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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S  通  函
                  Circular  

中国船级社

总工办(2003年)通函第 003号总第 87号

2003年 3月 17日（共 6页）

发：本社验船师及审图人员、船东、船厂及柴油机制造厂、设计单位

船用柴油机高压燃油套管组件的技术及检验要求

1、 适用范围

1.1 对于 1998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建造的国际航行船舶，除安装在救生艇上的柴油

机外，其他柴油机不论功率大小均应设有符合本通函要求的高压套管组件以及燃

油泄漏报警装置。

1.2 对于 1998年 7月 1日以前建造的国际航行船舶，输出功率为 375kW以上的柴

油机，不论安装位置，应不迟于 2003 年 7 月 1 日加装符合本通函要求的高压套管

组件以及燃油泄漏报警装置。

但对于输出功率为 375kW 或以下的柴油机，如果燃油喷射泵供给一个以上的

喷嘴，允许采用适当的围蔽加以保护而不必加装高压套管组件以及燃油泄漏报警

装置。该围蔽应能为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以及之间的高压燃油管路提供保护。

对于主柴油机或多台相邻的辅柴油机，可以采用封闭或半封闭式防护外壳的型式

以隔离涡轮增压器和排气管等热表面；对于设置在独立处所的柴油机，可以采用

防溅挡板的型式以隔离涡轮增压器和排气管等热表面。但无论如何，均应有燃油

泄漏和收集措施。

2、技术要求

2.1高压套管组件

2.1.1 本通函中所指的高压套管组件应包括高压油管、套管、管接头、螺套、螺帽、

垫圈、密封圈以及衬垫等部件。

2.1.2 应根据不同机型柴油机的高压燃油管的实际构造和布置、连接的型式、管路

内的最大喷油压力以及单缸喷油量等参数，对高压套管组件（包括高压燃油管与

高压燃油泵之间的接头以及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接头）进行设计，并确保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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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压套管组件与高压燃油管组装良好。

