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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推出改进型“鱼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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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印度首艘鲉鱼级潜艇在孟买马扎冈船坞有限公司下
水，该艇由法国提供技术和关键部件，在印度本土组装生产。不过，当
初订购鲉鱼级的印度海军却充满了愤懑，由于同法国的合作充斥着摩
擦与矛盾，这艘本该在2012年12月交付的潜艇整整拖延了两年半
才下水，而且后续姊妹艇的建造工作仍未理出头绪，因此印度海军已
决定抛弃法国伙伴，将下一批潜艇采购合同交给别的国家。

美公开展示“迷你潜艇”

一波三折的生意
据印度《星期日卫报》报道，!""#

年，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价值 $%&'

亿美元的军购合同，向法国 ()*+公司
订购 '艘鲉鱼级潜艇。根据要求，法国应
该向印度转移技术，以便在印度国内完
成 '艘潜艇的组装和零件制造工作，首
艇交付日期定在 !"%!年 %!月。
然而，法印两国此后的合作却变得

磕磕绊绊。先是印度船厂的船台被法国
专家组认定为不合格，印度船厂原有英
制工具也都要换成公制工具。在对船厂
进行一番改造后，潜艇终于可以开工建
造时，印度方面却发现由于签合同时只
注意购买潜艇设计、建造技术和作战系
统，却没有注明传感器、推进系统和相关
子系统应自动包含在合同之内，结果法
国人把有关设备价格从 ,亿美元抬高到
%-亿美元。印度不得不多掏数亿美元。
之后，由于马扎冈船厂此前没有接

触过鲉鱼级这样要求极高加工精度的潜
艇，因此在艇壳焊接、设备舾装和管线敷
设方面屡屡被法国监造团队和印度海军
代表要求返工，导致工期一拖再拖，造价
也一路走高。其实，此次首艇下水只是潜
艇外壳和耐压艇壳安装完毕，还要将其
拖送到印度海军船坞工厂安装军事设
备，并进行一系列海试。
如果一切顺利，刚刚下水的这艘鲉

鱼级潜艇可能在 !"%'年 .月服役。至于
剩下的 #艘鲉鱼级潜艇，印度马扎冈船
坞有限公司声称将在随后时间里以每 .

个月完工一艘的速度交付，不过外界对
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纸面性能!凶猛"

鲉鱼级潜艇是法国于 %..'年公开的
专为外销设计的常规动力潜艇。采用水滴
形外壳，并尽可能减少了艇体外附属物。艇
上主要设备广泛采用浮筏技术，关键部位
还使用了双层减震，精心设计的螺旋桨具
有较低的辐射噪声。由于潜艇的耐压壳体
采用高弹力钢建造，重量较轻，可使艇上装
载更多的燃料和弹药。得益于高度自动化
设计，该艇的人员编制只需 -%人，正常值
班仅需 .人。%../年 %!月，智利海军曾订
购 !艘该型潜艇，首艘于 %..,年 /月在法
国造船局瑟堡造船厂开工建造，!""$年交
付。西班牙海军也曾订购 $艘该级潜艇。
印度订购的鲉鱼级，水下排水量从基

本型的 %'#"吨提高到 %/#"吨（最后 !艘
还要安装 012推进系统，水下排水量增至
!"""吨），潜艇长约 '/米（装备 012 推进
系统时艇体长度增至 //&#米），耐压壳体
直径 '&!米，水下最大航速 !"节，水面最
大航速 %!节，潜深 -""米。据法国 ()*+

公司介绍，鲉鱼级艇如果安装 012推进系
统，就能获得接近核潜艇的远程潜航能力。
鲉鱼级潜艇充分吸收了法国 ()*+公

司和泰利斯公司在潜艇声呐、指挥及武器
控制系统方面的技术积累，其武器控制、电
子支援系统、导航系统、战术综合作战系统
等子系统采取分布式模块化结构，依靠双
冗余数据总线，可通过 '个互相关联的双
屏多功能彩色显控平台进行操控。值得一
提的是，由于大量采用成熟的商用硬件和
开放式 3*14系统软件（如高速 51+)微处
理器、6)2712通信协议、视窗图表操作界
面），其控制系统可方便地进行升级。

这艘鲉鱼级潜艇安装的 )+38,-综合
声呐系统由德国厂商提供，是按照印度要
求购买的产品。该系统除了常规的主、被动
声呐和 25+测距声呐外，还加装了舷侧被
动声呐阵列和拖曳式声呐。由于采用了全
数字化技术和并行网络结构，声呐系统能
同时监测 ,个可疑目标，被动声呐可探测
-"8'"千米范围内的水面舰艇，主动声呐
的探测距离可达 !"千米。
在武器方面，鲉鱼级潜艇艏部有 ,具

鱼雷发射管（口径 #--毫米），可发射鱼雷
和潜射反舰导弹，并具有快速装填能力。鲉
鱼级平时携带 %'枚重型鱼雷，必要时还可
换装水雷和导弹。印度要求法国为其提供
+98-.“飞鱼”反舰导弹。该导弹通过鱼雷
发射管从水下发射，重约 '/#千克，射程
$8#"千米，弹头装药 %'#千克。

靠不住的合作伙伴
印度《星期日卫报》报道称，印度内阁

安全委员会当初希望通过引进鲉鱼级潜
艇，从法国获得技术输出和业务培训，以
“移交8经营8移交”的合作方式建立起先
进的潜艇生产线。可是项目实际运行的结
果却让印度人非常失望，不仅项目支出远
超预期，船厂也严重依赖法国公司的后勤
支援和技术协助，船厂在艇壳焊接工艺方
面无法达到大规模生产的要求，无法进行
有效的质量控制，令印度海军极为不满。

