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槱 

(1917- ) 

  杨槱，造船专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

委员。是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及船舶运输系统分析等

船舶设计新学科的开拓者和我国船史研究学科的奠基者，为我国现代船舶

工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槱，别号君朴，江苏省句容县人。1917年10月17日出生于北京市，

1930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南来北往的船只很多，

从那时起他就迷上了船，曾写过题为"广东造船史"的文章。1935年赴英

国，考入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1940年3月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在此期间

每年暑假都去英国巴克来的克尔造船厂接受学徒与绘图员的训练。 

  1940年5月回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讲师、重庆民生机器厂副工程师、重庆商船学校教员、

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1944年11月作为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团员到美国东海岸各地造

船厂及有关学校参观实习，并到费城美国海军造船厂担任协助监造官，监造船、舰，学到了不

少关于舰船设计与建造、生产计划管理、轮机修理等方面的经验。1946年1月回国后，先后任

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海军青岛造船所工务课长、上海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同济大学教授、造船系主任、大连造船厂委员会工务处长、

中苏造船公司副总工程师、渤海造船厂筹备处工程师、大连工学院教授、造船系主任，1955年

大连工学院造船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务长、上海造船学院教务长、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造船系主任。 

  1978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建立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杨槱任所长。1980年5月兼任镇江

船舶学院(现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副院长，198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1984年当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船舶工程(含海洋工程)学科评议组组长。船舶

设计学科博士生导师。  

  长期来，杨槱热心社会事务，成为一位颇负盛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担任中国造船工程学

会副理事长、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

1978年后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八届上海市人大常务委员，1986年后连续三届当

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9年后，连续两届当选为九三学

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78年9月和1980年5月，他分别作为中国海洋科学代表团副团长和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代表团副

团长访问日本。1982年5月，他作为代表团团长赴英国出席国际船舶系统设 

计会议。1984年，他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团人员出访日本友好城市大阪府。1986年，他以近海

力学和极区工程国际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访美国。1990年他应邀去日本大阪 

府立大学讲学。为关心我国的造船事业，杨槱曾向全国人大提交提案，要求对"渤海二号"翻沉

事故作科学调查，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中国船舶设计学科的开拓者 

  杨槱早年跟随造船专家叶在馥，从事船舶设计工作，先后发表了《川江船型之检讨》、

《川江枯水船之稳度》等学术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工作需要，杨槱辗转南北，从事造船厂的建设和船舶修造工

作。50年代中期后转入高等院校从事教务领导和教学工作，继而在船舶设计学科领域中耕耘不

息。 

  杨槱重视船舶稳性的研究。1960年，他主持并领导制订了中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

该规范的制订，以及随之提出的几十个有关的研究课题，推动了我国船舶稳性的研究工作。

1963年他主编了《船舶静力学》教科书。他是我国造船专业率先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1963

年起，他指导研究生对被动式减摇水舱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试验研究，其研究成果日后为船舶设

计和研究单位广为应用，促进了能改善船舶适航性的减摇水舱技术的发展。  

  70年代，国际上电子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而我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尚处于起步阶

段。杨槱深感电子计算机对船舶设计工作十分重要，积极倡导并组织应用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

设计。他带头利用电子计算机革新船舶设计的全过程，而且还带动、组织国内有关研究单位编



制有关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系统。他所领导的科研小组和培养的一批研究生利用电子计

算机对船舶主要尺度分析、型线设计和航行性能计算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主持编制了

《干货船主要尺度分析》、《按常用的三种系列船型资料设计船体型线》、《按母型船设计型

线》等多种程序。他率先发起并与国内有关研究单位联合研制了《海军货船设计集成系统》，

该项研究成果分别获1980年国防工办、交通部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在上述一系列工

作的基础上，他与两位青年教师合编了《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出版，被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评为优秀教材。 

  5000吨经济型近海干货船是70年代中期杨槱的科研小组与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合作研制的一种船型。他率领研究生到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地沿海港口和某些船上进行

调查研究，针对当时燃油价格高涨与该型货船空载时适航性欠佳等问题，对船的服务航速、船

舱布置与压载等进行系统分析。该项研究深得承担该型船舶技术和施工设计的上海船舶设计院

的赞许，该型船于80年代初成批建造。 

  70年代中期后，杨槱凭他长期从事船舶设计工作的经验，认为在船舶设计时还应从航运经

济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才能设计出成本低又能符合订货方要求的船舶，以加强中国船舶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于是他在船舶设计学科中开拓了船舶技术经济论证的新领域。他领导的科

