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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1478—2008《船舶与海上技术 海上环境保护 溢油处理相关术语》。本标准

与GB/T21478—200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将“油/油泄露特性”修改为“油/浮油特性”(见2.1,2008年版2.1);
———将文中的“防油栅”和“油栅”统一修改为“围油栏”(见2.6,2008年版2.6);
———将“浮栅设备术语”修改为“浮动围油栏设备术语”(见2.6.1,2008年版2.6.1);
———增加了图1的引用语,并修改了图1中序号5“干舷”和序号6“吃水”的标注,以及序号1、

序号2、序号3和序号6的名称(见2.6.1,2008年版2.6.1);
———增加了“其他围控设备术语”(见2.6.2);
———修改了“boomplaning”的英文名称书写错误(见2.6.4.1,2008年版2.6.3.1);
———将“skimmers”修改为“skimmer”(见2.7.1.2,2008年版2.7.1.2);
———将“执行术语”调整为“撇油器性能术语”和“操作性能术语”(见2.7.2、2.7.3,2008年版2.7.2);
———增加了14个术语及其定义,即:首次牵引损失的流速(见2.6.4.11)、吸收剂(见2.7.1.3.1)、吸附

剂(见2.7.1.3.2)、框架贮存罐(见2.7.4.1)、敞顶罐(见2.7.4.3)、自升式柔性敞顶罐(见2.7.4.5)、
原地可控燃烧(见2.9.7)、不可控燃烧(见2.9.9)、砾石(见2.10.2.3)、海岸线清理评估技术

(见2.10.3.4)、区域/地区/国家应急预案(见2.12.1.1)、公共信息/新闻/媒体联络或发言人(见

2.12.1.5)、利益相关方(见2.12.1.7)、应急处理中心/事故指挥中心(见2.12.2.4);
———删除了10个术语,即:牵引损失(见2008年版2.6.3.11)、水流速度(见2008年版2.6.3.11)、链

结构(见2008年版2.6.3.21)、可控燃烧(见2008年版2.9.3)、原地燃烧(见2008年版2.9.6)、
小鹅卵石(见2008年版2.10.1.5.3)、颗粒(见2008年版2.10.1.5.4)、地区应急预案(见2008年

版2.12.1.1)、公共信息员(见2008年版2.12.1.5)、应急处理中心(见2008年版2.12.2.4);
———修改了49个术语的名称及其中部分术语的定义,即:保管链文件(见2.5.1,2008年版2.5.1)、

固锚点(见2.6.1.1、2008年版2.6.1.1)、围油栏(见2.6.1.3、2008年版2.6.1.3)、围油栏段(见

2.6.1.4、2008年版2.6.1.4)、围油栏节(见2.6.1.5、2008年版2.6.1.5)、系缆索(见2.6.1.6,

2008年版2.6.1.6)、帘状围油栏(见2.6.1.7,2008年版2.6.1.7)、栅栏式围油栏(见2.6.1.9,

2008年版2.6.1.9)、防火围油栏(见2.6.1.10,2008年版2.6.1.10)、充气式围油栏(见2.6.1.11,

2008年版2.6.1.11)、岸滩封闭式围油栏(见2.6.1.12,2008年版2.6.1.12)、吸附围油栏(见

2.6.1.13,2008年版2.6.1.13)、特殊用途围油栏(见2.6.1.14,2008年版2.6.1.14)、浮室(见

2.6.3.1,2008年版2.6.2.1)、作业吃水(见2.6.3.4,2008年版2.6.2.4)、作业干舷(见2.6.3.5,

2008年版2.6.2.5)、作业高度(见2.6.3.6,2008年版2.6.2.6)、围油栏浸没(见2.6.4.2,2008年

版2.6.3.2)、围油栏隔离(见2.6.4.10,2008年版2.6.3.10)、抗撕裂强度(见2.6.4.18,2008年版

2.6.3.18)、专用响应设备(见2.7.1.1,2008年版2.7.1.1)、吸着剂(见2.7.1.3,2008年版2.7.1.3)、
机动船只(见2.7.1.4,2008年版2.7.1.4)、降额因数(见2.7.2.1,2008年版2.7.2.1)、枕形罐

(见2.7.4.4,2008年版2.7.3.3)、柔性拖曳罐(见2.7.4.7,2008年版2.7.3.4)、露天拖曳罐(见

2.7.4.8,2008年版2.7.3.5)、经认可的分散剂(见2.8.3,2008年版2.8.3)、影响监测(见2.8.8,

2008年版2.8.8)、效力监测(见2.8.9,2008年版2.8.9)、预先批准区域(见2.8.12,2008年版

2.8.12)、点火激发器(见2.9.4,2008年版2.9.5)、海岸线清理(见2.10.4.17,2008年版2.10.2.17)、
底层清除(见2.10.4.20,2008年版2.10.2.20)、焚烧(见2.11.1,2008年版2.11.1)、焚烧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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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2008年版2.11.2)、土耕法(见2.11.3,2008年版2.11.3)、掩埋(见2.11.4,2008年版

2.11.4)、再利用(见2.11.6,2008年版2.11.6)、指挥链(见2.12.2.1,2008年版2.12.2.1)、事故行

动方案(见2.12.2.8,2008年版2.12.2.8)、集存区(见2.12.2.17,2008年版2.12.2.17)、统一指挥

(见2.12.2.18,2008年版2.12.2.18)、上限值(见2.12.3.1,2008年版2.12.3.1)、职业接触限值

(见2.12.3.6,2008年版2.12.3.7)、个人保护装置(见2.12.3.7,2008年版2.12.3.8)、短时间接触

限值(见2.12.3.9,2008年版2.12.3.9)、场所安全健康计划(见2.12.3.10,2008年版2.12.3.10)、
场所安全健康主管(见2.12.3.11,2008年版2.12.3.11);

