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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电气设计中常见问题的处理
Deal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in Ship Electr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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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船舶电气的设计应用。但是现阶段

的船舶电气设计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需要去解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必

须要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节点。论文主要针对船舶电器设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揖Abstract铱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arine electrical equi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solved in ship electrical design at this stage.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node that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at this stage.This papermainlymakes abrief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marine electrical applianc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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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在船舶电气技术的不断更新，中国很多

电气设计规范已经开始出台。但是由于部分要求过于原则化

与实际接触较少，对于中国的相关技术人员来说，相关规范已

经不太适用，并且由于中国对于相关的技术规范研究较少，接

触较少，做起来相当困难。因此，本文主要根据一些实际情

况，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供一些建议。

2 供电的连续性问题

2.1 主电源的供电连续性

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相关的修正案已经开始不断地修

订，很多的船舶推进要求也开始进行改进。其中就有相关的条

例规定，如果船舶推进和超重必须依靠主电源，则任何一台运

转的发电机停止工作时，就要保证其他相应的设备立即恢复

供电装置，否则就会使得所有的海船的主电源都依靠主电源，

这样会对整个海洋上的船舶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立即恢复

供电，则是指在 30s之内立即恢复供电，这是采用自动化形式

实现供电，但是考虑到大多数船舶发电的装备情况，可以发

现，一般船舶设计中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来满足船舶供电

的要求：

淤在一般的小船进行连续供电时，就会采用一台发电机

进行供电，当一台发电机供电出现故障时，就会提供相应的措

施，保证其他的备用发电机能在 30s 之内自动启动并连接到

相应的主电源之中，这样使得该备用机能够具有充足的容量

保证辅助机器的自动启动，可以进一步使得整个共建装置处

于一种连续化的状态，但是这种小船的吨位一般不会超过

1600t，其发电机的功率也不会高于 400W。因此，并且需要进

一步根据实际的海洋情况进行合理化的控制和措施，预计一

些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改进，为将来事项的发展建立专

业的电源供电通道奠定基础[1]。

于另外一种情况则是由 2台或者 2台以上的发电机进行

供电，但是其中任何一台发电机停止工作时，应该将其他不是

很重要的设备自动卸载，这样可以保证在船舶运行过程中能

够使得重要设备得到保护而不需要改用备用机器来进行发

电，保证整个航行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船

舶的正常航行都是由 2台发电机进行供电，当发生故障时也

是与上一种情况相似，采取自动卸载的方式，使得发电机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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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够推动整个船舶设备运转，从而使得整个船舶供电机能

够减少相应的负荷量。

2.2 设备的供电连续性和工作连续性

在具体的船舶电气设备中，很多设备对船舶的航行起着

重要的作用，并且很多设备在进行设备推进和操作时，都会提

供相关的供电系统，以此来保证船舶的正常运行。因此，在电

力设计中，需要保障船舶运行中主要供电设备和次要设备的

连续性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是由于电路出现故障而导致

电气设备出现脱电现象，这就要求在不同设备中选择性保护

电路，从而保证开关的分断能力和闭合能力[2]。

2.3 选择性保护的实现问题

在具体的船舶运行中，很多的电力系统在发生故障时，会

通过相关的电气选择原则来实现电气各电路之间的电流运

转，从而实现电气设备的差别化运作，但是在电路运行时必须

要遵循以下原则：

淤在具体的工作中，发电机的断路器之间相关工作都要

实现选择性保护，这样可以将断路器的动作设定为断电器之

间的电流分路，使得整体的断电器的电流能够小于 2台发电

机的电路开关之和。

于对于一些维持船舶运行的主要设备，为了实现短路线

路出现时能够正常运作，必须要在具体的工作中确保船舶电

器装置能够持续无故障地稳健运行。由于没有相关规定对其

进行具体的规划说明，实际的设计单位基本上没有系统性地

考虑选择性保护的问题，往往都是按照相关的经验办事。并且

由于电力系统的保护器与船舶的安全性息息相关，很多的有

关标准和其他运行规定都具有相应的明文规范。其中，对于船

舶的过载选择性保护是最容易实现的，这个只要保障基本的

电路是正常运行的即可，不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其他设

备的协调性操作，保障工作期的电路持续性运转。

3 断路器的选择

在船舶供电装置设备中选择合适的船舶电力设计系统是

保障设备供电工作连续性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根据不同的

实际情况，必须结合以下原则，单独对断路器设备做出详细的

规章制度，具体如下：

淤对于一般用途的断路器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分

断安装能力，并且根据实际需要对定点的线路进行安装，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交流电力系统进行电力的分流，并且根

据其实际运作改变其发展运行情况来考核实际电路的运转模

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传播电路进行保护。

于在具体的机械设备运行中，很多重要设备的供电系统

电路的断路器都是采用定额电路来运转的，其安装能力的最

大预期短路电流应该要大于运行分断能力电流。但是对于不

同电流电力系统来说，实际的电路运行应该不能低于安装点

的对称断路电流，并且要根据其运转情况来进行考核。

盂对于具体的短路延时电路来说，很多电路在选择开关时

还要考核断路器的额定承受能力，改进断路器的分断电流长

度。对于交流系统而言，对电路电流进行计算时都要先对安装

点的短路电流考核能力进行判断，根据具体的运行情况对其进

行分析设计，改进电流的运行效果，提高实际的电路运行效率。

4 发电机的调速实验效果问题分析

在进行应急发电机考核时，要根据发电机具体的功能和

效率对其进行分析和改进，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结果性的

调速，在前期主要是针对应急发电机的原动情况来测定涡轮

增压柴油机的情况。但是，随着船舶的承载吨位越来越大，很

多应急发电机的容量也越来越大，如果现阶段的应急发电机

还要为船舶提供动力工作，则需要进一步选择适当的的方法

进行考核和指标评价。对于相关的效果要进行谨慎性的分析，

改进具体的供电情况来增加调速的运转速度，在一定程度上

为后续的船舶电源设计的有效发展奠定基础。

5 电子设备的配置问题分析

近年来，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改造，电子技术在

船舶上应用的优越性越来越显著，很多政策规定电子海图可

以代替纸质海图，但是在进行航行时必须要二者结合使用。如

果配备了相应的航行海域图纸可不要求备用海图和其他显示

装备。如果电子海图不能覆盖其他所航行的海域，则需要准备

纸质海图，并且要注意纸海图和电子海图的随时更新。对于电

子设备的不断运行，很多技术标准都会进行技术性的改造，但

是由于实际科技等因素的限定，很多技术都会受到相关因素

的限制，这样对于机械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基本电

子船舶设备产生技术的机械化运转。

6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的电子科技已经开始不断地进步和发

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始使用智能化技术进行船舶

电气设计，因此，在大量的研究框架中要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

发展，改进现阶段的电力电路系统运行模式，促进社会的稳定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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