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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广角

图①：俄罗斯伊尔-38N反潜巡逻机； 图②：英国“猎迷”反潜巡逻机； 图③：美国P-8反潜巡逻机； 图④：法国“大西洋”反潜巡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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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反潜力量越战

越强

今年 4月中旬，俄罗斯东部军区太
平洋舰队在堪察加半岛沿岸海域举行
了针对假想敌核潜艇的军事演习。与
以前的流程基本相同，该次演习仍是以
己方的反潜机发现敌方潜艇为开端。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这种流程上的相对
固定，部分反映和印证了当前航空反潜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机动性好、灵活性高、搜索范围大、
反应速度快且不易被潜艇发觉，当前航
空反潜平台所具有的优点，在飞机用于
反潜的初期就已经有所体现。

1912年，英国人提出用飞机打击潜
艇的设想，并进行了试验。当时的潜艇，
平时像舰船一样在海上行驶，在使用潜
望镜状态下攻击目标，潜入水下时间较
短。这一阶段的航空反潜，战机更多的
是在近海搜索暴露在水面或处于使用潜
望镜状态下的潜艇，并展开攻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反潜
兵力击沉德国潜艇上百艘，其中飞机单
独击沉的仅为个位数。这时期的航空
反潜战绩并不显眼。究其原因，主要是
此时航空平台搜潜的手段单一，以目视
为主。攻潜武器局限于机枪和普通航
空炸弹，效果不佳。即使如此，一些专
家仍然坚持认为，这一阶段的航空反潜
在遏制潜艇进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一位当时参战的潜艇艇员在回忆
录中写道：“飞机像魔鬼般讨厌，因为你
无法确定是否被他们发现，你总会担心
飞机已经看见你了，因此不敢贸然对目
标发起攻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对海搜索
雷达、深水炸弹、航空鱼雷等反潜武器
的运用，航空反潜作战次数激增。一方
面，盟军在大西洋上组建了专门的反潜
打击群，不少航母搭载着“复仇者”舰载
反潜机，用来驱赶、寻歼敌方潜艇；另一
方面，盟军岸基航空兵在比斯开湾展开
声势浩大的攻势反潜，B-24“解放者”
“桑德兰”等轰炸机和水上飞机对这一
区域的德军潜艇进行 24小时不间断地
封锁压制，收效明显。二战期间，飞机
单独击沉的潜艇及与水面舰艇协同击
沉的潜艇数量，占潜艇损失总数的
41%，航空反潜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彰显。

二战后，核动力的运用使潜艇可以
长时间在水下航行，不需要定期上浮充

电，这使航空平台对潜艇的搜索效能明
显降低。于是，声探测手段逐渐走到反
潜舞台的中央。冷战期间，声呐浮标的
谱系得到拓展,还出现了温度深度浮
标、海洋背景噪声浮标等辅助性浮标。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更多的
直升机开始加入航空反潜行列，航空反
潜力量进一步加强。

空中“三骑士”，“远

近高低”各不同

当前，航空反潜平台主要以固定翼
反潜机、反潜直升机和无人机为主，它
们被形象地称为航空反潜“三骑士”。

固定翼反潜机主要分为岸基固定
翼、舰载固定翼和水上飞机3种。

岸基固定翼反潜飞机一般都是大
型反潜巡逻机，大部分由民用客机、运
输机或轰炸机改装而成，小部分为专门
研发。它们具有作战半径大、控制海域
广、携带武器多等特点，既可用来攻击
远洋深处的核潜艇，又能攻击近岸的常
规潜艇。如俄罗斯的图-142M，美国的
P-8、P-3C，法国的“大西洋”，日本的
P-1等都是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它们是
航空反潜装备的主力。

以俄罗斯的伊尔-38 反潜巡逻机
为例，它由民用客机改装而来，当初研
发的设想就是要具备在 2200千米以外
区域连续执行3小时任务的能力。

各国曾经列装的固定翼舰载反潜
机不多，以美海军的 S-3“北欧海盗”较
为典型。这类反潜机与舰载直升机相
比，能够更快地到达更远的海域，配合
岸基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及时覆盖更大
区域，寻歼潜艇。

