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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018年 7月 19日，俄罗斯国防部首次公开了
“波塞冬”号核动力无人水下航行器测试阶段的画面。

“重锤”终于落地。早在 2015年 11月，美国媒体披露，
俄罗斯在研发“状况-6”无人水下航行器。该武器可跨洋
航行，携带核战斗部，对美国沿岸城市实施毁灭性打击。
美国国会甚至就“状况-6”带来的威胁举行了听证会。

今年 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首
次表示，俄罗斯正在建造能够装备核动力装置的水下无

人潜航器。
项目代号“状况-6”的这款武器，通过俄罗斯国防部组

织的网络投票最终得名“波塞冬”。波塞冬是古希腊神话
中的海神，当他愤怒时，海怪就会出现；当他挥动三叉戟
时，能掀起滔天巨浪，引发风暴、海啸和地震，使大陆沉没；
当他乘坐战车在大海上奔驰时，海面则会恢复风平浪静。

此番，露出真容的“波塞冬”到底性能怎样、战力几
何？请看专家深度解析。

封面兵器

F-22“猛禽”隐身战机一向光环

加身，然而近年来却屡屡遭人诟病。

一方面，美国政府问责局批评

“猛禽”部队执行任务时间少、战机

可用率低，遂行了大量不需要其特

殊能力的“低级”演习演练和作战任

务。另一方面，“猛禽”部队的飞行

员和维修保障人员也同样牢骚满

腹、叫苦不迭。这是为什么呢？请

听空军研究院专家傅聂为您解析。

对于空中作战而言，作为消耗品
的战斗机，“猛禽”1亿美元的单价实
在是太高了，连历来财大气粗的美
国也承受不起如此大的开销。

2010 年 ，美军最终决定把“猛
禽”的数量定格在 187 架，而不是最
初提需求时的 381 架。同时，美国空
军五代机的飞行联队设置规模比正
常的飞行联队要小。传统战斗机联
队一般下辖 3个中队、每个中队编制
24 架战机，“猛禽”联队则下辖 1至 2
个中队、每个中队编配战机 18 至 21
架。

虽然“猛禽”联队勤务保障的力
量规模与传统飞行联队一样大，但
维护保养任务不减反增。要确保
“猛禽”的隐身涂层发挥作用，有一
系列复杂的操作程序，其维护保养
耗时长、频率高，直接导致了该型机
执行任务时间大幅减少。

过去 20 年美国空军一直采用的
部分兵力部署方式（即一个中队中只
抽出一小部分进行任务部署），并不适
合“猛禽”打击中队。例如，一个“猛
禽”打击中队有 21架飞机，一次只抽
出 6架飞机执行任务部署，却要带走
这个中队 50%的地面装备、40%的维
修保障人员和 60%的作战人员。为了
确保遂行作战任务或其他前沿部署任
务的战机处于最佳状态，中队派出的
都是资格最老、最有经验的维修保障
人员。这样，留在基地的维修保障人
员数量和能力双双缩水，无法满足留
下的大部分战机保障需要，以至于战
机的完好率持续下滑。2014年，尚有
75%的“猛禽”能够遂行任务，2015 年
这个数字下降到 64%，到今年则跌至
50%以下。

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为应
对欧洲战场高端对手，美国专门研发
了“猛禽”战机。然而随着苏联的解
体，美国军方对第五代战机的训练使
用失去了“靶标”。由于没有相应的
“蓝军”进行对抗演练，飞行员在高威
胁环境下训练时间不足，训练水平始
终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猛禽”联队担
负着美国阿拉斯加和关岛的防空任
务，还要参加联合军演和威慑行动，
过去这些年又先后参加了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一句
话，用的地方太多，维修保障跟不上，
战机破损率不断提升，能飞的“猛禽”
自然少了。这种恶果导致飞行员和
维修保障人员大量流失，所以“猛禽”
出任务的次数就更少了。

（叶海松整理）

“猛禽”被批有点冤

刚刚结束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

坦克两项赛事上，各国坦克兵挥汗如雨

的比拼场景随处可见。烈日炎炎的三

伏天，人们防暑降温的“神器”自然首推

空调。也许你会问，坦克兵为啥不开空

调呢？

别以为军人就不怕热。古往今来，

高温导致战败的案例屡见不鲜。蒙古

围攻南宋钓鱼城时，军队屡次因高温导

致瘟疫而丧失战斗力。拿破仑远征埃

及时，在沙漠烈日的炙烤下，身穿华丽

军装的法军官兵频繁中暑。

电视剧《北非沙漠行动》中有这样

一个镜头：一辆德军坦克在沙漠里抛

锚，英军士兵用棕榈叶堵住坦克上的

所有通风口，备受车内高温煎熬的德

军士兵只好主动投降。中东战场也曾

多次出现类似情况：完好无损的坦克

却被抛弃在途中。阿拉伯国家使用的

苏式坦克车体低矮、空间狭小，封闭的

坦克内部不仅通风不良，还有发动机、

火炮等巨大热源。坦克手极有可能是

宁愿弃车逃跑也不愿再待在“烤箱”

