CCS之间的三方计划。接受该计划的

条件是具有正式的与船旗国主管机关的书面协议（包括任何船旗国附加的特殊要求）。 

 

1.2 适用范围 

1.2.1 若船东/船舶管理者要求考虑船舶的 EDD 计划，应向 CCS 书面描述并确认船舶与

本指南规定的符合性。  

1.2.2 应船东申请，每艘延长间隔期的船舶将由CCS“一船一议”。CCS将协助船东将

其申请递交给船旗国主管机关。 

1.2.3 下述船舶和船舶类型不能进行本指南描述的 EDD 计划： 

-- 客船； 

-- 执行 ESP 检验的船舶； 

-- 适用于本篇第 5 章第 5 节及第 16 节要求的船舶； 

-- 安装侧推器的船舶； 

-- 螺旋桨连接尾轴的方式为有键连接的船舶； 

-- 高速船（HSC）。 

1.2.4 实施 EDD 计划时将考虑船舶的船龄。对营运船舶，EDD 计划可在船龄满 10 年

之前的任何时候予以实施（即一旦船龄满 10 年，在 10 年的特别检验必须进坞完成船底

外部检查）。 

1.2.5 任何经延长的干坞检验到期时不允许展期。 

 

1.3 船东应提交的资料 

1.3.1 在接受 EDD 计划之前，船东应提交下述资料： 



（1）电气/电子传感器需要进行维护保养的规定，例如测深仪、多普勒计程仪、螺旋桨

计程仪或背压计程仪、海水温度测量仪、吃水电子显示设备等； 

（2）首尾、船中吃水标志，载重线标志及其他需要的船体标识的维护保养规定； 

（3）如安装，侧推器和减摇鳍的维护保养规定，以及对其进行检验或满足验船师要求

的规定； 

（4）截至目前的营运经验以及制造商的保证书，确认水下施涂的船体涂层系统能有效

持续至延长的干坞检验期； 

（5）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或在漂浮状态下更新船体外部牺牲阳极的规定。 

 

1.4 CCS 的审核 

1.4.1 在接受船舶 EDD 计划之前，CCS 应进行如下审核： 

（1）由船东提交的上述1.3要求的资料； 

（2）船舶历史连同任何需特别注意的影响水下船体的发现项。 

 

1.5 布置 

1.5.1 在接受船舶 EDD 计划之前，船舶应满足如下规定： 

（1）船舶应满足CCS关于水下检验的相关规定； 

（2）双层底舱/双舷侧压载舱、空舱和所有其他邻接船体处所的保护涂层应处于“良好”

状况； 

（3）轴系布置应满足CCS有关尾轴状况监控检验布置的要求，即船舶应具有SCM附加

标志； 

（4）船舶根据ISM要求实施船体维护保养计划。 

 

