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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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天津德信诚水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德信诚水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安潜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青山、符海洲、王小平、高尚磊、陈军、潘明光、卜立军、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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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减压舱检查与维护保养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I类甲板减压舱定期检查与维护保养的基本要求、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甲板减压舱使用单位的I类甲板减压舱的定期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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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6560 甲板减压舱 

HG 20202 脱脂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T/T 40 甲板减压舱检修规程 

JT/T 1366 潜水作业应急医疗保障要求 

JT/T 1383 空气潜水系统通用要求和周期性检验 

3 术语和定义 

JT/T 145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检查与维护保养人员应经过相应培训，并取得潜水监督、潜水医师、生命支持员或潜水机电员证

书。潜水员应在潜水监督、潜水医师、生命支持员或潜水机电员的指导下开展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 

甲板减压舱的分类应按 GB/T 16560 的规定执行。 

甲板减压舱的修理应按 JT/T 40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甲板减压舱的周期性检验应按 JT/T 1383 中相关规定执行。 

甲板减压舱供气系统的检查与维护保养可参照 JT/T 1383 及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潜水及水下

作业通用规则（第二版）》的相关规定。 

需要入级的甲板减压舱，应遵循有关船级社的规范要求。 

5 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一般要求 

5.1.1 甲板减压舱的使用单位应建立甲板减压舱检查与维护保养制度。 

5.1.2 检查与维护保养人员应按附录 A 的要求记录检查与维护保养结果，并保存备查。 

5.1.3 应卸除甲板减压舱所有承压部件内部压力负荷后，才可进行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 

5.1.4 使用甲板减压舱时，若发现问题应及时修理，无法修理的应及时停用或更换。 

5.1.5 甲板减压舱中的承压部件每次修理或改装后，应进行 1 次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

力气密试验，并记录。 

注： 最小工作压力为减压方案的最后一个停留站压力（深度），通常为0.03 MPa（3 m）或0.02 MPa（2 m），应视

所使用的减压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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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压力表、安全阀和压力容器应按法定要求进行法定检验。 

5.1.7 可根据实际情况修订检查与维护保养记录表的内容，并得到潜水监督批准后方可使用。 

具体要求 

5.2.1 舱体本体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检查舱体内外壁 1次，检查以目视检测为主，也可借助专用工具进行； 

b) 检查焊缝时，一般无须去除防腐涂层，有明显腐蚀时，应由检验机构作无损检测和测厚； 

c) 舱体上的腐蚀部位应除锈、补涂油漆，舱体内壁补涂油漆应采用食品容器或饮水舱漆，腐蚀严

重时，应由检验机构作无损检测和测厚； 

d) 舱体上的裂纹修补或焊接应由具备压力容器制造资质的厂家承接； 

e) 舱体腐蚀严重、裂纹修补或焊接后，应由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f) 每年应进行 1 次最大工作压力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g) 每 5 年应进行 1 次法定检验。 

5.2.2 舱门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舱门 1 次，各舱门无变形，舱门开闭灵活； 

b) 每 6 个月应目视检查各舱门密封圈 1 次，密封圈无老化、破损，密封滑润良好，气密良好； 

c) 若密封圈严重老化或损坏，应及时更换，密封圈装配时，应清洁密封圈和密封槽，并涂上硅脂； 

d) 测试中间隔离门上的平衡阀和防堵塞功能正常，若损坏应修理或更换； 

e) 检查舱门的锁紧机构应无变形或损坏，若影响舱门的开关灵活性和气密性，应修理或更换； 

f) 每年应进行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5.2.3 观察窗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观察窗 1次，表面无裂纹、碎裂、划痕、龟裂、内部银纹和变色污点

等缺陷，缺陷超过 0.8 mm 时应予更换，检查观察窗的标识号应清晰可见； 

b) 检查观察窗前，应使用肥皂水、热水（水温≤49℃）或己烷溶剂类清洁观察窗和密封圈，不得

使用含油漆和油漆稀释剂成分的溶剂、乙醇和丙酮类有机溶剂清洗； 

c) 应用手工清洁观察窗，不得使用动力工具； 

d) 甲板减压舱若进行气压或水压测试，应确保观察窗最大工作压力能承载该测试压力； 

e) 宜在观察窗上遮盖保护罩，避免长期暴露在强烈的阳光和紫外线下； 

f) 若观察窗拆解维护保养，应对窗体、密封圈和密封面进行清洁，再安装后，应进行最大工作压

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g) 密封圈若老化、破损或气密不良，应按设计图纸中指定的规格更换，并采用与观察窗材料兼容

的密封剂； 

h) 超过 10 年、在使用寿命期内压力循环次数超过 10 000 次或总的承压持续时间超过 40 000 h

的观察窗玻璃，应按设计图纸中指定的规格更换，更换后，应进行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

