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47.020.99
R 53
备案号：

JT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JT/T XXXX-XXXX

近海作业潜水工作母船的技术要求和

选择指导
Selection Guideline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Offshore Diving Support Vessel

（征求意见稿）

20XX-XX-XX 发布 20XX-XX-XX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发布



目  次

前  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一般要求……………………………………………………………………………………………… ..1

5 甲板及其设施要求.........................................................................................................................................2

6 系泊和定位方式要求.....................................................................................................................................3

7 舱室设备.........................................................................................................................................................4

8 通讯.................................................................................................................................................................4

9 电力供应.........................................................................................................................................................5

10 吊机.................................................................................................................................................................5

11 救生设备.........................................................................................................................................................6

12 消防设备.........................................................................................................................................................6

13 高压逃生系统.................................................................................................................................................6

14 其他设备.........................................................................................................................................................6

参考文献...............................................................................................................................................................7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救捞与水下工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杉叶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华威近海船舶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上

海打捞局、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芜湖潜水装备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晓凌、张磊、刘远、陆家尉、尹可顺、邓周荣、张人公、姚慧欣、王浩明、

程微、李宗伟、徐进、倪鹏。



JT/T XXXXX—XXXX

1

近海作业潜水工作母船的技术要求和选择指导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的—般安全要求、甲板及其设施要求、系泊和定位方式要求、舱

室设备、通讯、电力供应、吊机、救生设备、消防设备、高压逃生系统和其他设备的性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的选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412.1 海船安全开航技术要求 第1部分：一般要求。

IMO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1974及其历年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4

年)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 （海大A534(13)决议）

中国船级社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2000年6月

ILO 2006 海事劳工公约

3 术语和定义

GB/T 11412.1 给出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近海潜水支持船 Offshore Diving Support Vessel

用于近海潜水进行工程潜水施工作业的支持船舶和漂浮基地，包括自航式船舶、四点锚泊船舶、动

力定位船舶。

3.2

特种工作船 special purpose ship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第1章 通则 1.3 定义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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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用途船舶系指不小于500总吨、船舶功能的需要而载有12名以上特种工作人员的机械自航船舶。

3.3

特种人员 working personnel for special purpose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第1章 通则 1.3 定义 1.3.11

特种人员系指船舶特种作业所专门需要的人员，是为船舶正常航行、操纵和维护保养或为船上人员

提供服务的人员以外所承载的附加人员。

特种人员被认为具有良好的身体，对船舶布置有相当的了解，并在离港前受过安全程序及船上安全

设备操作训练，包括在潜水支持船上的潜水作业人员。

3.4

格架 grillage

用于对甲板固定设备基础进行加强以分布载荷的交叉梁系，又名格栅或板架。

3.5

动力定位 dynamically position（DP）

动力定位为依据所要求的船舶定位或运动指令，根据测量所得船舶的运动信息与环境信息，利用计

算机进行复杂的实时计算，控制船舶主副推力装置产生一定推力与力矩,以实现预定的船舶姿态控制、

定位控制或运动控制的一种船舶定位方式。

4 一般要求

4.1 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的船舶尺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综合海况蒲氏风6级（海况5级~6级）的作业环境下，船长应不小于为80 m，船舶吃水应不小于

3.5 m；

b） 综合海况蒲氏风5级（海况4级）的作业环境下，船长应不小于50m，船舶吃水应不小于2.5m。

4.2 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的相关要求。

4.3 检验

用于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应接受中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和/或SOLAS所规定的

各种检验，应满足《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的规定。

4.4 证书

4.4.1 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应按GB/T 11412.1 海船安全开航技术要求取得有关通航的各有效证书。

4.4.2 用于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必须持有船舶主管机关颁发的《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

4.4.3 按照4.3规定进行检验后，用于近海作业的潜水支持船应取得主管机关或经正式授权的个人或组

织颁发证书。

5 甲板及其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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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甲板要求

5.1.1 应具有较大的工作甲板面积，必须足以能够安全地安装和布置所有需要的设施和设备。

5.1.2 甲板布置图应考虑：

a) 正常和紧急情况下的人员通道和出口（即要有足够的通道）；

b) 潜水控制站和潜水减压架或潜水钟的位置关系；

c) 水面供气潜水作业时，潜水员入出水地点到甲板减压舱（DDC）的区域；

d) 根据作业范围的要求，临近潜水员吊放吊笼或潜钟的地方应该提供适当的空旷的工作区域；

e) 如果项目安全计划中包括使用人员吊篮进行人员撤离的回收方法，这一区域还可用于甲板上

通过人员吊篮进行人员撤离。

5.2 工作区域要求

5.2.1 干舷/稳性

5.2.1.1 潜水支持船的完整稳性应符合《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的相关要求。

