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远海!移动堡垒"

公开信息显示，“领袖”级驱逐
舰排水量接近 !"#$万吨，长约 %&&

米，配备 '()*+%&&型核反应堆（已
在 %%%%&型破冰船上安装），最大航
速 ,&节，舰员编制超过 %$&人。作
为一种多用途军舰，“领袖”级驱逐
舰是俄海军大型反潜舰、驱逐舰和
导弹巡洋舰的“终极”替代方案。与
俄海军现役舰艇相比，“领袖”级驱
逐舰将在性能上实现质的飞跃。

俄国防部举办的“军队+%&!$”
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曾展出“领袖”
级驱逐舰的模型，从中可以看到该
型舰除了配备 ! 门 -!.% 型单管
!,&毫米口径舰炮，还有至少 %具
可发射“口径+/0”巡航导弹和“缟
玛瑙”导弹的发射架、%个“铠甲+

*”舰载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垂发系
统。据估计，该型舰最多可携带 %&&

枚各种用途的导弹。值得一提的是，
有消息称“领袖”级舰还将配备舰载
型 1+$&&防空反导系统，能够打击
所有类型的空中目标，可以为规划
中的航母撑起防空“保护伞”。

据报道，截至 %&!$年底，“领
袖”级驱逐舰的预研工作已经完成
了八成。按照规划，正式的建造工作
将于 %&!.年展开。据估算，每艘“领
袖”级驱逐舰的造价可能高达 !&亿
美元。由于尚处于设计阶段，未来真
正亮相的“领袖”级可能在舰体外
观、武器配备等方面有所调整，但总
的来看，虽然“领袖”级驱逐舰比俄

海军现役最大的 !!22型核动力导
弹巡洋舰“彼得大帝”号略小，但配
备的武器更先进，数量也更多，可以
充当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海上
支点，堪称大洋上的“移动堡垒”。

理想与现实的!最优解"

早在前苏联时代，“红海军”就
依靠规模庞大的核潜艇和火力凶猛
的水面舰艇树立起骁勇善战的远洋

海军形象。苏联解体后，继承了“红
海军”衣钵的俄罗斯海军由于军费
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向近海
防卫转型。然而，俄罗斯要想维持其
大国地位，保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就
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远洋海军。

%&&#年，俄海军制定了未来航
母建造计划，但新航母还需要先进
护卫舰艇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俄海
军现役的“现代”级、“无畏”级驱逐

舰和“基洛夫”级、“光荣”级巡洋舰
都是上个世纪打造的“老将”，难以
适应现代化的海战环境。更令人扼
腕的是，俄海军批量建设的 %%,$&

型护卫舰动作迟缓，“无舰可用”成
为俄海军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
选择走向远洋，就需要有持久

的续航能力和充足的舰内空间（用
于携带补给和弹药）。与常规动力舰
艇相比，核动力舰艇具有续航持久、
航速高等优势。为提高俄海军在远
海大洋“常态化存在”的能力，发展
新型核动力驱逐舰成为俄海军理想
与现实的“最优解”。
有军事专家指出，研制核动力

驱逐舰也是俄罗斯不得不做出的选
择。由于没有自己的燃气涡轮动力
装置生产部门，俄海军常规动力舰
艇的发展一直受制于人，不得不长
期依赖进口。而近期已成功下水的
“北极”号 %%%%&型核动力破冰船，
充分证明了俄罗斯在核动力装置上
具备较强的生产和运用能力。

俄国防工业面临!大考"

随着 %&&3年展开“新面貌”军
事改革，俄罗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
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更新，继维护
强化核武库、发展现代化空军、陆军
向小规模高效率转型、完善国土防
空能力，以及自动化指挥体系后，海
军的现代化改造也已提上日程。近
几年来，俄海军先后展开新型护卫
舰、“领袖”级驱逐舰、“北风之神 -”
级核潜艇等研制工作。外界普遍认

为，“领袖”级驱逐舰的问世意味着
俄罗斯正着手满足其执行海外军事
任务的地缘战略需求。
俄罗斯在《军事学说》中明确表

示，海军不仅担负着保卫海上边界
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任务，同时
也应承担起与俄罗斯国际地位相当
的在世界各大海域执行战斗任务和
展示军事存在的重要使命。尤其是
自去年俄军介入叙利亚冲突以来，
俄罗斯海军更是频繁现身地中海，
俄海军唯一一艘作战航母“库兹涅
佐夫”号也于近日携带舰载机和武
器装备，会同俄北方舰队和黑海舰
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在外部安全
环境和任务需求牵引下，加快海军
现代化建设，推动海军走向复兴成
为俄罗斯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
不过，由于长期缺乏资金和项

目支持，人员流失，设备老化，工业
配套不完善，导致俄国防工业体系
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海军造船工业
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这一点从
%%,$&型护卫舰项目的多次延迟就
有所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对俄国防
工业来说，排水量高达 !"#$万吨的
“领袖”级驱逐舰无疑是一场“大
考”。另一方面，计划安装在“领袖”
级驱逐舰上的 1+$&&防空系统目前
仍处于研发阶段，能否按时交付，是
否会拖“领袖”级后腿仍是一个很大
的不确定因素。 乃千

! 俄“军队-2015”军事论坛上展出的23560型“领袖”级核动力驱逐舰模型

据报道，俄罗斯北方设计局即将完成23560型“领袖”级核动
力驱逐舰的技术方案设计。该型驱逐舰的排水量高达1.75万吨，
预计于2019年开建，将建造至少8艘。分析人士指出，“领袖”级
的研制意味着俄海军正逐渐走出困境，有望重新成为具备“远海常
态化存在”能力的“深蓝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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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战役：红军打开长征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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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历经 !个多月的航行，退役
的国产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南昌
舰”本月 !&日抵达中国军队诞生
地、有着“英雄城”之称的南昌。
南昌舰是国产第一代导弹驱

逐舰，!.3%年 !!月入列，!.34年
3月 ! 日正式命名为南昌舰，今
年 .月 3日在旅顺军港退役并移
交南昌市。该舰长约 !,%米，宽
!%"3米，吃水深度 2"4米，排水量
,%$&吨，配备多种武器系统。既
能承担进攻性的突击任务，又能
执行作战编队的防空、反潜护卫
任务，还可在登陆、抗登陆作战中
担任支援兵力。南昌舰服役期间，
累计航程 !#万海里，在中俄联合
军演、北京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
务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悉，此次回归之旅，南昌舰

先后途经辽宁、山东、上海、江苏、
安徽、江西等 4个省市，航线途经
渤海、黄海、东海、长江、赣江等水
域，总航程约 !3.&千米。未来以
该舰为依托建设的军事主题公园
将成为南昌市的新城市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