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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1.1  目的 

1.1.1  本指南旨在为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内河船舶编制“内河包装运输危险货物积载

和系固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和本社对手册的审批提供建议和指导。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指南适用于运输包装危险货物的内河船舶，但不包括采用集装箱和车辆载运

危险货物的船舶。 

 

1.3  编写依据 

1.3.1  本指南编写所依据文件如下： 

(1)  IMO《货物积载和系固安全实用规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3)  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4)  中国船级社《货物系固手册编制指南》。 

 

1.4  定义 

1.4.1  本指南所用定义如下： 

(1)  货物单元：系指货盘、包装单元或任何其他类似货物。 

(2)  货物系固装置：系指所有用于系固和支持货物单元的固定式与便携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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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危险货物积载和系固手册的内容与编制 
 

2.1  一般要求 

2.1.1  应依据本指南 1.3 所列的文件以及船舶在积载和系固方面的实践经验编制手册。 

2.1.2  在编制手册以前，应作充分的调查。需要时，要考虑船员对货物积载和系固方

面的反映。同时应注意下列问题： 

(1)  船上应有固定式货物系固设备。 

(2)  船上应有便携式货物系固设备，例如：扭锁、张紧器、绑扎链等。 

(3)  货物系固装置应有说明其 大系固载荷的产品证书和标志。 

(4)  船上应有正规的检查、维修和更新货物系固装置的制度。 

(5)  船上应备有正确操作货物系固装置和正确绑扎货物的指导手册。 

(6)  为了保证货物系固装置适合于预定的用途，船长应有计算系固装置所受载荷的指

导文件。 

(7)  应考虑船舶堆装货物单元的情况。 

(8)  船东、货主和船长应知道用于装货的舱口盖、甲板和底舱的 大许用货物载荷。 

(9)  如果绑扎至舷侧肋骨、舱壁扶强材和甲板横梁等构件上时，应知道这些结构构件

的承载能力。 

(10)  危险货物应已按规定要求进行包装，或容器构造满足规定要求，并适合于船运。 

(11)  船上应有所装危险货物的正确名称、种类及理化性质等详细资料。 

(12)  船舶应适合载运所需要运输的货品种类。 

2.1.3  为具体某一艘船舶编制的手册不能用于另一船舶。例如：由于货物或系固设备

的不同，不同类型船舶的手册具有不同的格式和内容。 

 

2.2  危险货物的分类 

2.2.1  有关危险货物的分类，详见《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3  货物类型 

2.3.1  本指南所指货物包括移动式容器、挠性中间散装容器或成组货物等货物运输类

型，但不包括集装箱、车辆（含公路罐车）等货物类型。其中成组货物包括放置或堆装在货

盘或箱形托盘内的包装危险货物或捆扎在一起的包装危险货物或多单元气体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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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力 

2.4.1  系固力的评估可按本指南中的有关计算方法进行。 

 

2.5  货物系固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2.5.1  手册中应包括货物系固装置的检查与维护方法，这些检查与维护应是由船东或

船员进行，并作相应记录。 

2.5.2  为了修理和更新货物系固装置，应给出可接受的货物系固装置的损坏和磨损的

极限。 

2.5.3  检查与维护的方法可基于供应商的说明和船东的经验。 

 

2.6  固定式与便携式系固设备 

2.6.1  应根据本指南的要求，备全船上固定式与便携式系固设备的所有文件和资料。 

2.6.2  当在船上增加和更新系固设备时，应具有合适的证书。 

 

2.7  积载与隔离 

2.7.1  船上危险货物的积载类别应依据《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及主管机关的

相关要求。 

2.7.2  危险货物的积载应根据各类货物的不同积载和隔离要求进行。 

2.7.3  手册中应包括船舶适装的危险货物的积载与隔离的操作计划与监督检查安排。 

 

2.8  手册的编制 

2.8.1  本指南的附件提供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编制手册的内容与解释。 

2.8.2  该附件式样并不完全等同于某一具体的手册，而只是说明以下问题： 

(1)  手册的编写格式。 

(2)  手册中应包括的文本。 

(3)  手册中应包括的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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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图纸资料审批 
 

3.1  审批 

3.1.1  应将手册、堆装布置图和固定式系固设备的船体支撑结构等图纸资料一式两份

提交本社审批。系固设备应为认可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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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内河包装运输危险货物积载和系固手册格式 
（封面） 

 

 

 

 

××××船包装运输危险货物积载 

和系固手册 

 

 

 

 

 

 

 

 

 

 

 

编制单位名称 

编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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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船名：                      ×××× 

船型：                      ×××× 

船籍港：                    ×××× 

船舶所有人：                ×××× 

船舶经营人：                ×××× 

船检登记号：                ×××× 

 

船舶主要参数 

船长（垂线间长）：           ××××m 

型宽：                      ××××m 

型深：                      ××××m 

吃水：                      ××××m 

服务航速：                  ××××km 

总吨位：                    ×××× 

初稳性高度范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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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手册是根据《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和 A.714（17）决议通过《货物积载

