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大纲

一、内河船舶船员适任理论考试大纲（驾驶专业）

船舶操纵

5101：一类船长 5102:一类大副 5103：一类二、三副

考 试 大 纲

适用对象

5101 5102 5103

1 船舶操纵基本原理

1.1 舵压力与舵效

1.1.1 舵压力



1.1.1.1 舵压力产生的原理 √ √

1.1.1.2 舵压力转船力矩 √ √

1.1.1.3 影响舵压力的因素 √ √

1.1.2 舵效

1.1.2.1 舵效的概念 √ √ √

1.1.2.2 影响舵效的因素 √ √ √

1.2 操舵要领、舵令及注意事项 √

1.3 螺旋桨作用

1.3.1 船舶阻力 √

1.3.2 螺旋桨推力 √ √



1.3.3 船速 √

1.3.4 螺旋桨的致偏效应及其应用 √ √ √

1.4 船舶操纵性能

1.4.1 船舶启动、制动性能

1.4.1.1 船舶启动性能 √ √

1.4.1.2 船舶制动性能（停车冲程、冲时；倒车冲程、冲时） √ √ √

1.4.1.3 影响船舶冲程的因素 √ √ √

1.4.2 船舶旋回性能

1.4.2.1 船舶旋回运动过程及其特征 √ √ √

1.4.2.2 船舶旋回圈要素及其应用 √ √ √



1.4.2.3 影响旋回圈大小的因素 √ √ √

1.4.2.4 船舶旋回时横倾的特点及控制措施 √ √ √

1.4.3 船舶航向稳定性与保向性

1.4.3.1 船舶航向稳定性 √ √ √

1.4.3.2 船舶保向性 √ √ √

1.5 影响船舶操纵性能的因素

1.5.1 浮态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1.5.1.1 船舶吃水变化对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5.1.2 横倾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5.1.3 纵倾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5.2 风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1.5.2.1 风动力及其转船力矩 √ √ √

1.5.2.2 风对船舶偏转的影响 √ √ √

1.5.3 流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5.4 受限水域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1.5.4.1 浅水效应及其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5.4.2 岸壁效应及其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5.5 船间效应及其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1.5.5.1 船间效应产生的原因 √ √ √

1.5.5.2 影响船间效应的因素 √ √ √



1.5.5.3 预防船间效应的措施 √ √ √

2 系、离泊操纵

2.1 物标纵距、横距、方位的测算方法和船舶盲区的概念 √ √ √

2.2 抛起锚操纵

2.2.1 锚的工作原理

2.2.1.1 锚的作用 √ √ √

2.2.1.2 锚抓力及影响因素 √ √ √

2.2.1.3 链抓力及出链长度 √ √ √

2.2.2 抛锚操纵

2.2.2.1 锚地选择应考虑的有关因素 √ √ √



2.2.2.2 各种锚泊方式的特点及适用条件 √ √ √

2.2.2.3 单锚泊方法 √ √ √

2.2.2.4 双锚泊方法（八字锚） √ √

2.2.3 起锚操纵

2.2.3.1 起锚操纵步骤和方法 √ √ √

2.2.3.2 双锚泊锚链绞缠及清解方法 √

2.2.4 锚泊中偏荡、走锚及采取的措施

2.2.4.1 单锚泊的偏荡运动及缓解方法 √ √ √

2.2.4.2 走锚的判断及控制措施 √ √ √

2.2.4.3 守锚和活锚 √ √ √



2.3 常用掉头操纵方法

2.3.1 船舶掉头地点及掉头方向的选择 √ √ √

2.3.2 船舶掉头的操纵方法

2.3.2.1 连续进车掉头 √ √ √

2.3.2.2 进、退车掉头 √ √ √

2.3.2.3 抛锚掉头 √ √

2.3.2.4 顶岸掉头 √ √

2.3.2.5 双螺旋桨船正倒车掉头 √ √ √

2.3.2.6 利用系缆掉头 √ √

2.4 系泊设施及系缆的运用



2.4.1 系泊设施种类 √

2.4.2 缆的运用

2.4.2.1 系缆的名称和作用 √

2.4.2.2 系缆的收绞及与车、舵配合的关系 √ √ √

2.4.2.3 用缆注意事项 √ √ √

2.5 船舶靠泊操纵

2.5.1 准备工作 √ √ √

2.5.2 操纵要领及注意事项 √ √

2.5.3 船舶靠泊的基本方法 √ √

2.6 船舶离泊操纵



2.6.1 准备工作 √ √ √

2.6.2 操纵要领及注意事项 √ √

2.6.3 船舶离泊的基本方法 √ √

2.7 系离浮筒操纵 √ √ √

2.8 其他情况下的系离泊操纵

2.8.1 船间靠离操纵 √ √

2.8.2 陡岸(平坡)靠离操纵 √ √

2.8.3 进出船坞操纵 √

2.8.4 进出船闸操纵 √ √

3 特殊情况下船舶操纵



3.1 大风浪中的船舶操纵

3.1.1 大风浪中航行前的准备工作 √ √ √

3.1.2 内河风浪规律及风浪对船舶航行的影响 √ √ √

3.1.3 大风浪中的常见操纵方法 √ √ √

3.1.4 大风浪中掉头操纵及注意事项 √ √ √

3.1.5 停泊中船舶受风浪影响采取的措施和注意事项 √ √ √

3.1.6 避离热带气旋的船舶操纵 √ √ √

3.2 船舶应急操纵

3.2.1 船舶碰撞

3.2.1.1 船舶处于碰撞紧迫危险时的措施 √ √ √



3.2.1.2 本船撞入他船船体时的应急操船 √ √ √

3.2.1.3 他船撞入本船船体时的应急操船 √ √ √

3.2.1.4 发生碰撞后的紧急处理措施 √ √ √

3.2.2 搁浅与触礁

3.2.2.1 出现搁浅危险时的应急措施 √ √ √

3.2.2.2 搁浅和触礁后的应急措施 √ √ √

3.2.2.3 搁浅船脱浅方法和脱险救助的注意事项 √ √ √

3.2.3 救火、救生与弃船

3.2.3.1 发生火灾时的船舶操纵和措施 √ √ √

3.2.3.2 人落水时的操纵 √ √ √



3.2.3.3 弃船注意事项 √ √ √

3.2.4 全船失电的应急措施 √ √ √

3.2.5 主要设备损坏时的船舶操纵

3.2.5.1 失锚和锚机损坏时的措施 √ √ √

3.2.5.2 舵失灵及损坏时的措施 √ √ √

3.2.5.3 缆绳绞缠桨叶时的措施 √ √ √

3.2.5.4 主机损坏时的措施 √ √ √

3.2.6 船舶发生溢油时的应急操纵 √ √ √

避碰与信号

5201：各类船长 5202:各类驾驶员



考 试 大 纲

适用对象

5201 5202

1 总则

1.1 《内河避碰规则》的宗旨 √

1.2 《内河避碰规则》的适用范围 √ √

1.3 责任

1.3.1 不能免责的对象 √ √

1.3.2 各种疏忽的含义 √ √

1.3.3 “背离”《内河避碰规则》的条件、目的和行动要求 √ √

1.3.4 长江干线航行的客渡船的避让要求（非长江干线水域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确定的避让要求） √ √



1.4 制定特别规定的机构、内容、要求 √ √

1.5 《内河避碰规则》第 5条所列用语的含义 √

2 航行与避让

2.1 行动通则

2.1.1 瞭望

2.1.1.1 瞭望的含义 √ √

2.1.1.2 瞭望的目的 √ √

2.1.1.3 正规瞭望的方法 √ √

2.1.2 安全航速

2.1.2.1 安全航速的概念 √ √



2.1.2.2 决定安全航速时应考虑的因素 √ √

2.1.2.3 控制船速的水域 √ √

2.1.2.4 不能免责的规定 √ √

2.1.3 航行原则

2.1.3.1 机动船航行原则 √ √

2.1.3.2 任何船舶航行原则 √ √

2.1.3.3 船舶在设有分道通航、定线制的水域航行原则 √ √

2.1.4 避让原则

2.1.4.1 船舶避让一般原则 √ √

2.1.4.2 让路船与被让路船的避让权利与义务 √ √



2.1.5 案例分析 √

2.2 机动船相遇，存在碰撞危险时的避让行动

2.2.1 机动船对驶相遇

2.2.1.1 机动船对驶相遇的判断 √ √

2.2.1.2 机动船对驶相遇的责任 √ √

2.2.1.3 机动船对驶相遇的行动 √ √

2.2.1.4 案例分析 √

2.2.2 机动船追越

2.2.2.1 机动船追越的判断 √ √

2.2.2.2 机动船追越的责任 √ √



2.2.2.3 机动船追越的行动 √ √

2.2.2.4 案例分析 √

2.2.3 机动船横越和交叉相遇

2.2.3.1 机动船交叉相遇局面判断 √ √

2.2.3.2 机动船横越和交叉相遇的责任 √ √

2.2.2.3 机动船横越和交叉相遇的行动 √ √

2.2.2.4 案例分析 √

2.2.4 机动船尾随行驶的责任和行动 √ √

2.2.5 长江干线航行的渡船避让责任

2.2.5.1 在长江干线航行的客渡船与其他顺航道或河道行驶的船舶相遇时的责任和行动 √ √



2.2.5.2 在长江干线航行的两渡船相遇时的责任和行动 √ √

2.2.6 机动船在干、支流交汇水域相遇

2.2.6.1 机动船驶经支流河口的行动要求 √ √

2.2.6.2 机动船在干、支流交汇水域相遇时的责任和行动 √ √

2.2.7 机动船在汊河口相遇时的责任和行动 √ √

2.2.8 机动船与在航施工的工程船相遇时的责任和行动 √ √

2.2.9 限于吃水海船的避让责任 √ √

2.2.10 快速船的避让责任 √ √

2.2.11 机动船掉头

2.2.11.1 机动船掉头的责任和行动 √ √



2.2.11.2 过往船舶的责任和行动 √ √

2.3 机动船与人力船、帆船、排筏相遇时的避让行动 √ √

2.4 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及其他规定

2.4.1 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

2.4.1.1 适用范围 √ √

2.4.1.2 戒备措施 √ √

2.4.1.3 避碰行动 √ √

2.4.1.4 案例分析 √

2.4.2 靠泊、离泊

2.4.2.1 机动船靠泊、离泊的责任与行动 √ √

2.4.2.2 靠泊、离泊水域附近行驶船舶的责任与行动 √ √



2.4.3 停泊的规定 √ √

2.4.4 渔船的避让责任 √ √

2.4.5 失去控制的机动船、非自航船的避让责任与行动 √ √

3 号灯和号型

3.1 号灯和号型作用、种类及相关技术要求 √

3.2 号灯和号型的显示时机和要求 √

3.3 在航机动船的号灯和号型的显示与识别 √ √

3.4 在航船队的号灯显示与识别 √ √

3.5 在航人力船、帆船、排筏的号灯和信号旗的显示与识别 √ √

3.6 工程船的号灯、号型和信号旗的显示与识别 √ √



3.7 机动船或船队在掉头前号灯、号型和信号旗的显示与识别 √ √

3.8 船舶、排筏停泊时号灯、号型和信号旗的显示与识别 √ √

3.9 搁浅的机动船、非自航船号灯和号型的显示与识别 √ √

3.10 装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在停泊、装卸及航行中号灯和信号旗的显示与识别 √ √