主要用来反潜的水上飞机，以俄罗
斯的别-12、日本的 PS-1为代表。日本
和加拿大等国现已研制出新的反潜水
上飞机。不过，这种飞机受自身结构特
性和海上作战环境条件限制，目前只在
少数几个国家的海军服役。

反潜直升机体积小、重量轻，由舰艇
搭载，可有效克服其作战半径小的缺点，
扩大海上活动范围。反潜直升机具有机
动灵活等特点，除低空悬停在海面，通过
吊放声呐探测水下潜艇外，它还可以低
空低速飞行，对水下潜艇持续跟踪。

世界上应用较为广泛的反潜直升
机有俄罗斯的卡-27，美国的 SH-60F、
MH-60R，北约的NH-90等。如今，倾
转旋翼机的出现和加入，又为旋翼机反

潜赋予了新任务。
用无人机反潜，近年来已成为各国

研发的热点。美国实施的“广域海上监
视无人机”项目已取得成果。“人鱼海
神”MQ-4C无人机已投入使用，并被伊
朗击落一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在
发展海上巡逻无人机。印度则选择了
在外购航空平台包括“海上卫士”长航
时无人机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广域
海上监视无人机”系统。

这一研究热点兴起的背后，是各国
对无人机在战场上现实表现的高度认
同，以及对其在未来反潜作战中作用的
坚信与预期。

航空反潜“没有谁能

随随便便成功”

要完成航空反潜任务，先进的机载
反潜设备不可或缺。可以说，正是因为
有了海面搜索雷达、声呐浮标、磁异常探
测器等这些“千里眼”“顺风耳”和感觉灵
敏的“触手”，航空反潜平台才能发现、定
位和摧毁敌方的潜艇。

众多机载反潜设备中，海面搜索雷
达的探测距离最远，可以发现敌方潜艇
暴露的通气管、通信天线、潜望镜等。
当前，空中反潜平台配备的海面搜索雷
达，大多能发现数十千米外以通气管状
态航行的潜艇。

磁异常探测器是通过探测地球磁
场的微小变化来寻找、定位潜艇的装
置，一般安装在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的尾
椎末端，或者安装在直升机吊放电缆的
探头位置。它用来探测水下航行的潜
艇，一般用作最终确认目标。当前，一
些国家已经开始研制以激光为光源的
磁异常探测器，据称探测距离可因此增
加 500到 1000米，而下一代的磁异常探
测器探测距离有望达到2千米以上。

声呐浮标是航空反潜常用的利器
之一，分为主动浮标和被动浮标两种。
单枚浮标的作用距离可达数千米。通
过布阵使用，浮标声呐可对大面积海域
快速完成搜索。

除此之外，机载光电球、红外检测
设备等的“加盟”，使得航空反潜平台的
搜潜能力进一步提升。

即使如此，对航空反潜来说，也“没
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其中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机
载航空反潜装备在搜潜功能方面的瑕
瑜互见。

比如，海面搜索雷达只能探测使用
通气管航行和在水面航行的潜艇，一般
无法单独发现擅长“深海幽行”的核动
力潜艇和 AIP潜艇（使用不依赖空气推
进发动机作动力的潜艇）。磁异常探测
器的探测精度高但距离较近，如果潜艇
潜深过大，它就“鞭长莫及”。声呐浮标
工作时间相对有限，而且受洋流影响较
大，易受复杂电磁干扰，一般很难做到
无缝探潜；尤其是对坐底潜艇，被动浮
标基本无效；主动浮标虽可探测，但因
工作时间很短，通常难以很快且清楚地
分辨出是坐底潜艇还是海底地形。

由此，可以管窥航空反潜的难度。

“猫鼠游戏”双方将

继续维持动态平衡

客观地讲，航空反潜能否取得成
功，与诸多相关装备的综合运用水平、
后端处理装置先进程度，以及深水炸
弹、航空反潜鱼雷等武器性能都有很大
关系。航空反潜平台必须与其他反潜
兵力协同配合，才能抓住潜艇活动的蛛
丝马迹，一步步剥茧抽丝，最终发现、定
位并消灭潜艇。

