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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潜水器运行保障信息管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载人潜水器运行保障中设备部件与备品备件管理、装备运行与海上作业、拆解检修与

总装集成等方面的信息管理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信息系统开展载人潜水器全周期运行保障管理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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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T 225-2017 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规程

HY/T 226-2017 载人潜水器作业工具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载人潜水器 manned submersible

由搭载人员驾驶操纵，具有生命支持配套和辅助系统，具备水下作业能力的可移动潜水装置。

[来源：HY/T 225-2017，2.1]

3.2

载人潜水器设备信息管理 equip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manned submersible

对载人潜水器及其相关的全部设备、零部件、备品备件、工具进行从设计、选型、购置、安装、验

收、使用、维护、维修、改造、更新直至报废的全过程信息进行记录和管理。

3.3

载人潜水器运行作业信息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manned submersible running and
operation

在载人潜水器水池试验、航前演练、航渡、海上作业、返航等阶段，载人潜水器能够作为一个整体

系统完成特定功能或任务，在该状态下对载人潜水器作业任务的准备、执行及其设备或部件的检查、维

护、故障记录、维修和备品备件更换等信息进行记录与管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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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潜水器拆检总装信息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manned submersible dismantling and
reassembly

在载人潜水器阶段性全面检查和技术状态测试（包括年度检修、航前检修等）中，对载人潜水器各

设备或部件的检查、维护、故障记录、维修和备品备件更换等信息进行记录与管理。

3.5

载人潜水器设备结构树 equipment structure tree of manned submersible

利用有层次关系的有限个节点所组成的树状逻辑结构描述载人潜水器各分系统、各分系统所包含的

设备、各设备所包含的部件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利用计算机软件形成的载人潜水器设备数据库。

4 载人潜水器运行保障业务流程

载人潜水器运行保障业务流程是载人潜水器运行保障信息管理的基础，针对全周期运行保障业务流

程需求，采用载人潜水器设备信息管理、载人潜水器运行作业信息管理、载人潜水器拆检总装信息管理

三个模块实现载人潜水器运行保障信息管理，如图1所示。

图 1 载人潜水器全周期运行保障业务流程及对应的信息管理模块示意图

5 载人潜水器设备信息管理要求

5.1 设备结构树管理

建立载人潜水器设备结构树，根据载人潜水器最新技术状态对设备结构树的节点进行添加、修改、

删除等操作，设备结构树所记录信息应与实际状态保持一致。

5.2 设备编码管理

对载人潜水器设备结构树各节点的所有设备进行唯一编码，编码共分为三个码段：

a) 设备类型码段，通过多个分段的字符串描述载人潜水器设备结构树中各层次隶属关系下的设备

类型；

b) 厂家型号码段，对于相同的设备类型，用数字编码区分不同的厂家来源和型号；

c) 设备个体码段，对于相同的设备类型和厂家型号，用数字编码区分不同的设备个体。

示例：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某一载人舱观察窗玻璃的设备编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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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码中：

设备类型码段 JLB02-ZRQC-GCC-GCCBL 表示：观察窗玻璃所隶属的设备结构树层次关系为“蛟龙号本体结构系

统-载人球舱-观察窗-观察窗玻璃”；

厂家型号码段 001表示：该观察窗玻璃所对应的厂家和型号在数据库中的编号为 001（该观察窗玻璃也可能采用其

他厂家其他型号的产品，可将其顺次编号以示区分）；

设备个体码段 002表示：此种厂家和型号完全相同的零件可能有若干个，这是编号为 002的那一个。

5.3 设备资料库管理

建立载人潜水器设备资料库，通过计算机数据库对各设备或部件的资料进行电子化存储与统一编

码，并关联至设备树相应节点，实现载人潜水器各设备或部件相关资料的查询与利用。应根据载人潜水

器的最新技术状态更新设备资料库，确保资料库技术内容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资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图纸；

