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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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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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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标准化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招商局金陵船舶（南京）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招商局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招商局金陵鼎衡船舶（扬州）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仝春迎、丁留辉、马术、朱雨林、李巧平、高道清、田正军、黄戈、徐谦、方

云虎、王东、刘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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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居住区舱室通风系统防疫设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居住区舱室通风系统防疫设计的系统组成、空气过滤及消杀要求以及分区设计要

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新建、改造，对防疫有需求的船舶居住区舱室通风系统防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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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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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165—2021 高效空气过滤器性能试验方法效率和阻力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 19193—2015 疫源地消毒总则

GB/T 20944.2—2007 纺织品 抗菌性能的评价 第2部分:吸收法

BS EN779：2012 一般通风用空气颗粒过滤器.过滤性能测定（Particulate air filters for

general ventilation—Determination of the filtration performance）

ISO 18184：2019 纺织品 抗病毒活性的测定（Textiles—Determination of antiviral activity

of textile produc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洁区 pollution-free area

未被病毒污染的健康人群的居住和活动的区域。

3.2

潜在污染区 potentially contaminated area
与传染性疾病确诊或疑似人群存在密切接触人群居住和活动的区域。

3.3

负压隔离区 negative pressure isolation area
指通过和可能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确诊或疑似人群居住和活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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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缓冲室 butter chamber

清洁区和潜在污染区之间，或潜在污染区与负压隔离区之间，通过在两侧设置并确保不同时开启，

来减少区域之间的空气流通，从而控制感染传播的空间。

4 系统组成

4.1 居住区舱室防疫通风系统组成示意图见图 1。

4.2 中央空调通过供风管路对清洁区、潜在污染区、负压隔离区进行送风，气体通过空气检测装置检

测合格后可进入各区，当检测装置发生报警时，应立刻关闭电动截止风闸 f。空气流向依次为清洁区、

潜在污染区、负压隔离区。

4.3 新风通过独立空调进入通风系统，经过新风管路与供风管路合并，形成送风。

4.4 在回风管路上，正常情况下，电动截止风闸 c/d 关闭，电动截止风闸 a\b\e 打开，回风经过二级

净化单元消毒，再经空气检测装置检测合格后回到中央空调空气混合箱。若检测不合格，电动截止风闸

a\b\e 关闭，电动截止风闸 c/d 打开，回风并入排风系统，经三级净化单元处理后排舷边，排舷气体应

符合 GB 19193—2015 的要求。电动截止风闸 c/d 与电动截止风闸 a\b\e 应有联动关系，一组打开另外

一组关闭。

4.5 排风管路末端 2 台机械抽风机并联，一动一备，当一台停止时另外一台自动启动，排风末端应设

置三级净化装置，用于处理排舷气体消杀。

4.6 缓冲室应设置独立管路，通过房间天花板抽风头与排风管路连接，管路设置止回风闸。

4.7 自动化报警装置由空气检测装置和可视化面板组成，可视化面板安装在甲板办公室内，面板可显

示空气是否合格，以及各电动风闸开关情况，电动风闸开启与关闭应有灯光绿/红指示，有关联的风闸

一组开启另外一组应关闭，所有电动风闸应有手动开关装置。

5 空气过滤及消杀要求

5.1 新风管路上应采用纤维过滤技术，满足 BS EN779：2012 中 F9 过滤级别，用以过滤颗粒等污染物。

5.2 回风管路上应设置净化单元、病毒检测装置，可采用吸附技术和过滤技术，也可采用其他技术去

除挥发性有机物及异味并过滤颗粒、分解有毒气体、细菌和病毒。

5.3 排风管路上应安装带有抗病毒功能的 LED 照明灯，当灯在处于开启状态时，通过对人体无害的 405

纳米 “紫光”杀灭病毒，同时以与阳光相似的“白色光”提供自然的照明。

5.4 过滤器应能满足 GB/T 20944.2—2007 的要求，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菌种的抑菌率大于

99%。

5.5 过滤器应对甲流病毒 H1N1、冠状病毒 HCoV-229E 有效灭活，满足 ISO 18184：2019 的要求。

5.6 所选用过滤器材料应具备专业实验室的除病毒测试报告，抗病毒率大于 99%。

5.7 在过滤器风管管路上增加压差传感器，压差超过设定值时报警，更换或清洁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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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b,c,d,e,f
电动截止风闸的启闭应满足4.2、4.4的规定。

图1 居住区舱室防疫通风系统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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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区设计要求

6.1 清洁区

6.1.1 清洁区机械排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厕所、浴室、仓库等应设有排风系统，并形成一定负压，空调舱室中的空气会自动流入；

b) 应避免不良气味散发到其他舱室。

6.1.2 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新风进口安装中效空气颗粒过滤器对病毒进行物理吸附捕捉，并按 GB/T 6165—2021 规定的

