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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 / 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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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
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张永强、黄贤俊、汤锦涛、许旸、陈水开、王栋、胡方、陈昆明、王阳刚、李军、

吴雄祥、陈晓明、胡惠明、邵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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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潜船潜浮作业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半潜船潜浮作业的环境要求、设备要求、作业人员要求,潜浮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

操作要求,以及应急预案。
本文件适用于半潜船的潜浮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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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级社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半潜船　 semi-submersible vessel
有较大开敞露天载货甲板,首部或尾部有较高上层建筑、甲板室或浮箱,在装卸货物作业过程中呈

半潜状态的船舶。
3. 2

半潜状态　 submerged condition
半潜船露天载货甲板被水淹没,仅依赖上层建筑、甲板室或浮箱提供储备浮力的状态。

3. 3
潜浮作业　 submerged operation
通过调整半潜船的压载水量,使其露天载货甲板潜入水下或浮出水面的操作过程。

4　 环境要求

4. 1　 通用要求

4. 1. 1　 潜浮作业应在满足 4. 2 ~ 4. 6 所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4. 1. 2　 若环境条件超出 4. 2 ~ 4. 6 的限制要求,应采取合理、可行的补偿措施,并进行相关的计算、校
核和工作安全分析且获得批准方可进行潜浮作业。
4. 1. 3　 每次潜浮作业环境限制条件应根据该次作业具体情况在技术方案中予以明确。

注:技术方案是指导半潜船潜浮作业的技术文件。

4. 2　 水深

4. 2. 1　 潜浮作业水域最小要求水深(Hmin)应根据半潜船及货物情况按照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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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n = d + h1 + hW + D + h2 + h3 …………………………(1)
式中:
Hmin———潜浮作业水域最小要求水深,单位为米(m);
d ———装卸时货物的最大吃水(至其结构最低点),单位为米(m);
h1 ———货物结构最低点与垫木(垫墩)最高点之间的安全距离,单位为米(m),取值为波高 +0. 5 m;
hW ———垫木(垫墩)最低点到最高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
D ———半潜船型深,单位为米(m);
h2 ———半潜船基线至其结构最低点的距离,单位为米(m);
h3 ———半潜船最低点与海床之间的安全距离,单位为米(m),海况良好的遮蔽水域取值为 1. 0 m,

其他水域取值为波高 + 1. 0 m。
注:波高是指作业水域在作业期间气象预报的有义波高。

4. 2. 2　 潜浮作业水域最大限制水深(Hmax)按施工单位作业能力和具体项目规定。
4. 2. 3　 为防止半潜船触底甚至搁浅,应注意潜浮作业水域潮汐、波浪等环境因素对水深的影响。

4. 3　 水流速度

4. 3. 1　 半潜船潜浮作业过程中,货物在半潜船上就位或分离宜选择平潮或缓流阶段进行。
4. 3. 2　 作业期间水流速度不宜大于 1. 0 m / s。

4. 4　 波高

4. 4. 1　 半潜船潜浮作业宜选择海况良好的遮蔽水域,避免或减小波浪的不利影响。
4. 4. 2　 作业期间波高不宜大于 1. 0 m。

4. 5　 锚泊

4. 5. 1　 潜浮作业水域宜为泥、泥沙混合底等适合抛锚的底质。
4. 5. 2　 单点锚泊时,半潜船锚泊回旋半径应按公式(2)计算。

R = LOA + 300 …………………………(2)
式中:
R　 ———半潜船锚泊回旋半径,单位为米(m);
LOA ———半潜船总长,单位为米(m)。

4. 6　 气象

4. 6. 1　 作业水域风速不应大于蒲氏风力 6 级,即不应大于 13. 8 m / s。
4. 6. 2　 货物在半潜船上就位或分离时,能见度不应小于 1 000 m。

5　 设备要求

5. 1　 通用要求

5. 1. 1　 半潜船潜浮作业设备应由动力系统、压载系统、控制和监测系统等组成。
5. 1. 2　 应做好潜浮作业相关设备的维护保养。

5. 2　 动力系统

5. 2. 1　 动力系统主要为潜浮作业提供动力,应由发电机和配电系统等组成。
5. 2. 2　 潜浮作业时动力系统应供应足够的动力。

2

JT/ T 1553—2025



5. 2. 3　 应注意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对船舶电网的影响。 为避免造成电流过大、
冲击船舶电网引起全船失电,不应同时启动多台设备。

