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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科技的风云榜，环球战事动态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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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4日凌晨，印度港口城市孟买发生

一起剧烈爆炸，印度海军的基洛级潜艇“辛

杜拉克沙克”号爆炸起火，熊熊大火映红了

孟买港的夜空。据报道，截至 8 月 16 日，已

有 18 名船员遇难，另有 15 人失踪。此次惨

剧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眼光，围绕爆炸事故原

因的分析成为议论的焦点。

由于事发突然，目前，印度官方还没有

发布权威的事故调查报告。据俄新网援引

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海军拟邀请俄罗斯参与

潜艇爆炸事故的调查。可以定论的是，在正

式事故报告发布之前，爆炸的原因大多源于

猜测。纵观世界潜艇爆炸和火灾事故的原

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潜艇搭载的武器发生爆炸。比如

鱼雷、反潜导弹、反舰导弹等。2000年 8月，

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爆炸沉没就是艇

内一颗有问题的鱼雷意外爆炸所致。

二是易燃气体闪爆。近年来，以燃料电

池为代表的 AIP技术逐步在潜艇上采用，它

可以大幅提升潜艇海下航行的时间，使潜艇

的隐蔽性大大增强。但燃料电池系统需要

液氢，如果管理不善，泄漏的氢气很容易发

生爆炸。

三是由于线路老化，导致短路并引发火

灾。这个并非潜艇独有，所有水面舰艇都存

在这个问题。由于潜艇空间高度密封，一旦

发生线路着火的事故，极易蔓延，产生的有

毒气体容易导致大规模伤亡事故。这种事

故在服役年限较久的船艇上比较常见。

四是由于管理不善，违反安全操纵规则

引发的火灾。2012 年，俄罗斯“叶卡捷琳

堡”号核潜艇在位于穆尔曼地区的 82 号船

舶维修厂发生火灾事故。原因是在工人进

行点火作业时，潜艇周围的木质脚手架起火

并蔓延到潜艇艇身，点燃了大面积的橡胶消

声涂层。

“辛杜拉克沙克”号常规动力潜艇从

1997 年在印度海军服役，至今已有 16 年的

历史，可以说是一艘并不年轻的潜艇，但从

2010 年开始，该艇在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

升级改造。很多老化的管线进行了更换，并

加装了一些新的武器系统。改装后的该艇

应该排除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的原因。

由于该艇并未加装 AIP系统，也就排除

了液氢泄漏导致爆炸的可能性。因此，该艇

爆炸的原因应该主要集中于管理不善或者

武器意外爆炸。

据有关媒体最新报道，此次印度潜艇爆

炸的原因是在装填俄制俱乐部潜射导弹时，

相关人员违规操作，导致导弹短路，进而意

外触发导弹，一枚导弹击中码头爆炸，另外

一枚在潜艇内部爆炸。笔者认为，这个说法

比较可信。

印度尽管是南亚首屈一指的海军大国，

但其装备管理水平却并不先进，由于自产武

器质量和管理水平低下导致的事故层出不

穷。最为典型的就是印度米格-21 超出常

理的高坠毁率，面对印度对俄制武器系统可

靠性的质疑，俄罗斯反唇相讥，直指印度自

身产品质量控制不严，武器维护保养滞后，

其坠毁战机绝大部分是印度按照许可证自

行生产，且缺乏有效维护。

俄制武器在世界武器具有鲜明的特点，

就是性能直逼西方先进武器，而且往往个别

性能指标还会更加突出。但俄制武器也有

突出的缺点，就是质量相对西方而言往往稍

逊，大修间隔时间短，武器寿命也比西方武

器少了一截。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由于长

时间经济不景气，俄罗斯军事工业部门流失

了大批人才，致使近年来俄武器事故频发。

