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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16155:2006《船舶和海上技术 计算机应用 船用装载仪》(英文版)。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b) 小数点符号用“.”代替 “,”;

c)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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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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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12/SC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大连海大船舶导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严苹、杨洪锋、何荣希、庞福文、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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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和海上技术
计算机应用 船用装载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装载仪(简称装载仪)的要求,是对IMO MSC/Circ.836、IMO MSC/Circ.854、

IMOMSC/Circ.891和IACS第48号建议的补充。
本标准适用于实现与装载等船舶安全问题相关的功能的计算机设备,例如,完整和破舱稳性以及总

纵强度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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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1996:2000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设备和系统 船用航行数据记录仪(VDR)性能要求 试验方

法和 要 求 的 试 验 结 果 [Maritimenavigationandradiocommunicationequipmentandsystems—

Shipbornevoyagedatarecorder(VDR)—Performancerequirements—Methodsoftestingandrequired
results]

IACS 第48号建议 装载仪建议(Recommendationonloadinginstruments)

IMOA.739(18) 决议 向代表主管机关的组织授权的指南(Guidelinesfortheauthorizationof
organizationsactingonbehalfoftheAdministration)

IMOA.789(19) 决议 经认可代表主管机关的组织的检验和认证职责规范(Specificationson
thesurveyandcertificationsofrecognizedorganizationsactingonbehalfoftheAdministration)

IMOMSC/Circ.836 装载仪建议(Recommendationonloadinginstruments)

IMOMSC/Circ.854 船舶装载稳性计算机程序 指 南(Guidelinesforshipboardloadingand
stabilitycomputerprograms)

IMOMSC/Circ.891 船舶计算机应用指南(Guidelinesfortheon-boarduseandapplicationof
computer)

IMOMSC/Circ.920 标准装载稳性手册(Modelloadingandstabilitymanu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直接计算 directcalculation
基本原理计算。
基于物理学的计算,仅包括船舶主要的要素,例如,装载、船体几何尺寸、内部几何尺寸(例如,货舱

和舱室)和测深管形状。

3.2 
装载仪 loadinginstrument
由装载软件、硬件以及操作系统组成的仪器,能确定特定船舶或其他浮动装置在特定装载下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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