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介绍
本课程旨在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涵盖从

设计、建造到运营维护的各个环节,学习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提升效率、

提高安全性、优化资源利用。课程内容丰富全面,为从业人员带来全新的视

野与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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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中的应用概述

智能设计优化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船舶及海洋工程进行

智能化设计优化,提高结构强度、减少能耗、

优化水动力性能等。

智能决策分析

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可以帮助船舶管

理人员做出更加智能和高效的航行决策,提高

航行安全性。

智能监控管理

利用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语音交互等技术,

可以对船舶及海洋工程进行智能化监控管理,

提高作业效率和安全性。

智能资源优化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优化船舶及海洋工程的能源

利用、人员配置、物资调度等,提高整体运营

效率。



船舶设计优化

计算流体力学模拟

利用先进的计算流体力学(CFD)技术,对船体

设计进行数值模拟,优化船体形状,提高水动

力性能和燃油效率。

虚拟试验与建模

在数字孪生模型上进行虚拟试验,测试不同设

计参数,并应用机器学习算法优化设计,大幅

缩短研发周期。

轻量化设计

采用新型复合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在保证强

度与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船体结构的轻量化,

提高船舶载荷能力和航速。

智能决策支持

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船舶设计

提供智能决策支持,优化船舶各项性能指标。



船舶动力系统优化

数字化模拟

利用先进的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模拟技术,对船舶动力系统

进行全面的数字化建模与仿真,

优化推进效率和燃油消耗。

实时监测与调控

通过安装传感器实时监测动力系

统的关键参数,并利用人工智能

算法进行优化调节,提升系统运

行效率。

智能诊断与维护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动力

系统故障的智能诊断和预测性维

护,降低维修成本和停机时间。



船舶航行路径规划

航线优化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海流、气

象等数据,为船舶选择最优航线,

缩短航行时间,降低燃油耗费。

自动驾驶

通过人工智能感知传感器和决策

算法,实现船舶自主航行和航道

选择,提高航行安全性。

碰撞预防

智能感知周围环境,预测船舶运

动轨迹,自动规避障碍物和其他

船舶,降低碰撞风险。



船舶碰撞预防

先进雷达系统

采用高性能雷达系统

监测周围环境,利用

人工智能分析雷达数

据,实时检测并预测

可能的碰撞风险,提

前向驾驶员发出警报。

自动避碰导航

系统根据实时环境数

据,自动规划最优航

线,避免与其他船只

发生碰撞,确保安全

航行。

预警与监控

利用多传感器融合,

实时监控船只动态、

天气状况等因素,当

检测到潜在碰撞风险

时及时发出预警,帮

助船员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

智能决策支持

系统利用人工智能算

法,为船长提供碰撞

预防的决策建议,帮

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应

对措施。



船舶能源管理

能源优化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船舶燃料

消耗和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

成本和碳排放。

电力管理

采用智能电力管理系统,实现船

舶各用电设备的能耗监测和动态

调配,提高供电稳定性。

航行优化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优化船舶航行

路线和航速,根据实时环境条件

动态调整推进系统参数。



船舶维修保养

1 预防性维修

根据计划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有效延长船

舶使用寿命,最大化其运营效率。

2 故障诊断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船舶关键部件进行实时

监测和故障诊断,以快速发现并解决问题。

3 优化维修计划

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根据历史数据制定更加

精准高效的维修保养计划,降低维修成本。

4 远程维护

利用远程监控和自动化技术,实现对船舶进

行远程诊断和维护,提高维修效率。



海洋工程建设

海上油气开采

人工智能技术在海上油气钻探和

采集平台的设计、建造和运维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提高了作业效

率和安全性。

海底基础设施

智能水下机器人能够高效地检查

和维护海底管线、电缆以及其他

关键基础设施,确保其稳定运行。

海上风电开发

人工智能技术在海上风电场的勘

探、建设和运维管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优化发电效率和电网接

入。



海洋环境监测

智能传感器

利用先进的物联网传

感技术,在海洋环境

中部署各种智能环境

监测设备,能实时采

集水质、气象、海流

等数据,为精准环境

监测提供有力支撑。

大数据分析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算法,可以从

海洋环境数据中发现

隐藏的模式和规律,

为海洋环境保护提供

决策支持。

无人系统

部署无人船、无人潜

航器等海洋测绘装置,

能深入海洋环境开展

持续观测,为海洋生

态监测提供全面、高

效的手段。

远程监控

利用卫星遥感、无人

机等技术,可以对海

洋环境进行全方位、

实时的远程监控,及

时发现和预防海洋污

染等问题。



海洋资源勘探

海底矿产勘探

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精准地

定位和分析海底蕴藏的珍稀金属矿产资

源,大幅提高勘探效率和准确性。

海洋生物勘探

人工智能在生物识别、生物特征分析等

方面的应用,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发现

并研究海洋中尚未被发现的珍稀生物种

类。

海底地质构造分析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海底地质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更精准地预测和评估海洋油气资源

的储量和开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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