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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内河助航标志》等 8项强制性国家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19〕39 号）和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20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交科技函〔2020〕389 号）

的要求，国家标准《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GB 18436—2001）的修订由交通

运输部提出并归口，委托交通运输航海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流程管理，

标准计划编号为 20193456-Q-348。

标准修订由 2001 版标准主编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牵头承担，参与单

位包括广东海事局、武汉理工大学、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起草人及所在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王伟、龚斌、徐合力、辛剑、梁杰、颜辉健、田林、

甘念重、汪炜、王枣、李怡莹、高岚、尹志生、黄秀文、石欣。分工如下：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情况

姓 名 单 位 分 工

王 伟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标准修订总负责人，制定标准编写框架，负责各

章节技术内容和修订依据确认

龚 斌 广东海事局
标准修订技术负责人，负责原标准技术内容适应

性评估和修订依据确认

徐合力 武汉理工大学
标准修订技术负责人，负责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

技术内容编制和依据确认

辛 剑 广东海事局
参与原标准技术内容适应性评估和修订依据确

认

梁 杰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技术内容编制和依据

确认

颜辉健 广东海事局
参与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技术内容编制和依据

确认

田 林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负责车钟记录簿内容评估和确定

甘念重 武汉理工大学 参与内燃机船轮机日志的确认

汪 炜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负责标准编写和编制说明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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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分 工

王 枣 广东海事局 参与车钟记录簿内容评估和确定

李怡莹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编写和编制说明的整理

高 岚 武汉理工大学 参与标准编写和编制说明的整理

尹志生 武汉理工大学 参与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的确认

黄秀文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技术内容编制和依据

确认

石 欣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参加标准调研和技术内容确定讨论

（三）起草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合理、协调、可行，项目组开展了如下工作：

2016 年 6 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交科院）在北京组织召开

专家咨询会，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国家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评估的工作要求，

对《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GB 18436—2001）的适应性进行评估，提出了修

订标准的精简整合结论，并明确主要修订内容为补充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要求。

2018 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向广东海事局下达任务，正式开展

GB 18436—2001 修订研究。广东海事局、武汉理工大学组成联合项目组，根据

当前船舶发展趋势，赴中远海特、中远海散、中海油服、粤海铁路轮渡公司、

中国能源运输公司，根据调研及走访有关船公司资深轮机长，提出标准修订草

案初稿，并与交科院进行了讨论和交换意见。

2019 年 3 月，交科院正式向部海事局船舶监督处汇报了启动强制性国家标

准 GB 18436—2001 修订的工作计划，联合广东海事局、武汉理工大学、中远海

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组成了标准起草组，正式启动标准修订工作。

2019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向交通运输航海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关

于修订 GB 18436—2001 的立项申请。4月 28 日，经交通运输部同意，正式提交

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国家标准立项评估。

2019 年 5 月至 11 月，编写组开展补充调研，采用函询方式，对标准草案进

行专家咨询，共发放调研函 7 份，重点针对 7 个不同运输企业的不同船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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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意见 7 份，并做了相应处理。期间，标准起草组特别邀请广州京海航运有限

公司、中国能源运输公司专家对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专题研讨，根据专家反馈

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

2019 年 12 月 26 日，标准起草组在武汉召开《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GB

18436-2001）修订草案专家审查会，来自长江海事局、全国内河船标委会等单

位的专家对标准修订草案进行了审查。12 月 31 日，国家标准委正式下达了标准

修订计划（国标委发〔2019〕39 号）。

2020 年 1 月至 10 月，标准起草组克服新冠疫情困难，赴山东、广东、广西、

辽宁等地对原标准内容适应性、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等内容进行了调研、讨论，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及编制说明，并在 10 月底在广东进一步明确了修订

重点。

2020 年 11 月 6 日，标准起草组经部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同意，通过交通运输

航海安全标委会组织，在北京召开了征求意见初稿专家咨询会。会议明确了按

照《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STCW 公约）》以及国内海事管理有关

要求，对本标准适用范围中“500 总吨以上”船舶修改为“500 总吨或总功率 750kW

以上”船舶，以满足增加电力推进船舶的管理要求。

2021 年 1 月，编制组根据海事主管部门及此前专家咨询会意见，对征求意

见稿初稿进行了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标准修订原则。

1. 立足现状。标准修订应充分考虑货运船舶发展的情况，特别是针对内燃

机船和电力推动船的差异、船用电子化记录仪发展等情况，轮机日志、车钟记

录簿等船舶文书要适应目前国内船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

2. 全面适用。应在全面调研了解现有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的使用情况，

完善不足，应严谨、全面、科学，具有强制执行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3. 协调统一。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要符合相关国际公约、我国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并与相关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行业标准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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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和衔接。