和系固安全实用规则》等技术文件的具体要求编制。 

    2、本手册是为船长及船员提供正确的货物单元的堆装、积载和系固进行指导。 

    3、船长有责任对船上所装运的货物单元，按照本手册进行有效的装载和系固，并确保

船舶及船上人员的安全。 

    4、本手册将配备在船上以便于主管当局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检查。 

    5、如要修改本手册，则应重新提交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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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 则 

 

1.1  本手册旨在为船长及船员提供包装危险货物的安全积载与系固方面的建议与指导，

在提供这些建议时，应注意船长负责航次的安全指导、船舶及其船员和货物的安全。 

1.2  在系固方面，本手册不排除良好的驾船技术，也不能取代在堆装和系固方面的经验。 

1.3  本手册的资料和要求与下述文件中的要求一致： 

(1)  船舶稳性计算书； 

(2)  内河船舶载重线证书； 

(3)  内河船舶装运危险货物适装/推或拖证书； 

(4)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4）及其修改通报。 

1.4  本手册规定了船上的货物系固设备的 大系固载荷及其布置方式，以便对货物单元

进行正确的系固。这些规定基于恶劣气候状况下货物单元所受到的纵向力、横向力和垂向力。 

1.5  应当认识到对货物的适当积载与系固以及在船上选择适当的系固点对确保船舶、货

物及船上人员的安全的重要性。 

1.6  本手册中提到的货物系固设备应被正确使用，并应适合于货物的数量、包装方式和

物理特性。当采用新型或替代的系固设备时，手册应作相应修改。 

1.7  船上应配有足够的备用系固设备。 

1.8  本手册中应提供每种系固设备的强度、使用和维护的资料。货物系固设备应被良好

地维护，当存在影响系固效果的磨损或损坏时应予更新。 

1.9  本手册应对船上危险货物的装载位置或区域进行详细描述或绘制成布置图，并确保

各类危险货物的实际装载位置与上述图纸资料的一致性。 

1.10  对需隔离的不相容的货物，应按要求正确堆放隔离。 

1.11  本手册中涉及的任何有关船舶设备和业务的定义应包括在此。例如： 

(1)  货物单元系指托盘、便携式容器、包装单元、成组货物、船运箱盒等。 

(2)  货物系固装置系指所有用于系固和支持货物单元的固定式与便携式设备。 

(3)  大系固载荷（MSL）系指船上系固设备的许用负荷。 

(4)  固定式系固设备系指系固点及其支撑结构。这些设备既可以是内部的，如焊接在船

体结构内，也可以是暴露在外的，如直接焊接在船体结构外部。 

(5)  便携式系固设备系指用于货物单元绑扎、系固和支撑的移动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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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固设备及其布置 

 

2.1  固定式系固设备 

2.1.1  本条应列出固定式系固设备的数量、位置、类型和 大系固负荷（MSL），如有必

要应图示。分类如下： 

(1)  舱壁、强肋骨等上的固定式系固设备（如：眼板、带环螺栓等）； 

(2)  甲板上的固定式系固设备（如：象脚装置等）； 

(3)  天花板上的固定式系固设备。 

2.1.2  本条应包括固定式系固设备的证明文件，文件应包括如下内容： 

(1)  制造厂名称； 

(2)  型号，附有简图； 

(3)  材料； 

(4)  钢印； 

(5)  强度试验结果或极限拉伸试验结果； 

(6)  无损探伤试验结果； 

(7)  大系固负荷（MSL）。 

    解释：在船舶图纸审批过程中需对所有的固定式系固设备及其相关的支撑结构进行评估，

提交船级社认可的结构图纸还需包括固定式系固设备及其规定的MSL和操作范围。 

2.1.3  固定式系固设备（如：眼板、带环螺栓、象脚等）应安装在船体骨材构件位置（如：

强横梁、横梁、强肋骨、肋骨、纵桁、纵骨、实肋板、扶强材等），否则应对固定式系固装置

处的结构进行加强。支柱构件上不得设置固定式系固设备。 

2.1.4  支承固定式系固设备的船体骨材构件所能承受的 大系固负荷不得超过其允许值。

支承固定式系固设备的船体骨材构件的 大允许系固负荷按下述方法确定： 

(1)  支承固定式系固设备的船体构件的 大允许系固负荷按简支梁力学模型进行确定，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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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式系固设备支承构件的系固负荷按第3章3.2的规定计算； 

(3)  仅计算支承构件的弯曲强度。计算时应计及构件的带板，带板宽度应符合中国船级

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的规定。当系固负荷不在计算构件的主平面内时，应分别计算

构件在两个主平面内的合成弯曲强度； 

(4)  在系固负荷作用下各类支承固定式系固装置的船体构件的弯曲应力应不超过下表规

定的许用值： 

                                                                   表2.1.4（4） 

构件名称 许用应力（
2mmN ） 

甲板强横梁 107 

甲板横梁 47 

甲板纵桁 107 

甲板纵骨 94 

实肋板 70 

底肋骨 47 

船底龙骨（纵桁） 107 

船底纵骨 82 

强肋骨 70 

肋骨 47 

舱壁扶强材 47 
 

(5)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编制船体系固支承构件的 大允许系固负荷表： 

                                                                     表2.1.4（5） 

构件名称 大允许系固负荷（ ） t
甲板强横梁  

甲板横梁  

甲板纵桁  

甲板纵骨  

实肋板  

底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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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1.4（5） 