2 检验要求 

2.1 水下检验要求 

2.1.1 水下检验应按本篇第 5 章第 2 节 5.2.3 及第 11 节的相关要求进行。 

2.1.2 在进行水下检验之前，应将水下检验布置图提交 CCS 审核并应包括如下内容： 

（1）检验的计划时间和位置； 

（2）认可的潜水公司名称； 

（3）水线以下船体的清洁方式； 

（4）海底阀箱、海底阀和箱式冷却器的接近检查方式； 

（5）确定锚泊设备、锚链状况的规定以及检验到期时和/或验船师要求时对锚链舱的检

查； 

（6）通海构件的检验和维护保养规定，包括海底阀箱的厚度测量； 

（7）船东 近3年对双层底舱、双舷侧压载舱和其他邻接船壳板处所有关结构一般耗蚀

的检查记录，舱室边界和管系的渗漏情况及保护涂层的状况；  

（8）双层底舱、双舷侧压载舱内部检查的条件（即舱室清洁、通风、照明等）。 

2.1.3 在水下检验开始之前，应举行一次由现场船东代表、现场验船师、潜水公司和船

长或船东指派的合适的代表参加的检验计划会议，以确定所有在检验计划中设想的布置

已就位，从而确保检验工作安全有效地进行。 



2.1.4 船东应向各相关方提交一份全面报告，包括发现项、测量结果、间隙和任何其他

工作，包括代表 CCTV 的图像记录。 

2.2 特别检验/法定换证检验要求 

2.2.1 应注意，船舶的特别检验周期及法定换证检验周期并未改变，故所有相关检验和

修理项目应在漂浮状态而不是在坞内进行。 

2.3 检验发现项 

2.3.1 若水下检验发现损坏、蚀耗或需早期注意的其他情况，验船师可能要求船舶进坞，

以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检验及必要时的修理。 

2.3.2 若任何水下部分进行的临时性修理可考虑接受，则这些临时性修理应由验船师给

出永久性修理日期。 

2.3.3 任何情况下，若船员认为在船舶营运过程中可能导致船体水下部分损坏或耗蚀严

重，则船东均可要求CCS进行干坞内的检验。 

2.3.4 若发现双层底舱/双舷侧压载舱、空舱和干燥处所的涂层状况低于“良好”状况，

则船东应将其恢复至“良好”状况。 

 

3 EDD计划的终止 

3.1 EDD 计划终止 

3.1.1 船龄满 15 年时的特别检验要求的船底外部检查应在干坞内进行。所有实施 EDD

计划的船舶在其船龄满 15 年时应终止。 

3.1.2 船舶更换船东、管理者或船旗国主管机关时应终止 EDD 计划。 

3.1.3 若 CCS 发现维持 EDD 计划的条件不再符合要求时，可随时终止 EDD 计划。 

3.1.4 一旦船舶不再执行EDD计划，则船舶应恢复为常规的干坞检验间隔期，任何干坞

内的检验应在到期日进行。 

 

第 2 篇 船体 

第 1 章 通则 

第 7 节 船首甲板装置 

1.7.2.9(5)修改如下： 

“(5) 位于主舱口之间（例如 1 号和 2 号之间）的小舱口，铰链应设置在舱口盖前部边

缘或船外侧边缘，对横浪和首斜浪情况下的甲板上浪起到有效防护。” 

第 2 章 船体结构 

第 6 节 双层底 

2.6.15.3 中的“肋骨腹板高度的 1.65 倍”改为“强肋骨腹板高度的 1.65 倍”。 



第 13 节 深舱 

2.13.8.5 中的“2.13.7.5”改为“2.13.7.4”。 

第 14 节首尾柱、球鼻首、尾轴架、挂舵臂 

2.14.2.5 修改如下： 

“2.14.2.5 尾框底骨(如图 2.14.2.5所示)任一计算剖面处对垂直中和轴(Z轴)的剖面

模数 z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Px
K

Wz 80
   cm3 

式中：P——尾框底骨对舵叶的支持力，N，应按本篇第 3 章第 1 节的有关规定计算； 

  K——材料系数，对于钢板组合的尾框底骨，K 为按本篇 1.5.1.4 所取的材料系数；

对于铸钢的尾框底骨，K 为按本篇 3.1.1.5 所取的材料系数； 

x——计算剖面至舵杆中心线的距离，m，其取值应不小于 0.5 sl ， sl 为 大距离(见

图 2.14.2.5)。” 

2.14.2.7 和 2.14.2.8 中的“C”改为“K”。 

2.14.7.3 修改如下： 

“2.14.7.3 挂舵臂任一水平剖面对 x 轴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bM
K

67
  cm3 

式中： bM ——计算剖面处的弯矩，N·m，按本节 2.14.7.2 计算； 

  K——材料系数，对于钢板焊接的挂舵臂，K 为按本篇 1.5.1.4 所取的材料系数；对于

铸钢的挂舵臂，K 为按本篇 3.1.1.5 所取的材料系数。” 

2.14.7.4 和 2.14.7.5 中的“C”改为“K”。 

 

第 20 节 舱口和舱口盖 

2.20.2.2（2）式中 bC 说明中的“取 bC 不小于 0.8”改为“取 bC 不必小于 0.8”。 

第 23 节 抓斗加强 

2.23.2.1 中的“GRAB-[X]”改为“Grab(X)”。 

 

附录 3  IACS No.97 关于 UR S11.2.1.3(Rev.5)的建议 

第 3 条款中的“表 1 对于压载航行时的营运工况，1 号（左/右舷）和 5 号（左/右舷）

压载水舱部分压载的压载高度”位置移到“表 1”之前。 



 