（二）确定标准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的修订主要依据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 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 公约）、《海员培

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STCW 公约）等对轮机日志、车钟记录簿记录、

管理的有要求和技术内容，我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

定，并充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航海日志》（GB 18093）衔接，充分参考目前

我国沿海地区主要船舶运输企业对船舶文书使用和管理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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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编写，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以及标

准主要内容。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代替 GB 18436—2001《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与 GB 18436—2001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表 2 规范编制修订情况一览表

序号 章节 主要修改情况

1 1 范围
增加了以电动机作为主机的货船。

“500 总吨以上”修改为“500 总吨或总功率 750kW 以上”

2
2 规范性引

用文件

章节名称由“引用标准”修改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照现标准内容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3
3 术语和定

义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以 2001 年版标准和 GB/T 7727.1《船舶通用术语 第 1部分：综

合》为基础，明确了轮机日志、车钟记录簿、内燃机船、电力推

进船的术语和定义。

4 4 轮机日志

增加了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的记载内容（见4.1.2）。

增加了船舶采用电子方式记录轮机日志的保管要求（见4.3.6）。

更改了轮机日志封面、第V页～第VI页的格式版面要求（见4.4.2
和4.4.8，2001版的图1和3.4.2.7）。

删除了轮机日志的制作、登记和签发规定（见2001年版的3.3）。

5
5 车钟记录

簿
删除了车钟记录簿的制作、登记和签发规定（见2001年版的4.3）。

6 附录

更改了附录A轮机日志格式版面样式，将2001年版标准中涉及轮机

日志格式版面样式的内容以及2001年版附录A进行了整合，并补充

了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的格式版面样式。（见附录A，2001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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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主要修改情况

附录A）

增加了附录B车钟记录簿格式版面样式，将2001年版标准中涉及车

钟记录簿格式版面样式的内容进行了整合。

（四）修订主要内容的依据及理由。

本标准具体修订内容说明如下：

1.标准范围。

标准的适用范围修改为“适用于所有中国籍国际航行和 500 总吨或总功率

750kW 以上沿海航行的以内燃机作为主机或电动机作为主机的货船”。

随着船舶技术的发展，目前以电动机作为船舶主推进动力的电力推进船已

越来普遍，运营规模也不断增大。GB 18436-2001《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主

要适用于以内燃机为主机的货舱，没有规定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造成目前国

内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记载内容标准不统一，格式差别大，给各船运公司的使

用和国家海事主管部门检查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根据 GB 18436-2001 强

制性标准精简整合结论，本次修订工作的重点为增加以电动机作为主机货船的

轮机日志要求。同时，按照《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有关规定，

增加与 500 总吨等同的总功率 750kW 的船舶要求，进一步明确对电力推进船舶

的管理，该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章节名称根据 GB/T 1.1 的编写规则由“引用标准”修改为“规范性引用文

件”。

根据修订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增加了 GB/T 7727.1《船舶通用术语 第 1

部分：综合》，并将 GB 18093《航海日志》改为不注日期的规范性引用，其引

用内容主要为：

（1）GB/T 7727.1 船舶通用术语 第 1 部分：综合。

主要引用该标准中内燃机船、电力推进船两个术语。

（2）GB 18093 航海日志。

引用此标准关于正午报告的有关记录要求。

3.术语和定义。

为更好的理解本标准，以 2001 年版标准和 GB/T 7727.1《船舶通用术语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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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综合》为基础，明确了轮机日志、车钟记录簿、内燃机船、电力推进船

的术语和定义。

（1）轮机日志。

由 2001 年版标准 3.1.1 改写形成。

（2）车钟记录簿。

由 2001 年版标准 4.1.2 改写形成。

（3）内燃机船、电力推进船。

规范性引用 GB/T 7727.1《船舶通用术语 第 1部分：综合》相应的术语和

定义，调整了该术语英文表述方式。

4.轮机日志。

本章将 2001 年版中的第 3章轮机日志，按照记载内容、记载要求、保管要

求、格式版面要求和印刷制作要求进行了编辑性修改。

（1）内燃机船记载内容。

将 2001 年版标准 3.1.4 的内容整理至 4.1.1 内燃机船，并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了调整。