出口至阿尔及利亚的米格-29 战斗机因为

质量问题被退货，而租借给印度的最新型的

攻击性核潜艇也发生了火灾。近期进行海

试的“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也曾在去年的

海试中发生大规模动力事故。

笔者认为，这次改装不久即发生爆炸的

印度潜艇尽管无法直接证明俄制武器质量低

下，但也会进一步加深世界对俄制武器质量

的担忧，影响俄制武器系统的出口和销售。

印度潜艇爆炸或因导弹事故
□ 海 矛

近日，美国发布了新一轮恐怖袭击警

告，临时关闭了 22个驻中东和北非的使领

馆。经过调整后，其中 19个使领馆的关闭

时间延长到 8 月 10 日。11 日，美国驻中东

地区的使领馆重新开放，但美国驻也门首

都萨那的大使馆至今仍然关闭。笔者认

为，美国在开斋节前，同一时间关闭众多中

亚、北非等地使领馆，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规

避恐怖分子袭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

了恐怖分子的气焰。

从美国发出的警报看，看似很成功，被

关闭的使馆没有遭到恐怖袭击，有效躲过

了恐怖分子，保护了国家及公民财产、人身

安全。但有媒体认为，既然美国能够截获

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通信，那么拥有绝对高

科技优势的美国，为何不采取措施，诱导其

引蛇出洞，一举击毙？有分析甚至认为，美

关闭使馆采用了双重标准，即如果在闭馆

的时间内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说明获取的

信息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被袭击，也说明已

经挫败了恐怖袭击，是“一箭双雕”。

自棱镜事件后，美国在某些方面显得

非常被动。难怪有媒体分析说，美国此时

关闭众多使馆是想证明其监控有关国家的

通信是正确的，进而博得各国民众的认

可。其实，近年来，美国在打击恐怖分子

上，有着独特的方式方法，最突出的是在巴

基斯坦境内用无人机精确打击恐怖分子。

8月 8日凌晨，美军用无人机在也门轰炸了

“基地”组织成员的车队，打死了 6 名武装

分子。

9·11 事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等，激化了民族矛盾、种族歧视

等，给恐怖分子提供了天然的空间和生存

的土壤。以伊拉克为例，在萨达姆执政时，

伊拉克国内虽然也存在种族矛盾，但是恐

怖事件很少发生。而现在伊拉克战争结束

已经 10 年了，汽车炸弹袭击、路边炸弹以

及针对逊尼派或什叶派的种种袭击就没有

停息过，成了恐怖分子练兵的天堂。今年

7 月以来，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相继

发生大规模越狱，有 2000 多名囚犯逃脱，

而在众多逃犯中，有相当人员是基地组织

成员。

在短短的十多年间，西亚、北非等地区

涌现出了大量的恐怖分子，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发动的几场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可以说，是战争催生了恐怖分子，提升

了恐怖分子的“战斗力”。有观察家指出，

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被推翻，那么又一

个藏匿恐怖组织的天堂就诞生了。到时

候，美国是不是又要关闭使领馆？

恐怖分子也是人，也想过正常人的生

活。他之所以由一名常人转化为恐怖分

子，大多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在铲

除恐怖分子的问题上，只要相关国家拿出

公平、正义的态度，用和平的手段，打开彼

此沟通的渠道，放弃以暴制暴解决问题的

方式和“双重标准”，就会化干戈为玉帛。

美关闭使领馆非明智之举
□ 李 强 左振祥

坦克，号称“陆战之王”。自 1916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登场之后，坦克以其强大的火力、防护能力及机动能力获

