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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遵守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则五 

    货物分类和洗舱水排放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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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自 201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
则五》1, 2, 意味着托运人在货物分类方面需要承担新的责任
（船员责任在附件表格中单独概述）以及该修订如何影响船员
将货物残余及洗舱水排放到海洋环境中的行为。从该日期开
始，托运人需要考虑货物与其残余及存在于水中的货物残余
是否“危害水生环境”（HME），正如图 1 说明所示。本册将介
绍将货物分类为危害水生环境的要求、概念和流程。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则五》

洗舱水及洗舱水中所含有的任何不可回收的货物残余的排放
主要是通过《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则五》进行管控的。在
该附则中，上述物质被分类为垃圾，因此应当适用最近修订的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2 规则 4.1.3 和 6.1.2 所规定的控
制措施。大体上，在操作规程中，洗舱水中货物残余的排放
主要适用以下标准：

l 不得在离最近的陆地、冰架或港界 12 海里范围内排放货物
残余。

l 不得在《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所定义的六个“特别区域 3”
（地中海、“海湾国家”海域、泛加勒比海包括墨西哥湾、波

从 2013 年1月1日 
起还须对货物是否 
危害水生环境分类

所有货物残留和 
洗舱水排放均应符合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
公约》附则五要求

当前须按国际海运
固体散装货物规则
第 4. 2 部分申报货物

固体散装货托运人
洗舱水不得排出 
舱外，应由合适的 
接收设施接收 *

若货物被分类为 
危害水生环境

图 1. 危害水生环境之分类如何影响洗舱水在海上的排放
*  在 2015 年 12 月 31日前，在某预定情况下，含危害水生环境货物残余的洗舱水可
在特别区域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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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海、北海和南极海域）内排放货物残余。除非出发港和
目的港都位于特别区域内并且没有足够的接收设施，含货
物残余洗舱水才可排放。在此情况下，排放应当离海岸尽
可能的远且不管何种情形，距离最近陆地或冰架的距离不
得少于12 海里。

l 不得排放任何被分类为危害水生环境的货物残余。洗舱水
应当排放到合适的接收设施。

注意：由于据报目前缺少足够的接收设施，根据海洋环境
保护委员会第 810 号通函 4，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洗舱水中危害水生环境的货物残余可
以在特殊区域外排放：

l 基于来自有关港口当局的信息，船长认为下一挂靠港的
接收点没有足够的接收设施；

l  尽可能在船舶航行途中（但离最近的陆地至少应保持 12

海里）；

l 洗舱之前（已经扫舱）尽可能将固体散货移出（并装袋
上岸）；

l 污水井上使用过滤器收集残余的固体颗粒；

l 排放记录于船旗国通知使用的垃圾记录簿上，该垃圾记
录簿以修订后的统一格式报告经第二次修订的海洋环境
保护委员会第 1 / 469 号通函所称的码头接收设施不足的
问题。

接收点仍需提供足够的码头接收设施来接收这些废液，该
通函仅在一旦接收点没有履行附件规定义务时，为船东和
船舶经营人提供便利。

按照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1 / 791 号通函 5 制定的 MARPOL

公约附则五所规定的时间表（亦即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托运人必须采取所有的合理措施，将
货物临时分类为危害水生环境或非危害水生环境。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托运人应当提供所托运货物的完整分类。托
运人还必须向装卸港口当局声明该装卸的货物是否危害水生 

环境。



4

如何将货物分类为危害水生环境（或非危害

水生环境）

为了对货物进行分类，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则五 2012 年
指南 1 规定了《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UN 

GHS）的使用。按照该规定，如果某一货物不符合七类排除
标准（急性毒性、慢性毒性、致癌性、突变性、生殖毒性、重
复接触特定目标器官毒性 [ STOT ] 以及掺有塑料、橡胶或合
成聚合物）中的任何一类，都将被视为危害水生环境。