3.11 要求减速的船舶、排筏或者地段的号灯和信号旗显示与识别 √ √

3.12 渔船捕鱼时号灯、号型和信号旗的显示与识别 √ √

3.13 失去控制的机动船、非自航船锚泊前号灯和号型的显示与识别 √ √

3.14 船舶眠桅时号灯的显示要求 √ √

3.15 监督艇和航标艇号灯、号型的显示与识别 √ √

4 声响信号

4.1 船舶声响信号作用及其设备的技术要求 √

4.2 声号的含义 √



4.3 船舶相遇时声号的识别与应用 √ √

4.4 能见度不良时声响信号的识别与应用 √ √

4.5 甚高频无线电话的通话规定 √

5 遇险信号的识别与运用 √ √

6 常用国际信号旗的识别和运用 √ √



航道与引航

5301：一类船长 5302：一类大副 5303：一类二/三副

考 试 大 纲

适用对象

5301 5302 5303

1 内河水道

1.1 内河水道概况

1.1.1 河流的组成、分段及其特点 √

1.1.2 湖泊的分类及其特点 √

1.2 内河航道



1.2.1 航道概念

1.2.1.1 航道基本概念 √

1.2.1.2 航道分类 √

1.2.2 航道尺度

1.2.2.1 内河航道尺度和航道标准尺度定义 √ √

1.2.2.2 航道标准深度概念；富余水深概念及作用；动吃水的概念；富余水深的有关

规定

√ √ √

1.2.2.3 航道标准宽度概念 √ √ √

1.2.2.4 航道弯曲半径概念 √

1.2.3 通航净空尺度



1.2.3.1 跨河架空建筑物净空高度概念（设计净高和通航净高）；富余高度概念；船舶

安全通过跨河架空建筑物的计算

√ √ √

1.2.3.2 跨河架空建筑物净空宽度概念；富余宽度概念 √ √ √

1.3 内河航道等级

1.3.1 内河航区级别及划分标准 √ √ √

1.3.2 航道等级划分 √

2 河流水文要素

2.1 比降

2.1.1 比降概念、水面比降分类 √

2.1.2 比降对船舶航行的影响 √ √ √



2.2 流速

2.2.1 基本概念 √

2.2.2 影响流速大小的因素 √ √ √

2.2.3 分布规律 √ √ √

2.3 流向

2.3.1 定义 √ √ √

2.3.2 观测流向的方法 √ √ √

2.4 水位

2.4.1 水位的有关概念

2.4.1.1 水位的定义 √ √



2.4.1.2 当地零点与基本零点的关系 √ √

2.4.2 水位与水深

2.4.2.1 图注水深和实际水深的概念 √ √ √

2.4.2.2 实际水深的求法及使用注意事项 √ √ √

2.4.3 水位期划分 √

2.4.4 水位变化与船舶航行的关系 √ √ √

2.4.5 船舶驾引人员了解水位的目的 √ √ √

2.5 流态

2.5.1 流态的概念及识别方法 √ √ √



2.5.2 不同流态对船舶航行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主流、缓流、回流、横流、花水、夹堰水、

泡水、漩水）

√ √ √

2.6 潮汐

2.6.1 潮汐类型 √

2.6.2 潮汐主要术语 √ √ √

2.6.3 河口潮汐特点 √ √ √

2.6.4 《潮汐表》主要内容 √ √ √

2.6.5 潮汐推算方法 √

3 内河助航及安全标志

3.1 内河助航标志



3.1.1 概述

3.1.1.1 内河航标的作用 √ √

3.1.1.2 决定河流左、右岸的原则 √ √

3.1.1.3 内河航标的涂色和光色规定 √ √

3.1.1.4 航标灯质三要素及其规定 √

3.1.1.5 航标作用距离 √ √

3.1.2 内河航标的分类

3.1.2.1 主要航行标志功能、形状、颜色、灯质规定 √ √

3.1.2.2 信号标志功能、形状、颜色、灯质规定 √ √

3.1.2.3 专用标志功能、形状、颜色、灯质规定 √ √



3.2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

3.2.1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分类及各类标志的作用 √ √

3.2.2 主要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识别 √ √ √

4 航行图与航行安全信息

4.1 比例尺与图式

4.1.1 比例尺概念、常见种类 √ √

4.1.2 水深、水区障碍物等图式的判别 √ √

4.2 航行图种类、组成 √

4.3 航行图使用、保管和改正方法 √ √

4.4 航行安全信息 √ √ √



5 气象常识

5.1 气象要素

5.1.1 风

5.1.1.1 风的定义；风向的确定；船风的概念 √ √ √

5.1.1.2 风级的划分标准 √ √ √

5.1.2 能见度概念、等级 √ √ √

5.1.3 雾的分类及其特点 √ √ √

5.2 天气系统

5.2.1 雷暴、颮线的特征 √ √

5.2.2 寒潮的天气特点及防范措施 √ √



5.2.3 台风的天气特点及防台措施 √ √

5.3 灾害性天气预报 √ √

6 引航基本要领

6.1 航行条件分析

6.1.1 航行条件概念 √ √ √

6.1.2 航行条件包含的内容 √ √ √

6.2 航路选择

6.2.1 航路概念、种类 √ √

6.2.2 航路选择方法[上行（逆流）航路选择；下行（顺流）航路选择；平流航路选择；过河

航路选择]

√ √ √



6.3 内河船舶定线制

6.3.1 内河船舶定线制概念 √ √ √

6.3.2 内河船舶定线基本内容
√ √ √

6.4 吊向点和转向点选择

6.4.1 吊向点概念及选用目的 √ √ √

6.4.2 转向点概念及选用方法、转向时机掌握 √ √ √

6.5 船位

6.5.1 船位定义 √ √

6.5.2 落位概念及主要衡量标准 √ √ √

6.6 船舶避让的方法 √ √ √



7 不同类型河段的引航

7.1 顺直河段的引航

7.1.1 航行条件分析 √

7.1.2 引航基本方法 √

7.2 弯曲河段的引航

7.2.1 航行条件分析 √ √ √

7.2.2 引航基本方法 √ √ √

7.3 浅滩河段的引航

7.3.1 航行条件分析 √ √ √

7.3.2 引航基本方法 √ √ √



7.4 桥梁河段的引航

7.4.1 航行条件分析 √ √ √

7.4.2 引航基本方法 √ √ √

7.5 河口段的引航

7.5.1 入海河口的引航

7.5.1.1 航行条件分析 √ √ √

7.5.1.2 引航基本方法 √ √ √

7.5.2 支流河口的引航

7.5.2.1 航行条件分析 √ √ √

7.5.2.2 引航基本方法 √ √ √



7.6 船闸河段的引航

7.6.1 船闸航道水文特征及碍航因素 √ √

7.6.2 引航操作注意事项 √ √

7.7 急流滩河段的引航

7.7.1 航行条件分析 √ √

7.7.2 引航基本方法 √ √

7.8 险槽河段的引航

7.8.1 弯、窄、浅险槽航行条件分析及引航要点 √ √

7.8.2 滑梁险槽河段航行条件及引航要点 √ √

8 特殊情况下的引航



8.1 雷雨大风天的引航

8.1.1 雷雨天航行不利因素及引航注意事项 √ √ √

8.1.2 大风天引航航行不利因素及引航注意事项 √ √ √

8.2 夜航

8.2.1 夜航特点 √ √ √

8.2.2 夜间引航注意事项 √ √ √

8.3 能见度不良时的航行

8.3.1 能见度不良时航行的特点 √ √ √

8.3.2 能见度不良时引航注意事项 √ √ √

9 助航设备在引航中的应用



船舶管理

5401:一类船长 5402：一类大副 5403：一类二/三副

9.1 雷达在引航中的应用 √ √ √

9.2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在引航中的应用 √ √ √



考 试 大 纲

适用对象

5401 5402 5403

1 船员职务

1.1 船员职责

1.1.1 船长基本职责 √

1.1.2 大副基本职责 √

1.1.3 二/三副基本职责 √

1.2 安全规章制度

1.2.1 值班职责

1.2.1.1 航行中值班驾驶员职责 √ √ √



1.2.1.2 航行中值班驾驶员交接内容 √ √ √

1.2.1.3 停泊（系泊、锚泊）中值班驾驶员职责 √ √ √

1.2.1.4 停泊（系泊、锚泊）中值班驾驶员交接内容 √ √ √

1.2.2 航行日志记载规则

1.2.2.1 航行日志的作用 √ √ √

1.2.2.2 记载规定 √ √ √

1.2.2.3 记载内容 √ √ √

1.2.2.4 记载项说明 √ √ √

1.3 应变部署

1.3.1 船舶各项应变部署的要求



1.3.1.1 消防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1.3.1.2 救生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1.3.1.3 人落水营救部署的要求 √ √ √

1.3.1.4 进水抢险部署的要求 √ √ √

1.3.1.5 弃船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1.3.1.6 舵机失灵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1.3.1.7 溢油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1.3.2 各项应变警报的规定 √ √ √

1.3.3 船舶应变部署演习规定及注意事项 √ √ √

2 水运法规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 √ √

2.2 船舶管理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 √ √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 √ √ √