构件名称 大允许系固负荷（ t） 

船底龙骨（纵桁）  

船底纵骨  

强肋骨  

肋骨  

舱壁扶强材  

 

任何超过上述限制的系固布置将导致船舶结构的损坏。不是作用在骨材构件上的系固载

荷应被避免。 

2.1.5  所有新更换的基座、绑扎眼板和绑扎地令等应配有符合合适的国家或国际标准的证

书，以证明其 大系固负荷。 

2.1.6  系固载荷的方向与系固设备允许的受力面应尽可能一致。 

 

2.2  便携式系固设备 

2.2.1  本条应列出船上便携式系固设备的数量、使用方式和 MSL。必要时应附简图。分

类如下： 

(1)  链、钢丝绳、棒等； 

(2)  张紧器（如：花篮螺丝、紧链器等）； 

(3)  用于易滑货物的防滑材料（如：软板等）。 

2.2.2  本条应包括便携式系固设备清单，应尽可能附上各类设备的有关文件。文件中应包

括： 

(1)  制造厂名称； 

(2)  型号，附有简图； 

(3)  材料及 低工作温度； 

(4)  钢印； 

(5)  强度试验结果或极限拉伸试验结果； 

(6)  无损探伤试验结果； 

(7)  大系固负荷（MSL）。 

    解释：所有便携式系固设备的证书必须包含在手册中，以备检查，但证书不作为手册的

一部分进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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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检查与维护计划 

2.3.1  本条应说明船长应负责定期检查与维护，且应包括检查与维护货物系固设备的具体

做法。检查应包括： 

(1)  对零部件的日常外观检查； 

(2)  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而进行的定期检查/再试验。当有要求时，应对货物系固设备进

行检查。 

2.3.2  本条应包括用文件证明船员对货物系固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各项内容应记录在本手

册所附的记录簿中，其具体内容如下： 

(1)  有关验收、维护、修理或报废货物系固设备的程序； 

(2)  检查记录，记录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 检查时间； 

② 检查者的签字； 

③ 检查项目的名称； 

④ 检查结果与进行的修理。 

2.3.3  本条应向船长提供在航行途中检查与调整系固安排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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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堆装与系固 
 

3.1  使用与安全须知 

    本节应包括系固设备的使用须知和在使用系固设备时由船上或岸上人员进行货物单元的

系固与解除系固时的安全须知。 

3.1.1  货物堆装与系固一般原则 

    所有货物的堆装和系固都不应危及船舶和人员的安全。 

    安全堆装和系固决定于正确的配载、操作和监督。 

    负责货物堆装和系固的人员必须是有经验的合格人员。 

    负责货物配载和监督货物堆装、系固的人员必须具备实践经验并对本手册有足够了解。 

    在决定堆装和系固方式时，应将可能遇到的 恶劣气候状况考虑在内。 

    在恶劣气候状况下，船长进行操船时应顾及到货物堆装位置和系固方式的情况。 

3.1.2  货物的特性 

    一些货物在航行途中会产生变形或碰撞，这将导致系固松动。 

    低摩擦系数的货物，如在堆装时没有适当增加摩擦力的设施，如垫木、软木、橡胶块等，

就难于系固，除非紧紧地从船舶一边堆装到另一边。 

3.1.3  设备 

    船上的系固设备应该： 

(1)  数量充足； 

(2)  适用于需系固的货物； 

(3)  有足够的强度； 

(4)  使用简便； 

(5)  维护良好。 

3.1.4  特殊的货物运输单元 

    当运输具有特殊形状的货物时，船东和船员应对其堆装位置、船体强度、系固方式及天

气状况加以特别考虑。 

3.1.5  货物情况 

    在装船前，船方应向托运人索取全部必需的货物情况，以便船方确定下列信息： 

(1)  所装运的不同货物是彼此相容的或应得到适当隔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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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货物包装适用于水上运输； 

