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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２０２１ 年版)»ꎬ
“注册验船师”继续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ꎬ属于准入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ꎮ 按

照准入类职业资格管理的要求ꎬ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的考

试制度ꎮ 由于船舶检验管理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ꎬ考试内容变化较大ꎬ为适

应当前船舶检验工作面临的新形势ꎬ交通运输部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组织

编写了本复习指南ꎮ
本指南的编写以“安全”“便民”“实用”“协调”为原则ꎬ紧紧围绕考试大纲的要求ꎬ

根据各考试科目内容和相应考查知识点的层级要求进行编写ꎮ 本指南是考试机构组织

开展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的重要参考依据ꎬ也可作为应考人员参加注册验船师资格考

试的复习的参考资料ꎬ还可作为从业人员提升船舶检验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开展注册

验船师继续教育培训的参考ꎮ



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 １………………………………………………………………

　 说明 １……………………………………………………………………………………………

　 Ａ 级考试复习指南 ２……………………………………………………………………………

　 　 科目一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２………………………………………………………………

　 　 科目二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护) ７…………………………………………

　 　 科目三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安全) ２４……………………………………………………

　 　 科目四　 船舶检验专业能力 ４１……………………………………………………………

　 Ｂ 级考试复习指南 ６０…………………………………………………………………………

　 　 科目一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６０……………………………………………………………

　 　 科目二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护) ６６………………………………………

　 　 科目三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安全) ８１……………………………………………………

　 　 科目四　 船舶检验专业能力 １１０……………………………………………………………

　 Ｃ 级考试复习指南 １３３…………………………………………………………………………

　 　 科目一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１３３……………………………………………………………

　 　 科目二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护) １３８………………………………………

　 　 科目三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安全) １４７……………………………………………………

　 　 科目四　 船舶检验专业能力 １５３……………………………………………………………

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大纲 １７１……………………………………………………………………

　 说明 １７１…………………………………………………………………………………………

　 Ａ 级考试大纲 １７３………………………………………………………………………………

　 　 科目一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１７３……………………………………………………………

　 　 科目二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护) １７４………………………………………

　 　 科目三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安全) １７５……………………………………………………

　 　 科目四　 船舶检验专业能力 １７６……………………………………………………………

　 Ｂ 级考试大纲 １７７………………………………………………………………………………

　 　 科目一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１７７……………………………………………………………

　 　 科目二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护) １７８………………………………………

　 　 科目三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安全) １７９……………………………………………………

　 　 科目四　 船舶检验专业能力 １８０……………………………………………………………

—１—



　 Ｃ 级考试大纲 １８１………………………………………………………………………………

　 　 科目一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１８１……………………………………………………………

　 　 科目二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护) １８２………………………………………

　 　 科目三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安全) １８３……………………………………………………

　 　 科目四　 船舶检验专业能力 １８４……………………………………………………………

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参考样题 １８５………………………………………………………………

—２—



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

说　 　 明

为便于考生更好地理解考试大纲ꎬ做好复习备考工作ꎬ特编制本指南ꎮ

一、编写原则

以考试大纲为主线ꎬ以船舶检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国际公约、规则和国内船

舶技术性法规等为基础ꎬ考查应考人员对船舶检验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和检验技能的掌握程度

和运用能力ꎬ重点考查船舶检验、法定检验证书或法定文书签发或签署等ꎬ做到依法合规检验ꎮ

二、考试科目

与考试大纲一致ꎬ每个级别分船舶检验法律法规、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

护)、船舶检验专业基础(安全)、船舶检验专业能力四个科目ꎮ

三、知识点层级

每个级别每门科目下的知识点ꎬ按照考查的层级分为三层ꎬ具体如下:
了解ꎬ即对所列知识内容有初步的认识ꎬ会在有关的问题中进行识别和直接应用ꎮ
理解ꎬ即对所列知识内容有理性的认识ꎬ能够解释、举例或变形、推断ꎬ并能利用所列的

知识解决简单问题ꎮ
掌握ꎬ即对所列知识内容有深刻的理性认识ꎬ形成技能ꎬ并能利用所列的知识解决有关

问题ꎮ 要求掌握的内容通常为从事某类船舶检验工作应知应会的知识点ꎮ

四、知识点考查依据

本指南所列知识点的考查依据ꎬ分为两类ꎮ 一类是船舶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管理性法规ꎬ另一类是国际公约、规则和国内船舶技术性法规等技术性

法规ꎮ
管理性法规如果存在立、改、废的情况ꎬ且未做特别说明的ꎬ对应知识点的考查依据以现

行有效文件为准ꎮ 有关船舶检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ꎬ可通过中国政府网(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查询ꎮ 有关注册验船师管理性法规ꎬ可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ｗｗｗ. ｍｏ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查询ꎮ 有关船舶检验的管理性法规和国内技术性法规可通过中国海事局官网

(ｗｗｗ. ｍｓａ. ｇｏｖ. ｃｎ)查询ꎬ有关国际海事组织公约、规则、决议等可通过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
官网(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查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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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级考试复习指南

科目一　 船舶检验法律法规

１　 船检相关法律和条例

１. １　 海洋环境保护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号)ꎮ
１. １. １　 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了解)
１. ２　 水污染防治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２０１７ 年第 ７０ 号)ꎮ
１. ２. １　 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二条(理解)
１. ３　 大气污染防治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６ 号)ꎮ
１. ３. １　 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二条至第六十五条(理解)
１. ４　 海上交通安全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２０２１ 年第 ７９ 号)ꎮ
１. ４. １　 第七条、第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了解)
１. ４. ２　 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理解)
１. ４. ３　 第九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掌握)
１. ５　 渔业法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号)ꎮ
１. ５. １　 第二十四条(理解)
１. ５. ２　 第二十六条(掌握)
１. ６　 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国务院令第 １０９ 号、第 ７０９ 号)ꎮ
１. ６. １　 第三十一条(了解)
１. ６. ２　 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理解)
１. ６. ３　 第二条、第七条至十二条、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六条至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掌握)
１. ７　 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８３ 号)ꎮ
１. ７. １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了解)
１. ７. ２　 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理解)
１. ７. ３　 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至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七条(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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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船检政策规定

２. １　 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目标

参考资料:«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改革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交海法

〔２０２０〕８４ 号)ꎮ
２. １. １　 发展目标(了解)
２. ２　 船舶检验管理规定

参考资料:«船舶检验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号)ꎮ
２. ２. １　 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

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九条(了解)
２. ２. ２　 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四条(理解)
２. ２. ３　 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至第五十七条

(掌握)
２. ３　 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

参考资料:«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８ 号)ꎮ
２. ３. １　 第一条、第三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了解)
２. ３. ２　 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理解)
２. ３. ３　 第二条、第五条至第十条、第十三条至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四条、第

三十六条至第三十九条(掌握)
２. ４　 沿海水域作业的外国籍钻井船、移动式平台检验

参考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作业的外国籍钻井船、移动式平台检验规定»
(交通部令 １９９５ 年第 ３ 号)ꎮ

２. ４. １　 第十条至第十二条(了解)
２. ４. ２　 第四条至第六条(理解)
２. ４. ３　 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至第九条(掌握)
３　 船检机构管理

３. １　 资质管理

３. １. １　 船舶检验机构资质认可与管理

参考资料:«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机构资质认可与管理规则(２００８ 年修

订)›的通知»(交海发〔２００８〕５０ 号)ꎮ
３. １. １. １　 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了解)
３. １. １. ２　 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理解)
３. １. １. ３　 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至第十二条、第二十条(掌握)
３. １. ２　 外国船舶检验机构在中国设立验船公司管理

参考资料:«关于发布‹外国船舶检验机构在中国设立验船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海
船检〔２００７〕６３１ 号)、«‹外国船舶检验机构在中国设立验船公司管理办法›若干问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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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检〔２００８〕１５６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修改‹外国船舶检验机构在中国设立

验船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海船检〔２０１９〕４８１ 号)ꎮ
３. １. ２. １　 设立验船公司的申请与许可程序(第三章)(了解)
３. １. ２. ２　 总则、监督管理(第一章、第四章)(理解)
３. １. ２. ３　 设立验船公司的条件(第二章)(掌握)
３. １. ３　 国际海事组织被认可组织管理

