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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建造工艺流程 

1、生产大节点 

开工——上船台（铺底）——下水（出坞）——航海试验——完

工交船生产大节点在工艺流程中是某工艺阶段的开工期（或上一个节

点的完工期），工艺阶段一般说是两个节点间的施工期。生产大节点

的期限是编制和执行生产计划的基点，框定了船舶建造各工艺阶段的

节拍和生产周期；节点的完成日也是船东向船厂分期付款的交割日。 

2、工艺阶段 

钢材予处理——号料加工——零、部件装配——分段装焊——船

台装焊（合拢）——拉线镗孔——船舶下水——发电机动车——主机

动车——系泊试验——航海试验——完工交船 

以上工艺阶段是按船舶建造形象进度划分的可以进一步进行分

解，造船工艺流程是并行工程，即船体建造与舾装作业是并行分道组

织，涂装作业安排在分道生产线的两个小阶段之间，船体与舾装分道

生产线在各阶段接续地汇入壳舾涂一体化生产流程。 

二、船舶建造的前期策划 

船舶设计建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开工前船厂必须组织前

期策划，一是要扫清技术障碍；二是要解决施工难点。 

（一）前期技术组织准备 

1、吃透“技术说明书”（设计规格书） 

技术说明书是船东提出并经双方技术谈判，以相应国际规范及公

约为约束的船舶设计建造的技术要求。船厂在新船型特别是高附加值

船舶的承接中必须慎重对待：必须搞清重要设备运行的采用标准情况、

关键技术的工艺条件要求，特别是要排查出技术说明书中暗藏的技术

障碍，不排除某些船东存有恶意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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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设计工作 

船舶设计工作分三阶段组织进行——初步设计、详细设计、生产

设计。初步设计：是从收到船东技术任务书或询价开始，进行船舶总

体方案的设计。提供出设计规格 说明书、总布置图、舯剖面图、机

舱布置图、主要设备厂商表等。详细设计：在初步设计基础上，通过

对各个具体技术专业项目，进行系统原理设计计算，绘制关键图纸，

解决设计中的技术问题最终确定船舶全部技术性能、船体结构、重要

材料设备选型和订货要求等。生产设计：是在详细设计送审图完成基

础上，按工艺阶段、施工区域和组装单元，绘制记入各种工艺技术指

示和各种管理数据的工作图、管理表以及提供生产信息文件的设计。 

简而言之，初步设计——描绘出将建造一艘什么样的船；详细设

计——确定各专业各系统如何配置与运行；生产设计——指示怎样合

理地建造这艘船。生产设计是施工设计，必须密切结合工厂的工艺流

程、设施设备能力、工艺水平甚至工艺习惯。 

3、选择经济性设备材料 

详细设计一经确定，全船 80%的成本已经固化（其中设备材料费

用占全船总成本的 65%左右），在人工费、专用费项目中降低成本的

空间很小。据资料统计，国内船厂与国外先进船厂建造的同类船舶相

比，设备裕量和材料消耗量均高出 10%。因此在主要设备、材料厂商

表范围内，对重要设备、大宗物资必须坚持集中订货、定点订货；对

金额高的常用消耗性材料，争取采用寄售或赊销方式。 

（二）对生产管理部门的要求 

1、根据生产线表的要求，要详细、准确地编制《船舶生产技术

准备综合日程表》，包括设备纳期表、设计出图计划等，并进行跟踪、

调度、检查、考核。生产技术准备 是船厂组织船舶建造重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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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在调度为主要管理手段时期，围绕出图、供货、配套等项目常

