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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上甲板上平面空间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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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上甲板上平面空间的规划

民用运输船舶上甲板上的平面空间主要被分配给货舱口和货舱口盖，上层建
筑以及各类维持船舶正常运营所需要的舱面设备等。

舱面设备

上层建筑

货舱口及货舱口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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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甲板上的货舱口是货物垂向装卸的通道，位于货舱的上方。
货舱口的布置主要考虑货舱口的尺度和货舱口盖的布置。
货舱口尺度需要综合考虑货物品种、起货设备、舱口盖形式、船体总强度和

抗扭强度等因素。

一、货舱口的布置

货舱口面积与舱底面积之比值，常称为货舱敞开系数。货舱敞开系数可以用
来表征货舱口的大小。一般来讲，增大敞开系数对提高装卸效率有利，但对强度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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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舱口的布置

 例如，杂货船的舱口宽度一般为0.4到0.6倍的船宽
，也可根据定型舱口盖宽度来确定。

 例如，散货船应结合顶边水舱压载水量的需要确
定舱口宽度。

 例如，集装箱船的舱口宽度可达到0.8倍的船宽。
 例如，有时可采用双列或三列货舱口来解决货舱

盖过大过重的矛盾。

货舱口宽度增大，将削弱甲板的纵向强度，同时舱口盖
的重量和成本均有提高。货舱口宽度一般有如下规律。

集装箱船

散货船

1. 舱口宽度
2. 舱口长度
3. 货舱口盖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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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口长度从装卸上考虑应尽量长，但要需要留出起货机
平台、桅屋以及堆放舱口盖所需的地位。货舱口长度一般有
如下规律。

一、货舱口的布置

 例如，各舱口的长度，最好结合舱盖的片数来确定。
 例如，两端有起货设备的舱口，为避免起货作业的相互干

扰，长度一般不小于12m。
 例如，装载特大件的货舱，其舱口长度应根据承运的货种

来确定。

1. 舱口宽度
2. 舱口长度
3. 货舱口盖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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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舱口的布置

货舱舱口盖是货舱区域甲板开口的关闭装置。现代钢质
海船上，传统的盖帆布的木质舱口盖近乎绝迹，绝大多数采
用钢质舱口盖。

滚移式货舱口盖背载式货舱口盖 折叠式货舱口盖

1. 舱口宽度
2. 舱口长度
3. 货舱口盖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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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舱口的布置

舱口盖基本组成部分有盖板结构、密封装置、压紧装
置、支承装置、限位装置。

多块盖板组成的机械传动舱口盖，还设有连接装置、
滚轮装置及驱动装置等。

齿轮齿条传动

液压提升装置

可拆式
装载轨道

液压提升装置

轨道轮箱

液压提升装置

自锁装置

1. 舱口宽度
2. 舱口长度
3. 货舱口盖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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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口盖除了作为关闭装置之外，还能载运各种甲板货
物，诸如杂货、木材、集装箱等货物。

中间甲板舱口盖有时还可用作谷物舱分隔。
舱口盖操作方式主要有钢索操作与电动/液压操作两种

类型。钢索操作主要借助于起货设备，电动/液压操作通过
油缸、液压马达或开舱机进行驱动。

一、货舱口的布置

1. 舱口宽度
2. 舱口长度
3. 货舱口盖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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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舱口盖形式有吊离式、单拉式、铰翻式、折叠
式、直拉式、滚移式、背载式、伸缩式、卷收式、滑移式等
，以及多种型式组成的组合舱口盖。

一、货舱口的布置

吊离式 单拉式 铰翻式 折叠式 直拉式

滚移式 背载式 伸缩式 卷收式 滑移式

1. 舱口宽度
2. 舱口长度
3. 货舱口盖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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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钢质货船中常用的舱口盖型式为吊离式、单拉式、
折叠式、侧移式和背载式等5种，其中单拉式舱口盖使用已日
趋减少。

表中给出了常见舱口盖的收藏位置和主要的适用船型。

一、货舱口的布置

1. 舱口宽度
2. 舱口长度
3. 货舱口盖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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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上层建筑的尺度是指整个上层建筑的长度、宽度与高度。
确定上层建筑尺度时，要考虑船舶性能、驾驶视线、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等

的需要。

为了充分利用上层建筑的布置地位，上层建筑内一般也包含多层甲板。
最高一层甲板通常布置罗经等导航仪器，一般就称为罗经甲板；驾驶室所在

的一层甲板称为驾驶甲板；布置救生艇的一层甲板称为救生艇甲板；旅客和船员
居住的甲板一般称为起居甲板或游步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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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层建筑的尺度会影响船舶的空船重量。
第二，上层建筑的尺度会改变其重量和重心纵向