图 4（d） D 例，矿砂船中“D2-3 工况（中间 1）*”的图示“ ”和“D2-5

工况（中间 1）*”的图示“ ”改为“ ”。 

第 4 章  航行冰区的加强 

第 2 节  B1*、B1、B2 和 B3 级冰区加强 

4.2.4.1 注 1 中的“…定义的肋骨间距和跨距…”改为“…定义的骨材间距和跨距…”，

“图 4.2.4.1(2)曲板构件的肋骨跨距(左)和肋骨间距(右)的定义”改为“图 4.2.4.1(2)曲板构件

的骨材跨距(左)和骨材间距(右)的定义”。  

4.2.4.2 中的表 4.2.4.2（4）修改如下： 

结构 骨架形式 la（m） 

外板 横骨架式 肋骨间距 

纵骨架式 1.7 倍纵骨间距 

骨材 横骨架式 肋骨间距 

纵骨架式 纵骨跨距 

冰带舷侧纵桁 —— 舷侧纵桁跨距 

强肋骨 —— 2 倍强肋骨间距 

4.2.4.4（2）（a）中的“l——肋骨跨距，m，当设置冰带舷侧纵桁时，取冰带舷侧纵桁

间或舷侧纵桁与甲板间，舷侧纵桁与船底板间，肋骨跨距的 大值；”改为“l——肋骨跨距，

m；”。 

4.2.4.6 中的“冰带强肋骨”改为“强肋骨”。 

第 8 章 散货船 

附录 2 载货量曲线 

图 2.1.2 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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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曲

         

2.1.5 中的“

3 中的公式

MTW i )(max 

3中的“无多

为“具有块状

3.1.3 修改如

5 中的“无

曲线见图3.1

  (a)载货舱

图 2.1.2 

“00.15MFULL

“
TW i )(max

VM HD 025.1

多港工况但具

状装载的隔舱

如下： 

（a）具有多

图 3.1.3 

无多港工况且

.5。”修改为“

舱          

具有多港工

L”改为“0.

M HD .0

h

d
VH

67.0( 

具有块状装载

舱装载船舶的

多港工况   

块状装载的

且不具有块状

“具有块状装

         

工况的隔舱装

.15MFULL”。

M H 02.11 

Ti )

”。  

载的隔舱装载

的货舱载货量

          

的隔舱装载船

状装载的隔舱

装载的隔舱装

        (b

装载船舶载货

 

h

d
VH

67.0(
25

载船舶的货舱

量曲线见图

       (b) 

船舶的货舱载

舱装载船舶和

装载船舶的货

b) 大吃水时

货量曲线 

Td i )

”改为

舱载货量曲线

3.1.3。” 

无多港工况

载货量曲线 

和均匀装载船

货舱载货量

时可空货舱 

为 

线见图3.1.3

况 

船舶的货舱

曲线见图3.

 

3。”

 

载货

1.3。”  



第 3 篇 轮机 

第 2 章 泵与管系 

附录 3  机械接头的型式认可 

1.5.5(2) 中的“107”改为“107”。 

第 6 篇 消防 

第 3 章 防火安全措施 

第 4 节 其它 

3.4.14.1（2）中的“第 4.2.2.7 条”改为“第 4.2.2.9 条”。 

 

第 8 篇 其他补充规定 

第 9 章 具有破冰能力船舶的补充规定 

第 3 节修改如下： 

第 3 节  船体结构 

9.3.1 一般要求 

9.3.1.1 对于具有破冰能力船舶的结构加强要求，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计算冰载

荷时，船舶实际的主机持续功率的取值应不低于本章第 2 节的破冰功率要求。 

 

9.3.2 舷侧骨架的一般要求 

9.3.2.1 当肋骨或纵骨的两端不处于同一区域（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时，其

尺寸按两个区域要求计算所得的较大者确定。 

9.3.2.2 防倾肘板的布置区域为：B1*——整个区域；B1——首部区和中部区域；B1 和

B3——首部区域。 

9.3.2.3 冰带区域的肋骨或纵骨与主要构件的有效焊接面积应不低于肋骨或纵骨的剪切

面积。 

 