常纠缠不清，牵扯了生产管理者极大的精力。目前各船厂生产技 术

准备状况已有了很大改观：一是建立了拉动式需求计划管理体系；二

是将各船只生产技术准备的职责落实到项目组；三是应用了信息技术：

设计出图进度及状况、物资订货及到货情况、集配件的需求。 

2、根据现代造船“设计、生产、管理一体化”的要求，从合同签

约开始生产管理部门参与设计工作，在船舶设计过程中，按造船管理

规程的要求，将分阶段召开 A、B、C、D 等会议，其目的都是以合

理和方便施工为宗旨，将管理要求和设计意图融合起来。为此，在合

同生效三个月内，生产管理部门要编制出《建造方针》，该方针是指

导船舶建造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有： 

（1）合同概要。 

（2）建造船舶的主要技术参数和主要物量。 

（3）建造方法。包括分段划分原则；重要分段的结构特征及尺

寸；分段重量的控制范围；钢板规格控制；总段装配范围；上层建筑

整体吊装的重量计算；分段予舾装范围和要求；场地分配及面积计算；

船台建造方法和定位分段的确定等。 

（4）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和实施范围及要求。 

（5）船舶建造主要建造计划线表。 

（6）质量、成本、资金等管理。 

三、船舶建造过程的控制 

（一）钢料加工阶段 

钢料加工过程： 

钢材备料——钢材处理线（矫平、喷砂除锈、底漆）——放样号

料——构件边缘加工（切割、加工焊接坡口）——构件成型加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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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构件加工成应有曲度）——船体零部件装配（平面接板、框架组

立）。 

关注的问题 

1、钢料供应。船厂是钢材消耗大户，从产业关系看应该与钢厂

建立利益共享的战略伙伴关系。 

2、钢料加工应分道加工的路径。 

3、提高钢材利用率 

（1）努力开展船体与舾装同步设计，以提高一次套料利用率； 

（2）在钢料加工中心留有充分的余料堆放、分检、再利用场地，

一是可调用余料进行二次套料；二是利用余料切割法兰、肘板、人孔

盖等制件；三是调用余料补充工装。 

（3）尽可能根据用料尺寸，多规格在钢厂组织定尺订货 

（二）分段制作阶段 

1、分段是构成船体结构的实体。根据船舶建造工艺、场地条件、

起重能力、周期要求等； 

2、按几何特征分类分段名称 

（1）平面分段：平面板列带有骨架的单层平面板架； 

（2）曲面分段：平面板列带有骨架的单层曲面板架； 

（3）半立体分段：两层或两层以上板架所组成的不封闭分段； 

（4）立体分段：两层或两层以上板架所组成的封闭分段； 

（5）总段：主船体沿船长划分，其深度和宽度等于该处船深和

船宽的环形分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立体分段和总段是由若干平面

分段和曲面分段所组成，由于平面分段和曲面分段是分段建造中的基

本单位，作为船舶建造主流程，必须组织流水线生产。 

分段按其结构所属部位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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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部分段 

（2）舷侧分段 

（3）甲板分段 

（4）首尾分段 

（5）上层建筑等 

3、分段制作阶段建造组织措施 

（1）严格按批量顺序下料 

（2）贯彻总装造船原则 

为充分发挥船厂主要生产设施（船台、船坞、总组场地和起重设

备等）能力，应将生产主流程即组织流水线生产的项目留在厂内，能

够以中间产品组织生产和供应的次流程项目，尽可能以“分包”形式

扩散到厂外，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配套”。 

（3）执行分段成品化交验 

按照“壳舾涂一体化”要求，在分段制作阶段，应将该部位的铁

舾件、管舾件、电气焊接件尽可能地全部安装上去，并完成分段涂装

工事。在分段下胎交验时，上下道工序必须依据 清单进行逐项检查

确认，尽可能减少施工项目在工序间的流转。 

（4）扩大总组吊装数量 

（5）调整工序生产能力 

（6）努力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在分段制作阶段推行精度管理，逐步做到无余量下料、切割和装

配；大力采用高效焊接技术；推行盆舾装、正反转予舾装等。 

（三）舾装件（铁舾件、管舾件、电气焊接件）加工、集配、安

装阶段 

1、舾装作业与船体建造是并行分道组织（只是在讲述中排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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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制作阶段之后），按施工阶段和区域分为单元舾装、分段舾装和船