(3)  该船适合装运该货物； 

(4)  在所经航程中，货物在任何可以预计到的气候条件下可以被安全堆装和系固。 

    应向船长提供所装运货物的适当资料，以便为装卸和运输作出正确的堆装与系固计划。 

3.1.6  可用包装单元装运的货物 

    包装单元内的货物应不外漏，以避免对船舶、人员和内河水域环境造成危害。 

3.1.7  货物配载 

(1)  船长对配载和货物在堆装和系固时的监督管理对防止货物滑动、翻转或挤压是至关

重要的； 

(2)  货物的配载应使船舶稳性在全部航程中保持在可接受的界限内以 大可能地减小加

速度过高而带来的危害； 

(3)  货物的配载应不会使船体强度受到严重影响。 

3.1.8  系固装置 

(1)  系固设备的受力应尽可能均匀。如果这一点实施起来有困难，则应相应地改变绑扎

方式； 

(2)  如由于系固方式复杂或其他原因而使有经验的船员怀疑其正确性，则应用可接受的

计算方法对其进行校核； 

(3)  货物系固设备的数量应足够并适宜用来绑扎货物，如需要则应另加系固设备； 

(4)  绑扎钢丝绳应尽可能短，因长钢丝绳难以收紧和保持原有张紧度。 

3.1.9  磨损和撕裂后的剩余强度 

货物系固方式及其设备应有足够的剩余强度以满足其寿命期内正常的损耗需要。 

3.1.10  摩擦力 

    如果货物与船体甲板及其他结构或货物单元之间的摩擦力不够时，可用适当的材料，如

垫木等来增加其摩擦力。 

3.1.11  船上监督 

(1)  防止不正确堆装和系固的主要方法是靠对堆装的监督与检查来实现的； 

(2)  如果可能，在整个航行途中对装货空间进行巡回检查。 

3.1.12  船长需考虑的一般要素 

    对货物装运中的危险情况作了足够估计后，在装运任何货物前，船长应确认以下几点： 

(1)  用来堆装货物的甲板区域应尽可能清洁、干燥并没有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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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货物，包装单元等应处于良好状态并可被有效系固； 

(3)  船上有全部必须的货物系固设备并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4)  货物应尽可能完好地堆装于包装单元内。 

3.1.13  导致货物损失的原因 

    对以下易引起货损的通常原因应给以足够重视： 

(1)  恶劣的气候条件； 

(2)  垫木的数量不够或无效； 

(3)  系固设备强度不足； 

(4)  左右或前后系固不均匀； 

(5)  钢丝的系固眼板严重变形； 

(6)  系固设备使用不正确； 

(7)  钢丝绳、眼板、链条、法兰、卸扣、绑扎杆和系固点间的强度不均匀； 

(8)  沿锐利或未经保护的边缘绑扎货物而使设备损坏； 

(9)  对由于船舶的运动而引起的力没有加以重视； 

(10)  在开航前没有提供充足的人员和时间来完成绑扎工作。 

3.1.14  船员或码头工人对货物进行堆装绑扎时的安全须知 

(1)  船员应在货物绑扎现场进行监督以防产生不正确的堆码和系固； 

(2)  工作现场应保持有序，在黑暗处应配以足够的照明； 

(3)  工作现场的甲板和踏步应没有油污； 

(4)  如果需要，应配以足够数量的梯子； 

(5)  开始操作前应由船员对工作现场进行检查以确认无障碍物存在，并适合进行装卸作

业； 

(6)  船员和码头工人在进行作业时应思想集中并佩带必须的劳保用具，如安全带、安全

帽等。 

 

3.2  对作用在货物单元的力的估算 

3.2.1  货物单元的受力应根据船舶的装载情况、航区和船舶的运动来确定。这些力包括：

货物单元的总重量、因船舶横摇，纵摇和垂荡运动所产生的货物单元的惯性力、风力、摩擦

力（一般可忽略）以及系固力等。 

3.2.2  虽然使用抗横摇装置可改善船舶在风浪中的特性，但这种装置的作用在计算货物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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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与系固力时不应考虑进去。 

3.2.3  货物单元质心水平分力 、垂向分力 的计算： YN ZN

(1)  船舶的横摇中心取中纵剖面1/2型深处，纵摇中心取水线面漂心处； 

(2)  船舶的横摇、纵摇、垂荡的运动参数可按表3.2.3（2）选取； 

                                                                    表3.2.3（2） 

运动形式 航 区  大 幅 值 周 期 

横 摇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6篇
的值，但不大于0.1745弧度（10度）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6篇
的值 

纵 摇 

A  

 

Lm
32.0

=ϕ  

Lm
27.0

=ϕ  

LT 72.0=ϕ  

B

垂荡 
A  

 

150
LZm =  

250
LZm =  

LTZ 4.0=  

B

 

表中： L ——船长，m。 

 

(3)  货物单元质心水平分力 、垂向分力 按下式计算： YN ZN

⎥
⎥
⎦

⎤

⎢
⎢
⎣

⎡
+⎟

⎟
⎠

⎞
⎜
⎜
⎝

⎛
++⋅= 222

4
sin

44
1

φϕ

φ
φ

ϕ
T

Z
T
Z

T
Z

GN cm
m

Z

mcm
Y         kN 

⎥
⎥
⎦

⎤

⎢
⎢
⎣

⎡
+⎟

⎟
⎠

⎞
⎜
⎜
⎝

⎛
++⋅= 222

4
cos

44
1

φϕ

φ
φ

ϕ
T

Y
T
Z

T
Z

GN cm
m

Z

mcm
Z         kN 

式中： ——货物单元质心在水平方向上所受到的重力分力与横摇、纵摇、垂荡的分力构成

的合力，kN； 

YN

ZN ——货物单元质心在垂向方向上所受到的重力分力与横摇、纵摇、垂荡的分力构成

的合力，kN； 

G ——货物单元的重量，kN； 

mφ ——横摇角，弧度； 

mϕ ——纵摇角，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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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 ——垂荡幅值，m ； 