5. 3　 压载系统

5. 3. 1　 半潜船压载系统应由压载水系统和空气管路系统等组成,主要设备应包括压载水泵或压载空

压机、扫舱泵、遥控阀门、压载管路、空气管路等。
5. 3. 2　 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的配置有足够的冗余;
b)　 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具备本地控制的功能。

5. 3. 3　 扫舱泵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能对压载舱液位进行调节;
b)　 能有效消除压载舱自由液面。

5. 3. 4　 遥控阀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压载水泵出水至舷外的遥控阀门具备开度控制功能;
b)　 所有遥控阀门具备利用应急手摇泵开关的功能。

5. 3. 5　 压载管路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和扫舱泵能通过压载管路控制所有压载舱;
b)　 压载管路的布置易于对全船压载舱实现分区控制;
c)　 压载管路吸口的设置,能最大程度地排干压载水。

5. 3. 6　 空气管路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所有压载舱设置的空气管,引至最大设计下潜深度以上艏、艉楼或浮箱甲板合适高度并设置

空气管头,或者引至空气总管;
b)　 在空气管路适当位置安装泄水阀或预留泄水孔,能泄放空气管路中的残水;
c)　 空气管路吸口的设置,能最大程度地排净压载舱空气。

5. 4　 控制和监测系统

5. 4. 1　 控制和监测系统应由计算机工作站、操作和显示系统、压载舱液位及船舶吃水测量系统、监测

系统等组成。
5. 4. 2　 控制和监测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对全船压载系统进行集中控制、监测与报警;
b)　 对船体总纵强度、浮态进行监测与报警;
c)　 对各遥控阀门进行开、关、开度控制等操作;
d)　 远程遥控或本地控制启停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扫舱泵;
e)　 集中显示功能,能实时显示:

1)　 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扫舱泵运行参数,遥控阀门工作状态及报警信息;
2)　 各压载舱液位、容积等参数;船舶平均吃水值、首尾吃水值、左右舷吃水值,船舶纵横倾角

度等。

6　 作业人员要求

6. 1　 现场总指挥

6. 1. 1　 应由具备半潜船潜浮作业经验的船长或相关人员担任。
6. 1. 2　 应掌握半潜船的性能、状态以及潜浮作业流程。

3

JT/ T 1553—2025



6. 1. 3　 负责潜浮作业相关操作的指挥,并协调各作业参与方,应对整个作业流程进行安全管控。

6. 2　 半潜船船长

6. 2. 1　 应持有有效船长适任证书。
6. 2. 2　 应掌握半潜船的性能、状态以及潜浮作业流程。
6. 2. 3　 对所任半潜船的航行、作业、运营的安全负责。

6. 3　 工程师

6. 3. 1　 应掌握半潜船的性能、状态以及潜浮作业流程。
6. 3. 2　 负责半潜船潜浮作业技术方案的编制。
6. 3. 3　 跟踪和指导半潜船潜浮作业的压载水调载操作。

6. 4　 调载操作员

6. 4. 1　 宜由半潜船大副(或指定的其他船员或合适人员)担任。
6. 4. 2　 应掌握半潜船的压载系统及其工作原理,熟练操作控制和监测系统。
6. 4. 3　 应听从现场总指挥指令,准确、及时进行相关操作,对半潜船进行调载操作和浮态控制。

6. 5　 船员

6. 5. 1　 半潜船的常规配员应持有效适任证书。
6. 5. 2　 应熟悉潜浮作业流程、知晓本岗位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并获得专门技能和安全培训。
6. 5. 3　 应听从现场总指挥指令,准确、及时进行潜浮作业相关操作。

7　 潜浮作业前操作要求

7. 1　 编制技术方案

7. 1. 1　 潜浮作业前应编制用以指导潜浮作业的技术方案。
7. 1. 2　 技术方案的编制和审批,应符合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的规定。
7. 1. 3　 技术方案应包括潜浮作业环境限制条件、作业前准备情况、作业流程、半潜船总纵强度与稳性

