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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工艺（值班水手） 

 
E1011：无限及沿海航区船舶值班水手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1    0.4 1 

题干 常用绳结的打法和用途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现场准备 10 根直径 6-10 毫米长度 2-3 米的纤维绳。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评估方法： 

(1)评估员从缩帆结、丁香结、单套结、单索花、双索花、缩短结、撇缆活

结、架板结、“8”形结、拖木结平结、杠棒结、鲁班结等绳结中选择 10 个

绳结组成考卷； 

(2)考生根据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观察打结过程，检查打结结果，并在必要时进行提问； 

(4)考生回答评估员的问题。 

参考资料： 

1．缩帆结用途：相同粗细的两小绳相接，用在经常解开的地方。 

2．丁香结用途：小绳接大缆或固定在圆柱上。 

3．单套结用途：上高或舷内外作业做临时安全带，绳端连接作眼环。 

4．单索花 (又称单编结、旗绳结)用途：绳与绳、绳与眼环临时相接。 

5．双索花 (又称双编结)用途：与单索花相同，但比单索花牢固，用在受力

较大的地方。如：上高绳连接座板。 

6．缩短结用途：可根据情况或场地，临时将一根长绳索按一定的长度缩短，

而不必将绳索切断 

7．撇缆活结用途：撇缆绳绳头和大缆琵琶头临时相接。 

8．架板结用途：舷内外作业时搭架板用。 

9．“形结 (又称“字结，绞花结)用途：绳索穿过圆形孔洞，防止绳索滑

脱。 

10．拖木结用途：吊拖较长的圆柱形物体。 

11．平结用途：相同粗细的两小绳相接，用在不常解开的地方。 

12．扛棒结用途：扛、吊各种货物用。 

13．鲁班结用途：升吊或拖拉圆柱形物体，防止绳索滑脱。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2 1   0.4 1 

题干 常用编结的插接方法和用途——救生索编中结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每个考位准备： 

1、长度 2 米直径 20mm 的三股白棕绳一根 

2、长度 60-80cm 直径 8mm 的白棕绳两根 

3、小木笔一支 

4、美工 一把 

5、尖嘴钳一把 

6、电工胶带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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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准备工作：应先在救生索上每隔做一记号。每一做记号处，准备两根直径

长约 60～的编结索。索股两端应用帆线绑好。用木笔挑开做记号处一股绳

股，穿过一根编结索，然后再用相同方法穿过另一根编结索，调整四个绳头

使其长短一致。 

2）编法：按其自然排列顺序从右向左逆时针方向分为 1、2、3、4 股。第一

股放在第二股下方，被第二股压住，拿起第二股压住第一股放在第三股下

方，被第三股压住，第三股压住第二股放在第四股下方，被第四股压住，第

四股从第一股形成的绳圈中从下向上穿过依次收紧各股。 

再按上述方法，逆时针方向从右向左依次分为 1、2、3、4 股。拿起第一股压

住第二股，第二股压住第三股，第三股压住第四股，第四股从第一股形成的

绳圈中从上向下穿过，依次收紧各股。然后各股沿着与其平行的绳股穿插两

次，穿插第二次时，应沿着绳索，从上向下穿过，使各股绳头朝下， 后收

紧各股，将多余的绳头割平即可。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紧密符合要求③插接平整

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求 

用途：供船员上下救生艇时，手攀脚蹬用。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2 1   0.4 1 

题干 常用编结的插接方法和用途——三股花箍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每个考位准备： 

1、长度 2 米直径 8mm 的白棕绳一根 

2、小木笔一支 

3、美工 一把 

4、尖嘴钳一把 

5、电工胶带一卷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准备工作：准备一根直径小于被编结物直径十分之一的编结绳，其长度是

被编结物周长的 10 倍。 

2）编法：此编结可直接打在被编箍物上，也可先在手中编结然后再放到被箍

物上。现以在圆柱上编结为例。将编结绳放在圆柱上，外端绳长，内端绳

短，拿起外端绳由上往下绕一圈后向左压住内端绳，再绕一圈。接着由下往

上从交叉在前面的内端绳下穿出。把穿出得绳头稍拉向内端，然后将绕在圆

柱上左边的绳圈从左向右压在右边绳圈上，右边绳圈从右向左移到左边。用

原来外端绳的绳头，从左向右穿过移到左边来的绳圈。再把绕在圆柱上右边

的绳圈从右向左压在左边绳圈上，左边绳圈在右边绳圈下从左边向右移到右

边。仍用外端绳头从右向左穿过移到右边来的绳圈。如被编箍物较粗大可照

上述方法左右再穿插一次，直到两边绳头碰头穿过为止。然后用内端或外端

绳头，各顺着左右相邻的绳索，平行跟着穿插，直至各箍绳索均穿过三股并

平行为止。 后依次收紧多余绳索，割平塞进花箍内即成。 

若被箍物直径大，为讲究美观，可增加花箍绳的长度，以便增加花束，即在

第三股围绕第一股穿插时多穿几次，直至活端与根端在被箍物上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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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紧密符合要求③插接平整

