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第36卷增1 2010年6月

目 次

定性和定量评估在航行安全风险分析中的应用⋯⋯⋯⋯⋯⋯⋯⋯⋯⋯张双甫，周 曼 (1)

定性和定量风险评估在海事管理的应用⋯⋯⋯⋯⋯⋯⋯⋯⋯⋯⋯⋯⋯⋯⋯⋯⋯刘 培(4)

海上安全风险评估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郑伟 (7)

定量和定性风险评估⋯⋯⋯⋯⋯⋯⋯⋯⋯⋯⋯⋯⋯⋯⋯⋯⋯⋯⋯⋯⋯顾华庆，胡国芳 (10)

风险评估中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方法⋯⋯⋯⋯⋯⋯⋯⋯⋯⋯⋯⋯⋯⋯⋯⋯⋯⋯胡泽江 (13)

定性与定量风险评估方法之比较⋯⋯⋯⋯⋯⋯⋯⋯⋯⋯⋯⋯⋯⋯⋯⋯⋯⋯⋯王若筠 (16)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在海事风险评估中的应用⋯⋯⋯⋯⋯⋯⋯⋯⋯⋯⋯⋯⋯李 中 (19)

海上事故与海事安全标准的关系⋯⋯⋯⋯⋯⋯⋯⋯⋯⋯⋯⋯⋯⋯⋯⋯刘晓东，莫丹锋(21)
AIS性能标准对船舶航行安全的影响⋯⋯⋯⋯⋯⋯⋯⋯⋯⋯⋯⋯⋯⋯赵虹，莫丹锋 (24)

原油洗舱海事安全的监管⋯⋯⋯⋯⋯⋯⋯⋯⋯⋯⋯⋯⋯⋯⋯⋯⋯⋯⋯邱杭州，秦伟 (27)

锚链滑失事故的安全预控⋯⋯⋯⋯⋯⋯⋯⋯⋯⋯⋯⋯⋯⋯⋯⋯⋯⋯⋯赵虹，潘遵健(31)

客船疏散模型研究综述⋯⋯⋯⋯⋯⋯⋯⋯⋯⋯⋯⋯⋯⋯⋯⋯廖守衡，付玉慧，徐德江(33)

危机管理中的质量分析和数量分析⋯⋯⋯⋯⋯⋯⋯⋯⋯⋯⋯⋯⋯⋯⋯⋯⋯⋯李玲(36)

海事机构防抗台工作常态化初探⋯⋯⋯⋯⋯⋯⋯⋯⋯⋯⋯⋯⋯⋯⋯⋯⋯⋯⋯康加赐(39)

电子证据在海事调查中的应用及法律效力⋯⋯⋯⋯⋯⋯⋯⋯⋯⋯⋯⋯⋯⋯⋯黄建光(42)

港口国监督与船上管理的关系⋯⋯⋯⋯⋯⋯⋯⋯⋯⋯⋯⋯⋯⋯⋯⋯⋯⋯⋯⋯陈忠明 (44)

海事管理机构空巡执法相关法律问题分析⋯⋯⋯⋯⋯⋯⋯⋯⋯⋯⋯⋯⋯⋯⋯范锋(47)

港口国检查官适任能力的提高⋯⋯⋯⋯⋯⋯⋯⋯⋯⋯⋯⋯⋯⋯⋯⋯⋯⋯⋯⋯刘景龙(49)
港口国监督在履行国际海事标准中的作用⋯⋯⋯⋯⋯⋯⋯⋯⋯詹前赏，Bianus Muyou(52)

船舶国籍探析⋯⋯⋯⋯⋯⋯⋯⋯⋯⋯⋯⋯⋯⋯⋯⋯⋯⋯⋯⋯⋯⋯⋯⋯⋯⋯⋯郑雪飞 (55)

船旗国对船员证书签发认可及签注的案例分析⋯⋯⋯⋯⋯⋯⋯⋯⋯⋯⋯⋯⋯朱文广 (58)

