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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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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9697:2016《船舶和海上技术 导航和船舶操纵 电子倾斜仪》。
本文件作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修改了第1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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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船舶电气及电子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七研

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晨宁、徐凯、杨玉婷、张朝霞、张广拓、张健、李莉、王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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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上技术 导航和船舶操纵
电子倾斜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倾斜仪的性能要求、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此外,电子倾斜仪的通用要求参见

IMOA.694(17)决议,并与IEC60945相协调。
本文件适用于符合IMOMSC.363(92)决议要求的电子倾斜仪。
电子倾斜仪提供实际横倾角、横摇摆幅、横摇周期以支持海上决策过程,避免危险情况,保持稳定性

(见附录A),协助进行海上事故调查。电子倾斜仪主要由一套传感器、信号处理器、显示器、输入设备和

与其他系统的接口组成。
本文件不适用于船舶导航和操纵用途范围之外的电子倾斜仪,例如用于监测货物状态的电子倾

斜仪。
当本文件要求与IEC60945不一致时,优先采用本文件。
注:IMOMSC.363(92)决议的要求在本文件中适用,决议和段落编号标注在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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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0945 海上导航与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 通用要求 试验方法及要求的试验结果(Mari-
timenavigationandradiocommunicationequipmentandsystems—Generalrequirements—Methodsof
testingandrequiredtestresults)

注:GB/T15868—1995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GMDSS)船用无线电设备和海上导航设备通用要求测试方法

和要求的测试结果(IEC60945:1994,IDT)

IEC61162-1 海上导航与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 数字接口 第1部分:单发话器和多受话器

(Maritimenavigationandradiocommunicationequipmentandsystems—Digitalinterfaces— Part1:

Singletalkerandmultiplelisteners)

IEC61162-2 海上导航与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 数字接口 第2部分:单发话器和多受话器 
高速传输(Maritimenavigationandradiocommunicationequipmentandsystems—Digitalinterfaces—

Part2:Singletalkerandmultiplelisteners,high-speedtransmission)
注:GB/T31843.2—2019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 数字接口 第2部分:单发话器和多受话器 高

速传输(IEC61162-2:1998,IDT)

IEC61924-2 海上导航与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 综合导航系统 第2部分:综合导航系统模块

结构操作和性能要求、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Maritimenavigationandradiocommunicatione-
quipmentandsystems—Integratednavigationsystems(INS)—Part2:ModularstructureforINS-
Operationalandperformancerequirements,methodsoftestingandrequiredtestresults]

IEC62288 海上导航与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 船载导航显示器导航相关信息的显示 通用要

求、测 试 方 法 和 要 求 的 测 试 结 果 (Maritimenavigationandradiocommunicationequipment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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