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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工程专业航行实习大纲 

一、编号:12060120 

二、实习学时和学分： 6 周，3 学分。 

三、实习目的： 

航行实习是学生在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后的一次综合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习。通过实习

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和掌握有关专业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动手和

应变能力，体验海上生活、培养良好的职业素质，为后继专业课学习和毕业实习打下基础。

航行实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实习大纲所规定的实习任务。 

四、实习内容： 

1.初步认识船舶及其动力装置 

（1）船舶及航行概况 

a.了解船上的各种规章制度，特别是安全操作规程和消防与救生的常识。 

b.船舶的吃水、载重吨位、航速、续航力和航区限制等。 

c.船舶进出港、移泊、装卸货，补给和联检等常识。 

d.船舶甲板装备 

（a）锚机、锚及锚链；锚的作用类型、锚链的标志，它们的作用和使用常识。 

（b）缆：缆的种类、作用、缆位的分布、名称和使用常识。 

（c）起货设备：起货机的种类、作用原理及使用常识。 

（d）救生设备：救生艇、筏、救生圈的主要类型、作用和使用常识。 

（e）消防设备：各消防器材和设备的类型和使用特点。 

（f)动力装置的类型和特点、轴系的作用和组成；推力轴、中间轴、尾轴和螺旋桨。 

      （g)船舶通用系统：污水、压载水、日用海水、淡水、消防和通风系统的功能及主要

设备。 

（2）船舶柴油机装置 

a.熟悉柴油主、副机的型号、缸径、冲程、转速、功率；二冲程和四冲程柴油机，筒

形活塞与十字头式柴油机，增压与非增压柴油机。 

b.柴油机主要部件的功能及结构：气缸盖、气缸与缸套、机架与导板、机座、轴承、

活塞组、连杆及曲轴。 

c.了解主、副机的各个系统。 

（a）燃油系统及其附属设备； 

（b）换气系统及其设备； 

（c）润滑系统及其附属设备； 

（e）冷却系统，包括淡水和海水冷却系统及其附属设备； 

（f）操纵系统； 

（g）压缩空气系统（空气压缩机结构、工作原理及其附属设备）； 

d.分油机的作用、基本工作原理。 

（3）船舶辅机 

a.舵机的作用、基本结构、类型、油路系统。 



b.起货机的类型、结构、制动器型式。 

c.舱底水泵的结构、类型与特点。 

d.离心泵、旋涡泵、螺杆泵的结构、类型与工作特点。 

e.舱口盖的启闭和密封。 

f.造水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 

g.制冷与空调装置的作用、基本结构。 

（4）辅助锅炉与废气锅炉 

a.辅助锅炉与废气锅炉的主要类型（水管式或火管式）。 

b.锅炉附件。 

c.锅炉参数：蒸汽温度、压力、蒸发量、效率等基本概念。 

d.操作规程，观察水位或火焰颜色等。 

（5）机舱自动化设备 

a.主机型号及其操纵特点，与其相配用的自动遥控设备或远距离操纵设备，了解它们

的组成情况，分布位置以及它们的基本功能。 

b.了解机舱内故障报警系统的设置情况。 

（a）各测试点有关检测传感器的类型。 

（b）报警系统的型号及其基本路线。 

（c）报警系统的功能和生活区、驾驶室的报警传输情况。 

（d）声光报警发生及处理过程的特点。 

c.了解各种温度、压力、液位、滑油流量等参数的检测方法。 

d.了解冷却水温度自动调节系统组成。 

e.了解曲轴箱油雾浓度检测设备安装位置及工作原理。 

f.了解燃油粘度的检测，粘度的自动调节。 

g.了解重油、柴油的自动切换设备的作用原理。 

h.了解机舱火警报警系统的组成，分布在各处的火警探测传感器的特点。 

i.了解有关泵的自动远距离操纵设备及基本工作原理。 

j.了解辅锅炉自动控制的主要内容，了解其液位、燃烧检测等环节。 

（6）轮机管理知识 

a.轮机员的职责、分工、值班制度（航行中值班、航行中交接班、停泊时值班、停泊

时交接班）。 

b.机炉舱的制度。 

c.轮机、驾驶的联系制度。 

d.轮机巡回检查的路线方法。 

  e.轮机主要设备的布置（船首、甲板、船尾、机舱上层、机舱三层平台、机舱二层平

台、机舱底层）。 

（7）船机维修技术知识 

a.主、副机一般工作多少小时以后需要进行吊缸？步骤如何？吊缸时做些什么检查工

作？ 

b.什么叫航次修理？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进行航次修理？试以你轮的实例说明之。 

