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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海试中的法国梭鱼级叙弗朗号攻击型核潜艇；图②：下水前建造中的叙

弗朗号攻击型核潜艇；图③：叙弗朗号核潜艇加入戴高乐号航母打击大队参加演

习；图④：法国海军红宝石级攻击型核潜艇。 资料图片

今年 6月，法国海军在该国西北部海
港城市布雷斯特举行新一代梭鱼级叙弗
朗号攻击型核潜艇入列仪式。外媒有评
论称，叙弗朗号的入列，标志着法国海军
攻击型核潜艇发展进入新阶段。

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因何在此时
现身？为何是由它来替代即将退役的红
宝石级攻击型核潜艇？在法国海军力量
的新架构中，它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请看相关解读——

“迷你”核潜艇的再升级

在 自 然 界 ， 梭 鱼 以 其 修 长 的 身

形、较大的体格、飞快的游速、对不

同海水适应性较强的特点而闻名。法

国海军第二代攻击型核潜艇被称作梭

鱼级，多少有些“借势”的意味。

1998 年，法国武器装备部、法国

国有船舶制造企业、原子技术公司和

原子能委员会开始设计梭鱼级攻击型

核潜艇。按照规划，该级核潜艇将建

造 6 艘，用来逐步取代红宝石级攻击型

核潜艇。

长期以来，在法国海军的水下战

略力量构成中，红宝石级核潜艇一直

是其不可或缺的主力。

和其他国家的攻击型核潜艇功用

类 似 ， 红 宝 石 级 核 潜 艇 主 要 用 来 反

潜、反舰，也可布放水雷。它一共建

造了 6 艘。由于结构紧凑、最大排水量

仅 2700 多 吨 ， 所 以 操 作 起 来 比 较 灵

活。尤其是在海水较浅、水下情况复

杂的地中海地区，它有着独特优势。

在 北 约 组 织 的 一 些 军 事 演 习 中 ，

红宝石级核潜艇多次取得“战绩”。它

曾“模拟击沉、击伤”过包括阿利·伯

克级导弹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导弹

巡洋舰和罗斯福号航母在内的多艘战

舰 ， 甚 至 在 与 戴 高 乐 号 航 母 的 对 抗

中，也曾通过发射重型鱼雷将其“模

拟击沉”。面对美军航母打击大队由空

中、水面和水下力量组成的先进反潜

网络，它也曾成功“突出重围”。

艇体“袖珍”的优势，充分体现

在机动灵活、隐蔽性强和在狭小浅海

海域游刃有余方面。但是，吨位小也

有弊端，比如艇内空间不足，内部设

计上不得不“做减法”。这导致它所携

带武器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相对

有限，比如，其作为主要装备的“飞

鱼”反舰导弹射程只有 50 千米，且不

具备对陆上目标打击能力。

由于空间不够，红宝石级核潜艇

难以安装减震浮筏系统，甚至一度没

有配备隔音板。这使它在降噪方面与

其 他 国 家 同 代 核 潜 艇 相 比 落 了 下 风 。

不仅如此，艇员的居住环境也受到影

响，导致它作为核动力潜艇的实际海

上自持力明显减弱。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

现 役 红 宝 石 级 核 潜 艇 都 已 超 龄 服 役 。

最 “ 年 轻 ” 的 珍 珠 号 也 已 服 役 近 30

年。雪上加霜的是，2020 年 6 月，珍

珠号在干船坞中维修时发生火灾，最

快也要到明年才能修好和重返舰队。

凡此种种，已使红宝石级核潜艇

与“不可或缺的水下核威慑力量”这

一定位不太相称，使法国最终下定决

心放弃“红宝石”，改养“梭鱼”。

由于对“迷你”核潜艇的优点认

识得较为深透，法国设计制造的梭鱼

级在吨位方面只是“有限增加”。梭鱼

级 核 潜 艇 的 水 下 排 水 量 在 5300 吨 左

右 ， 几 乎 是 红 宝 石 级 的 两 倍 。 但 是 ，

与水下排水量超过 7400 吨的英军机敏

级、水下排水量超过 7800 吨的美军弗