5.2.1.2 潜水支持船的分舱和破损稳性通常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

规则》第四篇 船舶安全 第2-1章 构造-分舱和稳性、机电设备 1分舱与稳性 和/或 SOLAS第II-1章的

规定。

5.2.1.3 选择与潜水作业适用的船舶时，应考虑船舶干舷。如甲板经常遭海水冲刷，即使在中等海况下，

该船舶应不适于潜水作业。

5.2.1.4 应根据可以预见的天气状况考虑船舶的整体大小和稳定性。船舶的稳性应保证在施放和回收潜

钟或潜水减压架时，潜水员和甲板上人员应能在甲板上安全地进行作业。

5.2.1.5 应要求操作人检查船舶的稳定性，包括潜水作业需要的所有设施、设备。

5.2.1.6 用于潜水支持船的船舶干舷至少应不小于1.5m。

5.2.1.7 船舶应配置合理的潜水员入出水系统，以确保潜水员安全地出入水，必须有正常使用和备用系

统。

5.2.1.8 潜水员入出水系统按照以下要求配置：

a）潜水工作站至水面干舷高度低于3m 的船舶应提供设计合理的潜水梯；

b）潜水工作站至水面干舷高度高于3m的船舶，应有合适的机械装置用来施放和回收潜水员。

5.2.1.9 在分舱时，破舱稳性需适用于国际海事组织关于《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海大A534(13) 决

议 1996年6月28日)的要求。

5.2.2 甲板强度和海上固定安装

5.2.2.1 动员前必须对船舶甲板的强度进行工程评估。

5.2.2.2 评估需要的信息应做成数据表或者甲板布局简图，具体规定尺寸大小、重心以及项目所需的每

个设备和装备的重量。

5.2.2.3 甲板的单位面积装载量应小于船舶甲板的载荷能力。

5.2.2.4 应对甲板设备按照船级要求进行绑扎系固；

5.2.2.5 应对绞车和施放/回收系统区域等高载荷区域进行特定的局部检查，如有必要，应用格排垛来

分散所要求的载荷。

5.3 甲板工作区域设备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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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在选船过程中，应考虑暴露在外的船舶设备的危险因素对计划中的潜水作业的影响。

5.3.2 应对系泊的缆绳给予特别的注意，并对甲板上未发送出去的缆绳要保证其100%的适当覆盖。

5.3.3 甲板工作区域布置潜水入出水系统应考虑推进器、螺旋桨、吸水口和排放口的位置尽量减少对潜

水员的布放位置的选择，降低其对潜水作业可能带来的危险。

5.3.4 应制定脐带管理计划，以减少潜水员被困住的危险。

6 系泊和定位方式要求

6.1 系泊

6.1.1 四点锚泊

6.1.1.1 采用锚泊方式进行的潜水作业，应至少要求是四点锚泊。更高的冗余量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评估。

6.1.1.2 选用四点（或者更高的）锚泊的船舶时，应考虑锚的类型和锚链的长度、尺寸和作业状况。

6.1.1.3 所有锚泊系统部件检验证书应在有效期内。

6.1.1.4 锚型的设计应保证选定的船舶能够安全定位进行计划的工作，要考虑安全性和与邻近海上设施

之间的整体性。

6.1.2 其它系泊方式

6.1.2.1 应根据作业的类型选定支持母船的不同锚泊形式。

6.1.2.2 潜水作业的通常采用的系泊方法为：

a）通过抛两个前锚和缆绳将船舶的艉部系上平台；

b）采用潜水支持母船首尾前后缆绳系泊在FPSO等海上设施的系泊方式。

6.1.2.3 应确定锚链和缆绳可用长度满足国际海事组织（IMO）规则中所规定的与作业所在水域的水深

相应系泊要求。

6.1.2.4 应对锚链全长的完整性和与锚机的适配性进行检测。

6.2 定位

6.2.1动力定位

6.2.1.1 DP作业人员应该经过适当的培训并具有经验，其培训和经历应符合行业国际通用准则的要求。

6.2.1.2 相关DP文件应该随船携带，并且存档于业主的/作业者的办公室内。

6.2.1.3 选择动力定位船时，对动力定位船舶的选用应遵循行业国际通用规范的要求。

6.2.1.4 DP船的定位参考系统，如差分全球定位系统（DGPS）、张力绳、水深定位参考（HPR、）微波

定位、半径和扇形波束激光，必须至少三种定位参考系统在线使用。

6.2.2 声学定位设备

6.2.2.1 为满足近海作业的定位要求，应安装满足定位精度需求的声学定位系统的传感器，如：超短基

线系统/长基线系统（USBL/LBL），其型式有以下两种：

a）作为船舶设备的一部分在船底部位固定安装的声学定位系统的传感器；

b） 根据项目需求，在适当的位置安装传感器探头。

6.2.2.2 应考虑到船舶的永久的或临时安装的两种传感器的位置与打算计划布置潜水员入出水的位置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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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舱室设备