船旗国对低标准船舶和船员的管理⋯⋯⋯⋯⋯⋯⋯⋯⋯⋯⋯⋯⋯⋯⋯王 维，邓丽娟 (60)

船舶法定证书签发者的初探⋯⋯⋯⋯⋯⋯⋯⋯⋯⋯⋯⋯⋯⋯⋯⋯⋯⋯⋯⋯⋯曹 宏(62)

船舶检验及发证管理⋯⋯⋯⋯⋯⋯⋯⋯⋯⋯⋯⋯⋯⋯⋯⋯⋯⋯⋯⋯⋯⋯⋯⋯李龙刚 (64)

基层海事处执法主体及执法权限的研究⋯⋯⋯⋯⋯⋯⋯⋯⋯⋯⋯⋯⋯⋯⋯⋯沈仕杰(66)

运输管理中心对河砂开采和运输管理的作用⋯⋯⋯⋯⋯⋯⋯⋯⋯⋯⋯罗卫星，赖汉清 (68)

海事管理领域化学品分类与标记全球协调制度的推进⋯⋯⋯⋯⋯⋯⋯⋯⋯⋯叶倩(70-),

人为因素在VTS管理中的研究⋯⋯⋯⋯⋯⋯⋯⋯⋯⋯⋯⋯⋯⋯⋯⋯王信杰，邱东坡 (73)

船舶压载水的主要处理技术⋯⋯⋯⋯⋯⋯⋯⋯⋯⋯⋯⋯⋯⋯⋯⋯⋯⋯⋯⋯刘付春南 (76)

港口国监督中压载水取样的效率和效益分析⋯⋯⋯⋯⋯⋯⋯⋯⋯⋯朱文广，秦 铮(78)

船舶压载水风险防控⋯⋯⋯⋯⋯⋯⋯⋯⋯⋯⋯⋯⋯⋯⋯⋯⋯⋯⋯⋯⋯⋯⋯⋯刘凌峰(82)

船上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实施⋯⋯⋯⋯⋯⋯⋯⋯⋯⋯⋯⋯⋯⋯⋯⋯⋯罗卫星，方海波 (85)

中国船舶生活污水处理的现状与对策⋯⋯⋯⋯⋯⋯⋯⋯⋯⋯⋯⋯⋯⋯⋯⋯⋯潘遵健(88)

海上船舶生活污水管理⋯⋯⋯⋯⋯⋯⋯⋯⋯⋯⋯⋯⋯⋯⋯⋯⋯⋯⋯⋯王维，王新权(92)

船舶生活污水处理与港口国监督检查⋯⋯⋯⋯⋯⋯⋯⋯⋯⋯⋯⋯⋯⋯⋯⋯⋯郑金明(96)

中国船舶生活污水污染及控制措施⋯⋯⋯⋯⋯⋯⋯⋯⋯⋯⋯⋯⋯⋯⋯⋯⋯⋯李 森(99)

船舶生活污水处理现状⋯⋯⋯⋯⋯⋯⋯⋯⋯⋯⋯⋯⋯⋯⋯⋯⋯⋯⋯邓 露，李 萌 (102)

中国船舶油污损害基金制度的建立⋯⋯⋯⋯⋯⋯⋯⋯⋯⋯⋯⋯⋯⋯李 萌，邓 露(105)

MARPOL附则Ⅵ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王霖(107)

船舶气体排放及MARPOL附则Ⅵ的分析⋯⋯⋯⋯⋯⋯⋯⋯⋯⋯⋯李世博，李 中 (110)

船舶氮化物和硫化物排放的控制分析⋯⋯⋯⋯⋯⋯⋯⋯⋯⋯⋯⋯⋯张双甫，孙晓光 (113)

船舶柴油机有害排放的控制⋯⋯⋯⋯⋯⋯⋯⋯⋯⋯⋯⋯⋯⋯⋯⋯⋯⋯⋯⋯⋯刘凌峰(118)。。

船舶柴油机工作原理和防止空气污染对策⋯⋯⋯⋯⋯⋯⋯⋯⋯⋯⋯王凌，秦铮(121)

