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海仪器 A》教学大纲

课程编码：381031 课程英文名称：Nautical Instrument (A)

总 学 时： 72 学 分：4.5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适 用 专 业：航海技术

教学大纲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教学目的与任务

“航海仪器”课程是专为航海技术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目的是使同学们了解本

课程包括的各种航海仪器的基本原理及操作，误差及其校正方法以及无线电导航系统的设

置、特点与工作原理，无线电导航仪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与使用、保养有关的框图原理等。

其任务是有的放矢地选择我国船舶所安装使用的国内外航海仪器的典型产品，讲授其结

构原理、主要电路原理、操作使用、日常维护及常见故障识别等内容；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磁

罗经的工作原理及使用办法，掌握校正磁罗经自差的基本原理和校正方法；讲授现代化远洋

船舶常用的陀螺罗经、卫星导航、自动识别系统、组合导航等各种实用的无线电导航仪器的

管理、使用与维护；掌握和了解无线电导航仪器主要控钮的作用、操作步骤、使用注意事项

及定位精度；适当介绍航海仪器的发展和趋势，以适应本学科的发展和新型航海仪器不断出

现之需和满足航海实践的需要。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要求学生清楚理解各种航海仪器的基本概念，掌握各种仪器的基本工作原理，误差

及其校正方法，以及与使用、保养有关的框图原理等。通过典型仪器的讲授和剖析，使学生

建立对各种仪器的共性认识，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目的。

2．熟练掌握各种航海仪器的正确使用；能独立进行日常性的维护保养工作；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能识别一般性的常见故障。

3．在讲解有关磁的基本概念以及磁罗经自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讲解自差校正原

理和校正方法，要求学生在掌握磁罗经及其有关性能外，着重掌握三种校正自差的原理和校

正方法，达到能独立校正自差的水平。

4．使学生掌握无线电导航仪器的基本技能，能够正确的操作、使用和维护无线电导航

仪器，能够对无线电导航仪器定位精度作可靠的分析。

5．应讲授具有代表性并且反映国内外先进科技水平的设备，了解一些近期的新型航海

仪器，以适应今后工作之需。

6．课程教学过程中，主要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为辅，并时常进行讨论式教学，

做习题课，也尝试对某些专题，让学生走上讲台进行讲解，体验做教师的感受，使教师和学

生之间产生良性互动。

三、任课教师资格

讲师及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并持有无限航区二副及二副以上适任

证书的助教。

四、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要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工与电子技术、航海学、计算机公共基础与技术基

础等先行课程打下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本课程在现代航海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它能为船舶提供各种必要的信息，如精确的位置、航向、寻找遇险信号等，为

船舶制定航线和发出危险警报等，从而保证船舶的航行安全。因此，它与其它航海的课程有

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为船舶操纵与避碰提供操船与避离的方法，同时还为实现船舶驾驶自

动化提供了重要的设备。

五、新大纲的改革说明

本大纲是根据目前本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删改，将原大纲中一些目前已经淘汰的仪器

进行了大量删除，只作概要介绍，取消了部分淘汰仪器的实验，而对一些常用和重要的仪器

内容作了相应的增加，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如 VDR、LRIT 等，同时根据目前实验设备的现状，

侧重于学生的实验技能的培养。课程教学过程中，主要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为辅，并

采用讨论式教学，习题课，也尝试对某些专题，让学生走上讲台进行讲解的方式。

教学大纲

一、理论教学部分

第一章陀螺罗经
陀螺罗经指北原理

主要内容： 陀螺仪及其特性、陀螺仪的运动参考坐标系、自由陀螺仪的视运动、变自

由陀螺仪为陀螺罗经的方法及陀螺罗经指北原理。

重点难点：船用陀螺罗经的基本原理自由陀螺仪的视运动的分析。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陀螺仪及其特性、自由陀螺仪的视运动、变自由陀螺仪为陀螺罗经

的方法及陀螺罗经指北原理，熟悉陀螺仪的运动参考坐标系。

陀螺罗经误差

主要内容：纬度误差、速度误差、冲击误差和其他误差。

重点：理解船用陀螺罗经的各种误差，了解在航海实践中消除或补偿误差的方法，难点

是各种误差的分析。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与理解船用陀螺罗经的各种误差，了解在航海实践中消除或补偿误

差的方法。

典型陀螺罗经的使用保养

主要内容：主罗经的结构、电源系统、随动系统及传向系统、其它电路系统和正确使用、

调整、维护和保养。

重点：安许茨系列罗经、斯伯利系列和阿玛．勃朗系列陀螺经的基本组成、正确使用、

维护和保养。

难点：罗经的结构特点。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主罗经的结构正确使用、调整、维护和保养，了解电源系统、随动

系统及传向系统、其它电路系统。

第二章 船用磁罗经

主要内容：磁的基本概念、船用磁罗经、磁罗经的检查及安装、船正平时自差、倾斜自

差理论、自差的校正和自差的测定及自差表的计算

重点：磁罗经的结构，各种自差的产生原因及性质。

难点：磁罗经的校正方法和自差的测定及计算方法。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磁的基本概念、船用磁罗经的结构、自差的校正和自差的测定及自

差表的计算，熟悉磁罗经的检查及安装、船正平时自差、倾斜自差理论。

第三章 船用回声测深仪



主要内容：水声学基础、回声测深仪原理及组成、船用水声换能器、回声测深仪的误差

种类、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方法和回声测深仪正确使用、维护和保养。

重点：掌握回声测深仪的原理，典型设备的结构特点；误差消除及使用方法。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水声学基础、回声测深仪原理及组成、船用水声换能器和回声测深

仪正确使用、维护和保养。熟悉回声测深仪的误差种类、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方法。

