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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有关内河钢船建造规范和规程，并为适应内河船舶技术发展而对GB 3221-82进行

修订的，以满足检验各种船型及船用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的需要。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船舶检验局武汉规范研究所、长江船舶设计院、中国长江轮船总公司、武汉长江轮

船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吴家运、杨良宏、郑云龙、滕淑华、龙乐璋、陈德明、夏斌、杜维正、杨积廉。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1982年 10月，于1996年7月第一次修订。



中华 人民 共 和 国国 家标 准

柴油机动力内河船舶系泊和

        航行试验大纲

GB/T 3221一1996

代替 GB 3221一82

Code for dock and sea trials of

  diesel-driven inland ships

第一篇 总 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新建内河船舶投人营运前必须进行的检查与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以柴油机为推进动力的民甭船舶常规项目的试验。对工程船、气垫船、水翼船和其他

特种船舶的试验，亦可参照本标准规定编制试验大纲。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4595-84 船上噪声测量

    GB 5749-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980-86 内河船舶噪声级的规定

    GB 7452-87 船舶振动评价基准

    GB 7453-87 船体振动测量

    GB 12927-91 船用起货设备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

3 试验的一般原则

3.1 试验由船舶制造部门主持，并会同验船部门、船舶使用部门和设计部门参加。但设计部门仅参加认

可图纸有效期内，第一次建造的船舶(以下简称首艘船舶)试验。

3. 2 试验应在下列条件具备后进行。

3.2. 1 系泊试验前应由制造部门向验船部门和使用部门提供机电设备、船舶设备、船舶各系统的材质

及船用产品检验合格证件、制造过程中的各种试验证件及装船后的试验安装测量记录卡以便交验。

3.2.2 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所使用的测试仪器和仪表应具有国家有关主管机构签发的有效合格证件。
3.3 试验分为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两个阶段进行，系泊试验应在船舶各项试验项目的工程安装完毕后

进行。航行试验是在全船各项工程全部竣工，系泊试验合格后并经倾斜试验和稳性校核合格，取得验船

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

3.4 船舶建造完成后，除按本标准进行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外，由验船部门检验试验的项目应满足现

行船舶规范、船舶检验规则、船舶检验规程等有关要求。

3.5 试验后由制造部门将各种试验记录、报告、结论及完工图纸送验船部门和船舶使用部门存查，首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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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应抄送设计部门存查。

3.6 试验项目的增减

    如因实际需要，要求减少标准内某些项目的试验或者另外增加特殊装置与设备的试验，则需把减少

项目的报告或增加部分的项目的试验大纲报验船部门审批。

3.了 本标准中带“，”符号仅对首艘船舶或单机生产应进行的试验项目。

                              第二篇 系 泊 试 验

锚泊设备和锚机试验

核对锚的数量、重量、锚链长度和直径、锚卸扣和连接卸扣或连接链环等的备品数量、钢印标志。

检查锚机、掣链器、导链轮、锚链筒安装相对位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并核对锚机的钢印标志。

检查各节锚链之间卸扣连接的可靠性。

检查液压锚机装船后管系的密性试验记录，安全阀、溢流阀和减压阀按设计要求校验合格

将机械离合器啮合及脱开各三次，检查离合器工作的灵便性和刹车的效用。

机动锚机空载运行试验

  电动锚机以额定速度档正、倒车空载连续运转各15 min，其他各档正、倒车各运转5 min。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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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速度档运转的30 min内，作10次起动。试验过程中，观察锚机各运转部件有无异常发热及敲击现象，

同时检查电气控制设备各档调速和电磁制动器的可靠性。如为直流电动机尚应检查其换向与发热情况，

试验时对空载各档的转速、启动电流、工作电流和电压进行测量并记录，空载运转试验后，测量电动机及

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值，其值应不小于1 MD,
4-6. 2 液压锚机进行正、倒车空载以额定速度档连续运转30 min，试验时每隔5 min正、倒车变换一

次，观察传动装置离合器、制动器的可靠性，并检查液压马达、液压油泵及液压系统阀件工作是否正常，

有无漏油、异常发热和敲击现象。试验时对液压油泵工作压力、液压马达的转速、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电

压和转速进行测量和记录，并测量电动机及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o.

4.6.3 机动人力两用锚机应作转换试验，检查转换的自碑靠性。

4.了 负荷试验

4.7.1 抛锚、起锚试验。将左、右锚各作单抛、单起 2̂-3次，下抛过程中用锚机链轮刹车装置作急速刹

车2-3次，升起过程中作 2̂-3次停止，再起锚，检查离合器操纵的方便性，刹车装置工作的可靠性。锚

链和卸扣通过锚链筒，掣链器、导轮和链轮的情况，锚链在其上应无跳链和扭曲现象，并检查掣锚器位置

是否正确以及锚收回时锚爪与船壳的贴合情况。

4. 7.2 检查人力起锚装置的起锚效能，试验时将锚及锚链放出的长度应大于2 m.

4.7.3 将每根锚链装入时，检查锚链标记、根部固定情况并做弃锚装置的脱钩试验，然后收起，检查锚

链在锚链舱内的堆放情况。

4. 7. 4 检查锚机电控设备的零位保护，过载保护的完整性及调载保护动作的可靠性。

4.7.5 油轮抛、起锚时对设置的熄灭火星的冲水装置应作效用试验。

4.7. 6 吊锚杆作起吊旋转试验，试验时将锚起吊 2̂-3次，检查起吊灵便性及可靠性。

4.7.7 人力起锚装置和尾机动绞缆机兼作起锚用时参照4.7.1条进行试验和检查。

4.8 锚泊设备及锚机试验完成后，由制造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1或

表 A2,

舵装置及舵机试验

5-， 试验前的检查

5.1.1 舵机、操舵装置及其仪表安装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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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液压系统的密性情况。

5.1.2门 液压舵机的密性试验。试验时接通进油管路，封闭回油管路，起动油泵，使管路内的油压达

1. 25倍设计压力，但不大于设计压力加7 MPa，保持5 min，检查管路有无泄漏及各元件、部件的工作可

靠性。

5.1.2.2 密性试验完毕，溢流阀和安全阀应校验合格。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不小于1.25倍的最大工作

压力，但不大于设计压力。

5.1.3 舵轮或手柄的转向以及舵的转向是否与船舶的转向相符合。

5.2 舵角误差

    检查机械舵角指示器指示误差，对舵杆与推舵装置上舵角指针的误差，电动舵角指示器应不大于

10，其他舵角指示器应不大于1. 50，舵在零位时指示器不应有误差。

5.3 限位装置

    检查电动(液压)舵角限位装置安装的正确性及工作的可靠性，舵角的限制挡块的安装位置应比最

大工作转角大 1030'，设有倒车舵时，其舵角限制挡块的安装位置应为倒车舵最大转舵角加10e

5.4 报警

    检查失电、失压、运转指示、液位等声光报警指示装置的工作可靠性。

5. 5 操舵试验

    电动液压舵机进行满舵角连续操舵试验。每套电源，每套操纵系统，每套电动液压泵组均应工作不

少于30 min。操舵程序一般为:连续操舵。。~左(右)满舵，。。~右(左)满舵循环进行，并往复不少于10

次，试验时应进行如下检查:

    a)检查操舵装置电气部分、液压泵及液压系统的工作情况;记录舵机油压、蓄压器的气压、油温;测

量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工作电流、转速、电压、温升;观察直流电机换向器的火花等级;测量电机、控制系

统及馈电线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D，同时检查过载报警装置的完整性(若设有时);

    b)测量自一舷35。转至另一舷300所需的时间;

    c)观察操舵的滞舵时间，应不大于is，冲舵角应不大于20,

5.6 应急操舵试验

5.6门 应急电动液压舵机，工作时以蓄电池组作应急电源时，必须进行1h应急操舵试验(可结合应急

蓄电池组放电试验同时进行)，此时应检查控制箱的工作可靠性，并测量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工作电流、

电压、转速、观察火花等级;试验后，测量电机、控制系统及馈电线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Sb,

    对于其他应急操舵装置，也需进行30 min的操舵试验

5.6.2 检查电动液压舵机主电源失电时，应急电源自动工作的可靠性和失电声光报警装置的完整性。

5.6.3 蓄能器作为应急动力源时，应试验停止泵组工作后，操左(右)满舵各不少于六次。

5.7 转换、联锁

    按下列要求检查电动液压舵机所设有的各项转换、联锁装置的工作可靠性:

    a)两台或两台以上电动液压泵组的相互转换;

    b)主操纵系统与应急操纵系统的联锁和转换;

    c)驾驶台、舵机舱的操舵转换;

    d)控制系统的转换。

    试验时，转换应迅速可靠，其转换时间不超过10 s,

5.8 并联运转

    两台以上电动机液压油泵组，在单台试验之后，对于设计要求并联运转者，则应同时进行并联运转

试验，操左、右满舵，检查管路有无发热或异常现象。

5.9 人力操舵装置

    人力操舵装置操纵左、右满舵各三次，检查传动系统和舵的灵活性及有无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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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辅助操舵装置

    主操舵装置设有辅助操舵装置时，应进行转换试验，并以辅助操舵装置进行操舵15 min,

5.11 试验完成后，由制造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3,

救生 设备试验

救生设备的检查

  检查救生衣、救生圈、救生艇(筏、救生灿板)等救生设备的数量、合格标记及属具的完备性和安

6

61
引
装位置是否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6.2 电动吊艇机的空载运行试验时检查下列各项:

    a)控制操纵倒、顺车装置的性能是否良好;

    b)电动控制装置与手动控制装置在操纵上的联锁性，当使用手动装置时，电源即能自动切断;

    c)电动机制动装置与手动制动器在操纵上的联锁性，当使用手动制动器时，应能自动切断电源。

6.3 救生艇吊重及降落起升试验

6.3.1 每副吊艇架的降落、收起和复原试验，要求载足全部属具和放艇人员重量的1.1倍时，吊艇架置

艇于舷外，将艇降落及收起2-3次，同时试验艇在收起后吊艇架应能复原。

6.3.2 检查救生艇脱钩装置脱、接的轻便性和可靠性。

6.3.3 吊艇机的自动调速制动器应能保证救生艇下降速度在。3̂-0.6 m/s安全降落速度范围内。

6.3.4 在救生艇安全降落速度范围内作突然刹车，检查整个装置的强度及吊艇机的制动效能。

6.3.5 艇下放时，用电磁刹车检查其制动性能的可靠性。

6.3.6 艇回复原位时，检查限位开关动作的可靠性。

6.3.7 对起吊艇手动装置应试验其操作的可靠性。

6.3.8 试验时测量电动机的电压、电流及转速，检查电动机有无发热现象。

6.3.9 试验后测量系统各部分的热态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 Mn,

6.3. 10 吊艇机的制动器若无遮蔽时，则在进行上述试验时须在制动器上洒水，以试验其是否安全可

靠 。 贵

6.4 工作艇吊艇架参照6. 2和6.3的有关要求进行试验和检查，对下降速度不作要求。

65 试验后，由工厂负责整理记录，填写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5,

系缆装里和拖钩装置试验

7.1 检查系缆、拖钩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7.2 绞缆机空载试验

7. 2门 电动绞缆机以额定速度空载正、倒车运转各 15 min交流电动机按工作定额进行)，在运转

30 min内，做6次启动。

7.2.2 液压绞缆机以正、倒车空载连续额定速度运转共30 min，试验时正、倒车每隔6 min变换1次

7.2.3 检查各运动部件应无异常发热、敲击。

7.2.4 检查液压系统应无泄漏现象。

了.2.5 检查电动机及其换向器(对直流电动机)的工作情况。

7.2.6 检查电气控制设备及各档调速和电磁制动器的工作情况。

7.2.7 检查和调整过载保护及调载保护装置，按技术要求检查液压系统的安全阀的开启压力。
7.2.8 试验后，应详细检查各受力部件，并测量电动机及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

