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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输产 自印度尼西亚 、新喀里多尼亚和菲律宾镍矿 的危险性

各会员公司:

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接连有数艘船舶在装运产自印度尼西亚的镍矿后

沉没,并 导致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尽管相关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但 可以明

确的是,镍 矿石是一种实际水分含量超过其适运水分限 (TML)时 极易流态

化的货物,货 物液态化后会使船舶失去稳性,进 而导致船舶倾覆。

在 ⒛08和 ⒛09年 间,对 于镍矿的需求曾经一
度减少。但是随着多数经

济体告别经济衰退,对 于来自镍矿主要产区的印度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和

菲律宾的镍矿需求将出现增长,这 将导致船舶装运镍矿货物的增加。

就镍矿货物而言,有 许多值得关注之处。因大多数矿山位于偏远地区,

给检验人和专家前往现场检验带来诸多不便。并且,由 于在上述国家缺少可

靠的实验室,也 给镍矿样品进行独立、客观的试验造成很大困难。

镍矿在开采后通常简单堆放于露天场所,装 运前极易受到强降雨的影

响,在 某些情况下,则 直接从矿区装运上船。在某些矿区,镍 矿装运前可能

会对货物进行一些诸如太阳照射符简单方法进行干燥,但是这些方法的有效

性很有疑问,而 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共它的处理措施 j'。镍矿通常被装 卜驳

船,然 后在锚地转运到散货船上。尽管这些货物在装船时可能从表面看是干



燥的,但 足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货物是否适于安全运输。

同一个矿区出产的每一批镍矿在成分和物理性质上都有所不同,呈现出

从土块到稀泥的不同形态。镍矿的上述非同质性特征也给实验室在确定其含

水量和 TML值 时造成了困难。

基于运输此种货物的危险性和复杂性,协 会特提醒各会员公司,应 充分

考虑到此通函中所提及的运输镍矿可能产生的风险,并 且确保遵循下述建

议。

装运

粉末状的矿物颗粒包括精矿粉以及镍矿等,都会因内部含水量过高而产

生流态化现象,造 成货物移动。目前已经发生了多起包括镍矿在内的由于货

物流态化导致船毁人亡的严重事故。基于可能的流态化风险,装 运镍矿货物

必须遵守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比AS公 约)和 《国际海运固体散货

安全操作规则》(IMSBC Code)中 关于易流态化货物相关检测的规定 (A组

货物)。

协会建议会员认真研究 SOLAS公 约第六章第二条和 IMSBC Code中 第 4、

7、8节 的相关规定。简而言之,镍 矿货物的托运人应当在装运开始前对货

物进行相关的检验并获得以下数据:

● 货物的适运水分限 (TML),即 为该种货物安全运输所允许的最大含

水量。对镍矿来说,获 得可靠的 TML值 需要适格的实验室对每一批

货物分别进行检测,同 时还要检测货物的含水量在达到什么数值时

就开始流态化。这个薮值被称为流动水分点 (FMP)。 TML值 是 FMP

值的 90%,囚 此存在 10%的安全限度。IMSBC Code的 附录 2中 对于

相关的检测程序有明确的规定。

● 货物装运时的实际含水量。只有当镍矿的实际含水量小于其 TML值

时,货 物才自J^以被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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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硫化金属精矿粉的检测方法,SOLAs公 约对于镍矿的检测标准更

为复杂,这 是由于镍矿的非同质性造成的。这种特点可能造成送检样品是合

格的,但 是其它货物仍然是不安全的。而 FMP/TML测 试的复杂性可能造成检

测结果的模糊性,同时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还可能山于缺乏相关的培训和经验

而不能按照 IMSBC Code的 规定解读检测得到的结果。

在对镍矿进行取样和检测的过程中可能会产Ⅱi下述问题:

