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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连连看
潜艇、驱逐舰、巡洋舰……这些

体形较大的战舰，一旦出事“趴窝”
怎么办？这时候，就要请“海上搬
运工”——半潜船出马，将出故障的
舰船“驮”回有维修能力的船厂或
基地。

近年来，各国拥有的半潜船数

量有所增加，功能不断拓展。其中，
荷兰、挪威、韩国、美国等在研制和
使用半潜船方面成效明显。一些半
潜船还列装军队，引发多方关注。

那么，半潜船到底是什么类型
的舰船？它有哪些功能？未来又会
何去何从？请看解读。

海运需求强力拉动，
半潜船应运而生

半潜船，是一种装载甲板可浮出水

面 也 可 沉 入 水 下 的 大 型 特 种 海 运 船

舶。与潜艇不同，半潜船不能完全潜入

水 中 ，即 使 甲 板 可 浸 于 水 面 以 下 较 深

处，但仍有部分船体或结构外露在水面

上。借助这种沉浮功能，它能使装卸、

运载海上钻井平台、舰船、潜艇等大型

设备变得轻松不少。

从一定程度上讲，绝大多数装备的

诞生都是填补需求空白的结果。半潜

船的问世也不例外，它的最早“舞台”是

民用领域。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前 相 当 长 一 段

时间内，各国对“趴窝”大型舰船的

运 输 ， 大 多 采 用 其 他 舰 船 拖 带 的 方

式。这一方法虽然比较原始，但是简

单易用。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海

运货物的种类发生较大变化，有的货

物重量、体积、高度远超以往，重心

高 、 稳 定 性 差 ， 拖 带 它 们 变 得 困 难 ，

装卸更是不易，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事

故。

海运行业急需一款能够运送超大

型货物的船只，以保证运输的安全性、

经济性和稳定性。1979 年，世界上首艘

半潜船——超级雇佣者 1 号半潜船诞生

在日本住友重工的船坞中。

奇特的外形、硕大的船体、惊人的

运载量……半潜船一经问世，就受到多

方关注。随后，一些国家纷纷效仿，掀

起半潜船研制的热潮。

半潜船为何能有如此表现？归根

结底来自它运用浮力定律所形成的强

大装卸能力。

半 潜 船 外 部 特 征 明 显 ，船 艏 和 船

艉 高 凸 ，中 间 低 凹 平 坦 ，是 宽 阔 的 甲

板即载货区。这种构型能在一定程度

上 保 持 船 体 稳 定 性 和 平 衡 性 ，使 得 装

载 甲 板 潜 入 水 中 时 ，其 船 艏 和 船 艉 仍

保 持 在 水 面 上 ，更 好 地 完 成 指 挥 调 度

装载的任务。

半 潜 船 自 如 浮 沉 的 关 键 在 于 对

压 载 水 的 调 整 使 用 。 它 设 计 有 占 空

间 很 大 的 压 载 水 舱 。 需 要 下 潜 时 ，

操 作 人 员 会 将 水 注 入 压 载 水 舱 ， 使

半 潜 船 的 甲 板 浸 入 水 下 的 合 适 位

置 。 然 后 ， 再 将 需 要 装 运 的 货 物 拖

拽 到 已 经 潜 入 水 下 的 装 载 甲 板 上

方 。 半 潜 船 要 上 浮 时 ， 则 启 动 排 水

装 置 —— 调 载 泵 或 者 空 气 压 缩 机

等 ， 将 半 潜 船 内 的 压 载 水 排 出 ， 使

船 身 连 同 甲 板 上 的 承 载 货 物 一 起 浮

出水面，然后绑扎固定。

与 传 统 的 拖 船 相 比 ，半 潜 船 在 装

卸便利程度及运输能力方面有着独特