入A0

拖钩装置试验。

.1 拖力试验

。J

l声
1

4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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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拖缆系于堤岸拖桩或其他设备上，测定主机额定转速下的拖力，为做好试验，注意如下事项:

    a)拖轮吃水应达到设计要求;

    b)试验地点应选择在有足够水深(尾吃水的2倍以上和水流平缓的水域，使用小舵角，在小范围内

摆动尾部 ;

    c)拖轮尾端距河岸应不小于2倍船长;

    d)拖缆尽可能处于水平状态，免受分力影响。
7.3.2 拖钩的紧急脱钩试验

    紧急脱钩试验要求灵便、安全、可靠。

7. 3. 3 试验时检查拖钩与船体连接的可靠性。

7.4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6,

8 起货设备试验

8.1 检查吊杆装置和起重机整套设备的安装完整性和安装正确性。

8.2 检查起货绞车在其底座上安装的可靠性。

8.3 吊杆装置、起重机和起货绞车的检查和试验应按GB 12927进行。

8.4 试验后，应进行全面检查，对有疑点的部分达立拆开检查。
8.5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填写记录表，记录表格式见附录A表A7~表Aloe

9 门、窗及舱口盖的检查和试验

9.1 门、窗及舱口盖装船后，检查其安装是否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且安装应牢固。

9.2 检查门、窗及舱口盖是否能正常启闭，铰链及把手应转动灵活。

9.3 门、窗及舱口盖的冲水试验

9.3.1 下列处所的门、窗及舱口盖应作冲水试验。

9.3.1.1 干舷甲板以下的风雨密舷窗、首门、室门、舷门及其他关闭装置。

9.3.1.2 干舷甲板上和开敞的上层建筑上的风雨密人孔和小舱口关闭装置、通风筒及其他开口的关闭

装置 。

9.3.1.3 干舷甲板上第一层甲板室和封闭上层建筑侧壁和端壁上的风雨门、窗及其他开口的关闭装

置 。

9.3.1.4 干舷甲板上第二层具有通往干舷甲板下的通道的甲板室或上层建筑围壁上的风雨密门。

9.3.1.5 水密舱壁上的水密门及其他开口的关闭装置。

9.3.1.6 钢质风雨密舱口盖。

9.3.2 冲水试验时所用水枪喷口直径应不小于13 mm，试验水压应不小于。. 6 MPa o船长大于90M的

船舶，可选用直径为16 mm的喷口，试验水压应不小于。. 5 MPa,
9. 3.3 试验时，用水枪喷口从外面对准试验接缝及手柄处，水枪与接缝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m，水枪对

准接缝及手柄处喷射，对垂直接缝则应自下而上喷射。

9.4 干舷甲板以下液舱水密舱壁上水密开口关闭装置的水压试验

9.4.1 对位于干舷甲板以下水密舱壁上的水密开口关闭装置进行水压试验时，先将水灌入舱内，其高

度至干舷甲板高度，然后保持时间不少于15 min。试验时检查试验部位的反面，不允许有渗漏。该试验

可用充气试验代替。其试验气压应不少于。.02 MPa，但不大于0. 03 MPa。保持5 min，检查无明显压力

降后，再将舱内气压降至。.014 MPa,涂肥皂水检查应无渗漏

9.5 门、窗及舱口盖的淋水试验

9.5.， 根据设计要求，对指定的门、窗及舱口盖作淋水试验。

9. 5. 2 试验时向被试验的部位外表面淋水，使自由降落的水淋到门、窗、盖的接缝处，持续时间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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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n,

9.6 在进行上述冲水、水压和淋水试验时，应在试验部位的另一面观察，不允许有渗漏现象。

9.7 各种门、窗开关装置的启闭效用试验

9.7.1 铰链门装妥后，应分别在门的两面作启闭效用试验。

9.7.2 手动滑动门装妥后，应作启闭效用试验。试验在船舶处于正浮状态下进行。用手动装置使门安

全关闭、开启，并测定其所需的时间。

9.7.3 检查防火门及在其两面启闭的方便性以及门与门框的吻合情况，然后进行自动关闭及失火报警

联合动作的试验。

9.7.4 机舱及油泵舱等处的天窗应分别从内侧作启闭试验和外侧的关闭试验。扳动操纵阀(杆)启闭天

窗各3次，检查操纵方便性。

10 集装箱导轨架的试验

10.1 检查集装箱导轨架的安装是否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10.2 检查导轨架结构和集装箱脚座的焊接是否良好。

10.3 使用一只符合船舶设计要求的集装箱或经认可的模具，在全船导轨架范围内进行吊出、吊入试

验。检查集装箱或模具与其脚座之间的间隙是否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并检查集装箱或模具能否顺利导

入、吊出导架。

11 灭火系统和消防设备试验

11.， 检查系统的布置和结构是否符合图纸和说明书的要求，且安装完好。

11.2 检查各系统的管路经密性试验是否合格。

11.3 检查安全阀是否经调试合格。其开启压力应为工作压力加。. 1 MPa,

11.4 火星熄灭器应在无雨的黑夜中，主机、辅机及辅助锅炉全负荷工作下检查其效用。

11.5 水灭火系统

11.5.1 消防泵应进行效用试验1h。消防泵的排量称压头应满足下列各项消防设备需同时工作的要

求 :

    a)在最高甲板的消防栓上应以一台水泵的排量满足按表1所规定的出水的要求，且射程应不小于

12 m;

    b)甲板洒水系统的充分出水(油船);

    。)设有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时所需的水量(油船);

    d)对于固定式应急消防泵在任何消防栓处，可用两只水枪进行喷水试验，两只水枪的喷射水柱射

程均应不小于12 m,

                                                  表 1

礁井 7J:  A RA*1R 19 mm 16 mm 13 mm

  客船

船长 L,m

)50 至少 2股水柱

)30-<50 至少2股水柱

< 30 至少 1股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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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水霸卜\长水枪·径
蕊丽药一一之泛飞

19 mm 16 mm 13 m-

  货船

载重 吨，t

妻1 000 至少2股水柱

妻300-<l 000 至少2股水柱

< 300 至少1股水柱

  货驳

载重 吨,t
)1 000 至少1股水柱

  油船

载重吨，t

妻1 000 至少 2股水柱

妻500-<l 000 至少 2股水柱

< 500 至少2股水柱

  油驳

载重吨，t

>-3 000 至少 2股水柱

< 3 000 至少 1股水柱

拖(推)船

主机总功率

    kW

妻735 至少 2股水柱

)370̂ -<735 至少 2股水柱

李220-<370 至少2股水柱

< 220 至少1股水柱

11.5.2 检查阀箱的阀通往各部位的指示铭牌的准确性。

11.5.3 检查消防管路畅通情况，消防水泵运转时各消防栓是否畅通。

11-5.4 检查消防栓接头、消防水带以及喷射水枪的通用性，拖运油驳的拖轮尚应检查通向油驳消防栓

的通用性。

11.5.5 检查可携型消防泵的工作情况及消防泵接头的通用性。

11.5.6 消防泵的海水阀与主、辅机共用时，应在主、辅机全负荷工况下，轮换关闭左、右海水阀进行消

防水泵的效用试验。

11.5.7 对固定独立柴油机驱动的应急消防泵进行效用试验。检查能否用人工手摇曲柄随时起动的可

靠性。若用其他起动装置代替，应检查该装置能否在30 min内起动6次，并在前10 min内至少起动2

次。

    检查贮存的燃油数量能否使泵在全负荷下运行3h。

11.5.8 试验后检查电动消防泵的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n.

11. 5.9 设有甲板洒水系统的船舶检查洒水效能。油船要检查洒水面积能否浸满货油舱甲板。

11.5.10 测量电动机电流(包括起动电流)、转速、温升，观察火花等级。

11.5.11 消防船(艇)及港消两用船除做11. 5. 1-11. 5. 10的试验和检查外，还应做水炮的喷射试验。

每座水炮的排量应不小于110 m'/h，其水柱在平静空气中的射程应不小于40 m.

11.6 自动喷水系统

11.6门 检查供水泵自动投入工作的可靠性。

11.6.2 进行失火报警和探火系统的动作试验。

11.6.3 分别使用主电源及应急电源作效用试验。检查两种电源转换的可靠性。同时检查指示自动喷

水系统的声光信号的效用及报警装置的绝缘电阻。

11.7 压力水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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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门 检查各喷嘴的水雾情况及该处的分布是否均匀有效。

11.7.2 任意选择一个喷嘴作压力试验，检查其出水率。

11.7.3 检查供水泵自动投人工作的可靠性。

11.7.4 检查防止喷嘴被杂质阻塞的措施。

11-7.5 试验后测量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不小于1 Mn,

们.8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11.8.1 检查二氧化碳站、二氧化碳瓶及管系附件的安装情况。

11.8.2 装船后二氧化碳管系应进行密性试验。其试验压力应不小于0. 69 MPa，各接头不允许泄漏。

11.8.3 检查二氧化碳瓶装船后总重量或液面高度测量记录。

11.8.4 检查二氧化碳瓶水压试验记录

11-8.5 检查二氧化碳瓶安全膜片爆破试验记录。

11.8.6 检查二氧化碳喷雾头的工作膜片效用试验。

11-8.7 二氧化碳施放管系，用压力不小于2. 47 MPa的压缩空气进行功能试验。检查通往施放舱室的

畅通性及施放机构的动作是否.「常。

关11.8.8 选择一个被保护舱写一作二氧化碳畅通性试验，试验时测量喷射的时间及喷射量。

11.8.9 设有施放自动报警信号装置者，试验施放前与施放过程中的警告信号。

11.9 卤代烃灭火系统

11.9.1 检查卤代烃储存瓶的总重量及液面高度的测量记录。

11.9.2 检查管路密性，关闭每一个被保护舱室的喷雾阀，用。.69 MPa的压缩空气通入管路，在管接
头及阀上涂肥皂溶液检查有无泄漏。

二119.3 用压力不小于设计压力的压缩空气进行管系功能试验。检查通往各施放舱室的畅通。

11.10 泡沫灭火系统

们.10.1 油船甲板分别进行水和泡沫的喷射试验。喷射试验时应选择总液面为最大的一组相邻的货油

舱进行，向该货油舱区域的甲板上喷射泡沫，检查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工作情况。

11. 10.2 消防船(艇)及港消两用船进行喷射试验a"检查泡沫炮在平静空气中的有效射程应不小于

40 m,泡沫枪的射程应不小于15 m.

11.11 消防用品

11.11.1 检查消防用品是否放置在指定的位置，核对消防用品的数量，检查质量合格证及固定情况，便

于接近和使用。

11.12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11.12.1 自动失火报警和探火系统，应按图纸和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检查系统的完整性和正

确性。探测器的试验数量，至少应为每个处所内探测器总数的50%(机械定温式探测器除外)。探测器不

应发生误报或不工作现象，火警控制器的声光信号、区域显示、试验或消音装置等功能正常。

11-12.2 检查失火手动按钮的布置是否符合图纸要求并进行动作试验。

11-12.3 检查火灾报警器的接地是否良好。

11.13 试验后，由工厂整理各项试验记录，填写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ll.

空气管、测t管及液位遥测 系统

检查空气管的安装完整性，自油舱引出空气管，应检查金属防火网是否安装齐全。

各测量管以测深尺插入时，应上下自如，无阻碍现象。

低于甲板的测量管，其管口的自闭旋塞动作应灵活。

测量管管口的铜质封盖应配置齐全，管口应标有清楚的标志。

遥测系统(如设有时)应进行测量效用试验，其测量数据应与手测数据进行校核，以检查遥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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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准确性。

13 生活用水设备

13.1 生活供水系统水泵及粪便泵连续运转30 min作效用试验，检查运转情况，测量电动机的电流、转

速、温升的数值，观察火花等级。试验后，测量热态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 Mfl,

13.2 检查各系统对有关舱室(住房、浴室、厕所、厨房)的供水情况。

13.3压力水柜的压力继电器作动作值调整试验。检查压力水柜的安全阀的工作可靠性。

13.4 净水器作 3h连续生产的效用试验。其饮用水的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13. 5 热水柜检查温度调节阀的工作可靠性。

14 信号设备

14.1核对号灯种类、数量，检查安装的正确性，并进行效用试验。试验时检查信号灯控制箱，闪光灯控
制箱及航行灯控制箱的完整性;检查航行灯控制箱的两路电源供电转换的可靠性;经1h试验后，测量

各系统的热态绝缘电阻，当工作电压小于100 V时，其值应不小于。. 3 Md1;当工作电压等于或大于

100 V时，应不小于1 Mn。并测量号灯的线路压降，其值应不超过额定值的600,

14.2 核对号灯备品规格、种类、数量。 ‘
14. 3 核对旗号规格、种类、数量

14.4 核对声响信号器具的规格、种类、数量。号笛应作效用试验。

14.5 如设有自动雾号装置，应进行效用试验。并检查手控的效用。

14. 6 检查号锣和号钟的效用。

航行设备

  一般要求

核对航行设备的种类、数量，检查安装的正确性。

  磁罗经

.1 磁罗经必须备有完整的自差校正系统。并附有适量的备用磁棒。

.2 检查磁罗经照明指示和应急电源照明指示的可靠性。

  测深仪

.1 作测深效用试验，要求测深及零点准确，信号清晰，增益控制良好。

.2 检查各仪器及屏蔽管的接地质量。

.3 测量线路绝缘电阻，换能器至收发器间的连线部分应不小于10 Mo，馈电线路应不小于1 MIQ.