每一标准的具体数据要求参见第 10 -11 页。在进行实验室检
测的时候，我们推荐由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所批准
的检测方法。在所有七类标准的评定完成之后，制作一份摘
要表将是极为有益的（如图 2 所
示）。分类过程的示例在图 3 中
会详细说明。

使用《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七类标准对某
一货物进行分类主要有三个阶段：

1 可利用信息的文献搜索；

2 毒性、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累积性的实验室检测；

3 将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累积性数据与已发表的致癌性、突变
性和生殖毒性（统称 CMR）以及重复接触特定目标器官毒
性（如有必要）研究进行对比。

《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IMSBC规则）

所有运输固体散货的船舶都需要遵守《国际海运固体
散货规则》( 谷类 6 货物除外，其考虑于 1991 谷类规
则 )。现在该规则第 4. 2 章所要求的货物申报形式应当
包含一份说明货物是否危害水生环境的临时申报单。这

图 2.  摘要表的示例

       规范                符合 不符合 *

 1 7

 2 7

 3 7

 4 7

 5 7

 6 7

 7 7

* 不符合《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
标签制度》七类分类排除标准中的任意
一类 = 货物将被分类为“危害水生环
境”（ 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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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示例见第 12 页的说明）在材料或产品的安全
资料表（SDS）或有关危害水生环境的申报单中额外要
求。由于托运人必须已按申报单样本中所列举的《国际
海运固体散货规则》物性参数对货物进行检测，采取额
外的检测以确定货物是否危害水生环境也是合理可行的。 

图 3. 示例说明如何收集危害水生环境物分类所需信息的流程图

货物是否为塑料、合成聚合物或橡胶 ？

结果符合第 7 类
排除标准

结果不符合第 7 类排除
标准，货物划入危害 

水生环境类别

其他 6 类排除标准 
是否有充足的数据？

托运人应当采用 10 -11 页的摘要将货物分
为 1- 6 类（就任一数据已经存在的类别）

开展急性和慢性毒性检测
（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201 / 202 / 203 和 / 或

210 / 211 方法）

结果不符合 1 /  2类排除标准，
货物划入危害水生环境类别

结果符合 1/ 2 类排除标准

开展生物降解性 /累积性
检测。

（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301 / 302和107 / 117方法）

货物不能快速降解
且生物积累性高

与已知的人类和动
物CMR（第 3、4、
5 类）和 STOT 重
复接触 第 6 类）研

究进行比较

不符合标准

符合标准

货物快速降解并且 
生物累积性较低。

符合 
标准

不符合
标准

结果符合《联合国全球化
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标准 3 / 4 / 5 / 6 排除标准

结果不符合《联合国全
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标准 3 / 4 / 5 / 6
排除标准，货物划入 
危害水生环境类别

不符合七类排除标准中的任意一类 = 货物将被划入“危害水生环境”（HME）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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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使用何种检测设施？

据悉，目前并没有“经认可”的实验室，不过我们极力推荐下
列条件：

l 进行检测的机构应当熟悉《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
标签制度》系统的生态毒性检测和《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
的物质毒性检测；

l 应当依照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或国际标准组
织（ISO）的国际标准化指南开展研究。特定情况下，源于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检测指南的国家标准也可以采用；

l 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开展此研究的实验室符合经合组织和
良好实验室规范（GLP）；

l 制作的报告应当包含有一份质量保证声明。

如何对金属进行分类？

对无机化合物、矿物质和金属进行分类时，降解性这一概念
意义有限，甚至没有意义。溶解率成为了毒性的关键。《联合
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指南的第四部分 7 有专
门一章是关于金属的检测。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也出版了
一份有用的指南——《矿石和精矿——欧洲危险品分类的产
业方法》8。该组织还出版了一份名为《金属环境风险的评估
指南》（MERAG）的文件，对实务操作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如何对混合物、掺合物和批次货物进行分类？

