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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深处听“惊雷”

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
从完全依靠陆地逐步向海洋拓展，给浩
瀚宽广的海洋带来了繁荣的海上贸易，
同时也带来了“无敌舰队”。

从 1624 年荷兰物理学家科·范·德
贝尔来到英国展示了他设计的世界上第
一型潜艇样艇，揭开水下世界神秘面纱
的一角，到 1776年“海龟”号潜艇首次执
行水下作战任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军的“海上狼群”战术，以往平静的蓝
色深海被搅得不再安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海
洋基本归于宁静。而后，美苏冷战 40余
年，大洋深处，再次暗流涌动，于无声处
听惊雷。随着苏联解体，远洋水下攻防
热度才逐渐消退。

进入新世纪以来，水下和水面作战
环境日益复杂。潜艇静音性能的不断提
升和大量长航时深潜无人潜航器的出
现，令侦察水下目标更加费时费力，反潜
作战的任务量和技术难度空前加大。如
何探测和追踪潜艇成为各国海军面临的
巨大挑战。近年来，随着美俄博弈加剧，
俄罗斯海军的反潜“三剑客”应运而生。

新技术升级老“深弹”

深水炸弹（即深弹）是反潜的元老级
武器，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

深水炸弹结构简单，却存在发射后
不可控、命中概率低等缺点。如今，随着
信息技术发展，大多数国家主要反潜武
器不再青睐深水炸弹，而是瞄准了升级
空间大、便于操控的鱼雷。

俄罗斯并没有盲目“跟风”。当大
多数国家的岸基反潜机和反潜直升机
主要使用反潜鱼雷作战时，俄罗斯依
然保留了深水炸弹。当然，他们的深
水炸弹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去年，在
圣彼得堡举办的国际海事防务展上，
俄罗斯推出了一款性能很“别致”的智
能深水炸弹——Zagon-2（其出口版本
命名为Zagon-2E）。

Zagon系列是由俄罗斯机械制造技
术公司设计的制导智能深水炸弹。上世
纪 90 年代就推出的第一代 Zagon-1 深
水炸弹，性价比非常高，很多国家都采购
过。与 Zagon-1 相比，Zagon-2 进行了

重要升级，长 1.5米，重 120千克，“身材”
高壮不少，战斗部装药增加近2倍。

Zagon系列智能深水炸弹通过固定
翼反潜平台或直升机平台投放，投放后
依靠降落伞下落。落入水中后，武器上
搭载的声呐系统开始工作，搜索潜艇位
置，一旦发现目标，计算机就会控制运动
系统引导武器驶向目标。

Zagon-2声呐系统性能是升级前的
3倍，可以攻击海面上以及处于潜望深
度或水下 600 米巡航深度的潜艇。同
时，Zagon-2智能控制系统配有自毁机
制，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发现目标，系
统就会启动自毁机制，避免了未爆弹药
的安全隐患。

“空海猎潜”独树一帜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谋求发展无
人艇。今年 1月，美国海军接收了一艘
名为“海上猎人”的“反潜战持续追踪无
人艇”。在这之后，俄罗斯也宣布将推出
多功能无人艇，打造自己的“空海猎潜”
组合。一旦多功能无人艇进入俄海军服
役，将大幅度提升俄罗斯海军的反潜作
战实力，成为未来“空海猎潜”的“侦察尖

兵”。
相比于传统作战舰艇，无人艇具有

独特优势。无人艇可在无人驾驶和远程
操作方式下运行，不必担心艇上人员在
执行战斗行动时的生命安危。

以美国“海上猎人”为例，在5级海况
（浪高3-4米）下，无人艇可在海上自动连
续执行反潜任务 70天以上，按正常速度
巡航，至少可在海上航行 1万海里。此
外，“海上猎人”在测试中航速超过30节，
超过常规潜艇的最高机动速度，可确保
其对潜艇的密切追踪。

而俄罗斯多功能无人艇最大的特点
在于其“空海猎潜”的设计理念——“飞
机（直升机）+无人艇”模式。多功能无
人艇具备多项功能，既可以搜索和检查
舰艇，又可以用于反潜作战。无人艇通
过声呐浮标，“听”到藏在水下的潜艇，然
后将数据发送给在距水面数千米高空飞
行的飞机或直升机，指挥员根据情况做
出相应决策。