  雷达

.1 检查各部位接线的正确性，电缆型号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2 测量雷达变流机组、天线电动机及馈线的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a,

.3 作效用试验，检查天线旋转器和显示器扫描的同步性，馗标志线的正确性。检查各控制旋钮的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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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燃油及滑油离心分油机

16.1 燃油及滑油离心分油机作分离效用试验2h，对分离后的油需取样检查，核查分离效果。分油机

运转时，应无明显振动、异常发热现象。

16.2 分油机工作的自动控制、自动排污按产品技术条件进行调整和试验。

16.3 分油机的电动机的电源应急切断装置，作效用试验。

16.4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数据，填写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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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升降机

17.1 电动升降机

    升降机按设计的工作负荷作升降试验，升降三次检查升降开关和限位开关的工作可靠性。

17.2 液压升降机

17.2.1 空载升降三次

17-2.2 按设计工作负荷，满载升降三次。检查液压系统在操纵中有无不正常的响声及振动。

17.2.3 试验手动换向阀的可靠性。

17-2.4 液压管路按1.25倍的工作压力进行油压试验，检查各元件的密性情况。

17.2.5 检查限位阀、安全阀的可靠性。

17.2.6 检查缓冲器、溢流阀、保护铅丝的可靠性。

17.3 测量电动机的电流、转速、温升，观察火花等级。测量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

应不小于1 Mn口

17.4 检查升降机声、光信号装置的完整性，试验声、光信号装置的效用。

18 船内通信系统试验

18.， 试验前核查下列各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a)广播及对外扩音系统;

    b)指挥电话和自动电话系统;

    c)集合报警系统;

    d)电传令钟系统。

18.2 广播及对外扩音系统应作效用试验，控制器上的各功能应正常，扬声器话音应清晰。

18.3 指挥及自动电话系统应作通话试验。无错号或阻塞现象。机舱话音应清晰，隔音效果良好。

18.4 试验火警报警与集合报警的联动功能。

18.5 集合警铃进行效用试验。检查警灯、警铃工作是否正常。

18.6 电传令钟应作效用试验。指针和手柄的动作位置应正确，工作声光信号及失电报警功能应正常。

18.7 18.2-18.6各系统应分别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或备用电源)进行试验，试验后，测量各系统的

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符合设计要求((1 M。或。.3 MO).

无线电通信设备

试验前检查下列各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天线装置的天线线型、长度、安装高度、下引线、引人线、绝缘子、起落装置、避雷装置等应

19
191
191
符合规范、图纸及产品使用的要求，并测量天线对船体的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20 Mo(干燥天气时)

或2 MSd(高湿度天气时)。

19.1.2 电源装置。检查滤波器、无线电分电箱、蓄电池组及充放电系统、主用与备用(或应急)电源的工

作情况，应满足设计图纸要求。

19.1.3 接地。检查无线电设备的独立的高频接地装置及保护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高频接地线应尽

可能地短。

19.1.4 无线电室与驾驶室的直通电话、应急照明，应进行效用试验，并检查室内其他设备的布置及数

量应符合图纸要求。

19.2 甚高频无线电话(VHF)的试验

19.2.1 检查VHF的各功能键和控制器的工作应准确、可靠。

19-2.2 在第16频道和第6频道等工作频道上作通话效用试验，话音应清晰。检查在第16频道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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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频道的自动搜索功能(见附录A表A4)a
19.2.3 Dsc试验。当具有数字选择性呼叫装置(DSC)时，应用70频道在DSC工作方式下，进行文件

的编辑、贮存、发射和接收的效用试验。

19-2.4 在备用(应急)电源工作状态下，重复上述各项试验。

19.3 中/高频单边带收发信机(SSB)的试验

19.3.1 检查ssB的各功能键和控制器的工作应准确、可靠。

19-3.2 将发信机分别接入主用天线和备用夭线，用规定的发射类型在各波段的工作频率上进行调谐。

检查天线转换器和自动调谐装置的工作可靠性，发信机应无寄生振荡，在全功率输出时，各元件应无过

热和损坏现象。

19.3.3 将收信机分别接入主用与备用天线，检查各波段的收信情况，应清晰，无严重干扰，且内部元件

无过热、损坏现象。

19. 3.4 当具有窄带直接印字(NBDP)终端装置时，应检查与系统的其他设备，如显示器(或电传机)、

打印机、键盘之间的工作可靠性，并在ARQ(自动请求重复工作方式)下，在规定的工作频率上，作自动

打印电报的效用试验。

19.4 可携式VHF无线电话的试验

19.4.1 检查电池的可用性及有效期。

19.4.2 在第6频道、第16频道等工作频道上进行通话效用试验，话音应清晰。

19.5 其他设备。若船上安装有其他无线电通信设备，则应按产品使用要求进行效用试验，并对VHF

及SSB不产生严重干扰。

19.6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数据，填写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4e

20 燃油系统

20. 1 燃油输送泵、备用燃油输送泵连续运转30 min，检查运转情况，并调整油泵的安全阀(或溢流

阀)，见附录A表A13，表A14a

20.2燃油输送、驳运系统的效用试验，备用燃油泵(包括手摇泵)亦作效用试验。

20.3 轻、重柴油转换系统的效用试验。

20.4 日用油柜的溢流系统作效用试验，若装有速闭阀者尚应作效用试验。

20.5 主机运转过程中检查燃油系统的工作情况，按主机要求调整燃油系统安全阀(或溢流阀)的开启

压力。

20.6 燃油驳运泵电动机应急遥控切断的效用试验。

20.7 测量电动机电流(包括起动电流)、转速、温升的数值，观察火花等级。

20.8 试验后测量电动机及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 1 MO.

2， 润滑油系统

21.1 润滑油泵、备用润滑油泵连续运转30 min，检查运转情况(附录A表A13、表A14).

21.2 润滑油泵的供给、调拨的效用试验。

21. 3 主机或齿轮箱润滑油泵转换备用润滑油泵的效用试验。

21.4 主机运转中，检查润滑油系统的工作情况。

21. 5 润滑油系统作低压和/或高温报警装置的效用试验。

21.6 测量电动机电流(包括起动电流)、转速、温升的数值，观察火花等级。

21.7 试验后测量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n,

22 排气系统

22门 检查排气管包扎的绝热层表面温度，不大于6o0C,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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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测量排气背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

冷却水系统

主机在全负荷运转时，检查冷却水泵的效用，测量各种工况下的冷却水温度。

停止主机冷却水泵，试验备用冷却水泵(通用泵)，代用主机冷却水泵的效用试验。

主机闭式冷却系统，无备用冷却水泵者，检查用江水代替淡水冷却的效用。

检查主机闭式冷却系统的温度自动调节装置的效用。

检查冷却水高温报警装置的效用。

主机在全负荷运转时，轮换左、右海水阀，检查主、辅机冷却水的排水温度。

检查用压缩空气冲洗海水阀的畅通情况。

测量备用泵电动机电流(包括起动电流)、转速、温升的数值，观察火花等级。

试验后测量电动机及其控制设置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a,

23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 压缩空气系统

24.， 空压机(包括主机带动空压机)进行充气试验，检查机械有无不正常的振动、噪音及各运动部分的

温度 同时测定所有空压机向主机的起动空气瓶充气时，由大气压力升至其所规定额定工作压力所需的

时间，应不大于1h。空压机电动机记录工作电流、电压、温升及转速。试验后测量热态绝缘电阻值不小

于 1 MCI.

24.2 空压机自动充气装置试验，当空气瓶达到工作压力时自动停止充气，当空气瓶内压力低于最低压

力时，空压机自动起动，自动充气。

24. 3 空压管系的密性试验，空气瓶、管系和附件在工作压力下静置2h以上，检查压力降不大于

0. 1 MPa(在压力降基本稳定并补充至工作压力后开始试验)。

24.4 校核空压机、空气瓶及管路上的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开启压力应不大于设计压力，关闭压力应不

低于工作压力的85%，校验后予以铅封。

24.5 有减压阀装置者，检查减压阀后的压力。 ，

24.6 检查空气瓶安装的倾斜角度。

24.7 检查空气瓶及管路上残水旋塞的效用。

24.8 试验后，由工厂负责整理记录，填写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15.

25 舱底水系统及油污水分离器试验

25. 1 舱底泵及备用舱底泵、喷射泵(包括舱底水动力泵)分别进行各舱舱底水的抽除试验，试验1 h,

抽除水后，检查各舱舱底残余水的情况。泵和管系无异常发热、泄漏和敲击现象。

25.2 检查舱底水管至各分舱阀的操作灵便性及阀上通往各舱铭牌的准确性。

25.3 机舱舱底水进行应急抽除效用试验。

25.4 油污水分离器的效用试验

25.4.1 污水分离器试验前，应在机舱舱底注入含油量为1%的试验用油水混合物。

25-4.2 油污水分离的试验时间应根据分离器型式确定，但一般应不少于 1h，试验时应无振动及发热

等异常现象。

25-4.3 对设有油污水分离器的自动控制装置进行效用试验2次，并同时检查报警器的工作效用。分离

器的自动排放按设计要求进行。当油污水经过分离器后其含油量大于15 mg/L时，应自动停止排放并

发出声光报警。

25-4.4 油污水分离器作效用试验时，应对分离后的水进行取样分析检查。

25-4.5 油污水分离器配套泵的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试验结束后，应测量热态绝缘电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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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测量舱底泵电动机电流(包括起动电流)、转速、温升的数值，并观察火花等级。

25.6 试验后测量舱底泵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n,

25. 7 舱底泵和油污水分离器试验后，由工厂出具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13、表A14和表

A16

压载管系

压载泵及备用压载泵连续运转 30 min，检查工作情况。

选择一个最大的压载水舱注满，然后排除，分别记录需要的时间。

由一个压载水舱调拨至另一压载水舱，检查相互调拨的效用。

测量电动机电流(包括起动电流)、转速、温升的数值，并观察火花等级。

试验后测量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d2,

26
26.1
262
263
264
26.5

机械通风 系统

各通风机组分别运转30 min，检查其转向、转速是否正确，有无不正常的噪音及振动。

蓄电池室或二氧化碳室的通风机如设有联锁装置时，应进行效用试验。

油轮泵舱通风机进行效用试验时，原动书4i}动轴穿过舱壁(或甲板)的填料函应无过热现象。

通风电动机组的舱外遥控切断装置进行效用试验。主要进出风口关闭装置进行关闭效用试验。

测量电动机电流(包括起动电流)、转速、温升的数值。

试验后测量电动机及其控制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O.