● 货物含水量的测定:对 于诸如镍矿这类非同质性的货物,IMSBC Code

要求对每一个货舱的货物分别进行取样和检测,而 且必须在装载作

业开始之前进行测试。由于该种矿物的多变性,以 及镍矿开采和装

运的方式,使 得在装运之前采集到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十分

困难。然而,托 运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选取单独一个样品的含水量来

代表整批货物的含水量,并 没有采用逐个货舱分别取样的方法,并

且所采样品往往不具有代表性。即使每个货舱的货物平均含水量均

低于 TML值 ,部 分货物的实际含水量还是可能比该数值要高。如果

镍矿含水量的变化幅度大于 TML与 FMP的 差 (如大于 ⅢP1O0/0),将

超过 IMSBC Code中 所规定的安全限度,其中某些货物就是不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IMSBC Code中 规定承运人可以拒绝装运那些在经过

分别取样和检测后发现的某些货物实际含水量超标且不适于装运的

部分。另外,在 许多矿区货物储存于露入场所,在 取样后和装运前

容易受热带降雨的影响,这 种情况会使得货物的实际含水量比托运

人申报的货物含水量有大幅上升。囚此 IM田C Code规 定,如 果从检

验到装运的这段时问内出现了大的降水,那 么必须进行二次检验以

确保货物的实际含水量不会超过其 TML值 ,且 取样检验到装载货物

的时问间隔不得超过七人。IMSBC∞ de还 规定,托 运人应当保证在

货物装载之前允许捡验人从整批货物屮随机取样。有些托运人没有



足够F向场地储存所有的货物,只 好将刚开采出来的镍矿直接送到装

载现场进行检测。这种做法违反了IMSBC Code的 有关规定,并 且由

此得丨|l的数据很可能是不准确的。

TML和 刚P测 试的取样问题:IMsBC Code中 有关镍矿检测的步骤方

法是建立在所有待运货物只有相同的 TML值 ,而 只是实际含水量有

所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符合镍矿的客观物理特性。镍

矿的 T眦 值可能会因为开采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检测镍矿

的 TML'值 ,必 须选用具有代表性的样品I进行系统性的测试。一种比

较可靠的检测方法是采用复合性检验,也 就是从不同的货舱、储存

场所和/或地窖/洼地,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来 测试每批待运的

镍矿的TML值 的变化。然而,IMSBC Code中 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示规