2.3 船员管理

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 √ √

2.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 √

2.3.3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违法记分办法》 √ √ √

2.3.4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 √ √ √

2.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 √ √ √



2.4 通航管理

2.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 √ √ √

2.4.2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 √ √ √

2.4.3 船舶向交管指挥中心（VTS）报告的程序和内容 √ √ √

2.5 船舶防污染管理

2.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 √ √

2.5.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 √ √

2.6 其它最新的水上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 √ √

3 甲板设备及使用管理

3.1 缆绳索具



3.1.1 纤维绳

3.1.1.1 纤维绳的种类、性能、用途 √

3.1.1.2 使用保养注意事项 √

3.1.2 钢丝绳

3.1.2.1 钢丝绳的种类、性能、用途 √

3.1.2.2 使用保养注意事项 √

3.2 锚设备

3.2.1 锚设备的组成与作用 √

3.2.2 锚链的组成与标记 √ √

3.3 舵设备



3.3.1 舵的种类和结构 √

3.3.2 操舵装置的种类与特点 √

3.3.3 舵设备的检查和保养 √

4 船舶堵漏

4.1 船舶堵漏器材

4.1.1 堵漏器材的种类 √ √

4.1.2 堵漏器材的保管要求 √ √

4.2 堵漏方法

4.2.1 各种舱内堵漏法的要点 √ √ √

4.2.2 各种舷外堵漏法的操作方法 √ √



4.3 船舶破舱进水后的措施

4.3.1 破损部位的测定方法 √ √

4.3.2 排水、隔离和保持船舶平衡的方法 √ √

5 船体保养

5.1 铁锈的识别与防锈措施 √

5.2 船用涂料

5.2.1 船舶几种常用涂料的性能、用途 √

5.2.2 船用涂料施工 √

6 助航仪器

6.1 船用雷达



6.1.1 雷达装置的组成及相关概念

6.1.1.1 雷达装置的基本组成部分及作用 √ √ √

6.1.1.2 雷达盲区和雷达阴影扇形的概念 √ √ √

6.1.1.3 雷达假回波种类、识别与抑制 √ √ √

6.1.1.4 雷达干扰回波的种类、识别与抑制 √ √ √

6.1.1.5 雷达目标回波的特征 √ √ √

6.1.2 雷达的操作

6.1.2.1 雷达面板上的各控制旋钮的作用 √ √ √

6.1.2.2 雷达开关机步骤 √ √ √

6.1.2.3 雷达助航的基本方法 √ √ √



6.2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6.2.1 AIS 的操作方法 √ √ √

6.2.2 使用 AIS 信息的注意事项 √ √ √

6.3 甚高频无线电话（VHF）

6.3.1 船舶常用甚高频无线电话的使用方法 √ √

6.3.2 甚高频无线电话通信

6.3.2.1 船舶航行时甚高频无线电话的使用注意事项 √ √

6.3.2.2 甚高频无线电话通信程序 √ √

6.4 测深仪

6.4.1 测深仪的组成 √ √



6.4.2 测深仪的使用 √ √

6.5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

6.5.1 GPS 的主要功能 √ √ √

6.5.2 GPS 设备的使用注意事项 √ √ √

6.6 磁罗经

6.6.1 磁罗经的使用 √

6.6.2 磁罗经的日常维护保养 √

7 船舶货运知识

7.1 船舶货运的一般知识

7.1.1 货物的分类、包装和标志



7.1.1.1 货物的分类方法及重大件货确定标准 √

7.1.1.2 货物包装的作用和标志种类及其作用 √

7.1.2 忌装货物的忌装要求 √

7.1.3 集装箱船的积载特点

7.1.3.1 集装箱的规格和标志 √

7.1.3.2 集装箱船的积载特点 √

7.1.3.3 集装箱系固设备 √

7.2 船舶的配载与积载

7.2.1 船舶的配载、积载概述

7.2.1.1 船舶的配载与积载的概念 √



7.2.1.2 船舶配、积载的基本要求 √

7.2.1.3 固体散装货物积载 √

7.2.1.4 散装液体货物积载 √

7.2.1.5 重、大件货物积载与系固 √

7.2.2 船舶装载能力

7.2.2.1 船舶装载能力概念 √ √

7.2.2.2 充分利用船舶装载能力的基本途径 √ √

8 船舶的主要尺度和吨位

8.1 船舶的主要尺度

8.1.1 主尺度的含义和种类 √ √



8.1.2 船型尺度的内容、用途 √ √

8.1.3 最大尺度的用途 √ √

8.1.4 登记尺度的用途 √ √

8.2 船舶吨位

8.2.1 排水量的概念、种类；各类排水量的含义 √ √

8.2.2 载重量的概念、种类；各类载重量的含义 √ √

8.2.3 容积吨的概念、种类和用途 √ √

9 水尺、浮性要素和载重线标志

9.1 水尺

9.1.1 水尺的概念与标记方法 √ √



9.1.2 水尺的读取方法 √ √

9.2 船舶浮态和平衡条件 √ √ √

9.3 载重线标志的内容及用途 √ √

10 稳性

10.1 稳性的一般概念 √ √ √

10.2 货物移动和装卸对浮态和稳性的影响

10.2.1 货物移动对浮态和稳性的影响 √ √

10.2.2 货物装卸对浮态和稳性的影响 √ √

10.3 液货、散货对稳性的影响

10.3.1 液体载荷对稳性的影响 √ √



10.3.2 散装载荷对稳性的影响 √ √

11 船舶管系

11.1 船舶管系的组成 √ √

11.2 船舶主要管系的种类及作用 √ √

12 船舶修理

12.1 船舶修理类别与修理工程的范围，船舶修理单的编制 √ √

12.2 修船前的检查

12.2.1 船体缺陷的形式；船体构件变形的种类；船体构件的变形极限的规定 √

12.2.2 船体构件的耗损检查；船体构件的蚀耗极限 √

12.3 修船注意事项



12.3.1 厂修注意事项 √ √

12.3.2 坞修注意事项 √ √

12.3.3 修船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 √ √

12.4 船舶检验

12.4.1 船舶检验的种类、间隔期限、证书分类 √

12.4.2 船舶检验：换证检验、中间检验、年度检验、附加检验的概念；各类检验的间隔期限

要求

√

13 车钟、报警装置

13.1 车钟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 √

13.2 报警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 √



14 轮机常识

14.1 船舶动力装置

14.1.1 柴油机常用名词 √

14.1.2 四冲程柴油机工作原理 √

14.2 船舶安全用电常识 √ √ √

14.3 应急设备

14.3.1 船舶应急设备的种类 √ √ √

14.3.2 应急舵机、应急电源、消防泵、水密门的作用及使用要点 √ √ √

15 船员职业素养

15.1 职业道德 √ √ √



15.2 法制观念 √ √ √

15.3 安全责任 √ √ √

15.4 应急处置 √ √ √

15.5 权益保护 √ √ √

16 海事案例分析

16.1 案例分析的一般规律与方法 √

船舶驾驶与管理

5501：二类船长 5502：二类驾驶员 5503：三类驾驶员



考 试 大 纲

适用对象

5501 5502 5503

1 船舶操纵

1.1 船舶操纵基本原理

1.1.1 舵效及其影响因素 √ √ √

1.1.2 旋回时船舶横倾的特点及措施；反移量的应用 √ √ √

1.1.3 船舶冲程及其影响因素 √ √ √

1.1.4 风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1.5 水流对船舶操纵性能的影响 √ √ √

1.1.6 浅水效应及岸壁效应 √ √ √



1.1.7 船间效应 √ √ √

1.2 系、离泊操纵

1.2.1 抛、起锚操纵

1.2.1.1 锚的用途 √ √

1.2.1.2 锚的抓力与出链长度的确定方法 √ √

1.2.1.3 船舶抛起锚的方法 √ √

1.2.1.4 各种锚泊方式特点及其适用条件 √ √

1.2.1.5 大风浪中锚泊的特点和注意事项 √ √

1.2.2 走锚和守锚

1.2.2.1 船舶发生走锚的原因，走锚的判断方法及走锚的应对措施 √ √ √



1.2.2.2 锚泊值班的要求及注意事项，长期锚泊的活锚措施 √ √ √

1.2.3 船舶掉头

1.2.3.1 船舶掉头方向选择及应考虑的因素 √ √ √

1.2.3.2 船舶掉头常用的操纵方法 √ √ √

1.2.4 靠、离泊操纵

1.2.4.1 用缆的注意事项 √ √

1.2.4.2 靠泊操纵 √ √

1.2.4.3 离泊操纵 √ √

1.3 特殊情况下操纵

1.3.1 大风浪中的船舶操纵注意事项 √ √ √



1.3.2 雷暴雨中操纵注意事项 √ √ √

1.3.3 船舶防碰撞的操纵

1.3.3.1 碰撞事故的原因 √ √ √

1.3.3.2 预防碰撞事故的措施 √ √ √

1.3.3.3 船舶碰撞后操纵船舶的应急措施和注意事项 √ √ √

1.3.4 搁浅与触礁

1.3.4.1 出现搁浅与触礁危险时的紧急措施 √ √ √

1.3.4.2 搁浅和触礁后的应急措施 √ √ √

1.3.4.3 搁浅后的脱浅方法和脱浅救助的注意事项 √ √ √

1.3.5 弃船、人落水



1.3.5.1 弃船的条件 √ √

1.3.5.2 弃船的注意事项 √ √

1.3.5.3 人落水时的操纵 √ √ √

1.3.6 主要设备损坏时的船舶操纵

1.3.6.1 失锚和锚机损坏时的措施 √ √ √

1.3.6.2 舵失灵及损坏时的措施 √ √ √

1.3.6.3 缆绳绞缠桨叶时的紧急措施 √ √ √

1.3.6.4 主机损坏时的措施 √ √ √

1.3.5.5 全船失电时的措施 √ √ √

2 航道与引航



2.1 内河航道与水文要素

2.1.1 航道尺度的概念 √ √

2.1.2 富余水深、净空高度的概念 √

2.1.3 船舶安全通过跨河架空建筑物的计算 √

2.1.4 航区的划分标准 √

2.1.5 水位与水深的关系，实际水深的计算 √ √ √

2.1.6 流向、流态

2.1.6.1 观测流向的方法 √ √

2.1.6.2 常见流态概念及识别方法 √ √ √

2.1.6.3 常见流态对船舶航行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 √ √



2.1.7 潮汐、河口潮汐的特点及利用 √ √

2.2 内河助航标志

2.2.1 航标的主要功能；决定河流左、右岸的原则；内河航标的涂色和光色规定 √ √

2.2.2 内河航标

2.2.2.1 主要航行标志的功能、形状、颜色 √ √

2.2.2.2 主要信号标志的功能、形状、颜色 √ √

2.2.2.3 专用标志的功能、形状、颜色 √ √

2.2.3 主要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识别 √ √

2.3 航行图

2.3.1 常见图式的识别 √ √



2.3.2 航行安全信息 √ √ √

2.4 气象常识

2.4.1 气象要素

2.4.1.1 风力等级及风向 √ √ √

2.4.1.2 雾的种类、特点 √ √ √

2.4.1.3 能见度的概念、等级 √ √ √

2.4.2 天气系统

2.4.2.1 雷暴、颮线的特征 √ √ √

2.4.2.2 船舶防寒潮措施 √ √ √

2.4.2.3 船舶防台措施 √ √ √



2.4.3 灾害性天气预报 √ √ √

2.5 引航基本原理

2.5.1 航行条件应包括的内容 √ √ √

2.5.2 引航基本要领

2.5.2.1 选择航路的方法 √ √ √

2.5.2.2 船位概念和“落位”的标准 √ √ √

2.5.3 转向点、吊向点的选择 √ √ √

2.5.4 船舶避让的方法 √ √ √

2.5.5 船舶定线制的措施及其基本内容 √ √ √

2.6 顺直河段、湖泊、水库、运河及河口段的引航基本方法及注意事项 √ √



2.7 弯曲、浅滩河段的引航基本方法及注意事项 √ √ √

2.8 桥区、船闸的引航操作要点和引航注意事项 √ √ √

2.9 急流滩河段的引航基本方法及注意事项 √ √ √

2.10 特殊情况下的引航

2.10.1 雾天航行注意事项 √ √ √

2.10.2 雷暴雨天气航行注意事项 √ √ √

2.10.3 夜航注意事项 √ √ √

3 船艺

3.1 甲板设备

3.1.1 系缆设备



3.1.1.1 船用钢丝绳和纤维绳的种类和用途 √ √

3.1.1.2 导缆和系缆装置的形式、作用 √ √

3.1.2 锚设备

3.1.2.1 锚设备的组成部分 √ √

3.1.2.2 锚机操作注意事项 √

3.1.2.3 锚链的组成与标记 √

3.1.3 舵设备的作用与组成 √ √

3.2 船体保养

3.2.1 防锈与除锈方法 √ √

3.2.2 船用涂料的性能和施工方法 √ √



3.3 船舶应急

3.3.1 船舶堵漏

3.3.1.1 堵漏器材的种类 √ √ √

3.3.1.2 堵漏器材的保管要求 √ √ √

3.3.1.3 各种堵漏法的要点 √ √ √

3.3.2 船舶应变（部署）

3.3.2.1 消防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3.3.2.2 救生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3.3.2.3 人员落水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3.3.2.4 油污染应变（部署）的要求 √ √ √