计数法进行检测，及时更换消杀吸附滤器；

b) 空调系统送风口和回风口配备中效及以上的空气过滤器；

c) 空调系统冷凝水应单独进行消毒杀菌处理，避免病毒传播；

d) 清洁区空调系统应独立于其他区空调系统；

e) 居住舱室应设置回风口可通过门上的格栅从走廊回风。

6.2 潜在污染区

6.2.1 潜在污染区机械排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潜在污染区排风机应设在排风管路末端，排风系统的排出口不应临近清洁区；

b) 潜在污染区的排风管出口与清洁居住区内处所的进风口、窗和门的直线距离应大于 12 m 且高

于进风口、窗和门 2 m 以上，排风管出口应直接通向舷外，且应安装止回阀。

6.2.2 潜在污染区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送风管路上应配置净化单元，在居住舱室内送风管路末端应设置船用杀菌布风器，送风经杀

菌后进入室内；

b) 在回风管路上应采用静电集尘技术、等离子消毒技术；

c) 潜在污染区的空调系统应独立于其他区空调系统；

d) 在空调器内部的进风侧设置照度能力足够的紫外线灯（辐照强度小于 70 μw/cm
2
时，应更换

灯管），使用条件应符合 GB 15982 及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要求，对回风进行有效杀毒；

c) 新风进口应远离污染气体的排出口；在新风进口安装粗效+中效空气过滤器对病毒进行物理捕

捉，空调区域彼此隔离独立；

d) 空调系统冷凝水应单独消毒杀菌处理，避免病毒传播。

6.3 负压隔离区

6.3.1 负压隔离区机械排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风形式应为“上送下排”式，即上部新风进，下部机械式排风；

b) 抽风口加装高效过滤器经管系延伸至室外舷侧附近；

c) 负压隔离房排风管出口与居住区内处所的进风口、窗和门的距离尽可能远，直线距离应大于

12 m 且高于进风口、窗和门 2 m 以上，排风管出口应直接通向船外。

6.3.2 负压隔离区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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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负压隔离区应设置独立的全新风直流式空调系统；

b) 在通风末端应安装高效过滤送风末端装置，即船用杀菌布风器；

c) 新风进口应远离污染气体的排出口。在新风进口安装中效空气颗粒过滤器对病毒进行物理吸附

捕捉，并根据 GB/T 6165—2021 规定的计数法进行检测，及时更换消杀吸附滤器，在居住舱室

风管末端安装船用杀菌布风器；

d) 潜在污染区与负压隔离区之间、负压隔离房后面均应加缓冲室；

e) 空调系统冷凝水应单独消毒杀菌处理，避免病毒传播。

6.3.3 负压隔离区空气相对压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负压隔离区相邻连通房间之间的空气相对压差应不小于 5 Pa，气压由低到高依次为卫生间、

负压隔离房、内走廊（或本区域内其他用途房间）；

b) 负压隔离区相邻连通房间之间空气压差应在空调系统上采用自动监测方式，一旦负压失效应自

动报警。

6.3.4 负压隔离区气流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负压隔离区应采用上侧送风下侧回风的气流组织，气流总方向与微粒沉降方向一致，负压病房

与其所在病区内气流，应为定向气流，从清洁流向污染；

b) 负压隔离区应设置主送风口和次送风口。主送风口应设于病床边医护人员常规站位的顶棚，离

床头距离应不大于 0.5 m，长度不宜小于 0.9 m；次送风口设于床尾顶棚，离床尾距离应不大

于 0.3 m，长度不宜小于 0.9 m；

c) 负压隔离区应采用全新风供给，人均新风量不应低于 40 m
3
/h；负压隔离区的换气次数应不低

于 8 次/小时，可不高于 12 次/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ICS 47.020.90
	目  次
	前  言
	船舶居住区舱室通风系统防疫设计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清洁区  pollution-free area
	潜在污染区  potentially contaminated area
	负压隔离区  negative pressure isolation area
	3.4　 
	缓冲室  butter chamber

	4　系统组成
	4.1　居住区舱室防疫通风系统组成示意图见图1。

	5　空气过滤及消杀要求
	6　分区设计要求
	6.1　清洁区
	6.1.1　清洁区机械排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6.1.2　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6.2　潜在污染区
	6.2.1　潜在污染区机械排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6.2.2　潜在污染区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6.3　负压隔离区
	6.3.1　负压隔离区机械排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6.3.2　负压隔离区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6.3.3　负压隔离区空气相对压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6.3.4　负压隔离区气流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