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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８８１９—２００２《原油过驳安全作业要求》，与ＧＢ／Ｔ１８８１９—２００２相比，除编辑性

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的过驳对象（见第１章，２００２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锚泊过驳、在航过驳、过驳作业经营人、相关方、艏向恒定船、机动操纵船、船舶货油作业

区域、总负责人的定义（见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５）；

———增加了过驳人员要求（见３．３）；

———增加了对参与过驳作业船舶的要求（见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

———增加了对软管的信息要求（见３．８．１）；

———修改了对软管的试验、悬挂的要求（见３．８．４和３．８．６，２００２年版的３．７．４和３．７．７）；

———增加了对应急反应的要求（见第７章）；

———删除了“靠泊前船／船装卸安全检查项目”和“货物输送前船／船装卸安全检查项目”（见２００２年

版的附录Ａ）；

———增加了“船对船过驳作业安全检查表”（见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海事局、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南京长江油运有限公司、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航运集团

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轩、伍耀孟、戴锡勇、马楠、朱德平、宁彬、曹巍、汪修明、马志亮、闫松银、耿红、

冯雯雯、王笑宇、卜向群、张巧生、张礼荣、梁宪先、陈聪、童学友。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８８１９—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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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对船石油过驳安全作业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对船石油过驳安全作业的一般要求，靠泊、货油输送、离泊、应急反应时所应具备的

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可供船舶航行且可供船对船过驳作业的水域内进行石油过

驳作业的有关单位、船舶和人员。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石油　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作为货物的液态原油、燃油和炼制品（Ｍａｒｐｏｌ附则Ⅱ所涵盖的石油化学品除外）。

２．２

过驳作业　狊犺犻狆狋狅狊犺犻狆（犛犜犛）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在船与船并靠的情况下，将石油从一艘船舶输送到另一艘船舶所进行的一系列作业。

２．３

卸载船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犻狀犵狊犺犻狆

将其所载的石油转载给其他船的船舶。

２．４

受载船　狉犲犮犲犻狏犻狀犵狊犺犻狆

接收卸载船卸出石油的船舶。

２．５

锚泊过驳　犛犜犛犪狋犪狀犮犺狅狉

船舶在锚泊状态下进行的船对船过驳作业。

２．６

在航过驳　犛犜犛狌狀犱犲狉狑犪狔

船舶在机动航行或漂航状态下进行船对船过驳作业。

２．７

过驳服务提供者　犛犜犛狊犲狉狏犻犮犲狆狉狅狏犻犱犲狉

从事石油过驳作业经营，并为过驳作业安全提供或整合必要的人员、设备、辅助船舶及服务的单位。

２．８

相关方　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狆犪狉狋犻犲狊

过驳作业经营人、卸载船、受载船及其他辅助船舶。

２．９

主碰垫　狆狉犻犿犪狉狔犳犲狀犱犲狉狊

在船与船相邻侧垂线间，用于吸收船体相互靠拢时产生的冲击能量和避免船体间直接触碰的大型

碰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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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辅助碰垫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犳犲狀犱犲狉狊

