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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上设施实船短路试验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与海上设施实船短路试验的试验准备、试验过程和试验接受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三级动力定位的船舶与海上设施（简称船舶）的实船短路试验，其他特种船舶可参照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没有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2） 中国船级社

闭环动力定位系统检验指南（2020） 中国船级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冗余 redundant design
当发生单一故障时，单元或系统保持或恢复其功能的能力。

注：它可通过设置多重单元、系统或其他实现同一功能的装置来实现。

3.2

冗余分组 redundant component groups
由于单一故障的发生而导致同时受到影响的系统。

注：通常以推进器组、发电机组或配电板进行划分。

3.3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
对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可能的故障模式及故障影响进行的分析和评估。

4 试验准备

4.1 图样和技术文件

试验用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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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统框图；

b）试验相关系统图、接线图；

c）实船短路试验程序；

d）系统选择性保护分析；

e）系统动态仿真报告；

f）短路电流计算报告；

g）系统保护主参数表；

h）FMEA分析报告报告及试验程序。

4.2 人员

船舶与海上设施实船短路试验人员主要包括：设备厂家代表、船厂技术人员、工艺员、电工、安全

管理员等，应具备的要求如下：

a) 应具备相关专业技能；

b) 应熟悉相关的图样和试验文件；

c) 电工、安全管理员应具备经认可的专业资质，持证上岗。

4.3 仪表、仪器及工具

船舶与海上设施短路试验仪表、仪器和工具主要包括：

a) 瞬态记录仪（不小于 8 通道和小于 20 μs 的采样频率）：

b) 短路电流测量记录仪；

c) 短路铜排及连接螺栓；

d) 遥控按钮盒（带常开、常闭触点）；

e) 万用表、扭力扳手、螺丝刀；

f) 电力和控制电缆若干米；

g) 不间断电源;

h) 主配电板保险丝若干（备用）。

试验使用的各种测试仪器和仪表，其精度等级应具有国家有关主管机构鉴定的合格证明。

4.4 船舶状态

试验前船舶应满足的完工状态如下：

a) 相关舱室通风、照明应满足安全要求；

b) 相关系统的完整性验收合格；

c) 船舶航行试验及FMEA试验完成；

d) 所有设备硬件、软件、电缆及接线等状态固化；

e) 不同冗余组中压主配电板联络开关按照FMEA分析报告中定义的开关状态断开或闭合；

f) 主发电机组按照FMEA分析报告中定义的最小数量在网运行；

g) 不同冗余组辅助配电板分开运行；

h) 应急配电板正常工作；

i) 各推进器带负荷运行（运行功率根据试验海况确定）；

j) 与动力定位系统相关的辅助设备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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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应确保灭火系统可用；

l) 应确保水雾系统可用；

m) 应确保火灾探测和报警系统可用；

n) 实施短路的开关遥控按钮盒应安装在试验位置附近，确保在该处可以切断在网柴油发电机；

o) 应确保必要的其他负载正常运行，如照明等。

4.5 环境保障要求

试验场所的环境保障要求如下：

a) 试验舱室应干净、整洁；

b) 除试验人员，船上无关人员应离开；

c) 应配备专职消防员值班，配有足够的移动式灭火器；

d) 应检查系泊带缆的安全性；

e) 应确保各配电室无人；

f) 应确保各机舱无人；

g) 临时安装一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在中压配电板室，确保视频监视系统工作正常；

h) 试验人员在集控室或驾驶室，通过船舶管理系统人机界面对动力定位辅助设备状态进行监测。

5 试验过程

5.1 根据《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2）》以及《闭环动力定位系统检验指南（2020）》要求，利用动态

仿真软件完成模拟试验。

5.2 对模拟试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澄清和确认，完善试验程序。

5.3 完成动态仿真报告的送审，与船级社确认试验事项，包括：试验程序、短路点选择、试验时推进

器功率、在网运行机组数量等。

5.4 按照 4.1～4.4 的要求完成试验准备，按照 4.5 的要求检查试验环境。

5.5 在中压配电板断电的条件下，连接中压配电板接地开关。

5.6 选定船舶的其中一套冗余组作为短路试验的故障冗余组，根据图 1选择短路试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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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符号说明：