里。

如何才能既要“风度”也要战斗

力？此前，人们想过不少办法，使坦克

和装甲车辆具备一定的空气调节能

力。英军对M3“斯图亚特”坦克分外青

睐，夸赞其为“伟大的轻型坦克”，无非

是因为M3使用了风冷发动机，16个叶

片的冷却风扇不停地从舱内吸气向外

吹，进而带来良好的通风效果。

为什么不能给造价数千万的坦克

直接装个空调呢？原来，空调不仅个头

大，还是“能耗大户”，会夺走发动机功

率并增加油耗，对坦克的机动性能造成

巨大伤害；空调一工作就散热，会增加

坦克红外特征，使其在战场上更容易暴

露；另外，空调系统不像坦克那么“皮糙

肉厚”，很容易在野外吸附尘土砂石造

成损坏。基于这些原因，俄罗斯的T-

72坦克和中国的96B坦克等都没有装

空调。

装空调涉及坦克有限空间的合理

分配，必须在设计之初就专门下功夫。

“豹2”系列坦克的后续改进版本中，炮

塔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

了在炮塔尾部加装空调组件。

不过，给坦克装空调的首要目的，并

不是让“热得抓狂”的坦克车组成员们

“冷静”下来，而是为车内的电子设备降

温。坦克上的各类光电设备十分“娇

贵”，遇有高温立马“罢工”。因此，美国

的M1A2、俄罗斯的T-80Y、英国的“挑战

者Ⅱ”、法国的“勒克莱尔”等坦克相继装
备了空调。

坦克车长，开空调吗
■许妍敏

大续航力、大航速、大潜深

“波塞冬”技战术性能强大

“波塞冬”是世界上首型核动力无
人水下航行器。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其
可以在较大深度上不间断地进行洲际
距离航行，且其航速是当前现代化潜
艇、最先进鱼雷和所有水面战斗舰艇的
数倍。

目前，“波塞冬”的详细技战术参数
尚不清楚。根据俄罗斯媒体发布的画
面估算，“波塞冬”长近 20米，宽近 2米，
排水量为 300吨左右。

据悉，“波塞冬”的水下最大速度可
达惊人的 70节，工作深度超过 1000米。
如此航速和潜深，足以令美国海军所有
核动力潜艇及所配鱼雷望尘莫及。这
也意味着，“波塞冬”很难被发现，即使
被发现也难以被攻击。

根据“波塞冬”大续航力、水下大航
速、大潜深等性能特征，我们可以推断，
它使用的必然是核动力装置。俄罗斯
继承了苏联潜艇核动力装置的雄厚技
术储备、强大生产能力和丰富使用经
验。在 300吨级水下航行器上采用核动
力装置，表明近年来俄罗斯在核动力装
置小型化上取得了巨大进展。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6 年 11 月，俄
罗斯成功进行了核动力潜艇搭载和释放
“波塞冬”的水下测试。事实上，俄罗斯
拥有大量现役或封存的潜艇，可供改装
成搭载“波塞冬”的母艇。如果在新一代
“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或
“亚森”级多用途核动力潜艇上搭载“波
塞冬”，可大幅提高综合作战能力。

除了搭潜艇的“便车”，“波塞冬”还
可自行离开码头，因此对其进行探测和
拦截的难度非常大。占地球表面积近四
分之三的海洋，将成为“波塞冬”得天独
厚的藏身之处。“波塞冬”长期在水下游
弋，根据指令，既可对敌方实施旨在解除
武装的“先发制人”核打击，也可替代弹
道导弹核动力潜艇实施核反击。“波塞
冬”的战场生存能力极高，而且建造和使
用成本比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低得多。

威慑力大、破坏性强

“波塞冬”属于战略核武器

根据威慑效果和打击威力，“波塞
冬”属于“战略核武器”类别。2018 年 3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评估报
告》，将“波塞冬”归入到俄罗斯“三位一
体”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

公开信息表明，“波塞冬”的打击目

标是沿海城市，极具战略威慑力。沿海
地区往往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贸易
中心，其安全和稳定直接关乎所在国家
和地区的根本利益。
“波塞冬”携带核战斗部，可以隐蔽