主机在全负荷运转时，测量机舱操纵处的温度。

机舱的通风筒(管)、烟囱等透气开口的关闭装置作效用试验。

试验后，由工厂出具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13、表A1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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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辅助锅炉(废气锅炉)

28.1 检查燃油泵、鼓风机、水泵等运转是否稳定，油压、风压、水压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28.2 点火自动控制试验

28.2.1 点火系统自动控制试验时，检查扫气与点火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a)点火前检查扫除余气的情况;

    b)自动点火;
    c)点火后无火焰，检查鼓风机自动停止运转，燃油泵停止工作和失效报警的效用;

    d)熄火后，鼓风机延续工作后自动停止运转，喷油装置有无漏油现象;

    e)此试验反复三次。

28-2.2 给水自动控制试验

    a)锅炉水位降至低水位时，自动供水;

    b)锅炉水位高于高水位时，自动停止供水;

    c)锅炉水位降至极限水位时，自动停止供油，停止燃烧;

    d)检查低水位自动报警信号;
    e)此试验反复三次。

28-2.3 燃烧自动控制试验

    a)蒸汽压力超过工作压力时，能自动熄火;

    b)蒸汽压力低于工作压力时，能自动点火;

    c)检查燃油泵遥切装置的正确性;

    d)此试验反复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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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自动控制试验后，测量配电箱、各控制线路的热态绝缘电阻值不小于1 Mao

28.4 安全阀试验

28.4.1 锅炉安全阀按要求进行调试，并予以铅封。其开启压力可大于工作压力的5%，但应不超过锅

炉的设计压力。

28-4.2 对安全阀的手动操纵开启传动装置作操纵效用试验，检查操纵的灵活性。

28.5 锅炉在蒸汽工作压力下保持1h，检查其技术情况。

28.6 锅炉的汽压升高试验。在停汽阀关闭和充分燃烧的情况下，火管锅炉在 15 min内，水管锅炉在

7 min内，锅炉的压力升高不超过锅炉的设计压力的10000

28.了 废气锅炉按设计要求，检查主机至废气锅炉排气管路自动调节阀及水位自动调节阀的效用。废气

锅炉安全阀的调试，应符合28.4.1的规定。

8 试验后检查炉膛的技术状况。

9 试验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17,

  加热、取暖系统

1 检查加热或取暖系统上船安装后的密性试验记录。

2 取暖系统

2.1 检查取暖管系的固定、包扎、仪表的安装情况。

2.2 测量减压阀后的蒸汽压力。

2.3 校验安全阀。

2.4 将取暖系统开放1h，检查管系接头和散热器的工作情况以及系统各部位的密性。记录大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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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室内温度。

29. 3 加热系统

29. 3.1 油舱(柜)、货(重)油加热管蒸汽施放试验。

    a. 检查加热管上减压阀的效用及正确性，在蒸汽经减压阀减压后，其压力不超过。.78 MPa.

    b·校验安全阀。 ，
    c. 加热管作蒸汽施放试验2h，检查管系有无漏水漏气现象。作凝水泄放试验，检查加热管的凝水

回流情况。

29-3.2 采用电加热时，应检查加热器件是否浸没在油液之中，其温度应不超过2200c,

29.4货油舱洗舱蒸汽管施放试验。各货油舱洗舱蒸汽管分别进行施放试验，检查蒸汽管路是否通畅。

30 液压系统

检查液压传动管系是否经液压试验合格。

检查各安全阀是否经调试合格。

检查循环油箱低位报警装置的效用。

各液压泵打液压油循环。.5h，电动机、泵及管路运行时应无异常发热、泄漏、敲击等现象。

各备用油泵作转换试验。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出具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13，表A14,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1 油船各系统

31.1 货油泵及扫舱泵重负荷运转试验(可用水代替货油)各2h，检查泵的运转情况，测量泵壳及轴承

温度，记录货油泵的排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泵的驱动原动机的运转情况，测量泵及驱动原动机连接轴穿过舱壁的填料函的温度。

试验货油泵及扫舱泵的舱外关闭装置的关闭效用。

。
‘

八
J

4

 
 
 
 

;

1

月
..

通
1
1

内
嘴J

I

J



Gs/'r 3221一1996

31-4 试验货油泵将水打入各货油舱并排除的效用。检查各货油管路的工作情况，并检查货油管阀门在

甲板操纵传动装置的灵活性、可靠性，以及管路阀门关闭后的密性。

31.5 试验扫舱泵的效用，经扫舱后残液剩余深度应不超过50 mm,

31.6 试验货油泵舱通风机的抽风效用，检查风机与泵舱照明的联锁功能。

31.7 测量电动机电流、电压、转速和温升数值，观察火花等级。试验后测量电动机控制设备及馈电线的

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fg,

31.8 试验货油舱透气管呼吸阀的效用。按设计要求检查其进、排气压力。

31.9 检查透气管和通风管防火网安装的完好性。

31.10 空气管、测量管及液位遥测系统的检查和试验，见第12章。

31.11 货油加热系统试验要求，见第29章。

31.12 检查货油舱甲板洒水设备的效用，其洒水面积应能浸满货油舱甲板。

31.13 炉灶的附加试验

31.13.1 在黑夜检查炉灶烟囱的火星熄火器的效用。

31-13.2 检查柴油炉灶燃油截止阀的锁闭装置的效用，关闭后应无漏油现象。

31.14 货油泵舱舱底水系统的试验要求，见第25章。

31.15 专用压载管系的试验要求，见第26章。，

31.16 试验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13和表A14e

冷藏系统

， 试验条件

1.1 检查冷藏系统的布置和结构是否符合图纸和说明书的要求，并检查安装的完好性。

1.2 检查货舱排水口水封槽的水封液是否加妥。

1.3 检查紧急放泄制冷剂管路的畅通性。

1.4 检查防毒面具是否按设计规定配齐。

1.5 检查所有压力表和安全阀是否校验合格。

1.6 制冷系统按设计压力进行气密试验(见附录A表A18),

1.7 密性试验以后充灌制冷剂及冷冻机油前，检查整个制冷装置是否以抽真空的方法进行干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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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内的真空度不低于96 kPa，并予以保持，使系统内的水分蒸发，如此反复进行以除去水分。

32-1.8 检查冷藏舱内或制冷机上的温度计或测温装置是否校验合格。

32.1.9 空气冷却系统安装完成后，冷风机应进行工作试验。检查货舱内的布风情况。

32.2 制冷试验

32.2.1 制冷试验时，冷藏舱一般可为空舱，冷藏舱的舱口盖、出入的门和换气管关闭装置应密闭。落水

口液封槽应充足盐水。

32-2.2 所有的制冷机组应在工作条件下进行制冷效用试验。试验时间，在冷藏舱温度降至所要求的低

温后，至少应为12h，但从制冷开始到试验结束时的总时间应不少于24 ha

32-2.3 制冷试验开始时，使所有机组都投入工作。待冷藏舱温度降低到所要求的设计低温后，按设计

的制冷量轮流停用一台机组，但应始终保持舱内要求的温度，直到试验结束。在此期间，各台制冷机组的
工作时间应大致相同。

32-2.4 试验后，检查制冷压缩机、冷却水泵、盐水泵、冷风机以及其电动机的运转情况。在运转中应无

异常振动、噪声和温升。

32-2.5 制冷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19,

32.3 热平衡试验

32. 3.1 热平衡试验应在冷藏货舱达到设计所要求的最低温度，并消除绝热层等的潜在热量和使舱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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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段时间稳定后开始，其试验时间为8h。

32-3.2 热平衡试验时，冷藏货舱温度应保持在设计要求的最低温度。如有减少则不应多于1'C o

32-3.3 热平衡试验后，由工厂进行热平衡核算，设计单位提交计算书。

32.4 冷藏舱温度回升试验

32.4.1 在制冷试验或热平衡试验后进行。

32,4-2 试验开始时，冷藏舱内为设计要求的最低温度，冷藏舱保持密闭状态，使所有制冷机停止工作，

经6h后，检查冷藏舱的温度回升值应不大于表2的规定。

                                                  表 2

冷藏舱温度与外界大气

  温度初温度差，℃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冷藏舱温度总回升值

            ℃
14. 4 13. 2 12 10.8 9. 6 8. 4 7. 2 6 4.8 3. 6

32.4. 3 各冷藏舱温度的回升情况应每小时进行记录，并由工厂填写试验报告，其格式见附录A表

A20

32. 5 冷藏装置的自动控制器的调定及效用试验

32.5.1冷藏装置的各种自动控制器，其动作的温度或压力按有关规定调定，调妥后作2次效用试验，
以便检查自动控制动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2.6 融霜效用试验

32.6.， 电热自动融霜系统的融霜时间，按设计图纸规定调整。检查融霜控制器的断电、通电的准确性

及可靠性，以及融霜效果。

32-6.2 热排气融霜效用试验.按设计图纸规定的融霜操作方法进行试验并检查效果。

32-6.3 热盐水融霜效用试验，按设计图纸规定的融霜操作方法进行试验并检查效果

32.7 设有新鲜空气换气装置者，应进行效用试验。

32.8 冷藏舱的求援讯号进行效用试验，讯号效用试验以后，应测量其绝缘电阻。

32.9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18、表A19及表A20,

33 空调系统

33.， 检查空调装置的布置和结构是否符合设计图纸和说明书的要求。

33.2 检查各安全阀是否调试合格。

33. 3 检查系统是否经气密试验合格。

33.4 在充灌制冷剂及冷冻机油前，整个系统应以抽真空的方法进行干燥。

33.5 空调风管的防火闸门应进行效用试验。

33.6 自动控制应进行调整并作效用试验

33.7 降温试验

    降温试验在各舱室的通风量调试好以后进行。试验时间为4h。试验结果，其舱室的温、湿度等应符

合设计图纸的规定。试验时，如果环境条件与设计条件有较大差别时，可允许只作制冷机组的工作试验。

33.8 热风空调试验

    热风空调试验时间为4h。试验时检查各舱室的温、湿度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如果环境条件比设

计条件有较大差别时，则允许只作空气加热器的加热效用试验。

33.9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数据，填写试验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21.1和表A21. 2,

34 照明、风扇及电热器系统

34.1 试验前.应检查主照明、应急照明(或临时应急照明)、风扇及电热器等器具及开关、插座的安装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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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设计的要求。机舱灯具应交叉布置，应急照明线路不应设开关装置。

34.2 效用试验

34.2.1 各照明分电箱、风扇及电热器均应作效用试验，检查各开关装置通断工作的可靠性。

34-2.2 试验后，测量各分路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a，试验记录见附录A表A22,

34. 3 观察低压((24 V)照明度情况。必要时抽测末级照明分路的线路压降，其值应不大于额定电压的

10%(航行信号灯为6%)<

35 充放电板及蓄电池组供电系统

35.， 试验前应检查应急蓄电池组，柴油机起动蓄电池组及无线电蓄电池组和蓄电池室等的安装，应符

合设计要求。蓄电池室内应有通风设施，室内其他电缆通过时应穿管铺设。蓄电池应处于充足电的状态。

35. 2 充放电试验

35.2.1 检查充放电板及充电器上各转换开关、电流及电压指示仪表、指示灯等工作应可靠正确。

35-2.2 应急自动供电试验。当船舶主电源失电时，应急蓄电池组应能自动接入各应急线路，并检查应

急供电指示、失电声光报警及消音按钮的工作可靠性。

35-2.3 放电时间试验。应急蓄电池组(或临时应急蓄电池组)应进行l h(或30 min)的放电试验。试验

时，应在实船最大应急负荷状态下进行。试验终止时，测量蓄电池的电压，应不小于88%标称电压。

35. 3 试验后，测量系统的热杰}A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n.试验记录n, lit录A表A23

36 主、应急配电板及分配电箱系统

36门 主、应急配电板应进行下列试验:

36门.1 试验前检查配电板的安装应符合规范和设计图纸的要求。板前及板后的通道应有足够宽度并

铺有绝缘垫板，板的两侧及底部应有封闭板。

36-1.2 检查配电板的主开关、各分路开关、按钮等控制电器的动作应灵活、可靠。功率表、电流表、电压

表等各电测仪表应指示准确。

36-1.3 检查对地绝缘监测装置的工作可靠性，绝缘指示和声光报警功能应正常。

36.1.4 试验主配电板与应急配电板之间、主配电板与岸电开关箱之间的电联锁工作的可靠性

36.1.5 过载保护试验。将发电机的负载电流调整到125%-135%额定电流时，过载保护装置应动作，

且延时15 30 s间，主开关跳闸。

36.1.6 当发电机组有并联运行工况时，尚应进行下列试验:

    a)欠电压保护试验。欠电压保护装置应调整在当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降低至其额定值的70%-35%

之间时动作，主开关跳闸。

    b)逆功率(交流)或逆电流(直流)保护试验

    当任一台发电机处于逆功率(或逆电流)状态时，其保护装置应调整在8% -̂15%的发电机额定功

率(或额定电流)时延时动作，主开关跳闸。逆功率应延时 1̂ 3s，逆电流应延时小于1 so

    c)试验发电机充磁按钮的工作可靠性。

    d)自动卸载试验。具有自动卸载功能的配电板应进行效用试验。其动作值及延时时间，按设计图纸

规定进行 。

36. 2 检查交流三相配电系统的主电源(包括发电机及主照明变压器)的各相负载不平衡度应小于

15%各相额定负载值(电流)。

36.3 进行上述试验后，应切断各分路开关，测量配电板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Sl

36.4 驾控板的各单元部分及动力、照明分电箱应进行效用试验，在热态时，断开各分路开关，测量其热

态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 Mn.