φT ——横摇周期，s ； 

ϕT ——纵摇周期，s ； 

ZT ——垂荡周期，s ； 

cX ——货物单元质心沿船长（ X 轴）方向距船舶纵摇中心的距离，m ； 

cY ——货物单元质心沿船宽（Y 轴）方向距船舶横摇中心的距离，m ； 

cZ ——货物单元质心沿型深（ Z 轴）方向距船舶横摇中心的距离，m 。 

 

图3.2.3（3） 

 

3.2.4  货物单元所受的侧向风力 根据船舶正浮状态按下式计算： F

                                  kN 
310−×= pAF

式中： p ——单位计算风压， ，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有关计算风压的规定； aP

      A——货物单元的受风面积，m2，取货物单元在船体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 

货物单元的系固力，应根据其系固方式和所承受的各项分力 、 及 ，按静力平衡

条件计算。 

YN ZN F

 

3.3  装载各种货物单元时便携式系固设备的应用 

3.3.1  本条应提请船长注意正确使用便携式系固设备。为正确使用便携式系固设备，应考

虑以下几点： 

(1)  航行时间； 

(2)  此设备的 低安全使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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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遇到的天气状况； 

(4)  船舶的主尺度及性能； 

(5)  可能遇到的静力和动力； 

(6)  货物单元的形式和包装； 

(7)  可能采用的堆装形式； 

(8)  货物单元的重量和体积。 

3.3.2  本条叙述便携式系固设备的应用以及系固的数量和允许的系固角度。如果需要，还

需补充合适的图纸或草图，以便正确理解和对不同类型的货物及货物单元，正确应用系固设

备。必须指出的是，在堆装低摩擦力的货物单元时，应在甲板和货物间垫上软板或防滑材料。 

3.3.3  本条应包括托盘货、单元货及独立货件堆装与系固的位置及方法。典型货物的堆装

和系固方法见附录 3 至附录 6。 

解释：必须指出的是，使用绑扎设备并不是对货物进行系固的唯一方式。使用绑扎设备

对系固甲板货是比较常用的，但在货舱内，更常用的是使用靠垫或木楔来对包装单元进行系

固，因为这可以利用船体结构（如肋骨、舱壁扶强材或甲板横梁）的反作用力。在装载低摩

擦力的货物单元时，应在甲板和货物间垫上软板或防滑材料。 

甲板和舱口盖的最大许用堆装负荷不应被超过。应明确给出有关船体结构的最大许用装

载负荷数值。集中货物负荷和不均匀货物负荷经常会导致甲板和舱口盖不必要的损坏。船体

结构的最大许用堆装负荷包含在船舶总布置图、堆装手册等资料中，应将有关的数值引用于

本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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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积载与隔离 
 

4.1  操作安全须知 

    本节应包括船舶适装的危险货物的积载与隔离的总体要求。 

4.1.1  积载与隔离的一般原则 

    例如：装有危险货物的桶须直立积载 

    遇水易于损坏的纤维板箱和其他包装须在舱内积载。如在舱面积载，须严加防护，任何

时候都不能使其受天气或水的侵袭。 

    货物的积载应在船上有经验的合格人员指挥下进行。 

4.1.2  货物状况 

(1)  货物已按有关要求进行了包装，适合于船运； 

(2)  货物的包装强度足以满足实际堆垛层数及所能预计到的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 

4.1.3  热源 

    某些危险货物要求隔热保护，远离热源。这些热源包括火花、火焰、蒸汽管路、热线圈、

加热的燃油舱顶部以及机器处所的舱壁等。 

4.1.4  电器设备与电缆 

(1)  可能遇到爆炸品粉尘或可能积载含有易燃液体、气体物品的货舱内的电气设备和电

缆须符合公认的标准。所有电气设备的电缆须由有经验人员进行检查以确保安全，并确认具

有良好的绝缘电阻和电缆的连续性。金属外壳的连续性和接地亦须加以证实。 

(2)  所有照明须采用固定式并应符合有关的检验、测试和安装标准。 

(3)  尽可能避免在货舱内设置电缆接头。当不可能时，接头须封闭在符合公认标准的金

属外壳内。 

4.1.5  避雷防护 

    对于某些危险货物，除非已经在江水和桅杆或船体结构间，已配备有效的电气连接，否

则须在任一桅杆或船体结构上配备对江水的接地避雷装置。全焊接结构的船舶上的钢质桅杆

可以认为满足这一要求。 

4.1.6  保安 

    为了防止未经批准人员的进入或接近，对于某些危险货物而言，其舱室和货物运输组件

须上锁或适当关闭，上锁和关闭的方法须使得在紧急情况时能够进入而没有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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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安全防护 

    对于船舶适装的各类危险货物，应列明详细的事故应急措施或备有相关资料并熟悉涉及

船舶所装载危险货物的事故时的应对方法。 

 