航行至敌国海岸，通过核爆炸摧毁其重
要的沿岸经济设施、杀伤大量人口、制
造放射性污染等，给敌国造成不可承受
的损失。

冷战时期，苏联海军的鱼雷、水雷、
反舰导弹、火箭深弹都曾使用核战斗
部。因此，“波塞冬”携带核战斗部不存
在技术问题。

根据最新信息，“波塞冬”战斗部威
力相当于两百万吨TNT当量，可以摧毁
整座沿海城市和海军基地，还可引发核
海啸，并可将整个航母打击群送入海底。

不透明、不对称

摧毁“波塞冬”难度非常大

“反潜”是全世界海军都未能很好
解决的难题。理论上，反潜手段多种多
样，实践层面上却困难重重。难就难在
“不透明”的水下环境给侦察探测带来
极大阻碍。
“波塞冬”既可在码头自主起航，也

可由核动力潜艇搭载并释放。针对前

一种方式，尚可以使用天基力量严密监
控俄方基地、港口、码头，对“波塞冬”的
出航发出早期预警。针对后一种方式，
各国现有的反潜力量和技术水平基本
无能为力。因为，核动力潜艇本身具有
极高的航行隐蔽性，脱离潜艇后的“波
塞冬”动向更加难以探测。

应指出的是，即使“波塞冬”被发
现，对其实施反制的手段也非常有限。
在北约体系的所有鱼雷型号中，只有一
款轻型鱼雷的最大工作深度可以达到
1000米。但是，这款鱼雷的最大航速只
有 50节，根本追不上航速 70节的“波塞
冬”。美国海军水下打击武器的主力是
MK54 轻型鱼雷，它的最大航速也只有
40节，而且只适合在浅水使用。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俄罗斯
武器装备研发投入持续下降。在此背
景下，以“战略遏制”为基本指导，俄军
武器装备奉行“不对称”的发展理念，旨
在通过具备不对称的技战术性能，取得
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和威慑效果。“波塞
冬”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

无人反潜系统+水下监听网络

“波塞冬”面临两大威胁

水下力量在与水面力量和空中

力量的对抗中，占据着先天的不对称
优势。但是，近年来新兴的无人反潜
系统却能对“波塞冬”构成一定威胁。

由于无需搭载人员及其保障设施，
无人反潜系统可以装备更多水声设备，
具备更大续航力，可以对水下目标实施
长时间的持续探测和跟踪。其中，美国
研发的“反潜持续追踪无人艇”可以在
高海况条件下连续工作 60至 90天，能大
大扩展探潜海域面积，提高反潜战效
率。
“反潜持续追踪无人艇”可以对水

下目标进行精确定位和跟踪，还可以通
过人工智能处理系统，确定水下目标的
类型和活动意图。通过卫星，反潜战中
心可与多艘无人艇构建起反潜网络。
根据需要，该无人艇还可以召唤 P-8A
反潜巡逻机或水面战斗舰艇，对已经发
现的水下目标实施攻击。

目前，“反潜持续追踪无人艇”尚未
搭载任何武器，只能执行侦察任务。未
来，搭载轻型鱼雷等攻潜武器的“察打
一体”反潜平台，会对“波塞冬”构成更
大威胁。

在茫茫大洋上搜寻“波塞冬”无异
于大海捞针，但在沿岸海域探测到“波
塞冬”则会有更大把握。通过在美国本
土及其海外基地的周边海域布设水下
监听网络，可为“波塞冬”来袭提供预
警。

冷战期间，美军在苏联周边海域布
设了大量海底水听器。这些水听器通
过水下电缆连接到位于岸上的信息处
理中心。20世纪 80年代，美军在大西洋
和太平洋分别设置了反潜司令部，共拥
有 11个岸上数据处理中心、14艘数据中
继船、3 万余海里的海底电缆和高达
4000人的编制员额。美军通过“水下固
定水声监听系统”，可以判断出苏联潜
艇的大概活动海域，将相关数据提供给
美国海军前沿部署的反潜部队，然后引
导反潜巡逻机、水面战斗舰艇和潜艇实
施跟踪。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海军潜艇部队
实力缩水，美军“水下固定水声监听系
统”也相应大幅缩减。

进入新世纪，俄罗斯潜艇部队的技
术水平快速提高、噪声水平不断降低、
活动区域愈发广阔，被美国海军视为重
要的海上威胁。由此，美国海军有意在
西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域，依托原有的
基础，对“水下固定水声监听系统”进行
升级。借助迅猛发展的微电子、大数
据、信息融合、自主系统、人工智能等技
术，美国海军的探潜能力有可能获得阶
跃性提升。

上图：“波寒冬”无人潜航器从潜艇

释放后打击敌方沿海目标的示意图。

制图：梁 晨

资料提供：支 点

翻 江 倒 海“ 波 塞 冬 ”
■李大鹏

兵器漫谈

兵器连连问

姜 晨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