36.5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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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组柴油机

  运转试验

1 柴油机运转试验的试验负荷及试验时间，应按第38章有关发电站试验的要求。

2 试验中检查柴油机的运转情况及各运动部件发热情况，测量油压、油温、水温等。

  调速试验

1 发电机组柴油机在额定负荷工作时，突然卸去额定负荷或在空负荷状态下突然加上50%的额

37
37.1
37.1
371
372
372
定负荷，稳定后再加上余下的50%负荷时，测量柴油机的转速变化情况和稳定所需要的时间，连续试验

三次柴油机的调速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a)瞬时调速率不大于额定转速的10%;

    b)稳定调速率不大于额定转速的5%;

    c)稳定时间不大于5 s.

    对应急机组及非增压的柴油机应能突卸、突加100%额定负载，其瞬时调速率及稳定时间同上。

37.3 并联运行

    有并联运行要求的发电机组柴油机尚应满足38.6,38.7条的要求。
37.4 超速保护

    额定功率大于220 kW的发电机组柴油机，应作超速保护试验，当转速超过额定转速的115%时，柴

油机能自动停止供油。

37.5 检查柴油机冷却水高温及润滑油低压时，报警装置的效用。

37.6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25和表A26,

38 发电站试验(包括无刷发电机)

38.1 柴油发电机组的负载试验

    柴油发电机组负荷试验应在配电板调整试验后进行(见36章)。其试验的程序、负荷率、时间或次

数、试验要求应按表3依次进行，并记录电压、功率、励磁电流、转速等数据(附录A表A27)e

                                                表 3

程序 负载率(对额定机组功率)，% 试验时间，mm或次数

1 空载

2 20 15

3 50 15

4 100 60

5 100- 0 3次

6" 0-100(或0-50-100) 3次

7 110 15

1)按柴油机说明书要求

38.2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负载试验

    柴油应急发电机组试验程序、负载率、时间或次数、试验要求应按表4依次进行，并记录电压、电流、

频率、功率、转速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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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程序 负载率(对额定机组功率)，% 试验时间，min或次数

1 50 15

2 100 60

3 100- 0 3次

4 0- 100 3次

5 110 15

    试验时，检查发电机的轴承发热情况，直流发电机的换向器及交流发电机的集电环与电刷的工作情

况。直流发电机换向器和集电环的火花，从空载到满载应不超过1.25级。

    额定负载试验后，立即测量电机的热态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 MO;并应测量发电机各绕组、换向

器的温升，其值应不超过表5规定的温升限度。

                        表5 电气设备的温升限度(周围环境温度+45 C)                     C

序号 电机部分(温度计法)
绝缘等级

E B

1

额定功率<5 000 kW (kVA)或铁芯长度衣 m的异步和同步电机的交流绕组

60 65除序号2项外，以直流励磁的交流和直流电机的磁场绕组

有换向器的电枢绕组

2 低电阻磁场绕组的补偿绕组 70 75

3 与绕组接触的铁芯及其他部分 70 75

4 换向器及集电环 65 75

  稳态电压变化率测定

额定负载试验后，进行稳态电压变化率S。的测定和计算(附录A表A26)o

U 一 UN
  UN

X 100% (1)

式中:U— 最高或最低电压，V;

    U,N - 额定电压，Va

    由上式计算得的8}应符合下列要求:

    a)交流发电机组连同其调整装置，在原动机正常速度特性情况下，当发电机的负载自空载至满载

之间的任一负载时，并使功率因数保持额定值，发电机的稳态电压变化率应不超过额定电压值的

士2.5%的范围内。额定容量小于5o kVA的发电机和应急发电机的稳态电压变化率应不超过额定电压

值的士5%的范围内;

    b)复励式直流发电机组在原动机正常速度特性及满载和额定转速情况下，热态时的电压负载特性

为:

    当负载为满载时，发电机的电压偏差值应保证在额定电压的2.5%以内;当负载为20%时，其电压

偏差值在额定电压的1%以内;当20%负载至满载之间，电压负载特性的上升曲线和一F降曲线的平均曲

线值与额定电压的偏差应不大于40a

    额定功率小于5o kW的复励式直流发电机组，亦应尽实际可能满足上述要求。

38.4 超负载试验

    额定负载试验后，发电机应进行 110%额定负载的超负载试验。试验时间为15 min。试验时发电机

组不应有不正常的噪声和振动(发电机的温升不作考核)。

385 起动最大功率电动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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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船舶电站最大设计工况，作起动该工况最大功率电动机的试验。试验时应不致使运行中的交流

电动机失步、停转和电器自行脱扣。

38.6 转速遥控试验

    当主配电板上设有原动机转速遥控装置时，应进行效用试验。其试验调节范围至少应保证在额定转

速值的士10%的范围以内。

38.7 并联运行负载试验

38.7.， 发电机组在单机运行试验后，才能进行并联运行试验。试验时将发电机按设计所需长期并联运

行的台数分别组合，并按设计的各种并车操作方法进行并联运行试验。试验的总负载及时间应按表6进

行(附录A表A28),

                                                  表 6

程序 总负载(相对总额定机组功率)，% 试验时间，min

1 20

5- 10

2 50

3 75

4 100

5 75

6 50

7 20

38-7.2 试验时，检查并联运行的稳定性及负载自动分配的均匀性。各发电机实际承担的有功功率与按

发电机额定功率分配比例的计算值之差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a)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组，当负载在总额定功率值的20%-100%范围内变化时，应能稳定运

行 ;

    b)各发电机组所承担的有功功率与实际总有功1911,载按机组定额比例分配值之差，在发电机组额定

功率不相同时，应不超过最大发电机组额定有功功率值的士15%的范围或最小发电机组额定有功功率

值的士25%的范围(取其较小者);当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相同时，则应不超过额定有功功率的士15%;

    c)各发电机组所承担的无功功率与实际总无功负载按机组定额比例分配值之差，在发电机组额定

功率不相同时，应不超过最大发电机组额定无功功率值的士10%或最小发电机组额定无功功率值的
士25%(取其较小者);当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相同时，则应不超过额定无功功率值的士100a.

38-7.3 并联运行的直流发电机组，当负载在总额定功率值的200-100%范围内变化时，应能稳定运

行，且各台发电机实际承担的功率与总负载按发电机额定功率比例分配的计算值之差，当发电机组功率

相同时，应不超过发电机组额定功率值的12%;当最小发电机组的额定功率小于最大发电机组额定功

率值的50%时，应不超过最大发电机额定功率值的士12%或最小发电机组额定功率值的士25%，且不

应引起最小发电机组过载。

38.8 负载转移试验

    将第一台发电机与已在额定功率状态下运行的发电机接人并联，并转移负载，检查发电机负载转移

的可靠性。

38.9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记录，填写试验记录表，其格式见附录A表A26、表A27和表A28a

39 主 、辅机起动试验

主、辅机起动试验应在冷态下进行。

用压缩空气起动的主机，每部主机起动的空气瓶的总容量在不补充充气的情况下，可换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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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连续起动12次以上，试验时正、倒车交替进行;不可换向的主机，连续起动6次以上。

39.3 电力起动的主机，蓄电池的容量在不补充充电的情况下，连续起动12次以上。辅机每台起动不少

于10次。

39.4 用压缩空气起动的辅机，辅机空气瓶容量在不补充充气的情况下，起动一台最大功率的辅机连续

6次以上

39.5 起动试验记录如下数据(附录A表A29):

    。)起动次数，每次起动时间;

    b)压缩空气起动主机每次起动的压力降及最低起动压力;

    。)电起动主机起动前及试验终了的蓄电池电压。

40 主机负荷试验

    对不同柴油机，试验工况及试验时间，建议按表7，表8或由船厂根据不同的船型予以决定。

40.， 各种工况及试验时间

40.1.1 对于仅能测转速的主机，按表7进行试验。

                                                  表 7

尸产号 转速对额定值，% 试验时间，h

1

正车

50 0. 25

64 0. 252

73 0.53

4 80 2- 4

5 倒车 70 0.25

40 对于有条件测量扭矩的主机，按表8进行试验。

                                        表 8

序号 扭矩对额定值，% 试验时间，h

1 39 0 25

2 63 0.25

3 83 0. 5

4 100 2- 4

5 0.25

40.1.3 对表7和表8中的2---4 h的试验时间，由现场试验情况确定，若试验情况良好，其试验时间可

相应缩短。

40.2 主机负荷试验时，因故障停车，在全负荷试验时停车一次超过15 min或累计超过 30 min则应重

做试验。

40.3 为主机服务的辅机与主机同时试验。

40.4 因码头设备限制，无法进行系泊试验时，可用顶坡试验代替系泊试验。

40.5 负荷试验中记录下列数据(附录A表A30):

    a)各缸爆炸压力;

    b)各缸冷却水温度;

    c)各缸排气温度;

    d)扫气压力(二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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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各缸压缩压力;

    f)环境温度、湿度;

    9)滑油温度及压力;

    h)燃油输送压力;

    1)主机转速;

    1)增压器的进、排气温度、增压压力、中冷器温度;

    k)增压器的滑油压力与温度。

    若受条件限制，无法测量的参数，可以免测。
40.6 数据测量次数按表9的要求。

                                                表 9

毕All ]a&V一令一-牛州 751十 石100h1一
40.7 主机负荷试验完毕，对于活塞行程等于或大于200 mm的柴油机应在冷态下测量主机曲轴臂距

差 。

41 换向试验

41.1 主机换向试验在热态下进行。

41.2 可换向主机的换向

41.2.1 用换向机构换向，其换向试验的次数不少于10次。手动换向机构(包括备用手动换向机构)试

验次数不少于3次。

41-2.2 测定主机在最低稳定转速下，从操纵开始到主机在相反方向开始燃油工作为止的换向时间应

不超过15s(附录A表A31)e

41.2.3 检查换向机构的工作情况，要求安全、灵便。

41.2.4检查操纵手柄或手轮指示标志的正、倒车方回与主机运转方向是否一致。设有错向报警装置
者，应同时试验报警信号。

41.2.5 装有轴系制动装置者，在换向试验的同时，检查制动效能及制动离合标记和联锁装置的效用。

41.3 不可换向主机的换向

    操纵减速倒、顺齿轮箱或气胎倒、顺离合器进行换向试验2-3次，检查工作可靠性，在最低稳定转

速下，测定从操纵开始到推进轴或齿轮箱离合器的输出轴在相反方向工作为止的换向时间，并记录离合

器的气压、温度数值。主机换向时间应不超过15 se

42 轴系试验

42.1 轴系运转时，检查有无异常响动及抖动情况;检查各轴承有无发热现象，主推进轴系及其传动装

置中的滑动轴承温度不超过65'C >滚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800C,

42} 2 检查昵轴承封闭装置的密封性，油压试验时，以油从回油管起继续泵油3 min，一般不应滴油，轴

系运转时，19轴前密封装置允许有滑油渗出或稍有滴落，每分钟 1-2滴。娓轴后密封装置不应滴油。

42.3 轴系的齿轮传动、液力传动、气动传动等装置试验时，将其离合器脱开、连接2-3次，要求灵便、

可靠。齿轮传动装置试验时，主机转速应不小于额定转速值的60%.

