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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辽宁舰，简称辽宁
舰，舷号为16，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
艘可以搭载固定翼飞
机的航空母舰。

2012 年 9 月 25
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
舰“辽宁舰”在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
造船厂正式交付海
军。辽宁舰交接入列，
是海军建设发展的一
个标志性、阶段性成
果，标志着中国实现了
航母零的突破，向海上
强国的目标迈出了重
要一步。

辽宁舰

2021年，96岁高龄的陈信隆接受《人
民日报》的采访。他拿着 1958 年 11 月 28
日的一张老报纸，一字一顿地念出了标题

《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那是关于大连
造船建造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
进”号的报道。

“跃进”号的诞生是中国造船进入万吨
级时代的标志。在陈信隆看来，中国人自
己造的这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就是当之无
愧的“造船工业新飞跃，远洋航运新起点”。

作为当年“跃进”号的技术主管，陈信
隆至今仍深深记得船体和船内设备的建造
细节。巨轮的动力装置是高温高压的锅炉
和汽轮机，蒸汽温度高达460℃，压力高达
46 个大气压，没人能看见喷出来的蒸汽，
把手割掉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工作很
危险，但是如果大伙都害怕，怎么回应党的
期待、响应国家的号召？”陈信隆说。

这正是那个年代所有造船人的心声，
也是大连造船最引以为傲的永远的“大船
精神”。

始建于 1898 年的大连造船其前身是
大连造船厂。1955年1月，新中国开始独
立经营大连造船厂，国务院批准了将大连
造船公司扩建为建造远洋船舶船厂的方
案，并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建设
项目。

1958 年 11 月 27 日，大连造船建造的
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
了。“跃进”号船台建造周期仅为58天，比

当时日本建造同类型船船台周期还少一个
月。以“跃进”号为标志，中国造船进入了
万吨级时代。大连造船也从此确立了在国
内造船业的龙头地位，并一举名扬海内外。

20世纪70年代，大连造船第二轮大规
模建设开启。香炉礁新区新建了10万吨
级半坞式船台、10 万吨级码头等，老区进
行技术改造，新增钢材处理、平面分段流水

线……大连造船成为国内首家具备 10 级
万吨级以上船舶能力的船厂。

在这期间，大连造船还生产制造了我
国第一艘5万吨原油船“西湖”号，1.2万吨
大舱口远洋货轮“大理”号，16 艘 2.4 万吨
大型原油船……大连造船船舶设计建造进
入大型化阶段，并由此奠定了在大型油船
设计建造上的领先优势。

开启“万吨时代”

大连造船大连造船

1998年9月10日，在飞往德黑兰的
国际航班上，有几位看上去很普通的中
国人，他们是大连造船派遣的洽谈小
组，专程就5艘30万吨级VLCC建造合
同与伊朗油轮公司进行洽谈合作。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际船舶市场新船订
单竞争激烈，大连造船承接了5艘30万
吨VLCC项目，吸引了全球造船界的目
光。他们与日本三菱和韩国大宇、现
代、三星、汉拿五大强劲对手同场角逐，
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造船史上
首次建造的30万吨级VLCC。“德尔瓦”
号的成功建造，不仅打破了日韩等少数
造船强国在VLCC领域的垄断地位，同
时也掀开了中国造船业的新篇章，将几
代造船人设计与建造超大型油船的梦
想变为现实。

2000 年 8 月 18 日，1 号船“德尔瓦”
号正式开工，从而拉开了我国建造第一
艘 VLCC 的序幕。30 万吨 VLCC 这类
船舶船主体结构尺寸大，部分结构板
材厚，且受生产设施的限制，所以在焊
接方面的要求特别高。根据船东的特
殊要求，当时船体结构的疲劳寿命提高
到了 40 年，远远超过常规船舶的 25 年
标准。

探测船体钢板有无裂缝，如同探
查结构复杂的人体一样，如果探查的
地方监管人员不能进去，就要用 X 光
来检验。船舶涂装更是重中之重。“德
尔瓦”号的船体总涂装面积为 98.4 万
平方米，近乎 170 个足球场的面积，为
了确保按时交船，涂装工人只能不分
昼夜地干。

关英华，现任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船舶集团首席
专家，曾荣获辽宁省劳动模范、辽宁省
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辽宁省
杰出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她也参与了当年大
连造船承接的伊朗国际油轮公司 5 艘
30万吨超大型原油船项目。

当时，年仅 30 岁的关英华就担任
了“德尔瓦”号电气专业主管设计师。5
年时间她先后担任船研所电装设计室
二科科长、电装设计室副主任，2004 年
初关英华成长为船研所负责该产品设
计的副总设计师。也是在这一年，5 艘
30 万吨超大型原油船终于成功交付伊
朗船东使用。这不仅标志着我国船舶
工业在超大型油船的设计、建造上实现
了零的突破，揭开了我国造船史的新篇
章，圆了几代中国造船人的梦想，也从
此打破了日本、韩国对超大型油船市场
的垄断，大大增强了我国船舶工业在国
际船舶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打破垄断
本报记者 赵 雪 王荣琦

1980年初，有外商要在国内建造一艘
2.7万吨散装货轮。这个吨位对于当时的
大连造船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会
议室里，时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柴树藩
与当时的大连造船厂厂长孙文学陷入纠
结：“你们那里怎么样，你敢不敢干？”整个
会议室内寂静无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
争，孙文学语气坚定地答道：“我们敢干，这
艘船我们厂接了！”