7.1 通则要求

7.1.1 应有足够的设施，以支持24小时进行的潜水作业。

7.1.2 工作和生活处所的噪声水平，应符合ILO和IMO适用文件及其修正案。

7.1.3 应充分保障所有的舱位有适当的空调和持续的新鲜空气供给。

7.1.4 居住舱室、娱乐和膳食服务处所不应暴露于过度振动中。

7.2 住舱

7.2.1 住舱舱位应满足避免轮班不同的工作人员共用同一舱室的情况。

7.2.2 住舱面积应符合中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第7篇 船员舱室设备 第2章 1 卧

室和/或《2006海事劳工公约》标准A 3.9 的要求。

7.2.3 潜水总监、潜水监督、操作级和管理级高级作业人员以及其他重要人员应当安排有配备办公桌的

住舱面积应符合中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第7篇 船员舱室设备 第2章 1 卧室和/

或《2006海事劳工公约》标准A 3.9 要求的双人间以上的住宿舱位。

7.2.4 住舱应充分考虑噪声和振动及其他环境因素，防止海员暴露于噪声、振动和其他环境因素所受到

的影响达到有害水平。

7.2.5 在所有场合，特别是使用临时的或“移动式住舱”的情况，必须对噪音和振动等予以特别的考虑。

7.2.6 如使用临时或“移动式住舱”，尤其是作业时要求设施或者甲板机械连续运转的情况下，该临时或

“移动式住舱”应布置在远离工作甲板的地方。

7.3 餐厅

7.3.1 应有适当的餐饮设施和人员，以供应每个班次的三餐。

7.3.2 餐厅最小面积应符合中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第7篇 船员舱室设备 第2章 2

餐厅和/或《2006海事劳工公约》标准A 3.1/10（b）的要求，满足在人员换班时，能提供每一班人员进

餐。

7.4 卫生设备

7.4.1 应有足够的、清洁的厕所和淋浴设施。

7.4.2 应提供适当的洗涤设备，自助服务或由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7.5 医疗设施

7.5.1 应有专用的医疗舱室，并至少配备一个床位。

7.5.2 卫生室应配有应对突发事件的急救设施。

7.5.3 潜水支持母船上海事或者潜水承包商的工作人员中应该有持证的急救人员。

7.5.4 作为必备的应急反应计划的一部分，应备有提供相应设施，以确保伤病人员从船上撤离。

8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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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潜水支持船驾驶室、潜水控制室、ROV控制室、起重机操控室之间应建立专门通讯。

8.2 潜水支持船驾驶室、ROV控制室、起重机操控室应提供潜水作业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图像。

8.3 潜水控制室应提供ROV控制室的ROV作业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图像。

8.4 潜水控制室应提供水下定位作业系统图像。

8.5 驾驶室/DP操控台与潜水控制室之间至少有两套通讯系统，这两者都要持续可用，并且其中之一的

操作不需要使用船电。

8.6 相关场所之间要有相应的警报系统，如果发生船舶定位失灵或者船舶定位级别降低时，应可启动警

报系统，并停止潜水作业。

9 电力供应

9.1 当一台船载发电机用作为备用电源供应时，该电源供应只能从一台与船舶自身电能使用量（包括冗

余量）相独立的发电机获得。

9.2 应经有资格的机电员检查并确定船舶动力可安全使用。

9.3 应特别留意电缆的长度和路线走向，确保电缆不会发生意外损伤。

9.4 应安装断路器，并考虑其负荷要求。

9.5 应使用隔离变压器，并格外注意不能超过总配电短路定额。

9.6 在潜水系统动员在船上安装时，应仔细检查电源线是否是单独存放的，并且与氧气管路或氧的成分

超过25%的气体管路分开。

10 吊机

10.1 应配备满足潜水作业中进行海底重物安装工作范围要求的起重机。

10.2 起重机应具有的有效证书。

10.3 起重机驾驶员应按要求具备有效的资质。起重机驾驶员应具备与潜水监督直接语音沟通的能力。

10.4 起重机和潜水控制室之间应有专门的有线通讯系统。

11 救生设备

应依据SOLAS公约的规定，配置满足增加人员救生要求的相应救生衣、救生艇以及其他安全设施。

12 消防设备

应配备烟雾火灾报警装置和灭火系统。

13 高压逃生系统

应遵循行业国际通行规范，为饱和潜水系统配备的高压逃生系统，配备独立于母船主动力系统之外

的进行吊放的动力源。

14 其他设备

应配备压缩空气、饮用水、冷却用海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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