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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印度海军宣布，自 3 月 6 日起

在靠近南海的印度洋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海

域，拉上至少 16 个国家共同举行一场为期 8

天的大型联合海上军演。

印度多家媒体都把这次海上军演和所谓

的“中国威胁”扯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媒体，

则把印度对中国的军事戒心和军事竞争说成

“印度与中国陷入冷战”。显然，印度想继续

把印度洋当成印度的洋，巩固自己在印度洋

的地位，甚至要把影响力扩展到太平洋，然后

想办法撺掇印度洋沿岸的国家抗衡甚至企图

封锁中国。

然 而 ，大 家 却 对 印 度 的 另 一 件 事 很 关

注。印度有一条总吨位大约 1.1 万吨的钻井

船“Sagar Bhushan”号，去年 12 月来到了印度

最大的造船厂——科钦造船厂进行维修。原

本计划今年 2 月 28 日出坞，在 4 月初修好。

然而，在 2 月 13 日，意外发生了。当天上午，

船体内部突然发生了爆炸。

由于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就

在发生爆炸的科钦造船厂里建造。于是，传

言 逐 渐 走 形 ，甚 至 变 成 了“ 印 度 航 母 爆 炸

了”。“维克兰特”号是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

1999 年 开 始 设 计 ，并 于 2006 年 开 工 建 造 ，

2009 年安放龙骨。然而，期间各种原因导致

完工日期一延再延，到现在 2018 年了，还在

船厂里窝着。

“维克兰特”号航母有个特别“牛”的地

方，它创造了航母服役前下水次数最多的世

界纪录，一共下了 3 次水。

第一次下水是在 2011 年 12 月，其实是

被赶下去了，要给船坞腾地方。因为开工建

造时没想好，光知道剪彩了，敲锣打鼓剪完

彩，却发现没有造航母需要的特殊钢材。特

殊钢材是战略物资，很难买到。于是就长期

放在船台上。可船厂不干了，何时能把钢材

弄来呢？不确定，那你就得下去，我得先造

别的船。第二次是在 2013 年 8 月，这是正式

下水，可那时才完工了 30%，一年后才开始

建舰岛。第三次下水则是在 2015 年 5 月，这

时外形终于基本成型。原先在干船坞里，得

把水放进来才行。然而船坞出口的闸门打

开，把水放进来后，发现瘀泥把门堵死了，船

出不去。

“维克兰特”号是在用生命演绎什么叫命途多舛。

当年俄罗斯“无偿转让”给印度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要海试的时候，局座

就在某节目中表示，不抱什么希望，它别起火就行。结果，早上 8 点播出的节目，中

午就着火了……后来调查原因说是因为锅炉爆炸着火，8 台蒸汽锅炉中有 7 台出

现了问题（后来又辟谣说是 3 个出现故障，不是 7 个）。负责改装的俄罗斯方面说

是因印度不同意俄罗斯使用石棉作为蒸汽锅炉的隔离材料，所以俄罗斯不得不

使用耐火砖。

印度像这样的奇葩事故实在是太多了。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如此多奇奇怪怪

的事故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但凡涉及到武器装备的东西，尤其是武器装备的

操作问题，就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这规程是用多少人的鲜血写成的。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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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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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近日刊文称，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研制反卫星导弹和其他反

卫星武器，不久将能够破坏或摧毁美国所有低

轨道上的卫星，同时对“中俄强大的反卫星武

器”做了盘点。

低轨道卫星的轨道高度为 200—2000 千

米，在这个高度范围内的卫星即是低轨道卫

星。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了中俄对低轨道卫星的

威胁，同时指出有了一系列上升式反卫星能力，

我国可能使用直接撞击技术瞄准和摧毁低轨道

上的监视卫星、中轨道上的GPS卫星和地球同

步轨道上的预警卫星，也存在使用单个核弹头

对低轨道卫星进行大规模杀伤的潜在可能。

军事研究员兰顺正对此表示，“应该指出，

现在几个航天大国应该均已具备攻击低轨卫

星的能力。特别是上升式反卫技术，在各大国

已经趋于成熟。”

