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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4813.htm 造船和航海船型中国是世界上

造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中国木船船型十分

丰富多彩。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估计有千种左右，仅海洋渔船

，船型就有二三百种之多。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中的沙船、

鸟船、福船、广船，是最有名的船舶类型，尤以沙船和福船

驰名于中外。沙船在唐代出现于江苏崇明。它的前身，可以

上溯到春秋时期。沙船在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在元代称

“平底船”，明代才通称“沙船”。沙船载重量，一般记载

说是四千石到六千石（约合五百吨到八百吨），一说是二千

石到三千石（约合二百五十吨到四百吨），元代海运大船八

九千石（一千二百吨以上）。清代道光年间上海有沙船五千

艘，估计当时全国沙船总数在万艘以上。沙船运用范围非常

广泛，沿江沿海都有沙船踪迹。元明海运最盛时期年运量达

三百五十万石以上。远洋航线沙船也很活跃。早在宋代以前

公元十世纪初，就有中国沙船到爪哇的记载。在印度和印度

尼西亚都有沙船类型的壁画。二十世纪初有人认为，当时从

我国北方到新加坡航线上的沙船，就是中世纪以前从我国到

红海以及东非港口贸易的那种船。公元十五世纪初的明代初

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二十多年间访问了三十多国，在

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每次出动船舰一百多艘或

两百多艘，其中宝船四十多艘或六十多艘，共载两万七千多

人。当时在南京和太仓造船，集中在太仓刘家港整队出海。



郑和宝船长约一百五十米，舵杆长一一○七米，张十二帆，

这是最大的沙船了。沙船有许多特点：第一，沙船底平能坐

滩，不怕搁浅。在风浪中也安全。特别是风向潮向不同时，

因底平吃水浅，受潮水影响比较小，比较安全。第二，沙船

能调戗使斗风（详见船舶动力一节），顺风逆风都能航行，

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适航性能好。第三，船宽初稳性大

，又有各项保持稳性的设备，所以稳性最好。第四，多桅多

帆，帆高利于使风，吃水浅，阻力小，快航性好。沙船方头

方尾，俗称“方艄”；甲板面宽敞，型深小，干舷低；采用

大梁拱，使甲板能迅速排浪；有“出艄”便于安装升降舵，

有“虚艄”便于操纵艄篷；多桅多帆，航速比较快；舵面积

大又能升降，出海时部分舵叶降到船底以下，能增加舵的效

应，减少横漂，遇浅水可以把舵升上。沙船采用平板龙骨，

比较弱，宽厚是同级缯船缯船的百分之四五十，而大（是沙

船两舷前后纵通材，非常粗壮坚实）特别多，大中型沙船每

侧有大四根到六根，直压到头，川口镶口（沙船舱口前后的

纵通材）也很粗壮，直通前后。因而结构强度仍比其他同级

航海帆船大。采用多水密隔舱以提高船的抗沉性。七级风能

航行无碍，又能耐浪，所以沙船航程远达非洲。福船是一种

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宋人说：“海舟以福

建为上。”明代我国水师以福船为主要战船。古代福船高大

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全船分四层，下

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

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

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

，多用船力取胜。福船吃水四米，是深海优良战舰。1974年



七八月间，福建泉川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尖底而

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头尖尾方，从龙骨到舷侧有船

板十四行，一到十行是两层船板叠合，十一到十三行是三层

船板叠合，三层总厚度十八厘米（里层八厘米，中层五厘米

，外层五厘米），用三层板是防水线附近波浪冲击，这和沙

船用大甚至用护是一个道理。船板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混合

使用。板缝有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成的合物。泉州古船十

三舱，复原以后的船长三四五五米，宽九九米，深三二七米

，排水量三七四四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我国海船就以体

积大、载量多、结构坚固、抗风力强闻名于世。此后，阿拉

伯商人常乘中国帆船往来于东南亚一带。九世纪中叶晚唐时

期以后，我国建造的大海船更为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所乐于

乘坐。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又进一步发展。许多外国朋友

往往用“世界最进步的造船匠”来称誉我国船工。我国古代

造船技术的特点，是能创造出可以适应各种不同地理环境、

各种不同性能要求的优良船型。例如，周代的方舟，是一种

双体船。战国时期有舫船，也是两船并连在一起的双体船，

不仅能提高稳性，更便于装货载人。汉代的楼船非常高大雄

壮。三国时期海上大船长二十多丈。晋代卢循（？411）作八

槽舰。南北朝时期祖冲之作千里船。唐代有海鹘船，又出现

新型漕船叫歇支江船。宋代最大的车船（桨轮船），长三十

六丈，宽四丈一尺。明代有郑和宝船，还有两头船、蜈蚣船

、连环舟、子母舟以及其他新型船舰。连环舟分前后两截，

前截冲炸敌船，后截脱环驶回。连环舟还长时期地用于民间

运输，也很方便，在弯曲小河中可以分成两截，便于转弯。

子母舟后部中空藏小船，入敌阵后发火和敌船同毁，战士乘



