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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试验研究方法 试验研究方法包括船模试验和实船试验。 船模试验是目前研究船
舶快速性的主要方法。它是将实船或螺旋桨按一定比尺缩小，制作成船模或桨模，然后在试验水池或
水洞中进行试验，测量与分析船模的阻力或螺旋桨的推力。很多优良船型或桨型几乎都是通过大量模
型试验得到的。应用船模和桨模进行试验研究的优点是：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可以为造船工程提供
定量数据。模型试验在船舶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在进行船舶设计时，特别是一些较为重要的船舶的
设计，一般都要做模型试验，以进行方案比较。但是模型试验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模型与实船情况不
能完全实现水动力相似等。 实船试验的目的是鉴定船舶的各种性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并验证模型试
验结果的准确性，也就是研究船（桨）模与实船（桨）之间的相关问题。由于实船试验耗资较大，一
般除了新船进行例行试航外，通常很少进行。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值方法的进步
，根据数学模型，采用数值方法（数值模拟）预报船舶航行性能、优化船型及推进器的设计已经在许
多方面获得成功。但由于船型复杂多样、围绕船体的流动极为复杂等原因，数值模拟只能解决部分问
题，大量的实际问题仍离不开模型试验。因此，数值试验与模型试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首先，在进行模型试验前，预先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大量比较计算，选择若干优秀方
案，然后进行模型试验，可以减少试验费用。其次，在数值计算中采用一些试验结果（以经验公式的
方式）更能提高计算预报的精度并扩展数值计算的应用范围。这种把数值模拟与物理模型试验相结合
、发挥各自优势的混合方法，已逐渐受到重视。 本章将重点讨论船舶阻力的相关内容，然后简要介绍
船舶推进的主要内容。 6.2 船舶阻力的构成及分类 对船舶阻力的构成给予分析并进行恰当的分类，有
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 6.2.1 船舶阻力的总体构成 船在水面上航行时，水上部分受到的是空气阻力
（air resistance），水下部分受到的是水阻力（water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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