参考资料:ＩＭＯ ＭＳＣ. ３４９(９２)«被认可组织规则»(ＲＯ 规则)决议ꎮ
３. １. ３. １　 船旗国政府对被认可组织的监督(第三部分)(了解)
３. １. ３. ２　 总则(第一部分)(理解)
３. １. ３. ３　 组织的认可和授权要求(第二部分)(掌握)
３. １. ４　 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登记船舶入级检验

参考资料:«关于放开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登记船舶入级检验有关事项的公告» (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公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号)ꎮ
３. １. ４. １　 外国验船公司拟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登记船舶入级检验业务的条件(了解)
３. ２　 船舶检修检测服务管理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船舶检修检测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海船检〔２０１９〕１７２ 号)ꎮ

３. ２. １　 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

条至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了解)
３. ２. ２　 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七

条、第三十八条(理解)
３. ２. ３　 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

二十三条、第三十六条(掌握)
３. ３　 船检机构执业道德准则

参考资料: «船检机构执业道德准则»等四个规定:«关于‹船检机构执业道德准则›等
四个规定的更正通知»(海便函〔２００６〕２３６ 号)ꎮ

３. ３. １　 执业原则、正确处理三个关系(理解)
３. ４　 船舶检验技术档案管理

参考资料:«关于印发‹船舶检验技术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船检〔２００３〕２３４ 号)ꎮ
３. ４. １　 第一条至第五条、第七条(了解)
３. ４. ２　 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理解)
３. ５　 船舶检验基础台账管理

参考资料:«关于在船舶检验工作管理中建立基础台账的通知»(海船检〔２００７〕６８８ 号)ꎮ
３. ５. １　 规定(第二条)(了解)
４　 船检人员管理

４. １　 注册验船师制度

参考资料:«关于印发‹注册验船师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国人部发〔２００６〕８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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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１　 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三条(了解)
４. １. ２　 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理解)
４. １. ３　 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掌握)
５　 船检技术管理

５. １　 船舶等效免除管理

５. １. １　 中国籍船舶等效免除管理

参考资料:«中国籍船舶等效、免除管理暂行规定» (海船检〔２００７〕３５６ 号)、«关于明确

办理中国籍船舶等效、免除若干问题的通知»(海船检〔２０１１〕７１５ 号)ꎮ
５. １. １. １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了解)
５. １. １. ２　 第三条至第十条、第十三条(掌握)
５. １. １. ３　 «关于明确办理中国籍船舶等效、免除若干问题的通知» (海船检〔２０１１〕７１５

号)(理解)
５. １. ２　 渔业船舶等效免除管理

参考资料:«渔业船舶等效免除管理办法(暂行)»(国渔检(法)〔２０１６〕１７４ 号)ꎮ
５. １. ２. １　 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了解)
５. １. ２. ２　 第五条至第八条、第十三条(掌握)
５. ２　 船舶识别号管理

５. ２. １　 船舶识别号管理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识别号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号)ꎮ
５. ２. １. １　 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了解)
５. ２. １. ２　 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条至第十二条(掌握)
５. ２. ２　 船舶识别号检验管理

参考资料:«关于印发‹船舶识别号检验管理规定›的通知»(海船检〔２０１１〕５５ 号)ꎮ
５. ２. ２. １　 第 １ 条、第 ４ 条(了解)
５. ２. ２. ２　 第 ２. ５ 条至第 ２. ７ 条、第 ３ 条(掌握)
５. ３　 老旧船舶管理

５. ３. １　 老旧运输船舶管理

参考资料:«关于修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３ 号) ꎮ
５. ３. １. １　 第二条至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附录一(掌握)
５. ３. ２　 老旧渔业船舶管理

参考资料:«农业部关于加强老旧渔业船舶管理的通知»(农渔发〔２００７〕１１ 号)ꎮ
５. ３. ２. １　 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附表一(理解)
５. ３. ３　 运输船舶强制报废制度

参考资料:«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修订发布‹关于实施运输船舶

强制报废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交水发〔２０１６〕２３０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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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３. １　 第二条(掌握)
５. ３. ４　 禁止使用废旧材料和设备拼装船舶

参考资料:«关于禁止使用废旧材料和设备拼装船舶的通知»(海船检〔２００３〕２３８ 号)ꎮ
５. ３. ４. １　 第一条至第三条(理解)
６　 国际公约规则

６. １　 国际海事组织及相关

参考资料: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官方网站(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ꎮ
６. １. １　 国际海事组织机构的分工

６. １. １. １　 国际海事组织的机构组成(了解)
６. １. １. ２　 大会、理事会、海上安全委员会、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的职责(理解)
６. １. １. ３　 船舶设计与建造分委会ꎬ船舶系统与设备分委会ꎬ污染预防与应急分委会ꎬ航

行、通信与搜救分委会的职责(理解)
６. １. ２　 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的概况

６. １. ２. １　 公约产生、通过、生效、签署、修正和执行基本知识(了解)
６. １. ２. ２　 海上安全和环保所包含的公约(了解)
６. ２　 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

参考资料:ＩＭＯ Ａ. １１５６ (３２)决议«２０２１ 年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
总则ꎮ

６. ２. １　 协调系统的规定(第 １. ３ 条)
６. ２. １. １　 初次、年度、中间、定期和换证检验之间的标准间隔期(第 １. ３. １ 条至第 １. ３. ３

条)(掌握)
６. ２. １. ２　 货船、客船各证书的最长有效期及展期(第 １. ３. ４ 条至第 １. ３. ７ 条)(掌握)
６. ２. １. ３　 船底外部检查的灵活体系(第 １. ３. ８ 条)(掌握)
６. ２. ２　 检验类型(第 ２ 条)(理解)
６. ２. ３　 指南的编排和适用(第 ３ 条)
６. ２. ３. １　 指南的适用性(第 ３. １ 条)(了解)
６. ２. ３. ２　 检验项目中带括号的字母缩写代表的含义(第 ３. ８ 条)(了解)
６. ２. ４　 各类检验的描述(第 ４ 条)(了解)
６. ２. ５　 条件和条款适用(第 ５ 条)
６. ２. ５. １　 相关项目的定义(第 ５. １ 条)(理解)
６. ２. ５. ２　 船底外部检查的展期要求(第 ５. ３ 条)(掌握)
６. ２. ５. ３　 换证检验展期的检验要求(第 ５. ９ 条)(掌握)
６. ２. ５. ４　 客船船底检查的要求(第 ５. １０ 条)(掌握)
６. ２. ５. ５　 极地水域航行船舶的检验(第 ５. １３ 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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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　 船舶检验专业基础(环境与人员保护)

１　 防止油类污染

参考资料:ＩＭＯ«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附则Ⅰ及其统一解释、
ＩＭＯ Ａ. １１５６(３２)决议«２０２１ 年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附件 ３ 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１. １　 总则(第 １ 章)
１. １. １　 定义(第 １ 条和附录Ⅰ)
１. １. １. １　 油性混合物、重大改建、最近陆地、特殊区域、船长、首尾垂线、船中部、船宽、

