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尽头，大洋起点。

航船尾浪，散向远方。

一艘 323.6 米长、77.8 米高

的白色巨轮，静静地停在中国船

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外高桥造船”）的二号船

坞。不久前，这艘被命名为“爱达·魔都

号”的国产大型邮轮，顺利完成了第一次

出海试航的所有试验项目。眼下，上千名

工程师和工人正在船内进行最后的内部装

修、设备调试等工作。

大型邮轮被誉为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化城市建设综合化、集约化的

巨系统工程，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水

平与制造实力。国产大型邮轮的到来，意味着中

国成为继德国、法国等国家之后，第六个能够建

造大型邮轮的国家。

自 2013 年 10 月中船集团启动国产大型邮轮

项目以来，10 年间，一个又一个工作团队奔波在

沟通谈判的路上，设计人员的案头堆满图纸，建

造人员在紧凑的工期中完成高质量施工……外

高桥造船办公大楼门口处的交船倒计时牌上不

断变小的数字，见证了如梭岁月里的酸甜苦辣。

制造业的秘密不仅藏于隆隆的机器轰鸣声

中，也藏于不断迭代的数字化系统中，更藏于持

续优化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中。在外高桥造船，

记者看到了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的发展变化，

更看到了推动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不懈探索。

市场之广——

“努力摘下这颗‘明珠’”

2006 年夏，意大利歌诗达公司旗下的“爱兰

歌娜号”邮轮以上海为母港试水开辟航线。当

年，即有 10 多艘豪华邮轮 72 航次停靠上海，成为

很多人开启邮轮体验的起点。

按照国际邮轮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或

地区人均 GDP 达到 6000 至 8000 美元时，邮轮经

济 将 迅 速 发 展 。 按 此 标 准 ，中 国 人 均 GDP 自

2012 年起便进入了邮轮经济的指标区间，一些经

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则更早进入这一范围。

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规律。“爱兰歌娜号”邮轮

进入中国后，半年多时间就接待了 1.8 万名中国

乘客。随后，国际各大邮轮公司争相在中国布

局。数据显示，2006 年到 2019 年，国际邮轮品牌

先后在中国运营了 23 艘邮轮，创造了中国邮轮

市场高达 52%的年复合增长率。2019 年，国际邮

轮公司对中国的直接经济贡献为 140 亿元，带动

总体经济贡献 358 亿元。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已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国内邮轮市场需求，另

一边却是大型邮轮成为中国船舶工业唯一未完

成的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产品。作为国际影

响力不断增强的造船大国，下一个目标已经不

言自明。

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亚国际邮轮

港考察时要求加快邮轮港建设，大力发展邮轮产

业，并提出“还要建造我们自己的邮轮”。

2013 年 10 月，中船集团启动国产大型邮轮

项目。经过多方洽谈，2017 年，中船集团与意大

利芬坎蒂尼集团等国外企业签署了中国首艘国

产大型邮轮建造备忘录协议。在 2018 年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由中船集团参股的合资公

司正式获得了 2+4 艘大型邮轮合同，自此，首艘

国产大型邮轮拥有了自己的编号：H1508。

“读书时，老师常讲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当时真没想到有一天会参与建造其中一

颗。”回忆起 2014 年 10 月，从熟悉的海洋工程装

备建造领域转到陌生的大型邮轮建造领域，如

今已是外高桥造船总经理、大型邮轮项目现场

总指挥的陈刚依然心潮澎湃，“身边每个人都鼓

足了干劲。大家都在想，一定要努力摘下这颗

‘明珠’。”

破题之难——

“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初见“爱达·魔都号”，很难不感到个体的渺

小。如果将邮轮垂直立于地面，比迪拜帆船酒店

还要高出 3 米。画着敦煌飞天彩带的船体之上，

满是层叠密布的舱室和舷窗，全船的 2125 间客

房可承载 5246 人。走进船体，在超过 4 万平方

米、总计 16 层的生活娱乐区域中，剧场、泳池、健

身房等娱乐场所布局复杂精妙，让人不由惊叹。

这也是陈刚当初到欧洲邮轮船厂参观时的

感受。参与大型邮轮项目准备工作一个月后，陈

刚和同事前往欧洲考察，看到邮轮的建造过程，

他“头脑发蒙”，觉得“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抛开设备和工艺不谈，工程已经超出了

当时我们的项目管理能力”。回国后，大家一刻

不闲，查资料、做可行性分析、探索升级数字化造

船设计系统……随后的几年间，扎实的准备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合作进程不断推进，到了合作方意大利

