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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8468:2007《船舶与海上技术 船桥布置及相关设备 要求

和指南》。 
本标准相对于ISO8468:2007作了如下结构性修改:
———国际标准中的5.5.3.1和5.5.3.2合并入本标准的5.5.3;
———国际标准中的5.5.4.1和5.5.4.2合并为本标准的5.5.4;
———国际标准中的5.5.5.1和5.5.5.2合并为本标准的5.5.5;
———国际标准中的5.5.8.1和5.5.8.2合并为本标准的5.5.8;
———国际标准中的6.1.4.1和6.1.4.2合并为本标准的6.1.4;
———国际标准中的6.3.1.1和6.3.1.2合并入本标准的6.3.1;
———国际标准中的6.3.4.1至6.3.4.5合并入本标准的6.3.4;
———国际标准中的6.3.5.1和6.3.5.2合并入本标准的6.3.5;
———国际标准中的7.6.4.1和7.6.4.2合并为本标准的7.6.4。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航海仪器分技术委员会(SAC/TC531/SC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七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志军、黄文斌、辛会珍、潘攀、张毓、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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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上技术 船桥布置及相关设备
要求和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桥楼(以下简称“船桥”)的布置、工作站以及环境的功能要求,给出了满足功能要

求的方法和解决方案的指南。
本标准中的要求适用于船桥的全部功能。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有利于安全和有效操作的工作位置,用于协助操作人员及引航员,以

保证船舶航行全过程(包括瞭望)安全和有效地操作。本标准符合SOLAS第V章第15条款。
本标准未给出人员因素的要求与指南(如培训、操作流程等),但为了安全和有效地瞭望,应在相关

应用中予以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船桥的设计,也可供下列人员参考,以确保船舶使用寿命内船桥的任何修改均满足规

范要求:
———船舶及船桥设备的定制和采购人员;
———操作人员;
———船东。
本标准适用于远洋船舶。在应用本标准遇到物理限制的情况时(如小型船舶或非常规设计的船

舶),其通用功能要求仍然适用。
本标准附录A适用于高速船。
本标准不能取代船桥设备的性能标准。
本标准使用者应注意,在执行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同时,也应遵守具体船舶的相关法定要求、规则和

条款。
设计人员在进行船桥设计时,应该考虑船舶未来的变化,以及新的设备是否可用。
使用本标准应注意本标准要求的船桥布局不是唯一的。
本标准综合考虑了人员因素、人机工程理论和技术先进性。
在船桥设计中应考虑船舶用途的变化以及新设备的适配性。为确保航行安全,本标准通过对船桥

环境的规范化,为值班人员提供了设备布置的统一模式,无论何种船型或船桥上安装的航行系统均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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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4205—2010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操作规则(IEC60447:2004,IDT)

GB14681.1—2006 机车船舶用电加温玻璃 第1部分:船用矩形窗电加温玻璃(ISO3434:1992,

MOD)

GB/T21475—2008 造船 指示灯颜色(ISO2412:1982,IDT)

ISO3904 船舶建造与船舶结构 观察窗(Shipbuildingandmarinestructures—Clear-view
scr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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