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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船舶总组、搭载建造精细化管理,提高分段总组、搭载定位质量,减少总组、搭载阶段误

差积累造成的不必要修割、装配工作。通过统一分段、总段基准位置,运用分段制造过程的基准和数据

进行关联匹配,形成以分段数据为基础的总组、搭载定位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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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ine management of the general group and carrying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quality of the general group and carrying, reduce the unnecessary repair and assembly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error in the general group and carrying stage. By unifying the benchmark position of the 

segment and the general segment, the benchmark and data of the segment manufacturing process are used for 

association and matching, and the general group and carrying positioning management mode based on the 

segment data i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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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总组、搭载模式没有分段三维完工数据,且分段有单

边余量,分段总组、搭载通常保证结构对接良好,对总段或分段

对接端进行余量修割,保证船体建造的主体长度。随着三维测量

分析技术及管理理念的引进,船舶建造在加工、小组/中组/大组

等阶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自主管理,为分段数据关联匹配进行

总组、搭载的模式提供了基础保障。 

１ 分段数据分析基准与总组、搭载定位基准统一 

组立制造阶段三维数据分析基准应与分段总组、搭载的定

位控制点相一致,且基准点位置结构足够牢固不易变形,一般采

取船舶中心位置,CM节点位置,纵横结构相交点的位置作为分段

三维数据分析的基准,基准点位置应按理论值进行分析。某船下

边舱分段定位基准示意图1、分段数据分析基准示意图2。该下边

水舱以纵桁、斜板、内底板交点为分析基准,由于补偿量在尾端,

且分段焊接形式为COVN,焊接间隙要求6±2mm,所以首端分析基

准1点的X值为-3mm,Y、Z值分析到0的状态,基准点2Y,Z值分析到0

的状态,X值保证区间为+1~-5mm。基准点3Y值旋转到0的数据,

此分段的状态即为基准状态,按这个状态去控制各个端面的同

面度。 

2 对完工分段数据进行管理 

 

图1  总组定位基准 

 

图2  分段数据分析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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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分段对接端面同面度在±3mm范围内,参考船舶最大焊

接间隙并通过分段数据关联匹配情况,对不满足要求的区域进

行切割工作。分段数据关联匹配后修割示意图3分段建造完工对

其采集的三维数据并进行总组、搭载数据关联。分段关联动态

图4,此图直观显示了数据关联后的理论状态,绿色线为对接没

有任何遗留问题,红色的线条表示对总组、搭载定位的提示,提

示情况在详细表单里有显示。 

 

图3 分段关联修割 

 

图4 分段关联动态 

3 总组、搭载控制事项 

3.1做好总组、搭载定位基准线。 

巨型总段建造法能更好的提高船坞利用率,总段建造实现

了空间上分道,在总段建造过程中做好基准线工作可以有效避

免定位过程中累积偏差。定位过程中由于三维测定系统的应用,

只需要总组、搭载前确定分段定位需要的中心、X基准点、水平

基准点,也可通过固定位置点提前设置空间坐标网进行基准的

确定。 

3.2支撑布置、封排、对合线管理。 

船体建造中经常发生船体状态变化,大多原因是支撑未合

理布置、分段定位后定位排的强度不够。建造过程中尽可能选

择平坦场地、使用可调节支撑,按技术要求合理布置墩木,支撑

位置,确保墩木、支撑与地面及分段之间无间隙且安全的条件下

进行定位工作。基准分段结束后,在定位分段对应结构上焊接2

块封焊排,反面结构角焊缝满焊。定位结束后,在与焊缝成30°

夹角上选取合适的位置再加一块封焊排,将3块封焊排满焊、对

端头进行包角处理。平直分段封板位置示意图5。 

 

平直分段封板位置示意 图5 

3.3总组、搭载定位数据管理。 

良性的定位管理过程,一定有数据管理阶段,定位段定位前

必需将基准段的定位状态进行复测,如果基准段定位状态有变

化及时调整基准点位坐标,使之整体状态达标。定位时要准备

分段数据或总段数据,在数据的基础上±3mm管理才能保证分

段总组、搭载之间不会产生累积偏差,导致分段阶段控制的结果

不良。 

3.4分段数据关联及定位方案的制定 

对分段数据进行比对,将错位情况、定位状态进行预估；提

前掌握控制的关键位置。某船上层建筑数据关联匹配预判错位

情况示意图6。 

 

上层建筑数据关联匹配预判错位情况示意图6 

3.5全面、规范的定位统计工作 

分段总组、搭载与分段制作是遥相呼应的关系,做好总组、搭

载定位间隙、修割、收缩的统计工作有助提高补偿量的精确加放,

精确的补偿量加放能让分段建造过程更顺利,修正工作逐渐减少,

达到一次合格的目标。某船内底主板修割情况统计示意图7。 

 

图7  内底主板修割情况统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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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叙述了分段、总组、搭载数据关联匹配的必要条件,

分段阶段对长度不良分段的处理方案,总组、搭载数据关联后定

位控制方案的制定、定位模式的建立。总组、搭载模式随着分

段的管控、三维数据的运用正在不断的优化改进,定位与装配互

补关系更加紧密,建立了一套精确控制的同时也与分段过程控

制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精确补偿、完美分段建造是造船人追

求的终极目标。精度管理技术在国内起步、发展时间较短,新的

工艺、新技术、新发明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展露了头角,精度管

理技术也在不断的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优化

以及固化。分段、总组、搭载等阶段数据关联是精度管理技术

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进行分段数据管控,修正的过程中不断的总

结、分析、积累关键数据,通过数理分析理论不断的优化焊接收

缩、精度补偿、过程工艺问题,最终达到分段制造过程一次合格,

总组、搭载阶段一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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