3.3.2.5 各项应变警报的规定 √ √ √

3.3.2.6 船舶应变（部署）演习规定及注意事项 √ √ √

3.4 助航仪器

3.4.1 甚高频的使用注意事项 √ √

3.4.2 雷达的使用注意事项 √ √

3.4.3 GPS 的使用注意事项 √

3.4.4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3.4.4.1 AIS 的组成、操作方法 √ √ √

3.4.4.2 使用 AIS 信息的注意事项 √ √ √

3.4.5 磁罗经的使用与保养 √



4 造船大意

4.1 船舶尺度及主要标志

4.1.1 船舶尺度

4.1.1.1 主要尺度的定义及作用 √ √

4.1.1.2 主要尺度与船舶性能的关系 √ √

4.1.2 水尺和载重标志识别方法 √ √

4.2 稳性

4.2.1 稳性的一般概念 √ √ √

4.2.2 船舶积载与稳性的关系 √ √ √

4.3 抗沉性 √ √



4.4 船舶检验

4.4.1 船舶检验的种类、间隔期限、证书分类 √ √

4.4.2 船舶检验：换证检验、中间、年度检验、附加检验的概念；各类检验的间隔期限要求 √ √

5 职务与法规

5.1 船员职责

5.1.1 船长的主要职责 √

5.1.2 驾驶员的主要职责 √ √

5.2 安全规章制度

5.2.1 值班职责

5.2.1.1 航行中值班驾驶员职责 √ √ √



5.2.1.2 航行中值班驾驶员交接內容 √ √

5.2.1.3 停泊（系泊、锚泊）中值班驾驶员职责 √ √ √

5.2.1.4 停泊（系泊、锚泊）中值班驾驶员交接内容 √ √

5.2.2 航行日志记载规则记载规定 √ √ √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 √ √

5.4 船舶管理

5.4.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 √ √

5.4.2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 √ √ √

5.5 船员管理

5.5.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 √ √



5.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 √

5.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 √ √ √

5.5.4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 √ √ √

5.5.5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违法记分办法》 √ √ √

5.6 通航管理

5.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 √ √ √

5.7 船舶防污染管理

5.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 √ √

5.7.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 √ √

5.8 其它最新的水上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 √ √



6 轮机常识

6.1 船舶动力装置

6.1.1 柴油机常用名词 √ √

6.1.2 四冲程柴油机工作原理 √ √

6.1.3 其它动力装置

6.1.3.1 汽油机的工作原理 √

6.1.3.2 电力推进装置基本结构 √

6.1.4 燃、润料基本知识 √

6.1.5 主推进动力装置的运行管理 √

6.2 船舶辅机与机舱管理



6.2.1 离心泵、往复泵、齿轮泵的应用 √ √

6.2.2 船用油水分离器或污水(油)柜的应用 √ √

6.3 船舶电气

6.3.1 船舶安全用电常识 √ √ √

6.3.2 柴油机电系的基本组成及功用 √

6.3.3 蓄电池的正确使用、测量方法及日常维护管理 √

6.4 应急设备

6.4.1 船舶应急设备的种类 √ √ √

6.4.2 应急舵机、应急电源、消防泵、水密门的作用及使用要点 √ √ √

7 内河船员职业素养



7.1 职业道德 √ √ √

7.2 法制观念 √ √ √

7.3 安全责任 √ √ √

7.4 应急处置 √ √ √

7.5 权益保护 √ √ √



二、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驾驶专业）

（一）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3000总吨及以上内河船舶除外）

实际操作考试内容

适用对象

一类 二类 三类
航区（线）

船长 大副 二/三副 船长 驾驶员 驾驶员

1 助航设备、通讯设备的操作

1.1 磁罗经：用磁罗经测量方位 √ √

1.2 测深仪

1.2.1 测深仪的操作 √ √

1.2.2 水深数据的读取 √ √

1.3 甚高频（VHF）无线电话

1.3.1 VHF 的基本操作 √ √ √ √ √

1.3.2 值守频道 √ √ √ √ √

★ 1.4 船用雷达（长江水系以外的二类船员不作要求）



1.4.1 雷达的基本操作（开关机操作） √ √ √ √

1.4.2 用雷达识别目标 √ √ √ √

1.4.3 物标观测及数据获取 √ √ √ √

1.4.4 假回波（物标）的识别 √ √ √ √

★ 1.5 全球卫星导航仪（GPS）（长江水系以外的二类船员不作要

求） 1.5.1 全球卫星导航仪的基本操作（开机操作） √ √ √ √

1.5.2 全球卫星导航仪的定位导航功能 √ √ √ √

★ 1.6 船载 AIS（黑龙江水系、非水网地区不作要求）

1.6.1 AIS 开机操作及数据输入 √ √ √ √ √

1.6.2 AIS 的信息获取及应用 √ √ √ √ √

2 船舶操纵

2.1 弯、窄、浅险槽航行操作

2.1.1 上行航行操作 √ √ √ √ √ √

2.1.2 下行航行操作 √ √ √ √ √ √

2.2 掉头操纵 √ √ √ √ √ √

2.3 抛起锚操纵

2.3.1 抛锚操纵 √ √ √ √



2.3.2 起锚操纵 √ √ √ √

2.4 靠、离泊操纵

2.4.1 靠泊操纵 √ √ √ √

2.4.2 离泊操纵 √ √ √ √

2.5 桥区航行操作 √ √ √ √ √ √

2.6 闸（坝）区航行操作 √ √ √ √ √ √

3 应急应变

3.1 突遇能见度不良航行操作

3.1.1 遇雾航行操作 √ √ √ √ √ √

3.1.2 遇雨（雪）航行操作 √ √ √ √ √ √

3.2 大风浪中船舶操纵 √ √ √ √ √ √

3.3 船舶失控应急

3.3.1 主机失灵应急处置 √ √ √ √ √ √

3.3.2 舵机失灵应急处置 √ √ √ √ √ √

3.3.3 船舶失电应急处置 √ √ √ √ √ √

3.4 船舶碰撞应急

3.4.1 碰撞前的紧急操船 √ √ √ √ √ √



3.4.2 碰撞后的应变措施 √ √ √ √ √ √

3.5 船舶火灾的应急 √ √ √ √ √ √

3.6 船舶触礁/搁浅的应急

3.6.1 船舶触礁/搁浅前的紧急操船 √ √ √ √ √ √

3.6.2 船舶触礁/搁浅后的应变措施 √ √ √ √ √ √

3.7 船舶走锚应急

3.7.1 走锚的判定 √ √ √ √ √ √

3.7.2 走锚的应对措施 √ √ √ √ √ √

3.8 人员落水应急

3.8.1 人员落水（或发现有落水人员）后的紧急操船 √ √ √ √ √ √

3.8.2 人员落水的施救措施 √ √ √ √ √ √

3.9 油污染应急 √ √ √ √ √ √

3.10 遇雷暴、飑线、热带气旋天气时应急操作 √ √ √ √ √ √

4 货物积载与系固

4.1 重、大件货物积载与系固

4.1.1 重、大件货物积载 √ √

4.1.2 重、大件货物系固 √ √



4.1.3 了解中拱和中垂的危害和预防措施 √

4.2 集装箱积载与系固

4.2.1 集装箱积载 √ √

4.2.2 集装箱船舶稳性的判断 √ √

4.2.3 集装箱船舶稳性不足时的应对措施 √ √

4.2.4 集装箱系固 √ √

4.3 固体散装货物积载

4.3.1 按照舱容比例合理分配货物 √ √

4.3.2 装舱顺序 √ √

4.3.3 平舱要求 √ √

4.4 散装液体货物积载

4.4.1 自由液面对稳性的影响 √ √

4.4.2 船舶稳性不足时的应对措施 √ √

4.5 货物标志识读

4.5.1 普通货物标志 √ √

4.5.2 集装箱标志 √ √

4.5.3 危险货物包装及标志 √ √



5 海事案例分析

5.1 原因分析 √ √

5.2 责任认定 √ √

5.3 经验教训 √ √

6 引航操作

6.1 航道熟悉情况

6.1.1 航道情况：航标设置情况，浅滩、急流滩碍航情况，

主要碍航物（礁石、沉船）位置，跨河建筑物的位置及通航规定等

√

6.1.2 水文及气象情况，如航道水流、水深、气象等情况 √

6.1.3 航行环境：锚地设置情况和进出锚地船舶航行情况、

渡线及渡船渡运规律、渔船作业情况、挖沙作业情况等

√

6.2 航路与航法

6.2.1 航路选择 √

6.2.2 上下水航行方法 √

6.2.3 航行中吊向点、转向点、过河点、船位选择和控制 √

7 填绘、识读航道示意图

7.1 主要助航标志的名称、位置、灯光性质（灯色、发光形式）等；

标注交通安全标志的位置

√



★ 7.2 航行注意事项。说明所填绘航段的通航规定、航法、ＶＴ

Ｓ报告线、VHF 报告频道及其他航行注意事项。(水网地区应包括定

线制规定)

