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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水下載具是人類探知深奧海底世界
的重要載具，隨著科技與商業的發展及人
類對未知世界之探索，此載具之研製與發
展日益受到重視，其應用領域廣泛諸如海
底油管及電纜的佈放、海底油田及礦產的
探勘、深海科學研究、海底觀光及軍事用
途等。而事實上，可潛式載具之設計與建
造，亦為發展中國家建造軍事潛艇之雛
型。由模型試驗測試證實，球型壓力殼為
抵抗靜水壓力之最佳構型。因此，本計畫
以美國陽光造船及乾塢公司所建造之深海
載具 GUPPY(單球型壓力殼)為研究對象，
採用有限單元分析軟體 ABAQUS，進行
GUPPY 型理想化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處
(即開孔處不具補強)之結構分析，其次，探
討實際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處考慮殼厚變
化之結構分析以及降伏強度、極限強度及
挫曲強度效應，此外，並探討 GUPPY 型實
際深海載具壓力殼遭受對稱衝擊之結構反
應，最後分析單球殼在不同重量/體積比與
鋼材下對潛深之影響及不同潛深時壓力殼
容積變化對載具之影響。研究結果期盼能
提供深海載具設計與分析人員之參考。。

關鍵詞：水下載具、壓力殼、結構分析

Abstract

The keen desire to explore the ocean 
depths is stimulated not only by our curiosity 
into unknow areas, but also by the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the ocean gives us. In order 
for us to successfully explore and exploit 
marine resources, a system is indispensable. 
The deep-diving submersible vehicl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many diverse fields, e.g., 
the oil industry, scientific deepwater marine 
research, underwater cable and piping laying, 
deep ocean mining, as well as submarine 
rescues. In fact, the design and building of 
the submersible vehicle is the prototype of 
the military submarine that a typical 
developing country desires to build. From the 
model test result, it is proved that the sphere 
shape is optimum for external hydrostatic 
pressure loading. Based on ABAQUS finite 
element system, the static response of Guppy 
pressure hull subjected to external 
hydrostatic pressure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not only the diving depth of 
the pressure hull with a manhole and 
viewports, the effect of weight/volume and 
material strength, but also the impact effect. 
Meanwhile, the difference of configures 
between the pressure hull and the 
conventional military submarine is includ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be 
used by the structure designers as a reference 
in their design work.

Keywords: Underwater Vehicles, Pressure 
Hull, Structural Strength

二、緣由與目的

深海載具(Deep Submergence Vehicle, 
DSV)之功能為運載研究人員及儀器設備
至海底進行深海探測、打撈、救難，或為
潛水人員之水下輔助載具、支援海底電
纜、水下結構物及管路舖設、檢查等工作，
近年來，由於商業需求日益殷切，因而海
底工作愈加重要，促使深海載具的建造技
術更加受到重視。我國海軍現擁有四艘柴
電動力潛艇，其中二艘為 1973 年接收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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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第二次大戰末期所建造的 GUPPYⅡ級
潛艇海獅、海豹號，另二艘為 1987 年向荷
蘭購製的旗魚及改良型攻擊潛艇海龍、海
虎號，惟潛艇救難能量目前尚未建立；除
此之外，台灣四面環海且多離島，海洋資
源豐富。因此，諸如海底光纖、電纜與輸
油管的佈放、海底礦產與油田的探勘、深
海科學研究及海底觀光等亟待開發及運
用。鑑此，為因應軍事及商業上的需要，
自力研究發展深海載具，實為我國研製軍
用及觀光潛艇上極為重要之課題。

球型殼由於幾何構型對稱，抗壓能力
較其它構型強，故不需加強材，僅於舷窗
及開孔處使用環向加強材。壓力殼是深海
載具的最重要結構，必須抵抗極大靜水壓
力作用，且可提供人員及裝備之最大酬
載，但是無需如同軍事潛艇般抗拒水下爆
震負荷。因此，壓力殼鋼材須具有較高的
強度與密度比及破壞韌性。本計畫乃以深
海載具 GUPPY 為研究對象，採用有限單元
分析軟體 ABAQUS，進行 GUPPY 型理想
化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處(即開孔處不具
補強)之結構分析，其次，探討實際深海載
具壓力殼開孔處考慮殼厚變化之結構分析
以及降伏強度、極限強度及挫曲強度效
應，此外，並探討 GUPPY 型實際深海載具
壓力殼遭受對稱衝擊之結構反應，最後分
析單球殼在不同重量/體積比與鋼材下對潛
深之影響及不同潛深時壓力殼容積變化對
載具之影響。研究結果期盼能提供深海載
具設計與分析人員之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1.深海載具壓力殼分析模型