船厂转交图纸的时候。2017 年 7 月 17 日，外高桥

造船开发部副部长李嘉宁对这一天记忆犹新。

尽管有心理准备，当看到仓库里整齐码放的 15
万多张、2.1 吨重的设计图纸时，他还是被震撼到

了。这是李嘉宁与同事过去几个月间与意大利

船厂谈判的成果，也将成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

建造蓝本。

母型船的图纸参考价值虽大，却难以全盘照

搬。首先要克服的，是对体量巨大、体系陌生的

设计图纸的条分缕析、消化吸收。“比如‘安全返

港’这一部分，过去在国内行业规范手册里，可能

就短短一段话，但在母型船的设计体系里却是一

本上万页的手册。”外高桥造船副总工程师郭勇

说。其次，即便图纸已经经过验证，也有一些细

节不明晰甚至需要修正，例如“重量控制”环节中

的一些关键设计要点，仍然需要自己探索。

“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艘邮轮，很多东

西都得从头做起。”陈刚说。

开发设计团队的人数很快从三四个，扩张到

了 100 多个。概念设计、基本设计、详细设计、施

工设计、工艺设计……团队与意大利船厂的工程

师团队紧密配合，先后进行了 5 轮设计工作，累计

投入超过 230 万设计工时。相比之下，一艘 30 万

吨级的超大型油船的设计工时只有 10 万。“一艘

船相当于 23 艘船。”团队里一名 2024 年就要退休

的设计师说，自己从事船舶空调系统的开发设计

工作大半辈子，当年看完图纸后发现，此前自己

参与的所有空调系统设计工作量，加起来都不到

这艘大型邮轮的一半。

消化、吸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团队逐渐形

成了新的规范和图纸。伴随着设计工作的稳步

推进，2019 年 10 月 18 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正式

启动钢板切割，进入实质性建造阶段。

船体的建造是基础。切割好的钢板，会被拼

成“分段”，再组成“总段”，如同搭积木一般拼接

到一起，最终被吊装到船坞进行安装。现代造

船，程序大多如此。但与常规船体使用的平均厚

度 20 毫米的钢板不同，在 H1508 中，4 到 8 毫米的

薄板占比达到了八成。

“建好邮轮，根本目的是服务乘客，所以在保

障安全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提升乘客体验，这

就意味着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装饰、更丰富的娱

乐设施，这些都是‘重量’。”外高桥造船总经理助

理兼邮轮项目部部长陈剑威介绍，H1508 自重

5.6 万 吨 ，重 量 偏 差 余 量 只 有 600 多 吨 ，略 高 于

1%，“使用薄板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船体自重。”

进料、铣边、焊接、切割……在外高桥造船智

能薄板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其他船舶的船体钢

板、构件生产工作正在推进。“接入激光焊接设备

后，焊缝更细更平，焊接速度较以往提升了 4 倍

多。”外高桥造船制造部副部长王世利说，“这个

生产车间，就是大型邮轮建造效率更高、质量更

好的坚实硬件保障。”

上船物品精准称重，船舱设备加强预安装，

船坞吊装提升精度……在各个环节的努力下，

H1508 的轮廓不断清晰。然而“船壳子”的完成，

仅仅是这个巨系统工程建造的第一步。

系统之繁——

“像建设城市一样建造大型邮轮”