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求 

用途：箍紧木碰垫、橡胶管等，或装饰在栏杆等处。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2 1   0.4 1 

题干 常用编结的插接方法和用途——扶索结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每个考位准备： 

1、长度 2 米直径 20mm 的三股白棕绳一根 

2、尖嘴钳一把 

3、小木笔一支 

4、美工 一把 

5、电工胶带一卷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准备工作：将编结绳的绳股松开 6 花，各绳头用帆线扎好。 

2）编法：左手拿起编结用绳索,绳头向上,使各绳股按其自然搓制顺序，逆时

针方向，从右向左依次分为 1、2、3 股。拿起第一股放在第二股下方，被第

二股压住，拿起第二股兜住第一股放到第三股下方，被第三股压住，拿起第

三股兜住第二股从第一股形成的绳圈中从下向上穿过，略收紧各股。 

再按以上方法拿起第一股，压住第二股，拿起第二股从上向下压住第三股，

拿起第三股从第一股形成的绳圈中从上向下穿过，略收紧各股。然后各股沿

着与其平行的绳股穿插两次。穿插第二次时应从上向下沿着绳索穿出，使各

股绳头朝下。 后收紧各股，将多余绳头割平即成。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紧密符合要求③插接平整

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求 

用途：绳索穿过圆形孔洞防止绳索滑脱。常用做舷梯扶手索绳头。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2 2   0.4 1 

题干 三股绳插接的方法和用途——绳头反插接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每个考位准备： 

1、长度 2 米直径 20mm 的三股白棕绳一根 

2、尖嘴钳一把 

3、小木笔一支 

4、美工 一把 

5、电工胶带一卷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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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帆线或胶带将各绳股绳头扎牢，将绳头松开四花，如需收尾时松开六花。 

2）起头 

左手握住绳头，将松开的绳头朝上，各绳股按其搓制的顺序自然弯垂。从右

向左，按反时针方向依次为 1、2、3 股。右手拿起第一股，向左压住第二

股，拿起第二股，在压住第一股同时压住第三股，拿起第三股，在压住第二

股同时从第一股形成的绳圈内，自上向下穿出，再将各索股依次收紧，起头

结束。 

3）插法 

任取一索股作为第一股，逆绳搓方向，向前（右搓绳索向左）压住被插绳索

的一索股，用木笔挑起其前方被插绳索的一索股，将第一股从后向前插入，

再将第 2、3股按上述方法插入收紧。三股都插一次，俗称一花（或一度）。

然后各股再插入二花，共三花。 后用木槌敲平各索股，割去多余的索股，

绳头一般约留左右即成。 

如需收尾可采用丢股收尾的方法，即第一股不插，第二股插一花，第三股插 2

花。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紧密符合要求③插接平整

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求 

用途：加强绳头牢固，防止绳头散开。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2 2   0.4 1 

题干 三股绳插接的方法和用途——插琵琶头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每个考位准备： 

1、长度 2 米直径 20mm 的三股白棕绳一根 

2、尖嘴钳一把 

3、小木笔一支 

4、美工 一把 

5、电工胶带一卷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准备工作 

用帆线或胶带将各绳股的绳头扎牢，然后将绳头松开四花，如需收尾松开六

花。按照琵琶头所需的大小，在绳根上做好记号。 

2）起头 

按照琵琶头所需大小，将松开的绳头按反时针方向，从右向左平顺地放在绳

根上做记号处。松开的绳股，按反时针方向顺序，从左向右依次分为 1、2、3

股。在确定下笔位置，用木笔挑起被插绳股一股绳股，把松开绳股的第二股

（中间股），逆绳搓方向，从右向左穿过挑起绳股，收紧。 

用木笔从第二股左边，挑开被第二股绳头压住的左边被插绳索的一股绳股，

将第一股从右向左插入，收紧。 

把琵琶头翻转 180 度，用木笔挑开被第一股绳头压住的被插绳股，将第三股

从右向左穿过被挑起的被插绳股。 

收紧各股，使各股受力均匀，交接紧凑，琵琶头平顺自然，起头结束。 

3）插法 

任取三股中的任意一股作为第一次操作股，按前面介绍的插接方法，逆绳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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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向前压一股插一股的插接方法各插三次。用木槌敲平插接处，割去多

余的绳股即成（绳头留下 2～3 厘米）。 

如需收尾，任取二股，按上述插法，其中一股插一次，另一股插两次，使插

接部分成宝塔形，便于通过导绳装置。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琵琶头大小符合要求③插