优 势 。 比 如 ，它 一 般 不 需 要 将 特 大 的

货 物 拆 分 装 卸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对 货 物

的 高 度 不 敏 感 ，且 油 舱 大 、续 航 时 间

长 。 尤 其 是 在 装 卸 货 物 时 ，由 于 沉 浸

在 水 中 的 船 体 比 例 大 ，不 易 受 海 面 波

浪 影 响 ，能 够 保 持 较 佳 的 稳 定 性 ，因

此 它 也 有 “海 上 平 板 车 ”之 称 。 如 果

以 半 潜 方 式 在 水 中 航 行 ，由 于 重 心

低、浮心高、位置变化小，甲板与水面

相 差 不 远 ，因 而 抗 击 大 风 大 浪 的 能 力

强、稳定性好。

既可通过浮沉船体来便捷地装载

运送超大型货物，又能借助码头设施采

用滚装、滑装、吊装等多种方式装卸货

物，还拥有良好的海上稳定性、远洋航

行能力及惊人的运力……随着半潜船

这些优点的显现，将其用于军事领域的

计划很快被一些国家提上日程。

强大运力彰显军事
应用潜力

由于运力惊人，不少国家对半潜船

心向往之，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能

够 研 制 和 拥 有 该 类 舰 船 的 国 家 并 不

多。包括荷兰、挪威、韩国、美国等在

内，各国建造和装备的半潜船总数只有

数十艘。

这一方面是因为，半潜船尽管“高

大上”，却只适合部分海洋国家装备 ；

另 一 方 面 则 是 因 为 ，半 潜 船 船 体 巨

大 、研 制 技 术 及 工 艺 要 求 高 ，资 金 投

入 不 少 ，后 续 的 系 统 升 级 、维 护 保 养

等 也 是 一 笔 不 小 开 支 ，一 般 国 家 无 法

承受。

在这方面，荷兰的半潜船产业发展

较有代表性。该国多家海运公司分别

拥有一批半潜船。其中，荷兰蓝色马林

鱼号半潜船的长度达 217 米、装载甲板

面积达 7215 平方米。即使是这一体量，

也比不上道克维斯尖兵号半潜船，同样

不及韩国博卡先锋号半潜船。由此可

见半潜船体量之大。

半潜船研制方面的难度不仅来自

船体巨大。由于它兼具叉装船、浮船、

近海供应船等功能特点，尤其在驱动系

统和下潜定位控制系统方面有特别要

求，所以研发难度更大。

这些来自技术及资金方面的门槛，

使得半潜船始终难以被更多国家拥有，

也使得对其使用主体的定位大多为军

民两用。

作为膂力惊人的“海上搬运工”，半

潜船很快显现出它在军事应用方面的

潜力。一些舰船生产国在向购买国交

付军舰和潜艇，以及一些大型舰船受到

重创而无法自行返航的时候，往往会借

力半潜船。

2000 年 10 月，科尔号宙斯盾导弹

驱 逐 舰 在 也 门 遇 袭 。 将 这 艘 重 8000

多 吨 的 军 舰 运 回 美 国 修 理 的 ，就 是 美

军 向 荷 兰 租 用 的 蓝 色 马 林 鱼 号 半 潜

船。

2009 年 6 月，美国又租用这艘半潜

船，将高约 90 米、重约 3 万吨的海基 X

波 段 雷 达 运 送 到 夏 威 夷 ，进 行 反 导 测

试。

蓝 色 马 林 鱼 号 半 潜 船 最 大 的 骄

傲 ，当 属 将 澳 大 利 亚 堪 培 拉 号 航 空 母

舰 从 西 班 牙 运 回 。 此 外 ，该 艘 船 还 参

加 过 对 俄 罗 斯 海 军 维 克 托 Ⅲ 级 核 潜

艇的运送工作。

随 着 军 事 需 求 的 增 加 ，一 些 国 家

的 海 军 开 始 列 装 半 潜 船 ，以 便 让 其 发

挥更大效用。美军列装的蒙特福特角

号 机 动 登 陆 平 台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讲 就