 将主机控制方式调整至值班记事中记载。

 增加了扫气温度（℃）。

 简化了副机设备工作时间,增加了造水机工作时间（h）。

 明确了锅炉状态包括废气锅炉的蒸汽压力（MPa）、燃油锅炉的蒸汽压

力（MPa）和热油锅炉的进口、出口热油温度（℃）。

 增加了主机减速箱油温（℃）。

 将原标准中的“机油”统一修改为“滑油”。

（2）电力推进船记载内容。

增加了 4.1.2 电力推进船的轮机日志记载内容，包括主发电机组、推进系

统、燃料润料记录、设备工作时间、锅炉、环境温度、正午报告、值班记事、

部门记事。分为左页、右页。

——左页主要记录主发电机组、推进系统的运行状况（部分参数）

“主发电机组”是指船舶航行中给电力推进装置提供电力的主发电柴油机，

据调研，国内的电力推进船一般有 4-6 台主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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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列的 1、2、3、4、5、6分别指 6台主发电机组；

 “班次”，指值班期间记录轮机日志的次数，据调研，国内现有电推船

舶均为无人值班机舱（AUTO-0 级），每 24 小时只需要巡回检查记录 2次可满足

安全要求，即 00—12 时记录一次，12—24 时记录一次；

 “负荷”，指主发电柴油机工作时的负荷；

 “气缸排气温度”是指主柴油机工作时每个缸的排烟温度，排烟温度是

体现柴油机工况的主要参数之一。横行的“1、2、3.....12”是指主柴油机的

12 个气缸，通过调研，电推船舶主柴油机通常在 8~12 缸；

 “增压器温度”是指废气流经主发电柴油机增压器的温度，“进口”是

指废气进入增压器的温度，“出口”是指废气流出增压器的温度；通过记录废

气进出主发电柴油机增压器的温度，可以判断增压器的工作状况；

 “增压器转速”是指主发电柴油机工作时的增压器实际转速，是体现主

发电柴油机及增压器工况好坏的重要参数；

 增压器滑油压力是增压器润料滑油的压力；

 “扫气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增压空气压力，此参数是体现柴油机

增压器工况和进气量的主要参数；

 “扫气温度”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增压空气冷却后的温度，此温度是体

现柴油机空气冷却器工况的主要参数；

 “曲拐箱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曲拐箱内的压力，该参数的变化可以

体现柴油机活塞环磨损状况和曲拐箱透气管工作是否正常，对防止曲拐箱爆炸

有重要意义；

 “气缸缸套水出口温度/气缸缸壁温度”是指主发电柴油机各缸的缸套

冷却水出口温度和各缸缸套的外壁温度；通过调研中远海特的半潜船，发现主

发电柴油机不仅有缸套水温度传感器，也有对各缸缸壁温度的监测，更能反映

各缸的热负荷；

“推进系统”是通过螺旋桨推进船舶前进的系统，通过调研，一般电力推进

船舶有 2 套推进系统，大型电推半潜船是靠主发电机组直接通过轴系驱动螺旋

桨的，因此推进系统数量应与主发电系统数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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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荷”，是指推进器的实际负荷；“转速”是指推进器的实际转速；

通过记录负荷和转速，可以体现推进器的工况；

 “减速齿轮箱”中的“油压”和“油温”是指工作油的油压和油温，“油

位”是指减速齿轮箱内油位；

 “推力轴承温度”是指推力轴承的前后轴承温度，可以体现推力轴承负

载程度和润滑情况；

 “推力轴承油压”是指推力轴承内的滑油压力；滑油压力可以反映推力

轴承润滑情况；

 “中间轴承温度”是指推进器传动轴的中间轴承温度，取“1”和“2”

两个点监测，中间轴承温度可以反映中间轴承磨损程度和润滑情况；

 “艉轴承温度”是指推进器艉轴承的温度，取“1”、“2”和“3”三

个点监测，艉轴承温度可以反映艉轴承磨损程度和润滑情况；

 “艉轴封空气压力”是指指艉轴密封装置的重力油柜补偿空气压力；

 “电动机励磁绕组温度”是指电力推进电动机的“U”、“V”和“W”