用于弥补主碰垫不足，吸收船体局部触碰时产生的冲击能量和避免船体某一部位直接触碰的碰垫。

２．１１

过驳作业区　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狉犲犪

进行船对船过驳作业的水域。

２．１２

艏向恒定船　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犺犲犪犱犻狀犵狊犺犻狆

在机动操纵航行和系泊过程中，保持航向和航速以便于机动操纵船靠近和系泊的船舶。

２．１３

机动操纵船　犿犪狀狅犲狌狏犻狀犵狊犺犻狆

在机动操纵航行和系泊过程中，靠近艏向恒定船进行系泊操作的船舶。

２．１４

船舶货油作业区域　犮犪狉犵狅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狅狀犫狅犪狉犱

船上进行货油作业涉及的区域，包括货油舱、泵舱和货油管线及相关甲板区域。

２．１５

总负责人　狆犲狉狊狅狀犻狀狅狏犲狉犪犾犾犪犱狏犻狊狅狉狔犮狅狀狋狉狅犾

经各方认可的对ＳＴＳ操作进行总体负责的人。

３　一般要求

３．１　参与过驳作业船舶

３．１．１　参与过驳作业的船舶应持有有效船舶证书，并处于适航和适载状态。

３．１．２　参与过驳作业的船舶并靠期间应处于随时可驶离或被拖离状态。

３．１．３　作业期间，卸载船和受载船应适时调整压载水，尽量减小干舷差，充分注意船舶的干舷、吃水差、

稳性和强度，双方船舶应按规定保持连续的良好值班和望。

３．１．４　船舶货油作业区域内使用的通信、作业和照明工具以及作业人员着装应符合防火、防爆、防静电

的作业要求和相关规定。

３．１．５　过驳作业期间，应配备消防船、拖船或消拖两用船及防污染船舶在作业区附近履行应急防备职

责，并建立有效的应急联系。

３．１．６　履行应急防备职责的拖轮功率应能将靠泊中的一船迅速拖离。

３．２　过驳作业区域

３．２．１　过驳作业区域应选择有遮蔽，风、涌、浪小，水潮流平缓的水域；且应避开主航道及通航环境复杂

区域，周围应没有影响过驳作业的障碍物。

３．２．２　锚泊过驳作业区应选择泥沙或泥底质，地势较平坦，且有足够安全旋回余地的水域。

３．２．３　在航过驳应满足船舶安全靠离与回旋的水域范围和水深条件。

３．２．４　过驳作业区选址时应考虑该区域的应急能力，应划定警戒区域，必要时设置警示、助航标志。过

驳作业期间，未经主管部门同意，其他船舶不得进入警戒区域。

３．３　人员要求

３．３．１　总负责人可以是参与过驳作业船舶的船长（通常是机动操纵船的船长）或是经营人指派的具有

过驳作业经验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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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总负责人的主要职责如下：

ａ）　确保根据ＳＴＳ计划的要求、《船对船石油过驳指南》中的建议进行货物的过驳、系泊和离泊

操作；

ｂ）　在货物过驳、系泊和离泊的关键操作期间对船长给予建议；

ｃ）　当发生紧急情况时，确保相关应急预案的实施；

ｄ）　确保所有要求的报告报有关当局；

ｅ）　在核实过驳船舶之间建立有效的通信和完成恰当的检查之前，确保不进行驶近和靠泊操作；

ｆ）　确保根据认可的行业指南进行过驳前的ＳＴＳ安全检查，以及确保在解缆前完成适当的检查。

３．３．３　总负责人有权中止或者结束过驳操作，针对某些具体的操作修改过驳计划。

３．４　水文气象条件

３．４．１　过驳作业应考虑水流、风、浪、潮汐等对作业船舶产生的相对位移变化或偏荡，以及对缆绳、锚链

的综合影响，并确定安全作业的水文气象允许范围。

３．４．２　进行靠、离泊或在航过驳作业时，应具备船舶安全操纵和安全航行的良好能见度。

３．４．３　相关方应及早收集掌握过驳作业前和整个过驳作业过程的气象报告，做好雷电等极端天气情况

下的应急防备。

３．５　通信导航

３．５．１　船舶货油作业区域内使用的通信工具应具有本质安全型防爆功能。

３．５．２　参与作业的船舶间应使用安全便捷的通信设备，在靠泊前建立良好的通信联系，在作业全程中

保持有效联络。无论何种原因使两船间无法保持正常联系时，应立即停止过驳作业。

３．５．３　参与作业的相关方应使用船上工作语言（汉语或英语），必要时可通过翻译。

３．５．４　靠、离泊及过驳作业期间，作业船舶应谨慎使用通信及导航设备，减少电磁辐射或防止静电的

影响。

３．５．５　参与过驳船舶的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设备应在任何时候保持可用状态，并及时更新。