当前，不少现役航空反潜平台正通
过提升机载设备性能进行“升级”，如法
国的“大西洋 2”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在进
行“标准 6”升级，俄罗斯将伊尔-38 反
潜巡逻机升级为伊尔-38N等。航空反
潜平台借助卫星、数据链等获取海域相
关信息的能力明显提升，且正朝着系统
化、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这无疑将
进一步提升航空反潜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现代
潜艇的静音水平、水下机动能力等明显
提升，下潜深度一再加大，“反侦察”能
力也“水涨船高”，这也在增加航空反潜
的难度。而且，随着一些国家着手将激
光武器和潜射无人机搬上核动力潜艇，
“猫鼠游戏”偶尔出现角色反转也大有
可能。

在航空反潜平台的压制下，潜艇必
须想方设法隐蔽自己，而航空反潜力量
则会动用一切手段寻歼它，不给潜艇
“开第二枪”甚至是“开第一枪”的机会。

这就意味着，“空优”“潜劣”的格局
短期内虽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航
空反潜平台与潜艇的“猫鼠游戏”将长
期处于一种不断演进的动态平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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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反潜—

一场“水涨船高”的隔空较量
■金立峰 张 杰 李 想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4月中旬，美海军一架
P-8A反潜巡逻机针对俄军位于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
基地等目标进行了侦察飞行。而在此之前，美军曾出动
5架P-8A反潜巡逻机在大西洋上空展开飞行训练。

另据美《国会山报》报道，前不久，俄军的两架伊
尔-38N反潜巡逻机，飞到了距离阿拉斯加海岸 80多千
米的地方。而在去年的第 14届土耳其国际防务展期

间，俄罗斯展示了新型的 Zagon-2E 可修正航空反潜
炸弹。

这些发生时间相对紧凑的事件，反映着同一个趋
向：那就是世界主要的军事大国，对航空反潜的重视程
度有增无减。那么，当前航空反潜发展进程如何？它
的基本作战样式是什么？如何高效展开？让我们共同
关注本期话题。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玻璃杯

的故事。利用玻璃一碰即碎的特点，这

种玻璃杯摇身一变，成为实实在在的炸

弹引信。

这个故事据说发生在二战时，因为

弹药消耗量巨大，苏联红军装备的波-2

轻型双翼机一度缺乏航空炸弹。航空炸

弹不够，就用迫击炮弹来改装。后来，迫

击炮弹也供不应求，苏联红军就开始把

目光投向手榴弹，试图把手榴弹当作航

空炸弹来使。

手榴弹采用的是延迟起爆方式，

从拔掉保险针、投掷到起爆，时间有延

迟但是很短暂。从飞机上投掷，手榴

弹往往还没落地就爆炸了，起不到应

有作用。

这个问题后来竟然被部分解决了。

称其为“部分解决”，是因为解决方法只

适用于卵形手榴弹。卵形手榴弹通常使

用翻板击针引信，弹体外有一个翅片，翅

片松开后才会触发引信。苏联红军飞行

员找来一些杯口带有棱边的玻璃杯，将

卵形手榴弹卡放在这种玻璃杯中。空中

投掷时拉出保险栓，因为杯壁阻挡着翅

片松开，所以它在空中不会爆炸。只有

撞在地上，玻璃杯破碎，手榴弹才会被引

爆。

姑且不去详述这种“应急”炸弹的使

用效果，仅这种将生活用品灵活用于战

场的思路，带来的启示就不少，其间闪烁

着战时机变的智慧之光。

生活用品“参军”不是一个新命题，

在历史上甚至有很多“准废品”也同样大

放异彩。

二战时期，有一种燃烧瓶在当时苏

联红军中风靡一时。

这种燃烧瓶之所以有名，一方面是

苏联红军用它摧毁了不少德军坦克。另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大量的“生猛”弹药

竟然是苏联红军因地制宜，用身边的空

酒瓶制造出来的。要知道，在二战时期，

即使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苏联政府

仍然为每名红军官兵每天供应二两伏特

加酒，用以驱寒鼓劲。由此，可以管窥其

酒瓶的可用数量。

让生活用品“参军”，在战时能发挥

一定效用。尤其是那些存量较多的生活

用品，若能帮它们找到最恰当的用武之

地，还有可能因此增加自己一方的胜

算。这也正是生活用品“参军”颇受人们

肯定和推崇的原因。

其实再深想一层，这种肯定，本质上

是对智慧的肯定；这种推崇，是对官兵创

新能力的推崇。

这种智慧尽管很多时候闪现在战

时，但它的养成很可能来自平时长期的

积累。这种积累，在一些“参军”的冷、热

兵器上有所体现。比如铁锹，它“参军”