计算分析、注意事项、风险分析、应急预案等方面的内容,并应满足船舶检验机构的要求。

7. 2　 编制压载水调载程序

7. 2. 1　 压载水调载程序应根据半潜船当次作业实际浮态和装载情况进行编制。
7. 2. 2　 压载水调载程序应具备可操作性,并应标明半潜船在潜浮作业过程中最小初稳性高度的调载

步骤和半潜状态。

7. 3　 确定作业时间窗口

7. 3. 1　 潜浮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的风、浪、流等进行观测和记录,并和天气预报数据比对,确保潜浮作

业满足第 4 章环境要求,确保作业时间窗口期覆盖作业全过程并留有裕度。
7. 3. 2　 当潜浮作业水域潮差较大,为防半潜船触底甚至搁浅,应注意潮汐对水深的影响。
7. 3. 3　 宜选择在白天进行货物在半潜船上的就位或分离。 如在夜间作业,应落实好夜间作业风险防

控和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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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作业前准备和检查

7. 4. 1　 半潜船一般情况下应提前抵达作业水域,以抛单锚的方式锚泊。
7. 4. 2　 现场总指挥应按照“潜浮作业前检查表”(按附录 A)组织进行潜浮作业前的各项检查,确认全

部合格后签发“潜浮作业前检查表”。
7. 4. 3　 现场总指挥应组织潜浮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讲解作业流程和时间节点,安排作业人员分工

和明确具体作业内容,说明关键操作和注意事项,进行风险辨识和防控。
7. 4. 4　 现场总指挥和半潜船船长应检查并确认已清理干净露天载货甲板和其他有可能溢流的甲板,
确保没有油污或漂浮物污染作业水域。
7. 4. 5　 现场总指挥和半潜船船长应检查并确认露天载货甲板上所有垫墩和绑扎加固器材及其他物件

不影响潜浮作业,并应妥善固定在露天载货甲板上。
7. 4. 6　 现场总指挥、半潜船船长、工程师、调载操作员应掌握潜浮作业过程中半潜船最小初稳性高度

的船舶浮态等关键要素。
7. 4. 7　 相关岗位的船员应检查和调试所有与潜浮作业有关的设备(特别是压载系统、控制和监测系

统),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
7. 4. 8　 相关岗位船员应检查并确认影响潜浮作业安全的通道、水密门、道门、盲板、舱口盖、管路阀门、
水密风闸等设备已妥善关闭。
7. 4. 9　 调载操作员应按照作业时间节点要求,根据调载程序将船舶浮态调整至潜浮作业准备状态。
7. 4. 10　 半潜船应按照规定正确显示号灯、号型和号旗。

8　 潜浮作业中操作要求

8. 1　 人员操作要求

8. 1. 1　 现场总指挥应统一指挥潜浮作业,按照计划的时间节点作业,确保整个作业流程安全、顺利。
8. 1. 2　 半潜船船长应时刻掌握本船锚泊状况、船舶浮态、关键设备运转状况、人员作业情况,确保船舶

可控、设备正常、人员安全。
8. 1. 3　 各作业点上的作业人员应规范穿戴劳保和防护用品,配备通信设备,按照作业时间节点准时到

位,确保通信畅通,服从指挥,应答及时。
8. 1. 4　 驾驶台值班人员应守听港口交管(VTS)及公共频道广播,密切留意作业水域附近船舶的动态,
若发现有妨碍或影响本船作业的情况应及时向船长汇报。
8. 1. 5　 调载操作员应通过控制和监测系统逐台启动压载水泵或压载空压机;按照调载程序调整压载

水使得船舶平稳下潜或起浮,时刻监控压载舱液位及船舶吃水和纵横倾状况,确保船舶浮态各参数始终

在技术方案确定的范围内。
8. 1. 6　 工程师应指导调载操作员进行调载操作,并负责处置潜浮作业中相关的技术问题。
8. 1. 7　 潜浮作业其他人员应对各自岗位管理的存在水密隐患的位置进行核查,特别是半潜船处于吃

水较大的半潜状态时,应密切关注首尾的甲板通道,始终确保潜浮作业过程中半潜船的水密性。

8. 2　 船舶稳性要求

8. 2. 1　 半潜船潜浮作业稳性,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第 2 篇第 1 章的规定。
8. 2. 2　 应对满舱或空舱的压载舱进行扫舱以消除自由液面,使自由液面对船舶稳性的不利影响减至

