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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舰船技术与设计概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舰船及各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工程设计、科技管
理、发展动态等内容；具有科普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综述性与专述性相结合、高新技术与“传统”技
术相结合的特点。
　　《舰船技术与设计概论》既可作为我国舰船行业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业务技术培训教材、舰
船研究设计院所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选修课教材及科技人员的专业读本，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的造船、轮
机、船电、水中兵器、通信、水声、导航、材料等专业学生的入门教材；同时，可供海军指战员、军
内外舰船院校教师及船舶建造厂、修理厂有关人员深化和拓展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舰船技术与设计概论>>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舰船的定义、基本原理、主要特点1.2 舰船发展简史1.2.1 世界舰船发展简史1.2.2 中国舰
船发展简史1.3 现代舰船所承担的任务1.4 发展舰船的重大意义第2章 舰船的类型与用途2.1 舰船的分
类2.1.1 军用舰船分类2.1.2 民用船舶分类2.1.3 舰船其他分类法2.2 舰船类型2.2.1 水面战斗舰艇2.2.2 水下
战斗舰艇2.2.3 军辅船2.2.4 运输船2.2.5 海洋开发用船2.2.6 工程船2.2.7 渔业船舶2.2.8 拖带船舶2.2.9 执法
船舶2.2.10 高性能船第3章 舰船总体设计和舰船性能、总布置3.1 概述3.2 舰船总体设计3.2.1 舰船总体设
计基本概念3.2.2 舰船总体设计特点3.2.3 舰船总体设计通常采用的基本方法3.2.4 我国舰船总体设计的过
程及相应内容3.3 船的几何特性3.3.1 船体形状的一般概念3.3.2 船体型线图3.3.3 船体的三个特征剖
面3.3.4 舰船主尺度、船型系数和尺度比3.4 舰船重量量度和容积量度3.4.1 舰船的重量量度3.4.2 舰船的
容积量度3.5 舰船性能3.5.1 浮性3.5.2 稳性3.5.3 不沉性3.5.4 快速性3.5.5 耐波性3.5.6 操纵性3.5.7 居住
性3.5.8 隐蔽性3.5.9 电磁兼容性3.5.1 0可靠性3.5.1 1经济性3.5.1 2作战能力3.5.1 3生命力（生存能力）3.6 
舰船建筑组成和总布置3.6.1 舰船建筑组成3.6.2 舰船系统的划分3.6.3 舰船总布置3.7 世界上典型水面舰
船一览表3.8 计算机技术在舰船总体设计中的作用3.9 舰船总体设计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3.9.1 概念上
更新3.9.2 方法上更新3.9.3 内容上更新3.9.4 手段上更新第4章 舰船结构4.1 概述4.2 作用在舰船上的载荷
及舰船强度4.2.1 概述4.2.2 作用在舰船上的载荷4.2.3 舰船强度4.3 船体结构及船体设计4.3.1 主船体结构
和设计4.3.2 上层建筑结构与设计4.3.3 船体其他结构与设计4.3.4 特种船型——小水线面双体船结构与设
计4.4 舰船总振动、局部振动及结构噪声4.4.1 舰船总振动4.4.2 船体局部振动4.4.3 结构噪声4.5 舰船船体
结构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4.6 舰船船体材料4.6.1 船体材料的主要性能4.6.2 舰船船体主要用钢4.6.3 铝合
金4.6.4 玻璃钢4.6.5 如何选择舰船材料4.7 计算机技术在舰船结构设计中的应用4.7.1 规范计算法4.7.2 直