“上升式反卫技术就是从低处发射动能杀

伤器，以直接撞击时的动能来产生破坏效果的

反卫星武器，其威力大、一旦命中摧毁率高。”

兰顺正介绍。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在 2007 年使用上升

式动能反卫导弹成功击毁了位于 863 千米高

度的已经失效的“风云一号”C 气象卫星。

2013 年 1 月，我国在境内再次进行陆基中段

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后，美媒对此评论，我国使

用的是新型 DN-2 直接上升式动能反导/卫

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高轨道拦截弹，可以

直接高速撞毁卫星。

而这篇文章提到的俄罗斯在上升式反卫

技术上也颇有建树。俄罗斯的 Nudol直接上

升式反卫星导弹于2015年11月18日首次试验

成功，这次试验成功后，俄罗斯重返反卫星武

器俱乐部。

2017 年 11 月，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

俄新型A-235战略反导系统的测试拦截视频，

俄罗斯军方表示目前世界上暂时还没有类似

的拦截系统。“根据俄罗斯此前公布的消息，

A-235战略反导系统从2014年开始投入测试，

该系统相比于俄罗斯的 S-400 和 S-500 防空

系统有明显的区别，它的拦截高度更高，距离

更远。据此估计该型武器也具备攻击低轨卫

星的能力。”兰顺正说。

除了上升式反卫星技术外，当前反卫星技术

还有定向能反卫星技术以及共轨式反卫星技术

等。定向能反卫星技术是指将激光、微波、粒子

束等能量集中起来定向发射以摧毁卫星的技术

手段，具有速度快、反应灵活、重复使用代价低、

功率可调便于控制破坏程度等优点。特别是激

光，很可能是未来主要的定向能反卫手段。

早在 1975 年 11 月，美国两颗监视导弹发

射井的侦察卫星在飞抵西伯利亚上空时，被苏

联的反卫星陆基激光武器击中变成了“瞎

子”。1997年 10月，美国以中红外线化学激光

炮两次击中在轨道上运行的废弃卫星。近年

来，激光反卫武器已经趋于成熟。

而共轨式反卫技术是指将拦截平台送入

目标卫星的轨道平面，然后对目标卫星进行干

扰或破坏。早在1992年，俄罗斯就已拥有两种

可随时投入实战的反卫星卫星——“杀伤卫

星”和“天雷”，它们都属于共轨式反卫武器。

而外界披露，我国也在进行共轨式反卫技术的

探索。例如，2016 年 6 月，“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携带“遨龙一号”发射升空。“遨龙一号”是一

台空间碎片主动清理飞行器，这被外界视为我

国正在进行共轨式反卫星技术试验。

前述文章还指出，我国已部署了两套公路

机动反卫星导弹系统。兰顺正介绍，“公路机动

反卫星导弹系统一般是指具有较强公路机动能

力以及一定越野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导弹系统，

采用上升式动能反卫技术攻击卫星。其底盘与

目前的一些高端野战防空系统或公路运载火箭

发射系统有较多相似性，只是载荷不同。”

必须指出，这篇文章用了大量笔墨盘点了中

俄反卫武器，但对美军反卫星能力却避重就轻。

兰顺正介绍，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起，美军就先后研制和试验了采用核弹头、动

能拦截弹头的共轨式、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

和激光反卫星武器等等，并进行了多次试验。

例如，美国在 2008 年就用军舰发射“标准-3”

导弹击毁了一颗高度为 200千米左右，据称即

将坠地造成污染的间谍卫星。

低轨卫星的安逸时光到头了？

P-P-33““猎户座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反潜巡逻机（（P-P-33 OrionOrion））

吊放式声呐吊放式声呐

声呐浮标声呐浮标

““水下长城水下长城””海洋水声监听系统模型海洋水声监听系统模型

美媒近日报道，我国正寻求
迅速提升深海数据收集能力。据
称，我国在一些重点地区、关键节
点上，部署了先进的水声传感
器。这些传感器能通过秘密部署
的大量太阳能浮标连续不断地向
卫星发送数据，从而为潜艇部队
和反潜作战力量提供了第一手的
反潜资料。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水
下监听网络是什么？它对潜艇有
何威胁？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对水下潜艇探测最