———修改了40个术语的定义,即:乳剂(见2.1.3、2008年版2.1.3)、梯度搜索(见2.4.1、2008年版

2.4.1)、遥感(见2.4.3、2008年版2.4.3)、保管链文件(见2.5.1、2008年版2.5.1)、屏障(见2.6.1.2、

2008年版2.6.1.2)、端部连接器(见2.6.1.8、2008年版2.6.1.8)、总高(见2.6.3.7、2008年版

2.6.2.7)、围油栏整平(见2.6.4.1、2008年版2.6.3.1)、断链(见2.6.4.3、2008年版2.6.3.3)、导流

模式(见2.6.4.7、2008年版2.6.3.7)、排泄损失(见2.6.4.8、2008年版2.6.3.8)、夹带损失(见

2.6.4.9、2008年版2.6.3.9)、间隙率(见2.6.4.12、2008年版2.6.3.12)、损失率(见2.6.4.13、

2008年版2.6.3.13)、结构失效(见2.6.4.16、2008年版2.6.3.16)、抗拉强度(见2.6.4.19、

2008年版2.6.3.19)、油回收率(见2.7.2.4、2008年版2.7.2.4)、浮油回收效率(见2.7.3.3、

2008年版2.7.2.7)、浮油回收率(见2.7.3.4、2008年版2.7.2.8)、露天池(见2.7.4.2、2008年版

2.7.3.2)、使用效率(见2.8.1、2008年版2.8.2)、使用率(见2.8.2、2008年版2.8.1)、分散剂禁用

区域(见2.8.6、2008年版2.8.6)、破乳剂(见2.8.10、2008年版2.8.10)、集中(见2.8.11、2008年

版2.8.11)、射流(见2.8.13、2008年版2.8.13)、燃烧率(见2.9.1、2008年版2.9.1)、完全燃烧清

除率(见2.9.8、2008年版2.9.9)、巨砾(见2.10.2.1、2008年版2.10.1.5.1)、鹅卵石(见2.10.2.2、

2008年版2.10.1.5.2)、沙(见2.10.2.4、2008年版2.10.1.5.5)、风干油(见2.10.3.6、2008年版

2.10.1.8)、生物繁殖(见2.10.4.1、2008年版2.10.2.1)、清理阶段3(见2.10.4.11、2008年版

2.10.2.7)、自然清理(见2.10.4.16、2008年版2.10.2.16)、再生(见2.11.7、2008年版2.11.7)、应
急预案(见2.12.1.2、2008年版2.12.1.2)、防溢油合作组织(见2.12.1.4、2008年版2.12.1.4)、财
务/行政管理部门(见2.12.2.5、2008年版2.12.2.5)、事故(见2.12.2.7、2008年版2.12.2.7);

———术语“回收效率”定义中增加了示例(见2.7.3.6);
———修改了2个术语定义中“注”的内容,即:助燃剂(见2.9.2、2008年版2.9.2)、特殊用途栖息地

(见2.10.3.5,2008年版2.10.1.6);
———将“海岸清理”修改为“海岸线清理”(见2.10,2008年版2.10);
———将“沉积物规格”修改为“沉积物尺寸”(见2.10.2,2008年版2.10.1.5);
———统一了“泥”、“淤泥”和“粘土”的定义(见2.10.2.5,2008年版2.10.1.5.6~2.10.1.5.8);
———将“清理方式术语”修改为“清理方法术语”(见2.10.4,2008年版2.10.2)。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6165:2013《船舶与海上技术 海上环境保护 溢油处理相关

术语》。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按照GB/T1.1—2009的要求增加了“适用范围”的内容;
———删除了第2章后以悬置段形式存在的“注”;
———修改了2.12.3.3中参考文献“ASTMF1644—95”的书写错误;
———将2.12.3.9中的参考文献置于该条的最后;
———调整了参考文献的顺序;
———增加了中文索引。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归口。

Ⅱ

GB/T21478—2016/ISO16165:2013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华兴、程楠、李军、魏伟、袁鑫。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1478—2008。

Ⅲ

GB/T21478—2016/ISO16165:2013



船舶与海上技术 海上环境保护

溢油处理相关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溢油及其控制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本标准提供了大范围溢油清理活动中溢油处理相

关的标准术语,包括监视和评价、围控、回收、分散剂的使用、原地燃烧、海岸线清理和处置。
本标准适用于与船舶海上溢油处理有关的设计、科研、生产、检验、使用、管理和教学等领域。

2 术语和定义

2.1 油/浮油特性

2.1.1
原油 crudeoil
石油的自然形态,主要存在于多孔可渗透地质,例如沙岩地质。
[ISO1998-99:2000]

2.1.2
乳化 emulsification
微小的水滴混合进油中或油滴散布在水中的过程。

2.1.3
乳剂 emulsion
通过流体的机械或液压运动混合所形成的油水混合液,水滴以不同聚集形态分散在油中,或油滴以

不同聚集形态分散在水中。
注:乳剂更精确的是指油含水乳剂或水含油乳剂。油含水乳剂有时也称为“摩丝”。

2.1.4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fate
因运输和转换而形成的材料的形态和位置。
[ASTME943—08]

2.1.5
重度近海溢油 heavyshorelineoiling
淤积的油状沉淀物或表面油层。

2.1.6
中度/轻度近海溢油 moderate/lightshorelineoiling
泛光或膜状的表面油层。

2.1.7
石油 petroleumoil
物质衍生自液态或半固态有机混合物,主要成分是碳氢化合物。
[ISO1998-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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