2.1.3 高压套管与高压燃油管之间应留有一定的间隙以容纳泄漏的燃油。两管间隙

所形成的流通截面积应考虑当高压燃油管破裂时所泄漏的燃油能迅速通过该间隙

排出而不会形成高于高压套管设计压力的背压从而破坏高压套管，即最大喷油压

力下的流通截面积的泄油量应大于单缸喷油量。

2.1.4 考虑到接头的型式，如采用回油设计需注意高压燃油管两端的接头部分还应

有一畅通一体的泄油通路，并有密封措施确保连接接头密封良好，无泄漏。

2.1.5 高压套管应采用无缝钢管制造。但对于功率小于 375kW 由组合式高压油泵

向多个喷嘴供油的柴油机，可以允许采用紫铜管制造。允许可以通过原型试验来

确定高压套管的设计压力。

2.1.6 当高压燃油管与高压套管弯制加工时，应保证高压燃油管与高压套管之间的

同心度，可以允许考虑采取适当工艺措施（如可添加垫片或弹簧），但其工艺措

施不能阻碍泄漏燃油的排出，并应避免对高压油管产生应力破坏。

2.1.7 高压套管也可以采用材料为 1Cr18Ni9Ti 的不锈钢波纹管制造。为保证其密封

性，波纹管的两端接头部分应采用整体工艺制造。但为防止波纹管因柴油机振动

而对高压燃油管的疲劳破坏，在高压燃油管与波纹管之间应有隔振的措施。为防

止波纹管受碰损坏，波纹管外应设有金属护套。

2.1.8 对于单缸功率小于 40kW 的柴油机，其喷油器总成中的中间（过渡）接头部

分（一般都有回油设计），若长度较短、刚度较大、壁厚较厚，可以不必加装高

压套管组件保护。

2.1.9 高压套管组件两端采用法兰连接时，凡无法兰内部泄油通路的，法兰接合面

建议参照 IMO海安会 647号通函附录 3的要求（见附件）。

2.2 燃油泄漏报警装置

2.2.1 本通函中所指的燃油泄漏报警装置应包括燃油泄漏收集容器、附属管路以及

报警箱。当高压燃油管破裂时，大量燃油经高压燃油管与高压套管之间的间隙，

经每缸的燃油泄漏支管汇总到总管流入燃油泄漏收集容器，液位、压力等变化触

发传感器发出报警。

2.2.2 燃油泄漏收集容器如设有溢油管时，其流通截面积应不小于燃油泄漏总管的

流通面积。收集容器设有泄放阀时，应为自闭式。可采用开放式管路，溢油可泄

放至低位油柜、废油箱等处。

2.2.3 附属管路由燃油泄漏总管和支管组成。总管的内孔面积应不小于 1/2缸数（但

无论如何不应小于 2）×高压燃油管内孔面积。总管壁厚不应小于 1.5mm。其支

管的内孔面积应不小于高压燃油管内孔面积。

2.2.4 燃油泄漏的报警传感器可以采用液位传感器（如浮球式）、压力传感器等型

式。其中，液位传感器应采用耐振动型的产品；压力传感器应能感应液柱压力的



CCS Circ.CE No.087 Page 3/6

变化，但不超过±1mH2O 压力。此外，在选用传感器时，还应考虑安装位置的振

动、最高使用温度限制对其的影响。其输出可以是开关量信号。

2.2.5 为保证泄漏燃油的流动性以及液位传感器动作的可靠性，对于燃烧重油的柴

油机，泄漏总管和支管以及燃油泄漏收集容器应设有加热和保温的措施（如，可

采用 4kg/cm2以下蒸汽），否则应能在每次报警后对集油和液位传感器进行清洁。

支管与总管的布置应保证泄漏燃油无在管路中发生沉积的可能。而燃烧轻质柴油

的柴油机可以不必满足上述要求。

2.2.6 燃油泄漏收集容器以及报警箱的安装位置应根据柴油机的实际构造、燃油系

统以及振动因素等情况加以布置，燃油泄漏收集容器的位置应能防止因振动的影

响产生误报警，且低于泄漏燃油总管的最低高度，并便于轮机人员查看和维护。

报警箱的安全防护等级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4 篇的有关要

求。

2.2.7 对于附加自动化标志的船舶，报警信号应能延伸至机舱集控站或驾驶室控制

站或轮机员处所，并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7篇的有关要求。

2.2.8 当燃油泄漏收集容器内的液位达到报警点时，报警箱应能发出声光报警信

号。报警箱应设有消声按钮；当液位恢复正常时，报警灯熄灭。

2.2.9 对于触发报警的最低燃油泄漏量应注意考虑柴油机最低稳定转速下高压燃油

管破裂时的单缸喷油量。报警时间应从发生故障开始延迟不超过 2～3min 内发出

报警。

3、检验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对于柴油机高压燃油管的改装，应由柴油机制造商或专业高压燃油管生产厂

向本社申请型式认可或个别检验。经本社认可的产品厂商及型式，本社将在本社

网站（WWW.CCS.ORG.CN）船东公告上公布，请有关单位注意查阅。

3.1.2 柴油机高压燃油管改装的系统图纸应送本社产品审图部门审批, 并由本社产

品检验单位按本社产品型式认可或产品检验程序进行型式认可或检验。产品证书

上应注明符合 SOLAS公约II-2/Reg.15.2的要求。

3.1.3 经型式认可的柴油机高压套管组件，本社将根据生产厂家的生产条件和实物

质量水平，按《产品检验规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其认可后的检验方式（出厂检验

或不定期检验）。

3.1.4 对已取得型式认可后的产品, 应注意提醒船东及生产厂家根据船舶有关柴油

机具体的型号及有关情况进行布置及制造, 以免在船上安装时, 因尺寸不适造成返

工。

3.1.5 船上的安装检验由船舶验船师按本通函 3.2.2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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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各分社、办事处应将本通函的要求通知所辖地区的船东。对尚未安装此装置

的船舶，属 1998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建造的适用船舶，应督促船东立刻安排安装，

并向我社申请检验，属 1998 年 7 月 1 日以前建造的适用船舶，也应请船东尽快安

排，以确保在 2003年 7月 1日前满足 SOLAS公约要求。

3.1.7 总部已通过 SSMIS 系统对所有适用船舶给出备忘录，本社验船师在进行检

验时应注意消除该备忘，对于 1998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建造的适用船舶，从收到本

通函即日起，应结合船东申请的任何检验，对船舶的符合情况进行查验，并签发

RA报告，如发现不符合要求，应收回构造安全证书，在 RO报告上给出遗留项目、

并签发有效期不超过二个月的条件证书。对于 1998 年 7 月 1 日以前建造的适用船

舶，若尚未安装此装置或安装的不符合要求，应收回构造安全证书，在 RO 报告

上给出备忘录，并签发有效期不超过 2003 年 6 月 30 日的短期证书，换证检验时，

临时构造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也不超过 2003年 6月 30日。

3.1.8 对于本通函生效前已经出厂并装上船的属于本通函适用范围的高压套管组件

（无论是新改装的，还是原专业厂作为配件提供的）本社船舶验船师检验时应按

本通函要求进行核查确认其布置和功能满足公约要求，必要时还要进行功能试验。

3.2 检验项目

3.2.1 产品验船师进行型式试验时应按照表 1所列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3.2.2 船舶验船师应首先查验柴油机高压套管组件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及产品证

书，在船上安装后应注意对照柴油机高压燃油管和高压套管组件的图纸，核查产

品的技术要求是否一致，是否有中间过渡接头（若有，应符合本通函要求）。此

外，还应进行模拟报警试验。

表 1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检验要求 型式试验

1 外观质量 符合图纸要求 ×

2 尺寸、精度、公差配合、表面粗糙度 符合图纸要求 ×

高压燃油管

1.5倍工作压力①

或工作压力+30Mpa

（取小者）

刚性套管 7.5Mpa②
3 耐压试验（保压时间 5min）

挠性套管 1.0MPa

×

4 高压燃油管及高压套管管路系统内表面清洁度 杂质≤15mg/m ×

拉伸试验
5 高压燃油管材料试验

冷顶镦试验
符合 GB3093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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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压燃油管与高压套管之间泄漏油路的畅通试验
根据柴油机的单缸喷

油量计算
×

7 高压燃油管与高压套管之间泄漏油路的密性试验 ≥0.5MPa无泄漏 ×

8 管接头螺母的硬度试验 HRC26-31 ×

9 泄漏报警试验
动作灵敏

不超过 2～3min
×

① 或通过原型试验确定最大工作压力的 1.5倍。

② 或通过原型试验确定。

4、需要注意的问题

4.1 对于将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以及之间的高压燃油管路密闭在防护外壳内而

无外露部件的柴油机，若其内部设有泄油通路，则不必满足本通函的要求。

本通函自 2003年 3月 18日起执行。

附件：IMO海安会 647号通函附录 3



CCS Circ.CE No.087 Page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