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级

仍然属于小型核潜艇。

长尖齿的“梭鱼”啥
模样

在自然界，梭鱼的牙齿一直在退

化。在这一点上，梭鱼级攻击型核潜

艇恰恰相反。随着体形增大，梭鱼级

核潜艇长出了更锋利、更有力的“尖

齿”。

在武器系统方面，梭鱼级攻击型

核潜艇装备有 4 个单元的 533 毫米鱼雷

发 射 管 ， 可 发 射 “ 黑 鲨 ” 重 型 鱼 雷 、

“ 飞 鱼 ” Block 2 反 舰 导 弹 ， 能 布 放

FG-29 水雷和 D-19 无人潜航器等。

2020 年 10 月，海试中的叙弗朗号

在法国西南部比斯卡罗斯附近的海上

导 弹 试 验 场 ， 首 次 测 试 发 射 了 一 枚

“斯卡耳普”海基巡航导弹。尽管只是

一次测试，但这次试射被法国海军看

作一件“历史大事”，宣称此举“标志

着法国的攻击型核潜艇拥有了打击陆

上目标乃至敌纵深目标的能力”。

在载弹量上，梭鱼级比红宝石级

核潜艇明显增多。此外，梭鱼级核潜

艇的艇艉还可加装一个吊舱，能携带

12 到 15 名特战队员，以执行特种作战

任务。

与红宝石级相比，梭鱼级攻击型

核潜艇更加“多能”。由于采取多用途

设计，它兼具执行反舰、反潜、对地

打击、特种作战支援、情报监视和侦

察以及水雷战等多种任务能力。法国

海军称，梭鱼级服役后的首要任务是

为戴高乐号航母护航。

去年 11 月，在法国海军举行的代

号为“北极星”的海上演习中，叙弗

朗号攻击型核潜艇就被编入戴高乐号

航母打击大队，遂行护航任务，以验

证其作战能力。

显然，要胜任这些任务，单纯靠

“锋利的尖齿”还不够。

为能“伴跑”戴高乐号航母，梭

鱼级核潜艇采用了功率更大、核反应

堆芯寿命更长的改进型 K-15 压水堆，

更换燃料棒所用时间也压缩到 3 个月，

不仅航速提升，总体值勤时间也明显

延长。

为使行动更加隐蔽，该级核潜艇

“向所用钢材品质要下潜深度”。它采

用了与法国凯旋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相

同 的 特 种 钢 ， 加 上 其 他 措 施 的 运 用 ，

其下潜深度可达 350 米至 500 米。

静音水平关系到潜艇的战场生存

力。针对红宝石级存在的问题，梭鱼

级攻击型核潜艇在艇体设计上融合了

鲸鱼型和水滴型的优长，线条更加简

洁流畅。采用电力推进方式、X 型尾

舵，艇体表面敷设高效消声瓦，运用

系列降噪减震措施等，使其噪音大大

降低。

在传感装置方面，梭鱼级抛开了

潜望镜，采用了光电桅杆设计。激光

测距仪、高清摄像机和综合传感系统

的一体化运用，有效拓展了该艇的探

测距离。

吨位的增加，也给艇员带来居住

空 间 上 的 “ 福 利 ”。 种 种 因 素 作 用 之

下，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海上自持

力增加到 70 天，可满足一些远洋行动

的需求。

“在海底、从海底、向
海底”

尽管和红宝石级攻击型核潜艇相

比，梭鱼级在整体性能上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但与俄罗斯的亚森级、美国的弗

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级攻

击型核潜艇仍存在短板，如航速不高、

载弹量有限、弹药发射可选择方式较少

等。

不过，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梭

鱼级攻击型核潜艇仍是最适合法国海

军 需 求 的 攻 击 型 核 潜 艇 。 换 句 话 说 ，

研制该型潜艇，几乎是法国的必然之

选。

事实可能真的如此。

一是从战略层面上看，法国海军

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都

面临换代的问题。他们认为下一代水

下核力量建设应当遵循“在海底、从

海 底 、 向 海 底 ” 和 “ 走 出 去 ” 的 定

位，尤其需要一型体形较大、“脚力”