最小。
8. 2. 3　 在接近半潜船潜浮作业最小初稳性高度的半潜状态时,应适当控制压载水调整速度,减少同时

操作压载舱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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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4　 通常情况下半潜船的横倾宜控制在 ±1°范围内。

8. 3　 船舶总纵强度要求

8. 3. 1　 半潜船潜浮作业工况下的船舶总纵强度,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第 2 篇第 15 章的

规定。
8. 3. 2　 潜浮作业过程中,半潜船所承受的最大静水弯矩和剪力不应大于经批准的许用值。
8. 3. 3　 潜浮作业过程中,不应出现船舶载荷过于集中的情况,以控制船舶中拱或中垂量,减小船舶

挠度。

9　 潜浮作业后操作要求

9. 1　 应在半潜船露天载货甲板完全浮出水面并有一定干舷(宜大于 0. 5 m),且需获得调载操作员和半

潜船船长同意后,方可进行露天载货甲板通道水密门开关操作。
9. 2　 应检查影响潜浮作业安全的通道、水密门、道门、盲板、舱口盖、管路阀门、水密风闸等设备的密封

情况;若发现有漏水、漏油情况,应及时修理。
9. 3　 检查舱底水舱液位是否升高;若发现液位升高,应查找原因并及时消除隐患。
9. 4　 应及时对潜浮作业的设备进行检查,发现损坏及时维修。
9. 5　 应打开空气管路中的泄水阀,将残水泄放,确保管路通畅。
9. 6　 作业后,现场总指挥应召集半潜船船长、工程师、调载操作员等潜浮作业人员对潜浮作业进行后

评估,总结作业经验、提出改进措施。

10　 应急预案

10. 1　 应编制潜浮作业应急预案,主要内容包括:
a)　 半潜船压载系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
b)　 潜浮作业过程中半潜船横倾较大,且采取调载等措施不能恢复正常状态;
c)　 船体漏水;
d)　 人员落水;
e)　 天气突然变化且不满足 4. 1. 1 的要求;
f )　 移货绞车系统损坏导致货物失控碰撞半潜船浮箱或上层建筑。

10. 2　 发生紧急情况时,现场总指挥和半潜船船长应严格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进行处置,确保人员、船
舶、货物安全,保护水域环境。

6

JT/ T 1553—2025



附　 录　 A

(规范性)
潜浮作业前检查表

　 　 潜浮作业前检查要求应符合表 A. 1 的规定。

表 A. 1　 潜浮作业前检查表

船名 航次编号

作业地点 作业内容

作业时间 填报时间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检查人

1 　 满足作业环境要求限制条件

2 　 锚泊正常,确保下潜过程船位稳定;正确显示号灯、号型和号旗

3 　 现场总指挥在作业前向作业人员进行潜浮作业流程和安全措施交底

4 　 已清理干净露天载货甲板;露天载货甲板上没有油污、障碍物和漂浮物

5 　 露天载货甲板上所有可移动的物料已进行有效地绑扎、加固,不妨碍装卸货物

6
　 确保与潜浮作业相关的主发电机、压载系统、控制和监测系统、空气管路系统、起
重机、移货绞车和缆绳、工作艇等重要设备处于良好和可用状态

7
　 检查影响潜浮作业安全的通道、水密门、道门、盲板、舱口盖、管路阀门、水密风闸

等设备的密封等水密和关闭情况,确保水密

8
　 调载操作员熟悉作业流程、调载程序和注意事项,知晓潜浮作业半潜船最小初稳

性高度的浮态。 船舶浮态调整至潜浮作业准备状态

9
　 所有室外作业人员穿戴工作服、工作鞋、安全帽;工作艇上作业者,还应穿着工作

救生衣

10 　 各作业点上的作业人员到位且通信畅通,对讲机电量充足

船长意见:

船长签名:　 　 　 　 　 　 　 　 　 　 　 　 　 　 　 　 　 　 　 　 日期:

现场总指挥签名:　 　 　 　 　 　 　 　 　 　 　 　 　 　 　 　 　 日期:

　 　 注:检查结果满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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