研小组与有关研究单位合作，分别对5000吨近海干货船、15000吨级远洋干货船等进行了技术

经济论证，编制了计算机程序。1980年他编写了《工程经济在船舶设计中的应用》，作为研究

生教材，并率先指导这一领域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在我国的发展。 

  80年代中期以来，指导研究生从事我国沿海石油与煤炭运输系统和长江集装箱运输的分析

研究，应用现代预测技术、运筹学和系统分析方法解决了水运系统中的船型分析；船队规划等

问题。在此项研究中不仅考虑到船、港与航道的配合，也考虑到海上气象、营运中的操作效

率、营运成本等众多不确定因素，并应用计算机技术对水上运输的运行进行动态模拟。从而对

水运系统的规划作出了贡献。并相继发表了一批论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中国船史研究的奠基者 

  杨槱是中国造船科技发展史研究的奠基者。1962年他撰写了《中国造船发展简史》，扼要

地阐述了中国古今造船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兴衰成败之道，言简意赅。当此文在当年举行的当代

中国第一届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上宣读时，引起较大反响，并得到历史学界

的好评。此后，他倡导和号召造船界应重视对我国造船史的研究，进而做到古为今用，总结和

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加速当代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了《近代和现

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秦汉时期的造船业》、《早期的航海活动与帆船的发展》、《对泉州

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的进一步探索》等多篇论文。在他的积

极推动下，中国的造船史研究工作于80年代有所发展。1983年，在杨槱亲自主持下建立了中国

造船工程学会造船史学组。1984年，造船史学组升格为船史研究会，成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

一个专业委员会，使我国的船史研究工作走上了正轨。他是船史研究会的名誉主任委员。1991

年12月，船史研究会与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联合举办"世界帆船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

东亚地区召开的第一次船史国际会议，杨槱担任会议主席。  

悉心追求精心育人 

  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杨槱为发展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历尽艰辛。

只要是工作需要，他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党和政府对他的工作安排。频繁的工作调动，不仅没有

使他丧失业务优势，他反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刻苦工作，努力学习、尽量发挥自己的专

长。他先后在船厂和教育部门任职，对组织船厂生产、编制生产计划、控制生产进度、船舶打

捞技术以及造船专业的高等教育亦深有研究，先后撰写过《造船工程的生产计划和管制》、

《造船人员的训练》等文稿。  

  由于他的丰富经历，知识涉猎面广，又加上对国内外造船科学技术发展的敏感性，故在他

所从事的一系列科研工作中无不贯穿他活跃的思维和创新精神，成为我国船舶设计和造船史研

究领域中新技术和新思想的重要传播者。即使他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对专业学问还是孜孜以

求。长期来他工作极度繁忙，但仍有不少人就教于他或请他审查学术论文，他总是来者不拒，

而且还谦逊地说；"审查论文或研讨问题虽然花去我一些时间，但也是一次向别人学习的好机

会"。为发展我国的船舶工业，杨槱利用一切机会随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使有些重

要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杨槱不仅自己努力追求新知识，不断进取，而且也不忘培养接班人。他本人就培养了4名

博士研究生和10名硕士研究生。对于后辈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常常给年青入压担子；主动为他

们创造学习和工作的条件，使他们能很快地成长，因此在他倡导和从事的学科领域中，人才辈



出，后继有人。对造船界前辈，他又是十分尊重，并经常教导学生应向他们学习。他一贯好学

不倦，悉心追求；服从需要，发挥专长；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精心育人，为人师表。不论是

学问和品德，他都是造船界后辈值得学习的榜样。 

简 历 

1917年10月17日 生于北京市。 

1935年 广州培正中学毕业。 

1940年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毕业。 

1940-1944年 任重庆民生机器厂副工程师、工程师；同济大学讲师；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教员；

交通大学教授。 

1944-1946年 为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团员。 

1946-1949年 任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海军青岛造船所公务课长；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 

1949-1950年 任同济大学教授，造船系主任。 

1950-1954年 任大连造船厂建厂委员会工程师、公务处长；中苏造船公司副总工程师；勃海造

船厂筹备处工程 师。 

1954-1955年 任大连工学院教授，造船系主任。 

1955-1957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副教务长；上海造船学院教授，教务长。 

1957-1990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副教务长、造船系主任、教务长，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

长。 

1990年一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 

1962-1984年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1979-1988年 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 

1979年一 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1981年一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1983年一 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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