为了寻求解套，早在 !""/年，印度国
防部又公开提出第二份潜艇采购项目，采
购数量仍是 '艘，被称为“/#1工程”。可是
该项目折腾多年，却难有起色。据《印度时
报》报道，!"%#年初，印度向日本政府发出
建议书，探讨日本企业参与“/#1工程”，并
向印度转移苍龙级潜艇建造技术的可能
性。根据业内人士透露，印度方面的建议书
提议由日本和印度建立一家合资企业，为
印度建造 '艘苍龙级潜艇。
另据印度 (:*+网站称，不管印度与

日本的潜艇谈判有无结果，至少法国公司
“出局”已没什么悬念，因为法国鲉鱼级潜
艇采购案中的涨价风波让印度军方意识到
法国是一个“靠不住的合作伙伴”。黄山伐

! ! ! !虽然美国海军拥有众多大型军
舰和航母，但反水雷能力一直是块
短板。无论是两伊战争还是海湾战
争期间的波斯湾水雷战，美国海军
都曾吃过水雷的苦头。如今，美国海
军正试图采用多种手段加强反水雷
战的能力。据美国《大众机械》杂志
报道，由美国海军和诺思罗普·格鲁
曼公司联合实施的“无人水面猎雷
艇”（9:3）项目进展顺利，有望提
供一种全新的反水雷手段。

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于 !"%-

年 '月和美国海军签订开发无人水
面猎雷艇的研制合同。由于大量采
用成熟技术（如美国海军常用的 %%

米长水面巡逻艇、0;+8!$0水雷探
测系统等），该项目的研制异常顺
利，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初步测试，可谓进展神速。
0;+8!$0系统是诺思罗普·格

鲁曼公司于 !""-年推出的机载水
雷探测设备，且该公司早在 0;+8

!$0水雷探测系统投入使用之初就

已考虑把它装到无人水面艇上的方
案。目前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
队都采购了这种反水雷装备。0;+8
!$0 的早期型号 0;+8!$ 和 0;+8

%$系统是美国海军从 %.,'年就开

始使用的直升机探雷设备，主要安
装在 9:8#-扫雷直升机上，使用时
将其投放入水，以低速拖曳前进，就
能对经过的水域进行探测，其性能
和可靠性在 !"多年的使用中得到
了美国海军的认可。

日本海上自卫队于 !"%%年引
进 0;+8!$0水雷探测系统，由川崎
重工将其安装到日本 9):8%"%反
水雷直升机上。该系统能在直升机
的拖曳下，以 %,节左右的较高速度
进行探测，其声呐探测系统的精度
可达 -英寸，并能自动完成目标识
别和分类，其激光扫描探测系统的
精度更是能达到 %英寸，并能提供
目标的光学图像。由于这种水雷探
测系统大量采用商用部件，其制造
成本也相对较低。

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的一系列测
试中，无人水面猎雷艇能够在遥控
模式下航行到任务区域，成功投放
0;+8!$0水雷探测系统，在完成水
雷探测任务后，顺利回收 0;+8!$0

并返航。其间，态势感知和声呐探测
数据等信息实时通过战术数据链传
送到指挥控制站，操作人员在整个
过程中都无需面对危险状态。美国
海军无人海上系统项目主管大卫·
霍纳巴赫上校评价说：“我们正期待
第二阶段的测试也能取得成功。”
美国海军认为，这一新技术的

应用将使安装 0;+8!$0的无人水
面艇能以较低成本完成全天候任
务，这使它可用于清理港口、海岸、
海峡、海上通道的水雷及其他水下
危险物品。 宋涛

! 搭载AQS-24A水雷探测系统的无人水面猎雷艇

! ! ! !美国英格尔斯工业集团的水
下研究团队最近公开展示了名为
“普罗蒂亚斯”（2<=>?@A）的“迷你
潜艇”。据介绍，这种微型潜艇长
/&,/米，宽 %&'米，高 %&'! 米，重
-&/$吨，既可用作无人潜航器，又
可用作蛙人搭载平台。

在动力方面，“普罗蒂亚斯”
由电池驱动，最高航速 %"节，巡
航速度 ,节，在无人模式下为了
扩大航程可保持 $节航速。实际
上，“普罗蒂亚斯”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潜艇，其内部不是干燥环境，
而是充满了水，艇内配备的供氧
系统可供 '名蛙人使用 ,小时。
目前，“普罗蒂亚斯”已完成

%""次测试，累计水下航行时间
长达 $""小时，已做好服役准备。

! ! ! !美国波音公司最近宣布一项
针对美海军现役 5B98,$“鱼叉”
反舰导弹进行升级改进的计划，
可以使濒海战斗舰具备超视距反
舰打击能力。据介绍，波音公司的
“下一代鱼叉”导弹方案包括新型
战斗部和新的动力系统，新型导
弹的射程将从美海军现役“鱼叉”
反舰导弹（第 !批次）的 %%"千米
增加到 !$"千米，相关改进方案
也可用于对现有导弹的改装。
此前，美国雷锡恩公司和挪

威康斯堡公司宣布组成联合团
队，将挪威“海军打击导弹”移植
到濒海战斗舰上。美海军表示，包
括改进型“鱼叉”在内的多种反舰
导弹系统最终将作为濒海战斗舰
水面战任务包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