    主机在各种负荷运行(包括超负荷)时，检查离合装置有无打滑现象及异常响声。主机空车运转时检

查推 力轴系有无带转现象 。

可变螺距螺旋桨及其操纵装置的试验

  螺旋桨叶片转动操纵试验。操纵桨叶转动使其螺距角从正角至负角再从负角到正角各2次。从

月
﹃

月，

2

2

2

2

月
马

月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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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至负角(或正角)开始所需的时间应各不大于15 so

42-4.2 螺旋桨叶片工作稳定性试验。在任一运转工况下，进行桨叶工作稳定性检查，桨叶的螺距角置

于。。时，其波动值应不超过士。.5'的范围内。

42-4.3 检查螺距角指示器的准确性，驾驶台及机舱的螺距角指示器与螺旋桨的实际螺距角的误差应
不大于士10,

42-4.4 螺旋桨操纵系统的转换和联锁装置试验，机舱和驾驶台的两套操纵系统进行转换试验。检查其
相互转换的灵活性。两套系统转换的联锁装置必须可靠。

42-4.5 备用手动机械操纵装置的效用试验，非机械操纵的螺旋桨操纵系统所备用的手动机械操纵系

统进行实际操作效用试验，手操纵系统应灵活、方便。

42-4.6 螺旋桨的液 压传 动系统 的主用及备 用油泵效用试 验时 ，应交替使 用，各占一半时间_

主推进装置遥控系统试验

检查驾驶室与机舱所设仪表装置的工作准确性和一致性。

检查失步、错车、备车、完车、失电、失压的报警信号及工作信号的工作可靠性。

检查驾驶室与机舱的主机遥控回令指示或声光信号的工作正确性。

试验主推进装置遥控系统中备用传令钟的效用，并检查信号装置的工作可靠性。

主推进装置遥控操纵系统的效用试验，根据设计要求，进行主机起动、调速、停车、换向、紧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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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遥控操纵系统的效用试验各2-3次，操纵时主机自动工作的程序，必须准确可靠。

43.6 测量主推进装置遥控的换向时间应不超过15 se

43.7 装有紧急停车装置者，作紧急停车的效用试验。

43.8 检查主机由遥控转换为由机舱直接操纵主机的效用试验。试验进行2-3次，要求转换迅速可靠。

44 集中控制与监视设备试验

44.1机舱设有气(汽)压、液位、温度、注油等自动调节系统，作单项自动调节与控制的效用试验。
44.2 检查监视室或监控室主机转速表、主机换向指示器等各监视仪表与驾驶室、机舱的相应仪表的指
示动作是否一致。

44.3 检查船舶所设压力、温度、液位、速度、失压、失电和火灾报警项目及其指示信号等系统的安装完

整性和准确性，并作效用试验或模拟试验。

44.4 检查柴油机发电机组的电流、电压、功率、温度等各监视仪表安装的完整性及指示的准确性。

44.5 检查监视或监控室与驾驶台及机舱之间的通讯联络系统的完好性并作效用试验。

44.6 监视室或监控室操纵主机的试验按主推进装置遥控系统试验的要求进行，并对驾驶台和监视室

或监控室操纵主机的转换和联锁装置进行效用试验。

44.7 自动和遥控发电机组起动、合闸、停车等装置应作效用试验，检查其工作可靠性和柴油机遥控调

速的范围 。

44.8 自动和遥控二台或二台以上发电机组的并联运行、转换、卸载等装置，应作效用试验，检查其工作

可靠性

44.9 检查各电气装置应急电源供电的可靠性，并作效用试验。

                              第三篇 航 行 试 验

主机 负荷 试验

主机负荷试验应在气缸工作均匀性试验符合要求后进行

主机各种规定工况的试验时间如表1o,

45
451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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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r况序号

工况特性 试验时间，h

      功率

(对额定值的%)

      扭矩

(对额定值的%)

      转速

(对额定值的%)
<220 kW

220-

735 kW
>735 kW

1 75 83 91 0. 5 0.5 0.5

2 100 100 100 2 2̂ 4 4

3 110 103 0. 25 0. 25 0.25

4 倒车 70 0.25 0. 25 0. 25

注

1 表中kW‘指单机功率。

2 在急流航段航行试验的船舶其倒车试验时间视航道具体情况而定.

3 对于有条件测量主机的功率或扭矩者，按功率或扭矩为准，若条件不具备时，可以转速为准

45.3 主机负荷试验时，因主机故障对工况在75 额定负荷或工况在100%额定负荷时所发生的停车，

若一次停车大于或等于15 min或累计停车大于或等于30 min时，则该工况的试验时间应重新计算。若

因驾驶操作的需要或其他原因降低试验负荷时则应补偿所间隔的时间(急流航段航行试验的船舶，可按

具体情况而定)。

45.4 负荷试验的试验项目及测量次数，见第40章系泊试验的要求。

45. 5 主机额定负荷、辅机在正常航行工况下运转时，轮换关闭左、右海水阀，检查主、辅机冷却水的排

水温度。若消防泵与主机或/和辅机共用海水阀时，还应按11. 5. 6的要求进行试验，并检查主机和辅机

的冷却水的排水温度和消防泵的效用。

试验备用冷却水泵、备用滑油泵、备用燃油泵的效用。

主机负荷试验中，110%的额定负荷试验完毕后，拆开导门检查轴承温度。

主机气缸工 作均匀性试 验

45.6
457
46
46.1 主机在额定功率运转时，测定并调整各气缸内的主要工作参数，各气缸内的工作参数不均匀度不

大于下列范围:

    a 压缩终点压力 士2.5%
    b.最高燃发压力 士3.500

    c. 平均指示压力 士2.500
    d. 排气温度 士500(中、高速增压柴油机士800)

    若主机本身条件受限制，无法测量的参数，可以免测。

47 主机最低工作稳定性试验

    按主机说明书的规定，将转速降低至能够稳定转动的最低转速，维持时间应不少于15 min，其要求

如一卜:

    一般最低工作稳定转速低速机不高于额定转速的30 ;中速机不高于额定转速的4000;高速机不

高于额定转速的4500e

48 换向试验

    与第41章系泊试验的换向试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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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轴系试验

    与第42章系泊试验的轴系试验同。

50 拆开检查

    航行试验结束应对主机进行拆开检查，拆检完毕装复后，主机应作100 额定负荷的运转检查，其

拆检要求如下:

    a)活塞行程等于或大于200 mm的柴油机，冷态下测量曲轴臂距差并作记录;

    b)活塞直径等于或大于200 mm的柴油机，按检验的具体情况，最少选择一缸吊出活塞检查;

    c)活塞直径小于200 mm的柴油机试验中发现异常现象时拆开检查。

，51 轴功率Al f

    单机功率 220 kW以上主机应测定轴功率，测定时主机在额定转速下，用扭力测量仪或测功器进行

测量 。

52 轴系扭转振动测量

52.1 实船轴系扭转振动测量是否进行，由验船部门根据设计部门提供的振动响应计算的方法、扭振应

力(扭矩)的大小来决定。

同型船舶的轴系扭转振动测量，若第一艘船舶的测量结果经验船部门认可，则其余的船舶可免

3 扭转振动测量在全部工作转速范围内进行。

4 共振转速与额定转速之比r =0. s-1. 05范围内不允许有转速禁区存在。

52

测

52

52

*53 主机燃油消耗率测量

    单机功率220 kW以上的主机，测定主机在额定功率下，每小时千瓦燃油消耗率。试验时主机在负

荷运转‘“后开始测定，测定时尽可能保持热负荷不变，操舵角度变化最少时，测量次数不少于”次·
    燃油消耗率的计算:

油消耗 率 =
每小时燃油消耗量

轴功率
[S/(kW " h)] ·············⋯⋯. (2)

54 抛、起锚试验

54.1 试验一般可以选择在10 m以上的水深进行，枯水季节浅的航道可允许在10 m以下水深的水域

内进 行。

54.2 抛、起锚试验时，对机动锚机应作机械抛锚和自由抛锚试验。在抛、起锚过程中，检查有无跳槽、翻

扭、振动等情况。

54.2.1 单抛、单起

    左、右锚轮换，并测定起锚速度，机动锚机单起速度不小于。.15 m/s(9 m/min)。对C级航区的船

舶，其起锚速度可适当降低，对急流航段的船舶，如对起锚速度有特殊要求者，起锚速度可增加到

0.2 m/s(12 m/min)以上。

    人力锚机作效用试验，检查其轻便性和可靠性

54-2.2 双抛 、双起

    双抛时，先后将锚分别抛落入土，双起时，先后将锚自泥中一一破土，然后同时将双锚绞起。人力锚

机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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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3 锚抛出后未触及河床前，锚机(或起锚绞盘)急速刹车2-3次，检查刹制效能。

54.4 锚抛妥后，掣链器将链掣牢，主机以最低稳定转速倒车使船后退(对急流航段不作倒车)，此时应

检查掣链器强度、掣链作用及甲板的局部强度。

54.5 检查锚机离合器离合动作的轻便性、可靠性。

54.6 单抛单起和双抛双起时，测量电动机的电流、转速、油压、油温、油马达转速。检查起锚时原动机控

制制动器的刹制效能。起锚完毕后，测量系统的电压、控制器及馈电线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

1 M O.

54.7 试验结束后，由工厂整理试验数据，填写试验报告，其报告格式见附录A表A1、表A2和表A320

55 操舵试验

    操舵试验。船舶开始逐步加速，观察船舶横倾的情况，然后再确定全速试验。

55.1 主操舵装置的操舵试验

55.1.1 试验时要求船舶尽可能处于设计吃水和设计航速的工况下进行，试验程序为:

    a) 00~左满舵;

    b)左满舵~00;

    c) 00~右满舵;

    d)右满舵~左满舵;

    e)左满舵~右满舵;

    f)右满舵~0。。

    测定舵从一舷35.至另一舷30。的操舵时间，对人力舵机尚应测定手柄力，其要求应符合表11的规

定 。

                                                表 11

舵机种类 },̀fcm
操舵 时间，s

急流航段 其他航段

机动舵机

> 30 ( 12 (20

镇30 镇 15 蕊20

人力舵机(舵轮手柄力<-147 N) 簇 15 蕊20

55.2 辅助人力操舵装置的操舵试验

55.2.1 试验时要求船舶尽可能处于设计吃水和设计航速的60%工况进行。试验程序为:

    a) 00~左 150;

    b)左 150-00;

    c) 00、右150;

    d)右150~左150;

    e)左150~右150;

    f)右150-}000

    测定舵从一舷15。至另一舷15。的操舵时间和舵轮手柄力，其要求应符合表12的规定。每个操舵动

作应保持10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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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非急流航区船舶

舵轮手柄总力，N 簇 294

左 15。至右15。的操舵时间，5 镇40

55.3 应急设备的试验

    为考核蓄能器的容量，当船舶在设计航速的60%时，停止油泵工作，测定舵从一舷满舵至另一舷满

舵的操舵次数应不少于六次。

    设有应急电源供电的操舵装置作60 min的应急操舵试验。

55.4 "z”形操舵试验

    航行急流航段船舶应作，.7”形操舵试验，检查船舶的操纵可靠性。试验以全速正车完成下列操舵:

    a)操舵自正舵至右150— 保持舵位直到船舶航向从原有航向向右偏150;

    b)操舵自右15。至左150— 保持舵位直到船舶航向从原有航向向左偏15*;

    c)操舵自左150至右150— 保持舵位直至临合舶航向从原有航向向右偏150;

    d)操舵自右15。至左 150— 保持舵位直至原有航向恢复，即回至正舵。

    确因航道限制，操舵角度可适当降低。

    试验时，测定舵开始转动至停止的操舵时间和舵保持在舵位至改变船的偏航方向至规定值为止的

时间。记录按上述规定循环程序(附录A表A34)，记完后“Z”形操舵继续进行，但操舵角可根据航道需

要而定，不受上述规定角度的限制。并可上下水调转航向。“2”形操舵试验不少于30 min,

55.5 操舵试验过程中的检查

    a)各电动机工作互换可靠性，并测量每一台舵机电动机在操舵过程中的起动电流、工作电流、转

速、温升及观察火花等级;

    b)主操舵装置中从主能源到应急能源的控制系统的转换应迅速可靠;

    c)主操舵装置转换到辅助操舵装置要求迅速、可靠;

    d)操舵装置的运转情况;

    e)试验结束测量舵机系统的电机、控制箱、馈电线的热态绝缘电阻，其值应不小于1 Mn.