在对混合物或掺合物进行分类时，若无法得到混合物本身的
检测结果，利用稀释和分批处理等方法所得到的个体物质数
据可以用于确定分类。这些方法被称为“衔接原则”，关于其
使用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见《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指南的第四部分 7。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某一稀
释液的毒性与原始的化合物相同甚至更低，那么分类就应当
基于原始的化合物。在所有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分类的情
形中，应当适用其中最严格的分类。在明知成批的货物是由
同一制造商生产或控制之下，这些货物可以推定为大体相
同，只需一个分类即可（除非有理由相信存在显著的不同）。
这样就可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额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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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当混在一起的货物有可能引起其组成化合物的毒性发
生变化时，我们建议重新检测。

甲板的货物粉尘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则五 1.2 规定，“货物残余”一
词并不包括打扫之后仍余留在甲板上的货物粉尘或是船舶外
表面的粉尘。因此，货物粉尘并不包括在附则所定义的“垃圾”
范围内。

冲洗锅炉 /节热器之烟灰水

怎样分类冲洗锅炉 /节热器之污水曾被讨论，“其它类似排放”
等同船舶运作曾被提议但不被同意。因此它不被列于 2012 指
引，目前提议联系有关当局跟据当地限制和规定来排放。

洗舱水的定义

规则所提到的洗舱水是指卸货之后清洗货仓所产生的废水以
及其中所含有的任何不可回收的货物残余和小剂量的清洁剂。  

是否有足够的接收设施？

能够提供充足的港口接收设施（RF）供使用被视为是《国际防
止船舶污染公约附则五》整体成功的关键。《国际防止船舶
污染公约附则五》所定义的充足是指港口接收设施应当能够
满足使用港口的船舶的需要而不会造成不应有的延误；不
会引起船员不愿使用这些设施；并且有助于海洋环境的改
善 9。 

目前所知，可利用的接收设施其充足率相当低。在一些主要
港口，特别是在一些地区，接收设施的缺乏将会限制托运人
遵守规则的能力。

更多指引

l 当某一具体标准已经存在相应数据时（如采矿活动的影响评
价及其健康和安全），如果生产者愿与托运人共享此数据，
那么可以将这一数据用于分类的初始数据。对于加工过的
化学货物而言，制造商也能够提供额外的毒性数据。普通
货物可以由几个托运人进行检测，信息共享在临时分类阶
段将是大有裨益的。据我们所知，目前也有一些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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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集资源和共享信息的合作项目，如由欧洲铜业协
会（ECI）10 所主导的项目。

l 在确定货物 / 洗舱水的特性时，诸如海洋污染科学专家
组（GESAMP）的危险描述，《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
和标签制度》国家数据库，《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和《国
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后者在其索引中明确了特定类
型的海上污染货物）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参考之前被分类
为“危险货物”的安全数据表、被分类为“对环境有害物质”
（EHS）的货物或有具体联合国编号所表示的某一有害货物，
这些都可以提供额外的有益信息。还有许多在线的化学数
据库可以提供某些货物的初步毒性信息。

l 关于《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标准的进一
步指导和不同的分类，请参《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
标签制度》的第四版（2011）7。

l 关于标准第 7 类，并没有任何推荐的检测方法。标准第 1

类和第 2类的检测方法较为普遍并广为了解。标准第 3类、
第 4 类、第 5 类和第 6 类一般不是直接检测，而是与人类
和动物研究数据库进行比较，通过生物累积性和降解性测
试来进行检测的。有关检测方法和标准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关于危害水环境化学物质分类的
指导文件》（ 2001）11。  

l 港口国当局应当有能力比较申报单并就任何具体的请求或
咨询作出澄清。指定当局清单可以在《固体散货安全操作规
则》第 1 / 70 号通函 12 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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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分类标准摘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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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分类标准摘要 13