b) 说明书；

c) 随机软件清单及软件程序；

d) 操作与使用技术规程；

e) 检查技术规程；

f) 维护技术规程；

g) 维修技术规程。

5.4 设备档案库管理

建立载人潜水器设备和部件、备品备件、工具耗材的档案库，以载人潜水器设备结构树各节点及其

编码为基础，对设备和部件、备品备件、工具耗材的档案信息进行统一管理。设备档案信息应包括但不

限于：

a) 基本信息：

1) 名称；

2) 型号；

3) 生产厂家；

4) 安全库存量；

5) 厂家有效期（生产厂家标称的有效期）；

6) 经验有效期（根据使用经验估计的有效期）；

b) 采购信息：

1) 采购时间；

2) 采购数量；

3) 供应商名称；

4) 供应商联系方式；

5) 采购单价；

c) 维护维修信息：

1) 维护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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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记录单；

3) 在役时长；

d) 报废信息：

1) 报废时间；

2) 报废数量；

3) 报废原因；

e) 备品备件库存信息：

1) 库位编号；

2) 库存数量；

3) 入库时间；

4) 入库数量；

5) 出库时间；

6) 出库数量；

7) 出库原因；

8) 退库时间；

9) 退库原因。

5.5 设备信息汇总与统计

设备信息汇总与统计应达到的目标包括但不限于：

a) 自动生成当前在役设备清单；

b) 生成各个设备的在役情况与备品备件库存情况报告；

c) 检索与显示各个设备的设备资料库和设备档案库；

d) 对即将到寿命期的在役设备及备品备件进行预警提醒，对到达库存数量下限警戒值的备品备件

进行预警提醒。

6 载人潜水器运行作业信息管理要求

6.1 航次、航段基本信息管理

以载人潜水器针对某一航次任务（可包含若干航段）的备航、航渡、作业的完整过程作为载人潜水

器运行作业信息管理的一个周期，记录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航次名称；

b) 航次编号；

c) 作业海区；

d) 母船名称；

e) 航次主要任务；

f) 航次计划开始时间；

g) 航次计划结束时间；

h) 航次实际开始时间；

i) 航次实际结束时间；

j) 航段编号；

k) 航段始发地；

l) 航段结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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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航段计划开始时间；

n) 航段计划结束时间；

o) 航段实际开始时间；

p) 航段实际结束时间。

6.2 作业准备信息管理

在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海上航渡、航前演练、水池试验等作业准备阶段，记录的信息以HY/T

225-2017中附录A和附录B为基础，但不限于：

a) 下潜主要目标和任务；

b) 下潜作业计划；

c) 船舶准备情况（针对海上作业）；

d) 作业区风、浪、流等环境参数（针对海上作业）；

e) 载荷计算情况；

f) 抛载准备情况；

g) 电气系统准备情况；

h) 液压系统准备情况；

i) 推进系统准备情况；

j) 声学系统检查情况；

k) 控制系统检查情况；

l) 生命支持系统准备情况；

m) 下潜人员准备及携带设备情况；

n) 作业工具准备情况（记录信息符合 HY/T 226-2017 中第 4章和第 5章的相关规定）；

o) 布放回收设备准备情况。

6.3 运行作业基本信息管理

在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航前演练等运行作业阶段，记录的信息以HY/T 225-2017中附录C为基础，

但不限于：

a) 总潜次；

b) 航次潜次；

c) 航段潜次；

d) 作业海区；

e) 潜次类型，可选：科学潜次、工程潜次、培训潜次、无效潜次；

f) 指挥人员；

g) 主驾驶；

h) 左舷人员、右舷人员；

i) 就位时间；

j) 布放入水时间；

k) 开始下潜时间；

l) 开始下潜经纬度；

m) 抵达预定深度时间；

n) 抵达预定深度经纬度；

o) 抛载返航时间；

p) 抛载返航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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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抵达海面时间；

r) 抵达海面经纬度；

s) 回收至甲板时间；

t) 最大深度；

u) 水中时长；

v) 海底作业时长。

6.4 运行作业数据与记录管理

在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航前演练、水池试验等阶段的作业过程中，利用载人潜水器控制系统对潜