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i) 每年应进行 1 次最高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5.2.4 递物筒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递物筒 1次，各递物筒无变形，筒门开闭灵活； 

b) 检查筒门密封圈应无老化、破损，密封滑润良好，气密良好； 

c) 若密封圈老化、破损或气密不良，应更换，密封圈装配时应清洁密封圈和密封槽，并涂上硅脂； 

d) 检查递物筒上的平衡阀，应开闭灵活和气密良好，若损坏应更换，应有防堵塞装置； 

e) 检查递物筒上的安全连锁装置，应能防止当递物筒通道内有压力负荷时，递物筒外门不会意外

打开，测试其锁定压力应小于 0.02 MPa,复位压力应不大于 0.01 MPa； 

f) 每年应进行 1 次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5.2.5 穿舱件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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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穿舱件 1次，无变形、重度螺纹腐蚀，舱壳相交处无可见裂缝，必要

时应申请进一步检验评估； 

b) 在检查舱底排污穿舱件时，应揭开舱内地板，检查排污口周围的腐蚀情况； 

c) 每年应进行 1 次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5.2.6 安全阀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安全阀 1次，无破损、变形和锈蚀，若锈蚀、铅封损坏，应卸下修理

或更换； 

b) 目视检查手动速闭阀有无破损和锈蚀，手柄应有易断金属丝固定在开启状态； 

c) 应每年应进行 1 次安全阀法定检验。 

5.2.7 管路与阀门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检查管路和阀门 1次，各阀件、管道名牌标识清晰，如磨损应重新补充； 

b) 目视检查所有管路，应无破损、变形和绣蚀，若有破损或锈蚀，应修理或按设计图纸中指定的

规格更换； 

c) 目视检查所有软管，应无老化、扭结和变形，若有应更换； 

d) 若需更换氧气管路，管路应选用铜质，密封垫圈应选用铜质或聚四氟乙烯材料； 

e) 新更换或修理后的管路应清洗和吹扫，新更换或修理后的氧气管路和配件应按 HG 20202 进行

脱脂处理； 

f) 目视检查所有阀门，应无破损、变形，手动开闭测试功能正常，加减压测试功能正常，消音器

消音功能正常； 

g) 每年至少应对管路和阀门进行 1 次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 

5.2.8 内置式呼吸装置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内置式呼吸装置 1 次，应无老化、破损和变形； 

b) 吸氧压力下，体验面罩吸气和呼气阻力，感觉不畅时，应进一步系统检查、修理或更换。 

5.2.9 仪器和仪表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3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测压力表和测深表 1 次，应无破损，指针应归零； 

b) 压力表若误差超过满刻度的 2％时，应重新校准或更换； 

c) 精密压力表（测深表）若精度误差超过满刻度的 1%时，应重新校准或更换； 

d) 每 3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氧分析仪和二氧化碳分析仪 1 次，应无破损，测试数据在正常范围

内； 

e) 每 3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温、湿度计 1 次，应无破损，测试温度计示值与实际舱内温度偏差不

超过±2℃，湿度计示值与实际舱内湿度偏差不超过±10%； 

f) 每 3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计时器 1次，应无破损，测试计时器若 4 h内偏差超过 15 s 时，应

重新校准或更换； 

g) 一般压力表每 6 个月应进行 1 次法定检验，精密压力表每年应进行 1次法定检验； 

h) 氧分析仪和二氧化碳分析仪每年应进行 1 次检验，使用电化学探头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分析仪

应按其说明书要求定期更换探头； 

i) 计时器每年应进行 1 次检验。 

5.2.10 电气系统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和功能测试所有线路 1 次，电缆应无老化和破损，接头牢固，绝缘良

好； 

b)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和功能测试所有电气设备 1 次，包括电缆的阻抗与连续性测试； 

c) 绝缘电阻测试可采用量程 0 MΩ～500 MΩ、试验电压 500 V、精度不低于 1.0 级的兆欧表，分

别测量交流电源输入端对舱体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1.5 MΩ，配电盘内各线路对设备壳体的绝缘

电阻应大于 2 MΩ，生物电测试接线柱对舱体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50 MΩ，生物电接线柱之间的

绝缘电阻应大于 100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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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每 6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和功能测试舱室照明装置 1次，舱内照度应不影响舱内人员的阅读。 

5.2.11 通信系统检查与维护保养要求： 

a)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和功能测试通信系统 1 次，包括语音通信、声力电话和应急呼叫装

置，双向语音通信清晰，应急呼叫功能正常，电池电量充足； 

b) 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和功能测试视频监控系统 1 次，图像清晰。 

5.2.12 消防装置检查和维护保养要求： 

a) 舱内灭火器应为水基型灭火器，每 6 个月应至少目视检查 1次，无破损、变形，压力指示在正

常范围内； 

b) 每年第三方检验证明在有效期内。 

5.2.13 医疗急救器材检查和维护保养： 

a) 每 6 个月应至少检查医疗器械和药品 1 次，应符合 JT/T 1366 的相关要求，若有缺损或过期

应补充； 

b) 每 6 个月检查急救担架应符合迅速展开和收纳无障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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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甲板减压舱检查与维护保养记录表 