载重量、空载排水量、某一处所的渗透率、建造的船舶的定义(理解)
１. １. １. ２　 原油、燃油、油船、原油油船、成品油油船、兼用船、周年日期、残油舱、含油舱

底水储存柜、电子记录簿、无人非自航驳船的定义(理解)
１. １. １. ３　 油类、油量瞬间排放率、舱柜、边舱、中间舱、污油水舱、清洁压载、专用压载、

百万分比(ｐｐｍ)、残油、含油舱底水的定义(掌握)
１. １. ２　 适用范围(第 ２ 条)(掌握)
１. １. ３　 免除与等效(第 ３ 条、第 ５ 条、第 ７ 条)(理解)
１. ２　 检验和发证(第 ２ 章)
１. ２. １　 检验(第 ６ 条)
１. ２. １. １　 检验类型和检验范围(第 ６. １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３)(掌握)
１. ２. ２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第 ７ 条)(掌握)
１. ２. ３　 证书格式(第 ９ 条和附录Ⅱ)(理解)
１. ２. ４　 证书的有效期限(第 １０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３)(掌握)
１. ２. ５　 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制(第 １１ 条)(了解)
１. ３　 对所有船舶机器处所的要求(第 ３ 章)
１. ３. １　 残油(油泥)舱的要求(第 １２ 条)(掌握)
１. ３. ２　 燃油舱保护要求(第 １２Ａ 条)(了解)
１. ３. ３　 标准排放接头的要求(第 １３ 条)(掌握)
１. ３. ４　 滤油设备的要求(第 １４ 条)
１. ３. ４. １　 滤油设备的配备要求(第 １４. １ 条至第 １４. ５ 条)(掌握)
１. ３. ４. ２　 滤油设备的技术条件(第 １４. ６ 条至第 １４. ７ 条、ＭＥＰＣ. １０７(４９)决议)(理解)
１. ３. ５　 排油的控制与例外(第 １５ 条、第 ４ 条)
１. ３. ５. １　 特殊区域以外的排放(北极水域除外)要求(理解)
１. ３. ５. ２　 特殊区域以内的排放要求(理解)
１. ３. ５. ３　 对南极区域和北极水域以外任何区域内小于 ４００ 总吨船舶的要求(了解)
１. ３. ６　 油类与压载水的分隔和首尖舱内载油(第 １６ 条)(掌握)
１. ３. ７　 «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的适用船舶和格式要求(第 １７. １ 条和附录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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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８　 «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的记录、存放与检查要求(第 １７. ２ 条至第 １７. ７ 条)(理解)
１. ４　 对油船货物区域的要求(第 ４ 章)
１. ４. １　 专用压载舱(第 １８ 条)
１. ４. １. １　 油船设置专用压载舱的适用范围及要求(第 １８. １ 条至第 １８. １１ 条)(理解)
１. ４. １. ２　 专用压载舱的保护位置(第 １８. １２ 条)(了解)
１. ４. ２　 油船设置双壳体和双层底的要求(第 １９ 条、第 ２０ 条)
１. ４. ２. １　 适用要求(第 １９. １ 条、第 １９. ２ 条、第 ２０. １ 条至第 ２０. ３ 条)(理解)
１. ４. ２. ２　 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油船整个货油舱长度的保护要求(第 １９. ３ 条至第

１９. ５ 条、第 ２０. ４ 条至第 ２０. ８ 条)(理解)
１. ４. ２. ３　 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 吨以下的油船整个货油舱长度范围内的保护要求(第 １９. ６

条)(了解)
１. ４. ２. ４　 自防撞舱壁向前延伸的处所的保护要求(第 １９. ７ 条、第 １９. ８ 条、第 ２０. ４ 条

至第 ２０. ８ 条)(理解)
１. ４. ３　 防止载运重级别货油的油船造成污染(第 ２１ 条)
１. ４. ３. １　 适用范围(第 ２１. １ 条)(理解)
１. ４. ３. ２　 重级别油(第 ２１. ２ 条)(掌握)
１. ４. ３. ３　 对载运重级别货油油船的特殊要求(第 ２１. ４ 条至第 ２１. ８ 条)(了解)
１. ４. ４　 泵舱底的保护(第 ２２ 条)
１. ４. ４. １　 适用范围(第 ２２. １ 条)(理解)
１. ４. ４. ２　 泵舱双层底设置要求(第 ２２. ２ 条至第 ２２. ５ 条)(掌握)
１. ４. ５　 意外泄油性能(第 ２３ 条)
１. ４. ５. １　 适用范围(第 ２３. １ 条)(了解)
１. ４. ５. ２　 通过位于自舷侧量起小于 ０. ３０ 船宽(Ｂｓ)或自船底量起小于 ０. ３０ 船深(Ｄｓ)

位置货油舱的管路的布置要求(第 ２３. １１. １ 条)(掌握)
１. ４. ６　 破损的假定(第 ２４ 条)
１. ４. ６. １　 底部破损的两种情况(第 ２４. １ 条)(理解)
１. ４. ７　 假定的泄油量(第 ２５ 条)(了解)
１. ４. ８　 货油舱的尺度限制和布置(第 ２６ 条)(了解)
１. ４. ９　 完整稳性(第 ２７ 条)
１. ４. ９. １　 完整稳性衡准要求(第 ２７. １ 条)(了解)
１. ４. １０　 分舱和破损稳性(第 ２８ 条)
１. ４. １０. １　 不同船长的适用范围(第 ２８. １ 条)(理解)
１. ４. １０. ２　 假定破损范围(第 ２８. ２ 条)(了解)
１. ４. １０. ３　 油船符合破损稳性衡准的条件(第 ２８. ３ 条)(了解)
１. ４. １０. ４　 稳性(装载)仪配备要求(第 ２８. ６ 条)(掌握)
１. ４. １０. ５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增加假定的底

部破损范围(第 ２８. ７ 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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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１１　 污油水舱(第 ２９ 条)(掌握)
１. ４. １２　 泵吸、管路和排放布置(第 ３０ 条)
１. ４. １２. １　 油船货油区污压载水或污油水排放汇集管和入海管的布置要求(第 ３０. １ 条

至第 ３０. ３ 条)(掌握)
１. ４. １２. ２　 设置专用压载舱或装设原油洗舱系统的货油管布置要求(第 ３０. ４ 条、第

３０. ５ 条)(掌握)
１. ４. １２. ３　 与货油管路系统永久相连的海水吸入箱的隔离要求(第 ３０. ７ 条)(掌握)
１. ４. １３　 排油监控系统(第 ３１ 条、ＭＥＰＣ. １０８(４９)决议)(理解)
１. ４. １４　 油水界面探测器(第 ３２ 条、ＭＥＰＣ. ５(ⅩⅢ)决议)(了解)
１. ４. １５　 对原油洗舱的要求(第 ３３ 条)(了解)
１. ４. １６　 排油的控制与例外(第 ３４ 条、第 ４ 条)
１. ４. １６. １　 特殊区域以外(北极水域除外)的排放要求(理解)
１. ４. １６. ２　 特殊区域以内的排放要求(了解)
１. ４. １６. ３　 对小于 １５０ 总吨的油船的要求(了解)
１. ４. １７　 原油洗舱操作(第 ３５ 条)(了解)
１. ４. １８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的适用、填写、存放与检查要求(第 ３６ 条)(理解)
１. ４. １９　 «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的格式要求(第 ３６. １ 条附录Ⅲ)(了解)
１. ５　 防止油污事故造成的污染(第 ５ 章)
１. ５. １　 船上油污应急计划(第 ３７ 条)(掌握)
１. ６　 接收设备(第 ６ 章)
１. ６. １　 接收设备(第 ３８ 条)(理解)
１. ７　 对固定或浮动平台的特殊要求(第 ７ 章)
１. ７. １　 对固定或浮动平台的特殊要求(第 ３９ 条)(了解)
１. ８　 防止海上油船间过驳货油造成污染(第 ８ 章)
１. ８. １　 适用范围(第 ４０ 条)(了解)
１. ８. ２　 安全和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定(第 ４１ 条)(了解)
１. ９　 在南极区域使用或载运油类的特殊要求(第 ９ 章)
１. ９. １　 在南极区域使用或载运油类的特殊要求(第 ４３ 条)(了解)
２　 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

参考资料:ＩＭＯ«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附则Ⅱ、ＩＭＯ Ａ. １１５６
(３２)决议«２０２１ 年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附件 ３ 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

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２. １　 总则(第 １ 章)
２. １. １　 定义(第 １ 条)
２. １. １. １　 周年日、相关管系、化学品规则、水深、在航途中、手册、最近陆地、ｐｐｍ、残余物