4.2  积载与隔离 

4.2.1  本条应要求船上人员制定正确的积载与隔离计划，计划中应包括对危险货物积载位

置的详细描述，必要时，可附简略图（甲板积载可参见附录 7）。计划中还应包括不相容的货

物的隔离方式与安排。制定计划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  危险货物的品种，是否同时载运多种危险货物； 

(2)  货物的理化性质和相容性要求； 

(3)  货物单元的形式和包装； 

(4)  危险货物的品种是否在经批准的危险货物推/拖适装证书所规定的范围内； 

(5)  积载类别。 

4.2.2  本条应详述不同危险货物相互间的隔离布置及危险货物与生活居住处所和机器处

所有关的积载与隔离布置（可参见附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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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船上货物系固设备的更新记录 

 

名称 数量 制造商 证书号 日期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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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船上货物系固设备的检查、保养和维护记录 

 

名称 数量 制造商 证书号 日期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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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移动式罐柜的安全堆装和系固 

 

    1  前言 

1.1  本附录的规定适用于移动式罐柜。在本附录中，它们系指非永久性系固在船上、容

积大于 450L。其外壳有外部稳定构件和运输液体、固体或气体所必需的维修工具和结构性设

备的罐柜。 

1.2  这些规定不适用于容量为 450 L 或小于 450 L、运输液体、固体或气体的罐柜及罐式

集装箱。 

    注：装运气体的移动式罐柜的容积为 1000L 或大于 1000 L。 

 

    2  对移动罐柜的一般规定 

    2.1  移动式罐柜应能在不移开其结构设备的情况下装卸，并能在装有货物时在船上吊上、

吊下。 

    2.2  未装满移动式罐柜，由于罐柜内的晃动会产生不能接受的液体压力时，不应用于船

运。 

    2.3  移动式罐柜由主管当局或由其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提供证书。 

 

    3  移动式罐柜的装置 

    3.1  移动式罐柜的外部稳定构件可由垫木或支架构成，此外，该罐柜可系固在有架式基

部上。 

    3.2  移动式罐柜的装置应包括船上的提升和系固配件。 

注：所有上述移动式罐柜可在多用途船上装运，但需要对船上的绑扎和系固给予特别注

意。 

 

    4  货物资料 

    4.1  至少应向船长提供下述资料： 

(1)  移动式罐柜的毛重； 

(2)  移动式罐柜是否长期系固在有架式基座上，或系固在框架里，是否有系固点。 

 

    5  堆装 

    5.1  罐柜应沿首尾方向在甲板上或甲板下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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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堆装的罐柜不应超过船舷。 

    5.3  罐柜的堆装应能使从事船舶必要作业的人员安全走近。 

    5.4  任何时候罐柜的堆装都不应导致超过甲板或舱盖的应力；舱盖应系固在船上以防止

整个舱盖翻倒。 

 

    6  防滑动和翻转的系固 

    6.1  非标准化和防翻倒的系固 

    6.1.1  在非标准化移动式罐柜和船上的系固装置，应安装得能承受可能引起的滑动和翻

转的横向力和纵向力。防滑动的系索角度不应高于 25°，防翻倾的系索的角度不低于 45°至

60°（图 1）。 

 
图 1  以有利的绑绳角度系固移动式罐柜 

1α ：防滑动的有利角度        2α ：防翻倒的有利角度 

     

6.1.2  在必要时，在甲板表面和移动式罐柜底部结构间应使用木材以增加摩擦力。这适

用于木制装置上的罐柜或有相似的高摩擦系数的底部材料的罐柜。 

    6.1.3  如允许在甲板上堆装，堆装应能使移动式罐柜直接落在其位置和基座上。 

    6.1.4  罐柜上的系固点应有适当强度并作出明显标志。 

注：为公路和火车运输设计的系固可能不适合于水上运输。 

    6.1.5  缚在无系固点的罐柜上的系索应绕在罐柜一周，系索两端应系固在罐柜的同一边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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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没有系固点的移动式罐柜的系固 
 

    6.1.6  应将足够的系固装置布置成每一装置均分负荷，并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6.1.7  当罐柜装在甲板或舱口部件上，当布置及安装系固装置时，应考虑甲板或舱口部

件的结构强度。 

    6.1.8  移动式罐柜的系固应使罐柜或附件上的负荷不超过其设计负荷。 

 

    7  系固装置的保持 

    7.1  系固装置的完整性应在整个航次中得到保持。 

    7.2  对需要拉紧系索、夹子和扣钩以防止因磨损而弱化一事应予特别注意。 

    7.3  应定期检验系索和重新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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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移动式容器的安全堆装和系固 

 

    1  前言 

    1.1  在本附录中，移动式容器系指不是移动式罐柜的容器，它们不是永久地系固在船上，

容量为 1000L 或小于 1000L，在长度、宽度、高度和形状上有不同的尺寸，用于运输气体或液

体。 

     