接平整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求 

用途：绳端做成眼环。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2 2   0.4 1 

题干 三股绳插接的方法和用途——短插接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每个考位准备： 

1、长度 2 米直径 20mm 的三股白棕绳一根 

2、尖嘴钳一把 

3、小木笔一支 

4、美工 一把 

5、电工胶带一卷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插接步骤： 

1）准备工作 

用帆线或胶带把两绳各绳股的绳头扎牢，两根绳的绳头各松开三花。 

2）起头 

将两绳头松开的各绳股按其搓制的自然顺序分开，相对插入对方的股缝中，

两绳头相对收紧。 

3）插法 

任取一边，按前面讲的插接方法逆绳搓方向，向前压一股插一股，插一花，

收紧两边。然后将另一边按上述插接方法插三花。 后将先前插过一花那边

再插两花，用木槌敲平插接处，割去尾股即成。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连接紧密符合要求③插接

平整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求 

用途：同样粗细两绳相接用。这种接法比较牢固，但不能通过滑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2 2   0.4 1 

题干 三股绳插接的方法和用途——嵌芯环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每个考位准备： 

1、长度 2 米直径 20mm 的三股白棕绳一根 

2、尖嘴钳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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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木笔一支 

4、美工 一把 

5、电工胶带一卷 

6、与白棕绳匹配的芯环一个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插接步骤： 

1）准备工作 

选择相匹配的心环，其绳槽宽度应比所使用的纤维绳直径大 1.5～2mm。 

用帆线或胶带将各股绳头扎好，然后将绳头松开四花，如需收尾应松开六

花。 

2）起头 

将松开的绳头按反时针方向，从左向右依次分为 1、2、3股。拿起心环使插

接绳股的第一股根部紧靠在心环开口处，绳根围绕心环从左向右旋转一周，

使绳环嵌入心环的绳槽。将第一股横向插入紧靠心环开口的被插绳股，收紧

以免心环松脱。挑开被第一股压住的被插绳股，将第二股从右向左插入，收

紧。然后将第一股绳股逆绳搓方向，向前压一股插一股，收紧。将眼环翻转

180 度，用木笔挑开被第一股绳头压住的被插绳股。将第三股从右向左穿过被

挑起的被插绳股，收紧。起头结束。 

3）插法 

任取三股中的任意一股作为第一次操作股。按前面介绍的插接方法，逆绳搓

方向，向前压一股插一股，各插三次。用木槌敲平插接处，绳头留下 2～3 厘

米，割去多余的绳股即成。 

如需收尾，任取二股，按上述插法，其中一股插一次，另一股插二次，使插

接部分成宝塔形。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芯环嵌合紧密符合要求③

插接平整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

求 

用途：加强琵琶头强度，防止琵琶头磨损。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3    0.4 1 

题干 船用钢丝绳切断和眼环插接的方法------二、四起头双花插琵琶头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为每个学员准备 

1、直径 16 至 20 毫米的钢丝绳 

2、铁笔二支 

3、奶子榔头一把 

4、液压钢丝切割器一台或斩斧和大锤各一把 

5、钢丝剪一把 

6、卷尺或木尺一把 

7、夹缆器一台 

8、剪 一把 

9、专用钢丝凳一条 

10、油麻绳、帆线、棉纱或破布等若干 

11、平光防护眼镜、皮手套各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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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准备工作：使用钢丝绳切断器截取一根直径 16 至 20 毫米、长度 3m 左

