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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的所需条件、准备、布放、下潜、作业、上浮、回收、维护和应急。
本标准适用于试验或业务运行阶段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的组织实施。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载人潜水器 mannedsubmersible
由搭载人员驾驶操作,具有生命支持配套和辅助系统,具备水下作业能力的可移动潜水装置。

2.2 
支持母船 supportvessel
可搭载并布放回收潜水系统或潜水器,为其提供能源和安全保障的水面船舶。

2.3 
布放回收系统 launchandrecoverysystem
在支持母船甲板和海面之间起吊、降放潜水器的装置。

2.4 
液压源 hydraulicpowerunit
由电机、泵源、过滤器、补偿器等组成,为潜水器提供液压动力的装置。

2.5 
动力定位 dynamicpositioning
DP
在有风、浪、流的干扰情况下,不借助锚泊系统,利用自身的推进装置使船舶或作业平台保持一定的

位置或角度,或按照预定的运动轨迹运动。

2.6 
超短基线定位系统 ultrashortbaselinepositioningsystem
一种水下声学定位系统,一般由安装在船舶上的计算机单元、收发器及安装在潜水器上的应答器

组成。

2.7 
应急通信 emergencycommunication
在潜水器与支持母船无法正常通信时,发送和接收应急信号或信息的手段。

2.8 
声学多普勒计程仪 acousticdopplervelocitylog
利用声学多普勒效应测量航程的一种声学仪器。

2.9 
压载水舱 ballasttank
盛放压载水的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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