水器运行作业的全过程进行数据记录，并在数据库中进行上传与信息整合。记录的信息以HY/T 225-2017

中附录C为基础，但不限于：

a) 船舶作业操作记录；

b) 人员操作记录；

c) 水面监控记录；

d) 数据、照片、视频导出记录；

e) 压载、电源、密封等重要部件保护操作记录；

f) 布放回收作业记录；

g) 布放回收设备运行记录。

在载人潜水器水池试验、下潜作业等阶段的检查作业或下潜作业中，应对某些反映载人潜水器运行

状态的关键变量的检查数据记录并录入数据库，对现场作业所形成的各类纸质文档进行电子化，便于查

询与统计。运行作业数据与记录的管理应及时、完整、准确。

6.5 维护维修记录管理

维护维修记录应填写以下四类记录表：检查记录表、维护记录表、故障记录表、维修记录表。维护

维修记录表的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附录A的规定。根据相关作业规程开展的下潜前检查、下潜后检查与

维护、故障记录与处理等维护维修作业，应及时准确地填写检查记录表、维护记录表、故障记录表、维

修记录表，并将其录入计算机数据库，便于查询与统计。

6.6 运行作业信息汇总与统计

运行作业信息汇总与统计应达到的目标包括但不限于：

a) 按照航次、航段、作业海区、下潜人员等关键字段进行下潜作业、海上航渡、航前演练、水池

试验的运维信息查询与汇总，生成统计报表；

b) 对运维作业记录单按照关键字段进行查询、汇总、分类与导出，关键字段包括但不限于：

1) 分系统；

2) 设备树节点；

3) 设备编码；

4) 航次；

5) 航段；

6) 记录时间；

7) 记录人；

8) 关键词。

c) 生成各分系统或某一设备部件的运维任务统计表和故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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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载人潜水器拆检总装信息管理要求

7.1 拆检总装任务集管理

将载人潜水器拆检总装工程可能涉及的全部任务汇总形成载人潜水器拆检总装任务集，为建立并开

展拆检总装工程总体规划提供基本单元。任务集所包含的任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分系统名称；

b) 任务名称；

c) 任务对象及其设备编码；

d) 预计所需时长。

7.2 工程生成信息管理

在数据库中建立新的拆检总装工程并录入相关信息，录入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航次名称；

b) 拆检总装工程名称；

c) 工程开始时间；

d) 计划结束时间。

在工程建立后，从拆检总装任务集中选择与本次工程相关的任务加入任务列表，并录入与各分系统

相关的任务信息，任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任务对象及其设备编码；

b) 任务开始时间；

c) 任务结束时间；

d) 负责人；

e) 参与人。

7.3 工程计划发布信息管理

利用工程生成信息编制本次拆检总装工程的任务计划图，将每项任务以检查记录表、维护记录表、

维修记录表的形式下达给各分系统。

7.4 工程执行信息管理

根据工程计划对载人潜水器各分系统的设备和部件进行分拆、检查、维护、维修与重新组装，在每

项任务完成后，将该项任务所涉及的维护记录表、维修记录表填写完整。计算机实时对各分系统的各个

记录表进行汇总整理，并实时更新该拆检总装工程的实际进度图。

7.5 计划外任务信息管理

可在拆检总装工程任务计划图中随时添加计划外任务，填写相应的维护记录表、维修记录表，计划

外任务一并实时更新显示在实际进度图中。

7.6 工程报告生成信息管理

在该拆检总装执行过程中或完成后，计算机实时生成本次工程的周进度报告、月进度报告及整个工

程完工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航次名称与拆检总装工程名称；

b) 本次工程的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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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含计划内和计划外所有任务的计划进度图和实际进度图；

d) 各分系统的检查记录表、维护记录表、故障记录表、维修记录表；

e) 分系统技术报告；

f) 该工程的总体技术报告。

7.7 拆检总装信息汇总与统计

拆检总装工程信息汇总与统计应达到的目标包括但不限于：

a) 通过关键字段对该工程内的所有任务信息进行查询、汇总与统计，关键字段包括但不限于：

1) 分系统名称；

2) 设备编码；

3) 任务起止时间；

4) 任务对象；

5) 关键词；

6) 参与人员。

b) 利用线状图、饼状图、柱状图等对该工程报告中所涉及的作业时长、作业频次、人员工作量等

各类数据进行统计显示，并生成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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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维护维修记录表

