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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开展
预防船舶机电设备故障专项行动的通告

为落实水上交通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船舶安全水平，降低船舶机电设备故障风险，防范和遏制水上交通

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

等规定，我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预防船舶机电设备故障专项

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实施时间

专项行动自 2024 年 4 月 7 日开始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

结束。

二、开展船舶机电设备自查

中国籍船舶应加强船舶机电设备维护保养，航运企业应当参

照《预防船舶机电设备故障专项自查指南》（附后）制定适用本船的

船舶机电设备重点检查项目，船舶应当按要求开展开航前自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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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整改。

船舶代理应向拟进入我国的外轮做好宣传和警示，督导拟到

港外轮提前做好机电设备维护保养和隐患排查。

中国船级社、国内船舶检验机构和外国在华验船机构，应加强

对新建、改建、机电设备维修和更新等船舶的检验、试验，提升检验

质量，降低船舶机电设备故障风险。

三、船舶机电设备故障报告

船舶发生机电设备故障应主动向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并

按要求接受海事管理机构的专项安全检查。对于发生机电设备故

障不主动报告的，一经发现，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四、开展船舶机电设备专项检查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结合日常船舶安全检查对船舶机电设备进

行详细检查。通过各种渠道发现船舶发生过机电设备故障的，原

则上开展专项检查。针对 12 个月内发生过两次及以上机电设备

故障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将邀请航运企业和船舶检验机构共同

实施检查，并要求船舶提交故障分析报告和预防船舶机电设备故

障措施方案。

附件：预防船舶机电故障专项自查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2024 年 4 月 3 日



— 3 —

附件

预防船舶机电故障专项自查指南

船舶应按照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对船舶安全

技术状况和机电设备进行自查，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主推进装置（原动机）是否正常

预防主推进装置故障需要从油、气、水、电几方面开展自查，主

要针对燃油系统、滑油系统、空气系统、冷却水系统及主机控制系

统等。

1. 主推进装置燃油系统是否正常（供油单元，高压油泵、油管，

漏油监测，燃油加温，燃油泵自动切换〔如有〕等）。

2. 操纵台与驾驶台车钟等通讯设施是否正常，附近转速表等

各仪器仪表是否正常。

3. 主推进装置起动空气系统是否正常（主起动空气瓶压力，主

空压机，主起动阀、气缸起动阀、空气分配器等）。

4. 主机滑油系统是否正常（管路、滤器接头有无渗漏痕迹，压

力表显示是否正常，传感器接头是否牢固，滑油泵自动切换〔如有〕

等）。

5. 主机冷却水系统是否正常（管路、冷却器有无渗漏痕迹，压

力表显示是否正常，传感器接头是否牢固，冷却水泵自动切换〔如

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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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机控制空气系统是否正常（控制空气压力，控制空气是否

有水等）。

7. 主机后退措施（可调桨的桨叶螺距控制系统、离合器）。

二、主推进装置安保、监控遥控等附属设备是否正常

预防主推进装置安保系统故障，需要从油雾浓度探测仪，滑油

失压保护，超速保护功能可靠性等方面开展自查。

1. 主柴油机超速报警、应急停车装置是否正常。

2. 主柴油机滑油低压、缸套水高温报警及自动停车保护装置

是否正常。

3. 主柴油机油雾浓度探测器、主轴承温度探测器是否正常。

（仅适用于海船、柴油机功率大于 2250KW 或缸内径大于 300mm

的无人值班机舱）

4. 集中监控系统是否存在与主推进系统安保、自动停车装置

有关的报警记录。（仅适用于海船）

5. 齿轮传动装置滑油低压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输入功率大于

1470kW 的齿轮传动装置，滑油高温报警装置是否正常。（适用于

海船）

6. 输入功率大于 370KW 的齿轮传动装置，滑油低压报警装

置是否正常，输入功率大于 1470kW 的齿轮传动装置，滑油高温

报警装置是否正常。（仅适用于内河船舶）

三、船舶蒸汽锅炉是否正常

锅炉可以通过蒸汽加热来调节油水温度，确保柴油发动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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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在正常的工况范围内，预防锅炉故障建议从给水系统、燃烧系

统、安全防护等方面开展自查。

1. 给水系统是否正常（给水泵配备数量、给水质量、水位指示

装置等）。

2. 燃烧系统是否正常（点火、供油、供风等）。

3. 安保系统是否正常（安全阀，空气供给、火焰熄灭、低水位报

警等）。

四、船舶主电源是否正常

预防主电源故障需要从原动机、发电机和主配电板三个方面

开展预防性自查。

1. 主电源容量是否足够（重点关注单组或多组发电机故障以

及配备侧推装置，加装脱硫塔、压载水处理装置的船舶等）。

2. 原动机启动及运转是否正常（燃油、滑油、冷却水等）。

3. 原动机安保系统功能是否正常（超速保护、滑油低压、冷却

水高温等）。

4. 主配电板、发电机机组控制面板是否正常（发电机组的自动

启动、停止、并列、解列、载荷分配，分级卸载控制等）。

5. 主配电板绝缘监测功能是否正常。

五、应急电源是否正常

船舶应急电源（主要是应急发电机）在船舶主电源发生故障

时，可作为独立的能源为舵机等重要设备提供电力来源。对船舶

应急电源的检查可从应急发电机、应急配电板、应急蓄电池组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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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展自查。