３．６　碰垫

３．６．１　主碰垫的种类、规格、数量、布设位置和布置方式应根据船长、歧管位置和船体各部位强度进行

确定并合理配置，使挤压力均匀分散于两船垂线间的平行船体上，以保证在过驳作业期间船与船之间不

发生直接接触。

３．６．２　船舶应根据需要配置靠、离泊时所需的辅助碰垫。

３．６．３　过驳作业期间应经常观察碰垫及其固定绳索等附件设备，确保其工作正常。

３．７　系泊缆绳

３．７．１　系泊缆绳通常由受载船提供，必要时卸载船应提供相应数量的缆绳。使用多组缆绳时，应尽量

避免使用同一个缆桩或导缆器。

３．７．２　船舶若使用钢缆应加上软尾索或用软性绝缘材料对琵琶头进行有效包裹，若使用软尾索则应符

合以下要求：

ａ）　由绝缘的合成材料制成；

ｂ）　长度至少为１１ｍ；

ｃ）　为钢缆强度的１２５％，当材质是聚酰胺（尼龙）时为钢缆强度的１３７％。

３．７．３　为避免因干舷差值而导致系泊张力过大，系泊时应选取适当的带缆点，保证足够长的出缆长度

和尽可能小的缆绳导向角，必要时应增加缆绳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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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　值班人员应经常检查系泊缆绳的松紧度，并视两船干舷差的变化对其进行调整。

３．７．５　受载船应在外舷布设应急钢质拖缆，海上过驳时应至少在艏艉处各布设一根。

３．８　软管

３．８．１　使用的软管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并能提供产品合格证及以下信息：

ａ）　制造生产商的名称或商标；

ｂ）　产品标准规格的识别码；

ｃ）　生产的年月和出厂的系列号；

ｄ）　标明该软管静电性的说明，包括具备连续导电性或非连续导电性；

ｅ）　设计服务对象类型，例如油或化学品；

ｆ）　额定工作压力、最大工作压力、爆破压力和最高、最低工作温度。

３．８．２　软管应与过驳石油的特性、温度和压力相适应。

３．８．３　软管的最大工作压力应不小于１ＭＰａ（表压力），爆破压力应不少于最大工作压力的４倍。

３．８．４　每十二个月应至少进行一次静水压力试验，试验压力在１．５倍额定工作压力与０．４倍爆破压力

之间，试验压力和日期应标明在软管上，试验情况应记录备查。对于装载特别有腐蚀性的货品或者高温

货品软管，应缩短其试验间隔时间。

３．８．５　软管应有足够的长度，充分考虑两船干舷差的变化和位移等因素，避免在输油过程中产生磨损、

扭绞或过度受力。

３．８．６　软管在输油过程中应根据软管特性采用自然下垂或由悬挂设施适当悬挂，若采用悬挂方式，软

管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其内径的６倍。

３．９　防火

３．９．１　卸、受载船舶的消防应急设备应处于随时可用状态，歧管附近应配备适当的便携式消防和溢油

应急处置设备、器材，泡沫炮等固定系统应指向正在使用的歧管。

３．９．２　卸、受载船舶的甲板上、泵舱内应备有随时可用的消防器材。

３．９．３　严格遵守防火、防爆、防静电的有关规定。

３．１０　人员保护

３．１０．１　卸、受载船舶应将按相关规范配备的个人安全防护、急救器材等准备妥当，以便随时可用。

３．１０．２　货油输送期间，规定用于船员进出生活区的舱门应保持随手关闭，所有舷窗及其他进出生活区

的舱门都应关闭；用于生活区的空调系统应转为内循环。

３．１０．３　过驳作业期间，应根据需要在两船间设置安全、便捷的人员转移通道。

３．１１　环境保护

卸、受载船舶应编写船舶作业污染风险分析报告，制定防治污染的措施，配备相应的防污染设备

设施。

３．１２　照明

夜间作业应有良好的照明，如有可能，船舶的作业侧及碰垫应有聚光照明。

３．１３　安全

３．１３．１　风险评估

过驳作业前，作业相关方应进行风险评估，落实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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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２　防止疲劳