CB——汇流排；

M——推进电机；

G——发电机。

注：

短路点位置

跳闸输出回路

图 1 典型短路点选取

5.7 检查测量系统仪器能否正常使用，确保开关短路闭合信号触发的同时，瞬态记录仪同步工作。

5.8 检查非故障冗余组的推进器和发电机等设备的电缆接线是否可靠。

5.9 拆除短路点处中压配电板主开关的中压电缆，并做好电缆的固定和保护。

5.10 在中压配电板电缆接线柜中，根据图 2所示方式用短路铜排对主开关的三相之间进行短路连接，

并按照相关扭力要求紧固螺栓。



T/CANSI 78—2023

5

图 2 典型短路铜排连接图

5.11 根据图 3 临时拉放相关设备的电缆并接线，以下接线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

a） 中压配电板与记录仪的接线；

b） 辅助配电板与记录仪的接线；

c） 不间断电源与记录仪的接线；

d） 遥控按钮盒与中压配电板的接线；

e） 记录仪、发电机及配电板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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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硬件连接图

5.12 再次检查整个系统安装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5.13 断开中压配电板接地开关。

5.14 连接主发电机，对主配电板进行通电。

5.15 启动相关辅助设备。

5.16 检查相关系统运行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5.17 由专人操作第一遥控按钮引发短路试验。

5.18 记录测试结果，记录表见附录 A 中表 A.1，形成试验报告。

5.19 若试验失败，第一时间操作第二遥控按钮盒应急停止发电机。

5.20 试验结果确认成功后，恢复船舶正常工作的电路连接。

6 试验接受准则

6.1 第一次试验结果满足仿真报告预期结果，则试验结束。

6.2 若第一次试验结果不满足仿真报告预期，则：

a）试验将执行直至连续两次达到预期试验结果为止；

b）另一个冗余组中压配电板也要执行相应短路试验，如果第一次试验结果满足要求，则试验结束；

c）若b)项第一次试验结果不满足要求，试验将执行直至连续两次达到预期结果为止。

6.3 试验结束后，由专业人员收集试验数据，提交试验报告。

第一短路电

流记录仪

辅助配电板主开关 中压配电板

CB（汇流排）

合闸信号

CB断开信号 CB脱扣命令

瞬态记录仪

UPS电源 笔记本电脑 第二短路电流仪

主发电机（DG1）

第一遥控按钮

（主开关的合

闸、分闸）

第二遥控按钮盒

发电机应急停止

L12
母排
电压

L23
母排
电压

L12
母排
电压

L23
母排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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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实船短路试验记录表

中压配电板主开关短路试验检查记录表(非故障冗余组)格式见图 A.1。

序号 名称 预期结果 测试结果 责任方 备注

1 冗余组 A#1 推进器

1.1 冗余组 A#1 推进器由 DP 控制 在线

1.2 冗余组 A#1 推进器开关 闭合

1.3 冗余组 A#1 推进器变压器冷却风机 运行

1.4 冗余组 A#1 推进器变频器冷却水泵 运行

1.5 冗余组 A#1 推进器电动机冷却风机 运行

1.6 冗余组 A#1 推进器泵站 运行

1.7 冗余组 A#1 推进器滑油泵 运行

1.8 冗余组 A#1 推进器淡水泵 运行

1.9 冗余组 A#1 推进器海水泵 运行

1.10 冗余组 A#1 推进器推进滑油泵 运行

2 冗余组 A#2 进器

… … …

3 冗余组 A舱辅助设备

3.1 主发电机配电板开关 闭合

3.2 辅助变压器主配电板开关 闭合

3.3 主柴油机柴油/低硫油供给泵 运行

3.4 冗余组 A机舱通风机 运行

3.5 冗余组 A发电机海水泵 运行

3.6 空调装置淡水冷却泵 运行

3.7 空调装置海水冷却泵 运行

3.8 冗余组 A变压器冷却风机 运行

测试人员： 试验日期：

图 A.1 中压配电板主开关短路试验检查记录表(非故障冗余组)格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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