小船返回。我国船工还善于吸取几种优良船型的优点，综合

起来，创造新船型。例如宋代的江海两用船，就是采用湖船

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新船型。又如清初康熙年间的福州

运木船，又称三不像船，它不像沙船，不像鸟船，不像船，

实际上就是吸取了这三种船型的优点创造出来的新船型。船

舶设计宋代文献中曾出现“船样”二字：“温州言，制置司

降下《船样》二本，仰差官买木，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

船二十五只”，这里记载的《船样》可能主要还是船图和工

料定额。另外还有提到“战船木样”，那就显然是指木制船

模了。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中，

记载的工料定额、尺寸、数量十分详尽，但是没有涉及船舶

设计。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船舶设计的历史文献是清初的记

载，它可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的船舶设计的代表作，

表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清初，福建赶缯船的设计

，是我国古代福船系统设计放样的精华。赶缯船的龙骨是有

弯度的，先决定龙骨长短，后决定弯度。先由船长决定龙骨

总长度，再按比例决定三段龙骨长度。其次便要决定龙骨两

端的起橇（起翘），根据前后起橇就决定了龙骨的弯度。我

们知道，三角形已知两边和高是不难画出的。以前起橇作高

，前龙骨和中龙骨作两边，画出一个三角形；再用后起橇、

中龙骨和后龙骨又画出一个三角形。把两个三角形相同的一

边（中龙骨）重合起来，再描绘平滑曲线，如上图所示，便

绘出龙骨纵剖面图。赶缯船的横剖面，设计和绘制程序如下

：设梁头（船上的横梁）长若干，这就是上平墨长度（上平

线，墨是墨线）。每上平墨一丈配下平墨（下平线）若干。

上下平墨互相平行，两端两两连接起来就是边墨（边线）。



上下平墨间的垂直距离等于舱深减去鸡胸，这就得出上下平

墨间的距离。又有所谓“样橇”，就是为了把水圆转处画得

肥圆一些的起橇。样橇是边墨和下平墨的交点到水圆转处的

垂直距离（和边墨垂直）。如图所示，画出上下平墨、边墨

、鸡胸、样橇以后，再把上平墨两端，鸡胸下端，两个样橇

外端，五点连成一条平滑曲线，这一条平滑曲线和上平墨就

构成了船舶横剖面单线图。由四大梁头处的四个横剖面（四

大梁头指头禁梁、驶风梁、官舱梁、尾禁梁），以及龙骨纵

中剖面，构成赶缯船的基本线型图。此外，在边墨的中点画

一根和边墨垂直的线，叫班胸，可以使水线附近的弧度更加

肥满一些。这种传统的船舶设计方法是我国船工创造的具有

民族风格的古代船舶设计方法。它的特点是方法简便，效果

良好，整体局部巧妙结合。以船舶的横剖面为例，变更上下

平墨和边墨围界起来的梯形，是横剖面的整体变更。变更样

橇、班胸等的长短，那是局部调整。把整体变更和局部调整

灵活地互相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十分简便而又巧妙的设

计方法。它体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至于我国各个

地区各种船型的设计，往往采用各种不同的设计模数，一代

一代地传授下来，而采用哪一种尺度作基数，那是各不相同

的。船舶建造南京市汉中门挹江门之间的三汊河中保村，相

传是宝船厂遗址。遗址上分布着许多长方形大型水塘，依次

称一、二、⋯⋯有几个塘长二百到二百四十米，宽二十七到

三十五米，深二米左右，当地居民都知道这是建造宝船的地

方，至今仍有“上四坞”、“下四坞”的名称。在这几个大

船坞遗址当中，1953年、1957年和1965年先后发现长一一○七

米的大舵杆以及残损的绞关木（复原长四七五米）等船上设



备构件。这八个大船坞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制造宝船

的历史见证。在造船过程中设计船模，以及利用船坞造船，

历史文献累有记载。宋代有黄怀信用大船坞修理大船，明代

有“二十五日出坞，坞即造船之所”等记载。金代张中彦“

手制小舟，才数寸许，⋯⋯”记述了建造船舶先制船舶模型

的过程。这比战船“木样”的记述更加明确地表示了设计建

造船舶的程序。由此上溯到秦汉时期，汉墓中几次发现的木

制、陶制船舶明器，类似船舶模型。这至少可以说当时在造

船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先制造船模的条件。而广州秦汉造船工

场遗址的发现，似乎更加足以证明，在历史上我国船工很早

就利用船台造船，利用滑道使船舶下水了。1974年底在广州

市发掘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古代船舶工

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场地。船台和

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

枕木分大小两种。滑板宽距可以调节。一号船台两滑板中心

间距一八米，船的宽度应是三六到五四米；二号船台两滑板

中心间距二八米，能造五六到八四米宽的船。滑板上平置两

行承架船体的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高一米左右

。在船底钻孔、打钉、缝，有这样的高度是比较合适的。一

号船台南侧有木料加工场地，场地上有烘弯木料的“弯木地

牛”结构。还出土了划线铅块，这是下料时划线用的。造船

台出土铁铸、铁凿、铁钉和缝用的“挣凿”，此外还有方锥

形木垂球（取垂线用）。秦汉时期相当规模的造船基础，为

以后唐宋时期我国远洋帆船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就使我国航海木帆船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声誉卓著达一千

年以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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