万方数据



船舶柴油机防止空气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潘冰，陈森辉
轮机工程与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关系⋯⋯⋯⋯⋯⋯⋯⋯⋯⋯⋯⋯⋯⋯王霖

气候变化对沿海城市的影响及应对措施⋯⋯⋯⋯⋯⋯⋯⋯⋯⋯⋯⋯⋯⋯⋯⋯李永涛

船舶防污漆的应用和发展⋯⋯⋯⋯⋯⋯⋯⋯⋯⋯⋯⋯⋯⋯⋯⋯⋯⋯秦铮，谢远忠

中国履行OPRC90公约的现状及建议⋯⋯⋯⋯⋯⋯⋯⋯⋯⋯⋯⋯⋯詹前赏，谭锦凌

IMO成员国自愿审核机制在执行国际海事标准中的作用⋯⋯⋯⋯⋯秦铮，于艳冬

压载水处理技术概述及压载水公约未生效原因初探·-⋯⋯⋯⋯⋯⋯⋯⋯⋯⋯·蔡剑武

ISM规则的发展和趋势⋯⋯⋯⋯⋯⋯⋯⋯⋯⋯⋯⋯⋯⋯⋯⋯⋯⋯⋯⋯⋯⋯潘冰

GBS海事标准的机遇与挑战⋯⋯⋯⋯⋯⋯⋯⋯⋯⋯⋯⋯⋯⋯⋯⋯⋯魏耀明，李 森

基于目标的新船构造标准对海事监管的影响⋯⋯⋯⋯⋯⋯⋯⋯⋯⋯⋯⋯⋯⋯艾鹏

拆船公约实施研讨⋯⋯⋯⋯⋯⋯⋯⋯⋯⋯⋯⋯⋯⋯⋯⋯⋯⋯⋯⋯⋯⋯⋯⋯⋯刘 培

中国加入。2009香港拆船公约”的必要性和对策分析⋯⋯⋯⋯⋯⋯⋯⋯⋯⋯陈二员

东亚海洋环境合作管理机制⋯⋯⋯⋯⋯⋯⋯⋯⋯⋯⋯⋯⋯⋯⋯⋯⋯⋯⋯⋯⋯王珏

基于船舶推动能耗的船舶运输效率发展趋势的定量分析⋯⋯⋯⋯⋯莫丹锋，刘晓东

基于推进功率的船舶运输效率发展的定量分析⋯⋯⋯⋯⋯⋯⋯⋯⋯⋯⋯⋯⋯杨韶勇

船舶运输效率的发展趋势⋯⋯⋯⋯⋯⋯⋯⋯⋯⋯⋯⋯⋯⋯⋯⋯⋯⋯⋯⋯⋯⋯周辉

船舶运输效率的量化分析⋯⋯⋯⋯⋯⋯⋯⋯⋯⋯⋯⋯⋯⋯⋯⋯⋯⋯⋯⋯⋯⋯王新权

液化汽船、油船、集装箱船运输效率的量化分析⋯⋯⋯⋯⋯⋯⋯⋯⋯郑伟，张双甫

船舶运输效率发展变化的量化分析⋯⋯⋯⋯⋯⋯⋯⋯⋯⋯⋯⋯⋯⋯李红安，张海亮

基于船舶推进功率定量分析的海运运输效率的发展趋势⋯⋯⋯⋯⋯’秦伟，邱杭州

船舶运输效率发展趋势的定量分析⋯⋯⋯⋯⋯⋯⋯⋯⋯⋯⋯⋯⋯⋯⋯⋯⋯⋯陈；员

船舶运输效率定量分析⋯⋯⋯⋯⋯⋯⋯⋯⋯⋯⋯⋯⋯⋯⋯⋯⋯⋯⋯黄振旺，郑剑

船舶运输效率发展的定量分析⋯⋯⋯⋯⋯⋯⋯⋯⋯⋯⋯⋯⋯⋯⋯⋯孔宪睿，朱文广

基于推进能耗运输效率发展趋势的定量分析⋯⋯⋯⋯⋯⋯⋯⋯⋯⋯⋯⋯⋯⋯蔡剑武

运输效率发展的定量分析⋯⋯⋯⋯⋯⋯⋯⋯⋯⋯⋯⋯⋯⋯⋯⋯⋯⋯⋯⋯⋯⋯李世博

深水近海供应船的发展趋势⋯⋯⋯⋯⋯⋯⋯⋯⋯⋯⋯⋯⋯⋯⋯⋯⋯郑永炳，唐海波

2008年底干散货航运市场分析⋯⋯⋯⋯⋯⋯⋯⋯⋯⋯⋯⋯⋯⋯⋯⋯李 丹，杨东旭

国有企业战略性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沈遥

航海雷达的岸基应用系统⋯⋯⋯⋯⋯⋯⋯⋯⋯⋯⋯⋯⋯⋯⋯曹铭志，索继东，柳晓鸣
