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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船舶静力学、研究船舶在不同情况下的浮性、稳性和抗沉性等问题，同
时介绍了几种近似计算的方法，以及船舶的下水计算，并附有计算实例；第二部分为船舶动力学，研
究船舶的阻力、推进、操纵及摇摆等问题，附有螺旋桨设计图谱，并举例介绍了图谱设计船舶螺旋桨
的方法。
    本书为高等职业学院船舶制造技术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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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船舶下水计算　　船舶在船台上建造到一定阶段后，通过某种方法使其漂浮于水中的过
程称为船舶下水。
船舶下水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小船造好后可以用起重机把它吊到水中，也有把船放在旱坞内建
造，造好后向坞内放水将船浮起拖走等等。
但是目前不少船厂特别是中型船厂，仍沿用的方法是重力式下水，即船舶在本身重力的作用下沿船台
倾斜滑道进入水中。
　　船舶下水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力问题。
要考虑到有关船舶的浮性、稳性、阻力、摇摆以及船舶强度等一些问题，这就要牵涉到船舶静力学与
动力学。
但实践证明，应用船舶静力学的观点来处理下水问题，其结果与实际情况很相近，且计算比较简单，
所以本章着重讨论下水的静力学，随后简略介绍下水的动力学。
　　重力式下水的方式有纵向与横向两种。
纵向下水时船体的中纵剖面平行于滑道运动；横向下水时船体的中横剖面平行滑道运动。
鉴于我国各主要船厂普遍采用纵向重力式下水方式，故在本章中只限于讨论船舶纵向下水的计算。
　　下水工作在船舶建造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而且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为了保证船舶顺利下水，事先应做周密考虑，并进行必要的计算，否则稍有疏忽即可造成重大损伤。
　　第一节　纵向下水布置概述　　纵向下水的设备由固定部分和运动部分组成。
固定部分为在船台上由方木铺成的滑道，称为底滑道；运动部分在下水过程中与船舶一起滑入水中，
称为下水架。
下水架的底板称为滑板，在滑板与滑道之间敷有润滑油脂，使滑板易于滑动。
下水架的两端建造比较坚固，以支持船体首尾两端的尖削部分，分别称为前支架及后支架。
除上述主要设备外，还有若干辅助设备，诸如防止船在开始下水之前滑板可能滑动的牵牢设备；防止
船在下水过程中滑板发生偏斜的导向挡板；使船在下水后能迅速停止于预定位置的制动装置；有时为
了使船在开始下水时能迅速滑动，还设有驱动装置等等。
这方面的内容，在有关船舶建造工艺一类书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多叙述。
图6—1为纵向下水的布置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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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职船舶系列教材·船舶工程专业：船舶原理》是根据高等职业院校船舶工程专业“船
舶原理”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而成，适于高等职业院校船舶工程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有关专业技术
人员参考。
　　《21世纪高职船舶系列教材·船舶工程专业：船舶原理》以现代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始
终围绕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在内容的编写上，以“必需和够用”为原则，紧扣大纲，深度、广度适中，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
全书通俗易懂，实用性强，便于组织教学。
 全书共九章。
第一章至第六章属于船舶静力学范畴，船舶静力学是船体专业一门经典课程，在船舶设计、建造以及
营运中都要运用这些知识，是研究船舶在不同情况下的浮性、稳性和抗沉性等问题。
第七章至第九章属于船舶动力学范畴，船舶动力学研究船舶的阻力、推进、操纵及摇摆等问题，动力
学部分只对这些内容作一般性的介绍，不系统地、严格地讨论有关定理及推导有关公式，力求从物理
意义上给予明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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