右的钢丝绳，在用来插接的钢丝绳的一端，距钢丝绳绳头 8～10 倍周长处用

油麻绳扎紧，将六股钢丝绳的尾股用棉帆线扎牢。根据实际需要，用卷尺丈

量出琵琶头的大小，并做一记号。 

（2）起头：把六股钢丝绳松开的一端搁在凳子上，被插钢丝绳（绳干）顺势

放妥。操作人员面向操作凳站立在钢丝绳左侧。左脚放在凳子上并踩住钢丝

绳，两脚之间距离与肩同宽。在被插钢丝绳做记号处，右手握铁笔，左手托

住被插钢丝绳，四指在上，拇指在上，压住铁笔头部，铁笔和被插钢丝绳一

般约呈 45 度左右的夹角，用力将铁笔插入被插钢丝绳二股中，使被插钢丝绳

绳股四股在上，二股在下（四上、二下），油麻芯在上。将钢丝绳绳端顺时

针方向做成一绳环，把已松开的钢丝绳尾股， 上面 外面的一股作为第一

股，将其从铁笔剖开处，从外向内插入（顺绳搓方向），然后依次将第 1 股

下边的 2、3、4 股尾股从第 1 股孔插入，异孔穿出（同孔进，异孔出）用铁

笔敲紧。 

将铁笔从第 4 股尾股穿出孔向下插入二股根股，把第 5 股尾股，在铁笔剖开

处插入，使第 5 股和第 4 股成异孔进、同孔出。 

铁笔在第 4股和第 5 股穿出处，向下股缝中插入二股，把第 6 股尾股在铁笔

剖开处插入，与第 5 股异孔进，异孔出，用铁笔敲紧，起头结束。 

（3）插接 

按以上铁笔插入的方法，在前一股钢丝绳尾股穿出处，向下一股钢丝绳股缝

中将铁笔插入二股，依次将 1、2、3 股穿出（暗双花），继而再插明双花

（自动变明双花）。在整个插接过程中，铁笔都是在前一股钢丝绳尾股穿出

绳孔，向下被插绳绳孔插入二股，将插接钢丝尾股穿出（隔一股，插二

股）。连同起头共插 24 笔。 

（4）收尾 

双花插钢丝绳，收尾一般采用暗双花收尾的方法，即丢股收尾。丢 1、3、5

股，插 2、4、6 股。即铁笔在前一钢丝绳尾股穿出绳缝隔一股，插二股。把

第二股插入。铁笔再隔二股，插二股，把第 4股插入，插第 6 股和插第 4 股

相同。收尾结束。 

（5）整理 

用奶子榔头，从插接钢丝绳第 5 股开始，边转边敲被插钢丝绳尾股，使插接

紧密牢固平整。 后用钢丝剪 切断尾股即成。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2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安全要求②起头正确，眼环周长符合要求③

插接平整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

求 

用途：做吊货琵琶头、带缆琵琶头等。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3    0.4 1 

题干 船用钢丝绳切断和眼环插接的方法—三、三起头单花跑插钢丝绳琵琶头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为每个学员准备 

1、直径 16 至 20 毫米的钢丝绳 

2、铁笔（Pricker）二支 



 8

3、奶子榔头一把 

4、液压钢丝切割器一台或斩斧和大锤各一把 

5、钢丝剪一把 

6、卷尺(Tape line)或木尺一把 

7、夹缆器一台 

8、剪 一把 

9、专用钢丝凳一条 

10、油麻绳、帆线、棉纱或破布等若干 

11、平光防护眼镜、皮手套各一付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 准备工作：使用钢丝绳切断器截取一根直径 16 至 20 毫米、长度 3m 左

右的钢丝绳，在用来插接的钢丝绳的一端，距钢丝绳绳头 8～10 倍周长处用

油麻绳扎紧，将六股钢丝绳的尾股用棉帆线扎牢。根据实际需要，用卷尺丈

量出琵琶头的大小，并做一记号。 

（2） 起头、插法 

铁笔在被插钢丝绳做记号处插入三股，使被插钢丝绳绳股三股在上，三股在

下，油麻芯在下。将钢丝绳绳段顺时针方向做一绳环。把已松开的钢丝绳尾

股 上面 外面的一股作为第一股，将其从铁笔剖开处，以外向内插入（顺

绳搓方向），然后依次将第一股下边的 2、3 股尾股，从第 1 股孔缝中插入，

异孔穿出（同孔进，异孔出）用铁笔敲紧。 

单花跑插从第 3 股开始。首先用左手拉紧第 3股尾股，铁笔从第 3 股尾股穿

出孔插入，铁笔顺着钢丝搓制方向向下转动一圈，插接的第 3 股钢丝绳尾

股，同样绕钢丝绳旋转一圈，将第 3 股钢丝绳尾股插入。左手握住第 3股尾

股，右手握住铁笔，然后回笔（将铁笔倒回）拉紧。回笔时，左手握住的钢

丝绳尾股和右手握住的铁笔应同时向前倒回。铁笔不要拔出来，仍顺着绳搓

的方向转动，铁笔每转动一圈，插接股从铁笔剖开处插入一次。每将插接股

插入一次，铁笔倒回（回笔）拉紧一次。这种连续插接的方法，称为跑插。

直至所需插入次数为止， 后把铁笔拔出来。用同样方法插入 2、1 股。 

插第 4 股时，铁笔从被插绳股第 3股右边相邻一股绳股中插入，将插接钢丝

绳的油麻芯压在铁笔下，然后铁笔顺着钢丝绳搓制方向，向后转动将油麻芯

压入被插钢丝绳内，然后回笔，再将第 4 股钢丝绳跑插至相应的笔数。或者

将插接钢丝绳的油麻芯压在铁笔下，顺着第 4股一起跑插入钢丝绳内。 

插完第 4 股后，再依次把第 5、6 股用以上的方法跑插至所需的笔数。 

全部插接完毕后，用奶子榔头或者铁笔敲打插接处，使插接处紧凑平整。

后用钢丝剪 切断尾股，即成。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2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安全要求②起头正确，眼环周长符合要求③

插接平整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

求 

用途：做固定支索眼环或带缆琵琶头等。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3    0.4 1 

题干 船用钢丝绳切断和眼环插接的方法——一、五起头双花插短插接 

试题初始状 为每个学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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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描述 1、直径 16 至 20 毫米的新钢丝绳 