LC 50 :  指在给定时间内，能够杀死 50 % 测试生物体的化合物的致死浓度。
EC50 :  指产生 50% 反应的浓度。

Er C50 :  与 EC50 一样，是指生长率的降低。
NOEC :  指无显见效果浓度。
ECx :  指产生 x % 反应的浓度

颜色为红的类别属于不符合排除标准的类别

类别 1 
96 hr LC50 ( 对鱼类 ) 、48 hr EC50  ( 对 

甲壳纲动物 )、72 或 
96 hr ErC50 ( 对藻类 ) ≤1 毫克 / 升

急性 
水生毒性

统一分类和标签编号

1

充分的 
长期数据

无
法
迅
速
降
解

14
高
生
物
累
积
性

15
同
时
还
包
括

…

不充分的 
长期数据

长
期
（
慢
性
）
水
生
毒
性

2

致癌性3

突变性4

生殖毒性5

重复接触 
特定目标器官毒性

6

塑料7

类别 1 
在人体会产生相当剂量毒性的物
质，或基于动物研究的证据，该
物质在重复接触后有在人体产生
相当剂量毒性的潜在可能性。

类别 1A 
基于人类证据的 
已知人类生殖毒物

类别 1A 
已知突变剂 

人类突变性流行病学研究 
所得可能性证据

类别 1A 
主要基于人类证据的 
已知人类致癌物

类别 1 
急性水生毒性 

类别 1

类别 1 
不会迅速降解 = 长期毒性 NOEC 或 ECx

( 对鱼类 ) 、( 对甲壳纲动物 )  
或 ( 对藻类 ) ≤0.1 毫克 / 升； 

快速降解 = 长期毒性 NOEC 或 ECx ( 对 
鱼类 ) 、( 对甲壳纲动物 )  

或 ( 对藻类 ) ≤ 0.01 毫克 / 升

类别 2 
96 hr LC50 ( 对鱼类 ) 、48 hr 

EC50 ( 对甲壳纲动物 )、72 或 
 96 hr ErC50 ( 对藻类 ) ＞ 1.00 
毫克 / 升 ≤ 10.0 毫克 / 升

类别 2 
不能快速降解 = 长期毒性 NOEC
或ECx (对鱼类 ) 、(对甲壳纲动物 )
或 ( 对藻类 ) ≤1.0 毫克 / 升； 
快速降解 = 长期毒性 NOEC 或
ECx ( 对鱼类 ) 、( 对甲壳纲动物 ) 

或 ( 对藻类 ) ≤0.1 毫克 / 升

类别 2 
急性水生毒性 

类别 2

类别 4 
物质可溶性较差，无
法记录到急性毒性

类别 3 
急性水生毒性 

类别 3

类别 3 
快速降解 = 长期毒性 NOEC 或 
ECx ( 对鱼类 ) 、( 对甲壳纲动物 )  

或 ( 对藻类 ) ≤ 0.1 毫克 / 升

类别 3 
96 hr LC50 ( 对鱼类 ) 、48 hr EC50 ( 对

甲壳纲动物 )、72 或 
96 hr ErC50 ( 对藻类 ) ≥1.00 
毫克 / 升＜ 10.0 毫克 / 升

类别 2 
疑似致癌物 

人类或动物致癌性的有限证据

类别 2 
疑似或可能的突变剂 

源于哺乳动物检测和 / 或 
在某些情况源自体外实验 

所得到的肯定证据

类别 2 
疑似人类生殖毒物 
人类或动物证据以及 
其他可能的数据

类别 2 
被推定为在重复接触后会危害人类健康的 

物质（与人类相关的，一般适量接触下显著毒性效应的 
动物研究或例外情形下的人类证据）

  货物构成物质是、或含有：合成聚合物、橡胶、塑料或塑料原料颗粒

类别 1B 
主要基于从动物研究中 
所获得的数据所推定的 

人类生殖毒物

亚分类 1B 
下列结果呈阳性：对哺乳动物生
物体内的遗传生殖细胞的检测或
上述检测与人类生殖细胞在无子
代情况下突变性或突变效应 
检测的某些证据相结合

类别 1B 
基于动物致癌性 

演示所推定的人类致癌物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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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运人： 运输文件编号：
收货人： 承运人：
运输名称 / 方式： 指示或其他事项：
出发地 / 出发港：
目的地 / 目的港：

货物的一般说明（固体散货——材料类型 / 颗粒大小） 货物的相关特性（如高溶水性。有关固体散货，参
见《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第 4 章）总重量（千克 / 吨） 

