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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新趋势

范�顶
舟山长宏国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浙江�舟山�316000

摘�要：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正呈现一系列新趋势。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全面应用，显著提升了船舶设计与建

造的精准度和效率，优化了船舶运营与供应链管理。同时，绿色化与环保技术广泛应用，降低能耗与排放，促进可持

续发展。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不断创新，增强船舶在复杂海洋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这些新趋势共同推

动着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升级换代，为海洋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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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海洋工程船舶作为开发海洋资源的重要工

具，其技术发展一直备受关注。随着全球海洋经济的蓬

勃发展和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海洋工程船舶技术正迎

来一系列创新性的发展趋势。这些新趋势不仅提升了船

舶的航行性能和安全水平，也推动了整个海洋工程行业

的转型升级。本文将深入探讨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的

新趋势，包括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的全面应用、绿色化

与环保技术的广泛推广以及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的不断

创新等，以此为未来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

的参考和启示。

1��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重要性

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海洋资

源的开发利用上，更对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

防安全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海洋工程船舶技术是海

洋资源开发的关键工具。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依赖日

益加深，从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到渔业、

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再到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无一不需要依赖高效的海洋工程船舶技术。这

些技术为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运输提供了重要的支

撑，是确保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第二，海洋工

程船舶技术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海

洋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海洋工程船

舶技术则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可以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

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

动力。第三，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发展也是科技进步的

重要体现。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研发涉及船舶设计、动

力系统、导航通讯、自动化控制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

的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船舶技术的支撑。因此，海洋工程

船舶技术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

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2��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现状

2.1  设计与建造技术的创新
海洋工程船舶的设计与建造技术，作为海洋工程领

域的核心组成部分，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创新与进步。

这不仅体现在船舶设计理念的更新，也展现在建造过

程的智能化和高效化方面。在设计理念上，现代海洋工

程船舶更加注重功能性与环保性的结合。设计师们利用

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通过精确的模拟和分析，

对船舶的整体结构、航行性能以及载货能力进行优化设

计。这种设计思路的转变，使得新型海洋工程船舶在保

持高效作业的同时，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

降低能耗和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建造过程中，智

能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建造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

著提升[1]。自动化焊接、智能吊装等技术的应用，不仅

减少了人力成本，还提高了建造精度和安全性。除此之

外，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应用也为海洋工程船舶的设计与

建造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高强度钢、复合材料等新型

材料的使用，使得船舶结构更加轻便、坚固和耐腐蚀。

而新工艺的引入，如3D打印技术，则为复杂部件的快速
制造提供了可能，进一步缩短了船舶建造周期。

2.2  动力系统的多样化与高效化
海洋工程船舶的动力系统作为其运行的核心，近年

来在多样化与高效化方面不仅提升了船舶的性能，也为

其在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中高效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1）动力系统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多种新能源技术
的应用上。传统的燃油动力系统虽然成熟稳定，但其高

能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因此，越来越多的海洋

工程船舶开始尝试采用新能源技术，如太阳能、风能、

氢能等。这些新能源不仅环保无污染，而且资源丰富，

可持续利用。通过将这些新能源技术与船舶动力系统相

结合，不仅可以降低船舶的运营成本，还可以减少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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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负面影响。（2）动力系统的高效化则主要体现在能
源利用率的提升和动力输出的优化上。通过采用先进的

能源管理系统和智能控制技术，船舶可以根据航行状态

和环境条件实时调整能源利用模式，实现能源的高效利

用。（3）混合动力系统在海洋工程船舶中的应用也越来
越广泛。混合动力系统结合了多种动力源的优势，可以

根据需要灵活切换或同时使用不同的动力源，从而实现

对能源的最佳利用。这种系统不仅提高了船舶的续航能

力，还降低了对单一能源的依赖，增强了船舶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

2.3  安全与防灾能力的提升
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安全与防灾能力的提升也是确

保船舶在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中安全、高效作业的关键

所在。一是在船舶结构设计和材料选用方面，现代海洋

工程船舶更加注重安全性和抗灾性。通过采用高强度、

耐腐蚀的新型材料，船舶的结构更加坚固耐用，能够更

好地抵御风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二是导航和通讯技术

的飞速发展也为海洋工程船舶的安全与防灾能力的提升

提供了有力支持。现代船舶配备了先进的雷达、卫星导

航系统等设备，能够实时获取海洋环境信息，精准定位

船舶位置，有效规避潜在风险。此外，通讯技术的进步

使得船舶与岸基、其他船舶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

便于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和协同作业。三是船舶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技术也为提升安全与防灾能力做出了重要贡

献。通过集成各种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船舶能够实

时监测自身的运行状态和环境条件，实现自主导航、自

动避障等功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系统能够迅速

做出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船舶和人员的安全。四

是船舶应急设备和系统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现代海洋工程船舶通常配备有完善的消防、

救生、溢油回收等应急设备，以及高效的应急管理系

统。这些设备和系统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启动，为应对

突发事件提供有力的支持。

2.4  维护与管理的智能化
海洋工程船舶技术近年来在维护与管理的智能化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一趋势不仅提升了船舶运营效