得了世界各国军队的青睐，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

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陆军的主要装备。

其中，以美国陆军 M1 系列“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在冷

战后的实战经验最为丰富。由于其先进的战术性能，长期以

来，它备受世人关注。特别是近期的一份报告中，M1系列主

战坦克稳居坦克“兵器谱”首位！

M1A1在海湾战争中大显神威

M1 第三代主战坦克于 1971 年 12 月开始研制，1979 年 2

月投产，1982年 1月首批装备部队。为纪念二战中著名的装

甲兵司令艾布拉姆斯将军，该坦克被命名为“艾布拉姆斯”。

M1战斗全重 54.5吨，炮塔和车体多用钢板焊接而成，具

备优异的防弹外形，各部分的装甲厚度不等，最厚达 125 毫

米，最薄为 12.5毫米，坦克正面装有“乔巴姆”装甲。主炮为 1

门 105毫米 M68E1线膛炮，炮弹基数 55发，其中 44发装在炮

塔尾舱内。炮塔前部两侧各装有 6 管 M250 烟幕弹发射器。

M1采用指挥仪式火控系统，光学主瞄准镜与火炮/炮塔相互

独立稳定，火炮/炮塔电液驱动，并随动于主瞄准镜，使 M1具

备行进间作战能力。

以 M1 为基础改进而来的 M1A1 于 1984 年 8 月定型，

1985 年 8 月开始生产，1986 年 7 月正式装备。战斗全重增至

57 吨的 M1A1 的主要特征是装备了由美国特许生产的德国

Rh120式 120毫米滑膛炮，另外还增装了集体三防装置，换装

了新型车长显示器、新主动轮和 T-158履带。美国为该坦克

研制生产了几种 120 毫米炮弹，其中 M827 尾翼稳定脱壳穿

甲弹采用了贫铀穿甲弹芯。自 1988 年 6 月开始，新生产的

M1A1 在 车 体 前 部 加 装 了 贫 铀 装 甲（DU），即 所 谓 的

M1A1HA 坦克，战斗全重增至约 65 吨。经过特殊处理的这

种新型装甲的强度是原先装甲的 5倍。

海湾战争中，M1A1 大显神威。伊军由于没有有效的

夜视仪器，夜战中只能发现 800 米内的目标，且无法准确瞄

准射击。而美军主战坦克使用高效的夜视装备，可以在

2000 米到 2500 米距离上准确射中伊军坦克，伊军在战斗中

没有办法有效发现美军坦克，完全成为瞎子，几乎没有还手

之力。伊军坦克根本无力防御美军坦克贫铀穿甲弹和高效

火控系统的打击。美军火控系统具有极为惊人的准确度，

他们在运动中射击低速敌军装甲目标的首发命中率高达

90％。

美海军陆战 2 师 4 营 B 连的 12 辆 M1A1 坦克遭遇伊军

共和国卫队塔瓦卡第三机械化师的 35 辆坦克。美军 12 辆

坦克第一次齐射就全部命中目标，摧毁 1500 米外伊军 12 辆

坦克。实战中，美军第二骑兵团 E 连十几辆坦克，23 分钟内

摧毁伊军 T-72 坦克 28 辆和 55 辆其他坦克装甲车。而美军

第一装甲师第二装甲旅 45 分钟内全歼麦地那师 1 个装甲

旅，摧毁 55 辆 T-72 和近百辆其他坦克装甲车，混战中美军

自己只损失 3 辆 M1A1 坦克（基本都是轻伤），这种打击效

率极为惊人！

整个海湾战争中，美军仅仅有 9 辆 M1A1 被伊军坦克击

中后毁伤，其他都是毫发无伤。这些坦克中，仅仅有 4 辆被

完全击毁无法被修复。

针对其在海湾战争中暴露的缺点，美国陆军战后决定对

M1A1 进 行 改 进 ，目 标 是 彻 底 翻 新 M1A1。 改 进 后 称 为

M1A1D，也称为 M1A1 AIM 或 M1A1＋，从 2010 年 12 月开

始交付。主要改进措施包括：安装脉冲式喷气装置，用于对

发动机的空气滤清器进行自动清洗；配用外部辅助电源，用

于为电池组充电；配用对人眼安全的激光测距仪，使利用坦

克上的火控系统进行实兵对抗演练成为可能；安装嵌入式诊

断系统，可以对 120 种模拟或离散信号进行监控并将其数字

化，采集数据以进行实时分析，显著提高了现有武器系统及

其子系统的可用性、备战状态和效率；为 AGT-1500 发动机

安装数字式电子控制装置，以降低油耗。

真正实现数字化的M1A2坦克

在 M1A1 基础上加装了贫铀装甲并经过数字化改进而

成的 M1A2 最大射程 3500 米，于 2000 年开始服役，主要改进

是增加了车际信息系统、火控计算机、热成像观瞄仪、定位导

航系统及故障自动诊断报告系统等。车际信息系统将坦克

车长、炮长、驾驶员的控制与显示装置、通信系统以及车体和

炮塔的其他电子设备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在坦克乘

员之间、坦克与其他地面或空中作战平台之间以及与陆军

C4ISR系统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

资料显示，M1A2 的数字化程度达到 90%，与 M1A1 相比

获得目标的时间缩短了 45%，目标定位精度提高了 32%，攻击

能力提高了 54%，生存能力提高了 100%。

在伊拉克战争大规模作战阶段，由于M1A2等主战平台都

嵌入了车际信息系统，从指挥部军官到前方士兵都能从电脑屏

幕中共享各种侦察装备提交的定位和图像信息，从而能够快速

判断敌情、策划战术以及调遣装备和士兵。例如，士兵在行驶的