普通货物： 

货物单位： 

散货：

散装货物运输名称：
散货规格（如适用）： 

积载系数： 

自然倾角： 

平仓程序： 

是否有潜在危险——化学特性（等级、联合国编号或
尽在散装运输时具有化学危险的物质）：

货物的分组 

A 组： 

B 组： 

A 和 B 组： 

C 组：

运输的湿度限制： 托运时的水分含量： 其他标准（如有要求） 

水分含量和运输 

湿度限制证书： 

免除证书： 

耐风蚀证书： 

其他：

对环境有害物质（参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第 2.10 和 2.9.3 章）： 

           是 / 否          

危害水生环境（参见《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
则五）： 

           是 / 否 

（说明：如果货物被分类为危害水生环境，洗舱水
中的货物残余不得从船上排出，必须通过合适的接
收设施进行处理） 

说明：所有七类排除标准必须在 2015 年1月1日之 

前实施

本人在此申报：已经完整、准确地描述所托运的货物，所提供的检测结果和其他说明依本人所知为正确并
可视为所装载货物的代表。

姓名 /身份，公司 / 组织签名： 地点和日期： 代表托运人签名：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 AMSA 268（10 /12）表格修改版

申报

固体散货信息

货物信息

基本信息

托运人申报样单  
此表符合《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六章规则 2 以及《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第 4.2 章的要求

货物申报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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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则五船员检查清单（册内 - 可取出）



t 是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五

  船员检查清单 任何形态的垃圾都不得排出船外t

t
否

是

船舶是否处于公约规定的 “ 特殊区域 ” ？

t

垃圾排放不是特别严格

砍碎的动物尸体在远离  
陆地 1 0 0 海里或以外  
最大水深处方可排放 垃圾排放较为严格

t

t

不可回收货物  
残余、清洁剂或添加剂

t

货物或清洁剂是否
被划入危害水生
环境之类别？

t

t

t

未经粉碎或磨碎的食品废弃
物允许在航程中距陆地 1 2 海
里或以外尽可能外海排放

经粉碎或磨碎的食品废弃
物允许在航程中距陆地 3 海
里或以外尽可能外海排放

在 2 0 1 5 年 1 2 月 3 1 日前，如  
因港口接收设施不足，不可  
回收货物残余允许在航程中  

距陆地 1 2 海里或以外  
尽可能外海排放。  

是
t 否 t

清洁剂和添
加剂允许
与洗舱水
一并排放

不可回收
货物残余
允许在航
程中距陆
地12 海
里或以外
尽可能外
海排放

大于等于25毫米粗筛粉碎或
磨碎的食品废弃物禁止排放

t

除在特殊情况下，不可
回收货物残余、清洁剂
或添加剂不允许排放

t

货物或清洁剂是否被划入危害水生环境之类别？

是

t

禁止排放

t

是否在洗舱水中？

否

倘若出发港和到达港都在 
特别区域内且两港都没有 
在足够可用的接收设备或 
在紧急情况下，货舱洗舱水 
方可在航程中距陆地 12 海 

里外尽可能外海排放

t 否 t 是t 否

在甲板和
外表水中
的清洁剂
和添加剂
允许排放

货物残留
禁止排放

船舶是否离最近陆地或陆架冰 3 海里以上 ？

*地中海、“海湾国家”海域、泛加勒比海包括墨西哥
湾、波罗的海、北海和南极洲海域严禁排放垃圾

鸣谢：该图表经国际油轮船东防污染联合会同意使用

洗舱水保
留在船，
待驶出特
殊区域后
进行处置

t 是

t

海上禁止排放物

玻璃 ; 塑料 ; 纸张 ; 炉灰 ; 飘浮塑
料 ; 食用油 ; 陶瓷 ; 瓶子 ; 金属 ; 衬
料和包装材料 ; 布料 ; 化纤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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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本文由 
国际油船船东污染联合会 
技术顾问 Rebecca Coward 博士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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