是 半 潜 船 ，该 国 后 续 的 此 类 平 台 还 在

继续建造中。

从 军 民 两 用 到 专 门 列 装 ，这 种 变

化 不 只 体 现 为 使 用 主 体 的 调 整 ，也 体

现 在 半 潜 船 功 用 的 增 加 与 性 能 提 升

上 。 如 何 在 预 判 作 战 环 境 前 提 下 确

定 建 造 半 潜 船 的 适 用 指 标 ？ 如 何 使

其 跟 得 上 海 军 舰 艇 编 队 的 航 速 ？ 如

何 融 入 舰 艇 编 队 现 有 的 感 知 与 作 战

体 系 ？ 这 些 都 是 半 潜 船 研 制 者 亟 需

解决的问题。

在未来战场或将扮演
多种角色

从理论上讲，半潜船“参军”有其天

然的优势。

一方面，和大多数水面舰艇相比，

半 潜 船 需 要 时 可 部 分 沉 浸 在 水 中 ，外

露 体 积 减 小 ，此 时 的 它 能 有 效 降 低 雷

达反射面积，减弱红外特征，消除一定

噪 声 ，同 时 降 低 对 手 水 面 舰 艇 所 发 射

反 舰 导 弹 的 命 中 率 。 另 一 方 面 ，根 据

水 动 力 学 原 理 ，半 潜 状 态 有 助 于 消 除

兴 波 阻 力 ，还 能 保 持 近 似 水 面 舰 艇 的

态 势 感 知 能 力 。 同 时 ，在 一 些 浅 水 海

区，它还可以浮到水面增加通过率。

鉴于此，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挖掘半

潜船的军用功效。

美军多年来倾力将蒙特福特角号

等机动登陆平台打造成海上浮动前进

基地，充当移动港口的角色；日本推出

的三井海上移动登陆平台，在空阔的甲

板上标注了 4 个重型直升机起降点，也

可用于大批量输送气垫登陆艇、主战坦

克、各种车辆和物资，根据情况进行航

空管制和两栖作战。

除 充 当 海 上 移 动 基 地 外 ，半 潜 船

在 未 来 战 场 可 扮 演 多 种 角 色 ，如 可 变

身海上抢修维修站，充当海上船坞，对

受 损 舰 艇 和 装 备 实 施 快 速 维 修 ；可 变

身 导 弹 发 射 平 台 ，尤 其 在 布 置 垂 发 系

统上，无论是导弹的发射和制导，相关

问 题 都 比 在 潜 艇 上 容 易 解 决 一 些 ，且

载 弹 量 更 大 。 不 过 ，这 对 武 器 系 统 的

抗 浪 和 防 腐 蚀 要 求 大 幅 提 高 ，需 要 进

一步研究。

有专家预测，半潜船在今后将会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半潜船发

展已呈现出以下趋势：

船体大型化。大吨位运输舰船今

后 仍 将 是 各 国 重 点 关 注 的 海 上 装 备 。

在作战态势及体系能确保半潜船安全

的情况下，大吨位的半潜船装载甲板

宽阔，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将更多作

战物资输送到位，投入战场。半潜船

可由部分超大型民用船只改装而成的

实际，也决定了战时投入的半潜船体

量不会小。船体大型化，也可有效降

低战时运输货物的经济成本。

功 用 多 样 化 。 作 为 大 型 运 输 平

台 ，半 潜 船 的 这 一 功 能 将 进 一 步 拓

展 。 通 过 摸 清 运 输 对 象 的 类 型 、构

型 、运 输 要 求 ，今 后 的 军 用 半 潜 船 或

将 有 针 对 性 地 改 进 方 式 方 法 、丰 富 载

具 种 类 ，进 一 步 提 高 运 送 多 种 超 大 型

武 器 装 备 的 能 力 ，实 现 精 准 运 输 、高

