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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上自卫队“秋月”级驱逐舰概况

日本防卫省海上幕僚监部 8月 10日
发布的预告称，由日本三井造船株式会社建
造的一艘最新型“秋月”级导弹驱逐舰，将于
8月22日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吴基地举行命
名和进水仪式。这艘导弹驱逐舰下水后，标
志着日本4艘“秋月”级通用导弹驱逐舰已
全部建造完毕。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拥有
全亚洲实力最强的导弹驱逐舰队。

装 备 信 息

美军LEMV飞艇首飞测试

芬兰巡逻船装高性能雷达

巴西陆军将采购“瓜拉尼”

! ! ! !据公开资料显示，“秋月”级驱逐舰装备 !"#$%型先进
技术作战指挥系统，该系统包括 &部相控阵雷达、高速数据
处理系统和舰载作战系统。

作战系统集成了 '()*&&型先进作战指挥系统、+,%*
-.型雷达系绕、'))*//型综合反潜系统和 0'1)*-2型
电子战控制系统等。其中的 +,%*-.是日本国产防空雷达
系统，包括两个主要组件：一是双波段和多模式雷达系统；
二是火控系统。'()*&&型先进作战指挥子系统首次采用
分布式计算体系结构，配备 .034()*56工作站和 &7号数
据链，能够接收并处理来自各种武器系统的信息，使全舰武
器系统能协同实施防空、反舰、反潜及电子战。
此外，该级舰还装备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常规装备

的海上作战部队系统（属于C4I系统），该系统可通过卫星
通信终端与海上自卫队的其他舰艇协同作战。

防空系统
“秋月”级驱逐舰装备 &部 +$%8-!型有源相控阵雷

达，工作于 $波段，是引入了区域防空能力的 +$%*-型雷
达的改进型。该雷达安装方式与美制“宙斯盾”系统相同，采
用四天线阵面，安装在舰艇的上层建筑上，可以对周围进行
全向覆盖，具备对抗饱和攻击的能力。+$%*-的天线阵面大
小为 &97米!&97米，其中包含 &766个信号发送:接收模块，
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可达 /66千米，能同时跟踪 -66个目
标。从这些指标来看，+,%*-天线的阵元数量大约相当于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研制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
一半，因此其重量必然小于 ';%*/<，从而可以装备到较高
的地方(在维持重心高度的情况下)，扩大侦测范围和舰空
导弹的拦截范围。

事实上，美制“宙斯盾”系统虽然强大，但也有弱点，即
低空、超低空侦测能力不足。这是因为相控阵天线重量较
重，“宙斯盾”雷达的天线重量超过 =吨，如果安装在舰艇较
高的地方会导致舰艇重心过高，影响舰艇的适航性，而雷达
的探测距离和天线高度、目标高度成正比，因此，“宙斯盾”
系统对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十分有限。据有关资料显示，美
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对于距水面 =米处飞行的反
舰导弹探测距离不足 -6千米。此外，美军舰艇配备的“标
准*/”舰空导弹重量较大，在拦截目标时需要爬升到较高
的高度才能积累足够的能量，以便保持高机动性能，这就导
致最小拦截距离被增大，在拦截高速反舰导弹时非常不利。
日本研制的 +,%*-.型相控阵雷达有助于改善这些状况。
“秋月”级驱逐舰装备 &座 -/单元 >?<&型导弹垂直

发射系统，可发射“改进型海麻雀”舰空导弹，备弹 7<枚。该
型导弹采用的是“指令@中继惯导@末段半主动雷达”的复
合制导方式，由于 +,%*-.工作在 ,波段，不能提供末段雷
达照射，“秋月”级驱逐舰增加一个 A波段雷达阵面。+,%*

-.有源相控阵雷达和“改进型海麻雀”的组合，使得“秋月”

级驱逐舰具备既能“单舰防空”，又能参与“舰队防空”，为僚
舰提供防护。该舰还装备 /座 /6毫米口径的“密集阵”近防
系统，可拦截近程导弹、火箭弹和低空飞行的固定翼飞机。

反舰系统
“秋月”级驱逐舰装备 &部 ';%*/6,型对海搜索雷达

和 /座四联装 B6式(SSM-1B)反舰导弹发射装置。B6式反
舰导弹发射装置是 CC式(SSM-1)发射装置的舰用型，导弹
长 =9&米，直径 69-=米，发射重量 776千克，装备高爆穿透
弹头，采用“惯性@雷达@末端红外成像”制导方式，有效射
程 &=6*/66千米。B6式反舰导弹是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二代
舰对舰导弹，舰上备弹 C枚，外形与美制“鱼叉”反舰导弹相
似，具备扇面发射能力，可对 /6千米处的水面目标进行锁
定，导弹巡航时的飞行高度为 -6米，在接近目标前会下降
到 =*7米，在距离目标 -千米时先突然跃升再俯冲攻击。
“秋月”级驱逐舰还装备 &门 >?<=型 &/5毫米口径舰

