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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绿航水下清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四研究所、海军

工程大学、海军装备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仕海、付海涛、盛伟群、吴民、黄海量、许永田、彭飞、闵少松、杨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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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水下清洗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船舶水下清洗的工作流程,包括船体水下污染生物等级划分、清洗勘验评估、清
洗程序、数据采集、船体表面清洗及验收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水下清洗企业对海洋船舶水下船体勘验、清洗和验收,并可用于指导石油钻井平

台、桥梁码头、核电站等设备设施的水下勘验、清洗、验收。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海洋污染生物 fouling
附着在水下部分设备、设施上的海洋生物。
注:污染生物分为软体、硬体和综合体三种类型。

2.2
软体污染生物 softfouling
附着在水下部分设备、设施上的污泥和海草。

2.3
污泥 slime
海洋微生物附着在船体的初级阶段。
注:污染过程的第一步是污泥的形成,沉浸于海水中的物体表面,会很快地形成一层污泥,其中含有细菌、真菌、原

生动物和海藻。湿润的物体表面在1h内,会不断地附着细菌和污染生物,在物体表面形成一个光滑的污泥层。

2.4
海草和其他藻类 grassandotherfouling
附在礁石、船体水下各部位及水中其他固体结构上的单株或一长串的简单植物。

2.5
硬体污染生物 hardfouling
藤壶类、管状蠕虫和碳酸钙沉积物等污染生物。

2.6
藤壶类 barnacles
附着在物体上的一簇簇灰白色、有石灰质外壳的海洋生物。
注:通常有圆锥型硬壳,顶部呈锯齿状。

2.7
管状蠕虫 tubeworms
通常沿着船体形成的一种上端是一片红色肉头,下端是一条长而直的白色管状生物。

2.8
碳酸钙沉积物 calcareousdeposits
由镁和碳酸钙在水中裸露的金属表面沉积而成。
注:有极强的附着力,尤其是在推进器裸露的金属表面上,极容易形成均匀的碳酸钙类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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