2、铁笔（Pricker）二支 

3、奶子榔头一把 

4、液压钢丝切割器一台或斩斧和大锤各一把 

5、钢丝剪一把 

6、卷尺(Tape line)或木尺一把 

7、夹缆器一台 

8、剪 一把 

9、专用钢丝凳一条 

10、油麻绳、帆线、棉纱或破布等若干 

11、平光防护眼镜、皮手套各一付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准备工作： 

使用钢丝绳切断器截取两段直径 16 至 20 毫米、长度各 2 米左右的钢丝绳，

把用来插接的二根钢丝绳相对左右放好。右边的一根钢丝绳作为尾股，左边

的一根钢丝绳作为根股。在距右边这根钢丝绳绳头 12～14 倍绳的周长处，用

油麻绳扎紧，散开绳股，各股绳头用帆线扎紧；左边这根钢丝绳的绳股暂不

散开，只用油麻绳将钢丝绳绳头扎紧，并在距绳头 12～14 倍钢丝绳周长处做

一记号。 

（2）起头及插接方法 

铁笔在根股（左边钢丝绳）做记号处插入一股，使绳股五股在上，一股在

下，油麻芯在上，取尾股（右边钢丝绳）的任何一股作为第一股，从铁笔剖

开处从外向内插入，然后依次将 2、3、4、5 股与第 1 股同孔插进，异孔穿

出，用铁笔敲紧。五股插进敲紧后，铁笔从第 5 股穿出孔处向右插入根股二

股，把第 6股尾股插入，使第 6 股尾股和第 5股尾股同孔出，异孔进，起头

结束。插接方法同二、四起头双花插相同，然后收尾，收尾方法可根据使用

情况选用三种收尾方法的其中一种。 

右端钢丝绳插接完毕后，转到左端钢丝绳。解开左端钢丝绳绳头，同样散开

各股，用帆线将各股绳头扎紧，解开右端以插接好钢丝绳上的油麻绳，由于

右端钢丝绳插接采用的是一、五起头方法，因而解开后的左端钢丝绳同样是

一、五起头方法，不需再次起头，只需按双花插钢丝绳的操作方法，依次将

各股插入收尾。 后用奶子榔头从中间分别向两边敲打插接钢丝绳尾股，使

插接处牢固、紧密、平整、美观。用钢丝剪 剪断尾股即成。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2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评估要素，参考以下各点要求和分值分配比例进行评判，必要

时可以提问。 

①正确使用各种工具、操作符合要求②起头正确，连接紧密符合要求③插接

平整美观，各股受力均匀，股纹短、紧、笔数足④尾股余留长度符合要求 

用途：相同粗细的两根钢丝绳相接。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4 1   0.4 1 

题干 船体保养——除锈作业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评估现场准备各类手动、机械除锈工具，需除锈的船舶设备、构件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一．手动除锈工具的使用 



 10

(1)敲锈锤(敲锈榔头)：可以用敲斑点锈和片状锈。敲锈时手持锤柄约 1／3

处，利用手腕转动锤柄，根据锈的薄厚，用力适当，使锤刃垂直敲击锈片，

但不能损伤钢铁表面或留有很深的锤痕。敲锈面积宜小不宜大，把小面积除

尽后再另敲一处。 

(2)刮 和铲 ：刮 有弯角刮 和三角刮 两种。刮 有弯头的可用于刮漆

皮，另一头则用于铲薄锈或漆。铲 有木柄铲 和铜管合金铲 两种。铲

比较锋滩—；双手持柄往前推，粉状锈和老化漆膜都能被铲净。刮 适合刮

圆形管柱，双手持刮 将弯镱刮刃刃与管柱接触用力拉，能较快地将粉状锈

或旧漆膜刮净。 

(3)钢丝刷：有带柄的和无柄的两种，且有粗丝和细丝的区别。凡是敲过的片

状锈、斑点锈或铲过的粉状锈处，都要用钢丝刷将铁面的残锈刷净，使之露

出光泽。 

二．电动除锈工具的使用 

手提式电动作锈机是由电动机通过软管轴带动一个除锈器(齿轮、钢片或钢丝

刷轮)，与锈蚀表面碰击、摩擦而除锈。电动除锈机除锈效率高，除厚锈可使

用钢片除锈器，除薄锈可使用齿轮除锈器，除粉状锈可使用钢丝刷轮。操作

时，左手握住按柄，控制电动开关，右手握住锤柄，按住和控制除锈器与锈

面的接触。这种工具适用于除较大面积的锈。 

三．气压除锈工具使用 

气压除锈机只有在本船甲板有压缩空气系统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1)气压梅花头锤：常用于中等面积除锈，如与气压砂轮片配合除锈。漆面平

整效果更好，凡气锤能伸进的角落都能进行除锈。 

(2)气动砂轮片：常屉子滁薄锈及除锈结束后，对钢板进行磨平、磨光。 

(3)气压针锤：常用于小面积出白，对麻皮锈效果极佳，对船体结构成直角的

部位也能进行有效的除锈。 

(4)气凿锤：能除厚锈，尤其是管道里角或死角的厚锈，但是同一地方长时间

敲击会损伤钢板。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给出具体工作任务；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考生操作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判，必要时提问。 