去年年底，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对“飞
机(直升机)+无人艇”组合进行了首批测
试。通过一系列测试，证实了可以在飞机
和直升机上操控水面无人艇。这项测试为
打造“空海猎潜”组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取得初步成功的俄罗斯海军并未止

步于此。随着无人机技术日渐成熟，俄
罗斯希望能够打造出“无人机+无人艇”
的全无人化“空海猎潜”组合。

在“空海猎潜”组合下，1架飞机和 2
艘无人艇就能完成几艘反潜战舰的任
务。这样的组合将有效缓解俄罗斯水面
反潜舰艇短缺的困境。

海上反潜“喀秋莎”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参加今年 4月
袭击叙利亚行动的除了美国及其盟友
的军舰和战机，还有英国潜艇。英国潜
艇在预备攻击时受到俄罗斯海军的干
预，俄方两艘护卫舰挡在叙利亚海岸
前。英国若要发射导弹，只有越过俄罗
斯护卫舰上方才能完成，但此举将很容
易被误判为对俄罗斯舰艇的攻击行为，
进而导致俄罗斯的反击。

英国潜艇因此被媒体调侃而尴尬不
已。但随着俄罗斯曝光当时其护卫舰装
备了 90R1 型反潜导弹时，英国潜艇不
禁惊出一身冷汗。因为，90R1型反潜导
弹号称“潜艇克星”，可消灭水下 1000米
的潜艇。该导弹加入了 RPK-8“西方”
舰载反潜导弹系统，该系统只需接收到

舰载声呐或者反潜机等发来的潜艇坐标
即可发起进攻，不仅能够通过计算机计
算飞行轨迹，而且可以预设射击前置量
以提高命中概率。只要探测到敌方潜艇
声响，系统就会自动发射。导弹发射后
先在空中飞行，在距离目标不远处潜入
水中，弹头脱离弹身后借助惯性和重力
前进。此时，弹头仍具备改变运动方向
的能力，自导作用距离为 130米，能发现
并预判潜艇的路径，通过舵面偏转调整
导弹姿态，直到命中目标。

该导弹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出色的作
战性能——能够摧毁水下1000米范围内
的目标。常规潜艇下潜深度一般为 200
至 300米，核潜艇下潜深度一般为 300至
600米，除了已经退役的苏联M级核潜艇
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1200米之外，现役核
潜艇最大下潜深度均低于1000米。如果
潜艇采取快速下潜躲避反潜导弹，即使
侥幸逃过导弹攻击，也需要面对潜艇被
压坏的生死挑战。这意味着，潜艇一旦
被90R1型反潜导弹锁定，生机渺茫。

与价格不菲、只能单发使用的“战
斧”导弹不同，90R1反潜导弹更像是火
箭弹。它采用的是 12管联发发射装置，
每艘舰艇上一般携带 60枚弹药，可以进
行 5次齐发。这种海上“喀秋莎”的火力

配置应该说是很有俄罗斯特色。

“矛”和“盾”的权衡

反潜属于防御的范畴。达成防御的
方法有很多种，通过进攻手段达到防御
目的叫做积极防御，而单纯通过防御措
施达到防御目的叫做消极防御。虽然都
是达成防御的目的，但是两者却有着深
刻的不同。俄罗斯对此深有体会。

锻造“大洋尖矛”。俄罗斯被人们称
为“战斗民族”，因为从冷战时期苏联就
一直秉持“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理
念，所以在发展武器装备时，一贯注重发
扬火力和数量优势。正因潜艇是最好的
反潜装备，在冷战时期，一个型号核潜艇
建造数量少则 10余艘，多则超过 30艘。
冷战后期，苏联核潜艇保有数量已经超
过了美国，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也和美国
比肩，苏联“红海军”完全可以御敌于国
门之外甚至在深海远洋击败对方，从而
达到防御的目的。

浇铸“近岸坚盾”。自苏联解体之
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严重倒退，无法负
担起大规模的海军编队，大量装备陆续
退役。俄罗斯大型水面舰艇频频“难
产”，既有资金的缺口，又有技术的问
题。虽然俄罗斯保留了完整的核潜艇
建造体系，但在海军经费全面缩水的情
况下，潜艇的建造速度和装备数量也大
不如前。美国和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
战略空间，俄罗斯面临的军事威胁与日
俱增。在无法大量建造潜艇和大型反
潜舰艇的情况下，研发成本低廉、性能
先进的反潜武器就成了俄罗斯海军的
最好选择。