质、残余物质或水混合物、船舶建造的定义(理解)
２. １. １. ２　 压载水、液体物质、有毒液体物质、固化、非固化、液货船、黏度、电子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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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漂浮物的定义(理解)
２. １. ２　 适用范围(第 ２ 条)(理解)
２. １. ３　 例外(第 ３ 条)(了解)
２. １. ４　 免除和等效(第 ４ 条、第 ５ 条)(了解)
２. １. ５　 有毒液体物质的分类(第 ２ 章)(理解)
２. １. ６　 有毒液体物质及其他物质的分类和清单(第 ６. １ 条附录Ⅰ)(了解)
２. ２　 检验和发证(第 ３ 章)
２. ２. １　 化学品液货船的检验和发证(第 ７ 条)(理解)
２. ２. ２　 检验(第 ８ 条)
２. ２. ２. １　 检验类型和检验范围(第 ８. １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３)(理解)
２. ２. ３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第 ９ 条和附录Ⅲ)(理解)
２. ２. ４　 证书的有效期限(第 １０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３)(理解)
２. ３　 设计、构造、布置和设备(第 ４ 章)
２. ３. １　 设计、构造、设备和操作(第 １１ 条)(了解)
２. ３. ２　 泵吸、管路、卸货设施和污液舱(第 １２ 条)
２. ３. ２. １　 不同时期建造船舶ꎬ液货舱内及其相关管路的残余物数量及相关性能试验要

求(第 １２. １ 条至第 １２. ５ 条和附录Ⅴ)(了解)
２. ３. ２. ２　 液货残余物或水混合物水下排放口的要求ꎬ包括排放口的最小直径计算(第

１２. ６ 条至第 １２. １０ 条)(理解)
２. ３. ２. ３　 污液舱要求(第 １２. １１ 条)(了解)
２. ４　 有毒液体物质残余物作业排放(第 ５ 章)
２. ４. １　 有毒液体物质残余物排放控制(第 １３ 条)
２. ４. １. １　 排放规定(第 １３. １ 条)(理解)
２. ４. １. ２　 对于含有 Ｘ、Ｙ 或 Ｚ 类物质或临时评定为此类物质的残余物的排放标准(第

１３. ２ 条)(理解)
２. ４. １. ３　 Ｘ 类物质残余物的排放(第 １３. ６ 条)(理解)
２. ４. １. ４　 Ｙ 和 Ｚ 类物质残余物的排放(第 １３. ７ 条)(理解)
２. ４. １. ５　 南极区域的排放(第 １３. ８ 条)(理解)
２. ４. ２　 程序和布置手册(第 １４ 条)(了解)
２. ４. ３　 货物记录簿(第 １５ 条和附录Ⅱ)(理解)
２. ５　 防止有毒液体物质事故引起的污染(第 ７ 章)
２. ５. １　 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第 １７ 条)
２. ５. １. １　 适用范围(第 １７. １ 条)(理解)
２. ５. １. ２　 该计划应至少包括的内容(第 １７. ２ 条)(理解)
２. ５. １. ３　 与油污应急计划的合并(第 １７. ３ 条)(理解)
３　 防止海运包装有害物质污染

参考资料:ＩＭＯ«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附则Ⅲ和考试当年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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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３. １　 总则(第 １ 章)
３. １. １　 适用范围和例外(第 ２ 条、第 ８ 条)(理解)
３. １. ２　 包装、标志和标签(第 ３ 条、第 ４ 条)(了解)
３. １. ３　 单证、积载、限量(第 ５ 条至第 ７ 条)(了解)
４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

参考资料:ＩＭＯ«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综合文本 ２０１７)»(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附则

Ⅳ及其统一解释、ＩＭＯ Ａ. １１５６(３２)决议«２０２１ 年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附
件 ３ 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４. １　 总则(第 １ 章)
４. １. １　 定义(第 １ 条)
４. １. １. １　 最近陆地、国际航线、人员、周年日期的定义(了解)
４. １. １. ２　 新船、现有船舶、乘客、客船、无人非自航驳船的定义(理解)
４. １. １. ３　 生活污水、集污舱、特殊区域的定义(掌握)
４. １. ２　 适用范围(第 ２ 条)(理解)
４. １. ３　 例外(第 ３ 条)(了解)
４. ２　 检验和发证(第 ２ 章)
４. ２. １　 检验(第 ４ 条)
４. ２. １. １　 检验类型和检验范围(第 ４. １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３)(掌握)
４. ２. ２　 证书的签发和签署(第 ５ 条)(掌握)
４. ２. ３　 证书的格式(第 ７ 条、附录)(理解)
４. ２. ４　 证书的有效期限(第 ８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３)(理解)
４. ３　 设备和排放控制(第 ３ 章)
４. ３. １　 生活污水系统(第 ９ 条)
４. ３. １. １　 适用船舶应配备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第 ９. １ 条)(掌握)
４. ３. １. ２　 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为分界ꎬ该日期前后安装上船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应满

足的 ＭＥＰＣ 相关决议案(ＭＥＰＣ. １５９(５５)决议、ＭＥＰＣ. ２２７(６４)决议)(了解)
４. ３. ２　 标准排放接头(第 １０ 条)(掌握)
４. ３. ３　 生活污水排放(第 １１ 条)
４. ３. ３. １　 生活污水排放入海的条件要求(第 １１. １ 条、第 １１. ３ 条)(掌握)
４. ３. ３. ２　 船上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率标准建议案(ＭＥＰＣ. １５７(５５)决议)(了解)
５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

参考资料:ＩＭＯ«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附则Ⅴ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５. １　 定义(第 １ 条)
５. １. １　 在航途中、渔具、固定或浮动平台、食品废弃物、作业废弃物的定义(了解)
５. １. ２　 动物尸体、货物残余、食用油、生活废弃物、最近陆地、特殊区域、电子记录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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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理解)
５. １. ３　 垃圾、焚烧炉灰渣、塑料制品、电子记录簿的定义(掌握)
５. ２　 适用范围与例外(第 ２ 条、第 ７ 条)(了解)
５. ３　 禁止排放垃圾入海的一般规定(第 ３ 条)(理解)
５. ４　 在特殊区域外处理垃圾(第 ４ 条)(理解)
５. ５　 对从固定或浮动平台排放垃圾的特殊要求(第 ５ 条)(了解)
５. ６　 在特殊区域内处理垃圾(第 ６ 条)(理解)
５. ７　 告示、垃圾管理计划和垃圾记录保存(第 １０ 条、附录)(理解)
６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

参考资料:ＩＭＯ«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综合文本 ２０１７)»(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附则

Ⅵ及其统一解释、ＩＭＯ Ａ. １１５６(３２)决议«２０２１ 年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附
件 ３ 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６. １　 总则(第 １ 章)
６. １. １　 适用范围(第 １ 条)(理解)
６. １. ２　 定义(第 ２ 条)
６. １. ２. １ 　 周年日期、总吨位、装置、建造的船舶、散货船、气体运输船、液货船、集装箱

船、杂货船、冷藏货船、兼用船、客船、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滚装货船、滚装客船、ＬＮＧ 运

输船、豪华邮轮、现有船舶、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以后交付的船舶、ＭＡＲＰＯＬ 交付燃油样本、使用

中的燃油样本、船上燃油样本的定义(理解)
６. １. ２. ２　 辅助控制装置、连续进料、抑制装置、不合理排放控制策略、船上焚烧、船上焚

烧炉、新船、重大改建、具有破冰能力的货船、审核、审核机制、燃油硫含量、无人非自航驳船

的定义(理解)
６. １. ２. ３　 类似建造阶段、电子记录簿、排放、排放控制区、燃油、安装、船用柴油机、ＮＯｘ

技术规则、消耗臭氧物质、残油、获得的能效设计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要求的能效设计指数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常规推进、非常规推进、航行距离、要求的年度营运碳强度指标(ＣⅡ)、要
求的现有船能效指数(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ＸＩ)、现有船达到的能效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ＸＩ)、公司的定

义(掌握)
６. １. ３　 例外和免除(第 ３ 条)
６. １. ３. １　 一般规定(第 ３. １ 条)(了解)
６. １. ４　 等效(第 ４ 条)
６. １. ４. １　 主管机关对于等效方式的要求(第 ４. １ 条至第 ４. ４ 条)(了解)
６. １. ４. ２　 对于将安装脱硫塔作为控制排放硫氧化物(ＳＯｘ)和颗粒物质等效方式的船