M1A2坦克中可通过电脑屏幕查看电子地图，监视敌人位置，通

过卫星图像对建筑物进行搜索，并收取指挥官命令。

M1A2 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装有车长独立稳定式热成像

仪，该热成像仪具有猎歼式瞄准镜的目标捕获能力，大大提

高了坦克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与敌交战的能力。在伊拉

克战争打响后，美国陆军装备的 M1A1 和 M1A2 主战坦克大

显 身 手 ，它 们 与 M2 步 兵 战 车 、M113 装 甲 运 输 车 以 及

AH-64D 直升机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一道向巴格达推进，为合

围巴格达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最惊人例子是在巴格达南面数辆

车与 7辆 T-72在 50米距离上对战，结果美方毫无损失！

2007 年 12 月开始交付的最新型全数字化 M1A2 SEP 是

在 M1A2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是美国陆军数字化师的核心

装备之一，主要改进包括采用 21世纪部队旅及旅以下作战指

挥系统、独立的车长瞄准镜和第二代前视红外夜视仪，安装了

热管理系统和车载辅助动力装置，改进了车长显示器等。21

世纪部队旅及旅以下作战指挥系统具有网络化的卫星通信能

力，能够指挥网络中的装甲车辆利用GPS接收机将其位置、行

进方向和速度等信息通过战术互联网和卫星发送给其他车辆

和各级指挥控制系统，在数字地图或卫星图上实时显示敌我

双方部队（从集团军到每个坦克连）的战场态势，使指挥官能

够在各种天候下昼夜跟踪和监视作战部队的部署和运动情

况，大大提高了战场指挥控制能力。但该坦克战斗全重增至

近70吨，严重影响了其战术机动能力和战略运输部署能力。

根据伊拉克战争经验教训，美国陆军于 2006 年订购了

505套（已于 2009年交付完毕）能安装在 M1A1/M1A2坦克上

的坦克城区生存能力组件和车辆综合防御系统，以进一步提

高坦克的生存能力。

前途未卜的M1A3坦克

针对在伊拉克战争中暴露的弱点，美国陆军展开研制的

技术含量更高的 M1A3 将具备“即插即联入网络”的联网能

力。与现役最先进的 M1A2 SEP 相比，M1A3 具有更强大的

网络能力、激光指示能力和复合装甲防护能力。由于计划配

用 140 毫米大威力火炮、自动装弹机和先进的动能弹药及多

用途坦克弹药（具有霰弹、榴弹、反坦克弹三种发射模式），

M1A3 的火力将大大提高，并通过使用轻型材料实现大幅度

减重。美国陆军实施 M1A3现代化改造项目的目的是，确保

其能够使用下一代战斗指挥技术，并能够实现在部队里实时

传送语音、卫星图像、数据和视频。

根据原计划，M1A3将于2014年完成样车研制，2017年前

开始列装，并一直服役到 2050年以后。但美国防部正在实施

的军费削减计划迫使陆军不得不将有限经费用于更加重要的

一体化网络装备发展上，M1A3很可能只作为技术储备而非正

式型号进行研发，从而使其陷入“前途未卜”的尴尬境地。

实际上，早在 M1第三代主战坦克批量投产不久的 20世

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陆军就提出了 Block3 第四代主战坦克

预研计划。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起的作战需求变化和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美国陆军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跳出传

统机械化战争主战坦克概念的束缚，创新性地提出了“系统

之系统”概念，并于 2003 年正式立项研制未来战斗系统，致

使 Block3计划“胎死腹中”。未来战斗系统由 18+1+1个分系

统组成，几乎涵盖了陆军所有作战功能。未来战斗系统于

2009年 6月下马后，美国陆军明确提出继续改进使用现役坦

克的同时，仍沿着未来战斗系统网络化“系统之系统”的理

念，大力发展各种网络装备，并从 2011 年 6 月开始一直在进

行一年两次的网络集成鉴定试验（第五次试验已于 2013年 5

月至 6月完成），以加快战术通信网络的成熟和一体化。

尽管 Block3计划和未来战斗系统先后“折戟沉沙”，但是

美国陆军在主战坦克发展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改进到今

天的 M1A2 SEP V2 坦克的性能尤其是数字化能力与 2000

年以前的型号相比已有质的飞跃，不宜简单地被看作是第三

代主战坦克。

坦克发展，路在何方？笔者认为，相关国家应根据世界

安全格局、外军发展趋势及自身作战需求、科技发展水平、经

济承受能力进行深入思考和科学谋划。

（作者单位：总装驻京某研究所）

美国陆军 M1系列“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是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主要的主战坦克。目