效 装 卸 。 同 时 ，半 潜 船 作 为 海 上 支 援

保障平台的功能将得到深入挖掘和丰

富 。 半 潜 船 作 为 武 器 弹 药 发 射 平 台 ，

甚至获得其他新角色定位的可能也大

概率存在。

设 计 模 块 化 。 当 前 ，一 些 国 家 已

把模块化设计纳入半潜船顶层规划之

中 。 各 国 聚 力 研 发 的 模 块 ，主 要 包 括

船体外壳、推进系统、运送系统、燃料

存储系统等。这些模块化设计一旦投

入运用，将有效缩短半潜船制造周期，

提 高 船 体 空 间 利 用 率 ，缩 短 战 时 维 修

时间，实现综合能力的跃升。

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半潜船包

括装载能力、投送能力在内的综合能力

将会得到较大幅度提升，能更有力地扮

演好“海上搬运工”的角色。

供图：阳 明

本版投稿邮箱：jfjbbqdg@163.com

半潜船：浮沉自如的“海上平板车”
■杨 杨 李 姗 王皓凡 李 韬

据韩联社 9 月初报道，韩国未来 5 年

将投入巨资提升导弹战力，其中就包括

部署“天弓”-2 地空导弹系统。

此前有消息称，“天弓”-2 地空导弹

系统的量产产品拦截试验取得成功，即

将正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往前推几个

月，即去年 11 月，韩国首套“天弓”-2 地

空导弹系统加入韩国空军服役。

韩国为何对“天弓”-2 地空导弹系

统这么倚重？为何如此紧锣密鼓地推

进？这套被韩国视为“自主研发产品”的

地空导弹系统战力如何？

“天弓”-2 地空导弹系统，是由韩国

国防发展局与该国一家公司联合研制的

新一代地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的研制项

目于 2012 年正式启动。

尽 管 韩 国 称 这 套 系 统 是“ 自 主 研

发”，但有专家认为，它还是吸收了不少

来自俄罗斯的导弹技术。

苏联解体后，作为继任者的俄罗斯

一度提供了大量俄制武器装备如主战坦

克、步兵战车、气垫登陆艇、卡-32 直升

机等给韩军。随着双方军事技术层面交

流的加强，韩国开始在俄罗斯帮助下研

发 M-SAM 中程导弹系统。这一系统最

终演变成“天弓”-2 地空导弹系统。

2017 年 6 月，韩国对“天弓”-2 地空

导弹系统进行实弹测试，成功在空中进

行两次点火，导弹以 4.5 马赫速度飞行并

命中了 40 千米外的目标，初步显示出其

较强战力。

研制过程中，韩国显然对来自多国

的相关技术进行了集成与融合，如俄制

导弹系统常用的“冷发射”技术、导弹发

射系统模块化设计以及可与外界高效沟

通互联的数据链技术等。

和大多数俄罗斯地空导弹系统相

似 ，“ 天 弓 ”- 2 地 空 导 弹 系 统 有“ 眼

睛”——具有多种功能的 X 波段固态有

源相控阵雷达；有“脑袋”——指挥方舱

及 联 网 计 算 机 系 统 ；有 够 劲 的“ 腿

脚”——“运输-起竖-发射”三用车和电

源车、保障车；也有“拳头”——根据俄制

反导拦截弹研制的新型导弹。这些配

置，不仅使“天弓”-2 拥有一定的机动

灵活性，而且命中精度也有了保证。

“天弓”-2 地空导弹系统的感知核

心是 X 波段三坐标有源相控阵雷达。借

助它，“天弓”-2 可以快速搜索和跟踪一

定范围内的弹道导弹，对一些小目标也

有较好探测跟踪能力。

在俄制导弹基础上研制而成的新型

导弹，飞行时机动过载较大，加上采用复

合制导方式，即飞行初段惯性制导+中

段 数 据 链 指 令 修 正 +末 段 主 动 雷 达 制

导，因而拦截精度较高。

不过，有专家认为，“天弓”-2 地空