知彼易，知己难，行更难。从“大洋
尖矛”到“近岸坚盾”，反映出来的却是俄
罗斯面临的困境。

近些年来，俄罗斯不断传出建造核动
力航母、大型巡洋舰等大型水面舰艇和舰
艇编队的计划，模型和计划更换了一次又
一次，建造时间更是一拖再拖。乌克兰危
机之后，遭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甚至连排
水量 5000吨的护卫舰都不能按时交工。
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军队在寻找自身
定位的路上走得相当曲折。

放弃幻想，准备战斗。近两年，俄罗
斯不再执着于必须建造大船。既然无法
建设一支势均力敌的舰艇编队与对手
正面对抗，那么发展性价比高的反潜“撒
手锏”，便成了当下最好的办法，这也是
“三剑客”行走江湖的一个理由。

俄罗斯反潜“三剑客”大洋亮剑
■刚桂虎 史利强 贾长江

世界上有很多奇葩的派对，5月25

日在波兰闭幕的“北约老虎会”（以下

简称“老虎会”）就是其中之一。

猛虎雄狮涂装的战机、扮成老虎

的地勤、被飞行员当成宠物“玩坏”的

幼虎、钻进机舱升空的玩具虎……“老

虎会”是一群因共同 logo而走到一起

的空军中队。只要徽章中有老虎或美

洲狮标志的空军中队都可以参加这个

派对，“老虎会”因此而得名。其实把

“老虎会”说成派对其实不够准确，因

为它并非国际正式组织，而是北约内

部空军的年度集会，其目的是进行经

验交流和协同训练。

为什么这些北约的飞行中队要

“扯虎皮做大旗”呢？

二战时期，“美国志愿援华航空

队”的别名“飞虎队”广为人知，让盟军

闻风丧胆的德国主战坦克也以“虎式”

命名……历史上，狮子老虎等一向以

“勇猛”著称，这些大型猫科动物的形象

至今仍被认为是力量、地位和身份的象

征。当然，如果你是欧洲杯或者欧冠球

迷，那你将对此更有感触。

追溯“老虎会”的历史，还要从上世

纪60年代初说起。当时，美国空军第

79中队驻扎在英国，恰巧英军74中队

和美军79中队均以“老虎”作为徽章，且

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军事交往。当时的

法国正在谋求与美国改善军事合作关

系，并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美驻欧

洲司令部甚至要求下属的各军兵种司

令官“应该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来加

强合作。于是，美军提出了美、英、法三

家举办“老虎会”的建议，并迅速得到各

方一致同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

军协助法国空军组建了EC1/12中队。

队伍拉起来了，剩下的就是时间问

题了。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61年7

月，三支中队在英国伍德布雷齐相聚，

畅谈“人生理想”，切磋空战技艺，于是便

有了第一届“老虎会”。虽说大家各自

都有“小算盘”，但此举确实在北约空军

内部引起了热烈反响，“老虎会”也开始

不断壮大。

1962年，除了惯有的训练、表演外，

第二届“老虎会”开始兼具军事演习的职

能，一些事关北约各种作战问题的会议

和交流活动也被纳入其中。这些做法一

直延续至今。对于那些财力不足以参加

红旗军演的小国而言，“老虎会”俨然成

了一个经济实惠的多国演习活动。

“老虎会”虽然是北约的非正式组

织，但一点也不松散，一个窝里的“阶

级兄弟”，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它的成

员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正式会员，拥有

组织、承办、参与以及推荐最有分量的

“银老虎奖”的绝对权力；其次是见习

会员，他们是那些正在寻求成为正式

会员的飞行中队，见习期为两年，见习

期内必须能够真正展现出“老虎精神”