作业期间，作业相关方应合理安排作业人员的作息时间，防止人员疲劳。

３．１３．３　安全值班

作业期间，过驳作业船舶应安排适岗的值班人员，并对船舶状况、作业情况进行不间断的巡视和

检查。

４　靠泊

４．１　靠泊前准备

靠泊前每艘船舶均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ａ）　对货油装卸、控制和安全系统进行检查、测试；

ｂ）　对本船自航能力、装卸设备及流程、系泊设施和辅助设备、通信联系设备与程序、防火防污器材

的配置、值班安排等进行安全自查。

４．２　靠泊前信息传递

靠泊前相关方应互通下列资料和信息：

ａ）　确认靠泊方法；

ｂ）　船舶总长和垂线间长度；

ｃ）　歧管与船首和船尾的距离；

ｄ）　系泊侧舷外障碍物已收回；

ｅ）　系泊侧的系泊设备准备妥当；

ｆ）　两船间预计的最大干舷差；

ｇ）　主碰垫的数量、规格、尺寸及位置；

ｈ）　预定使用的歧管法兰规格和数量。

４．３　靠泊前人员保障

靠泊过程中应保证有足够人员进行系泊作业。

４．４　靠泊期间对系泊设备的要求

卸、受载船舶绞缆设备应保持随时可用状态。

４．５　锚泊过驳的靠泊

４．５．１　靠泊作业应在船舶锚泊于预定位置，且锚链受力、艏向稳定后才能开始。

４．５．２　靠泊作业时，应充分考虑风、流、富裕水深、船型尺度对船舶操纵的影响，以及锚泊船产生偏荡或

旋回对机动操纵船带来的不利影响。

４．６　在航过驳的靠泊

４．６．１　靠泊作业应待艏向恒定船航向稳定后才可进行。

４．６．２　作业两船应及早控速，避免两船相对接近时，由于主机转速过快而产生兴波或船首偏转。

４．６．３　机动操纵船靠近艏向恒定船，应保持适当的安全横距与相对速度。

４．６．４　在两船系泊成一个整体后，艏向恒定船负责航行和避让，机动操纵船应给予配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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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货油输送

５．１　货油输送前，相关方的负责人应确认完成安全检查，检查项目应不少于“船对船过驳作业安全检查

表”（见表Ａ．１）。

５．２　货油的输送操作由卸载船负责控制；输送期间，卸载船应指派专人在货控室值班。

５．３　货油输送期间，双方都应指派专人在各自歧管处负责观察软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并采取相应

措施。

５．４　货油输送阶段双方应建立现场值班人员可视联络。

５．５　遇有下列紧急情况应立即发出商定的紧急停止信号，停止货油输送并采取相应措施：

ａ）　遇有雷电、火灾或烟囱冒火星；

ｂ）　水文、气象条件超出过驳作业允许范围；

ｃ）　发现石油泄漏；

ｄ）　发生断缆或缆绳有破断可能；

ｅ）　主碰垫失效；

ｆ）　邻近水域出现可能危及货物输送安全的船舶或情况；

ｇ）　参与作业任一相关方操作负责人认为继续作业有危险时；

ｈ）　作业相关方发生通信障碍时；

ｉ）　其他危及过驳作业安全的情况。

５．６　货油输送完成后，软管应经过扫线清油和关闭阀门后才能拆卸并加盖盲板，如中途停止石油过驳

作业，也应进行扫线清油作业并关闭阀门，必要时应拆除软管。

６　离泊

６．１　应确认所有软管已被拆除，歧管加封盲板，船舶的货油作业侧障碍物已清除。

６．２　相关方已明确离泊方案，且有足够的人员进行离泊作业，如需拖轮协助，拖轮应已到位。

６．３　确认附近水域通航环境和水文气象允许离泊。

７　应急反应

７．１　参与过驳作业的船舶应有过驳安全和防污染应急预案。

７．２　过驳作业中，作业相关方均应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当出现紧急情况时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７．３　作业相关方应定期开展过驳安全和防污染应急演练，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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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船对船过驳作业安全检查表