操作注意事项问答参考标准： 

1、敲锈时必须带上防护眼镜和棉纱手套。 

2、敲锈锤不能过于锋利，以免敲坏钢板，不应留有很深的痕迹。 

3、除锈时应先用敲锈锤将片状锈或斑点锈敲掉，再用铲 将粉状锈铲除，并

用钢丝刷刷干净，然后用棉纱擦净锈末。 

4、敲锈工作告一段落，应将工具收拾好。放回原处摆好，不要乱放，并将锈

末打扫干净，及时涂刷上油漆。 

5、多人同时敲锈时，距离必须远些，并要注意锤柄有否松动，以免脱落发生

意外。 

6、如因故未及时油漆生出浮锈时，应用钢丝刷将浮锈刷净方可油漆。 

7、部分除锈或局部除锈时，四周漆膜应铲成几何形状并铲齐、铲平整，应使

敲锈处和周围漆膜有个坡度，用手锤敲锈时用力不可过大，防止破坏周围漆

膜。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4 2   0.4 1 

题干 船体保养——油漆作业 

试题初始状 评估现场准备各类手工油漆作业工具，需油漆的船舶设备、构件，各类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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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描述 油漆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一、手工油漆作业工具的操作工艺技能 

1）扁刷 

扁刷的握法有两种，一种叫握笔式，另一种叫握锤式。握笔式是基本的握

式，一般涂刷小型设备或平面，采用握笔式涂刷很均匀，质量较好。握锤式

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在涂刷天花板或大面积涂刷油漆时使用。采用握锤式涂

刷方法，比较省力，工作效率高。 

涂刷油漆时。漆刷毛蘸油漆约 1/3 一 1/2，然后把漆刷毛朝上，不使所蘸油漆

下滴，再将油漆刷到涂面上。首先把油漆推开，转动漆刷使涂面上的油漆摊

得又薄又匀，特别是涂刷不光滑的涂面，手腕要灵活转动，使涂面上每个小

凹洞都能涂上油漆。如先横向涂刷，再进行上下方向修拉漆纹。每次漆刷拉

漆纹方向一致，才能使油漆面接头平顺。 

涂刷油漆时，有时必须涂刷两种不同颜色，如涂刷船壳水线等，交界处必须

刷得直，应先涂刷浅色的，后涂刷深色的，先上后下，深色覆盖浅色要等被

覆盖的漆表面干后方可进行。刷线时为了使漆刷拿稳。可以把中指、无名指

和小指伸直，帮助大拇指及食指用力。就可使漆刷拿得稳。容易刷得直。 

涂刷油漆的基本原则是：先上后下，即先涂刷上面后涂刷下面；先难后易，

即先涂刷角落及狭窄的部位，后涂刷容易的部位；先里后外，即先涂刷里

面，后涂刷外面。 

2）滚筒刷 

滚筒刷有短柄和长柄两种，所谓长柄就是由短柄滚筒刷用细铅丝接上长竹竿

做成，用铅丝绑扎 少两道并且要牢固，竹竿长短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根

据需要采用不同规格大小的滚筒刷，便于操作和提高工作效率。滚筒刷的操

作比较简便，工作效率高，现代船舶越来越大，在船上人员少、保养工作多

的情况下更显示了滚筒刷涂漆方法的优越性。其缺点就是比较浪费油漆。油

漆质量比采用扁刷差，油漆面干后光泽也差。为了保证油漆质量，增强油漆

附着力，要求在使用滚筒刷时要来回接滚以增强油漆附着力。 

滚筒刷使用的油漆桶一般采用长方形桶并配有漏板。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

费，特别是油漆船壳时滚筒上油漆不易太多，并要在油漆桶的漏板上滚一

下，达到滚筒上油漆既饱和均匀又不下滴。 

3）弯头刷 

弯头刷刷柄较长，主要用于涂刷沟沟角角等扁刷不容易刷到的地方。 

4）笔刷 

笔刷主要用于描画比较细的线条、图案等要求较高，较为精细的地方。 

二、油漆操作工艺的三顺要求 

如涂刷上层建筑物和内部舱室，一般采取上下垂直的漆纹，这样在雨天或清

洁油漆面时水容易流下，并且平时也不易积聚灰尘。它的操作步骤如下： 

先从左到右上下垂直地涂刷。使沾在漆刷上的油漆摊开，接着是左右来回涂

刷，使已涂刷在涂刷面上的油漆刷得又薄又均匀，再上下来回垂直涂刷，使

油漆漆纹清楚，油漆不流挂。 

如涂刷船体内部及舱室天花板，则漆刷要少蘸漆，以免油漆滴下。漆刷要

快。漆纹要按照光线方向，纵向或横向要一致，决不要有的刷纵向有的刷横

向，影响美观，如天花板是木质的，则应按木质纹路涂刷。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10 人左右，给出具体工作任务；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考生操作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判，必要时提问。 