上舾装。分段舾装：当分段倒置时在甲板顶面安装，分段翻身后在甲

板表面安装。船上舾装：当船体总装时和总装后，在船上一个舱室内

或跨几个舱室进行安装。 

2、舾装件加工、集配、安装阶段建造组织措施 

（1）为保证舾装作业与船体建造并行展开，必须努力作到舾装

设计与船体设计达到同步。从设计关系看，船体设计是先行开展的，

在船体设计提供背景图情况下， 舾装设计才能确定设备位置、管系

走向。 

（2）舾装集配中心的选址。在厂区面积充裕的情况下舾装集配

中心尽可能设在厂内。 

（3）舾装集配中心的功能。 

a、按订货清单组织舾装件制作； 

b、对通用件、预制件等扩大预制并实行库存管理； 

c、对舾装件按类型、规格合理堆放； 

d、根据各托盘表的标识进行分检、配托； 

e、按指定的时间将托盘配送到指定的地点。 

（4）托盘设计与托盘管理“托盘”从形象看是一个钢质材料制

成的筐，承载着托盘表所列的舾装件、连接件，按照一个作业小组 3-

5 天的工作物量，送到指定的作业地点，所以也称“任务包”；托盘实

质反映了一种管理思想，托盘表表达了完成工作单元的信息和指令。

托盘表来源于托盘设计图纸 文件的分解，设计人员必须执行托盘表

不能“跨阶段、跨区域、跨类型”编制的原则，特别强调的是设计人

员必须对生产进度、施工区域划分、现场施工条件及施工劳动量有较

清楚的了解，否则编出的托盘表将会给现场施工造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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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台合拢阶段 

船台是船厂最重要的生产设施，船台合拢工程的组织和周期的控

制，决定着船厂的产品产量。因此，在该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缩

短船台（船坞）建造周期。特别是对于拥有大型船坞的船厂来说，由

于坞容较大，如何同时合理摆放几条船位并对各船只工程进度作到同

步控制尤其显得重要。 

围绕缩短船台（船坞）建造周期： 

1、对于船体建造的要求是严格执行吊装计划组织连续吊装，从

工程控制角度看：一是要避免出现“卡壳”分段影响吊装；二是要有

充分的分段储备保证工程进度。 

2、对于舾装作业的要求是必须在生产管理和作业单位建立起一

个理念：“船下就是安装，船上就是调试”（最大限度地提高分段予舾

装率），具体的要求是在分段 制作阶段已将设备机座、管系、单元模

块安装或制造完毕，在船台阶段主要组织各系统连接、管系泵压串油、

电气通电等校验调试工事。 

3、重视并组织“工序前移”工作。船台建造阶段在船舶建造工程

中是组织难度大、投入劳动 多的阶段：分段吊装、船上舾装、设备

定位、主机吊装等交叉作业。船舶下水后一些关键项 目，全部或部

分在船台建造阶段完成。如着力组织发电机系统的管 系合拢安装、

密性试验、 设备定位及调试，使船舶下水后尽快争取发电机动车，

为其他关联工事展开创造条件。 

4、开展船舶下水完整性检查。为改变船厂在计划节点强行下水

的传统作法，生产管理部门 制定了各船只下水完整性项目清单，确

定船舶下水前必完项目，以及部分跨期到下水后项目 完工百分比。

船舶下水前生产管理部门组织专项检查，经公司主管领导审定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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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船舶 下水指令。 

（五）水下作业阶段 

该阶段主要控制项目为：船舶下水、发电机动车、主机动车。 

1、船舶下水是利用下水设备将船舶从建造区移入水域的工艺过

程。通常的方法有重力式下水、漂浮式下水、机械化下水。 

2、发电机动车是一个标志性节点。它意味着舾装作业已经基本

结束，各系统、设备进入到交验阶段。 

3、主机动车象征着该船已经趋于完整，安装和交验也基本结束，

施工重点转入到试航前的准备和完善工作。 

在水下作业阶段对生产管理的要求： 

1、船舶下水主要是安全保障。包括数据测算、潮汐情况、设备

检查、下水作业的调度与组 织。 

2、调试工事的组织。过去系统和设备的调试是由生产车间承担

的，但随着船舶建造数量的增加，特别是设备机电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调试工事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 

（六）试航交船阶段 

在船舶整个建造过程中，经常性地对各工程项目进行严格的检验

与验收。在船体主体工程和动力装置等安装完工后，需要由船厂、船

东和验船机构三方代表参加，共同负责船舶的试验 与验收工作，试

验与验收分两阶段组织。 

1、系泊试验：是将船系泊于船厂码头上进行，船舶基本处于静

止状态，其目的是检查船体、机械设备、动力装置、电气装置的质量

和安装可靠性，使船舶达到具备试航的条件。 

2、航海试验：是对新建船舶全面的、综合性的一次试验，试航

前拟定有航海大纲，准备好必备的测试仪器和设备，在航行中主要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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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主机、操舵、抛锚、测速、回转、惯性、通导等试验。 

3、航海试验后生产管理部门负责按清单组织完成扫尾项目、向

船东移交备品备件；技术部门按照合同要求提供完工图纸和文件；质

量部门按照合同要求提供产品质 量证书；经营和财务部门在加减账

项目与金额得到确认的情况下与船东进行价格结算。当交船协议签署

后，船厂就完成了交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