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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跃发展，各个领域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情况已成为衡量该领域技术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之一。
船体建造过程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生产过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手工作业，自20世纪60年代初造船业成
功研究船体数学放样以来，随着计算机系统、信息处理技术、数控技术的发展，现代船体建造技术跨
入了应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数控技术的新时代。
    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船体建造初期，针对一些计算工作和某个工艺过程编制一个个独立的程序，目前
已发展成对船体设计、建造、管理等进行综合处理的信息系统，使船体建造的一些生产工序从繁重的
手工劳动转变为设计、制造等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对降低成本、缩短造船周期、提高产品质量和船体
建造技术水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书以现代造船工艺流程为主线，结合船体建造工艺的实际技术，重点讨论了计算机技术和数控技
术在船体建造主要工艺过程中的应用思路和方法。
全书包括计算机辅助船体建造概述、船体型线数值表示和型线光顺数学描述以及船体建造工艺（外板
展开、加工、装配）中的计算机辅助技术等内容。
第l章叙述计算机辅助船体建造的概念、构成和特点；第2章讨论船体型线的数值表示；第3章阐述船体
型线光顺的数学方法；第4章、第5章和第6章分别介绍了船体外板展开、船体加工和船体装配等工艺过
程中应用的计算机辅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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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辅助船体建造概述　　1.1　计算机辅助制造的概念和构成　　1.1.1　计算机辅助
制造的应用及发展　　自美国在1945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以来，计算机技术很快在社会
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其中，计算机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不断发展，必将带动工业生产中的跨越式发展。
　　由于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于电子计算机上
。
因此，出现了小型化、高性能、低价格的微型计算机。
而这种高水平的性能价格比为在工业企业中使用计算机技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工业企业为适应市场竞争，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在产品设计、产品制造和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从而产生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制造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和计算机辅助生产管理CAPM（Computer Aided Production Management）等多项
独立的新技术成果，而且逐渐开发出实现设计和制造一体化的CAD／CAM系统，并构想出从产品市场
分析、快速报价、快速设计、精细制造到售后服务的一系列过程控制的集成系统，使工业企业的产品
制造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1．计算机在工业企业制造技术中的应用　　计算机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首先是从CAM开始的
。
1952年美国首先研制成功了数控机床，开创了产品加工自动化的崭新道路，成为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开
端。
1958年，随着机床刀库的发明，出现了能在一台机床上通过自动换刀来实现多种加工的数控加工设备
，该设备能够在一次装夹中完成多道加工工序，使数控机床加工由工序分散方式向集中方式发展。
由于当时计算机极其昂贵，为了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功能j在1966年研制成功了用一台计算机同时控制数
台机床的直接数控系统，但因为其价格昂贵和可靠性差等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没有得到广泛推广。
直到1974年开发了以微型计算机作为控制手段的计算机数控机床后，数控机床才得以迅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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