1. 应急发电机起动及运转是否正常（燃油、滑油、冷却水等）。

2. 应急发电机起动装置是否满足要求。（仅适用于海船）

3. 应急发电机储备燃油是否足够。

4. 自动起动的应急发电机模式开关是否放在自动位置。

5. 在失去主电时，按规定能否在 45s 内（内河船要求 30s 内）

向应急设备供电。

6. 应急配电板绝缘监测功能是否正常。

7. 应急蓄电池组功能是否正常。

8. 应急发电机燃油柜速闭阀是否正常工作。

9. 应急发电机配电板各类负载单元开关是否处于开启位置。

10. 应急发电机压缩空气瓶供气管路（在应急发电机间内）是

否为止回阀。

11. 应急发电机高压油管的燃油泄漏报警是否正常。

六、操舵装置是否正常

为确保操舵装置有效运行，预防操舵装置故障可从操舵装置

电力系统、液压系统、报警装置和操作等方面开展自查。

1. 操舵装置断电后是否能够自动启动。（仅适用于海船）

2. 在失去主电时，操舵装置能否在 45s 内获得供电。（仅适用

于海船，舵杆直径超过 230mm）

3. 电控型舵机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时，应能在 10s 内转换

至备用动力设备使用。（仅适用于内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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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舵装置液压油储存柜容量是否足以至少为一个动力执行

系统（包括贮存器）进行再充液。

5. 操舵装置液压油贮存器低位声光报警（驾驶室和机器处所

内）是否正常。

6. 操舵装置声光报警（短路保护、过载报警、断相报警）是否正

常（主机处所或正常控制主机的控制室内和驾驶室）。（仅适用于

海船）

7. 操舵性能测试是否正常。

8. 驾驶室和舵机舱之间的通信设施是否良好。

七、船员是否适任且熟悉其职责内机电设备的操作

预防因船员操作不当等人为因素而导致的船舶机电故障，建

议从船员证书、船舶配员以及船员实操、应急能力等方面开展

自查。

1. 船员是否持有有效的《适任证书》，船舶是否满足最低安全

配员要求。

2. 船员之间在日常工作和应急情况时能否进行有效的语言

交流。

3. 责任船员是否熟悉主推进装置的操作、测试及应急反应程

序（滑油系统、冷却系统高温报警测试，超速报警测试，燃油套管故

障〔泄露〕报警测试、应急停车、主机失控应急反应程序等）。

4. 责任船员是否熟悉船舶锅炉的操作、测试及应急反应程序

（低水位、火焰熄灭、空气供给报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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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责任船员是否熟悉船舶主电源的操作、测试及应急反应程

序（燃油泄漏报警测试，并电、解列测试，绝缘测试，全船失电应急

反应程序等）。

7. 责任船员是否熟悉应急发电机的操作、测试及应急反应程

序（应急发电机起动、并电、解列测试等）。

8. 责任船员是否熟悉操舵装置的操作、测试及应急反应程序

（舵机系统的转换、开航前的操舵装置检查和试验、操舵装置报警

测试、应急操舵演习等）。

八、机电设备相关的体系文件是否在船舶有效实施

机电设备相关的体系文件是否在船舶有效实施，是预防机电

故障的重要部分，主要从船上资源和人员人力资源、船上操作方案

的制定、应急准备、事故与险情的报告及分析、船舶与设备的维护

等方面开展自查。

1. 公司是否保证船长得到必要的支持（船岸通讯记录、备件物

料申请和供应记录、体系文件报告、技术支持等）。

2. 公司是否配备合格、持证的船员，满足船上各种安全操作

要求。

3. 公司是否保证船员在履行安全管理体系职责时能够有效的

交流。

4. 公司是否对机电设备操作制定程序、方案或须知。

5. 公司是否将机电设备故障列入紧急情况，是否予以标识并

制定应急反应程序（主机、船舶失电、舵机应急操作及演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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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是否制定机电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并且按照计划实施。

九、其它可能引起船舶机电故障的问题

除了机电设备本身检查，还需关注其它系统导致船舶机电设

备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例如燃油速闭阀的误动作可能造成主 /辅

机燃油供给的意外切断、机电设备防护设施缺失伤及船员造成设

备手动应急停止、舱底水系统失效造成机舱淹水等。船上船员疲

劳问题、在厂维修后离厂船舶也应该额外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3 日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开展
	预防船舶机电设备故障专项行动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