c.一般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厂修？厂修主要内容。 

d.你轮的坞修间隔期多长？坞修时要做些什么事情？ 

e.你轮的船机零件中，哪些磨损 快？哪些 容易被腐蚀？ 

（8）船电基本知识 

a.了解船舶电站的并车、卸载、解列等运行情况。 



b.船用泵及风机的起动、停车以及运行情况的认识。 

c.了解起货机、锚机、舵机运行情况及其操作方法。 

（9）驾驶台常识 

a.车钟和舵设备的类型，使用方法，驾驶台与机舱的联系与配合； 

b.各种导航仪器的型号及作用。 

c.各类航海图书资料的种类、作用和使用常识。 

d.各种气象仪器的作用。 

e.各种通讯器材与设备的类型、作用。 

f.航行值班职责、概况。 

2.基本操作技能训练 

   （1）了解机匠和轮机员巡回检查路线和检查内容。主、辅机轮机日志的主要内容，按轮

机日志记录主、辅机参数各一份。 

   （2）了解柴油机暖机、备车、冲车以及完车后的工作。对发电柴油机进行起动与停车操

纵。 

（3）打压载水、污水和甲板水。 

（4）打压缩空气。 

（5）调节滑油和冷却水温度。 

（6）调驳燃油。 

（7）锅炉人工点火。 

（8）清洗滤器。 

（9）分油机清洗。 

五、实习形式： 

严格按照船上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实习，学生航行实习安排由船上教学部负责，理论与

实际操作相结合，以实际操作为主。 

六、实习步骤： 

1.根据教学计划，轮机工程专业学生航行实习安排在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内进行，实

习时间为六周。 

2.实习期间应安排学生实习机工和轮机员值班工作。也应安排驾驶台值班。 

3.实习人数及编组：每次航行实习的人数以二个自然班为基准，配备一名专业教师或

管理干部。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实习时间及减少实习学生人数过多的不利因素，可作如下的

日程及分组安排： 

（1）分班及分组 

60～70 名同学分两大班，每班以寝室为小组安排机舱当班或上课。 

（2）实习日程安排 

实习日程的安排应两大班同时并进，其形式如下表。 

轮机实习安排 

日期 帮厨 三管轮 机舱 二管轮 驾驶台 大管轮 

班 1 当班，班 2 上课       

班 2 当班，班 1 上课       

……       

即每天一个班上课或实操训练，另一个班跟班实习，第二天轮换。这样能保证两班的



相同实习进度。 

当需要值防盗班时，可在上课班及甲板、机舱实习小组的同学中安排，不要影响航行

值班的正常进行。 

（3）理论课程安排 

理论课程以少而精为原则，尽可能少上理论课，一般在学校已开过课的课程在实习期

间不另行安排专门讲课，在学校未开过课的课程主要讲实际操作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理论内

容，不要作为一门课程系统讲解（系里另有特殊安排的除外）。要尽可能多安排实操课及训

练课。学生除当班时间的操作训练外，还应让他们有更充分的动手时间，教官负责安排好实

操及训练内容。 

七、实习注意事项： 

1.学生实习期间要服从船上的领导，按计划进行实习，如有严重违反纪律者，由教学

部核实后提出报告，经教务处与商船学院商妥后，由商船学院给予必要的处分或取消其实习

资格，实习成绩按不及格论处。 

2.对学生漏船给予严肃处理。 

3.由于船上学生负有人身安全的责任。所以实习生在船舶靠港时，未经同意不得在外

留宿。 

4.学生离船前必须请假，由教官或带队教师批准后方可离船，并在规定时间内回船。 

5.遵守船上一切规章制度，特别是机舱集控台与驾驶台规则，值班交接班制度，航行

值班中应精神饱满，严肃认真。 

6.实习学生应爱护现场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仪器，未经现场指导人员许可，不能擅自

开动机器和使用仪器，如经现场指导人员许可，必须按有关操作规程进行，否则发生损坏事

故，将追究责任，并给予适当处理。 

7.在船实习学生应积极参加公务劳动（包括帮厨、上伙食），并做好个人和周围环境卫

生工作。 

八、实习考核和成绩评定： 

1.实习考核 

学生在完成实习计划项目内容的五分之四以上，并写好实习报告后，即应将实习报告

交实习教官审阅，在学生完成实习报告的基础上，组织专业考核。 

专业考核形式：实操考核与笔试相结合，实操考核占 65%，笔试占 35%。笔试由教官出

题，可在实习结束前一、二天内进行。 

2.实习成绩评定 

实习成绩的评定，应根据实习报告的评分、专业考核成绩和实习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评

定。成绩分配比例按实习报告 30%，专业考核 50%和实习中的表现（包括品德、纪律）20%。 

 

轮机工程专业航行实习成绩表 

班级：  

序

号 
姓名 专业考核 50% 

实习报告 

30% 

实习表现 

20% 
总分 

1           

…           

 