三相励磁绕组温度；

 “电动机定子绕组温度”是指电力推进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温度；

 “推进电机绝缘值”是指推进电动机定子线圈绝缘电阻值，其与电气设

备安全性密切相关。

 “推进电机轴承温度”是指电力推进电动机的前后轴承温度；

 “推进电机滑油泵压力”指推进电机滑动轴承润滑油泵的油压；

 “推进电机顶升油泵压力”，指推进电机滑动轴承顶升油泵油压，有些

推进电机没有顶升油泵，则不记录；

 “变 频 器 冷 却介质”是指电力推进电动机变频器的冷却介质；“温

度”是指变频器冷却介质的温度；“压力”是指变频器冷却介质的压力；

 “变频器负荷”是指变频器的实际负荷的百分比。

——右页主要记录主发电机组、推进系统的运行状况（部分参数），船舶

停泊用的主发电机状态，以及设备运行时间、环境温度、油料润料记录、锅炉

状态、正午报告、值班记事、部门记事等管理性内容。

“主发电机组”运行状态在右页还需要记录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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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轴承温度/连杆大端轴承温度”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各主轴承温度

和各缸的连杆大端温度；“0” 是指主发电柴油机自由端的第一道主轴承；“13”

是指驱动端推力轴承；

 “高温水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缸套冷却水压力；

 “高温水温度”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缸套冷却水进机和出机的温度，即

“进口”温度和“出口”温度；

 “低温水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低温冷却水压力；

 “低温水温度”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低温冷却水进出冷却器的温度，即

“进口”温度和“出口”温度；

 “滑油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滑油压力；

 “滑油温度”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滑油进机和出机温度，即“进口”温

度和“出口”温度；

 “滑油油位”是指主发电柴油机曲拐箱滑油油位；

 “燃油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燃油压力；

 “燃油温度”是指主发电柴油机的燃油温度；

 “起动空气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起动空气压力；

 “控制空气压力”是指主发电柴油机控制空气压力。

 “主发电机”是与主发电柴油机配合发电的设备，其“功率”是指主发

电机的实际负荷，“前轴承温度”是指主发电机前轴承的温度，“后轴承温度”

是指主发电机后轴承的温度。

“推进系统”运行状态在右页还需要记录如下内容：

 “变频器”参数是指直流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主变压器”是指功率和电流强度。

 “主变压器绕组温度”是指主变压器的“U”、“V”和“W”三相励磁

绕组温度；

 “主变压器冷却介质”是指主变压器冷却系统中冷却介质的压力和温度。

 “推进变压器绕组温度”是指推进变压器的“U”、“V”和“W”三相

励磁绕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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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变压器冷却介质”是指推进变压器冷却系统中冷却介质的压力和

温度。

“设备工作时间”是指对电推船主要设备的总运行时间进行统计，包括

各台主发电柴油机和副发电柴油机，副发电柴油机指船舶停泊时带动副发电机

工作的柴油机；“累计时间”是指设备的总运行时间。

“锅炉”主要记录废气锅炉、燃油锅炉、热油锅炉的主要运行参数：

 “废气锅炉”是指主柴油机的废气锅炉，记录废气锅炉的蒸汽压力；

 “燃油锅炉”是指电力推进船舶的辅助燃油锅炉，记录燃油锅炉的蒸汽

压力；

 调研发现，许多船舶的辅助锅炉不是使用的蒸汽锅炉，而是使用“热油

锅炉”，主要记录其温度，包括“热油进口温度”是指热油进入热油锅炉前的

温度，“热油出口温度”是指热油加热后的温度。

“造水机”是指大型电推半潜船的左右两台造水机；“运行时间”是指造

水机每 24 小时内的运行时间；“造水量”是指 24 小时内造水机水表读数的差

值，表示每天的造水量。

“正午报告”、“油料润料记录”、“环境温度”、“值班记事”、“部

门记事”所需记录的内容与 2001 版标准轮机日志的要求相同。

（2）记载要求。

明确了“4.2.9 船舶机舱自动化程度为 Auto-0 级的内燃机船轮机日志应每

天至少记录 3个班次；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应每 12 小时记录 1次”。

前者延续 2001 年版标准的要求；后者根据调研，目前国内电力推进船机舱

自动化程度均为 Auto-0 级，各公司多执行每日记录两次轮机状况的要求。

（3）保管要求。

此部分未做修改，参考 2001 版标准要求进行了表述方面的调整。

（4）格式版面要求。

修改了轮机日志封面格式版面样式，增加了船舶类型，方便区分内燃机船

和电力推进船两种不同的轮机日志。

修改了轮机日志第 V页～第 VI页的格式版面要求，将燃机船和电力推进船

进行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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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修改均因为内燃机船和电力推进船轮机日志记载内容有所差异。