2500 万个零部件，数量相当于 C919 大飞机

的 5 倍、“复兴号”高铁列车的 13 倍；总电缆布置

长度达 4200 公里，相当于上海至拉萨的距离。

在保证生活娱乐空间的同时，还要把众多有关

电、水、气的设备、管线等集成到一艘船上，涉及

船体设备安装、电缆及管道敷设等舾装工作的复

杂程度，就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将大型邮轮比作‘移

动的海上城市’。”作为一名从事舾装工作超过

22 年的老员工，在外高桥造船总装二部副部长

曹征伟看来，大型邮轮舾装工作最大的特点，在

于把市政领域的服务保障工作纳入船舶建造中

来，“像建设城市一样建造大型邮轮”。

“比方说电力供应，船上 5 台发电机的总功

率达到 62.4 兆瓦，如果满负荷发电，每天发出的

电量可以满足大约 5000 户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需

求。”曹征伟说，虽然大型邮轮航行过程中很少会

满功率发电，管线、电缆敷设的工作量却丝毫不

减。不仅如此，成组的设备间都可互为备用，以

确保设备的连续运行、邮轮航行的安全可靠。

工作量的庞大仅仅是开端。如何将管线合

理分配在狭小的空间内，并连接各个系统，更是

难点所在。在设备密布的底层甲板，同一区域经

常上下排布着五六层管线及电缆。即使在乘客

居住的上层甲板，房间天花板上也藏着至少 3 层

管线。

“不仅管道层数多、种类杂，还需要考虑其上

下相对位置，可能需要检修的管道位置应当相对

偏下。遇到需要绝缘、隔热的管道，还得包裹绝缘

棉，密集敷管的地方经常狭窄得连手都伸不进

去。”曹征伟介绍，如果事先在统筹规划方面没考

虑到位，建造过程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要

把其他层的管线、电缆拆掉重新敷设。因此设计

之初，就须对管线和电缆排布做充分的轻量化模

型排查，确保工程最终达到预期的质量和要求。

建造大型邮轮，难点不在于单个工艺、设备，

而在于对复杂系统的集成。这一点在舾装工作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也对传统的造船模式提出了

挑战。

为解决全船

1000 多台套系统

和设备、200 公里管

道系统和 4200 公里电

缆交叉重叠的工艺工序问

题，为协调峰值近 4000 人的在

船作业，外高桥造船专门搭建了

数智化平台，实现设计、采购、物流、计

划、建造、完工、质量管理等环节的线上应

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共享、协同管理。

电缆敷设进度可视，物资采购信息自动发

送，完工情况在线填写……通过手机应用进入平

台，当前待处理和完成后关闭的工作清晰罗列。

“现场人员接入平台，出现的问题可以在线填写、

实时反馈，沟通效率更高。如果问题没有及时解

决，系统则会提示拥有更高权限的管理人员介入

处理。”陈剑威介绍。

“没有信息化系统支撑前，只能通过电话、邮

件等沟通，效率低，还容易出现遗漏，特别是既需

要协调上百家供应商，又需要协调成千上万道工

序，更难以保障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

性。”在外高桥造船信息部副部长王焰看来，通过

实现管理的横向扩展和纵向延伸，大大降低了管

理成本和风险。

“公司此前的管理系统，无法适应大型邮轮

的建造需求。我们也想过从海外引进新系统，但

没有成功。”陈刚说，如果不是当时狠下心决定自

己研发，也无法形成如今对复杂工程项目的信息

化、数字化响应能力。

设施之优——

“把豪华酒店搬到船上来”

与货船及普通客船不同，大型邮轮具有“船

舶+酒店+娱乐”的交叉化、定制化产品属性。给

乘客带来多元选择和良好体验，是大型邮轮的价

值和竞争力所在。“把豪华酒店搬到船上来。”这

是外高桥造船生产总监兼内装工程部部长吴晓

源的思路。

降低噪声是第一步。对于邮轮来说，噪声控

制是与重量控制同等重要的难题。“我们在全船

设置了 1400 多个监测点，确保不会发生明显的

噪声污染。”吴晓源介绍，由于船舶在海上航行，

风浪不可避免，所以要确保船体摇晃过程中不会

带来额外的噪声。“比如，在壁板和天花板的结构

件与钢结构围壁的连接处安装一个弹性基座，通

过螺杆进行缓冲，能够减少金属间摩擦产生的噪

声。再比如，为了减少乘客之间的干扰，我们也

会在舱壁上敷设隔音材料。”

对于船舶来说，最大的噪声来自机舱。为

此，舾装团队和内装团队对存在震动情况的机械

设备全部进行了减震处理，包括贴附阻尼材料、

减小管道通风面积等等。“船上还有沙滩俱乐部，

舞池下方分 9 层敷设了 7 厘米厚的浮动地板和阻

尼材料，我们可不希望楼上乘客跳舞的时候，楼

下的乘客上来投诉。”吴晓源说。

提升乘客舒适度是第二步。对拥有 2000 多

个房间的“爱达·魔都号”来说，控制空调送风是

一 个 大 难 题 。“ 首 先 需 要 解 决 管 线 的 布 局 和 安

装。”外高桥造船总装二部副部长薛亚宾说。由

于传输距离过远、使用房间过多，会出现管线末

端的房间温控能力不足、风量循环不够的问题。

为此，调试团队对全船近 6000 个风量平衡阀和

1000 多个水量平衡阀进行联调，保障每个房间的

空调效果和舒适度一致。

残疾人设施配套，餐饮配送线路安排，急救

医疗服务保障……在“爱达·魔都号”上，人性化

的服务随处可见，如果不看向窗外，这里或许和

豪华酒店别无二致。

丰富乘客体验感则是最后一环。如果只是

吃、住、看海，或许有人愿意去体验一次，却不会

再去第二次。对于大型邮轮来说，引来乘客、留

住乘客，才算走通市场化的道路。

从客梯上到 10 层甲板，SPA 房间正在进行

最后的装修；走向船头方向，健身房只等器材

进场；铁板烧、火锅、西餐，餐厅种类繁多、风

格各异；免税店里，未来将陈设各类精美商

品……负责邮轮运营的中船邮轮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彦国认为，从“获客”

