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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舶结构与设备（2\3副用）（最新版）》编写旨在指导学员能够顺利通过适任证书的考试和评
估的同时，熟悉船舶结构与设备所必要的技能，并培养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
后实际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全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船舶常识；第二章船体结构与船舶管系；第三章锚设备；第四章系泊设备；第五章船舶操纵设
备；第六章船舶装卸设备；第七章船舶抗沉结构与设备；第八章船舶系固设备。
　　本教材适用于无限航区、近洋航区、沿海航区及近岸航区各个等级二二/三副适任证书考试培训使
用，也可作为相关航运管理人员工作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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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船舶常识第一节 船舶的基本组成及主要标志第二节 船舶尺度与船舶吨位第三节 船舶种类第二
章 船体结构与船舶管系第一节 船体结构的形式第二节 外板和甲板板第三节 船底结构第四节 甲板与货
舱结构第五节 舷侧结构第六节 舱壁结构第七节 首尾结构第八节 冰区加强及船舶防火结构第九节 船舶
管系第十节 船图识读第三章 锚设备第一节 锚设备的组成及作用第二节 锚第三节 锚链第四节 锚机第四
章 系泊设备第一节 系船缆的种类及特点第二节 系缆的名称、作用与配备第三节 系缆装置第四节 系离
码头作业第五节 系离浮筒作业第六节 系泊设备的维护保养与安全使用第五章 船舶操纵设备第一节 舵
设备的作用及组成第二节 舵力转船力矩及极限舵角第三节 舵的类型和结构第四节 舵机和转舵装置第
五节 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第六节 自动舵第七节 自适应自动舵和航迹舵第八节 操舵要领及注意事项第
九节 舵设备的检查、保养第六章 船舶装卸设备第一节 吊杆装置第二节 起重机第三节 甲板索具第四节 
检查和保养第五节 货舱盖第六节 舱内设施第七章 船舶抗沉结构与设备第一节 船舶防水抗沉结构与设
备第二节 船舶堵漏设备第三节 船舶破损进水后的措施第八章 船舶系固设备第一节 定义第二节 标准件
系固设备第三节 非标准与半标准货物系固设备第四节 系固设备原则、检查、维护保养、使用注意事
项与检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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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节 自适应自动舵和航迹舵　　一、自适应自动舵　　如前节所述，由于外力干扰和船舶运动
的特性，在航行中常使船舶发生偏航，此时，使用自动舵，则可自动予以纠正，使船舶恢复到原航向
上。
然而，自动操舵仪上的各调节旋钮是根据船舶载重量、吃水及当时风浪等海况凭船员的经验而用手动
方式进行修正的。
显而易见，从节能的角度来看，在自动舵的操纵中尚存有不足之处。
例如由于操舵次数较多，增加了阻力；其次，转舵后船舶阻力增大，因而加大了主机负荷，导致主机
转速下降。
为防止转速下降，调速器将开始工作，即增加了燃油消耗量。
　　随着自适应控制理论的发展和微处理机在船舶上的应用，出现了自适应自动操舵仪。
它是把具有自适应操舵程序的模块并人机电式自动操舵仪而成。
自适应自动操舵仪在船舶的载货和航速等状态或风、浪、流等航行环境发生变化而引起船舶操纵性能
变化时，能感测这些变化并按事先设定的性能指标自动调整控制参数，使自动操舵仪保持在最佳状态
。
因此，自适应自动操舵仪不但能减少人工操作，提高航行安全性，而且还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一般它
比机电式自动操舵仪可节省燃料约1％。
　　二、航迹舵　　航迹舵（navpilot）是趋于发展完善的一种全自动驾驶仪。
国内外有不少船舶在使用。
它的发展基础是在原自动舵的控制系统上配置一套航迹舵组件（装置）。
此组件以微机为核心，通过初始人工输入航路数据、位置偏移量及硬件部分连接计程仪、陀螺罗经、
定位仪，由上述输入的信号及数据通过微机软件进行计算、分析与处理，然后给出一个指标航向到自
动舵组件中去执行，使船能够沿着计划航线航行，并能在预定的转向点上转向，从而达到无人驾驶。
　　使用航迹舵应注宜的事项：　　（1）航迹舵是自动舵中的一种，因此，在规定不能使用自动舵
的场合，同样不要使用航迹舵。
　　（2）在进行避让操船时，应中止使用航迹舵。
待驶过让清以后，需重新启动航迹舵时，必须提醒驾驶员确认下一个转向点的正确性。
同时，还应指示下一个计划航向的数值，要求驾驶员调整船舶的航向使其基本对准下一个转向点。
当驾驶员对这两点都认可后，方可重新启动航迹舵。
组件的设计中应使这种确认方法是可靠的，而且不易被误操作。
　　（3）当定位传感器长期无船位时，航迹舵应指示提醒驾驶员转到其他的操舵方式。
对作为定位仪所给出的船位，要与其他定位方式予以比较，确认其可靠性。
如发现船位不可靠时，应立即转到其他的操舵方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船舶结构与设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