表A.1～A.4给出了检查记录表、维护记录表、故障记录表、维修记录表的格式。

表 A.1 检查记录表

记录要素 要素解释

检查任务名称 检查动作及对象的总体描述。

检查对象 具体至含特定编码的设备或部件。

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 具体至：年月日时。

检查地点 若在陆地，应具体至工作单位；若在海上，应具体至海区。

检查背景 可选择：拆检总装/水池试验/航前演练/海上航渡/下潜作业等。

检查原因 可选择：计划/非计划。若选择“非计划”，则详细描述原因。

检查步骤与工艺 详细描述检查工序。

检查结果 可选择：正常/异常。

总结与注意事项 详细描述作业总结及获得的经验教训。

记录人 （签字） 具体至人名。

参与人/校核人 （签字） 具体至人名。

图片记录 上传现场照片文件，检查部位应清晰可见。

视频记录 上传现场视频文件（可选）。

音频记录 上传现场音频文件（可选）。

备注 其他相关补充说明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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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维护记录表

记录要素 要素解释

维护任务名称 维护动作及对象的总体描述。

维护对象 具体至含特定编码的设备或部件。

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 具体至年月日时。

维护地点 若在陆地，应具体至工作单位；若在海上，应具体至海区。

维护背景 可选择：拆检总装/水池试验/航前演练/海上航渡/下潜作业等。

维护原因 可选择：计划/非计划。若选择“非计划”，则记录详细原因。

维护步骤与工艺 详细描述作业过程。

维护结果 详细描述作业对象维护后的技术状态。

总结与注意事项 详细描述作业总结及获得的经验。

是否发生备件更换 可选择：是/否。若选择“是”，则记录含特定编码的设备或部件。

记录人（签字） 具体至人名。

参与人/校核人（签字） 具体至人名。

维护前图片记录 上传现场照片文件。

维护后图片记录 上传现场照片文件。

视频记录 上传现场视频文件（可选）。

备注 其他相关补充说明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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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故障记录表

记录要素 要素解释

故障名称 故障设备或部件以及故障现象或原因的总体描述。

故障时间 具体至年月日时。

故障地点 若在陆地，应具体至工作单位；若在海上，应具体至海区。

故障设备或部件 具体至含特定编码的设备或部件。

故障背景 可选择：拆检总装/水池试验/航前演练/海上航渡/下潜作业等。

作业编号 若选择“水池试验/航前演练/海上下潜作业”，则填写潜次编号。

故障现象描述 详细描述故障现象。

现场采取措施 详细描述故障发生现场第一时间采取的技术措施。

故障原因 可关联至检查记录单/维护记录单，或详细填写原因。

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详细描述方案，可关联至维修记录单。

处理结果 详细描述故障处理结果。

记录人（签字） 具体至人名。

参与人/校核人（签字） 具体至人名。

故障数据 导入载人潜水器系统记录的运行数据。

故障图片记录 上传现场照片文件。

视频记录 上传现场视频文件（可选）。

备注 其他相关补充说明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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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维修记录表

记录要素 要素解释

维修任务名称 维修动作及对象的总体描述。

维修对象 具体至含特定编码的设备或部件。

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 具体至：年月日时。

维修地点 若在陆地，应具体至工作单位；若在海上，应具体至海区。

维修背景 可选择：车间拆检总装/水池试验/航前演练/海上航渡/下潜作业等。

维修原因 关联至故障记录单。

维修步骤与工艺 详细描述作业过程。

维修结果 详细描述作业对象维修后的技术状态。

总结与注意事项 详细描述作业总结及获得的经验。

是否发生备件更换 可选择：是/否。若选择“是”，则记录含特定编码的设备或部件。

记录人（签字） 具体至人名。

参与人/校核人（签字） 具体至人名。

维修前图片记录 上传现场照片文件。

维修后图片记录 上传现场照片文件。

视频记录 上传现场视频文件（可选）。

备注 其他相关补充说明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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