    2  移动式容器可分为以下几种： 

    2.1  没有系固点，容量不超过 150L 的不同尺寸的圆筒； 

    2.2  除符合 2.1 的圆筒外的容量不小于 100L 并不大于 1000L 的不同尺寸的容器，不论是

否装有足够强度的提升装置； 

    2.3  符合 2.1 中的圆筒的组件，称作“框架”，圆筒由歧管在框架内互相连接并用金属配

件牢固连接在一起；框架装有足够强度的系固和装卸装置（即圆筒状容器装备有滚动箍而容

器系固在垫木上）。 

 

    3  货物资料 

    至少应向船长提供如下资料： 

(1)  容器和货物的尺寸； 

(2)  容器毛重； 

(3)  容器是否装有足够强度的提升装置。 

 

    4  堆装 

    4.1  容器 好在甲板上或甲板下纵向堆装。 

    4.2  容器应予衬垫以防止其直接放在甲板上。除非作为一个装置安装在框架内，在堆装

容器时，如必要，应用塞子止动。装运液化气的容器应直立堆装。 

    4.3  容器在直立堆装时，应以方型堆装，用合适和坚固木材制作的木框或木箱围住。木

箱或木框应在下边垫起以便在钢甲板上有一空隙。木箱或木框中的容器应予围紧，以免移动。

箱或筐应牢固地塞紧和绑牢以避免任何方向的移动。 

 

    5  防止滑动和移动的系固 

    5.1  圆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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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筒应在横向垫木上纵向堆装。如可行，货堆使用横向放置的二根或更多的钢丝绳系固。

钢丝绳在装货前放上，绕货堆一周，系在相对各边的系固点上。使用合适的收紧装置收紧钢

丝绳以使货堆密实。在装货期间，为防止圆筒滚动，可使用楔块。 

    5.2  容器 

    装在甲板上或甲板下的容器应按下属方法系固： 

(1)  应按图1所示放置系索； 

(2)  可能时，容器上的提升装置可用来绑住它们； 

(3)  系索应定期检查和重新收紧。 

 

图1  没有系固点的容器的系固（推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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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挠性中间散装容器的安全堆装和系固 

 

    1  前言 

    1.1  在本附录中，挠性中间散装容器系指容器不大于 3000L 用于运输固体的挠性移动式

包装，设计用于机械装卸，经测试能满意地承受运输和运输应力，可为单用途或多用途设计。 

 

    2  货物资料 

    至少应向船长提供如下资料： 

    2.1  挠性中间散装容器的总数量和要装的是何种货物； 

    2.2  挠性中间散装容器的尺寸； 

    2.3  挠性中间散装容器的总质量； 

    2.4  是单用途或多用途设计； 

    2.5  吊具种类（使用单钩或多钩）。 

 

    3  建议 

    3.1  挠性中间散装容器运输的理想船舶是大舱口船，因为可将该种容器直接放到堆装位

置上而不需移动。 

    3.2  在可行时，货物处所应是矩形的并且没有障碍物。 

    3.3  堆装处所应是干净、干燥的，并没有油和钉子。 

    3.4  当该种容器在深舱翼部堆装时，应有供适合改装的叉车使用的方便通道和足够的活

动空间。 

    3.5  当该种容器仅在舱口堆装时，货物处所的翼侧和前后端应装有其他合适货物或用东

西挡住，以便此种容器得到适当支撑。 

 

4  堆装 

4.1  将船舶宽度除以该种容器宽度便得出横向堆装该种容器的数目和余下的空档。如有

空档，则该种容器应从两侧向中心堆装，使任何穿档均在舱口的中央。 

    4.2  该种容器应互相尽可能靠紧堆装，任何空档均应塞牢。 

    4.3  各层容器应以相同方法堆装，使其完全覆盖住下边的该种容器。如这层余有空档，

也应在舱口中央部位予以塞牢。 

    4.4  当在舱口位置有足够空间在下面几层之上堆装另一层时，应确定舱口围板能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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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壁。如不能够，应采取措施防止该种容器移动到舷侧开敞部位。否则该种容器应在舱口围

板间满装堆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空档均应在中央部位并予塞牢。 

    4.5  为防止该种容器向任何一侧移动和防止在恶劣气候下船舶倾斜带来的不利影响，在

上述两种情况下，塞牢该种容器是必要的（图 1）。 

 
图 1  在堆装区域中心塞满空档的挠性中间散装容器的堆装 

 

    5  系固 

    5.1  在甲板间或底舱仅有一个部分用来装挠性中间散装容器的情况下，应采取措施防止

其移动。这些措施应包括用足够的格子板或胶合板顶住这种容器，和使用钢丝绳从一侧到另

一侧系固住挠性中间散装货物。 

    5.2  用于系固的钢丝绳和胶合板应定期检查。特别在恶劣气候前和后，如必要时，要重

新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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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成组货物的安全堆装和系固 

 

    1  前言 

    就本附录而言，成组货物系指一些包装货物： 

    1.1  在货盘等承货板上放置或堆装并用扎带，收紧包装或其他适当方式系固；或 

    1.2  放置在货箱之类保护性外包装里；或 

    1.3  作为一吊货永久地系固在一起。 

    注：移动式罐柜或容器，中间散装客器等单件的大包装货物不包括在本附录的建议内。 

 