√

7.3 航道概况：地名、浅滩的位置及主要碍航物位置、高度、深度；

标明航道主缓流所在岸别、控制河段；锚地

√

7.4 各类水上、水下管线、建筑物的概位和通航尺度以及上下水航

线或交通流方向

√

8 避碰规则及有关规定的运用

8.1 瞭望与判断

8.1.1 正规瞭望的全面性和及时性 √ √ √ √ √ √ √

8.1.2 碰撞危险的判别 √ √ √ √ √ √ √

8.2 船舶避让

8.2.1 声号、号灯、号型及有关号旗的识别和使用 √ √ √ √ √ √ √

8.2.2 车舵的合理使用 √ √ √ √ √ √ √



8.2.3 船舶避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 √ √ √ √ √ √

★ 8.3 相应航区交通管理特别规定（非水网地区不作要求）

8.3.1 船舶向交管指挥中心（VTS）报告的程序和内容 √ √ √ √ √ √ √

8.3.2 定线制水域航行规定 √ √ √ √ √ √ √

8.3.3 限制水域规定，如禁止抛锚、追越和掉头，限速、减

速等

√ √ √ √ √ √ √

（二）3000总吨及以上内河船舶（简称“大型船舶”）实际操作考试

1 大型船舶操纵

1.1 大型船舶操纵性能参数的正确运用（冲程、旋回圈要素）

1.2 靠、离泊操纵

1.3 掉头操纵

1.4 抛、起锚操纵

2 大型船舶引航操作

2.1 安全航速在船舶避让或操纵中的正确运用

2.2 船舶定线制等水域的控制河段，通航条件受限制航段、警戒区、横驶区范围、单向通航

2.3 深水航道设置标准和尺度、通航分道和分隔带分别占航标标示航道宽度、推荐航路设置



2.4 重要参考航向,关键转向点和吊向点

2.5 相关航段吃水受限制规定及最小富余水深的规定

2.6 风对船的影响及操作要领

2.7 弯曲河段航行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8 狭窄航段会让水域、等让点选择

2.9 浅滩航段熟悉浅水效应及预防措施

2.10 重点大桥、船闸水域范围、桥梁（船闸）通航尺度、设标情况、水流及桥（船闸）区水

域的航行条件和通航管理规定；船舶在桥（船闸）区的引航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11 入海河口和支流河口段引航方法和注意事项

一、内河船舶船员适任理论考试大纲（轮机专业）

主推进动力装置

2101：一类轮机长 2102：一类大管轮 2103：一类二/三管轮

大纲考试 适用对象



2101 2102 2103

1 柴油机基本知识

1.1 主推进动力装置的组成、类型和要求 √ √ √

1.2 柴油机常用技术名词 √

1.3 四冲程柴油机的工作原理 √ √ √

1.4 柴油机定时图 √ √ √

1.5 船舶柴油机分类 √

1.6 内河柴油机的发展趋势 √

2 柴油机的主要部件

2.1 机座、机体、主轴承



2.1.1 机座的功用、工作条件、安装要求和主要缺陷检查方法 √ √

2.1.2 机体的功用、工作条件、安装要求和主要缺陷检查方法 √ √

2.1.3 主轴承功用、工作条件 √ √

2.1.4 主轴承的材料、定位方法和安装要求 √ √

2.1.5 主轴承的间隙测量方法和下瓦厚度测量方法 √ √

2.1.6 薄壁轴瓦装配的特点 √ √ √

2.1.7 主轴承常见故障及处理 √ √

2.2 气缸套、气缸盖

2.2.1 气缸套的功用、结构、工作条件及要求 √

2.2.2 气缸套的拆装方法、磨损量的测量方法及常见故障和检修方法 √ √



2.2.3 气缸盖的功用、结构、工作条件及要求 √

2.2.4 气缸盖的拆装和常见缺陷的检验方法 √ √ √

2.3 活塞组件

2.3.1 活塞组件功用、结构、工作条件及要求 √ √ √

2.3.2 活塞环的工作原理 √

2.3.3 活塞环与环槽的检查与测量 √ √

2.3.4 活塞与活塞销磨损量的测量方法 √ √ √

2.3.5 活塞组件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 √ √

2.4 连杆组件

2.4.1 连杆组件的功用、结构、工作条件及要求 √ √ √



2.4.2 连杆轴承的检测方法 √ √

2.5 曲轴组件

2.5.1 曲轴的功用、结构、工作条件及要求 √ √

2.5.2 多缸柴油机曲柄排列的基本原则 √ √

2.5.3 曲轴臂距差的测量和记录方法及要求，曲轴拐档表的使用和记录 √ √

2.6 柴油机运动部件失中原因 √

3 柴油机的主要系统

3.1 船用柴油机换气系统

3.1.1 换气系统功用、组成及要求 √ √

3.1.2 配气机构各组成部分的功用及要求 √ √ √



3.1.3 柴油机换气质量的影响因素 √ √ √

3.1.4 进、排气阀阀面角及研磨、检验方法 √ √

3.1.5 旋阀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

3.1.6 气阀机构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 √

3.1.7 气阀间隙检查与调整 √ √

3.1.8 进、排气阀定时的检查及调整 √ √

3.2 柴油机燃油系统

3.2.1 燃烧基本知识

3.2.1.1 燃油雾化与混合 √ √

3.2.1.2 燃烧室的功用与分类 √ √



3.2.1.3 燃烧的四个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 √

3.2.1.4 排气颜色、排温与燃油燃烧的关系 √ √ √

3.2.2 燃油系统的功用、组成及要求 √

3.2.3 喷油泵

3.2.3.1 回油孔调节式喷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

3.2.3.2 回油孔调节式喷油泵油量调节的方法及特点 √ √ √

3.2.3.3 回油孔调节式喷油泵供油定时、供油零位的检查及调整方法 √ √ √

3.2.3.4 回油孔调节式喷油泵密封性检查试验方法 √ √ √

3.2.3.5 回油孔调节式喷油泵各缸供油量均匀性检查及调整方法 √ √

3.2.4 喷油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



3.2.5 喷油器喷油压力和喷油雾化试验调整方法及要求 √ √

3.2.6 喷油器发生不正常喷射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 √ √

3.2.7 燃油喷射过程三个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 √

3.2.8 燃油系统维护管理要点及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 √ √

3.3 柴油机润滑系统

3.3.1 润滑系统功用、组成及要求 √ √

3.3.2 滑油系统主要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

3.3.3 润滑系统维护管理要点及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 √ √

3.4 柴油机冷却系统

3.4.1 冷却系统功用、组成及要求 √ √



3.4.2 冷却系统主要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

3.4.3 冷却系统的维护管理要点及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 √ √

3.5 柴油机起动装置

3.5.1 电力起动装置功用、组成及要求、维护管理要点及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

3.5.2 压缩空气起动装置

3.5.2.1 压缩空气起动装置功用、组成及要求 √ √ √

3.5.2.2 压缩空气起动装置定时检查及调整方法 √ √

3.5.2.3 压缩空气起动装置维护管理要点及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 √

3.5.3 气动马达起动装置功用、组成及要求、维护管理要点及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 √ √

3.6 柴油机调速装置



3.6.1 船用柴油机调速器的工作原理和作用 √ √

3.6.2 调速器的性能指标 √

3.6.3 调速器的维护管理及常见故障处理 √ √

3.7 换向装置

3.7.1 柴油机直接换向装置的结构、工作原理、日常维护要点和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 √ √

3.7.2 船用齿轮箱结构、工作原理、日常维护要点和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 √ √

4 柴油机增压装置

4.1 柴油机增压的目的 √

4.2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分类、结构、工作原理及特点 √ √

4.3 废气涡轮增压器日常维护管理要点和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 √ √



5 船舶轴系和螺旋桨

5.1 船舶轴系

5.1.1 船舶轴系功用及组成 √ √ √

5.1.2 典型推力轴承的结构、工作原理、维护管理和检修方法 √ √

5.1.3 联轴节结构分类特点及应用 √ √

5.1.4 尾管轴承的结构材料类型及维护管理要点 √ √

5.1.5 船舶轴系偏移和曲折值的测量和校中方法 √ √

5.1.6 船舶轴系日常维护要点和故障排除方法 √ √

5.2 螺旋桨

5.2.1 螺旋桨功用、结构及各部名称 √ √



5.2.2 螺旋桨的主要技术参数及工作原理 √

5.2.3 影响螺旋桨推进、转矩及效率的主要因素 √

5.3 主机功率的传递及其效率 √

5.4 螺旋桨的空泡腐蚀 √

5.5 船舶轴系扭转振动的概念及减振措施

5.5.1 轴系扭转振动的基本概念 √ √

5.5.2 轴系减振的基本措施 √ √

6 柴油机特性

6.1 柴油机性能指标 √ √ √

6.2 柴油机特性概念及应用



6.2.1 柴油机速度特性定义、分类及应用 √ √

6.2.2 柴油机负荷特性定义及应用 √ √

6.2.3 柴油机推进特性定义及应用 √ √

6.2.4 柴油机限制特性定义及应用 √ √

6.3 柴油机故障诊断

6.3.1 柴油机故障诊断的任务 √ √

6.3.2 判断柴油机技术状态的主要依据 √ √

6.4 柴油机的工况测量及分析

6.4.1 爆压表的使用 √ √

6.4.2 电子示功器的工作原理及使用 √ √



6.4.3 柴油机的工况分析 √ √



船舶辅机与电气

2201：一类轮机长 2202：一类大管轮 2203：一类二/三管轮

大纲考试

适用对象

2201 2202 2203

1 船用泵

1.1 船用泵的分类、性能参数和泵的正常工作条件

1.1.1 分类：容积式泵、叶轮式泵、喷射式泵 √

1.1.2 性能参数

1.1.2.1 流量、扬程、功率、效率、转速 √

1.1.2.2 允许吸入真空高度、汽蚀余量 √ √



1.1.3 泵的正常工作条件 √ √ √

1.2 往复泵

1.2.1 往复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2.2 往复泵的工作特点 √

1.3 齿轮泵

1.3.1 外啮合齿轮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3.2 齿轮泵的工作特点 √

1.3.3 可逆转齿轮泵 √

1.3.4 齿轮泵的日常管理、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 √ √

1.4 螺杆泵



1.4.1 螺杆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 √ √

1.4.2 螺杆泵的工作特点、日常管理、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 √ √

1.5 离心泵

1.5.1 离心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5.2 离心泵的工况调节 √ √ √

1.5.3 离心泵的汽蚀现象 √ √

1.5.4 离心泵的日常管理、检修注意事项、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 √ √

1.6 叶片泵

1.6.1 叶片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6.2 叶片泵的工作特点和管理要点 √ √



1.7 喷射泵

1.7.1 水喷射泵的种类、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7.2 水喷射泵的性能特点、日常管理 √ √ √