此外，本章删除了 2001 年版标准“3.3 轮机日志的制作、登记和签发”要

求，以上内容属于行政管理要求，不适宜保留在技术标准中，该部分要求已在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使用国家标准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的通知》（海船

舶[2004]107 号）文件中体现。

5.车钟记录簿。

本章将 2001 年版中的第 4章车钟记录簿，按照记载内容、记载要求、保管

要求、格式版面要求和印刷制作要求进行了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 2001 年版标准“4.3 车钟记录簿的制作、登记和签发”要求，以上

内容属于行政管理要求，不适宜保留在技术标准中，该部分要求已在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关于使用国家标准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的通知》（海船舶[2004]107

号）文件中体现。

6.附录。

更改了附录 A轮机日志格式版面样式，将 2001 年版标准中涉及轮机日志格

式版面样式的内容以及 2001 年版附录 A进行了整合，并补充了电力推进船轮机

日志的格式版面样式。

电力推进船舶正文表格样式符合 4.2 的记载内容要求，样式上参考了内燃

机船轮机日志表格样式，并且参考国内主要运输企业编制的电力推进船轮机日

志表格。

增加了附录 B车钟记录簿格式版面样式，将 2001 年版标准中涉及车钟记录

簿格式版面样式的内容进行了整合。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本标准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等法律法规的重要

体现，是交通运输海事部门对我国国际航行船舶和 500 总吨以上国内沿海航行

货船《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实施监督检查，对没有使用国标《轮机日

志》和《车钟记录簿》的船舶作为安检缺陷项目处理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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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规定“船舶、设施航行、

停泊和作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船舶具备下

列条件，方可航行：（一）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依法检验并持

有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二）经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并持有船舶登记证书；

（三）配备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船员；（四）配备必要的航行资料”。

（3）《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二十五条规定“船舶安全检

查员登轮后，应当先进行初始检查，对船舶进行巡视，核查船上证书、文书以

及历史检查缺陷的纠正情况。对已经纠正的缺陷，船舶安全检查员应当予以核

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安全检查员应当对船舶实施详细检查，并告知船

方进行详细检查的原因：（一）巡视或者核查过程中发现在安全、防污染、保

安、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明显存在缺陷或者隐患的；（二）有明显迹象

表明船舶安全管理存在较为严重问题的；（三）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或者污染事

故的；（四）历史缺陷未按要求纠正的；（五）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要求进行详

细检查的”。

本标准与国家标准 GB 18093—2000《航海日志》、GB/T 13030—2009 《船

舶电力推进系统技术条件》等具有一定关联性，标准修订中采用规范性引用和

参考的方式，实现了标准技术内容间的协调。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国际海事组织规定《轮机日志》《车钟记录簿》的制定应符合本国船舶管

理实际情况制定，因此本标准主要依据国内主要水上运输企业目前从事货运的

内燃机船和电力推进船的实际情况制定。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4%BA%8B%E7%AE%A1%E7%90%86%E6%9C%BA%E6%9E%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8%B9%E8%88%B6%E6%A3%80%E9%AA%8C%E8%AF%81%E4%B9%A6/249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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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标准的实施日期晚于发布日期，是为了给使用新标准的对象一个过渡期，

发布后让标准使用对象学习、领会、准备等再进入实施阶段。考虑船舶轮机日

志和车钟记录簿使用情况，建议新标准发布日至实施日有 12个月的过渡期。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实施监督主体为标准提出和归口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相关规定进行实施。本标准的实施交通运输

海事管理机构负责。

强制使用符合国家标准（GB 18436）所规定的《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

簿》有明确的行业规定。2004 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印发了《关于使用国家标

准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的通知》（海船舶[2004]107 号），其中规定“为加强

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规范船舶的《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中国海事局

决定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对我国国际航行船舶和 500 总吨以上国内沿海航行的

使用柴油机动力装置的海船统一使用国家标准（GB 18436—2001）所规定的《轮

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否。本标准适用于所有中国籍国际航行和 500 总吨或总功率 750kW 以上沿

海航行的以内燃机作为主机或电力推进的货船，其他中国籍船舶可参照执行。

标准不涉及外籍船舶执行，无需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废止现行 2001 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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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无。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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