舶ꎬ应考虑«２０２１ 年废气清洗系统指南»的相关要求(ＭＥＰＣ. ３４０(７７)决议)(理解)
６. ２　 检验、发证和控制手段(第 ２ 章)
６. ２. １　 检验(第 ５ 条)
６. ２. １. １　 ＩＡＰＰ 检验类型和检验范围(第 ５. １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３)(掌握)
６. ２. １. ２　 ４００ 总吨以下船舶要求及主管机关职责(第 ５. ２ 条、第 ５. ３ 条)(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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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 ３　 ＩＥＥＣ 检验类型和检验范围(第 ５. ４ 条)(掌握)
６. ２. ２　 证书和关于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的符合声明的签发或签署(第 ６

条)(理解)
６. ２. ３　 证书和关于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的符合声明格式(第 ８ 条、附录Ⅰ)

(了解)
６. ２. ４　 证书和关于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的符合声明的有效期限(第 ９ 条、

ＨＳＳＣ 附件 ３)(理解)
６. ３　 船舶排放控制要求(第 ３ 章)
６. ３. １　 消耗臭氧物质(第 １２ 条)
６. ３. １. １　 适用范围(第 １２. １ 条)(了解)
６. ３. １. ２　 禁止消耗臭氧物质的故意排放要求(第 １２. ２ 条)(了解)
６. ３. １. ３　 不同时间阶段建造的船舶对于含消耗臭氧物质装置的禁止使用以及其管理

与记录的要求(第 １２. ３ 条至第 １２. ６ 条)(掌握)
６. ３. １. ４　 消耗臭氧物质记录簿的内容要求(第 １２. ７ 条)(理解)
６. ３. ２　 氮氧化物(ＮＯｘ)(第 １３ 条)
６. ３. ２. １　 适用范围(第 １３. １. １ 条至第 １３. １. ３ 条)(掌握)
６. ３. ２. ２　 重大改装的定义与要求(第 １３. ２. １ 条至第 １３. ２. ３ 条)(理解)
６. ３. ２. ３　 Ⅰ级、Ⅱ级、Ⅲ级ꎬ氮氧化物(ＮＯｘ)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第 １３. ３ 条、第 １３. ４

条、第 １３. ５. １ 条、第 １３. ５. ２ 条)(理解)
６. ３. ２. ４　 排放控制区(第 １３. ６ 条)(理解)
６. ３. ２. ５　 对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的相关要求(第

１３. ７. １ 条至第 １３. ７. ３ 条)(了解)
６. ３. ２. ６　 经修订的«２００８ 年 ＮＯ ｘ 技术规则»的应用实施(第 １３ . ８ 条、第 １３ . ９ 条)

(了解)
６. ３. ３　 硫氧化物(ＳＯｘ)和颗粒物质(第 １４ 条)
６. ３. ３. １　 燃油硫含量限制及生效日期(第 １４. １ 条、第 １４. ２ 条)(掌握)
６. ３. ３. ２　 排放控制区包括的区域(第 １４. ３ 条)(理解)
６. ３. ３. ３　 排放控制区内的燃油硫含量限制及生效日期(第 １４. ４ 条)(掌握)
６. ３. ３. ４　 燃油硫含量证明文件与燃油转换程序(第 １４. ５ 条、第 １４. ６ 条)(理解)
６. ３. ３. ５　 在用和船上燃油取样与试验(第 １４. ８ 条、第 １４. ９ 条)(理解)
６. ３. ３. ６　 在用燃油取样点(第 １４. １０ 条至第 １４. １３ 条)(理解)
６. ３. ４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第 １５ 条)
６. ３. ４. １　 载运原油的液货船应备有并实施经主管机关认可的 ＶＯＣ 管理计划ꎬ以及该

计划应包含的主要内容(第 １５. ６ 条)(掌握)
６. ３. ５　 船上焚烧(第 １６ 条)
６. ３. ５. １　 船上焚烧的要求(第 １６. １ 条至第 １６. ４ 条)(掌握)
６. ３. ５. ２　 对船用焚烧炉的认可标准、操作手册要求、燃烧室气体出口温度要求(第 １６. ６

—３１—



条至第 １６. ９ 条、ＭＥＰＣ. ７６(４０)决议、ＭＥＰＣ. ２４４(６６)决议)(理解)
６. ３. ６　 燃油的提供和质量(第 １８ 条)
６. ３. ６. １　 核查船上燃油交付单和所交付燃油的代表样品要求(第 １８. ３ 条至第 １８. ６

条、第 １８. ８ 条)(理解)
６. ４　 国际航运碳强度规则(第 ４ 章)
６. ４. １　 适用范围(第 １９ 条)(掌握)
６. ４. ２　 目标和功能(第 ２０ 条、第 ２１ 条)(了解)
６. ４. ３　 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第 ２２ 条)(理解)
６. ４. ４　 现有船达到的能效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ＸＩ)(第 ２３ 条)(理解)
６. ４. ５　 要求的能效设计指数(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第 ２４ 条)(理解)
６. ４. ６　 现有船要求的能效指数(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ＸＩ)(第 ２５ 条)(理解)
６. ４. ７　 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第 ２６ 条)(理解)
６. ４. ８　 船舶燃油消耗数据的收集和报告(第 ２７ 条)(理解)
６. ４. ９　 营运碳强度(第 ２８ 条)(理解)
６. ５　 附录

６. ５. １　 附录Ⅱ试验循环和加权因数

６. ５. １. １　 不同用途和转速特性的柴油机应使用的试验循环(理解)
６. ５. ２　 附录Ⅳ焚烧炉的型式认可和操作限制(理解)
７　 噪声等级

参考资料:ＩＭＯ«船上噪声等级规则»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７. １　 船上噪声等级规则的适用范围(第 １. ３ 条)(了解)
７. ２　 有关处所和噪声的定义(第 １. ４ 条)(了解)
７. ３　 测量设备的使用(第 ２. ２ 条)(理解)
７. ４　 测量人员要求(第 ３. ２ 条)(理解)
７. ５　 测量工况、环境条件和测量程序(第 ３. ３ 条至第 ３. ６ 条)(理解)
７. ６　 处所的测量及测量点的要求(第 ３. １０ 条至第 ３. １４ 条)(理解)
７. ７　 不同处所可接受的噪声极限值(第 ４. ２ 条和第 ４. ３ 条)(理解)
７. ８　 噪声暴露和船员听力保护的要求(第 ５. １ 条、第 ５. ３ 条至第 ５. ５ 条、第 ７. ２ 条、第

７. ４ 条)(理解)
７. ９　 居住处所之间的隔声要求(第 ６. １ 条至第 ６. ３ 条)(了解)
８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

参考资料:ＩＭＯ«２００１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ＡＦＳ)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８. １　 总则

８. １. １　 定义(第 ２ 条)
８. １. １. １　 防污底系统的定义(掌握)
８. １. ２　 适用范围(第 ３ 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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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 ３　 防污底系统的控制(第 ４ 条)(理解)
８. ２　 防污底系统的控制(附则 １)(掌握)
８. ３　 «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的有效性的检验与发证要求(附则 ４)
８. ３. １　 检验(第 １ 条)(掌握)
８. ３. ２　 «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的有效性的签发或签署(第 ２ 条)(掌握)
８. ３. ３　 «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的有效性(第 ４ 条)(理解)
８. ３. ４　 «防污底系统声明»(第 ５ 条)(了解)
９　 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

参考资料:ＩＭＯ«２００４ 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 (ＢＷＭＣ)、ＩＭＯ
Ａ. １１５６(３２)决议«２０２１ 年检验和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附件 ４ 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９. １　 总则(ＢＷＭＣ 附则 Ａ 部分)
９. １. １　 定义(第 Ａ￣１ 条)
９. １. １. １　 公司的定义(了解)
９. １. １. ２　 周年日、压载水容量、建造、重大改建、活性物质的定义(理解)
９. １. ２　 一般适用性(第 Ａ￣２ 条)(理解)
９. １. ３　 例外(第 Ａ￣３ 条)(了解)
９. １. ４　 免除(第 Ａ￣４ 条)(了解)
９. １. ５　 等效符合(第 Ａ￣５ 条)(了解)
９. ２　 船舶的管理和控制要求(ＢＷＭＣ 附则 Ｂ 部分)
９. ２. １　 压载水管理计划(第 Ｂ￣１ 条)(掌握)
９. ２. ２　 压载水管理记录簿(第 Ｂ￣２ 条)
９. ２. ２. １　 压载水管理记录簿的主要内容与保存要求(Ｂ￣２ 第 １ 条至第 ５ 条)(掌握)
９. ２. ３　 船舶压载水管理(第 Ｂ￣３ 条)
９. ２. ３. １　 不同时期建造船舶在不同压载水容量情况下应该满足的相关压载水管理标