定。

流盘试验:尽 管在 IMSBC Code附 录 2中 列明了三种测定 FMP值 的通

用方法,但 现阶段只有流盘试验被实践采用来测定镍矿的 ⅢP值 。

这种由检测硫化金属精矿粉发展而来的检测方法用来检测镍矿是存

在问题的。IMSBC Code明 确这种检测方法原则上只适用于最大粒度

为 1毫 米的矿物粉末。尽管这种方法也被用来检测最大粒度在 7毫

米以下的矿物粉末,但 是颗粒大于此限的物质并不适用,对 于含黏

土比例较高的同类物质,测 试结果也不理想。而镍矿货物含有较高

的黏土比例并且其粒度
一般大于 7毫 米。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在测试

前将镍矿中粒度超过 7·毫米的颗粒去除。流盘试验本身对于检验人

员的能力有着严格的要求,囚 为检验人员需要根据样品在流搬上的

外观和状态变化来△观判断是否存在流态化现象。然而,这 种源自

为硫化金属精矿粉设计的试验方法如果仁H来 检测镍矿,由 于检验人

员}观 lkJ素的介入,会 对 TML和 FNllP值的最终测定产生重大影响,



可能会得H{差异较大的不同数据。到H前 为止,各 个实验室之问并

不存在系统的比较标准,来 证实流盘试验能够准确地检测出镍矿货

物 的 TML和 FMP值 。

● 货物实际·水量和 TML值 的一致性:如 前所述,在 对锞矿货物进行

TML和 FMP检 测之前,去 除掉样品I中所有粒度超过 7毫 米以上的颗

粒以满足流盘试验的做法并不普遍。如果采用此种检测方式,必 须

要做的是在已经去除大颗粒的货物中选取与实际含水量相匹配的样

品进行测试。囚为货物中颗粒大的部分的含水量远低于粉末状的部

分,若 不能做到上述要求,将 极易导致得出较低的货物含水量数值,

造成货物看上去比实际的安全。

给会员的建议

由镍矿的托运人提供其自行采样和测试并出具的货物含水量证明是一

种常见的做法。然而不幸的是,在 镍矿产区托运人所采用的取样和检测方法

存在严重问题,使 得托运人出具的货物含水量证明变得毫无意义。

这会使船东处于两难境地。他们要么选择接受托运人出具的极有可能存

在瑕疵的货物含水量证明,要 么就卷入既耗时叉矛盾丛生的调查中,以 确定

待运货物是否适于安全运输。

最理想的是,专 家到达现场后先对取样和检验程序进行全面审核,以 确

定相关程序以及托运人提供的货物含水量证明是否可靠。而这已经超出了船

长和非该领域的海事检验人的能力范畴之外。然而,矿 区的经营人很少会接

受独立的专家检验人来进行上述审核。鉴于多数矿场位于偏远地区,因 此没

有托运人的个面配合,专 家前往现场进行相关审核儿乎是不可能的。

IMSBC Code8。 4节 介绍了一种在船 卜就冖刂
ˉ
以判断镍矿货物是否适于安

全运输的方法,那 就是圆桶测试。这种方法是将矿物装在⋯个圆桶屮,然 后

在⋯个硬物表而反复摔打圆桶,观察圆桶中的矿物足否出现流态化或者析出



水分。如果经过阋桶测试发现样湿I出现流态化,这 就说明该批货物整体 L不

适于运输。然而,圆 桶测试终究不能代替实验室测试。

在近期的一些案例中,船东或者他们的检验人仅仅通过圆桶测试来接受

或者拒绝每丁驳船的待运货物。圆桶测试并非为此目的而设计,并 且本身并

不能保证货物的安全性。这种方法仅仅能够显示矿物的含水量是否超过 FMP

值,但 不能表明其安全限度。如果托运人交付的装载在驳船上的镍矿货物大

多数未通过圆桶测试,这 就预示着整批货物是不安全的,且 相应的货物含水

量证明也并不可靠。但是,完 全依靠对驳船上的货物进行圆桶测试的结果来

判断整批待运货物是否适于安全运输仍然是不谨慎的做法。

重要事项

将要或者正在装运产自印度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或者菲律宾的镍矿的

会员们,必 须第一时间告知协会,以 便协会指定当地检验师,在 货物到达之

前确定货物所处位置,向 船长提供必要的协助,来 完成圆桶测试,并 在装载

货物的过程中监测货物的含水量。协会同时还建议指定一位专家,可 以不去

现场,只 需联系并全程监督当地检验师的工作。然而,第 三方专家也很有可

能不能或者不愿意根据当地检验师提供的意见作出明确的判断,因为想要在

矿区和装港得到客观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

托运人提供的货物含水量证明的副本必须尽快并同时提供给当地检验

师和专家。鉴于镍矿货物的特性、来源以及样品采集和检测的方式,如 对托

运人提供的货物含水量证明有疑问,专家将指示当地检验师从堆放场所或者

驳船上采集样吊l,并 将样品交山—个知名适任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来 确定

TML和 FMP值 的准确性。应当谨记的足,由 于多数镍矿矿区的地理位置较为

偏远,完 成I述 I作 可能需要好儿人的时问。在这种怙况下,只 要捉前通知

协会经理机构,在 船舶到达之前丌始 L述 程序仍然足可能的。然而,产 生革

大延误的怙况并不能被排除,尤 其是当货物还处于丌采的过程中时。但是,



在得到检测结果并且专家认为该批待运货物可以被安全运输乏前不能进行

装载作业。IMSBC Code规 定在取样/检测货物含水量和开始装载
丿
作业之前的

时间间隔不能超过 7天 。当货物的样品被送到另一个国家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时也需保证该时问间隔不超过 7天 。由于此种货物复杂的特性,即 使在经过

一
个适任的实验室检测后,镍 矿货物是否可以被安全运输仍然存在疑问。对

于此种特别的货物,以往的经验是在某些特定地区,专家可能因为各种困难、

敌意和不配合,而 不能亲临现场。此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更长时间的

延误。

计划将船舶出租到印度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或者菲律宾的港口装运镍

矿的会员应确保在租约、包运合同、或其他运输合同中加入明示条款来保护

自身的利益,并 且在最终签订租船确认书或者租约之前,联 系协会理赔部寻

求进一
步的建议。

如未能做到上述要求,将 会影响到保赔险的承保问题。

特此通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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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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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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