接计算法4.7.3 计算机在舰船结构设计中应用的发展方向第5章 舰船动力系统5.1 概论5.2 推进系统5.2.1 
蒸汽轮机推进系统5.2.2 柴油机推进系统5.2.3 燃气轮机动力推进系统5.2.4 电力推进系统5.2.5 联合推进系
统5.2.6 潜艇推进系统5.3 核能源发生系统5.3.1 核反应堆原理5.3.2 压水堆核动力推进系统原理及组成5.4 
功率传递系统和推进器5.4.1 功能5.4.2 组成5.4.3 类型5.4.4 布置设计5.4.5 后传动装置5.4.6 轴系5.4.7 轴系
计算5.4.8 推进器5.5 动力管系及保障系统5.5.1 动力管系5.5.2 动力保障系统5.6 舰船推进系统监控系
统5.6.1 概述5.6.2 柴油机推进系统的监控系统5.6.3 蒸汽推进系统监控系统5.6.4 CODOG监控系统5.7 舰船
动力系统布置及安装5.7.1 根据生命力的要求提出配置方案5.7.2 机舱的位置确定5.7.3 机舱尺寸的确
定5.7.4 机舱内设备的布置5.7.5 机舱布置图5.8 舰船动力系统现状与发展5.8.1 舰船柴油机领域⋯⋯第6章 
舰船电力系统第7章 舰船辅助系统第8章 舰船电子信息系统第9章 舰船武器、发射装置与保障系统第10
章 舰船舾装与属具第11章 航空母舰第12章 水下舰船（潜艇与深潜器）第13章 舰船隐蔽性第14章 舰船
总体电磁兼容性第15章 舰船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第16章 舰船总体系统工程技术第17章 舰船总体系统工
程管理第18章 舰船建造工艺第20章 舰船技术未来的发展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舰船技术与设计概论>>

章节摘录

　　目前猎雷舰艇对水雷的搜索探测及分类识别一般由舰艇上的猎雷声纳来完成，而对水雷的确认和
销毁通常由灭雷具完成，也可由潜水员来完成，而打捞水雷则由潜水员完成。
猎雷与扫雷相比，大大改善了使用扫雷方式必须受水雷引信制约的被动局面，不需反复清扫，就能摧
毁所发现的任何种类水雷；而且探雷、灭雷是在水雷的危险半径之外遥控完成，舰艇自身安全性好。
它使水雷武器在其引信上采用的各种抗扫技术失去作用。
但是，猎雷作业只能逐个消灭水雷，并且受海底地形和水文条件影响较大，难以探测被泥沙掩埋的水
雷。
因此灭雷难以迅速、彻底，不能大面积使用，通常仅在探灭重要水域内的水雷，疏通航道时清除难于
扫除的水雷和剩余水雷时才使用。
　　猎雷艇和扫雷艇一样，本身应有良好的低磁性、低噪声、抗冲击等防护性能。
艇上一般有两套动力装置，一套用于航行，另一套用于猎雷。
猎雷推进装置能使艇具有良好的低噪声、低速推进和定位的能力。
　　3）破雷舰艇　　反水雷舰艇除上述扫雷舰艇和猎雷舰艇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反水雷舰艇，名为
破雷舰。
破雷舰又称雷阵突破舰或试航舰，它是利用舰体碰撞或舰艇本身的水压场、磁场、声场等物理场引爆
水雷的反水雷舰艇。
排水量为数千吨至1万吨，航速为10kn~20kn。
它具有吃水深、生命力强，较高的舰船物理场能量辐射等特点，主要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突破雷阵为己
方舰船开辟航道或检查已清扫过的雷区航道。
　　破雷舰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常由旧舰船改装而成。
它不仅可以清除一般扫雷具无法清除的水压水雷，而且还可清除被泥沙掩埋的水雷、非磁性材料制成
的水雷以及各种新型水雷。
其不足之处是，同扫雷一样不能排除有定时的水雷，对于定次高水雷也须反复清除。
另外，舰本身经水雷多次引爆后，会损坏甚至沉没而阻塞航道。
故此，破雷舰只能作为其他反水雷舰艇的补充，而永远不能取代猎、扫雷舰艇。
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海军基本上不再建造或改装破雷舰。
　　因此，猎、扫雷舰艇是反水雷作战的主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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