准(掌握)
９. ２. ４　 船舶压载水置换(第 Ｂ￣４ 条)(掌握)
９. ２. ５　 船舶沉积物管理(第 Ｂ￣５ 条)(了解)
９. ３　 压载水管理的标准(ＢＷＭＣ 附则第 Ｄ 部分)
９. ３. １　 压载水置换标准(第 Ｄ￣１ 条)(掌握)
９. ３. ２　 处理后的压载水性能标准(第 Ｄ￣２ 条)(理解)
９. ３. ３　 压载水管理系统的批准要求(第 Ｄ￣３ 条)(理解)
９. ３. ４　 压载水处理原型技术(第 Ｄ￣４ 条)(了解)
９. ４　 压载水管理的检验和发证要求(ＢＷＭＣ 附则 Ｅ 部分)
９. ４. １　 检验(第 Ｅ￣１ 条)
９. ４. １. １　 检验种类和检验范围(第 Ｅ￣１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４)(掌握)
９. ４. ２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第 Ｅ￣２ 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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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４. ３　 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的格式(第 Ｅ￣４ 条)(了解)
９. ４. ４　 证书期限及有效期(第 Ｅ￣５ 条、ＨＳＳＣ 附件 ４)(了解)
１０　 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

参考资料:ＩＭＯ ＭＥＰＣ. ３００(７２)决议«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规则»(ＢＷＭＳ 规则)和考试

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１０. １　 引言(第 １ 条)
１０. １. １　 通则(了解)
１０. １. ２　 目标和目的(了解)
１０. １. ３　 适用性(了解)
１０. １. ４　 背景(第 ２ 条)(了解)
１０. ２　 定义(第 ３ 条)
１０. ２. １　 控制和监测设备、失败的试验循环、无效的试验循环、陆基试验、取样设施、船

上试验、成功的试验循环、试验、有效的试验循环、存活生物的定义(了解)
１０. ２. ２　 活性物质、压载管理系统、压载水管理计划、有代表性的取样、压载水管理系统

的系统设计限制、试验循环、额定处理能力的定义(理解)
１０. ３　 技术规定(第 ４ 条)
１０. ３. １　 一般操作原则(第 ４. ２ 条至第 ４. ４ 条)(理解)
１０. ３. ２　 压载水管理系统(第 ４. ５ 条至第 ４. １６ 条)(理解)
１０. ３. ３　 控制和检测设备(第 ４. １７ 条至第 ４. ２２ 条)(了解)
１０. ４　 型式认可过程(第 ５ 条)
１０. ４. １　 压载水型式认可过程要求(第 ５. １ 条至第 ５. ６ 条)(了解)
１０. ４. ２　 压载水型式认可需要送交认可的证明文件的主要内容(第 ５. ７ 条)(理解)
１０. ５　 认可和发证程序(第 ６ 条)(理解)
１０. ６　 在型式认可后的安装要求(第 ７ 条)(掌握)
１０. ７　 在型式认可后的安装检验和试运转程序(第 ８ 条)(掌握)
１０. ８　 附件

１０. ８. １　 试验前对系统证明文件的评估规定(第 １ 部分)(了解)
１０. ８. ２　 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的试验和性能规定(第 ２ 部分)
１０. ８. ２. １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和避免抽样偏差(第 ２. ２ 条至第 ２. ５ 条)(了解)
１０. ８. ２. ２　 船上试验要求和船上试验合格衡准(第 ２. ６ 条至第 ２. ８ 条)(理解)
１０. ８. ２. ３　 陆基试验、陆基试验装置、压载水设备缩放比例、陆基试验设计￣进口和出口

衡准、陆基检测和取样(第 ２. ９ 条至第 ２. ４５ 条)(了解)
１０. ８. ２. ４　 温度、生物再生能力的评估(第 ２. ４６ 条至第 ２. ５５ 条)(理解)
１０. ８. ２. ５　 试验结果的报告(第 ２. ５６ 条至第 ２. ６０ 条)(了解)
１０. ８. ３　 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的环境试验规定(第 ３ 部分)(了解)
１０. ８. ４　 确定压载水生物成分的样品分析法(第 ４ 部分)(了解)
１０. ８. ５　 自我监测(第 ５ 部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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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８. ６　 系统设计限制的验证(第 ６ 部分)(掌握)
１１　 氮氧化物排放控制

参考资料:ＩＭＯ«２００８ 年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１１. １　 总则(第 １ 章)
１１. １. １　 目的(第 １. １ 条)(了解)
１１. １. ２　 适用范围(第 １. ２ 条)(掌握)
１１. １. ３　 定义(第 １. ３ 条)
１１. １. ３. １　 构件、设定、操作值、主管机关、额定功率、额定转速、船上条件、认可方法、现

有发动机、认可方法案卷、«电子记录簿»的定义(了解)
１１. １. ３. ２　 氮氧化物(ＮＯｘ)排放、船用柴油机的实质改变、ＥＩＡＰＰ 证书、ＩＡＰＰ 证书、船上

ＮＯｘ 验证程序、船用柴油机、制动功率、技术案卷、发动机参数记录簿的定义(理解)
１１. ２　 检验和发证(第 ２ 章)
１１. ２. １　 通则(第 ２. １ 条)(掌握)
掌握船用柴油机为满足本规则需要进行的检验和检验合格后应签发的证书ꎮ
１１. ２. ２　 发动机的前期发证程序(第 ２. ２ 条)
１１. ２. ２. １　 发动机前期发证的要求、系列化生产的发动机前期发证要求、前期发证的方

法以及未在试验台上进行前期发证试验的发动机的试验和发证要求(第 ２. ２. １ 条至第 ２. ２. ４
条)(理解)

１１. ２. ２. ２　 ＮＯｘ 减少装置(第 ２. ２. ５ 条)(掌握)
１１. ２. ２. ３　 对发动机族或发动机组内的发动机的前期试验和发证要求(第 ２. ２. ６ 条、第

２. ２. ７ 条)(理解)
１１. ２. ３　 发动机的发证程序

１１. ２. ３. １　 发动机装船后的调整或改装对发证的影响(第 ２. ３. １ 条至第 ２. ３. ３ 条)
(理解)

１１. ２. ３. ２　 柴油机技术案卷的要求(第 ２. ３. ４ 条)(理解)
１１. ２. ３. ３　 ＮＯｘ 减少装置的验证要求与引进附加物质的要求(第 ２. ３. ５ 条、第 ２. ３. ６

条)(掌握)
１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在前期发证后进行了任何调整或改装ꎬ不同情况下的发证要求(第