55.6 试验后由工厂整理试验数据，填写试验报告，其格式见附录A表A38e

56 航行性能试验

    航行性能试验一般应选择在天气良好，风力不超过蒲氏三级，水流平缓，来往船只较少和有足够水

深的水域进行。船舶尽可能处于设计吃水。

56.1 航速试验

56.1门 航速试验一般是在测速区按叠标法进行。

56-1.2 测速区一般应选择在水深大于船舶吃水的5倍，航道水域宽度，应满足船舶或船队在额定转速

下进行满舵回转。

56.1.3 测试时，主机应在额定的转速工况下进行，测速次数不少于三个航次，要求每次航迹线基本上

一致。并将连续测得的各次航速采用再再平均计算方法，算出平均速度(附录A表A35)

    三航次之再再平均航速:

V = Vi + 24 2 + V3 (km/h) (3)

四航次之再再平均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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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3V,+ 3V3+ V,(km/h) ·········，，，·······⋯ ⋯(4)

式中:V— 航速，km/h;

    V,— 顺(逆)流航速,km/h;

    V3— 逆(顺)流航速，km/h;

    V,— 顺(逆)流航速，km/h;

    V,— 逆(顺)流航速，km/h,

56.1.4 除上述方法外，亦可用其他有效方法进行测速。

‘56.2 回转试验

56.2.1 回转试验以主机最大输出功率的85%的航速左、右满舵分别各回旋一圈，测量船舶定常回转

直径、最大动力横倾角、最大静力横倾角和回转时间(附录A表A36),
56-2.2 对于双螺旋桨船舶，尚应测定一正车，一倒车满舵回转直径和回转时间。

    注:回转试验时开始可用小舵角，逐步加大，观察船舶横倾的情况，然后再确定满舵试验

，56.3 停止试验

    测定船舶在水中停止的航迹长度和其滑行时间，顺逆流各作一次(附录A表A37),

56.3.1 全速正车~停车

    测定从停车令发出至船舶停止前进时的航迹长度和其滑行时间。
56. 3.2 全速正车~全速倒车

    测定从倒车令发出至船舶反向转折点(船舶由前进到后退时的停止点)时的航迹长度和其滑行时

间。

二56.4 航向稳定性试验

    试验应在无横风横流条件下进行，且顺逆流各作一次，测定操舵频率和偏航角度(附录A表A38),

56.4.1 船舶保持航向不变，全速航行5 min,测定船舶与保持直线航向所必需的操舵次数和操舵角

度，一般平均操舵次数每分钟不大于10-12次，操舵角度不超过20-30,

56-4.2 船舶保持正舵不变，全速直航3 min,测定偏离原航向的角度。
56-4.3 对于双螺旋桨船舶尚应测定在单桨推进时，为了保持船舶直线航向所需用的最大舵角。

57 船体振动测量

57.1 船长大于或等于60 m的客船和对振动要求较高的其他机动船，在试航中如发现船体振动较严

重时，一般应要求测量船体振动和采取相应措施。

57.2 振动测量应按GB 7453的要求执行。

57.3 如船体振动测量结果超过衡准规定值，应采取减振措施，并经验船部门同意。

57.4 振动衡准应满足GB 7452的要求。

58 噪声测里

58.1 船上噪声测量应符合GB 4595和GB 5980的规定。

58.2 测试结果不满足58.1要求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降噪措施。

59 信号设备

59.1 号灯视距测定应在天气晴朗的黑夜用眼实测(也可用其他有效方法).要求如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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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号灯名称

视距 ，km

L)50m 30 . <L< 50 m L<30 m

桅灯 6 5 3

舷灯 4 3 2

尾灯 4 3 2

环照灯 4 3 2

闪光灯 4 3 2

船首灯 2 2 2

红绿光并合灯 1 1 1

人力、帆船、竹木牌白光环照灯 2 2 2

59.2 动力号笛听距测定

    应在天气良好，风力不超过蒲氏3级，用耳逆风实测l也可以用其他有效方法)，要求如表140

                                                表 14

\\呷些长m
听距’km~\ \

L>70 70>L>30 L成30

动力号笛 3 2 1

60 航 行设备

磁罗经的校正

  消除磁罗经自差。

  磁罗经经校正后的剩余自差，不应超过士50,

测定测深仪的测深误差。

测定雷达最大工作距离与最小测距，检查目标方位的准确性。

60J
60.1
601
60.2
603
61 无线电通信设备

61.1 甚高频电话应在相应工作频道上进行船对船，船对岸的通话试验，以及DSC呼叫和接收试验，话

音应清晰 。

61.2 中高频单边带收发信机应在各工作频道上进行船对岸的无线电话及无线电报的效用试验，报音

及话音应清晰。

62 电气设备的一般性检查

    在航行试验中，除了配合船体、轮机试验的项目，如舵、锚、救生、消防、主控遥控等外，尚应进行下列

的一般性检查，考核各系统的工作应正常。

    a)应急(临时)供电系统;

    b)各电动辅机系统;

    c)照明及航行信号灯系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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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指挥电话及自动电话系统;

    e)火警及警铃系统;

    f)船内广播及对外喊话系统。

63 发电站

63.1 在航行试验中，各发电机交替切换，轮流工作，观察发电机运行和配电板的运行应正常。

63.2 起动船上最大功率电动机时，发电站仍能正常运行。

64 主推进装置遥控系统试验

    遥控装置应在驾驶台辅控制站和机舱主控制站对主机进行所有运转工况范围内的各种控制试验。

试验方法和时间如图1,图2所示，对柴油机推进装置按图1所示的程序进行;对柴油机动力可调螺距

螺旋桨推进装置的单手柄控制系统按图2所示的程序进行。试验时至少在驾驶台辅控制站按图示顺序

进行二个循环的控制，在机舱主控制站进行一个循环的控制。

65 集中控制与监视设备试验

    航行中集中控制设备的试验按44.5-44.9的规定进行。

图1 主柴油机控制系统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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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车

              图2 柴油机动力可调螺距螺旋桨推进装置单手柄控制系统试验程序

    图1及图z的说明:

        a)图中数字为时间，单位为min;

        b 当顺车微速运行时，在‘0，位置，舵应转到满舵;

        。)在‘一~，处为尽快操作;

        d)在‘--I}一’处，如将遥控装置的动力源(电、空气、油压)切断，检查主推进装置不因控制中断而发

    生任何危险或不正常情况;

        e)在‘~~~，操作紧急停车装置，使主机停止运行;

        f)为主机运转服务的泵、备用设备作自动转换、自动起动试验;

        9)标有X符号处轴系应该停止旋转。

    注:多机单桨船舶的控制系统及可调螺距螺旋桨船舶的非单手柄控制系统，试验方法和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上图各作必要的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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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各 种 记 录 表

表A1 电动锚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电动机型号

额定功 率

额 定 电 流

kW

    A

试验 日期

额定电压 V

额定转速 r/min

工 作 制

工作状态 档数

电流 ，A
工作电压

    V
火花等级 备注

起 动 工作 破土

1

2

3

4

5

1

2

3

4

5

1绝缘电阻:电动机:试 验 前:

                    控制系统:

2.调载保护整定值

M0

M S1

试验后:

馈 电线 :

Mn

M U

A; 过载保护整定值 A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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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液压锚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油马达规格

型 号

排 量 L/s

压 力 MPa

扭 矩 N "m

试验 日期

油 泵规格

  L/s

  MPa

N ·m

号

量

力

矩

型

排

压

扭

工作状态

转速，r/min
压力

入IFa

油温

  U
备注

正常起锚时 锚 破土时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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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电动液压舵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电动机型号

额 定 功 率

额 定 电 流

转舵时间

kW

    A

试 验 日 期

额 定 电 压

额 定 转 速

      V

r/min

公称转舵扭矩

最大工作压力/设计压力

kN .m

M Pa

序号 转舵角度
起动电流

    A

工作电流

    A

电压

  V "itr/min火花等级
转舵时间

        S

工作油压，MPa

左缸 右缸

1.绝缘电阻:电动机:试 验 前: Mn

                  控制系统: Ma

2.限位开关动作角度:左舷 ;
3.过载报警是否正常

4.失压报警是否正常

5.油温 ℃。

试验后:

馈电线:

右舷

Mn

M S2

记录 员 参 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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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无线电设备试验报告

船 名

天气情 况

试验日期_ 年_ 月_ 日
试验地点

1.甚高频无线电话 型号

序号 编号 工作颇道 工作种类
自动搜索

  功能
岸台 船台 话音质量

1

2

天线对地绝缘 电阻 M0

M 12

序号 编号
天线

工作频率 工作种类 自动调谐 岸台/船台
收信质量

报 话主用 备用

1

2

天线对地绝缘电阻 Mn

M 几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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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吊艇设备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试验地点

1.吊艇架装船后的吊重试验

、半咒
试验重量,kg

吊重时间，mm

2.艇的降落试验

，、、7}wffi L 2 3 4

试验重量,kg

降落速度，m/min

艇壳与船壳间距 mm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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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绞缆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绞缆机 型式

出 厂 编 号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制造厂名

工作状态
试验 时间

      m tn

电流 ，A
工作电压

    V

r/mm
备注

起动 工作

1

2

3

4

工作状态
试验 时间

      】1u n

油压

M Fa #WAr/min 各注

1

2

3

4

绝缘 电阻 (MQ):电动机 控制设备 :

记录 员 参 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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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轻吊装置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表 A7. 1

吊杆位置

及编号

吊杆水平仰角

      (。)

舷 外跨 距

      n 1

单杆吊重试验荷重

              t

电机电流,A
油泵压力

  M Pa

双杆吊重

试验荷重

      t启动 工作

表 A7.2

吊杆位置

及编号

变速

等级

陌 Lr 」 匕2 卜 吊杆

仰角

  (。)

舷外

跨距

  111

电机电流，A 电机

转速

r/mm

油泵

压力

MPa

制动

滑程

  n 1

热态绝缘电阻

      M口

士TI份二
一 什 贝 何

      t 启动 工作

上升 1

      2

      3

下降 1

      2

      3

记录 员 参加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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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起重机吊重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表 A8. 1

起重机位

置及编号

变幅角度

最大跨距

      m

吊重试验荷重

            r

回转 角度

    (0)
刹车情况 试验情况

表 A8.2

起重机编号 1 2

试验

荷重

  t

电机电流，A 电机

转速

r/min

油泵

压力

M Pa

热 态绝

缘电阻

  N Q

电机电流，A 电机

转速

r/min

油泵

压力

MP.

热态绝

缘电阻

  MQ启动 工作 启动 工作

升降电机

或油泵

上升

1

2

3

下降

1

2

3

旋转电机

或油泵

1

2

3

变幅 电机

或油 泵

1

2

3

记录 员 参 加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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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重吊装置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 日期 年

重 吊位置

及编号

试验 时

仰角

  (。)

舷外

跨距

  m

负荷试验

刹车

情况 赞 *ofh
rT:dt Violmin

记录员 参加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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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0 起货机电动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电动机规格型号

额定转速

制造 厂

额定电压

r/min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V 额定电流 A

  额定功率 kW

名称 档数

空载电流，A

起动/工作

吊重电流,A

起动/工作 工作电压

    V

绝缘电阻

    MQ

电机 出厂

  编号

t
备注

上升 下降 上 升 下降

I

2

3

1

2

3

1

2

3

1

2

3

直流 电动机火花等级

记录 员 参 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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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ll 消防泵系泊试验记录表

船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消防泵型式

制 造 厂

工 一编 号

排 量 m'/h

压 力 MPa

泵号
压力

MFa 犷 Mtm'/h
    1

    2

    3

应 急

注:水枪出水口径

记录 员 参 加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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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润滑油/燃油 离心分油机试验报告

船 名

离心分油机特性 :

型 号

制 造 厂

排 量 L/h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电动机特性 :

电动机型式

制 造 厂

转 速 r/min

功 率 kW

额 定 电 流 A

序号 试验 名称
试验时间

      h
油温℃

电动机工作电流

          A

电压

  v

离心分油机运转情况

分离后的油经取样检查，分离效果

电动机绝缘电阻:起动前 Ma，试验后 M0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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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3 各种泵(风机)效用试验记录表

船 试验日期_ 年_ 月 日
、，、、*系泊、、、
}-3A IA "0 iffu P, }2

序号 名称 型号
试验时间

    h "a itr/mm 桨
压力

MFa
备注

一

}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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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4 各种辅机(风机)电动机的效用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序号 名称

规格 试验数据

结论

型号 Tj1*
kW

电压

  V
电流
  A "itr/min

电压

  V

起动

电流

  A

工作

电流

  A
"itr/min

对地

绝缘

电阻

M口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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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5 空压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空压机型号

排 量 m'/.(m'/min)

压 力 MPa

转 速 r/min

轴 功 率 kW

充气 空气瓶容 积 m'(L)

试验日期_ 年_ 月_ 日

电动机型号

  kW

r/min

      V

      A

率

速

压

流

功

转

电

电

序号
工作压力

  M Pa

空 压机 冷却

水出

水温

  ℃

电动机

备注所需充

气时间

      S

i} #m'/h"Ir/min
电压

  V

起 动

电流

  A

工作

电流

  A
"itr/min

1 自。至 。.7

2 自0.7至 I

3 自1至 1.5

4 自1.5至 2

5 自2至 2.5

6 自2.5至3

绝缘电阻:电动机:试验前

                  控 制箱

MCI;试验后

MA;馈电线

Mn

M S2

记录 员 参 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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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6 舱底水油水分离器试验报告

