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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本节课程主要介绍舵设备的布置，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

一是，舵的分类
二是，舵形式的选择
三是，舵的形状参数
四是，舵的数目及安装位置

按照舾装部位，船舶舾装设备有外舾装和内舾装之分。外舾装也称甲板设备
舾装，内舾装也称舱室舾装。外舾装设备主要包括：舵设备、锚泊和系泊设备、
起货设备、救生设备和信号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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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一、舵的分类

舵设备主要是指舵,是实现船舶操纵的主要设备。操舵能使船舶改变航向，
把舵置于零舵位则具有稳定航向的作用。舵可以概括地分为普通舵与特种舵，这
里主要介绍普通舵。

普通舵都是被动舵，即在相对来流速度作用下才产生舵力和转船力矩，没有
相对来流速度也就没有舵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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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

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一、舵的分类

普通舵可以根据不同特点分成下述一些类型。
根据舵的支承情况，分为多支承舵、双支承舵、半悬挂舵和悬挂舵四种。

悬挂舵半悬挂舵双支承舵多支承舵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

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一、舵的分类

根据舵的剖面形状，可分为平板舵和流线型舵。除了部分非自航驳船外，绝
大多数机动船都采用流线型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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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一、舵的分类

根据舵杆轴线在舵宽度上的位置可分为不平衡舵、平衡舵和半平衡舵（即半
悬挂式半平衡舵）。

半平衡舵平衡舵不平衡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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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二、舵形式的选择

舵形式的选择与船舶的用途、大小和船尾型线有关，一般有如下规律。

 例如，悬挂式平衡舵适用于中小型船舶，尤其适用于双桨双舵船。
 例如，双支承平衡舵常用于一般运输船舶。
 例如，直接处于舵柱后的双支承或多支承不平衡舵常用于破冰船，一般运输货

船大多不设舵柱。
 例如，半平衡舵常用于中高速集装箱船和双桨油船及货船。

从舵与船尾型线配合来区分，双支承以及多支承舵的船尾型线是闭式尾框，悬挂式
和半悬挂式舵对应的船尾型线是开式尾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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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三、舵的形状参数

舵可以作为小展弦比的机翼，其形状可用表征机翼的参数表示。舵的形状参
数的选择需要考虑的主要要素有舵面积，舵的外形，展弦比，平衡系数，厚度比
和舵剖面等。

舵中支撑的平衡舵 半悬挂舵 设置在舵柱后面的舵

1—舵剖面；2—挂舵臂；3—舵柱；4—舵柱剖面；5—挂舵臂剖面

h:舵高

b:舵宽（弦长）

t:剖面的最大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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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三、舵的形状参数

舵面积指未转动的舵叶轮廓在中纵剖面上的投影面积。舵面
积需根据船型和操纵性要求来选择。常用的方法是根据大量实船
统计资料来选择舵面积或者按经验或半经验公式来估算舵面积。
常用下式估算。

除此之外，常见的舵面积确定方法还包括：按经验或半经验公式计
算，根据图谱估算，按母型船操纵性指数估算等。

详细的方法可参考《船舶设计实用手册》等相关资料和文件。

RA Ldµ=

式中， RA ：舵面积， µ ：舵面积系数， L ：船长， d ：吃水

1. 舵面积
2. 舵的外形
3. 展弦比
4. 平衡系数
5. 其它形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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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舵的形状参数

舵的外形主要考虑舵的强
度以及与船尾部形状相配合来确
定。

舵的外形主要有矩形和梯
形两种，矩形舵构造简单。

双支承舵大多采用矩形。
悬挂式和半悬挂式舵大多

采用梯形。这是因为悬挂式和半
悬挂式舵的舵杆所受弯矩大，梯
形（上宽下窄）舵可减小舵杆的
弯矩。

双支承舵 半悬挂舵

矩形舵 梯形舵1. 舵面积
2. 舵的外形
3. 展弦比
4. 平衡系数
5. 其它形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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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三、舵的形状参数

舵的外形可以用舵高和舵
宽来表征。

其中，舵高（h）为沿舵
杆轴线方向，舵叶上缘至下缘
的垂直距离；

舵宽（b）为舵叶前、后
缘之间的水平距离。

对矩形舵，舵宽（b）即
各剖面弦长，对非矩形舵可用
平均舵宽表示。

双支承舵 半悬挂舵

矩形舵 梯形舵1. 舵面积
2. 舵的外形
3. 展弦比
4. 平衡系数
5. 其它形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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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舵的形状参数