强劲的攻击型核潜艇与现在及未来的

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匹配，同时为现役

航母提供远洋护航服务，以增强参与

大国博弈的筹码。但在研发红宝石级

攻击型核潜艇初期，在核反应堆上被

美国“卡脖子”的经历，让法国更相

信 自 主 研 制 。 这 决 定 了 梭 鱼 级 核 潜

艇，是由法国自研的、块头有所“放

大”的攻击型潜艇。

二是受经验影响和出于对成本的

考 虑 ， 法 国 的 新 攻 击 型 核 潜 艇 “ 体

格 ” 注 定 不 会 太 大 。 二 战 结 束 以 后 ，

法 国 一 直 奉 行 独 立 自 主 的 国 防 政 策 。

在 各 国 发 展 攻 击 型 核 潜 艇 的 大 格 局

中，其最终确定了建造小型攻击型核

潜艇的定位。红宝石级核潜艇的研制

成 功 与 此 后 所 积 累 的 丰 富 使 用 经 验 ，

使其在确定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定位

时 必 然 会 有 所 继 承 。 所 用 技 术 成 熟 、

换装困难不大等，也能有效降低其总

体研用成本。

比如，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依然

采用低富集度铀作为核燃料，虽说燃

料更换周期相对较短，但潜艇建造的

成 本 也 明 显 下 降 。 按 目 前 汇 率 计 算 ，

叙 弗 朗 号 建 造 成 本 仅 为 13 亿 美 元 左

右。使用高浓缩铀的美国弗吉尼亚级

第五批次核潜艇、英国机敏级核潜艇

建造成本分别超过 34 亿美元和 19 亿美

元。

三是对攻击型核潜艇多功能化发

展趋势的顺应，使法国新型攻击型核

潜 艇 必 须 “ 多 技 在 身 ”。 多 功 能 化 是

当今攻击型核潜艇发展的大趋势，也

是攻击型核潜艇对冲现实威胁“求生

存”的有力举措。如今，弹道导弹核

潜 艇 也 在 变 得 “ 多 能 ”， 甚 至 有 观 点

认为，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攻击

型核潜艇。多功能化对攻击型核潜艇

来 说 ， 不 仅 意 味 着 可 以 “ 一 艇 多 用 ”

提升战力并继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

可使所在国潜艇整体研用成本有所下

降。

种种原因，最终使法国海军下定

决心开始养“梭鱼”，并在国防工业自

主化方面继续探索创新之路。

供图：麻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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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出尖齿的“梭鱼”
■麻晓晶