有效的手段是声学探测设备，包括声呐浮标和

吊放声呐。但由于现代潜艇敷瓦消声、减震降

噪和消磁技术的发展，发现潜艇变得越来越困

难。可以说，整个的反潜过程就是一个“大海

捞针”的过程。

也因此，建立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反潜

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海底监听网络就是重

要一环。

军事评论员彰海雄告诉记者，“海底水下监

听网络的建设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持，也需要资

金的支持，更需要战略需要的牵引。事实上，这

种大型武器项目也只有少数大国和经济强国才

能承受，因为中小海洋国家并不需要在全球扩

张实力，建立强大的反潜体系。因此，历史上只

有美国和日本曾联手建立过这一系统。”

彰海雄介绍，其核心是数以千计的水下监

听器，逐个安置在海底传达声音效果最佳的位

置，然后用电缆把它们串连起来。潜艇和战舰

只要进入这个阵列系统的范围，都会被水下监

听装置察觉。根据不同监听器报警的先后顺

序，即可判断声源方位。

在 2016年的我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上，就展出了被称为“水下长城”的海洋水声

监听系统。据称，该系统由水下声呐阵列、岸

基分析处理组件以及通信电缆组成，任何水下

的声波只要进入阵列范围，都会被系统察觉。

而一年之后，中国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正式获

批复建立，将在东海和南海分别建立海底观测

系统。观测网建成后，将实现东海和南海从海

底向海面的全天候、实时和高分辨率的多界面

立体综合观测，服务于科学前沿研究、海洋环

境监测、灾害预警、国防安全与国家权益等方

面需求。当时，美国媒体就认为这套系统将承

担部分情报搜集的功能。

这些都被境外媒体视为我国正在建设反

潜网络的信号。尽管美媒炒作我国在海洋中

建立的反潜网络，但实际上美国才是反潜网络

最大的建造者和使用者。自二战结束后，美军

对反潜体系的建设一直十分重视，冷战时期为

了应对苏联潜艇的威胁美国就建立了固定式

水下监听系统。

少数国家玩得起

“水下监听系统一般设置在重要的海峡、

水道、港口以及海军基地等重要区域，主要实

现搜索跟踪战舰特别是潜艇的目的。”彰海雄

说，“潜艇神出鬼没，是最难发现的海军装

备。如果依托水面舰艇和飞机进行反潜搜

索，费时费力，耗资较大，并且发现难度也比

较大。而水下监听系统一次建成，长期使用，

除了后方操控人员，无需人员参与，大大降低

了搜索潜艇的人力物力。并且，这种在关键

地区布设的大量听音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

搜索潜艇的精准度也比较高。”

也因此，有媒体甚至称其为“不休息的

海底触角”。

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

海军便提出“音响监视阵列系统”（SOSUS）

的构想，即沿着海床、海底岩石和大陆架、全

面铺设声学传感器阵列并相互连接，构成完

整的水下监听体系。最初，SOSUS 主要安置

在美国东海岸外缘的大陆架上，随后向全球

扩散。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日本配合下，

美军将 SOSUS 的覆盖范围从阿留申群岛延

伸到冲绳附近，欲藉此掌握苏联太平洋舰队

的核潜艇进出“第一岛链”的情况。随着我

国的崛起，美日两国又对 SOSUS 进行升级改

造，重点监视我国潜艇，升级后的系统按照

海峡、岛链和热点海区细分为三种类别。据

分析，该系统实际上构成了搜潜、反潜一体

化的网络，使美日在这一地区的搜潜范围更

大、反潜能力更强。

美日水下监听网部署始于上世纪

反潜作战如同“大海捞针”，因此潜艇自
诞生以来，就一直被各种“对手”从天上到海
下的围追堵截。反潜作战从来不是单打独斗
就能成功，即便拥有了最完备的水下监听系
统，也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