２. ３. ７ 条至第 ２. ３. ９ 条)(掌握)
１１. ２. ３. ５　 对于已签发 ＥＩＡＰＰ 证书的柴油机ꎬ主管机关省略或减少船上检验部分的条

件(第 ２. ３. １０ 条)(理解)
１１. ２. ４　 技术案卷和船上 ＮＯｘ 验证程序(第 ２. ４ 条)(掌握)
１１. ３　 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第 ３ 章)
１１. ３. １　 船用柴油机最大允许 ＮＯｘ 排放极限值(第 ３. １ 条)(了解)
１１. ３. ２　 适用的试验循环和加权因数(第 ３. ２ 条)(了解)
１１. ４　 批量生产的发动机认可(第 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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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４. １　 通则(第 ４. １ 条)(理解)
１１. ４. ２　 文件(第 ４. ２ 条)(了解)
１１. ４. ３　 发动机族概念的应用(第 ４. ３ 条)(掌握)
１１. ４. ４　 发动机组概念的应用(第 ４. ４ 条)(掌握)
１１. ５　 试验台 ＮＯｘ 排放的测量程序(第 ５ 章)
１１. ５. １　 通则(第 ５. １ 条)(了解)
１１. ５. ２　 试验条件(第 ５. ２ 条)(了解)
１１. ５. ３　 试验燃油(第 ５. ３ 条)(了解)
１１. ５. ４　 测量设备和测量数据(第 ５. ４ 条)(了解)
１１. ５. ５　 废气流量的测定(第 ５. ５ 条)(了解)
１１. ５. ６　 发动机相关参数和其他基本参数的测试仪的允许偏差(第 ５. ６ 条)(了解)
１１. ５. ７　 确定气体成分的分析仪(第 ５. ７ 条)(了解)
１１. ５. ８　 分析仪的校正(第 ５. ８ 条)(了解)
１１. ５. ９　 试验运行(第 ５. ９ 条)
１１. ５. ９. １　 通则(第 ５. ９. １ 条)(了解)
１１. ５. ９. ２　 主要废气成分(第 ５. ９. ２ 条)(了解)
１１. ５. ９. ３　 气体排放物的取样(第 ５. ９. ３ 条)(理解)
１１. ５. ９. ４　 分析仪的检查、试验循环、试验顺序(第 ５. ９. ４ 条至第 ５. ９. ６ 条)(了解)
１１. ５. ９. ５　 分析仪响应、发动机工况、分析仪重新检查(第 ５. ９. ７ 条至第 ５. ９. ９ 条)(理解)
１１. ５. １０　 试验报告(第 ５. １０ 条)(了解)
１１. ５. １１　 气体排放的数据评估(第 ５. １１ 条)(了解)
１１. ５. １２　 气体排放计算(第 ５. １２ 条)(了解)
１１. ６　 船上验证符合 ＮＯｘ 排放极限的程序(第 ６ 章)
１１. ６. １　 通则(第 ６. １ 条)(掌握)
１１. ６. ２　 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第 ６. ２ 条)
１１. ６. ２. １　 一般要求(第 ６. ２. １ 条)(掌握)
１１. ６. ２. ２　 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的文件(第 ６. ２. ２ 条)(理解)
１１. ６. ２. ３　 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的程序(第 ６. ２. ３ 条)(理解)
１１. ６. ３　 简化测量方法(第 ６. ３ 条)(理解)
１１. ６. ４　 直接测量和监测方法(第 ６. ４ 条)(理解)
１１. ７　 现有柴油机的发证(第 ７ 章)(了解)
１２　 无害化拆船

参考资料:ＩＭＯ«２００９ 年香港国际安全与环境无害化拆船公约»ꎮ
１２. １　 一般义务(第 １ 条)(了解)
１２. ２　 定义(第 ２ 条)(了解)
１２. ３　 适用范围(第 ３ 条)(了解)
１２. ４　 拆船控制(第 ４ 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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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５　 船舶检验与发证(第 ５ 条)(了解)
１２. ６　 船舶检查(第 ８ 条)(了解)
１３　 船员舱室设备

参考资料: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关于船员舱室设备的公约ꎬ包括:ＩＬＯ 第 ９２ 号、ＩＬＯ 第

１３３ 号、«２００６ 年海事劳工公约»(ＭＬＣ ２００６)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１３. １　 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第 ９２ 号公约

１３. １. １　 适用范围(第 １ 条)(理解)
１３. １. ２　 定义(第 ２ 条)
１３. １. ２. １　 船舶、吨、客船、规定的、认可的、重新登记的定义(了解)
１３. １. ２. ２　 船员起居舱室、高级船员、普通船员、准高级船员的定义(理解)
１３. １. ３　 船员起居舱室的计划与管理(第 ４ 条、第 ５ 条)(了解)
１３. １. ４　 船员起居舱室的要求(第 ６ 条至第 １６ 条)(理解)
１３. １. ５　 公约适用于现有船舶的要求(第 １８ 条)(了解)
１３. ２　 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第 １３３ 号公约

１３. ２. １　 适用范围(第 １ 条)(理解)
１３. ２. ２　 定义(第 ２ 条)(了解)
１３. ２. ３　 船员起居舱室的要求(第 ５ 条至第 １２ 条)(理解)
１３. ２. ４　 本公约适用于现有船舶的要求(第 １３ 条)(了解)
１３. ３　 «２００６ 年海事劳工公约»
１３. ３. １　 定义和适用范围(第 ２ 条)(理解)
１３. ３. ２　 实施和执行责任(第 ５ 条)(了解)
１３. ３. ３　 规则以及守则之 Ａ 部分和 Ｂ 部分的适用性(公约第 ６ 条)(了解)
１３. ３. ４　 规则和守则

１３. ３. ４. １　 海员上船工作的最低要求(第 １ 款)(了解)
１３. ３. ４. ２　 就业条件(第 ２ 款)(了解)
１３. ３. ４. ３　 起居舱室、娱乐设施、食品和膳食服务

１３. ３. ４. ３. １　 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第 ３. １ 款)(理解)
１３. ３. ４. ３. ２　 食品和膳食服务(第 ３. ２ 款)(了解)
１３. ３. ４. ４　 健康保护、医疗、福利和社会保障服务(第 ４ 款)(了解)
１３. ３. ４. ５　 遵守与执行(第 ５ 款)(了解)
１４　 起重设备

参考资料: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关于起重设备的公约ꎬ包括:ＩＬＯ 第 ３２ 号、ＩＬＯ 第 １５２ 号

和考试当年度 ６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生效的修正案ꎮ
１４. １　 起重设备检验(ＩＬＯ 第 ３２ 号第 ９ 条)
１４. １. １　 起重设备、固定零部件及活动零部件的检查与试验要求(第 ９. １ 条至第 ９. ３

条)(了解)
１４. １. ２　 设备检验登记与安全载荷标识(第 ９. ４ 条、第 ９. ５ 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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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 ３　 设备可能对人造成危险的保护要求(第 ９. ６ 条、第 ９. ７ 条)(了解)
１４. １. ４　 对于动臂脚根的防止松脱要求(第 ９. ８ 条)(了解)
１４. ２　 起重设备检验与登记(ＩＬＯ 第 １５２ 号)
１４. ２. １　 适用范围和定义(第 １ 条、第 ３ 条)
１４. ２. １. １　 码头工作、起重设备、可拆卸式装置的定义(了解)
１４. ２. ２　 技术措施

１４. ２. ２. １　 起重装置和其可拆卸装置的构造、维护、试验和检验要求(第 ２１ 条至第 ２４
条)(了解)

１４. ２. ２. ２　 起重装置和其可拆卸装置的记录簿的要求(第 ２５ 条)(了解)
１４. ２. ２. ３　 起重装置安全载荷的标识和识别(第 ２７ 条)(了解)
１５　 船用产品

参考资料:«船用产品检验规则(２０２４)»ꎮ
１５. １　 总则(第 １ 章)
１５. １. １　 适用范围(第 １. ２ 条)
１５. １. １. １　 适用范围(第 １. ２. １ 条)(理解)
１５. １. １. ２　 不适用的船舶(第 １. ２. ２ 条)(理解)
１５. １. ２　 施行与应用(第 １. ３ 条)
１５. １. ２. １　 船用产品持证要求(第 １. ３. ３ 条)(了解)
１５. １. ２. ２　 产品标志的管理(第 １. ３. ５ 条)(了解)
１５. １. ２. ３　 对进口产品的要求(第 １. ３. ７ 条)(了解)
１５. １. ３　 责任(第 １. ５ 条)
１５. １. ３. １　 检验机构的责任(第 １. ５. ２ 条)(了解)
１５. １. ３. ２　 产品申请方的责任(第 １. ５. ３ 条)(了解)
１５. １. ４　 术语与含义(第 １. ６ 条)
１５. １. ４. １　 集装箱、部件、单件(批)检验、型式试验、等效证明文件、制造厂证明、电子证

件的定义(第 １. ６. １ 条)(理解)
１５. １. ４. ２　 船用产品、工厂认可、型式认可、认可证书、船用产品证书的定义(第 １. ６. １

条)(掌握)
１５. ２　 检验发证(第 ２ 章)
１５. ２. １　 检验申请

１５. ２. １. １　 申请方(第 ２. １. １ 条)(了解)
１５. ２. １. ２　 申请方式(第 ２. １. ２ 条)(了解)
１５. ２. １. ３　 申请检验前ꎬ申请方应确保满足的检验安全和技术条件(第 ２. １. ３ 条)(理解)
１５. ２. ２　 检验的受理与实施