9.3.3 冰带舷侧纵桁 

9.3.3.1 支撑冰带肋骨的纵向主要构件的腹板应予以加强，并与主肋骨或中间肋骨相连。

腹板加强筋间距 s 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F

tt
s


06.17    mm 

式中：t ——与外板邻接的纵向主要构件厚度，mm； 

      lF ——纵向分布系数，见表 9.3.3.1， 

表 9.3.3.1 



冰级 lF  

首部 中部 尾部 

B1* 1.00 0.98 0.89 

B1 0.87 0.75 0.64 

B2 0.78 0.64 0.51 

B3 0.68 0.53 0.37 

——系数， 

对于首部区，取按下列计算值中的小者： 

51
10

217.3653.0



P  

62
10

908.9876.0



P  

13   

对于中部区和尾部区，取按下列计算值中的小者： 

61
10

908.9653.0



P  

12  ； 

P ——船舶实际的主机持续功率，应不低于本章第 2 节的破冰功率要求； 

——排水量，t，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 4.2.2.2。 

 

9.3.4 首柱 

9.3.4.1 首柱在纵向的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5.11500 lFW       cm3 

式中： lF ，——见 9.3.3.1。 

9.3.4.2 如图 9.3.4.2 所示建造的焊接首柱结构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lFt 31         mm 

式中： lF ，——见 9.3.3.1。 

首柱结构的相关尺寸按图 9.3.4.2 确定。 



 

图 9.3.4.2 焊接首柱图 
 

 

第 4 节 舷侧骨架 

删除第 4 节。 

第 5 节 首柱 

删除第 5 节。 

第 9 篇 双壳油船结构（CSR） 

第 8 节 尺度要求 

表 8.2.3 修改如下： 

舱壁 lcg底端 lcg中点 lcg顶端 

横舱壁 C1 Cm1 0.80Cm1 

纵舱壁 C3 Cm3 0.65Cm3 

式中：  

C1 

dk

dt
11 b

A
ba  ， 不小于 0.60 

dk

dt
11

b

A
ba  ， 对于横舱壁无底凳的情况，但取值不小于 0.55 

a1 btR
0.41

-95.0 ， 

=1.0， 对于横舱壁无底凳的情况 

b1 btR
078.0

20.0  ， 

=0.13， 对于横舱壁无底凳的情况 

Cm1 
dk

dt
m1m1 b

A
ba   不小于 0.55 



am

bm

C3

a3

 

表 8

构

双层

板和

 

2.6.

跨距

 

表 8

 

m1 

.0

=0.8

m1 

0

=0.34

3 

3a

a

3 

.0

=1.0

8.2.9 修改如

构件 
设计

组合

层底肋

和纵桁
(3) 

1

1

7.5 中“有

距中部要求剪

8.4.2 修改如

验收衡

准组合

AC1

AC2

btR
25.0

63   

85， 

btR
11.0

25.0   

4， 

dk

dl
3 l

A
b  

dk

dl
33

l

A
ba   

blR
35.0

86   

0， 

如下： 

计载荷

合(1, 5, 6) 

载荷

量

1  Pex

2  Pex

12  Pin‐P

13  Pin‐P

有效弯曲跨距

剪切面积取为

如下： 

衡

合 

 

纵向强

度构件 

其他构件

 

纵向强

度构件 

其他

对于横舱

对于横舱

不小于 0

 对于纵舱

对于纵舱

荷分

量 
吃水

x  0.9TSC
(2)

x  TSC 

Pex  0.6 TSC

Pex  (4) 

距中部要求剪

为端部要求的

结构构件

纵向

横向、垂

件 

纵向

横向、垂

他构件，包括水

舱壁无底凳的

舱壁无底凳的

0.60 

舱壁无底凳的情

舱壁无底凳的

说明

)

仅海水压

货油压力

水压力之

力差

剪切面积取为

的 50%，”

件 

向加筋板 

垂向加筋板 

向加筋板 

垂向加筋板 

水密边界 

的情况 

的情况

情况，但取值

的情况 

明 

压力 

力和海

之净压

差 

为端部要求的

a  

0.9 

0.9 

0.8 

1.05 

1.05 

1.0 

值不小于 0.55

图

的 50%，”改

a   C

0.5 

1.0 

0 

0.5 

1.0 

0 

5 

图示 

改为：“有效

maxaC  

0.80 

0.80 

0.80 

0.95 

0.95 

1.00 

 