GUPPY 型深海載具為單球型壓力殼
開孔結構，如圖 1 所示，採用球座標( θφ,,R )
來描述壓力殼之幾何構型，壓力殼球心

)0,0,0(o oo= ，球殼半徑 R=0.84455m，殼厚
度 t=12.700mm，人員進出口開孔圓心位置
為 )90,90,m8201.0(o1

oo= ， 人 孔 半 徑

1r =0.2032m ， 視 窗 開 孔 圓 心 位 置 為
)18,67,m8382.0(o2

oo= ，半徑 2r =0.1016m。

(1)材料性質
載具壓力殼結構採用高張力鋼(HTS)，

其材料性質如下：
球殼中剖面曲率半徑( R )：0.84455m
殼厚度( t )：12.700mm
密度(ρ )： 310828.7 × ( 3m/kg )
泊松比(ν )：0.290
楊氏係數( E ): pa1110100.2 ×
降伏強度( yσ )： pa10900.6 8×

極限拉伸強度( uσ )： pa10935.7 8×
延伸率( δ )：18%

 (2)負荷性質
   載具每下潛100公尺，則每平方公尺
增加 510795.9 × 牛頓的壓力，不同潛深
則壓力殼承受不同之均佈靜水壓力
(P)，在人員進出口開孔部位，開孔面積
為 1A ，在開孔面積上均佈靜水壓力負
荷值( 11 PAF = )等效於開孔圓周上80個
節點集中負荷，每個節點集中負荷值

80/PAf 11 = ，其作用力向下；視窗開
孔部位，開孔面積為 2A ，在開孔面積
上均佈靜水壓力負荷值( 22 PAF = )等效
於開孔圓周上12個節點集中負荷，每個
節點集中負荷值 12/PAf 22 = ，集中負
荷 2F 作用力朝球心徑向方向，由球座標
轉換卡氏座標公式，可得X、Y、Z三軸
方向之負荷分量。並以一系列的下潛深
度，探討載具壓力殼之降伏水深。

 (3)邊界條件
    由於 GUPPY 型載具壓力殼具對稱
性之結構，因此在分析時，其對稱平面
(X-Y 平面)1，2 方向自由度( 0u,u yx ≠ )
可平移，其餘 3，4，5，6 自由度
( 0,.,u zyxz =φφφ )為零。Z 軸上 A 點

( oo 0,0,m84455.0 )，3 方向( 0u z ≠ )自由
度可平移，其餘自由度為零。

(4)有限元素模型
    為分析深海載具之壓力殼強度，採
用1/2模型，應用有限單元分析軟體
ABAQUS之二種曲面薄殼元素，其中一
為 三 節 點 的 三 角 形 曲 薄 殼 元 素
STRI35，其每一節點上有五個自由度，
分別為 yxyx ,,u,u,u

z
φφ ，模擬球型壓力

殼D點(極點)部份，共有40個元素；另
一為具退化積分之四節點雙曲薄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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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S4R5，其每一節點上有五個自由度，
分別為 yxyx ,,u,u,u

z
φφ ，模擬球型壓力

殼殼段區域(除極點部份外)，共有1584
個元素，二種元素合計有1624個元素。

2.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處(考慮補強)之結
構分析
(1) 應力分析
l當實際壓力殼承受降伏水深靜水壓力
作用時，壓力殼開孔部位明顯較其他
部位應力值要高，且已達到降伏應力
值。
l對 稱 面 上 表 面 應 力 極 大 值 為

pa1071.6 8× ，位於對稱邊界面 81
節 點 位 置 ， 應 力 極 小 值 為

pa1029.2 8× ，位於 50節點位置；
另 其 下 表 面 應 力 極 大 值 為

pa1087.6 8× ，位於對稱邊界面 1節
點位置，可發現此點已達降伏應
力 ， 而 應 力 極 小 值 為

pa1052.2 8× ，位於 64節點位置。實
際壓力殼人孔開孔處周圍應力值多在

pa1070.6~1000.2 88 ×× 之間，視窗開
孔處則多在 pa1070.4~1060.2 88 ×× 之
間，而遠離壓力殼開孔其他部位則多
在 pa1000.3~1020.2 88 ×× 之間，如圖
2~圖4所示，兩者相比較，開孔處顯然
因結構不連續而造成應力集中現象。
l歐美潛艇壓力殼安全因子多介於