后就成了工兵锹，如今仍在不断融入新

的创意与智慧。一战期间，当德军在堑

壕争夺战中发现，开刃工兵锹能较好地

用于肉搏时，它就成了有配套教材的近

战兵器。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设计发

明了工兵锹迫击炮，既可用于掘土也可

通过简单变形组装成发射管，将37毫米

口径的小迫击炮弹发射到300米远的地

方。后来，俄罗斯军队在此基础上又将

其改进成铁锹榴弹发射器，虽然最终没

能定型装备部队，但它同样体现着官兵

与研发人员的智慧。

这也说明：人，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

主要力量。充分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

性，他们的智慧就可以点石成金，由此催

生出的战力将无法估量。

生活用品“参军”

折射智慧之光
■景淑彤 胡益鸣

据美国有关媒体报道，5月15日

上午，美空军一架F-22战机在佛罗里

达州的例行训练中坠毁。仅隔4天后，

同一个基地的一架F-35战机在降落

过程中坠毁。不到一周，先后有两架

五代机坠毁，这样的坠机频率或许带

有一定偶然性，但其很可能带来必然

的结果：在潜在客户和更多旁观者眼

里，F-22正加速从“传说”跌进现实。

作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

单座双发高隐身第五代战斗机，F-22

自问世那天起便一直头顶光环：高隐

身性、高机动性、应用推力矢量技术

等，甚至有专家依此认为，它几乎拥有

五代机的全部应有特征。尤其是它至

今仍属美军自用战机，这种“半露半

掩”的存在状态，更使它在一些人眼中

成为“别人家”的或“传说”中的飞机。

“传说”很浪漫，但现实很骨感。算

上这次，F-22这款五代机服役前后已

发生5起坠机事故，此前4次分别发生

于 2004年、2009年、2010年和 2012

年。事故发生原因既有飞行控制系统

故障，也有发电机电缆起火和机载供氧

系统故障等。除此之外，F-22还数次

发生主起落架意外收回、座舱盖卡死等

事故，致使战机机体受损。

从2005年服役至今坠毁5架，损

失的战机数量多寡暂且不论，却仍能

折射出一个事实：F-22存在设计上的

短板和缺陷，而类似事故的一再发生，

带有一种规律性的必然。

诚然，F-22是先进战机。但是，

越先进的武器越复杂，出现问题的概

率也越大。甚至，出于争得先发优势

的考虑，先进战机有时会“带病”生产，

这使得战机安全这根“绳”有了很多纤

细薄弱之处。

另外，战机在保持整体妥善率方

面有规律可循。较旧的飞机因为人机

结合程度更高、软硬件技术都很成熟，

其安全系数大多时候反而比稍新的战

机更高。这种情况下，新的、复杂的美

空军五代机名列坠机前茅，也就不令

人意外了。

同时，对战机的异常操作更使得

事故的发生成为实锤。对F-22先进

性的极度宣传，客观上带来一个后果，

那就是飞行员开始渐渐忽视其缺陷和

短板，进行更多突破底线的操作。在

这种操作方式下，加上强化训练时的

“猛拉强拽”，F-22战机那原本已多处

变细的安全“绳子”，想不断都难。

对飞行界来说，“有缺憾的先进”

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先进”被“传

说”得太多，最后连自己都开始一叶障

目、不见其余，只对其“先进”信以为

真。从这个角度上讲，F-22战机渐渐

从“传说”跌进现实，于人于己，也许并

不是一件坏事。

F-22：从“传说”跌进现实
■赵华杰 王晓煊

绘图：吴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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