MAN B&W智能气缸润滑技术在新公约下的优势⋯⋯⋯⋯俞文胜，蔡振雄，刘建华

舰船联合动力推进装置浅析⋯⋯⋯⋯⋯⋯⋯⋯⋯⋯⋯⋯⋯⋯王 满，赵殿礼，张春来

基于PLC控制的船用智能化反渗透海水淡化装置⋯⋯⋯⋯张金男，赵殿礼，张春来

对轮机工程及压载水管理的理解⋯⋯⋯⋯⋯⋯⋯⋯⋯⋯⋯⋯⋯⋯⋯杨东旭，魏耀明

压载水岸上接收设备的可行性分析⋯⋯⋯⋯⋯⋯⋯⋯⋯⋯⋯⋯⋯⋯张海亮，黄振旺

多失效模式机械系统可靠性优化设计⋯⋯⋯⋯⋯⋯⋯⋯⋯⋯马海龙，杨林，贺向东

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一体化平台设计与实现⋯⋯⋯⋯⋯⋯⋯⋯⋯⋯⋯⋯⋯⋯⋯徐国平

海图作业评估存在的问题⋯⋯⋯⋯⋯⋯⋯⋯⋯⋯⋯⋯⋯⋯⋯⋯⋯⋯⋯⋯⋯⋯肖建兵

动物纤维的快速无损检验⋯⋯⋯⋯⋯⋯⋯⋯⋯⋯⋯⋯⋯⋯⋯⋯⋯⋯⋯⋯⋯⋯于灵

x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氢氧化镁中杂质含量⋯⋯⋯⋯⋯⋯⋯⋯⋯⋯林治锋，张竞菲

高层建筑深基坑支护技术实例分析⋯⋯⋯⋯⋯⋯⋯⋯⋯⋯⋯⋯⋯⋯⋯⋯⋯⋯唐锋

消防设备供电电能的质量保障⋯⋯⋯⋯⋯⋯⋯⋯⋯⋯⋯⋯⋯⋯⋯⋯周 祥，王耀民

期干U基本参数：CN21—1360／U*1957*q*A4*240*zh*P*￥15．00*300*84*2010—06

责任编辑：陈航 武峥

、夕、，、J、，、，、J、，、，、，、J、J、J、，、，、，、，、，、，、，、J、J、J、，、，、，、J、，、，、，、J、J、，、，、，、，、J、，、J、，、，、，

4

6

9

1

4

8

0

5

7

9

2

5

8

1

5

9

3

6

9

3

7

0

3

5

9

2

5

8

1

3

5

7

9

2

5

7

0

2

5

7

9

2

2

2

3

3

3

4

4

4

4

5

5

5

6

6

6

7

7

7

8

8

9

9

9

9

0

0

0

1

1

1

1

1

2

2

2

3

3

3

3

3

1

1

1

l

1

l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l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L，L，L，k，L，L，L，L，L，L，k，L，L，L，L，L，L，L，L，k，L，L，L，L，L，L，L，L，L，L，L，L，L，L，L，k，L，L，k，L，L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