船对船过驳作业安全检查表见表Ａ．１。

表犃．１　船对船过驳作业安全检查表

犛犺犻狆狋狅犛犺犻狆犜狉犪狀狊犳犲狉犛犪犳犲狋狔犆犺犲犮犽犾犻狊狋

卸载船船名：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ｓｈｉｐ：

货油种类：

Ｃａｒｇｏｇｒａｄｅ：

货油数量：

Ｃａｒｇ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受载船船名：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ｈｉｐ：

商定初始输油速度和压力：

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商定的最大输油速度和压力：

Ｍａｘ．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过驳作业经营人：

Ｓ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货油密度和温度：

Ｓ．Ｇ（ｏｒＡＰＩ）ａｎｄＴｅｍｐ：

过驳日期：

ＳＴＳＤａｔｅ：

检查项目

Ｉｔｅｍｓ

卸载船检查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ｓｈｉｐ

受载船检查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ｈｉｐ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１．是否了解过驳区域的天气预报并做好相应防范措施？

Ｈａｓ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ｂｅｅｎ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Ｓ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ｒｅｃａ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是否已建立有效通信联络和已商定工作语言？

Ａ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ｓ

ｂｅｅｎａｇｒｅ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３．船舶通信导航设备是否已安全设置？

Ａｒｅｓｈｉｐ’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ｓｅｔｓａｆｅｌｙ？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４．是否商定输送速度变化及紧急停止作业时的联系信号？

Ａ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ｏｒＳＴＳｒ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ｈｕｔ

ｄｏｗｎａｇｒｅ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５．两船是否按照规定显示了锚泊、危险品及慢车信号？

Ａｒｅｂｏｔｈｖｅｓｓｅｌｓ’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ｃａｒｇｏ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ｌｏｗ

ｓｐｅ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６．船舶是否处于随时可驶离或被拖离状态？

Ｉｓｔｈｅｓｈｉｐｒｅａｄｙｔｏｍｏｖｅｕｎｄｅｒｉｔｓｏｗｎｐｏｗｅｒｏｒ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ｔｏｗｉｎｇ

ｏｆｆａｔａｎｙｔｉｍｅ？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７．是否有足够的人员以保证作业安全？

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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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检查项目

Ｉｔｅｍｓ

卸载船检查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ｓｈｉｐ

受载船检查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ｈｉｐ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８．甲板值班人员对系缆、碰垫、软管和管汇、货泵工作状况的监视及

对货油作业区、货泵间的巡回制度是否已安排落实？

Ｈａｖｅ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ｏｒｉｎｇｓ，ｆｅｎｄｅｒｓ，ｈｏｓｅｓ，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ｓａｎｄｃａｒｇｏ

ｐｕｍｐｓｂｅｅｎ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ａｒｇ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ｕｍｐｒｏｏｍｂｅｅｎ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ｅｘｅｃｕｔ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９．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按照规定穿着防静电工作服、工作鞋？

Ａｒ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ｏｎｓｐｏｔｗ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ｔ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ｕｉｔｓａｎｄ

ｓｈｏｅｓ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ａｓｐ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０．碰垫、缆绳是否满足安全作业要求？应急拖缆是否放置到位？

Ａｒｅｔｈｅｆｅ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ｒｏｐｅ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ｆ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ｔｏｗｉｎｇｏｆｆ ｐｅｎｎａｎ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ｒｉｇｇ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１．若系缆使用钢丝缆，是否配备至少１１ｍ长的软尾索或对钢丝缆

琵琶头进行有效包裹？

Ｉｆｓｔｅｅｌｍｏｏｒｉｎｇｗｉｒ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ａｉｌｓ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ｎｏ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１１ｍｅｔｅｒ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ｏｒ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ｃａｂｌｅｅｙｅｓｐｌｉｃｅｓａｒ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ｃｋ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２．货物过驳软管经测试，确认其外观上是否状态良好？连接是否

