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未来，船舶技术将继续朝着更加高效、环保、智能的
方向发展。随着新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太阳能、风能、氢能等
清洁能源将在船舶动力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减少船舶对
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同时，智能化技术
也将为船舶的设计、制造和运营带来巨大的变革。智能船舶将
具备自动导航、故障诊断、远程监控等功能，大大提高船舶的
安全性和运营效率。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发现了
一个简单的现象：将树干挖空后，
它们竟然能够漂浮在水面上。于
是，独木舟就这样诞生了。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学会了用木板
拼接船只，船的规模和性能都有了
显著的提升，人类的水上航行技术
也随之不断进步。

在谈到古代水上航行的伟大
创举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帆
船的辉煌成就。帆船利用风力作
为动力，而帆的设计和使用是其
关键所在。通过巧妙地调整帆的
角度，帆船能够借助不同方向的

风力，以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前
进。中国的帆船不仅远航至东南
亚、非洲等地，还促进了不同地区
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成
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
体。

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的造船技术同样十分发达。他们建
造的战船和商船，在军事和贸易领
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古
代的船舶，不仅满足了人们出行、
贸易和军事的需求，更开启了人类
探索海洋的大门，引领着人类文明
向未知的海域进发。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船舶模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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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的孩子们效仿工程师，将创意
和想法转化为具体的船舶设计
图纸。在设计图纸确定之后，孩
子们分工合作，动手制作了各
种船舶模型，并且安装了动力
系统和舵机等关键部件。

生活是创意的源泉，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很多地
方找到船舶设计的灵感。观察
河流中漂浮的树叶，它的形状
和在水中的姿态，或许能启发
我们设计出更具流线型的船
体；看到鸟儿在天空中飞翔，思
考其翅膀的结构和运动方式，
也可能为我们设计船舶的动力
系统提供新思路。此外，各种交
通工具、建筑、甚至是大自然中
的生物，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灵
感的来源。

有了灵感，就要开始设计
绘图。在这个阶段，不要害怕自
己的想法太过大胆或奇特，尽
情地发挥想象力。

首先，确定船舶的基本用
途，是用于竞速、载重，还是用
于观赏等。根据用途来设计船
型，比如竞速船可以设计得更
加细长，以减小阻力；载重船则
需要更大的船体空间和更稳定
的结构。

然后，绘制船舶的三视图，
即正面图、侧面图和俯视图，详
细标注各个部分的尺寸和形
状。同时，还要考虑动力系统、
船舵、船舱等部件的位置和布

局，确保整个设计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

设计完成后，开始制作。根
据设计选择合适的材料和工
具，如剪刀、胶水、美工刀、螺
丝刀等。在制作过程中，要严
格按照图纸进行操作，注意安
全。对于一些复杂的部件，可
以先制作样板，进行多次试验
和调整，确保制作的准确性。
在拼接各个部件时，要确保连
接牢固，避免在后续的使用过
程中出现松动或脱落的情况。
同时，要注重细节处理，比如
对船体表面进行打磨，使其更
加光滑，减少阻力；对动力系
统和船舵进行调试，确保其正
常运行。

航舶制作完成后，选择一
个安全、合适的水域，如水盆、
小池塘等，进行试航。将船舶轻
轻放入水中，观察其漂浮状态，
检查是否存在倾斜、下沉现象。
若发现船体不稳定，可调整浮
体分布或增减配重。

同时，测试动力系统，风力
船观察风帆是否能有效借风航
行，电动船检查螺旋桨转动是
否正常。记录船舶在水中的行
驶速度、方向控制情况，若行驶
方向偏移，可调整舵面角度或
螺旋桨位置；若动力不足，考虑
优化风帆形状或更换更强力的
马达。根据测试结果反复优化
调整，直至船舶达到理想的运
行状态。

玩转DIY小船：动手实践，开启创意之旅

船为什么能漂浮？
船能够漂浮在水面上，背后隐

藏着重要的物理原理——阿基米
德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浸在
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
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所受
的重力。对于船舶来说，它的船体
通常设计得较为宽大，这样在放入
水中时，就能排开大量的水。

除了船型设计，材料的选择也
至关重要。早期的船舶大多采用木
材建造，木材本身密度较小，具有
一定的浮力。而且，古人还会对木
材进行特殊处理，如涂抹防水的油
脂，进一步增强木材的防水性能，
减少因吸水导致重量增加而下沉
的风险。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船舶更
多地使用钢材、铝合金等材料。钢
材虽然密度比水大很多，但通过合
理的结构设计，如制造空心的船
体，同样能够增大排开液体的体
积，从而获得足够的浮力。铝合金
则具有密度小、强度高、耐腐蚀等
优点，在一些小型船舶和高速船舶
的建造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何让船行得远？
要让船行得远，动力是关键。

在古代，人力和风力是船舶的主要
动力来源。人力虽然效率较低，但

在近距离航行和内河运输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而风力则是一种更为
强大和持久的动力。帆船通过巧妙
地设计帆具，利用风力来推动船舶
前进。不同的帆型和帆的布置方
式，可以适应不同方向的风力，使
船能够在各种风向条件下航行。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船舶拥
有了更为先进的动力系统。蒸汽
机的发明，开启了船舶动力的新
时代。蒸汽机通过燃烧煤炭等燃
料，将水加热产生蒸汽，利用蒸汽
的力量推动活塞运动，进而带动
螺旋桨旋转，使船获得前进的动
力。与传统的人力和风力相比，蒸
汽机提供了更为稳定和强大的动
力，大大提高了船舶的航行速度
和运输能力。

随后，内燃机的出现进一步推
动了船舶动力技术的发展。内燃机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热效率高的
优点，在船舶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大多数船舶使用的是柴油
机，它通过燃烧柴油产生高温高压
气体，推动活塞做功，驱动螺旋桨
旋转。此外，还有一些大型船舶采
用燃气轮机作为动力，燃气轮机具
有功率大、启动快、可靠性高等特
点，能够满足船舶在高速航行和特
殊作业情况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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