炮，该炮射速每分钟 &7*/6发，射程 /<千米。

反潜系统
“秋月”级驱逐舰装备由舰壳声呐和 ')D*-拖曳阵列

声呐组成的 '))*//型综合反潜系统，以及由 &7个发射单
元组成的 >?<& 型垂直发射装置，可发射 D4>*&-B 和
"(;#*5型“阿斯洛克”导弹。D4>*&-B反潜火箭可分别携
带 >?<=*E、>?=6鱼雷和核深弹 -种不同反潜武器。“阿
斯洛克”导弹采用固体火箭推进，战斗部是 >?<7 >FG=型
反潜鱼雷，射程 /6千米，可攻击水下 <68&666米的潜艇。
“秋月”级驱逐舰还装备 /座 B5式可旋转三联装 -/<

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7>FG=型反潜鱼雷和 5-

式轻型反潜鱼雷，鱼雷射程约 &&千米。
此外，“秋月”级驱逐舰搭载的 %H876?型直升机也是

反潜利器，该直升机执行反潜任务时，通常携带 /枚 B5式
反潜鱼雷或 >?7<型深水炸弹，B5式反潜鱼雷采用双航速
航行（低航速搜索/高航速攻击），配备威力较大的成形装
药弹头，不但可攻击高速目标和深潜目标，还增强了在浅水
区对付潜艇的能力。

日本建造“秋月”级导弹驱逐舰，名义上是为了替换已
服役 /6余年的“初雪”级驱逐舰，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新一轮
舰队编制调整的需求，提升“八八舰队”的综合作战能力，提
升在没有岸基飞机掩护的情况下，执行远洋作战的能力。
近年来，日本与周边国家在相关岛屿上的摩擦不断升

级，在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依然拨巨款建造大型军舰，试
图强化其海上控制力，以确保其所谓的“海洋大国”地位，却
屡屡对中国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C月
/日强调指出，日本大力发展军备，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
署，在与邻国的主权争端问题上频频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已
经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国的高度关注和担忧。希望
日方以史为鉴、谨言慎行，恪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反
省自己的军事安全政策，提高军力发展的透明度，多做有利
于增进与邻国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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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和混合飞行
器有限公司最近宣布，美国陆军长航时
多情报飞行器（1I>E）成功在新泽西州
莱克赫斯特海军航空基地完成首次飞
行，飞行时间超过 B6分钟。

根据设计要求，1I>E的持续工作
时间可长达数周，可提供灵活的模块化
扩展能力，将为美国陆军提供前所未有
的情报收集能力。作为主承包商，诺斯
罗普·格鲁门公司负责整个系统的开发
和集成、开放式系统架构的开发和实
施、无人飞行控制软件、飞行任务系统
和地面业务、全球维护和现场支持。

据悉，此次设计建造和试飞 1I>E

的总时长仅两年，对这种复杂性很高的
飞行器来说，体现了极高的研发效率。

! ! ! !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的防务与安全
分部凯希典公司将为芬兰边境警卫队
的近海巡逻船装备成熟的 "D%8-2 海
军雷达，产品将于 /6&-年交付。

据悉，"D%8-2雷达是一种空海监
视三维多模式海军雷达，目前这种雷达
正在芬兰海军的“/666联队”巡逻船等
舰船上服役。该雷达能在芬兰近海水域
的极端环境下提供可靠全面的态势画
面，完成直升机引导和搜救任务。
全球共有 76座这种雷达在海军和

海岸警卫队服役，装备该雷达的舰船包
括德国海军的 ?&-6轻巡洋舰、美国海
军的近海战斗舰和挪威海岸警卫队的
“北角”和“斯瓦尔巴特群岛”级舰船。

! ! ! !巴西陆军最近与依维柯公司签署
了购买 C7辆“瓜拉尼”轮式装甲人员输
送车的合同，这将使巴西陆军机械化部
队实现结构性调整。
“瓜拉尼”是由巴西陆军技术中心

与菲亚特下属的依维柯公司联合开发
的一款六轮驱动的两栖多用途车，重约
&C吨，能执行侦察和火力支援任务。该
车的主要特征是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允
许在相同的车体上集成不同的炮塔、武
器、传感器和通信系统。

这批“瓜拉尼”装甲人员输送车也
是巴西陆军 /6<<辆“瓜拉尼”装甲车采
购计划的一部分。首批装甲车将在地面
部队中作为步兵战车和突击车使用，并
进行操作试验。巴西陆军预计今年 &/

月将有 5辆“瓜拉尼”车准备就绪，这也
是首批 &7辆试验车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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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毫米口径
“密集阵”近防系统

四联装90式
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四联装90式
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20毫米口径
“密集阵”近防系统

32单元MK41型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RCS雷达滤波系统
可降低敌方雷达信号

127毫米MK45型
62倍径舰炮

FCS-3A型
有源相控阵雷达

OQQ-22
声呐系统

排水量（吨）5100（标准）
6800（满载）

长/宽（米）151/18.3
型深（米） 10.9
吃水（米） 5.4
动力装置 4台SM1C型

“斯贝”燃气轮机
功率（马力）64000
航速（节） 30节

舰艇概况

"

寒
梅 舷号 舰名 开工 下水 服役 船厂

DD115 秋月号 2009年 2010年 2012年 三菱重工

DD116 20DD 2010年 2011年 2013年 三菱重工

DD117 21DD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三菱重工

DD118 22DD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三井造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