1.5~2.5 之間，經分析發現 GUPPY 深
海載具壓力殼設計安全因子約為
2.5，此一設計安全因子可提供深海載
具設計與操作人員之參考。

(2) 徑向位移量分析
l當實際壓力殼承受降伏水深靜水壓力
時，壓力殼開孔部位明顯較其他部位徑
向變形量要大。
l對稱面上最大徑向位移量為 2.41mm，
位於對稱邊界面 81 節點位置，而最小
徑向位移量為 1.55mm，位於 42 節點
位置；由圖表顯示載具壓力殼對稱邊界
面上，愈接近開孔部位，其徑向變形量
愈大。實際壓力殼人孔開孔處周圍徑向
變形量多在 2.110~2.490mm 之間，視
窗 開 孔 處 徑 向 變 形 量 則 多 在

1.830~2.140mm 之間，而遠離壓力殼開
孔其他部位則多在 1.15~2.00mm 之
間，如圖 5~圖 7 所示，兩者相比較，
開孔處由於結構不連續而造成應力集
中，導致徑向變形量較大現象。

(3)降伏強度、極限強度及挫曲強度分析
經實際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結構反

應分析，降伏水深為 800 公尺，靜水壓
力 為 pa10836.7 6× ， 降 伏 應 力 值 為

pa1087.6 8× ，極限水深為 895 公尺，靜
水壓力為 pa1076.8 6× ，極限應力值為

pa1089.7 8× ，另考慮前 10 個挫曲破壞
模態分析，第一模態特徵值為 334，其實
際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結構之挫曲臨界
壓力為 pa1034.3 7× ，挫曲破壞水深為
3410 公尺，其餘模態值。

3.深海載具壓力殼之潛深分析
(1)單球型壓力殼，以HY140鋼材具有最大

的潛深，HY100次之，HY80最小。意
即以HY140高強度鋼材建造的深海水
下載具，其深海作業能力比其它兩種
鋼材所建造的同型載具強。另外，對
重量／體積比而言，HY140鋼材之降
伏潛深為極限潛深的87%；HY100鋼材
之降伏潛深為極限潛深的80%；HY80
鋼材之降伏潛深為極限潛深的74%。
換言之，HY80鋼材之降伏潛深與極限
潛深之差值較其它兩種鋼材大，此即
表示HY80鋼材塑性變形的範圍較
大，而HY100及HY140鋼材壓力殼較
差，如圖8所示。

(2)載具的可潛深度，隨著重量／體積比的
增加而呈線性的增加，此現象對於其
它兩種鋼材亦然。意即，在同一壓力
殼體積之下，壓力殼厚度越大的載具
其抵抗靜水壓力之能力越大，下潛深
度越大。

(3) 單球型壓力殼操作水深 304 公尺，靜
水壓力為 pa10985.2 6× 下，其變形量
為 110831.2 −× mm，壓縮前壓力殼容
積為 2.597 3m ，壓縮後為 2.5942 3m ，
壓力殼容積減少 0.10﹪，亦即浮力減
少 0.10﹪，需啟用海水平衡櫃，以補
償浮力減少量，而達中性平衡狀態。

(4) 單球型壓力殼降伏水深 181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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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水壓力為 pa1077.1 7× 下，其變形量
為 1.67mm，壓縮前壓力殼容積為
2.597 3m ，壓縮後為 2.581 3m ，壓力
殼容積減少 0.23﹪，亦即浮力減少
0.23﹪，需啟用海水平衡櫃，以補償
浮力減少量，而達中性平衡狀態。

(5) 單球型壓力殼極限水深 2314 公尺，
靜水壓力為 pa1026.2 7× 下，其變形
量為 2.13mm，壓縮前壓力殼容積為
2.597 3m ，壓縮後為 2.572 3m ，壓力
殼容積減少 0.96﹪，亦即浮力減少
0.96﹪，需啟用海水平衡櫃，以補償
浮力減少量，而達中性平衡狀態。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已按照原計畫申請書之步驟與
進度實施,並在計畫完成期限內執行預定工
作項目，初步以 GUPPY 型深海載具壓力殼
為研究對象，採用有限單元分析軟體
ABAQUS，進行 GUPPY 型深海載具壓力
殼開孔處之結構分析，研究成果期盼能提
供深海載具設計與分析人員之參考。並將
進一步將計畫成果發表於國內外研討會及
期刊論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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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GUPPY型深海載具壓力殼構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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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補強對稱面之
上、下表面 von Mises應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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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深海載具壓力殼人孔開孔補強處之
上、下表面 von Mises應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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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深海載具壓力殼視窗開孔補強處之
上、下表面 von Mises應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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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深海載具壓力殼開孔
    補強對稱面之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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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深海載具壓力殼人孔開孔
補強處之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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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深海載具壓力殼視窗開孔
補強處之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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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單球型壓力殼在不同鋼材及不同重量
體積比下潛深比較圖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page6
	page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