到“留客”，关键在于让乘客在邮轮上集中

体验到更丰富的闲适生活。“我们正在加

紧推动海员招募、店铺招商、收益管理等

方面的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能迅速转

入运营模式。”

征途之远——

“让邮轮建造产业链
生根发芽”

近年来，中国船舶在国际市场中的

份额由小到大，逐步成为机电产品出口

的支柱产业，年造船产量的 90%为出口

船舶，船舶产品出口到世界 19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为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做出

了卓越贡献。

如今，邮轮经济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窗

口。来自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到 2035 年，

中国邮轮经济总量将达到 5000 亿元。按业

界公认的邮轮经济 1∶14 的拉动比例倒推，制

造端每年的投入将达到 350 亿元，如此之大的

市场空间，需要船舶工业加快能力建设步伐。

“爱达·魔都号”是国内邮轮建造能力显著

提升的体现，但仍要看到，国内邮轮产业链的完

善，还有较大进步空间，难以一蹴而就。

“大型邮轮设计建造过程复杂，需要的配套厂

家多、建造周期长，各个环节协同并行的难度很

高。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欧洲邮轮制造业已经形

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联盟。”在陈刚看来，即使能

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设备、技术，但管理模式和配

套产业上的积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积淀。

“目前来看，国内传统的民用船舶、海洋工

程 装 备 供 应 链 与 大 型 邮 轮 供 应 链 的 重 合 度 仅

有 20% ，并 且 大 多 是 钢 板 、管 材 等 基 础 性 材

料。”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周琦介绍，为此，公

司始终坚定走国产化道路，不断努力扩大合作

伙伴名单。

“ 之 前 在 与 船 东 商 定 分 包 商 名 单 时 ，国 内

一 家 地 毯 厂 家 进 入 了 我 们 的 视 野 。 我 们 登 门

拜访后，对方对大型邮轮项目表达了很高的热

情 ，并 且 后 续 主 动 对 接 船 东 ，最 终 争 取 到 了 地

毯订单。”周琦说，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尽管短

期内进入大型邮轮供货商名单的难度较大、投

入 较 高 ，但 随 着 国 内 邮 轮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 ，更

旺 盛 的 市 场 需 求 、更 充 足 的 邮 轮 产 能 ，一 定 能

带 动 产 业 链 的 蓬 勃 兴 起 ，“ 让 邮 轮 建 造 产 业 链

生根发芽，这也是外高桥造船作为链主企业的

责任和使命。”

与此同时，来自 H1508 的种种宝贵经验，也

正通过数智化系统，进入新的生产环节当中。

去年 8 月 8 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在外高

桥造船正式开工建造，编号 H1509。“经过 H1508
的锻炼和检验，我们希望团队能够将 H1509 的建

造工时降低 20%。”陈刚说。这意味着，H1509 的

建造工时会从 1800 万降到 1400 余万，这些降低

的成本和提高的效率，也将成为国产大型邮轮驶

出国门、越走越远的底气所在。

“ 明 珠 ”待 发 ，逐 梦 深 蓝 。 浪 潮 奔 涌 ，船 行

天下。

海洋大国通向海洋强国的道路，潜藏于此。

（实习生阚珍亦有贡献）

图①：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在坞内建造。

刘 旭摄（人民视觉）

图②：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第一次海上试航。

徐晨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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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蔡华伟

数据来源：中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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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工业是现代工业的集大成者，被称

为“综合工业之冠”，彰显着一个国家的综合

工业实力，其中大型邮轮被誉为船舶工业皇

冠上的“明珠”。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三亚国际邮轮港考察时要求加快邮轮港建

设，大力发展邮轮产业，并提出“还要建造我

们自己的邮轮”。

自 2013 年 10 月国产大型邮轮项目启动，

到 2023 年 7 月国产大型邮轮完成首次试航，

10 年间，众多工程师和工人，用 230 万设计工

时和 1800 万建造工时，打造出这座拥有 2500
万个零部件的“移动的海上城市”。近日，记

者走进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生产企业中国船舶

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探寻摘下“明

珠”背后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