１５. ２. ２. １　 评估受理(第 ２. ２. １ 条)(了解)
１５. ２. ２. ２　 不予受理的情形(第 ２. ２. ２ 条)(掌握)
１５. ２. ２. ３　 受检船用产品检验类型(第 ２. ２. ３ 条)(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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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２. ２. ４　 船舶检验机构授权(第 ２. ２. ４ 条)(了解)
１５. ２. ３　 发证

１５. ２. ３. １　 船用产品的持证类别(第 ２. ３. １ 条)(理解)
１５. ２. ３. ２　 船用产品通过认可后ꎬ应签发的证书(第 ２. ３. ２ 条)(理解)
１５. ２. ３. ３　 证书填写附录 ３(第 ２. ３. ３ 条)(掌握)
１５. ２. ３. ４　 不得签发或签署相关证书或文书的情形(第 ２. ３. ６ 条)(掌握)
１５. ２. ３. ５　 产品证件(第 ２. ３. ７ 条)(了解)
１５. ２. ３. ６　 电子证件(第 ２. ３. ８)(了解)
１５. ２. ４　 检验标志(第 ２. ４ 条)(理解)
１５. ２. ５　 认可标志(第 ２. ５ 条)(理解)
１５. ３　 单件(批)检验(第 ３ 章)
１５. ３. １　 一般要求(第 ３. １ 条)(理解)
１５. ３. ２　 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第 ３. ２ 条)(理解)
１５. ３. ３　 现场检验(第 ３. ３ 条)(掌握)
１５. ３. ４　 证书、文书签发或签署(第 ３. ４ 条)(掌握)
１５. ３. ５　 船用产品证书、等效证明文件的失效(第 ３. ５ 条)(掌握)
１５. ４　 工厂认可(第 ４ 章)
１５. ４. １　 一般要求(第 ４. １. １ 条至第 ４. １. ３ 条)(理解)
１５. ４. ２　 文件资料审查(第 ４. ２. １ 条、第 ４. ２. ２ 条、第 ４. ２. ４ 条)(理解)
１５. ４. ３　 现场审核(第 ４. ３. １ 条至第 ４. ３. ５ 条)(掌握)
１５. ４. ４　 型式试验(第 ４. ４. ２ 条、第 ４. ４. ４ 条、第 ４. ４. ６ 条)(掌握)
１５. ４. ５　 初次认可证书的签发和有效期(第 ４. ５. １ 条)(掌握)
１５. ４. ６　 定期审核(第 ４. ６. １ 条至第 ４. ６. ３ 条)(理解)
１５. ４. ７　 认可证书换新(第 ４. ７. １ 条至第 ４. ７. ４ 条)(理解)
１５. ４. ８　 认可证书变更(第 ４. ８. １ 条至第 ４. ８. ５ 条)(掌握)
１５. ４. ９　 工厂认可证书的保持(第 ４. ９. １ 条、第 ４. ９. ２ 条)(掌握)
１５. ４. １０　 认可证书的失效、暂停、撤销、恢复(第 ４. １０. １ 条至第 ４. １０. ４ 条)(理解)
１５. ４. １１　 认可后的单件(批)检验(第 ４. １１ 条)(理解)
１５. ５　 型式认可(第 ５ 章)
１５. ５. １　 一般要求(第 ５. １ 条)
１５. ５. １. １　 一般要求(第 ５. １. １ 条、第 ５. １. ２ 条)(理解)
１５. ５. １. ２　 型式认可的初次认可程序(第 ５. １. ３ 条)(掌握)
１５. ５. ２　 文件资料审查(第 ５. ２ 条)(掌握)
１５. ５. ３　 现场审核(第 ５. ３ 条)(掌握)
１５. ５. ４　 型式试验(第 ５. ４ 条)(掌握)
１５. ５. ５　 初次认可证书的签发和有效期(第 ５. ５ 条)(掌握)
１５. ５. ６　 定期审核(第 ５. ６ 条)(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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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５. ７　 型式认可证书的换新(第 ５. ７ 条)(掌握)
１５. ５. ８　 认可证书的变更(第 ５. ８ 条)(掌握)
１５. ５. ９　 型式认可证书的保持(第 ５. ９ 条)(掌握)
１５. ５. １０　 认可证书的失效、暂停、撤销、恢复(第 ５. １０ 条)(理解)
１５. ５. １１　 认可后的单件(批)检验(第 ５. １１ 条)(理解)
１５. ６　 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第 ６ 章)
１５. ６. １　 一般要求(第 ６. １ 条)(理解)
１５. ６. ２　 提交与审查(第 ６. ２ 条)(掌握)
１５. ６. ３　 批准的有效性(第 ６. ３ 条)(理解)
１５. ７　 船用产品的持证类别、检验方式和技术要求(附录 １)(理解)
１６　 海上拖航检验

参考资料:«海上拖航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１９９９)»ꎮ
１６. １　 一般要求(总则)
１６. １. １　 适用与生效(第 ３ 条、第 ８ 条)(掌握)
１６. １. ２　 免除与等效(第 ５ 条、第 ６ 条)(理解)
１６. １. ３　 责任与处罚(第 ９ 条、第 １１ 条)(了解)
１６. １. ４　 定义(第 １２ 条)
１６. １. ４. １　 主管机关、认可、特定航区航线的定义(了解)
１６. １. ４. ２　 国际航行、非国际航行、新船、现有船、船龄的定义(理解)
１６. １. ４. ３　 中国籍船舶、外国籍船舶、法定检验、船舶检验机构、中国水域、船舶、海上设

施的定义(掌握)
１６. ２　 检验与发证(第 １ 篇)
１６. ２. １　 一般规定(第 １ 章)
１６. ２. １. １　 法定证书的签发、承认和保持(第 ３ 条)(掌握)
１６. ２. １. ２　 检验依据(第 ２ 条)(理解)
１６. ２. ２　 签发适拖证书的检验(第 ２ 章)
１６. ２. ２. １　 拖航检验的申请及一般要求(第 １ 条)(掌握)
１６. ２. ２. ２　 拖船、被拖船的检验及发证(第 ２ 条)(掌握)
１６. ３　 拖航作业(第 ２ 篇)
１６. ３. １　 一般规定(第 １ 章)
１６. ３. １. １　 适用范围(第 １ 条)(掌握)
１６. ３. １. ２　 定义(第 ２ 条)
１６. ３. １. ２. １　 过桥缆、拖力眼板、龙须缆、短缆的定义(了解)
１６. ３. １. ２. ２　 安全工作负荷、系柱拖力、环境载荷的定义(理解)
１６. ３. １. ２. ３　 拖带长度、拖曳设备、回收设施的定义(掌握)
１６. ３. １. ３　 海上拖航的条件(第 ３ 条)(了解)
１６. ３. １. ４　 拖航的文件与资料、气象预报(第 ４ 条、第 ５ 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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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３. １. ５　 拖航作业的管理(第 ６ 条)(了解)
１６. ３. ２　 被拖船舶(第 ２ 章)
１６. ３. ２. １　 对被拖船舶的总体要求(第 １ 条)(掌握)
１６. ３. ２. ２　 对被拖船舶的结构、稳性、舱底排水、锚泊、舵和螺旋桨等要求(第 ２ 条至第

１５ 条)(了解)
１６. ３. ３　 被拖平台与其他海上设施(第 ３ 章)(了解)
１６. ３. ４　 拖船(第 ４ 章)
１６. ３. ４. １　 对拖船的总体要求(第 １ 条)(掌握)
１６. ３. ４. ２　 对拖船的通信设备、人员输送设备等要求(第 ２ 条至第 ４ 条)(理解)
１６. ３. ５　 拖曳设备(第 ５ 章)
１６. ３. ５. １　 对拖曳设备的总体要求(第 １ 条)(掌握)
１６. ３. ５. ２　 对拖曳设备的其他要求(第 ２ 条、第 ３ 条)(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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