2 船用活塞式空压机和通风机

2.1 压缩空气系统组成、用途、特点 √

2.1.1 空气瓶 √ √ √

2.1.2 减压阀 √ √ √

2.2 活塞式空压机的工作原理

2.2.1 活塞式空压机的工作循环 √ √ √

2.2.2 活塞式空压机的多级压缩与中间冷却 √ √ √



2.3 活塞式空压机的结构

2.3.1 空压机的典型结构 √ √ √

2.3.2 空压机的自动控制及设备 √ √ √

2.4 船用活塞式空压机的管理

2.4.1 活塞式空压机的操作和运行管理 √ √ √

2.4.2 活塞式空压机气阀及活塞组件的检修与保养 √ √ √

2.4.3 活塞式空压机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 √ √

2.5 通风机

2.5.1 通风机的种类 √

2.5.2 离心式通风机和轴流式通风机的结构、工作原理、性能 √ √ √



3 船舶制冷与空调

3.1 制冷方法和制冷装置的种类 √ √

3.2 单级压缩制冷装置的基本组成和制冷原理

3.2.1 压缩制冷装置的基本组成和功用 √

3.2.2 制冷循环的基本原理 √ √

3.3 船用制冷装置的组成 √ √

3.4 压缩制冷装置的操作与管理

3.5 空调装置

3.5.1 空调的任务和对空调的要求 √ √ √

3.5.2 船舶空调装置的主要设备 √ √ √



3.5.3 船舶空调装置的管理 √ √ √

4 甲板机械

4.1 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

4.1.1 液压传动装置的基本组成及其作用 √

4.1.2 液压传动装置的主要优缺点 √

4.2 常用液压元件及图形符号

4.2.1 常用液压泵

4.2.1.1 液压泵的分类 √ √

4.2.1.2 常用柱塞泵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 √ √ √

4.2.1.3 柱塞式液压泵的管理要点 √ √ √



4.2.2 液压阀 √ √ √

4.3 液压油 √ √ √

4.4 电动液压舵机

4.4.1 电动液压舵机的转舵机构类型、结构、特点 √ √ √

4.4.2 电动液压舵机的液压系统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 √ √ √

4.4.3 电动液压舵机的日常管理、应急使用 √ √ √

4.4.4 舵机及系统常见故障判断、分析与排除 √ √

4.4.5 我国内河钢质船舶建造规范对舵机的要求 √ √

4.5 锚缆机械的种类、结构、工作原理

4.5.1 电动锚缆机械的结构、工作原理 √ √ √



4.5.2 液压锚缆机械的一般组成和工作原理 √ √

4.5.3 我国内河钢质船舶建造规范对锚缆机械的技术要求 √ √

5 船用锅炉

5.1 船用锅炉的功用、分类和性能参数

5.1.1 船用锅炉的功用、分类 √ √ √

5.1.2 船用锅炉的基本性能参数 √ √ √

5.2 船用锅炉的结构

5.2.1 燃油辅助锅炉的结构、特点 √ √ √

5.2.2 废气锅炉的结构、特点 √ √ √

5.3 燃油辅助锅炉的附件 √ √ √



5.4 燃油辅助锅炉的燃烧装置

5.4.1 燃烧设备 √ √ √

5.4.2 燃烧状况的判断 √ √ √

5.5 燃油辅助锅炉的自动控制 √ √ √

5.6 锅炉的管理

5.6.1 锅炉的使用管理 √ √ √

5.6.2 锅炉的应急处理 √ √ √

5.6.3 锅炉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 √ √

6 离心分油机

6.1 离心分油机的结构 √ √ √



6.2 离心分油机的工作原理 √ √ √

7 电工基础知识

7.1 直流电的基础知识 √ √ √

7.2 交流电的基础知识 √ √ √

7.3 三相电源、三相负载的连接方法 √ √ √

8 电工仪表

8.1 电流及电压的测量 √ √ √

8.2 万用表的使用 √ √ √

8.3 兆欧表的使用 √ √ √

8.4 钳形电流表的使用 √ √ √



9 船舶电机

9.1 异步电动机

9.1.1 异步电动机的结构 √ √ √

9.1.2 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 √ √

9.1.3 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调速、换向、制动 √ √

9.1.4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典型故障及其处理 √ √

9.1.5 电动机的维护管理 √ √ √

9.2 同步发电机

9.2.1 同步发电机的结构和原理 √ √ √

9.2.2 同步发电机运行管理 √ √ √



9.2.3 同步发电机的典型故障及其处理 √ √

9.3 直流电机

9.3.1 直流电机的结构 √ √ √

9.3.2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 √ √

9.3.3 直流启动电机结构及维护管理 √ √ √

10 船舶电器设备

10.1 常用控制电器及符号

10.1.1 开关及熔断器 √ √ √

10.1.2 接触器 √ √ √

10.1.3 时间继电器、电磁式继电器、热继电器 √ √ √



10.1.4 主令控制器及圆盘式电磁制动器 √ √ √

10.1.5 常用控制电器的常见故障及其处理 √ √

10.2 典型控制电路

10.2.1 点动、连续控制和多地点控制 √ √ √

10.2.2 正反转互锁控制 √ √ √

10.2.3 联锁控制 √ √

10.2.4 短路、过载、失压保护的基本功能及功能实现 √ √ √

10.2.5 交流三速锚机控制电路简介 √ √

10.2.6 典型控制电路的常见故障及其处理 √ √

10.3 船舶电站



10.3.1 船舶电力系统

10.3.1.1 船舶电力系统的组成 √ √ √

10.3.1.2 船舶电力系统的特点 √ √ √

10.3.1.3 船舶电力系统的基本参数 √ √ √

10.3.2 同步发电机并车条件及方法

10.3.2.1 同步发电机的并车条件 √ √ √

10.3.2.2 同步表法 √ √ √

10.3.2.3 电抗器粗同步并车 √ √ √

10.3.2.4 同步发电机自动调压装置的功能及分类 √

10.3.3 配电板的组成及其作用



10.3.3.1 船舶配电板的组成及作用 √ √ √

10.3.3.2 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 √

10.3.3.3 装置式空气断路器 √ √

10.3.4 配电板主要仪表和主要操作开关

10.3.4.1 主要仪表及转换开关的功用及操作方法 √

10.3.4.2 发电机的保护 √ √

10.3.4.3 逆功率继电器的作用及使用 √ √

10.3.5 同步发电机负载转移，卸载及停车的操作方法 √ √ √

10.3.6 重要负载的供电方式 √ √ √

10.3.7 船舶电网的保护



10.3.7.1 船舶电网的分类及线制 √ √ √

10.3.7.2 船舶电网的短路保护 √ √ √

10.3.7.3 船舶电网的过载保护 √ √ √

10.3.7.4 单相接地保护及电网绝缘监测 √ √ √

10.3.8 船用蓄电池

10.3.8.1 船用蓄电池的分类，使用 √

10.3.8.2 酸性蓄电池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及维护保养 √

10.3.8.3 船用蓄电池的充电方法 √

10.3.8.4 逆变器和充电器 √ √

10.3.9 岸电



10.3.9.1 接用岸电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 √ √

10.3.9.2 相序指示器 √ √ √

10.3.9.3 逆序继电器 √ √

10.4 电气安全与安全用电

10.4.1 安全用电常识

10.4.1.1 触电原因 √ √ √

10.4.1.2 人体触电电流及安全电压 √ √ √

10.4.1.3 触电急救注意事项 √ √ √

10.4.2 触电安全防护措施

10.4.2.1 预防触电措施 √ √ √



10.4.2.2 保护接地 √ √ √

10.4.2.3 工作接地及保护接零 √ √ √

10.4.3 电器防火、防爆常识

10.4.3.1 船用电气设备的要求 √ √ √

10.4.3.2 危险区的电器设备 √ √ √

10.4.3.3 船上工作操作及安全要求 √ √ √

10.4.4 航行灯、信号灯常识

10.4.4.1 船舶照明器 √ √ √

10.4.4.2 船舶航行信号灯及其控制 √ √ √

10.4.4.3 船舶照明配电系统 √ √ √



11 自动控制

11.1 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

11.1.1 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 √

11.1.2 反馈控制系统

11.1.2.1 基本组成和作用 √ √

11.1.2.2 双位控制及其特点 √ √

11.1.2.3 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 √

11.1.2.4 自动控制系统的分类 √ √

11.2 控制系统

11.2.1 主机冷却水温度控制系统 √ √



11.2.2 主机遥控系统

11.2.2.1 主机遥控的基本概念 √ √

11.2.2.2 主机遥控系统的组成及其种类 √ √

11.2.2.3 主机遥控系统实例 √ √

11.2.3 机舱设备监测

11.2.3.1 常用传感器的原理及使用 √ √ √

11.2.3.2 监测电路实例 √ √

11.3 火警探测器以及火警报警系统 √ √ √



机舱管理

2301：一类轮机长 2302：一类大管轮 2303：一类二/三管轮

大纲考试

适用对象

2301 2302 2303

1 值班制度

1.1 航行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 √ √

1.2 停泊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 √ √

1.3 驾驶、轮机联系制度 √ √ √

2 船舶管系

2.1 管路系统概述



2.1.1 机舱管路系统的分类、作用 √ √

2.1.2 机舱管路系统的布置、标识、要求 √ √

2.2 机舱各主要管路系统日常维护管理及注意事项 √ √

3 船舶油料、物料、备件管理

3.1 燃油管理

3.1.1 燃油的主要性能指标 √ √

3.1.2 燃油的种类及牌号 √

3.1.3 燃油油料加装程序及验收 √ √ √

3.1.4 燃用重柴油和重油的管理特点 √ √ √

3.2 润滑油料管理



3.2.1 润滑油的主要性能指标 √

3.2.2 润滑油种类及选用 √

3.2.3 润滑油变质的原因与危害 √ √ √

3.2.4 润滑油的检查方法 √ √

3.3 物料管理

3.3.1 物料的种类 √ √

3.3.2 物料的保管 √

3.4 备件管理

3.4.1 船舶备件管理 √ √

3.4.2 备件的申请与订购 √



4 船舶动力装置的技术管理

4.1 船舶动力装置的概述

4.1.1 船舶动力装置的组成和类型 √ √

4.1.2 船舶动力装置的基本特性指标 √ √

4.1.3 对船舶动力装置的要求 √ √

4.2 主推进动力装置的运行管理

4.2.1 备车、机动操纵

4.2.1.1 备车的目的、工作程序和方法 √ √

4.2.1.2 机动操纵时注意事项和工作程序 √ √ √