安全可靠？

Ａｒｅｔｈｅｃａｒｇ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ｈｏ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ｅｓｔｅｄｖｉｓｕａｌｌｙｉｎａｐ

ｐａｒｅｎｔｇｏｏｄ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３．排水孔是否已堵塞严密、集液容器是否安置就位？

Ａｒｅｓｃｕｐｐｅｒ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ｌｕｇｇｅｄ，ａｒｅｄｒｉｐｔｒａｙｓ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４．两船之间的舷梯、通道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Ｉ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５．作业现场所使用的手电筒、对讲机等是否属于认可的安全类别？

Ａｒｅ ｈａｎｄｔｏｒｃｈｅｓａｎｄ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ＶＨＦ／ＵＨＦ ｔｒａｎｓｃｅｉｖｅｒｓｏｆａ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ｔｙｐｅ？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６．船两侧包括驾驶台舷外突出障碍物是否均已收回？

Ａｒｅ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ｖｅｓｓｅｌ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ｃｌｅａｒｏｆａｎｙｏｖｅｒ

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７．艏部和艉部的太平斧或快速切断设施是否已就位？

Ａｒｅｆｉｒｅａｘｅｓｏｒｆａｓｔ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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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检查项目

Ｉｔｅｍｓ

卸载船检查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ｓｈｉｐ

受载船检查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ｈｉｐ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１８．是否已具备足够的照明，特别是货油作业区和碰垫附近？

Ｉｓ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ｃａｒｇｏａｎｄｆｅｎｄｅｒａｒｅａ？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１９．用于船员进出生活区的舱门是否保持随手关闭状态？

Ａｒｅａｌ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ｏｏｒｓ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ｋｅｐｔ

ｃｌｏ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ｕｓｅ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０．所有舷窗及其他进出生活区的舱门是否都已关闭？

Ａｒｅａｌｌ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ｏｏｒｓｉｎ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ｋｅｐｔｃｌｏｓ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１．在航过驳时，船舶动力装置、操舵装置、锚设备和航行设备是否

处于良好状态？是否明确不同装载状态下的主机转速与调整要求？

ＷｈｅｎＳＴＳ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ｗａｙ，ａｒｅｓｈｉｐ’ｓ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ｃｈ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ｉｎｇｏｏ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ｅ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ｎＭ／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２．如为在航过驳，艏向恒定船是否能保向保速航行？

ＩｆＳＴＳ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ｗａｙ，ｃａｎｔｈｅｓｈｉｐ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ｐｒｏｐｅｒ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３．防火、防爆、防静电的有关规定是否严格执行？

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ｆｉｒ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ｅｘｃｕｔ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４．过驳作业的应急预案是否已备有，并做好应急准备？

Ｉ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ｆｏｒＳＴ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ｉｐｉｓ

ｗｅｌ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５．消防、溢油等应急器材是否已按规定配置到指定位置，并状态

良好？

Ａｒｅ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ｔｉ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ｃｏｒｄ

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ｔｈｅｙｉｎｇｏｏ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６．过驳作业期间如进行原油洗舱，是否商定相关程序和注意事项？

Ｉｆｔｈｅｓｈｉｐ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ＣＯＷ，ａｒ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ｅｅｄ？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２７．特别注意或说明的情况（如有，请写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ｌｅａｓｅｇｉｖ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ｉ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是 Ｙｅｓ□

否 Ｎｏ□

注意或说明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ｄｅｔａｉ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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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卸载船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ｓｈｉｐ 受载船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ｈｉｐ 过驳作业经营Ｓ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姓名／职务：

Ｎａｍｅ／Ｒａｎｋ：

姓名／职务：

Ｎａｍｅ／Ｒａｎｋ：

姓名／职务：

Ｎａｍｅ／Ｒａｎｋ：

检查日期：

Ｃｈｅｃｋｄａｔｅ：

检查日期：

Ｃｈｅｃｋｄａｔｅ：

检查日期：

Ｃｈｅｃｋｄａｔｅ：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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