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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二三十年来，高性能船舶不断推陈出新，发展迅速，受到了造船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各国
海军的密切注意，美、英等国还研制开发了专门的试验舰艇，来研究评估其主要性能。
21世纪舰船总体技术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特征是对新船型的研发和现有船型的优化。
虽然常规船型仍是目前舰船最广泛采用的船型，但多体船型、小水线面船型和穿浪船型、复合船型等
新船型的探索和应用，已成为21世纪前期舰船总体技术最具创新活力的内容。
我国海军对此也非常重视，在以往使用经验的基础上，已成功选用高性能船型研制了几型水面舰船，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高性能船舶水动力原理与设计》一书，紧跟世界高性能舰船的最新发展，在作者四十多年的教
学、科研和设计经验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穿浪双体船、多体船、动力增升杂交船型和最新的多M型
槽道滑行艇等专题分析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地展现了各型高性能船舶的基础理论、主要特点
、设计应用及历史概况等。
本书理论浅显易懂，分析细致透彻，实例资料详实，图文并茂，是近年来难得一见、适合不同读者需
求、内容非常全面的学术专著。
该书必将成为有志于从事高性能船舶事业的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良师益友。
　　舰船装备是海军装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高性能船舶将在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
希望广大科技人员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为我国高性能舰船的发展及海军技术
装备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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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1章,内容包括高性能船舶(HPV)概论、高速排水型船舶概念与兴波阻力表达式、高性能
排水型单体船、常规高速双体船与非对称双体船、小水线面双体船与隐身船型、高速穿浪双体船、高
速多体船(三体、四体和五体)、动力增升体船与复合(杂交)船、滑行艇、水翼艇、气垫船和表面效应
船等,以及高性能船舶的推进与传动方式。
系统地论述了高性能船舶的基本原理、船形新概念及其演变,航态、快速性、稳性和耐波性及其评估标
准。
全面地介绍了各类船舶的水动力性能估算、船型优化设计与改进方法,同时对当前国内外高性能船的最
新研究成果给予评价与分析。
　　本书可供船舶工程及其相关专业、流体力学专业、航海技术专业等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使
用,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的教师、工程师、科研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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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高性能船舶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1.1.1 高性能船舶的基本概念　　基于不同
的原理，高性能船舶(HPV)有不同的船型或类型，它可以是基于阿基米德原理的排水型船，也可以是
主要基于水动力原理的增升型船，还可以是基于多种不同流体动力原理构成的复合型船。
不管是哪一种船型，追求高水平的综合航海性能及完善的使用功能是所有高性能船舶的基本共同点。
　　所谓“高水平的综合航海性能”，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优良的高速性能和耐波性能，其次是经济
性、安全性好，载运能力大，以及环境舒适与形态美观等。
　　高性能船舶不一定是高速船，高速船也不一定是高性能船舶。
如高速的内河船舶，通常不被认为是高性能船，因为它们不具备令人满意的耐波性，只能在较平静的
水面上航行；某些海船虽然也有很高的航速，但其耐波性能很差，晕船率很高，因此也不能称其为高
性能船舶。
　　为了提高船舶的耐波性能和快速性，船舶可能采取非常规船型及特殊的航行状态与方式，以减小
其兴波阻力和在波浪中的摇荡，这样便产生了新的不同设计概念。
成功的船舶设计新概念将导致一种新型船舶诞生，使船舶的航行性能有明显的提高。
概括来说，高性能船舶的设计概念主要有以下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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