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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MEPC.124(53)号决议 

2005 年 7 月 22 日通过 

压载水置换导则(G6)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有关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国

际公约方面职责的第 38(a)条， 

还忆及 2004 年 2 月召开的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通过了《2004 年控制和管

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压载水管理公约》)及其四个大会决议， 

注意到《压载水管理公约》第 A-2 条要求只能通过按照本公约附件中规定的压

载水管理进行压载水排放， 

进一步注意到《压载水管理公约》附件中的第 B-4 条解决了进行压载水置换的

条件，同时考虑到本组织制订的导则， 

还注意到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第 1 号决议邀请本组织作为一项紧急事项，

制订这些导则， 

审议了压载水工作组制订的有关压载水置换导则草案和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

第 9 次会议提出的建议， 

1. 通过压载水置换导则，列于本决议的附件中； 

2. 请成员国政府尽快适用本导则，或当公约开始适用；和 

3. 同意不断审议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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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压载水置换导则(G6) 

1 序言 

1.1 本导则的目的是向船东和经营人提供关于制定船舶实施压载水置换具体程

序的一般性指导。在可能的情况下，船东和经营人针对不同的气候、货物和稳性情

况，制定适合的压载水置换程序时，应寻求船级社或合格海事检察官的协助。压载

水管理过程和程序的应用对防止、减少和 终消除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载入的解决

方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压载水置换和较好的压载水管理方法的并用有助于实现这

个解决方案。 

1.2 压载水置换带来了一些影响船舶及其船员的安全方面的问题。本导则旨在

对海上进行压载水置换提供安全和操作方面的指导。 

1.3 考虑到要求进行海上压载水置换的船舶种类各不相同，无法对每种船舶类

型提供具体的指导。提醒船东应考虑其船舶的许多不定因素。这些不定因素包括船

舶的型号和尺寸，压载舱的构造及其附带的水泵系统，航行线路和天气情况，港口

国的要求和人员配备。 

适用 

1.4 本导则适用于所有与压载水置换有关的各方，包括船东和经营人，设计者，

船级社和船舶建造者。对本导则中提出的问题的操作程序和指导原则应在船舶压载

水管理计划中有所体现。 

2 定义 

2.1 《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本公约)中的定义适用本导

则，并且： 

.1 “压载舱”－指任何用于装载压载水的舱室或空间。 

3 职责 

3.1 船东和经营人在进行压载水置换之前，应确保已充分考虑到与压载水置换

方法或船上使用方法有关的所有安全方面的事项，并且船上有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

应对安全方面的事项，适合的置换方法和船员培训进行定期检查。 

3.2 压载水管理计划将包括船上进行海上压载水置换控制的关键人员的责任。

此类人员应完全熟悉有关压载水置换的安全方面的事项，尤其是其船上采用的置换

方法及相关的安全方面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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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据本公约第 B-4.4 条，如果船长认定，因为恶劣的天气、船舶设计、应力、

设备故障或在船舶不要求符合第 B-4.1 和 B-4.2 条的其他任何特殊情况下，实施压载

水置换将威胁船舶的安全或稳性及其船员和乘客的安全。 

.1 当船舶因上述原因不能进行压载水置换时，应将这些原因载入压载

水记录册中。 

.2 有关港口或沿岸国可能要求压载水的排放应符合其规定的程序，考

虑到附加措施(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导则(G13)。 

4 压载水置换要求 

4.1 在深海区或公海进行压载水置换可以减少将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载入船舶

压载水的可能性。 

4.2 本公约第 D-1 条要求： 

.1 根据本条进行压载水置换的船舶应到达 95%体积压载水的置换率；

和 

.2 对于使用泵吸法进行压载水排放的船舶，注入排出量超过每个压载

水舱三倍容量的水泵应被视为满足第 1 款的标准。也可以接受少于

三倍容量的水泵，只要船舶能够证明可以满足 95%体积压载水的置

换率。 

4.3 本组织评估和接受的压载水置换方法有三种。这三种方法是注入顶出法、

溢流法和稀释法。流动法和稀释法被认为是泵吸法。 

4.4 三种方法如下所述： 

注入顶出法－将用于承载压载水的压载舱先清空，在重新注入替代压载水

的过程，以此到达 95%体积压载水的置换率。 

溢流法－将替代压载水泵入用于承载压载水的压载舱的过程，同时让水流

溢出或做其他安排。 

稀释法－将替代的压载水从用于承载压载水的压载舱的顶部注入舱中，同

时从舱底以相同的流速排放压载水，并在置换过程中保持舱内一定的水量。 

5 与压载水置换相关的安全措施 

5.1 本组织已接受了用于海上进行压载水置换的三种方法。在某一特定船舶上

使用一种或几种方法时，应考虑与每种方法相关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5.2 在为某一特定船舶首次指定压载水置换方法时，应进行评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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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允许航海条件中包含的稳性和力量的 大安全系数，某一特定类型

船舶经批准的平衡和稳性册子及装载手册中做出了详细规定。还应

考虑到装载条件和可预见的压载水置换方法或将要采用的方法； 

.2 压载水泵吸和管排系统应考虑到压载水泵的数量和工作能力，压载

舱的大小和布置；和 

.3 压载舱排放口和溢流装置的可用性和工作能力，对于溢流方法而言

压载舱溢流口的可用性和工作能力，防止压载舱室的压力不足和过

度压力。 

5.3 应特别考虑以下方面： 

.1 随时都维持稳性，并不得低于本组织的建议值或主管机关的要求

值； 

.2 纵向应力，扭转应力值，如适用不得超过关于普遍海上条件的允许

值； 

.3 在压载舱中进行置换时，在装盛部分压载水的舱室中因水的搅动可

能造成明显的结构的负担，在条件状况较好的海上和膨胀的条件

下，减低对结构造成损坏的风险； 

.4 在进行压载水置换时的水波引起的船壳振动； 

.5 因海洋和天气状况，压载水置换方法可用性的限制； 

.6 船首和船尾的吃水和平衡，对驾驶室的可视度、击拍、螺旋桨浸水

和 小船首吃水给予特别的说明；和 

.7 船长和船员额外的工作量。 

5.4 已对某种特定的船舶和置换方法或将要采用的方法进行了评估，应针对已

明确的置换方法和压载水管理计划中的船舶类型，对船舶提供适当的程序、建议和

信息。压载水管理计划中的程序、建议和信息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 避免压载舱的过度压力和压力不足； 

