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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海事大学原船舶原理教研室于20世纪90年代在1981年编写的《船舶原理》及1996年编写的《
船舶概论》基础上进行了《船舶原理》的修订，以供我校航海、轮机、水运管理、国际航运专业教学
之用，但一直未公开出版。
在此期间，其他的港航企业或成人高校也有采用本书作为教材使用的。
　　随着船舶技术的发展、国际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以及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各有关专业对本
门课程的教学时数及要求均有所变动。
我们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对有关章节的内容及编排进行了调整，加入了有关船舶技术新发展的阐述
及国际法律法规的新进展，对难度较大的章节进行了相应的删节，既保持了教材原有的完整性又增加
了教材的实用性及针对性，比较符合目前各有关专业对本门课程的要求。
　　本书由船型入门，在介绍船舶尺度及布置的基础上，围绕船舶各航海性能及船舶结构展开，由浅
入深，让初学者从感性到理性地掌握船舶整体及船舶各航海性能的基本知识，为后续合理、有效地使
用船舶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编写离不开上海海事大学原船舶原理教研室退休教授们在此之前为此教材所做的辛勤耕耘
，他们是严家定、程鸿裕、金长奎、徐信炎、汪暗生及其他给予本书默默支持的人们，还有就是多年
来使用过本教材的同学们，他们为本教材提出了最中肯的意见。
在此教材公开出版之际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教材内容涉及范围广泛，限于编者水平，对于书中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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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对船舶尚未有感性认识的初学者为对象，从感性到理性，理论联系实际，由浅入深地阐述船舶
的整体及各航海性能的概念。
    本书共分10章，内容包括：船舶类型、船舶尺度与布置、船舶浮性、船舶稳性、船舶抗沉性、船舶
阻力、船舶推进、船舶摇摆、船舶操纵性、船舶强度与结构。
每章之后附有复习思考题。
    本书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有关水运系统专业的师生，水运系统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与船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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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河拖船一般指吃水1．2m以上（1．2m以下称浅水拖船）、工作于内河、尺度较小的拖船。
因内河拖船经常需要通过桥洞、河闸等，船宽、型深及桅杆、烟囱的高度等都受到航道限制。
　　长江拖船主要航行于长江航道，由于长江航道宽阔，水流复杂，航道限制小，航行于其中的拖船
尺度较大，功率也大，可达几千千瓦。
　　港作拖船指用来拖带船舶进出港口，或出入船坞，协助大船靠离码头，拖带工程船舶移位以及编
队的船，有的船还兼有救助、消防的功能。
这类船常有良好的操纵性和稳性。
　　海洋拖船通常也分沿海拖船及远洋拖船。
海洋拖船主尺度受航区限制较少，所以这类船舶一般甲板舷弧高，有良好的稳性和抗风能力。
　　2）推船　　推船是以顶推运输其他船舶和浮动建筑物的工作船舶。
船型呈短、宽、扁特征；结构比一般运输船舶坚固；首部装有顶推设备和连接装置；功率强大，有良
好的操纵性能，常加装导管和倒车舵。
　　在拖带运输中由于拖船在前，驳船在后，拖船螺旋桨的尾流增加了驳船的阻力。
为了减小这种尾流影响，拖带作业时往往把拖缆放长，但长缆拖带在弯道处航行不便，且收放长缆增
加了船员的劳动强度，其次拖带作业中每艘驳船上都需配备船员，并随之需设置生活舱，驳船还需配
备一套操舵设备。
这样就使驳船辅助设备复杂，营运开支增大。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人们很早就设想改拖为推的方式。
顶推运输时驳船在前，推船在后，像一艘机舱在船尾的货船。
这样驳船上就不需要人操舵、看管，且推船尾流也作用不到驳船上，从而减小阻力，使航速提高，增
加运量。
推船除顶推普通驳船队外，现在大量应用的是分节驳顶推船队，即由一艘顶推船和若干艘分节驳船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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