才有资格成为正式会员；第三是荣誉

会员，主要赠与那些符合会员发展目

标，但无法满足各项标准的飞行中队。

自1961年以来，“老虎会”除特殊原

因停办过3次外，至今已成功举办50多

届，目前拥有14个国家的26个不同身

份的成员。今年的“老虎会”在波兰举

行，23个中队的80架飞机参加了飞行训

练、飞行表演和地面静展。眼花缭乱的

各型“老虎”，让这个名字霸气侧露的“团

伙”，在军迷圈里瞬间霸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群以老虎为

图腾的飞行中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

了北约空军的一张名片。不知将来有

一天，那些偏爱以鹰作为团队徽章的空

军部队会不会为了促进和平而聚在一

起，开启“老鹰会”的新纪元呢？

﹃
老
虎
﹄
为
啥
来
开
会

■
马
彦
军

电影《战争之王》中军火商有句台词

广为流传：“全世界有五亿五千万支枪

械，平均每12人就有1把。我们的问题

是，怎样把枪卖给另外11人。”

在美国校园枪击案悲剧频发的当

下，这样的台词显得更加刺耳和难堪。

然而，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武器就注定与

人“相爱相杀”。除了能够满足人类追求

“安全感”的本能欲望外，武器那精巧的

机械、致命的性能，甚至悠久的历史、衍

生的文化等多种因素，都催生着人们心

中一种特殊情感——“武器崇拜”。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

豪。”从古至今，人们对武器便有特殊的

执着。从定制的刀枪剑戟，到专属的座

驾战车，武器装备作为力量的符号，更能

体现出个性的追求。然而，在现代社会，

武器装备绝非像普通商品那样想买就能

买。普通人要想拥有一件武器平台，除

了一系列繁琐的审批程序外，还要支付

一大笔金钱。而到手后的装备，也往往

需要拆除火力系统，成为“徒有其表”的

空壳。即便如此，仍然拦不住那些对武

器充满好奇与渴望的“铁杆粉丝”。

甲骨文公司的老板拉里·埃里森就

是其中之一。他曾花了600万美元买到

一架东欧小国摩尔多瓦的退役米格-29

喷气式战斗机。他亲自驾驶这架战机往

返于家乡和公司所在地之间。值得一提

的是，米格-29战斗机烧的是特种航空

煤油，这也意味着，埃里森每飞行一次的

油钱就可以买一辆宝马轿车。

当然，如果说“开飞机上班的男人”是

军迷中的“另类”，那么下面这位开着军舰

去度假的阿联酋男士则堪称军迷中的“奇

葩”：前些年，他买下一艘荷兰建造的“寇

腾纳尔”级护卫舰。经过一番改造之后，

这艘180米长的护卫舰摇身一变，成为具

有四层甲板结构的超大豪华游艇。

相比前两者的高调，英国的一位父

亲就明显“务实”多了：不管刮风下雨，他

每天驾驶一辆重达17吨的坦克送两个

儿子按时上学。这位成功的商人有着近

130辆可以合法上路的坦克，除了出演

电影、参加展览外，送孩子上学不过是这

些坦克最日常的使用方式之一。

无论是开着战机上班、坐着军舰度

假，还是驾驶坦克上学，这些令人瞠目结

舌的举动都已足够拉风，真要刨根问底

的话，估计只能归结到拥有者对武器的

“真爱”了。

人类的漫长历史发展到今天，你会

发现，正是人们对高新武器装备的不断

追求催生了诸如卫星、计算机这类极大

推动社会进步的高科技产品。

不过，武器终究是诉诸暴力与破坏的

工具。如何让武器洗去血腥，多一些“日

用”，满足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期盼，仍是一

道难解的人类社会发展难题。

漫谈“武器崇拜”
■杨季鑫

目睹美英法联军发射 100多枚巡航导弹空袭叙利
亚的硝烟，大家在关注“导弹大战”、评论“最拼防空
导弹”、感慨“弱国无外交”时，却没有留意到俄罗斯
新型智能深水炸弹、反潜无人艇和反潜导弹这“三剑
客”悄然亮相。

曾经，英国皇家海军还在为潜艇被人半路“挡道”
而尴尬不已；然而，他们得知俄军舰上可能搭载了
90R1 型反潜导弹的消息后，竟颇有“劫后余生”的庆
幸。态度反转如此之快，让人不禁好奇，俄海军反潜

“三剑客”究竟是什么利器?

热点追踪

兵器漫谈

姜 晨绘

兵器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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