4.2.2 运转过程中的检查项目和方法、运转过程中的调整措施 √ √ √



4.2.3 停车和完车的工作程序及管理要点 √ √

4.3 柴油机运行的应急处理

4.3.1 柴油机滑油失压、冷却水高温情况下的应急处理 √ √ √

4.3.2 拉缸的现象、原因及应急处理措施 √ √ √

4.3.3 敲缸的类型、原因及应急处理措施 √ √ √

4.3.4 封缸的原因及类型、封缸运行的处理措施及封缸运行时应注意的问题 √ √

4.3.5 曲轴箱爆炸的原因、预防措施及应急处理措施 √ √ √

4.3.6 烟囱冒火的原因、预防及处理措施 √ √

4.3.7 停增压器运行的处理措施及注意事项 √ √

5 船舶安全运行与工况管理



5.1 不同航区、不同工况下主机操纵和机舱管理注意事项

5.1.1 满载，空载及污底时管理 √ √

5.1.2 大风浪航行工况管理 √ √

5.1.3 浅水区及窄航道航行工况管理 √ √

5.1.4 转弯工况管理 √ √

5.1.5 紧急倒车工况管理 √ √

5.2 船舶主辅机发生故障应采取的措施 √ √ √

5.3 轮机部日常工作安排及各种作业安全注意事项 √ √ √

5.4 船舶发生重大事故时，应采取的措施

5.4.1 船舶搁浅后的应急措施 √ √ √



5.4.2 船舶碰撞后的应急措施 √ √ √

5.4.3 船舶发生其他事故时的应急措施

5.4.3.1 船舶污染事故 √ √ √

5.4.3.2 全船失电 √ √ √

5.4.3.3 机损事故发生时的处理原则 √ √ √

5.4.3.4 机舱进水需采取的应急措施 √ √ √

6 船舶防污染

6.1 防污染有关法规及规定 √ √

6.2 船舶防污染证书 √

6.3 《油类记录簿》的填写及注意事项 √ √



6.4 油污应急计划 √ √

6.5 船舶污油水处理装置及处理方法

6.5.1 油污水处理基本方法及要求 √ √

6.5.2 油污水处理装置（防污染设备）

6.5.2.1 油水分离器种类、结构和性能 √ √

6.5.2.2 油水分离器的管理 √ √

6.5.3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6.5.3.1 生活污水的排放指标 √ √

6.5.3.2 生活污水的处理方式 √ √

6.6 固体垃圾管理 √ √



7 船舶防火防爆安全管理

7.1 船舶火灾的特点 √ √ √

7.2 船舶火灾的种类和原因 √ √ √

7.3 船舶消防设备、使用及管理

7.3.1 火灾探测及报警系统 √ √ √

7.3.2 固定式灭火系统 √ √ √

7.3.3 常用手提式灭火器的使用及管理 √ √ √

7.3.4 其它消防设备 √ √ √

7.4 防火防爆安全制度

7.4.1 船员日常防火防爆守则 √ √ √



7.4.2 防火防爆预防措施 √ √ √

7.4.3 机舱火灾应急操作规程 √ √ √

8 船舶检验及安全检查

8.1 船舶检验

8.1.1 检验种类及要求 √ √

8.1.2 轮机部主要设备检验规范 √ √

8.2 船舶安全检查 √ √ √

8.3 机舱应急设备

8.3.1 机舱应急设备种类 √ √ √

8.3.2 机舱应急设备检查、使用、管理 √ √ √



8.4 船舶应变部署 √ √ √

8.5 船舶证书 √

8.6 船舶试验

8.6.1 系泊试验的要求 √ √

8.6.2 航行试验的要求 √ √

9 文件与资料管理

9.1 轮机部文件资料 √ √

9.2 轮机部技术资料 √ √ √

9.3 机舱各种记录簿的使用、保管要求及查阅要点 √ √ √

10 法律与法规



10.1 有关法规

1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 √ √

1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 √ √

1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 √ √ √

1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 √ √ √

1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 √

1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违法记分办法》 √ √ √

1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 √ √ √

10.1.8 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 √ √

10.2 安全管理体系有关内容 √ √



11 轮机基础

11.1 机械制图

11.1.1 制图基本知识 √

11.1.2 零件图的识读 √

11.1.3 装配图的识读 √

11.2 机构与机械传动

11.2.1 曲柄连杆机构 √

11.2.2 齿轮传动 √

11.3 管路图的识读 √ √

12 与内河船员职业有关的知识



12.1 职业道德 √ √ √

12.2 法制观念 √ √ √

12.3 安全责任 √ √ √

12.4 应急处置 √ √ √

12.5 权益保护 √ √ √



船舶动力装置

2501：二类轮机长 2502：二类轮机员 2503：三类轮机员

考试大纲

适用对象

2501 2502 2503

1 柴油机的基本知识

1.1 柴油机的基本概念 √ √

1.2 柴油机的分类 √ √

1.3 柴油机常用名词 √ √

1.4 四冲程柴油机的工作原理 √ √ √

1.5 四冲程柴油机定时图 √



2 主要固定部件

2.1 机座

2.1.1 机座的功用、安装要求 √ √ √

2.1.2 机座常见故障检查和处理 √ √

2.2 机体

2.2.1 机体的功用、安装要求 √ √

2.2.2 机体的常见故障的检查和处理 √

2.3 气缸套

2.3.1 气缸套的功用、拆装要求、保养与维护 √ √

2.3.2 气缸套的检测方法、常见故障检查与处理 √



2.4 气缸盖

2.4.1 气缸盖的功用、拆装要求、保养与维护 √ √ √

2.4.2 气阀的拆装、研磨与检修 √ √ √

2.4.3 气缸盖的常见故障检查与处理 √ √ √

2.5 主轴承

2.5.1 主轴承的功用 √ √

2.5.2 主轴承的间隙测量、常见故障及维护管理 √

3 主要运动部件

3.1 曲轴的功用、工作条件及要求 √ √

3.2 飞轮的功用 √ √ √



3.3 活塞组

3.3.1 活塞组各部件的功用 √ √ √

3.3.2 活塞组件的常见故障、测量检查 √

3.3.3 活塞组件安装注意事项 √ √

3.4 连杆组

3.4.1 连杆的功用 √

3.4.2 连杆的检查 √

3.4.3 连杆组拆装注意事项 √ √

4 柴油机主要系统

4.1 配气系统



4.1.1 配气系统的功用和组成 √ √

4.1.2 气阀间隙的检查与调整 √ √ √

4.1.3 配气定时的检查与调整 √

4.1.4 配气系统的日常维护要点 √ √

4.1.5 配气系统的常见故障处理 √

4.2 燃油系统

4.2.1 燃油系统的功用与组成（新型燃油系统） √ √

4.2.2 回油孔式喷油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

4.2.3 回油孔式喷油泵的供油定时、供油零位和各缸供油量均匀性的检查与调整 √

4.2.4 回油孔式喷油泵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



4.2.5 喷油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

4.2.6 喷油器的试验和调整方法 √ √ √

4.2.7 喷油器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 √

4.2.8 燃油系统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 √ √

4.3 润滑系统

4.3.1 润滑系统的功用与方式、系统组成 √ √

4.3.2 润滑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 √ √

4.3.3 润滑系统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 √ √

4.4 冷却系统

4.4.1 冷却系统的功用与冷却方式 √ √



4.4.2 冷却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 √ √

4.4.3 冷却系统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 √ √

4.5 操纵系统

4.5.1 起动系统

4.5.1.1 起动方式及要求 √ √

4.5.1.2 起动装置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 √

4.5.2 调速器的功用与种类 √

4.5.3 换向系统

4.5.3.1 液压齿轮箱的功用、工作原理、日常管理 √ √

4.5.3.2 液压齿轮箱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 √



5 柴油机增压

5.1 增压的目的 √ √

5.2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工作原理 √ √

5.3 废气涡轮增压器日常维护管理 √ √

5.4 废气涡轮增压器常见故障及处理 √

6 柴油机的燃烧过程

6.1 燃油的雾化和燃烧 √

6.2 影响燃烧的主要因素 √ √

7 柴油机的运转特性

7.1 柴油机特性的基本概念 √



7.2 船用柴油机的限制特性及应用 √

8 轴系与螺旋桨

8.1 轴系的组成与任务 √ √

8.2 轴系对中的目的及技术要求 √

8.3 轴系的日常保养维护 √ √

8.4 螺旋桨的结构及作用、常见缺陷 √

9 船用泵

9.1 船用泵的分类、性能参数 √ √

9.2 手动往复泵

9.2.1 手动往复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 √



9.2.2 手动往复泵的日常管理 √ √ √

9.3 齿轮泵

9.3.1 外啮合齿轮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 √

9.3.2 齿轮泵的日常管理 √ √ √

9.4 离心泵

9.4.1 离心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 √

9.4.2 离心泵的工况调节 √ √ √

9.4.3 离心泵的工作特点 √ √ √

9.4.4 离心泵的日常管理，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9.4.4.1 离心泵的日常管理 √ √ √



9.4.4.2 离心泵的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 √ √

10 船用活塞式空压机和通风机

10.1 压缩空气的用途、特点 √ √ √

10.2 活塞式空压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

10.3 船用压缩空气系统的组成及作用 √ √

10.4 船用活塞式空压机的日常管理、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10.4.1 船用活塞式空压机的日常管理 √ √ √