操作注意事项问答参考标准： 

1）油漆施工 好安排在春、秋两季，干燥无风，气温在 5~时进行。 

2）涂面要干净、干燥，否则会影响漆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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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人员油漆施工时要带棉纱手套，手边要有一团棉纱，当油漆滴下时要

及时擦掉。并保持漆刷的清洁。刷子蘸漆宜少，勤在桶沿上刮，防止滴淋油

漆。 

4）一般情况下油漆在 4h 可达到表面干燥，但完全干燥需 24h 以上，每一度

油漆没干透不能涂刷第二度，否则会引起皱纹或龟裂。 

5）铝合金及镀锌零件上不允许用含有铜、汞、铅、明黄和铁红做颜料的底

漆。 

6）不同颜色相接或打线时，一般情况下分两次涂刷。即第一色漆干后。再涂

另一色漆。不同色漆同时涂刷时，先涂的色漆在相交处要薄涂一些，以免两

色漆相交处因漆厚发生相混互渗现象。 

7）油漆使用前必须调匀，厚薄适中，既要便于施工又不影响油漆质量。漆桶

和调漆工具要清洁，如有漆皮或杂质。应用铜网纱做成漏斗过滤后方可使

用。 

8）油漆中含有大量挥发性溶剂，过量吸入人体会引起中毒，对含有铜化合物

及有毒颜料的油漆都应防止吸入。工作场地应通风良好，必要时应穿戴防护

用品。 

9）漆膜应该采用多层薄涂的方法，层数越多保护能力当然越强，但是每涂刷

一度，越薄越均匀越好（以不露底为原则）。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4 3   0.4 1 

题干 船体保养——高空作业的正确操作方法及安全防范措施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1）座板绳（上高绳）一根，绳周长为 51～64 毫米的纤维绳，长度为桅高

的一倍以上； 

（2）座板一块； 

（3）安全带一副和保险绳一根（保险绳采用绳周长约 38～51 毫米的白棕绳

或尼龙绳）； 

（4）辫子木滑车二具； 

（5）工作绳一根（直径左右）； 

（6）帆布工具袋一个； 

（7）视工作情况准备其他需要的工具，盛入帆布工具袋内。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索具检查：桅上作业所需要的工具、索具等全部搬到桅下甲板上，认真

检查座板绳、保险绳、滑车和座板是否牢固，有无断裂磨损等现象。必须保

证索具绝对安全。 

（2）上桅装辫子滑车的工作人员，穿好安全带，将上高用的辫子滑车和保险

用的辫子滑车的绳头，穿过各自滑车车头的铁环，各打一个“形结（或不穿

过滑车车头的铁环，而直接打一个单套结），使其形成一个环形，便于背带

上桅。将上高绳的一端穿过辫子木滑车绳孔，在绳头打个“形结，防止上高

绳从滑车中滑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将保险绳绳头，穿过保险用的辫子滑车车

头的铁环，打一个“形结，防止上高绳从滑车中滑出来。 

（3）上桅装辫子滑车的工作人员，背上上高、保险用的辫子滑车和上高绳及

保险绳，顺着桅梯爬到桅顶上。爬桅梯时两手抓紧梯边栏柱，两眼向上，一

步一步地向上爬去。爬到桅顶上后，如要将滑车固定在左手側，右脚跨高两

级梯档，并插入梯档内，左脚站在梯档上，这样就可腾出两手进行工作（如

要将滑车固定在右手側，左脚跨高两级梯档，并插入梯档内，右脚站在梯档

上）。首先上桅的工作人员将保险滑车固定在桅肩的栏杆上或桅顶上，保险

绳绳头打一个单套结，成一个环形，将安全带固定在保险绳上。保险绳拉出

一定长度固定在安全带上。然后在牢固的地方将上高滑车的辫子绳用丁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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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半结系牢在桅顶上。如木滑车辫子绳系在桅肩的栏杆上时，则必须绕过两