.2 随时可能松懈的稳性的自由表面效应和压载舱的搅动负担； 

.3 根据经批准的平衡和稳性册子保持充分的完整的稳性； 

.4 根据经批准的装载手册，可允许的剪力和弯曲力矩的航海力量限

制； 

.5 扭转力量； 

.6 船首和船尾的吃水和平衡，驾驶室的可视度、击拍、螺旋桨浸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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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首吃水给予特别的说明； 

.7 在进行压载水置换时的水波引起的船壳振动； 

.8 必须再次确保在进行压载水置换时可能需要打开的水密和隔离天

气的密闭装置(如出入孔)； 

.9 大的泵吸/流量－确保压载舱承受的压力不会大于为其设计的数

值； 

.10 压载水的内部转换； 

.11 可接受的天气状况； 

.12 受季节飓风、台风、暴风或重冰冻状况影响地区的气候走向情况； 

.13 装载压载水和/或排放压载水和/或压载水内部转换的书面文件记

录； 

.14 针对影响压载水海上置换情况的紧急程序，包括恶劣的气候状况、

泵吸法的失误和断电； 

.15 每一压载舱完成压载水置换的时间及随后适当的结果； 

.16 对压载水操作持续的监控；监控应包括泵、压载舱的水位、绳索和

泵的压力、稳性和压力； 

.17 就不适合进行压载水置换的情况列出清单。这些情况可能由具有特

殊本质的关键状况或天气带来的不可抗拒力造成，也可以是设备故

障或失误，或是任何可能对人身安全或船舶安全造成威胁的情况； 

.18 应避免在冰冻的气候状况下进行压载水置换。然而，如果确有必要，

应特别注意船上排放装置冻结带来的危险，空气管道，压载水系统

阀及其控制装置以及船甲板上的结冰；和 

.19 人身安全，包括要求晚上在甲板上工作的人员注意采取预防措施，

在压载水溢出甲板，因恶劣的天气而结冰的情况下。这些可能造成

人员因为甲板表面湿滑而滑倒和跌伤的危险。当水溢出甲板，人员

与压载水有直接接触，这与职业健康和安全有关。 

5.5 在进行压载水置换的过程中，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在过渡期间，出现不能

完全符合或难以维持以下标准的情况： 

.1 驾驶室能见度标准(《安全公约》第 V 章第 22 条)； 

.2 螺旋桨的浸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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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船首吃水的 低值。 

5.6 因为对于大多数船舶而言，可以接受的压载水置换顺序的选择有限，因可

能出现暂时不符合而放弃那些顺序是不实际的。可以接受那些顺序的实际替代方法

是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做出合适的标注以提醒船舶的船长。该标注可向船长告知暂

时不符合的特性，并可建议采取额外的计划和在使用此种顺序时应采取的充分的防

预措施。 

5.7 在计划包括顺序的压载水置换操作时，在可能出现不能符合螺旋桨浸水、

船首吃水 低值和/或平衡和驾驶室可视度标准的情况下，船长应评估： 

.1 在操作过程中不能符合标准的时间和次数； 

.2 对船舶航行和操控能力的影响；和 

.3 完成操作的时间。 

5.8 只有在预计到以下情况时，才能做出继续操作的决定： 

.1 船舶将在公海； 

.2 交通流量将较低； 

.3 将保持一个加强的航行监视，包括在需要的情况下，额外留心，与

驾驶室保持充分的沟通； 

.4 在过渡阶段船舶的操控性不会受到吃水和平衡和/或螺旋桨浸水的

不当影响； 

.5 气候和海面状况总体适宜并不会变坏。 

5.9 油轮上被隔离的压载水和干净的压载水可以由水泵在海上水平面以下进行

排放，如果压载水的排放是按照《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第 D-1.1
条的规定进行的，只要在排放前，通过观察或其他方式迅速察看了压载水表面，以

确保压载水没有受到油污染。 

6 船员培训和熟知训练 

6.1 对船长和船员的适当培训应包括对该导则所含信息中与压载水置换相关的

安全问题的指示。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中应提供这些指示，并包括完成所要求的记

录。 

6.2 在海上进行压载水置换操作的船上高级和普通船员都应受到培训并适当熟

知以下： 

.1 船舶压载水的泵吸和管排装置，有关的空气和声响管道的位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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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隔间和舱室的抽吸管道和连接其与船舶压载水泵的管道的位置，

以及在使用溢流法的情况下，从舱室顶部排放水流的开口及其船上

排放装置的位置； 

.2 确保声响管道清楚的方法，和空气管道及其单向装置是否运转正常

的方法； 

.3 进行各种压载水置换操作所要求的不同时间，包括完成每一压载舱

的时间； 

.4 在使用中的在海上进行压载水置换的方法，在可行时附有所要求的

安全预防措施的特别说明；和 

.5 持续监控压载水置换操作的需要。 

7 关于压载水置换的今后考虑 

7.1 可以根据压载水置换方法的可能技术进步和新的压载水管理方法，对该导

则进行修正和更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