    2  货物资料 

    至少应向船长提供下述资料： 

    2.1  成组货物的总件数和待装货物； 

    2.2  所用的包扎类型； 

    2.3  以米计的成组货物尺码； 

    2.4  以千克计的成组货物毛重。 

 

    3  建议 

    3.1  将要堆装成组货物的船舶货物处所应是干净、干燥和没有油脂的。 

    3.2  包括液舱顶部在内的甲板应全部是平的。 

    3.3  货物处所 好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都是矩形。前货舱或甲板间的其他形状货物处所

应使用适当的木料将其形状在横向和纵向上均改成矩形（图 1）。 

 
图 1  锥形堆装域内成组货物的堆装和塞牢（俯视图） 

 

    4  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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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成组货物的堆装应做到，如必要，能从货堆的所有面上进行系固。 

    4.2  堆装成组货物时，在货物与船舷之间不应有任何空档，以防止成组货物倾斜。 

    4.3  当成组货物需要重叠堆装时，应注意货盘强度和成组货物的形状和状况。 

    4.4  当使用机械装卸时，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成组货物受损。 

 

    5  系固 

    应确保成组堆装的成组货物间不留空档。 

 

    6  横向堆装时的系固 

    6.1  当成组货物在底舱或甲板间中靠着舱壁从侧装到另一侧时，应靠着成组货物货堆垂

直安置格子板或胶合板。应用钢丝系索从一侧拉到另一侧，以固定住格子板或胶合板使之能

紧贴货堆。 

    6.2  此外，为进一步收紧货堆，钢丝系索可以不同间隔从舱壁绕过货堆联接到横向放置

的钢丝系索上。 

 

    7  在货物处所一侧的堆装，两边不靠 

    当成组货物堆装于货物处所的前部或后部，有可能在向两个方向上移动时，应在货堆无

系固面垂直安置格子板或胶合板。将钢丝绳从一侧绕过货堆至另一侧固定在舱壁上。在钢丝

绳可能损坏成组货物处（特别是在货堆角上），应安置格子板和胶合板使角隅处不会损坏。 

     

    8  三边不靠的堆装 

    当成组货物沿船舷堆装而可能在三面移动时，应在成组货物堆装面上垂直安置格子板和

胶合板。特别要注意货堆的角隅，防止钢丝系索损坏成组货物。应在不同高度上使用钢丝系

索，收紧边上装有格子板或胶合板的货堆（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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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船舷装载成组货物的系固 

 

    9  通则 

    9.1  可使用木质撑柱或足够强度的板条代替格子板或胶合板。 

    9.2  在航行中，应定期检查钢丝系索，如必要，松动的系索应予重新收紧。特别是在恶

劣气候后，应检查钢丝系索的状况，如必要应予重新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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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甲板积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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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货物的隔离 
 

1、常规形式积载的危险货物包件的隔离 

    图例 

（1）基准包件……………………………………………………              ■ 

   （2）不相容货物包件……………………………………………              ■ 

   （3）防火防液的甲板……………………………………………             

注：垂直实线表示货物处所（舱室或货舱）之间的防火防液横向舱壁。 

 

① 远离 

    有效地隔离从而使互不相容的物质在万一发生意

外时不致相互起危险性反应，但只要在水平垂直投影

距离不少于 3m，仍可在同一舱室或货舱内或“舱面”

上积载。 

② 隔离 

在“舱内”积载时，装在不同的舱室或货舱。如

中间甲板是防火防液的，垂向隔离，即在不同的舱室

积载，可以看成是同等效果的隔离。就舱面积载而言，

这种隔离应不少 6m 的水平距离。 

③ 用一整个舱室或货舱隔离 

垂向的或水平的隔离。如果中间甲板不是防火防

液的，只能用一介于中间的整个舱室或货舱作纵向隔

离。就“舱面”积载而言，这种隔离即不少于 12m 的

水平距离。如果一包件在“舱面”积载，而另一包件

在 上层舱室积载，也要保持上述的同样距离。 

④ 用一介于中间的整个舱室或货舱作纵向隔离 

单独的垂向隔离不符合这一要求。在舱内积载的

包件与“舱面”积载的另一包件之间的距离包括纵向

的一整个舱室在内必须保持不少于 24m。就“舱面”

积载而言，这种隔离应不少于 24m 的纵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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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货物运输组件内危险货物的隔离 

    需相互隔离的危险货物不得在同一货物运输组件内装运。须相互“远离”的危险货物经

主管机关批准，可以在同一运输组件内装运，但须坚持等效的安全标准。 

    3、常规形式积载的危险货物与封闭式货物运输组件中所装的危险货物之间的隔离，除下

列情况外，须按照上述第 1 条的要求进行； 

① 要求“远离”时，包件与封闭式货物运输组件之间无隔离要求； 

② 要求“隔离”时，包件与封闭式货物运输组件之间可按照上述第 1 条① 所述“远离”

积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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