档栏杆后再用丁香结加半结系牢。 

（4）桅上工作人员将辫子木滑车上的上高绳松拉到下甲板上，下面的协助人

员将上高绳在座板绳上打一双索花结把座板连接好，双索花结的绳头必须留

出长左右，以便在座板上打松降结用，然后把上高绳双股用双手抓住，两脚

踩在座板上，把全身的重量吃力在上高绳上，用力蹬几下，试一试上高绳的

安全强度是否可靠，无问题后把座板拉到桅顶上。 

（5）桅上的工作人员将座板绳的力端和根端用左手抓紧，用右手在座板中间

将上高绳的力端的绳子提起来，和左手抓紧的两根绳子并在一起，这样左手

抓住的绳子成为三根，利用双索花结余下的左右的绳子将左手抓住的三根绳

子一起用丁香结捆绑牢，收紧丁香结（此处的丁香结又称松降结）。 

（6）桅上工作人员坐上座板，系牢座板拦腰绳，用绳子吊上所需工具，就可

进行工作。当工作告一段落需要往下松移时，先解开保险绳，松开一定长度

固定在安全带上。然后左手握住双股座板吊绳，右手松活端的座板绳，由于

人的重量座板自然向下松移，当松移到所需工作位置时，把松降结收紧，工

作人员坐在座板上就不会下降了，可重新开始工作。每一工作告一段落，再

要往下松移时可照上述方法进行，直至松降到甲板上为止。 

（7）上桅工作完毕后，解开松降结，解开双索花，拉下上高绳，把上高绳盘

好。解开保险绳并拉下保险绳。然后工作人员再从桅梯爬到桅顶上，解开辫

子木滑车，利用辫子绳打一单套结或打一个“形结，把辫子木滑车背在身

上，从桅梯上下来， 后脱掉安全带，把索具、工具等全部搬回原处放存

好，以便今后工作时使用。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2 人；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一人操作，一人协助，交替进行； 

(3)评估员根据考生操作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判，必要时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4 4   0.4 1 

题干 船体保养——舷外作业的正确操作方法及安全防范措施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1）架板：木质、长 2.5～，宽约，厚以上。 

（2）架板绳：用绳周约 51～64 毫米的纤维绳配备。 

（3）安全带连保险绳：保险绳采用绳周约 38～51 毫米的白棕绳或尼龙绳。 

（4）工作软梯 

（5）模拟船舷结构的场地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1）将搭架及所需工具抬到工作地点，首先检查架板及其支撑是否牢固，架

板绳是否有霉点或磨损过大、断股等现象，如有以上现象必须换新，要确保

索具安全可靠。 

（2）用架板绳中间部分在架板两端各打上架板结。架板有支撑的一面是反

面，没有支撑的一面是正面，架板两端打好架板结后，把架板抬到船舷外，

支撑长的一端朝里，短的一端朝外，把外档的架板绳拉起，让它吃力，里档

的绳子放松，使架板正面朝里，反面朝外。把架板松放到所需要的工作位置

上，拉起里档的绳子，使架板的正面在上，反面在下，并将架板放平，然后

将双根架板绳在舷边栏杆上打一架板活结。如舷边没有栏杆只有舷墙，则可

在舷墙上面的铁环上打一丁香结加半结系牢，或挽在羊角上系牢。 

（3）架板搭好后，操作人员穿上安全带，系牢保险绳。保险绳的长度要适

当，以架板至舷边栏杆间的高度为准。将保险绳的一端用单套结或丁香结系

在栏杆上（或固定在舷墙上坚固牢靠的眼环、羊角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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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架板放下的位置距离甲板位置稍低，工作人员可跨出栏杆或舷墙，两手

握住架板绳，两脚的前掌抵在船壳板上，两腿稍微弯曲，臀部与足跟约齐

平，手脚交叉一步一步的向下挪动，或两脚夹住绳索滑下。下到架板后，先

用力蹬一蹬，试一试架板是否牢固，并使架板上的绳结吃力，然后再开始工

作。如果架板放得太低，可先放下软梯，由软梯下至架板。 

（4）当工作人员在架板上站好后，甲板上的协助人员把工具放在工具袋或铅

桶中，用小绳吊至离甲板适当高度绑好，以便架板上的工作人员取用。 

（5）工作完毕后，甲板上协助人员先把工具吊上来。如架板放得不是过低，

可用两手抓住架板绳，顺绳爬上至甲板，姿势与下架板相同。如果架板位置

很低，可用绳梯爬上，上下绳梯时；双手握住绳梯的一边绳索，一脚在里

档，一脚在外档，以免绳梯摇摆不定。 

（6）工作人员上来后先脱掉安全带，解开保险绳，由二人同时用双手拉起外

档架板绳，将架板拉上甲板，解清绳结，整理绳索，把全部工具和索具放回

原处。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4-6 人；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两人操作，其他协助，轮换进行； 

(3)评估员根据考生操作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判，必要时提问。 

 

 

试卷代号 章 节 小节 小小节 难度 知识层次 

E1011 5    0.4 1 

题干 撇缆操作 

试题初始状

态描述 

1、划定撇缆区域 

2、符合要求的撇缆绳 

3、高度为 1.2 米的栏杆 

4、安全帽、线手套 

操作流程及

评估方法 

操作流程： 

采用“船舶式”或适宜船舶生产环境要求的撇缆方法（如：抛投式、旋转离

心式、摆动式或称码头式）将撇缆撇至规定区域内。 

评估方法： 

(1)评估员对考生分组进行评估，每组 20 人左右； 

(2)考生根据题卡要求进行实操； 

(3)评估员根据考生操作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