彰海雄介绍，主流的反潜作战方式有三
种：一是依托反潜巡逻机或反潜直升机的航
空反潜，二是通过装备搜潜声呐和反潜武器
的驱护舰的水面舰艇反潜，三是使用潜艇反
潜。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全面、战斗力最强的
立体反潜体系。目前它的主力反潜装备有
P-3C“猎户座”和 P-8A“海神”两种反潜巡逻
机以及 S-3B“北欧海盗”、SH-60“海鹰”反潜
直升机组成的航空反潜力量；由“阿利伯克”
级驱逐舰和“佩里”级护卫舰构成的水面反潜
力量，以及由“海狼”级、“洛杉矶”级和“弗吉
尼亚”级等核潜艇组成的水下反潜力量。

“与此同时，在美军的反潜体系中，很多
装备是‘察打一体’的。”他介绍，按照距离远
近以及自身性能等特点，各种装备相互配合

攻潜。就以美国航母编队为例，一般反潜巡
逻机和核潜艇负责远程反潜；反潜直升机和
巡洋舰、驱护舰负责中程和近程反潜。依托
发达的网络系统，美军的反潜飞机、驱护舰以
及潜艇已经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协同作战。

“可以说美国海军的反潜网每一种装备
都是世界顶尖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万
无一失。事实上，俄罗斯、韩国、日本的潜艇
都曾在演习中渗入美军航母编队，有的还完
成了模拟攻击。”彰海雄指出。

尽管如此，美国建立反潜网络的成功做
法还是受到很多国家的效仿。

“目前，比较受各国海军重视的新型反潜
武器是无人反潜巡逻艇。美国已经成功开发
了这型装备，它采用了三体结构，可以在海上
长时间航行，并具备精确搜潜能力。使用喷
气式飞机改装的反潜巡逻机效能很高，也得
到很多国家的青睐。此外，依托太空卫星搜
索潜艇的技术也逐步成熟，未来将成为一个
重要的反潜发展方向。”彰海雄说。

搜寻打击潜艇是体系作战

水下监听系统水下监听系统
永不休息的海底触角永不休息的海底触角

““遨龙一号遨龙一号””太空垃圾清理飞行器想像图太空垃圾清理飞行器想像图

据新华社讯 为有效应对来自近地低轨道的导弹和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威胁，俄新

型近程反导导弹将于今年年底前在莫斯科附近参加试验性战斗值勤。

俄国际文传电讯社近日报道，俄反导防御系统即将迎来的这支“生力军”是名

为“努多利”的 53T6M 型反导导弹。这种两级固体燃料导弹采用 A－235 发射系

统，配有新式发动机、弹载电子设备、数字控制系统和性能得到改进的雷达及弹道

计算设施。

俄新社援引俄国防部社会委员会委员科罗琴科的话报道，努多利导弹的前辈是

启用于上世纪 90 年代、使用 A－135 发射系统的 53T6 型近程反导导弹。与其相比，

努多利导弹的质量及外形参数没有变化，但 53T6 导弹使用固定竖井发射，而努多利

导弹则单枚放置在一个筒形的运输兼发射箱内，车载运抵指定阵地并竖起发射。此

外，53T6 导弹只使用核弹头，努多利导弹则能使用常规弹头。以常规弹头在本国人

口密集区上空反导，无疑对己方更为安全。

俄《军工信使报》报道，努多利导弹的攻击目标为来自大气平流层或近地空间低

轨道内的核弹头以及高超音速飞行器。俄新社报道说，53T6导弹的射程约 100千米，

射高约 30 千米，其“接班人”努多利导弹的射程、射高和摧毁单个及多个目标的效果

均有大幅提高。

俄新社还说，努多利导弹的“眼睛”是在莫斯科郊外的厘米波相控阵导弹预警雷

达站“顿河－2N”，它能侦测 2000 千米外、尺寸约为 5 厘米的近地空间飞行物，可在

3700千米外的近地空间发现洲际弹道导弹弹头。一旦发现敌情，该雷达站将把侦测

情报传给某测算中心内的“厄尔布鲁士”超级计算机，后者在算出敌方飞行器的行进

轨道后，将向单个或多个反导发射系统发出拦截指令。

俄新型近程反导导弹今年试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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