九、实习报告的规定与要求：  

1.每个学生在实习结束之前，应提交实习报告。 

2.实习报告在实习前由学生到教材服务部购买。 

3.实习报告应分门别类按要求认真编写，编写的方法和格式可参阅《撰写航行实习报

告指导书》。 

十、航行实习讲座（可选）： 
1．船上纪律和海员素质安全教育                                  （船长、教官） 
2．本船消防、救生设备的使用与配置情况                          （三副、教官） 
3．船员职务分工概况                                                 （教官） 
4．船舶营运与管理                                                   （船长） 
5．本船航海仪器、图书资料概况                                        （二副） 
                                                                                            

十一、航行实习材料归档 
每一实习期结束，教学部主任必须将下列材料交教务处及商船学院办公室。 
1．实习日程安排表 
2．政记考核表 
3．实操考核成绩登记表 

4．航行实习成绩表 

5．实习小结与建议 

 

 

 

 
 
 
 
 
 
 
 
 
 
 
 
 
 
 
 
 



附录： 

撰写航行实习报告指导书 

一、撰写实习报告的意义与目的 
实习生按航行实习大纲的要求，在完成各种课程实习内容的同时，每人都必须完成反

映实习收获的实习报告，由于航行实习是一次综合性的理论联系船舶营运实习的教学环节，

实习生通过本次实习必然会将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联系到船舶生产实际中，从而较全面的了解

和熟悉船舶驾驶和生产过程，实习生通过边实习边写实习报告，可将实习中的自身体验和收

获加以汇总归纳，使所了解、认识到的生产知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另外，也能及时地

发现尚未弄懂的问题或尚未能掌握的技能，并可及时地请教、学习予以解决和掌握，使自己

的理性知识不断交替上升。通过撰写实习报告，还可掌握搜集船舶航行资料的方法，养成积

累经验的习惯，不断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本专业有关课程打下必

要的知识基础。 

二、实习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航行实习大纲》中规定了要求实习和各种内容与要求，为了便于教师批阅和实习生的

编写，实习生应分门别类，逐页按规定的顺序和格式编写实习报告。 
1．目录 
为便于检索，在编写时应留出报告的第一页，待报告内容写完后再填写目录。目录顺

序为： 
（1）实习概况 
（2）船舶及航行概况 
（3）船舶柴油机装置 
（4）船舶辅机 
（5）辅锅炉与废气锅炉 
（6）机舱自动化装置 
（7）轮机管理知识 
（8）船机维修技术知识 
（9）船电基本知识 
（10）值班工作 
（11）收获体会 
2．实习概况 
在实习报告的第一部分实习概况或前言中，实习生应把本次实习总结的情况作简单介

绍。其内容有： 
（1）实习单位、实习船名、实习起迄时间、航行航线、停靠港口、在船天数、海上航

行天数、在港停泊天数和航行总里程等。 
（2）按实习要求，已完成项目和没有完成项目。 
（3）在业务上，思想上的收获。 
（4）实习生对本次实习的评价，包括业务上、思想上、学习劳动态度上、组织纪律，

身体素质、实习的组织领导等。并给予总评价（包括未能完成任务、基本完成任务、较好完

成任务、全面完成实习任务四个等级）。 
3．船舶概况 



主要内容有：描绘船舶总布置侧视简图和船舶基本情况（船名呼号、船籍港、船舶种

类、建造年月、总长、宽度、 大吃水、总吨位、载重量、主要航海仪器型号、主机类型、

功率、发电机类型、功率经济航速、日淡水及燃料耗量、人员配备情况等。 
4．各科内容 
应按目录中的各科目顺序逐项编写，而各科目大致包括： 
（1）本科目实习情况总述，简要叙述在实习中是否按要求完成该科目的各实操内容，

总的实习效果等。 
（2）各实操、作业项目的实例，可从实习记录中挑选几个代表性实例写入实习报告，

对每个具体例子应写明时间、地点、环境条件、操作过程、步骤、数据、要点、实操效果及

其分析等。 
（3）对没有实操机会的项目，应记录船员操作情况结果等。 
（4）体验在列举实例后，可将自己的心得体会、看法，简要地加以叙述。 
（5）收获体会 
本内容要求叙述归纳实习中在理解上，认识上得到较为深刻的某一个科目或某一个作

业上的体会，或在实习中对某一项目经本人努力而取得成功（失败）的过程等等。 

三、撰写实习报告的要求步骤 
实习生对实习报告的编写应引起足够重视，并仔细认真地完成。 
实习报告应文理通顺、语言简练、书写整洁、数据准确。如需要，可用示意图或图表

加以说明。 
撰写实习报告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通过各种方法，广泛收集有关的数据、资料，并随时将实例、自己的体会等内容记

录下来； 
2．在实习过程中，将收集到的内容，分类汇总并不断充实修正，形成实习报告的初稿； 
3．在实习后期阶段，进一步整理初稿内容，包括修辞、逻辑结构等， 后认真誊写到

统一的实习报告本上。并在规定的日期内将实习报告提交给教学部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