10.4.2 船用活塞式空压机的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

10.5 常见通风机的一般知识 √

11 甲板机械



11.1 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 √

11.2 常见液压控制阀的功能和图形符号 √ √

11.3 液压油的使用及管理 √ √

11.4 电动液压舵机

11.4.1 我国钢质内河船舶入级和建造规范对舵机的要求 √ √

11.4.2 电动液压舵机(阀控型)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 √

11.4.3 电动液压舵机的使用管理及常见故障处理 √ √

11.5 人力舵机的使用及管理 √

11.6 锚缆机械

11.6.1 我国钢质内河船舶入级和建造规范对锚缆机械的要求 √ √ √



11.6.2 电动锚缆机械的结构、工作原理 √ √

12 交直流电基础知识

12.1 直流电的基础知识 √ √ √

12.2 交流电的基础知识 √ √ √

12.3 三相电源、三相负载的连接方法 √ √ √

13 电工仪表的使用

13.1 电流及电压表 √ √ √

13.2 万用表、兆欧表 √ √ √

14 船舶电机

14.1 异步电动机



14.1.1 异步电动机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 √

14.1.2 电动机的维护管理 √ √ √

14.2 同步发电机

14.2.1 同步发电机的构造与原理 √ √

14.2.2 同步发电机的维护管理 √ √

14.3 直流启动电机

14.3.1 直流启动电机的构造 √ √ √

14.3.2 直流启动电机的常见故障及其处理 √

15 船舶电器设备

15.1 常用控制电器



15.1.1 常用控制电器的功能及符号 √ √ √

15.1.2 常用控制电器的常见故障及其处理 √ √

15.2 船舶电站

15.2.1 船舶电力系统的组成及基本参数 √ √

15.2.2 配电板的组成及其作用 √ √

15.2.3 配电板主要仪表和主要操作开关的功用及操作方法 √ √

15.2.4 船用蓄电池的分类、使用及保养 √ √ √

15.2.5 接用岸电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 √ √

15.3 安全用电

15.3.1 安全用电常识



15.3.1.1 触电原因 √ √ √

15.3.1.2 人体触电电流及安全电压 √ √ √

15.3.1.3 触电急救注意事项 √ √ √

15.3.2 触电安全防护措施 √ √ √

15.3.3 电器防火、防爆常识 √ √ √



轮机管理

2601：二类轮机长 2602：二类轮机员 2603：三类轮机员

考试大纲

适用对象

2601 2602 2603

1 值班制度

1.1 航行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 √ √

1.2 停泊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 √ √

1.3 驾驶、轮机联系制度 √ √ √

2 船舶管路系统

2.1 管路系统概述



2.1.1 管路系统的分类、作用 √ √

2.1.2 管路系统的布置、标识 √ √

2.2 管路系统日常维护管理及注意事项 √ √

3 船舶油料、备件管理

3.1 燃油管理

3.1.1 燃油的主要性能指标 √

3.1.2 燃油的种类及牌号 √ √

3.1.3 燃油的加装 √ √ √

3.1.4 燃油的使用与管理 √ √ √

3.2 润滑油管理



3.2.1 润滑油的主要性能指标 √

3.2.2 润滑油种类及选用 √

3.2.3 润滑油变质的原因与危害 √ √ √

3.2.4 润滑油的使用与检查 √ √ √

4 船舶动力装置的技术管理

4.1 柴油机的运行管理

4.1.1 柴油机备车 √ √

4.1.2 柴油机机动操纵时注意事项和工作程序 √ √ √

4.1.3 柴油机运转过程中的管理 √ √ √

4.1.4 柴油机停车和完车的工作程序及管理要点 √ √



4.2 柴油机的应急处理

4.2.1 船舶主柴油机启动困难 √ √

4.2.2 船舶主柴油机排温和排烟不正常 √

4.2.3 船舶主柴油机冷却水温、滑油油压过低及敲缸、拉缸 √ √ √

4.2.4 主机增压器故障后的锁定方式和主机操作 √

5 船舶安全运行与工况管理

5.1 不同航区、不同工况下主机操纵和机舱管理注意事项

5.1.1 满载，空载及污底 √

5.1.2 浅水区及窄航道 √

5.2 各种作业安全注意事项 √ √



5.3 船舶发生重大海事时，应采取的措施

5.3.1 船舶搁浅后的应急措施 √

5.3.2 船舶碰撞后的应急措施 √ √

5.3.3 船舶发生其他海事时的应急措施

5.3.3.1 船舶污染事故 √ √

5.3.3.2 机损事故发生时的处理原则 √

5.3.3.3 曲轴箱爆炸的原因及需采取的应急措施 √

5.3.3.4 机舱进水需采取的应急措施 √ √

6 船舶防污染

6.1 防污染有关法规及规定 √ √ √



6.2 船舶防污染证书 √

6.3 油类记录簿的填写及注意事项 √ √ √

6.4 船舶发生污染事故后所采取的正确措施 √ √ √

6.5 船舶污油水处理装置及处理方法

6.5.1 油污水处理基本方法及要求 √ √ √

6.5.2 油污水处理装置（防污染设备） √ √ √

6.5.3 油水分离器种类、结构和性能 √ √ √

6.5.4 油水分离器的使用管理 √ √ √

7 船舶防火防爆安全管理

7.1 船舶消防设备、使用及管理 √ √ √



7.2 防火防爆安全制度

7.2.1 船员日常防火防爆守则 √ √ √

7.2.2 防火防爆预防措施 √ √ √

7.2.3 机舱火灾应急操作规程 √ √ √

8 船舶检验及安全检查

8.1 船舶检验的基本知识 √

8.2 船舶安全检查 √ √ √

8.3 机舱应急设备

8.3.1 机舱应急设备种类 √ √ √

8.3.2 机舱应急设备使用、管理 √ √ √



8.4 船舶应变部署 √ √ √

8.5 船舶证书 √

9 文件与资料管理

9.1 轮机部文件资料 √ √

9.2 轮机部技术资料 √ √

9.3 机舱各种记录簿的使用、保管要求及查阅要点 √ √

10 法律与法规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 √ √

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 √ √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 √ √ √



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 √ √ √

1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 √

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违法记分办法》 √ √ √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 √ √ √

10.8 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 √ √

11 与内河船员职业有关的知识

11.1 职业道德 √ √ √

11.2 法制观念 √ √ √

11.3 安全责任 √ √ √

11.4 应急处置 √ √ √



11.5 权益保护 √ √ √

二、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轮机专业）

实际操作考试内容

适用对象

一类 二类 三类

轮机长 大管轮

二/三

管轮

轮机长 轮机员 轮机员

1 机电设备的操作与管理

1.1 船舶主柴油机操作管理



1.1.1 船舶主柴油机备车操作 √ √ √

1.1.2 船舶主柴油机启动后的参数

监测和调整

√ √ √ √ √ √

1.1.3 船舶主柴油机运行中的管理 √ √ √ √ √

1.1.4 船舶主柴油机完车操作 √ √ √

1.2 发电柴油机及电站的操作与管理

1.2.1 发电柴油机启动及停车操作 √ √ √

1.2.2 发电柴油机的运行管理 √ √ √

1.2.3 船舶电站的操作 √ √ √

1.2.4 酸性蓄电池的维护保养 √ √ √



1.2.5 发电柴油机及电站修理后检

查与调试

√ √ √ √

1.3 船舶辅锅炉、冷炉点火的操作与管理

1.3.1 辅锅炉点火前的准备工作 √

1.3.2 辅锅炉点火升汽 √

1.3.3 辅锅炉运行管理 √

1.3.4 辅锅炉停火操作 √

1.4 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操作与管理 √ √ √

1.5 分油机的操作和运行管理 √

1.6 舵机的操作和运行管理



1.6.1 舵机的日常运行管理 √ √ √ √ √

1.6.2 舵机的应急操作 √ √ √ √ √ √

1.6.3 舵机修理后的操作与调试 √ √ √

1.7 管系操作

1.7.1 生活水系统 √

1.7.2 舱底水系统 √ √ √

1.7.3 消防水系统的效能试验 √ √ √

1.8 船舶轴系日常管理

1.8.1 尾轴润滑 √ √

1.8.2 尾轴密封 √ √



1.8.3 船用齿轮箱的日常管理 √ √ √ √ √

2 机电设备故障的判断、分析与排除

2.1 船舶主柴油机及系统故障判断、分析

与排除

2.1.1 船舶主柴油机启动困难 √ √ √ √

2.1.2 船舶主柴油机各缸排温、爆

压和排烟不正常

√ √ √ √

2.1.3 船舶主柴油机冷却水温过

高、滑油油压过低及敲缸、拉缸等

√ √ √ √

2.1.4 船舶主柴油机换向装置、遥 √ √



控系统工作不正常

2.1.5 柴油机转速发生有规律的波

动，分析调速器方面的原因

√ √ √

2.1.6 主机增压器故障后的锁定方

式和主机操作

√ √ √

2.2 发电机及电气设备故障判断分析与

排除

2.2.1 配电屏上主开关跳闸 √ √ √ √ √

2.2.2 发电机转速已达额定值，但

不能建立起电压

√ √ √

2.2.3 发电机正常运行,但空气开 √ √ √ √ √



关不能合闸

2.2.4 电动机运行时，启动控制箱

内有蜂鸣声

√ √ √ √ √

2.2.5 异步电动机不能启动 √ √ √ √ √

2.3 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故障判断、分析与

排除

2.3.1 运行中吸气阀产生敲击声 √ √ √

2.3.2 吸排气阀漏泄及安全阀起跳 √ √ √

2.3.3 空压机排气温度过高 √ √

2.4 船用齿轮箱故障判断、分析与排除 √ √ √ √



2.5 舵机及系统故障判断、分析与排除

2.5.1 电液舵机只能单方向转舵，

改用手动操舵和备用泵后正常

√ √ √ √

2.5.2 电液舵机转舵太慢、动作无

力

√ √ √ √

2.6 常用船用泵的故障判断、分析与排除

2.6.1 离心泵故障 √ √ √

2.6.2 齿轮泵故障 √ √ √

3 应急应变

3.1 机舱失火 √ √ √ √ √ √



3.2 船舶污染事故 √ √ √ √ √ √

3.3 全船失电 √ √

3.4 曲轴箱爆炸的原因及需采取的应急

措施

√ √ √

3.5 机舱进水需采取的应急措施 √ √ √ √ √ √

4 机电设备(零部件)的拆装与调试

4.1 柴油机拆装与调试

4.1.1 气缸盖的拆装与检验 √ √ √

4.1.2 气阀机构的拆装与检验、气

阀的研磨与密封面检验

√ √ √



4.1.3 气阀间隙的测量与调整 √ √ √ √ √

4.1.4 活塞组件的拆卸与装配 √ √ √

4.1.5 活塞环的拆装 √ √ √

4.1.6 柴油机主轴承的拆装与主轴

承间隙的测量

√ √ √

4.1.7 连杆、连杆大端轴瓦和连杆

螺栓的拆装与检验、连杆螺栓的上紧方法

√ √ √ √

4.1.8 喷油泵的拆装与检修密封性

的检查与处理

√ √ √

4.1.9 喷油定时的检查与调整、 √ √ √ √ √



4.1.10 喷油器的拆装、起阀压力的

检查与调节、雾化质量的检查

√ √ √ √

4.1.11 柴油机气缸套的拆卸和装

配，

√ √ √

4.2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拆卸与装配 √ √ √

4.3 船用泵及滤器的拆卸、检查与装配

4.3.1 齿轮泵的拆卸、检查与装配 √ √

4.3.2 往复泵的拆卸、检查与装配 √ √

4.3.3 离心泵的拆卸、检查与装配 √ √ √

4.3.4 燃油、滑油滤器的拆卸、清洗 √ √ √



与装配

4.4 空压机的解体与装配 √ √ √ √

4.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拆装 √ √ √

5 量具和仪表的使用与工件测量

5.1 游标卡尺的使用（活塞环厚度的测

量）

√ √ √ √

5.2 厚薄规的使用（活塞环天地间隙、搭

口间隙或气阀间隙的测量）

√ √ √

5.3 外径千分尺的使用（活塞、活塞销、

轴瓦的测量与圆度和圆柱度的计算）

√ √ √



5.4 万用表的使用 √ √ √

5.5 兆欧表的使用 √ √

5.6 钳形电流表的使用 √

5.7 量缸表的使用（气缸套的圆度和圆柱

度测量）

√ √ √

5.8 曲轴量表（拐档表）的使用和记录 √ √ √

5.9 气缸爆压表的使用 √ √

5.10 比重计的使用（铅酸蓄电池电解液

比重测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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