导弹系统也存在不少局限性。

由于 X 波段雷达主要用于应对高空

战机和弹道导弹，它对掠地飞行的战机

和巡航导弹探测能力较弱。

和其他国家的地空导弹系统相比，

“天弓”-2 地空导弹系统所用新型导弹

射程不算高，飞行速度相对较低，所以当

它面对超高速弹道导弹攻击时，大概率

会“有心无力”。

与动能拦截弹相比，“天弓”-2 地空

导弹使用的是定向杀伤战斗部。这种依

靠破片来损毁来袭目标的方式，很难完

全化解掉来袭兵器或其残骸带来的伤

害，因而防空效能并不是很理想。

对韩国来讲，“天弓”-2 地空导弹系

统研制成功，有着相当大的意义。韩国

希望像以色列精心打造梅卡瓦主战坦

克、法德联手研制第五代战机等一样，朝

着装备自主研制方向迈出坚实一步，把

武器研制、使用主导权握在自己手中。

这也为韩国今后对其性能进行改进甚至

出口创汇奠定了基础。

上图为“天弓”-2 地空导弹系统构

成图。

“天弓”-2的前世今生
■尚敦敏 周俊辰

热点兵器

顾名思义，弹链就是运用专门部件

将大量子弹并排连为一体形成的链条。

弹链初期形态为帆布弹链，因其具

有供弹量大、相对轻巧等优点而很快普

及。然而，帆布弹链易受潮、发霉、变形，

这些缺点的存在导致它为机枪供弹时不

够顺畅，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金属弹链

因其刚性较强、不易变形等特点，逐步取

代了帆布弹链。

按照链接子弹的方式及子弹射出后

其所呈现的状态，金属弹链一般分为不

可拆散式弹链、全可拆散式弹链和组合

式弹链 3 种。

不可拆散式弹链由一定数量的金属

链节构成，它主要依靠链节上的金属弹

药卡槽固定子弹，链节之间大多采用铰

接方式连接，不易拆卸。它具有便于装

弹和回收等特点，在苏制武器中最为常

见，如郭留诺夫 SG43 重机枪和早期的

PK 通用机枪，使用的都是不可拆散式弹

链。但是，在作战中，这种弹链因为较

长，在转移阵地或者使用者做战术动作

时会成为累赘，具有一定局限性。

全可拆散式弹链的单个链节并不能

固定子弹，子弹充当了各个链节之间的连

接轴。因此，子弹实际上是插接在各个链

节之间。当子弹射出后，相关链节之间的

连接轴缺失，链节就会散开。与不可拆散

式弹链相比，全可拆散式弹链最大的优势

在于结构紧凑、使用灵活，同等长度下可

容纳更多子弹。射手还可以根据任务情

况自行决定弹链长度，也可以把几段用剩

的短弹链编联在一起继续使用。其短处

是——子弹打完之后，完全散落的链节，

不利于收集和重复使用。北约各国大多

采用这种弹链，如 M27全可拆散式弹链，

美军及其他北约国家的 5.56 毫米口径机

枪就在大量使用。

组合式弹链也叫半可拆散式弹链，是

将几段短的不可拆散式弹链组合起来，各

段连接处则使用子弹作为各段之间的连接

轴，因而它兼具不可拆散式弹链便于携带

回收的优点和全可拆散式弹链结构紧凑、

使用灵活的优点。每一段不可拆散式弹链

长度为 3发、5发、10发、25发不等，但连接

起来则“不可限量”。由于它兼具经济性和

实用性，因而运用比较广泛。比如，苏制

DShKM机枪常用的就是组合式弹链。

弹链供弹方式除广泛应用于机枪

外，也用于一些火炮。例如苏联 2A42 机

炮采用双路弹链供弹，实现了快速连续

射击，火力相当可观。

左上图为全可拆散式弹链；右上图

为不可拆散式弹链。

机枪弹链—

持续火力的“传送带”
■张永昊 王思博 刘若璇

兵器知识

图①：蒙特福特角号机动

登陆平台；图②③：蓝色马林鱼

号半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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