展弦比指舵高与舵宽之比值。
展舷比是决定舵流体动力性能的主要参数。其取值通常有如

下规律。

 例如，平衡舵的展弦比通常在
1.8以下，有舵柱的不平衡舵和
带挂舵臂的半平衡舵的展弦比通
常在1.5 - 2.4之间。

 例如，展弦比大的舵，在失举角
前同样的舵角下，升力系数比展
弦比小的舵要大，舵效好。

 例如，在一定的舵面积下，展弦
比的选择受船尾框尺寸的限制。 平衡舵 不平衡舵

1. 舵面积
2. 舵的外形
3. 展弦比
4. 平衡系数
5. 其它形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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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舵设备的布置

三、舵的形状参数

平衡系数又称平衡比，指舵杆轴线前的舵面积与整个舵面积
的比值。对不平衡舵，舵杆轴线在舵的导缘，平衡系数等于零。

平衡系数一般有以下选取原则。
1. 舵面积
2. 舵的外形
3. 展弦比
4. 平衡系数
5. 其它形状参数

平衡舵 不平衡舵

 例如，应尽可能减小舵杆扭矩，
降低舵机功率，并要考虑正航小
舵角和大舵角以及倒航工况最大
扭矩的匹配，使不同工况的扭矩
相差不太悬殊。

 例如，一般情况下平衡系数的范
围为0.25 ~ 0.27，小船的人力舵
平衡系数为0.19 ~ 0.21，航速高
的船平衡系数可取0.27 ~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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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舵的形状参数

除了上述形状参数外，与舵的强度与水动力性能相关的形状
参数还包括厚度比和舵剖面。

h:舵高

b:舵宽（弦长）

t:剖面的最大厚度

1—舵剖面

 厚度比（t/b），指舵剖面的
最大厚度与舵宽的比值。

 舵剖面，指与舵杆轴线垂直
的舵叶剖面。对沿高度方向
厚度不变的矩形舵，在整个
高度方向其剖面是一样的。

矩形舵

1. 舵面积
2. 舵的外形
3. 展弦比
4. 平衡系数
5. 其它形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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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舵的数目及安装位置

舵的数目取决于船型和航行情况，与螺旋桨数目有很大关系。一般有如下规
律。

 例如，普通单桨船大多采用单舵，并置于桨尾流区域内。
 例如，当船的吃水及舵高受到限制而又需要较大的舵面积以保证足够的操纵

性能时，可采用单桨双舵，甚至单桨三舵。
 例如，双桨船上采用置于双桨后方的双舵可提高舵效，当需要舵面积较大而

舵高又受限制时，可用双桨三舵。
 例如，我国长江中下游大中型客货船上有采用双桨单舵者，航行中也具有满

意的操纵性。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

6.11 舵设备的布置

四、舵的数目及安装位置

 例如，一般船舶的舵均布置于船尾螺旋桨的尾流中。此时，舵可利用螺旋桨尾
流来提高舵效，同时舵也可起到整流作用，从而改善推进效率。

 例如，舵的下缘一般不宜低于基线，以防船搁浅时舵被碰坏，也不宜高于螺旋
桨盘面的最低点，以便充分利用螺旋桨尾流。

 例如，舵的上缘也应尽量接近船尾底部，以降低舵杆弯矩，并减少舵上缘的绕
流，从而提高舵效。

舵的位置应与桨和船尾线型良好配合以保证：（1）螺旋桨有通畅的来流，
供水充足；（2）舵能充分吸收桨尾流的动能，把它转化为推力和舵法向力；
（3）舵上缘与船底间隙足够小，可利用边界效应提高舵效；（4）使桨、舵有效
地受到船体遮蔽保护，以避免损伤。舵的位置一般有如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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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舵的支承情况，剖面形状，以及舵
杆轴线在舵宽度上的位置，可以将普通舵分
为不同的类型。

舵形式的选择与船舶的用途、大小和船
尾型线有关。

舵的形状参数主要包括舵面积，舵的外
形，展弦比，平衡系数，厚度比以及舵剖面
等。

舵的数目取决于船型和航行情况，与螺
旋桨数目有很大关系。

舵的位置应与桨和船尾线型良好配合。

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

6.11 舵设备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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