前，美国陆军计划研制的技术含量更高的 M1A3 将具备“即插即联入网络”的联网能力。根据原计

划，M1A3将于 2014年完成样车研制，2017年前开始列装，并一直服役到 2050年以后。发展情形究

竟如何，请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

数字化的“陆战之王”
美国陆军 M1系列“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发展历程及启示

□ 岳松堂

近日，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下水。尽管下

水时间比原计划晚了 4 年，而且实际部署时间很可能推迟

到 2020 年，但仍被印度媒体评价为“历史性一天”。那么，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性能如何？同时，印度高调加入建造航

母俱乐部、日本推出“准航母”，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大国建

造和拥有航母密度最大的地区。那么，为何该地区会出现

“航母扎堆”的现象？就相关问题，中央台记者采访了军事

专家张军社。

“维克兰特”号下水将有力增强印度
远海作战能力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排水量为 4 万吨、长

260米，它拥有两条起飞跑道和一条降落跑道，将搭载印度研

制中的国产战机、米格-29 和一系列直升机。张军社认为，

这艘中型航母将使印度的远海作战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张军社说，它排水量是 4 万吨，是一艘中型航母，至少能

搭载 30 架以上的飞机，其中包括 12 架固定翼战斗机。印度

海军已经准备购买俄罗斯 29 架米格-29K，该战斗机作战能

力很强，可有力提高印度海军对海作战能力和防空能力。此

外，该航母编队出海可以搭载 11 架直升机，使其反潜能力有

很大提高。

近年来，印度航母的建造步伐逐步加速，该航母以及从

俄罗斯引进的航母和现役航母都要延长服役时间。今年年

底，印度海军总体作战能力会有一个大的提升。该新型航母

入列以后，印度的远洋投送能力及远海攻防作战能力都有很

大的提高。

印度不遗余力打造国产航母旨在成
为世界级海军

“维克兰特”号的下水可谓是一波三折，不仅比原计划晚

了 4 年，而且成本由预算 5 亿美元变成了 50 多亿美元。即便

如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印度海军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维克

兰特”号今天下水时，实际上只完工了 30%。张军社认为，印

度不遗余力打造国产航母并急于亮相的目的是为变成世界

级海军。

张军社分析，印度海军一直比较信奉美国海军战略家马

汉的观点——不论谁控制印度洋，就能控制亚洲，印度洋是

通向七个海的要道，21 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

晓。多年以来，印度军事家尤其是印度海军将领，认为国内

至少要拥有两个航母编队，最好是三个。两个航母编队可以

控制印度东海岸、西海岸。那么，第三组航母就可以控制西

到红海，甚至是到地中海，还能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进

入远东。此外，印度战略家认为，只有航母才能提升一个国

家的战略地位，尤其在 1973 年的印巴战争中，印度获胜也使

印度海军更加坚信，航空母舰是大国海军不可或缺的武器装

备。所以，印度海军做梦都想成为世界级海军。

亚洲特殊战略地位引发“航母扎堆”
现象

继日本准航母“出云”号下水之后，印度国产航母又横空

出世，亚太其他各大国也纷纷购买或发展海军力量，建造新

航母。张军社认为，太平洋地区出现“航母扎堆”现象出于各

国自身战略考量。

张军社分析，亚洲地区是现在世界上经济最活跃，发展

最快的一个地区，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还有韩国等。首

先，各国是为维护海上交通线安全，如中国，拥有 1.8 万公里

长的海岸线，且中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越来越依赖海上交

通线。从 2008 年以来，中国一直派出海军舰船来保护亚丁

湾海上的交通线，这也是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义务。因此，

我们有正当合法的权力来发展航母。

但是有一些国家，如日本，是没有资格发展航母的，虽然

他遮遮掩掩，把其直升机航母 22DDH 说成是直升机驱逐舰，

但是稍加改装就可以加载 F-35B战斗机，成为名副其实的航

母，这是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的。因为，日本在二战时期是一

个侵略其他国家的侵略者，也是战败国，国际法律不允许其

再武装，再装备战略进攻性武器。所以，日本发展航母已经

引起亚洲地区人民的不安。

（本栏目由科技日报军事部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
时空》《晚高峰观军情》栏目联合主办）

印度国产航母下水能否提升海军战斗力
□ 纪梦楠 孙 利

印度潜艇“辛杜拉克沙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