第四章 船用计程仪

主要内容：船用计程仪的分类、电磁计程仪的测速原理、基本组成及正确使用、 多普

勒计程仪测速原理、基本组成及正确使用和声相关计程仪测速原理、基本及正确使用。

重点：掌握船用计程仪的基本原理，典型产品的结构特点及正确使用。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船用计程仪的分类、多普勒计程仪测速原理、基本组成及正确使用。

熟悉电磁计程仪的测速原理、基本组成及正确使用、声相关计程仪测速原理及正确使用。

第五章 卫星导航系统

主要内容：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导航系统的特点与分类，GPS 卫星导航系统、GPS 地面

站，GPS 导航卫星网，GPS 卫星导航定位原理，GPS 卫星导航仪主要技术性能与功能、GPS

卫星导航仪操作方法，GPS 卫星导航仪定位误差，GPS 的 P 码与 CA 码，差分 GPS 卫星导航系

统，差分 GPS 定位误差、GLONASS 导航卫星网。

重点：卫星导航原理，卫星导航仪的启动，卫星导航仪功能的运用，选星原则，使用卫

星导航仪的注意事项，卫星导航仪定位误差。

难点：卫星导航原理、卫星导航仪的设置和卫星反射电文的格式。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卫星导航系统的特点与分类， GPS 卫星导航系统、GPS 地面站、GPS

导航卫星网 GPS 卫星导航定位原理，GPS 卫星导航仪主要技术性能与功能、GPS 卫星导航仪

操作方法、使用注意事项，GPS 卫星导航仪定位误差。差分 GPS 卫星导航系统，差分 GPS 定

位误差、GLONASS 导航卫星网。

第六章 AIS（自动识别系统）

主要内容： AIS 的岸台系统、AIS 的船台设备和 AIS 的应用、船载 AIS 信息优势与局

限性。

重点：AIS 的船台设备及应用。

教学目标：熟悉 AIS 的概况、AIS 的岸台系统、AIS 的船台设备和 AIS 的应用。

第七章 VDR（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

主要内容： VDR 的相关国际法规、VDR 的组成及功能、VDR 的操作、检验与管理。

重点：VDR 的组成及应用。

教学目标：熟悉 VDR 的概况、VDR 的组成和 VDR 的应用。

第八章 综合驾驶台系统

主要内容：组合导航系统的基本组成与功能、组合导航系统计算机、组合导航系统信息

的综合处理、自动航行组合导航系统的作用、组成、工作原理（数据定位、数据航行、数据

避碰、数据操舵、数据装载）使用、日常保养与检查。

重点：组合导航系统的组成与功能，组合导航仪日常保养与检查。

教学目标：熟悉组合导航系统的基本组成与功能、组合导航系统计算机、组合导航系统

信息的综合处理、自动航行组合导航系统的作用、组成、工作原理、使用和日常保养与检查。

第九章 LRIT
主要内容：LRIT的基本组成与功能、船载设备符合性测试。
重点：组合导航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教学目标：熟悉 LRIT的基本组成与功能、LRIT当前进展及船载设备符合性测试。



二、实验教学部分

1．实验一 双转子陀螺罗经结构认识

了解陀螺仪两个特性、视运动的规律，掌握双转子罗经的组成、主罗经结构特点以及支

承液体的配制。

2．实验二 安许茨罗经电路系统

了解安许茨罗经电路系统的组成，掌握安许茨 4型罗经的正确使用、保养及性能检查。
3．实验三 斯伯利、阿玛勃朗罗经的使用

了解斯伯利 37型、阿玛勃朗系列罗经的组成及控钮的作用，掌握斯伯利 37型、阿玛勃
朗罗经的开关机步骤及注意事项。

4．实验四 磁罗经的使用与检查

了解磁罗经结构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掌握磁罗经灵敏度、半摆动周期的检查步骤，

磁罗经罗盆气泡的消除、自差表的使用以及自差校正方法。

5．实验五 测深仪和计程仪使用

回声测深仪和多普勒计程仪各控钮的功能、作用及调整方法

6．实验六 GPS卫星导航仪操作
了解 GPS卫星导航仪各控钮的功能与作用，掌握 GPS导航仪相关初始化参数的设置、

定位功能、导航功能及报警功能的使用。

7．实验七 AIS操作
了解 AIS各控钮的功能与作用，掌握本船或目标船信息的查询及其相关信息的含义、

本船航次数据的修改、短信息的发送等功能。

8．实验八 航海仪器实操练习

针对实验一至实验七的内容结合教师上课内容及评估要求进行航海仪器实操训练。

9．实验九 组合导航仪操作

组合导航的整体认识、综合显示器及控制台的功能等。

三、教学时数分配表

序号 内 容
总学时数

讲授 实验 习题课 小计

1 第一章 陀螺罗经指北原理 10 2 13

2 陀螺罗经误差 5 5

3 典型陀螺罗经的使用保养 6 4 10

4 第二章 船用磁罗经 8 2 10

5 第三章 船用回声测深仪 3 1 4

6 第四章 船用计程仪 3 1 4

7 第五章 卫星导航系统 10 2 12

8 第六章 AIS 2 2 4

9 第七章 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 2 2

10 第八章 综合驾驶台系统 3 2 5

11 第九章 LRIT 2 2



12 航海仪器综合训练 2 2

合计 54 18 72

四、成绩考核与评定方式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平时占 10%，实验占 15%，期末占 75%。

五、使用的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航海仪器（上册：船舶导航设备）》主编：关政军，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航海仪器》主编：洪德本，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船用陀螺罗经》主编：任茂东，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磁罗经自差校正技术》主编：关正军，交通出版社

《无线电导航仪器》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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