时间倒回到1977年，当时邓小平在接
见几位工业部部长和国防工办负责人时，
对船舶工业提出“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中国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的
要求。

然而，当时国际上超过90%的船舶市

场订单都被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瓜分，剩
余的不到10%的市场份额也被其他国家抢
占。而我国工业发展才刚刚起步，其中的
困难可想而知。

所以当“建造中国第一艘出口船”的消
息传遍大连造船厂时，工人们奔走相告，从
船台到车间，从科室到班组……请战书、决
心书铺天盖地地飞向厂部。厂子仿佛瞬间
忙碌起来，各施工单位向工人进行技术交
底，举办外语学习班，对焊工、调试工进行
技术培训和考核，技术部门加班加点绘制
生产施工图纸3400余张……

凭着一股子百折不挠的干劲，“长城”
如期完工。交船前，负责验收的外国验船
师举着钢卷尺一寸一寸地量下来，五项主

尺寸指标一项误差几乎为零，一项为1毫
米，一项为2毫米，其余两项也大大低于允
许的误差要求。

1982年1月，“长城”号货轮起锚离开
大连。在横渡太平洋时，货轮遇上了8级
风浪，船体倾斜达 45 度，但从未偏离航
向。抵达美国后，全船万米焊缝无一处破
损，油漆无一处剥落。

“长城”号货轮，是我国船舶工业史上
第一次按照国际规范和标准自行设计建造
的万吨级以上船舶，也是中国第一艘出口
船。它的建造成功，不仅标志着中国船舶
工业跨入了一个新纪元，还成功地吸引了
一大批外国船东，拉开了中国船舶走出国
门、跻身国际的序幕。

叩开“出口之门”

随着技术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船
舶大型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世界造
船业将油轮按载重吨位分为 5 个级
别：巴拿马型，船型以巴拿马运河通航
条件为上限（譬如运河对船宽、吃水的
限制），载重吨在 6 万吨至 8 万吨之
间；阿芙拉型，是适合白令海冰区航行
油船的最佳船型，载重吨在8万吨至12
万吨之间；苏伊士型，船型以苏伊士运
河通航条件为上限，载重吨在 12 万吨
至20万吨之间；ULCC，超巨型原油船，
载重吨在30万吨以上。

最后就是VLCC超大型油轮，载重
吨一般在20万吨至30万吨之间（相当于
200万桶原油的装运量），满载载重吨在
32万吨以下的也可被称作VLCC。全世
界有 400 多艘。以一艘船体总长 333.5
米 的 30 万吨超大型油船为例，长度相
当于35辆5吨“解放”牌卡车首尾相接，
站在一栋每层高为 2.6 米的 21 层楼，你
才能够得着 30 万吨油轮驾驶室上方雷
达桅的底端。30 万吨油轮的总涂装部
位面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 98.4 万平方
米，相当于170个足球场那样大。

什么是V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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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货轮“跃进”号。

“德尔瓦”号。

49 岁的朱先波是大连造船唯一一位
首席技师。在辽宁舰、山东舰两艘国之重
器上，有一项关键焊接技术，是由朱先波突
破的。当时，大连造船正在建造一艘重点
型号水下产品，然而，从外国进口的一个关
键部件却无法完成焊接，项目只好暂时搁
置，一停就是半年。

朱先波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他清
楚焊接受阻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材料焊接时
会产生磁场，想要焊接就必须消磁。于是，
他借来磁场方面的书籍研究，并找了4位
工友一起试验。先用书上介绍的“左手定
律”法，没有效果；再试试“隔离法”，成本太
高，还是不可行。后来他发现，磁场是“活
动”的，于是尝试“导磁法”，终于获得成功。

凭借着无数像朱先波这样的“大国工
匠”，大连造船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

内为海军建造舰船最多的船厂：中国第一
艘炮艇、第一艘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
第一艘油水补给船、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和
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等都是由此地诞
生。这些战舰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防和海
军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大连造船
也由此被誉为中国海军“舰船摇篮”。

除了为海军制造舰船，进入20世纪90
年代后，大连造船就一直在加快追赶世界
先进水平的步伐：1995年1月，被誉为“神
州第一坞”的30万吨船坞投产，为该坞配
套安装的900吨吊车是亚洲起重能力和跨
度最大的吊车。以该船坞建成投产为标
志，大连造船成为国内首家具备30万吨超
大型船舶能力的船厂。其间，大连造船又
先后建造了中国最大的9.8万吨成品油船、
中国最大的15万吨原油船、散装货船、中

国第一艘5.2万吨大舱口多用途船等具有
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船舶。1999 年 8
月，大连造船在国内首次承接 5 艘 30 万
吨超大型油船，实现了中国几代造船人的
梦想。20世纪 90 年代末，大连造船结束
了全球 VLCC 市场由日韩两分天下的局
面，树立了中国造船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022 年，大连造船建造的全球首艘
LNG双燃料超大型原油船“远瑞洋”轮成
功交付。2024年上半年，大连造船签约并
生效船海产品24艘，超额完成全年承接任
务，生产计划已经排到2028年。

从始至终，“辽宁制造”的烙印都深深
地镌刻在每一艘从“大船”驶出的巨轮之
上，那一朵朵澎湃的浪花奏响了辽宁船舶
工业的华彩乐章，也在中国船舶工业发展
史上书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标“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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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声响彻百年，“小坞”成长为“大船”。
一段从弱小到强大，从披荆斩棘到乘风破浪的“蓝色传奇”在大连实现。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大连造船，要为中国船舶工业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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