 

剪切



附录 C 疲劳强度评估 

图 C.2.4 改为： 

 

 

第 10 篇 散货船结构（CSR） 

第 2 章 总布置设计 

第 1 节 分舱布置 

新增  

“3.1.5 尾管 

参照 SOLAS 公约第 II-1 章 B-2 部分第 12 条 

尾管应封闭在具有适当容积的一个（或多个）水密处所内。经船级社同意亦可采取其他

措施，使在尾管装置受损的情况下向船内渗水的危险减少到 小程度。” 

 

第 3 章 结构设计原则 

第 6 节 结构布置原则 

9.6.3 中  

“tINS = (0.8+0.4ℓ/b)∙t” 

改为 

“tINS = (0.8+0.4b/ℓ)∙t” 



 

第 4 章 设计载荷 

第 3 节 船体梁载荷 

图 1： 

 

修改为： 

 

 

 附录 1 载货量曲线 

图 1（a） 



由“ ” 

改为“ ” 

 

2.2.3 中 

公 式 “ h

TT
VMMTW iS

HHHDi




67.0
025.11.0)(max

” 改 为 ：

h

TT
VMTW iS
HHDi




67.0
025.1)(max

 。   

 

第 6 章 船体结构尺寸 

第 3 节 普通扶强材和加筋板格的屈曲和极限强度 

符号中 

“ 

 F1
（2） 

板边的扶强材 

两端削斜的扶强材 1.00  

当两端与邻近结构 1.05 扁钢 



 

 

 

 

 

 

 

 

 

” 

改为 

“ 

 

 

 

 

 

” 

第 10 章 船体舾装 

第 1 节 舵和操纵装置 

2.1.1 中 

“ 

κ1 ：系数，视展舷比 λ而定； 

    κ1= (λ+ 2)/3，式中 λ的取值不必大于 2 

” 

改为 

“ 

κ1 ：系数，视展舷比 Λ而定； 

    κ1= (Λ+ 2)/3，式中 Λ的取值不必大于 2 

” 

 

3.2.1 中“Mb ：颈轴承弯曲应力，N.m”改为“Mb ：颈轴承弯矩，N.m” 

有效连接
（1）

的指导

值 

1.10 球扁钢 

1.20 角钢和 T 型材 

1.30 刚性大的桁材（如底肋板） 
（1）

精确值可通过直接计算来确定。 
（2）

对于具有不同边缘扶强材的板格，应采用 F1的平均值。 

 F1
（2） 

板边的扶强材 

两端削斜的扶强材 1.00  

当两端与邻近结构

有效连接
（1）

的指导

值 

1.05 扁钢 

1.10 球扁钢 

1.21 角钢和 T 型材 

1.30 刚性大的桁材（如底肋板） 
（1）

精确值可通过直接计算来确定。 
（2）

对于具有不同边缘扶强材的板格，应采用 F1的平均值。 



 

图 5 

由“ ” 

改为“ ” 

 

4.5.4 中 

公式“ ”改为“ ” 

 

第 11 章 建造和试验 

第 3 节 舱室试验 

2.3.1 



由 

“当需要验证结构的密性而进行冲水试验时，按表 1 的规定，水带内的 小压力应至少

为 0.20 · 10
5
 Pa， 大冲水距离为 1.5 m。喷嘴的直径应不小于 12 mm。” 

改为 

“当需要验证结构的密性而进行冲水试验时，按表 1 的规定，水带内的 小压力应至少

为 2 · 10
5
 Pa， 大冲水距离为 1.5 m。喷嘴的直径应不小于 12 mm。” 

 

第 13 章 营运船舶换新衡准 

第 1 节 船级的保持 

1.1.2 改为“（空）” 

 

1.1.3 改为“（空）” 

 

新增 

“ 

1.2.3 甲板区域 

甲板区域包括顶边舱水平列板或基线以上 0.9D（如无顶边舱）所对应的水平面之上

对船体梁强度起作用的所有下列项目： 

 强力甲板板 

 甲板边板 

 舷顶列板 

 舷侧外板 

 顶边舱斜板，包括水平和垂直列板 

 与上述板材连接的纵骨 

1.2.4 船底区域 

船底区域包括底边舱斜板上端水平线或内底板（如无底边舱）以下对船体梁强度起

作用的下列项目： 

 龙骨板 

 船底板 

 舭板 

 船底桁材 

 内底板 

 底边舱斜板 

 舷侧外板 

 与上述板材连接的纵骨 

1.2.5 中和轴区域 

中和轴区域只包括甲板区域和船底区域之间的板材，如： 

 舷侧外板 

 内壳板（如有） 

” 