率，也极大地降低了维护成本，为船舶的可持续运行提

供了有力保障。一方面，智能化的维护系统通过集成先

进的传感器和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对船舶设备的实时

监测和故障诊断。这些传感器能够收集设备运行时的各

种数据，如温度、压力、振动等，并通过数据分析技术

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从而预测设备的维护需求。这种

预测性维护模式相比传统的定期维护更加精准和高效，

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避免设备故障对船舶运

行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智能化的管理系统通过引入物

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了对船舶运营状态的全面监

控和管理。这些技术使得船舶的航行轨迹、能耗情况、

货物状态等信息都能够实时上传到云端平台，并进行统

一管理和分析[2]。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对船舶的运

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调度，确保船舶在最佳状态下运

行。除此之外，智能化的维护与管理系统还具备强大的

远程操作能力。即使船舶在远离岸基的深海区域作业，

维护人员也能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对船舶进行故障诊断和

维修操作。这不仅降低了维护成本，还提高了维护效

率，使得船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运行。

3��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新趋势

3.1  智能化与自动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新趋势中，智能化与自动化

技术的深度融合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方向。这种融合

不仅将提升船舶的运行效率和作业精度，更将推动整个

海洋工程行业向智能化、高效化迈进。智能化技术为海

洋工程船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决策支持能力。通

过集成先进的传感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船

舶能够实时获取并处理海量的海洋环境信息、船舶运行

状态数据等，从而实现对船舶行为的精准预测和优化。

这不仅可以提高船舶的航行安全性和作业效率，还能降

低能耗和排放，实现绿色航运。再者，自动化技术的应

用进一步解放了船舶的人力操作，提升了作业效率。自

动化导航系统、自动化装卸系统、自动化监控系统等的

应用，使得船舶能够在无人或少人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复

杂的航行和作业任务。这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还提高

了作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海洋工程提供了更加可靠

的技术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智能化与自动化技术的深

度融合将推动海洋工程船舶实现更高层次的智能化。通

过构建船舶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船舶航行、作业、维

护等全过程的智能化管控，船舶将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和

任务需求自主调整运行状态和作业策略，实现更加高

效、精准的海洋工程作业。

3.2  绿色化与环保技术的广泛应用
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新趋势中，绿色化与环保技

术的广泛应用成为了显著的特点，这一趋势不仅是行业

应对全球环境保护挑战的必要举措，也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路径。（1）绿色化技术的应用在船舶设计和建
造阶段就得到了充分体现。船舶设计师们通过优化船体

结构、采用轻量化材料、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降

低船舶的能耗和排放。同时，新型环保材料的应用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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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船舶制造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为海洋工程船舶的绿

色化奠定了坚实基础。（2）环保技术在船舶动力系统
和排放控制方面的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清洁燃料的使

用、尾气处理技术的研发以及油水分离技术的应用等，

都有效降低了船舶运行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这些技术

的应用不仅提升了船舶的环保性能，也为其在全球航运

市场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撑。（3）绿色船
舶维护与管理也成为了新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智

能化、自动化的维护系统，实现对船舶设备运行状态的

实时监控和故障诊断，降低因设备故障导致的环境污染

风险。同时，船舶废水和垃圾处理技术的改进也减少了

船舶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

3.3  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的不断创新
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新趋势中，安全与防灾减灾

技术的不断创新尤为引人瞩目。这些技术的持续进步不

仅提高了船舶在复杂海洋环境中的安全性，也为应对各

类自然灾害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在船舶设计方面，

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得到了充分考虑。船舶的结构设计

更加合理，采用了高强度、耐腐蚀的新型材料，增强了

船舶的抗压和抗风浪能力，船舶的稳性、浮力等关键参

数也得到了优化，提高了船舶在恶劣海况下的生存能

力。另外，防灾减灾技术在船舶应急响应和救援方面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船舶配备了完善的应急设备和系统，

如消防设备、救生设备等，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启

动，保障人员安全，船舶还具备与岸基或其他船舶进行

实时通信的能力，便于协调救援行动，提高救援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的不断发展，越

来越多的创新技术被应用于防灾减灾领域。例如，利用

无人机进行海洋环境监测和灾害预警，通过大数据分析

提高灾害预测的精准度等。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

船舶的防灾减灾能力，也为整个海洋工程行业的安全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4  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的全面应用
在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化

与信息化技术的全面应用这一趋势不仅深刻改变了船舶

的设计、建造、运营和维护方式，也极大地提升了船

舶的安全性和效率。在船舶设计与建造阶段，数字化技

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等先进技术，船舶
企业能够更精准地进行船舶设计，优化船体结构，降低

建造成本。同时，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实现船舶的三维建

模和仿真分析，帮助企业在船舶建造前预测和解决可能

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建造质量。在船舶运营阶段，数

字化与信息化技术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集成先进

的传感器和通信系统，船舶能够实时获取并处理海洋环

境信息、船舶状态数据等，为航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智能化航行系统的应用也大大提高了船舶的自动

化水平，减少了人为错误，提高了航行安全性。紧接

着，在船舶维护与保养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带来

了革命性的变革[3]。通过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系统，船

舶企业可以实时掌握船舶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

解决潜在问题，避免设备故障对船舶运营造成影响。最

后，信息化技术也为海洋工程船舶的供应链管理带来了

便利。通过构建信息化的供应链管理平台，船舶企业可

以实时掌握货物的运输状态、库存情况等，优化物流路

径，降低运输成本。

结语

总之，海洋工程船舶技术发展新趋势不仅彰显了科

技创新的活力，更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化、绿色化、安全防灾等技

术的深度融合与应用，海洋工程船舶将变得更加智能、

高效、环保和安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新趋势将推

动海洋工程船舶技术不断迈上新台阶，为海洋资源的深

度开发和利用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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