表A.1规定了甲板减压舱检查与维护保养记录内容。 

表 A.1 甲板减压舱检查与维护保养记录表 

装备编号  出厂编号  

装备型号  存放地点  出厂日期  

 

序号 检查与维护保养内容 符合性 

1 舱体本体  

1.1 舱内外清洁，舱壁无破损、变形、裂纹、严重锈蚀 是 否 

1.2 舱壁内外各阀、管道名牌标识清晰，如磨损应重新补充 是 否 

1.3 舱壁焊缝平整、无破损、无锈蚀 是 否 

2 舱门  

2.1 各舱门无变形，开闭灵活，锁紧机构无破损，锁紧功能正常 是 否 

2.2 各舱门密封圈无老化、破损，密封滑润良好，气密良好 是 否 

2.3 中间隔离门上的平衡阀和防堵塞无破损，功能正常 是 否 

3 观察窗  

3.1 表面无裂纹、划痕、龟裂、内部银纹和变色污点等缺陷 是 否 

3.2 未暴露在高温、高辐射条件下，窗上有遮盖保护罩 是 否 

3.3 使用年限或承压次数、承压时间在规定要求内 是 否 

4 递物筒  

4.1 各递物筒无变形，开闭灵活 是 否 

4.2 各递物筒门密封圈无老化、破损，密封滑润良好，气密良好 是 否 

4.3 递物筒上的平衡阀开闭灵活、气密良好 是 否 

4.4 快开式外开门的安全连锁装置锁紧功能正常 是 否 

5 穿舱件  

5.1 各穿舱件无变形、锈蚀，连接牢固 是 否 

5.2 舱底排水穿舱件无破损，连接牢固，排水阀开闭正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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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甲板减压舱检查与维护保养记录表（续） 

序号 检查与维护保养内容 符合性 

6 安全阀  

6.1 各安全阀连接牢固，无破损、变形和锈蚀 是 否 

6.2 手动速闭阀无破损和锈蚀，手柄易断金属丝固定在开启位置 是 否 

7 管路和阀门  

7.1 各阀件、管道名牌标识清晰，如磨损应重新补充 是 否 

7.2 各管路连接牢固，无松动、破损、变形和锈蚀 是 否 

7.3 各软管无破损、老化、扭结 是 否 

7.4 各阀件无变形和锈蚀，手动开闭灵活 是 否 

7.5 加减压功能测试正常，加压消音器消音功能正常 是 否 

8 内置式呼吸装置  

8.1 无老化、破损和变形，吸排气功能正常 是 否 

8.2 吸排气功能测试正常 是 否 

9 仪器和仪表  

9.1 压力表、测深表连接牢固，无破损，指针归零，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是 否 

9.2 氧分析仪和二氧化碳分析仪无破损，测试数据在正常范围内 是 否 

9.3 温度计和湿度计无破损，测试数据在正常范围内 是 否 

9.4 计时器无破损，测试数据在正常范围内 是 否 

10 电气系统  

10.1 电缆连接牢固，无老化、破损，绝缘良好 是 否 

10.2 绝缘电阻测试在正常范围内 是 否 

10.3 照明系统功能良好 是 否 

11 通信系统  

11.1 双向语音（电话和声力电话）通信清晰，应急呼叫功能测试正常，电池电量充足 是 否 

11.2 视频监控图像清晰 是 否 

12 消防  

12.1 舱内灭火器在位，压力指正正常，检验日期有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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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甲板减压舱检查与维护保养记录表（续） 

序号 检查与维护保养内容 符合性 

13 医疗急救  

13.1 急救箱在位，医疗器械和药品符合要求 是 否 

13.2 急救担架在位，符合要求 是 否 

14 测试和检验  

14.1 每 12个月舱体及管道的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并保存记录 是 否 

14.2 舱体改装或更换零部件后的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并保存记录 是 否 

14.3 每 6个月压力表的法定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4 每 12个月的精密压力表（测深表）法定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5 每 12个月的氧浓度分析仪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6 每 12个月的二氧化碳分析仪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7 每 12个月的温湿度计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8 每 12个月的计时器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9 每 12个月的安全阀法定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10 每 12个月管道和阀门的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气密试验，并保存记录 是 否 

14.11 每 5年的舱体承压载荷第三方法定检验，并保存检验报告 是 否 

14.12 每 10年更换观察窗后的最大工作压力气压测试和最小工作压力气密试验，并保存记录 是 否 

维护保

养情况 

说明 

 

 

 

 

 

 

 

 

 

 

 

结论 可用  不可用 建议 

 

 

 

 

 

 

 

 

 

维护保养人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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