位置，进而影响船舶浮态。
第三，上层建筑的尺度会影响船舶的稳性。

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例如，过分发达的上层建筑，将使得全船重心高度
过大，对初稳性不利。

 例如，上层建筑尺度过大，会导致受风面积过大、
风压倾侧力矩过大，对船舶的大倾角稳性不利。

1. 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响
2. 考虑驾驶视线的需要
3. 考虑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
4. 考虑其它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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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上层建筑的尺度会影响船舶的操纵性。

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例如，当船舶的水上侧面积与水下侧面积之比值过
大，当船受横风作用时，横漂严重，对船舶操纵性
不利，也增加了离靠码头的困难。

因此，确定上层建筑尺度时，要注意权衡利弊，充分考
虑到其尺度大小对船舶各种性能的不利影响。

1. 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响
2. 考虑驾驶视线的需要
3. 考虑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
4. 考虑其它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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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把从驾驶员眼睛到船首遮挡物（通常是首端
舷墙顶点）所引直线与水面的交点，到首柱的区域称为
“盲区”。

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水线

船首遮挡物
驾驶员视线

盲区

1. 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响
2. 考虑驾驶视线的需要
3. 考虑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
4. 考虑其它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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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线

船首遮挡物
驾驶员视线

盲区

小于两倍船长或500m中的小者

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

6.5 上甲板上平面空间的规划

盲区长则驾驶视线差，盲区短则便于航行时及早
发现船首附近的障碍物，并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对于
盲区，法规有相关规定。

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例如，SOLAS规定1998年7月1日以后建造的总长超过55
米的船舶，从驾驶位置上所见的海面视域，在所有吃水、
纵倾和甲板货状态下，自船首前方至任何一舷10°范围内
，均不应有超过两倍船长或500m中的小者的盲区。

1. 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响
2. 考虑驾驶视线的需要
3. 考虑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
4. 考虑其它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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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船上的驾驶室通常设在上层建筑的
最高层。因此，盲区大小取决于上层建筑的高度及位
置。设计时，可参考实船资料来设计上层建筑，尽量
使盲区小些。

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例如，船舶设计时对盲区长度的控制，客船大体为
0.6倍到0.7倍船长，散货船及油船的盲区在满载状态
约为1.25倍船长左右，压载时约为2倍船长。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船型不同、装载状态不同，
船舶的盲区长度往往差别较大。

1. 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响
2. 考虑驾驶视线的需要
3. 考虑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
4. 考虑其它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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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对于运输船
舶，一种常用的确
定上层建筑的长度
的方式是将上层建
筑端壁与机舱的首
尾舱壁对齐。

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将上层建筑端壁与主船体横舱壁以及纵向加强构件
对齐，有利于结构强度和船舶振动。除此之外，常常还
需要考虑与主船体内舱室划分的配合。

机舱尾舱壁 机舱首舱壁

货舱区
尾部舱

泵室

柴油机

1. 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响
2. 考虑驾驶视线的需要
3. 考虑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
4. 考虑其它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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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上层建筑总高度有时受航线上桥梁或船闸高
度限制，上层建筑各层的长度还应考虑到露天甲板
上设备布置及船员作业需要的地位。此外，上层建
筑尺度还须顾及建筑造型的需要。

二、上层建筑尺度的确定

除了上述因素外，上层建筑的尺度还需要考虑其它
的限制因素

总之，上层建筑尺度应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并结
合设计船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1. 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响
2. 考虑驾驶视线的需要
3. 考虑与主船体构件的配合
4. 考虑其它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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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货舱口和货舱口盖以及上层建筑以外，上甲板上的平面空间还需要被分
配给各类舱面设备。主要有锚泊和系泊设备，救生设备，起货设备，桅和信号设
备等。

三、舱面设备的布置

这类舱面设备的布置需要充分考
虑船舶类型、航区、吨位、人数等因
素根据现行法规的规定并结合设计船
的实际需要来确定。

上述舱面设备的布置将在本章的
第12节至第14节中具体介绍。

起货设备
锚泊设备

系泊设备

救生设备

桅和信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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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运输船舶上甲板上的平面空间主要被
分配给货舱口和货舱口盖，上层建筑以及各类
舱面设备等。

货舱口尺度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货物品种
、起货设备、舱口盖形式、船体总强度和抗扭
强度等因素。

上层建筑的尺度需要考虑对船舶性能的影
响，驾驶视线的需要，与主船体构件配合的需
要等因素。

舱面设备的布置需要充分考虑船舶类型、
航区、吨位、人数等因素根据现行法规的规定
并结合设计船的实际需要来确定。

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

6.5 上甲板上平面空间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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