船 名

油水分离器型式

能 量 m3/h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配套舱底泵型式

M3 /h

M Pa

量

力

排

压

试验时间
舱底水进油水分离器时的含油浓度

              mg/L

分离后舱底水流出分离器时含油浓度

              mg/L

记录员 参 加人员



GB/T 3221一1996

表A17 燃油辅助锅炉(废气锅炉)试验记录表

船 名

锅炉 型式

蒸 发 量 t

受热 面积 mz

安全阀数及直径 只

试验 日期 年_ 月_ 日
制 造厂名

制造厂编号

登 记 号 码

1.锅炉阀件及附件效用试验

名 称 效用试验结果

水 位 表
两水位表所示水位 ，误差为

旋塞或阀动作

排 污 阀 上排污阀 ，下排污阀 _ 。

给 水 阀 主 ，副

燕 汽 阀

娜油速闭阀

0油泵于机舱

外应急停泵操纵

2.安全阀调试结果

安全阀号或位置 起跳压力，MPa 关闭压力，MPa 燃烧试验情况

安全阀手动开启传动装置装妥，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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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动控制及报替装置试验结果

项 目 试 验 结 果 报警及显示

给 水 泵

自动控制

当水位 为 时开泵 。

当水位为 时停泵。

燃油加热

自动控制
当燃油温度为 时切断燃油。

嫩油撇烧

自动控制

当燕汽压力为 MP.时油头自动点火。

当蒸汽压力为_ MPa时油头供油自动切断。

当锅护水位于_ 时，燃油供油自动切断。

点火未成功油头供油自动切断的时间延迟为_ 。

炉 膛扫气

点火前的护膛预扫气时间为

熄火后炉脸后扫气时间为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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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8 制冷机系统密性试验报告

船 名 试验日期_ 年_ 月_ 日
制冷装置名称

1.制冷剂系统气密试验

制冷剂系统

试验压力，MPa 试验时间，卜

备注

开始 结束 压力降 开始 结束 持续时 间

高压部分

低压部分

2.制冷剂系统真空密性试验

制冷剂系统

真空试验

试验压力，MPa 试验时间，h

备注

开始 结束 真空度下降 开始 结束 持续时间

记录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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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9 制冷装置试验报告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试验

项 目i}J I 111    0n
制冷压缩机 压缩机电动机 冷藏货舱温度，C

压缩机

编号

冷剂吸

入压力

  MPa

冷剂排

出压力

  M p.

滑油

压力

M pa

吸气

温度

  C

排气

温度

  ℃

电压

  V

电流

  A } "A/min
第 t货舱 第 2货舱

1 2 3 4 平均 1 2 3 4 平均

厂厂口厂 日
「厂

厂

试验

项 目

n

冷却水
冷却水泵

  电动机
盐水

盐水泵

电动机

空气

冷却器

空冷风

机 电动机

附注

温 度

  ti 压力

(进)

M Pa
"31r/min电流  A

由 斗

温度

  U 压力

一(进)

M Pa
"Sr/min

电流

  A

由 干

温 度

  L 压力

(进)

MPa
"Ar/min电流  A

电压

  V

V进 出V
进

货

舱

出

货

舱

进 出

巨 巨巨口

记录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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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0 冷藏舱舱壁绝热效能试验报告

船 名 试验日期_ 年_ 月_ 日

冷藏舱温度，℃

冷藏舱名
试验开始时

大气温度，℃
试验开始时 试验结束时

6h内舱温升高值

          ℃

记录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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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1 空调装置试验报告

表 A21. 空调装置试验报告 (一)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时间

空调机组编号

空调器

室温度

  ℃

舱室温、湿度

附注
(舱名) (舱名 ) (舱名) (舱名)空气温度，C 回流空气 蒸汽进加

热器压力

  MP.

温度

  U

湿度

  %

温度

  C

湿度

  %

温度

  C

湿度

  %

温度

  C

湿度

  %
进 口 出口

温度

  U

湿度

  %

记 录员 参加人员

表A21-2 空调装置试验报告 (二)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时间

压缩机No. 冷凝器冷却水

电压

  V

电动机

附注
压缩机 No. 冷却水泵气体压力，MPa 冷剂气体温度，℃ 滑油

压力

M Pa

温度 ，℃ 进 口

压力

M Pa
进口 出口

电流

  A "Ar/min
电流

  A Ar/min高压 低 压 吸入 排出

记录 员 参 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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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2 照明分电箱及馈电线绝缘电阻测量记录表

船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代 号 用 途 绝缘电阻,Mn 备 注

注:船厂自制分电箱应作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记录 员 参加 人员

表 A23 应急蓄电池组放电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试验时间

试验开始时 试验结束时 电解液比重

电压 ,V 电流,A 电压，V 电流 A 放 电前 放 电后

放 电后 充放电板绝 缘电阻 Mn

记录 员 参 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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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4 配电板各保护装置测试记录表

船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配 电屏编号 开关用途 开关型号

过载脱扣器

额定电流

      A

长延时 欠电压保护

动作电压

      v

  (或%)

逆功率或逆电流保护

动作电流

A(或 0/a ) stns
动作值

kw 或A

(或%)
Mot,

1

2

3

4

5

1.分级卸载装置整定在 A，延时

靠。

2.各极(相)之间和各极(相)对地之间的绝缘电阻为_
3.各馈电线最小绝缘电阻在 Ma以上。

5动作，声光报警工作可

Mn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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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5 发电机组柴油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柴油机型号

额 定 功 率

额 定 转 速 _ kWr/min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发电机型号

额 定 功 率 kW

环 境 温 度 ℃

序号 I 2 3 4 5 6 7

试验负荷

(对额定值)

    %

空载 20 50 100 100-+0

  0- 100

(或0-+50

  - 100)

110

转速，r/min

试验时间，min 15 15 60 3次 3次 15

测量参数

冷却水温度

      ℃

润滑油温度

      C

润滑油压力

    MPa

排气温度

    C

备 注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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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6 柴油机调速器性能及发电机稳态电压变化率测试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日期_ 年_ 月_ 日

柴油发电机组船上编号

序号
  负载变化情况

(对额定机组功率值)

柴油机 发电机 结论

"Ar/min
瞬时

转速

r/min

稳定

转速

r/min

稳定

时 间

    S

电压

  V

变化后

稳定

电压

  V

瞬时

  山

  %

稳定

如

  %
誓

1 由 100%至。

2 由。至 100%

3 由0至 50 %

4 由 50%至100%

5 由100%至 0

6 由。至 loo %

7 由100%至0

8 由。至 50%

注:分段突加负载主要对有增压器柴油机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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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7 交流发电机负载试验记录表

船 名

发电机型号

额 定功率

额 定 电 流

额 定 电 压

额 定 转 速

kW(kVA)

            A

_ Vr/min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额定频率 Hz

额定功率因素

柴油机型号

额定功率 kW

额定转速 r/min

机组号 :

1.绝缘电阻:冷态: 热态:

            定子 Mfg; 定子 MSZ 3

            转子 MQ; 转子 MCI.

2.额定负载试验后温度:

    发电机:定子绕组 ℃;转子绕组 ℃;

          轴承滑环 ℃;
    励磁机:电枢绕组 ℃;磁场绕组 ℃;

          换向器轴承 ℃;
    励磁装置:电抗器 ℃;变压器 ℃。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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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8 发电机并联运行试验记录表

船 名

柴油发电机组船上编号

柴油发电机组船上编号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发电机型号

发 电机型号

制造厂

制造厂

序号

试验

负荷

  %

试验时间

    m m

号发电机 号发电机

有功

功率

分配

误差

4P

kW

无功

功率

分配

误差

OQ

kvar

备注

规 定 实际
电压

  V

申.ME

  A

功率

因数

cos "

频率

  HZ

有功

功率

kW

电压

  V
电流
  A

功率

因数

颧 率

  Hz

有功

功率

kW

1 20

5̂ 10

2 50

3 75

4 100

5 75

6 50

7 20

当并 联 运行 的

电动机

台发电机的总负载为

  kw，电站工作稳定。

kW时，起动船上最大的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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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9 起动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1.试验前记录:

  环境温度

  冷却水流入柴油机前温度

  润滑油温度

℃ ;

℃ ;

℃ 。

2.试验时测量:

起 动 序 号

起动方式

空气瓶内压力

      M Pa

蓄电池电压

      V

起动时间，5

备 注

3.试验结果:

  第一次起动所需时间

  起 动 次 数

  起 动 的 最 低 压 力

记录员 参 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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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0 主机试验记录表

船 名

额定功率 kW

试验状态籍试验

主机型式

额定转速 r/min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记录

旧引可

室外

环境

温度

  ℃

大气

压力

MPa

机舱

温度

  ℃

机舱

湿度

  %

主机

负荷

  %

主机

转速

r/min

各缸最大爆炸压力，MPa

1 2 3 4 5 6 7 8 平均

厂
各缸平均指示压力，MPa 各缸排气温度，℃

1 2 3 4 5 6 7 8 平均 1 2 3 4 5 6 7 8 平均

增压器 润滑系统 冷却 系统

备注

"itr/min
进风

压力

kPa

进风

温度

  ℃

出风

压力

kPa

出风

温度

  ℃

润滑 油

  压力

  MPa

润滑油温度，℃ 冷却水

  压力

  M Pa

冷却水温度，℃

进 出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Gs/T 3221一 1996

表A31 换向试验记录表

船 名
机型

柴油机

离合器

试验状态_AmrLF,试验 工作压力

环境温度

空气瓶内
离合器(气体、液力)

Mpa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换向序号

起动压力

  M Pa

换 向 前

换 向 后

换向时间 ，5

换向方向

备 注

试验结果:

平均换 向时间

换 向 次 数 s;7k.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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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2 抛锚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航道水深

锚 型 式

锚链直径

试验水区

水流速度

锚 数 量

锚链长度

    tn

m m

m/st
试验日期

  天 气

_年
风 向 风力

首锚重量左_ kg右_ kg

工作情况

单 起

左 右

锚链抛出长度，m

起锚总时间,min

平均起锚速度,m/min

备 注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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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3操舵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水 区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天气 风 向 风 力 航道水深 m 宽度

试验项目

操舵时主机转速

      r/min
操舵顺序 操舵 角度

操舵时间

        S

操舵手

柄上力

  N

船舶最大

横倾角度

    (0)

备注

左 右

主操舵试验

1 。。~左( )

2 左( )-00

3 。’~右( )

4 右( )~左( )

5 左( )~右( )

6 右( )-00

辅助操舵试验

1 00~左 150

2 左 150- 00

3 00武右150

4 右 150~左 150

5 左 150~右150

6 右 150 +00

记录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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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4 "Z”形操舵试验记录表

船 名 水流速度

天气 风向 风力

m/s

试验水区

航道水深 m 宽度 m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试验时主机转速

      r/min

左

右

试验开始时罗经

指示方位角度

        (0)

操舵程序 00~右 150 右150~左 150 左 150、右 150 右 150~左150-00

操舵时间，s

舵保持在舵位的时间，5

罗经指示方位角度，(0)

备 注

记 录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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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5 试航航速测量记录表

船 名

测标距离

航道水深 kmm
试验水区

舶吃水

宽度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娓吃水

天气

一 】11

风 向 风 力

m

m

航次 水流顺逆

主机额定转速

    r/min

主机功率

  kW
通过测标

段时间

        S

单程航速

  km/h
备注

带 均 肌 还

  km/h

左 右 左 右

l 顺

2 逆

3 顺

4 逆

5 顺

6 逆

记录 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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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6 回转试验记录表

船 名

水流速度

航道水 深

m/s

试验地区

脂吃水_

宽度

n1

nI

试验日期_ 年_ 月_ 日

娓吃水— m

天气 风向 风力

序 号 1 2 3 4

回转前主机转速

      r/min

左

右

定常回转时主机转速

        r/min

左

右

回转方向及操舵角度

回转时最大动力横倾角

定常回转时最大静力横倾角

定常回转直径,m

回转直径与船长之比

回转所需时间，，

900

1800

2700

3600

记录 员 参 加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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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7 停止试验记录表

船 名 试验水区 试验日期 年_ 月_ 日
水流速度 m/s 躺吃水 m 娓吃水 m

航道水深 m 天气 风向 风力

序 号 1 2 3

试验开始时主机转速

        r/min

左

右

试验时主机倒车转速

        r/min

左

右

风向顺逆

水流顺逆

停止肮迹长度,m

滑行时 间，5

停止航迹长度与船长之比

备 注

记录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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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8 航向稳定性试验记录表

船 名

Am吃水_

航道水深

试验水区

娓吃水_

宽度

试验日期_ 年_ 月_ 日

m 天气 风向 风力

m

m

序 号 1 2 3

试验时主机转速

      r/min

左

右

风向顺逆

水流顺逆

航行时间，min

操舵次数

每分钟操舵次数

偏航角度

最大操舵角度

备 注

记录 员 参 加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