短短几分钟，一辆充气坦克就快速

出现在眼前。很难想象，这个近看外貌

酷似大号玩具的假坦克，也能“吸引”来

真正的反坦克弹药。其实，当下各国陆

军配备的假目标包括充气式坦克在内，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其仿真性能，

既体现在外观，又深入到内在，有时真可

以说是仿到了骨子里。

大型武器装备，常是对手攻击的重

要目标。尤其是当这些大型武器装备处

于战场体系的关键节点时，更容易受到

攻击。为提高这类武器装备的生存力，

一方面使用者会强化有关防护力量，另

一方面则会用隐真示假的方法来设置假

目标，让假目标在关键时刻“李代桃僵”，

从而保全己方的武器装备和实力。

对假目标的运用在二战时各个战场

上都有所建树。有些假目标的设置初

衷，已远超防护武器装备和关键节点，而

是围绕着达成战略目的而展开。这意味

着大量的假目标不仅要求“真”，更要务

“实”。

具有典型性的莫过于诺曼底登陆。

登陆行动开始前，为误导德国的判断，盟

军展开一系列佯动，其中一项就是在英

格兰东南部地区设置大量假飞机、假坦

克、假大炮。尽管当时设置的假目标大

多为“骨架蒙皮式”，即通过钢制骨架支

撑橡胶蒙皮来达成外形相似，但由于二

战时德军侦察机多用光学装备来侦察，

因此，费尽周章突破盟军防空力量阻击

的德军侦察机，在仓惶之间看到这些假

目标时，仍信以为真。

如今，随着侦察技术的发展以及监

视侦察类弹药的使用，昔日在设置武器

装备假目标时“形似”的要求已无法满足

战场需求。在侦察手段向全方位、多波

段、高精度化发展的背景下，“神似”的要

求在假目标设置时变得至关重要。

当前，不少国家的先进侦察机上都配

置有大量成像侦察设备和电子侦察设备，

这些设备可通过红外感知、电视摄像、雷

达扫描等多种方式来感知目标、获取数

据，再将这些数据实时传输给地面中心进

行分析，以判别目标真伪。这种情况下，

只求“形似”的假目标已经无法瞒住现代

侦察机的“火眼金睛”，设立假目标的一方

“偷梁换柱”难度也随之增加。

为适应侦察手段上的改进，假目标

也不得不加速“进化”。当前，对假目标

的设计要求，早已不再满足于模拟光学

特征，而是将应对现有主要侦察手段都

纳入“视野”，利用电磁学、光学、热学、声

学、材料学等各种技术，全方位模拟武器

装备的各种特征，以求在新的“段位”上

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以充气式假目标为例，当前，其表面

通常选用高雷达反射率材料，涂有具有

金属反射性能的涂料，能逼真模拟现实

雷达的反射特征。其内部配备有热源，

有的还加装了角反射器。有些充气坦克

假目标的炮塔还可转动，从高空侦察，可

谓栩栩如生。

不仅如此，在战场环境中，为充分发

挥其效用，假目标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按

照真目标的伪装手段加以“处理”，并安

排有“演员”假装进行日常维护与修理。

甚至对假目标进行伪装时，还会故意留

一些“破绽”。这种适度的伪装，不仅能

减少伪装作业量，还能在虚虚实实之间

进一步欺骗对手的眼睛。

事实证明，这种仿真到骨子里的假

目标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且在近期的一

些军事冲突中一再被证实。

然而，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为在战场上判明目标真伪，各国也

在改进方法，如提升装备的侦察精度、优

化分析算法等，以便通过增强即时分析

综合数据的能力，提高甄别的准确率。

这意味着，侦察设施与假目标之间

的博弈还会升级，侦察与反侦察之间的

“猫鼠游戏”还将继续上演。

假目标：

仿真仿到骨子里
■张学祎 徐梓淇

据外媒报道，8 月 18 日，在美陆军未

来司令部和欧洲空客公司共同组织的一

次平流层飞行试验中，由欧洲空客公司

研制的一架 Zephyr-8 无人机在亚利桑

那州的一个试验场坠毁。值得关注的

是，坠毁之前，这架以太阳能为动力源的

无人机已经不间断飞行了 64 天，创下无

人机连续飞行时长新纪录。

为无人机寻找更适合的飞行动力，

一直是各国提升无人机性能的主要途

径。除了当前常用的蓄电池与化石燃料

动力源外，一些带有探索试验性质的新

动力源开始与无人机结缘。此前，以色

列的制造商与供应商已开始联手研制无

人机使用的大载荷氢燃料电池；英国空

军首次用由高含糖量原材料与细菌合成

的新型燃料代替化石燃料，完成了无人

机飞行；美国佛罗里达某科技公司公布

的下一代静音无人机，动力系统采用离

子推进器而非螺旋桨，其动力来自一个

较大的电极网格，通过电离空气产生推

力；日本一家公司研发的新无人机，采用

气球构型，靠充满氦气来久驻空中，用气

球两侧安装的超声波模块产生振动并作

用于空气进而实现驱动飞行的目的。

但上述探索与试验，与无人机快速

发展的总体形势尚难以“匹配”。未来无

人机的动力发展，至少要满足两点，一是

源源不断，二是足够强劲。相比之下，太

阳能倒是已被证明有达到这一要求的潜

力。

实际上，太阳能也只是该类动力的

来源之一。激光束如今也被视为一种潜

力巨大的无人机动力来源。

当前，美国 DARPA 正试图给空中

加油机“加料”——装备“机载能源井”。

这种“机载能源井”实际上是一种能发出

激光并实现能量集中传输的专用吊舱，

它与对象无人机上的定向能接受装置、

蓄能装置一起，组成无人机空中“能量光

束充电系统”。

当然，这种探索“还在路上”，其中需

要突破的关键性技术还有很多，诸如怎样

提供至少 100千瓦的连续波、怎样克服云

层和水汽对光束功率的影响、怎样确保能

量精确到达接收装置、怎样解决这一过程

中装置过热问题、如何缩减发送器和接收

器的尺寸和重量等。这些技术难关一旦

突破，激光束注入的巨大能量，必将对无

人机的发展带来革命性影响。

美国对该领域的重视，也给其他国

家解决无人机动力问题提供了思路。可

以预测的是，在这方面，世界各国今后的

投入将会逐渐加大。毕竟，一旦激光束

能在事实上转化为无人机的动力，那将

意味着，借助这一模式，也可解决更多有

人或无人平台中类似蓄能装置的“充电”

问题，在战时实现对能源的动态、灵活分

配。在电力驱动武器装备发展渐成趋势

的情况下，这种远程充电方式或将大有

可为。也许有一天，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太空飞行器的能量补充问题。

无人机

多方寻求更强动力
■白 楠 李 想

装备动态

兵器知识

封面兵器

S-400防空导弹假目标

叙利亚的充气假坦克

欧洲空客公司研制的 Zephyr-8太阳能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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