第 2 节 测厚和接受衡准 

整个第 2 节改为 

“ 

第 2 节 接受衡准 

符号 

对于本节中未定义的符号，见第 1 章第 4 节： 

trenewal: 换新厚度，即 小许用厚度，以 mm 计，低于此值则应对结构构件换

新； 

 trenewal= tas-built - tc - tvoluntary-addition 

treserve: 预留厚度，即预计在一个 2.5 年的检验间隔期内可能发生的厚度减

薄，以 mm 计；（treserve = 0.5mm）； 

tc: 第 3 章第 3 节所定义的腐蚀增量，以 mm 计； 

tas-built: 建造厚度，以 mm 计，包括 tvoluntary-addition（如有）； 

tvoluntary-addition: 自愿增加厚度，即在 tc 基础上，船东自愿增加的额外腐蚀余量，以

mm 计； 

tgauged: 一个项目的测量厚度，即在船舶定期的营运检验过程中，在同一项

目上所进行不同测量值的项目平均厚度，以 mm 计。 

1．局部强度衡准 

1.1 适用范围 

1.1.1 

局部强度衡准所计及的项目，对单舷侧散货船见UR Z10.2，对双舷侧散货船见UR Z10.5。 

1.2 非局部腐蚀的换新厚度 

1.2.1 

对于每个项目，当测厚厚度 tgauged小于换新厚度时，需要构件换新，如下列公式给出： 

  tgauged < trenewal 

当测厚厚度 tgauged符合下式要求： 

trenewal < tgauged < trenewal + treserve 

可采用按涂层制造商要求施以涂层或年度测厚作为钢材换新的替代。涂层应保持处

于良好状况。 

1.3 局部腐蚀的换新厚度 

1.3.1 

若在要求按第 3 章第 5 节覆有涂层的区域，麻点密度高于 15%（见图 1），则应进行

测厚来核查麻点腐蚀的范围。此 15%仅按板的一面的麻点或沟槽锈蚀得出。 

如果麻点密度超过 15%，则应在板上麻点 多处将 300 mm 见方或更大面积内的锈蚀

除去使金属裸露，在除去锈蚀的面积内五个 深凹坑处测厚。在这五个凹坑的任何一处

测得的 薄厚度，应取为所记录的厚度。 

按照第 13 章第 1 节 1.2.1 定义的麻点、沟槽或其它局部锈蚀的 小剩余厚度应大

于： 

 建造厚度的 75%，对于肋骨、端部肘板腹板和折边。 

 建造厚度的70%，对于与每个舷侧肋骨每边的宽度30 mm范围内连接的舷侧外板、

底边舱和顶边舱板材， 

但不必大于 trenewal。 



 

图 13-1：麻点腐蚀密度图（从 5%至 25%密度） 

 

1.4 总强度衡准 

1.4.1 总强度衡准的项目 

应按总强度衡准计及的项目为第 13 章第 1 节[1.2]定义的甲板区域、船底区域和中

和轴区域的项目。 

1.4.2 换新厚度 

总强度衡准由船底区域、甲板区域和中和轴区域的评定来定义，详情如下。 

a) 船底区域和甲板区域： 

用厚度测量确定的现有船体梁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第5章用总提供厚度计算的剖面

模数的 90%。 

作为替代，船底区域和甲板区域的现有剖面面积（所考虑区域的测量项目面积的总

和）应不小于用总提供厚度确定的对应区域的剖面面积的 90%。 

b) 中和轴区域： 

中和轴区域的现有剖面面积（此区域的测量板材面积的总和）应不小于中和轴区总

提供剖面面积的 85%。 

对给出的横剖面，如果对船体梁强度起作用的所有项目的实际损耗小于 10%（对于

甲板区域和船底区域）和 15%（对于中和轴区域），则该横剖面的总体强度衡准自动满足

且不再要求对其校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