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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艇型设计

根 据 川 崎 重 工 提 供 的 概 念 图 ，新

型潜艇的艇体外形设计与现役的大鲸

级相比改动较大。新型潜艇没有采用

常 规 动 力 潜 艇 使 用 的 前 置 指 挥 塔 ，而

是 采 用 后 置 指 挥 塔 ，同 时 取 消 了 指 挥

塔 上 的 水 平 舵 ，设 置 艇 艏 水 平 舵 。 这

些改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艇体舯部

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由于指挥塔上不

设水平舵，围壳体积因此大幅缩小、艇

体 外 形 也 更 流 畅 ，航 行 阻 力 和 噪 音 大

幅减少。

目前，日本川崎重工尚未公布新型

潜艇的长度、宽度和排水量等具体技术

指标。根据日本已获得的美制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和配套的“战斧”巡航导弹

尺寸推算，新型潜艇的外形尺寸可能将

超过大鲸级，排水量或突破 4000 吨，接

近一艘小型核潜艇。

提升整体性能

日本川崎重工发布的这款新型潜

艇 与 去 年 10 月 下 水 的 大 鲸 级 4 号 艇

“雷鲸”号相比，其技术性能更先进、攻

击能力更强。新型潜艇除继承“雷鲸”

号的泵推系统、柴油机+锂电池动力系

统 和 新 型 通 气 管 系 统 外 ，还 将 广 泛 采

用 其 他 新 型 技 术 ，在 以 下 方 面 实 现 性

能提升。

一是更强的机动能力。新型潜艇

将配备川崎重工研发的大马力柴油发

动 机 ，拥 有 较 高 的 航 速 和 较 强 的 机 动

性能。二是大幅提升隐身能力。新型

潜艇除继续采用“雷鲸”号成熟的浮筏

降噪、消声瓦降噪等技术外，还将在优

化 艇 体 外 形 设 计 的 基 础 上 ，采 用 艇 艏

潜 航 器 取 代 舰 桥 潜 航 器 等 设 计 ，进 一

步降低水下航行噪声。三是增强水下

探 测 能 力 。 目 前 ，川 崎 重 工 没 有 明 确

新型潜艇的水下探测装备。从概念图

上 可 以 推 断 ，新 型 潜 艇 将 在 升 级“ 雷

鲸”号既有的水声探测设备的基础上，

更 倚 重 无 人 潜 航 器 的 水 下 探 测 能 力 。

未来，还将采用潜航器集群模式，实现

该 型 潜 艇 与 水 面 、空 中 探 潜 系 统 跨 域

协 同 、立 体 化 探 潜 。 四 是 采 用 二 氧 化

碳捕获脱除技术。日本军工和民用企

业 拥 有 先 进 的 二 氧 化 碳 捕 获 脱 除 技

术 ，这 种 技 术 能 快 速 去 除 潜 艇 内 的 二

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优化艇内环境，使

艇 员 保 持 战 斗 力 ，同 时 增 加 潜 艇 的 水

下自持力。

实现对陆打击

分 析 认 为 ，日 本 新 型 潜 艇 的 最 大

特 点 是 加 装 了 通 用 垂 直 发 射 系 统 。

这 种 发 射 系 统 不 仅 简 化 了 导 弹 发 射

程 序 ，还 提 升 了 打 击 可 靠 性 ，并 能 同

时 发 射 多 型 导 弹 ，对 海 和 对 陆 打 击 能

力更强。

根据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 批 准 的 2024 财 年 防 卫 预 算

案 ，未 来 日 本 将 投 资 1753 亿 日 元（约

合 16 亿美元）研制“升级版”12 式陆基

反 舰 导 弹 ，投 资 800 亿 日 元 研 制 高 超

音速导弹并购买美制“战斧”巡航导弹

等。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向美国采购

近 500 枚 BGM-109“ 战 斧 ”巡 航 导 弹 ，

并 将 12 式 陆 基 反 舰 导 弹 最 大 射 程 增

加 到 900 千 米 ，未 来 还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到 1500 千 米 ，使 其 具 有 较 强 的 对 陆 攻

击能力。一旦新型潜艇得以建造，“战

斧 ”巡 航 导 弹 和“ 升 级 版 ”12 式 陆 基 反

舰 导 弹 将 同 时 装 备 上 艇 。 此 举 将 进

一 步 增 强 日 本 自 卫 队 的 跨 域 联 合 打

击 能 力 ，这 也 意 味 着 日 本 海 上 自 卫 队

的 潜 艇 力 量 将 彻 底 转 变 为 进 攻 性 海

上力量。

长 期 以 来 ，日 本 不 断 炒 作 周 边 安

全 威 胁 论 ，采 取“ 小 步 快 跑 ”“ 瞒 天 过

海 ”等 策 略 ，持 续 发 展 潜 艇 、两 栖 攻 击

舰和远程对地攻击导弹等进攻性武器

系统，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挑战地

区和平底线。日本新型潜艇的设计性

能 ，已 经 严 重 超 出 日 本 海 上 自 卫 队 宣

称 的“ 自 卫 防 御 ”功 能 ，必 将 推 高 地 区

水 下 力 量 军 备 竞 赛 力 度 ，进 一 步 恶 化

周边海上安全形势。

日本抛出下一代潜艇设计方案
■大 晖

据外媒报道，土耳其阿塞尔桑公

司负责人日前宣布，该公司首个五代

机飞行员专用头盔已经定型生产，并

称 这 款 头 盔 将 成 为 五 代 机 飞 行 员 的

“得力助手”。

战斗机飞行员在空战时需要不断

观察空中情况，查看机舱内的各种仪

表和雷达屏幕，同时兼顾控制飞行状

态，难免手忙脚乱。平面显示器的出

现 部 分 解 决 了 这 一 问 题 。 平 面 显 示

器将雷达、飞行状态信息等投射在飞

行员面前的机舱玻璃上，使飞行员不

用低头就可以获取相关信息，但当飞

行员转向侧面时，仍然无法快速获取

信 息 。 因 此 ，头 盔 显 示 器 应 运 而 生 。

头 盔 显 示 器 是 将 各 种 信 息 投 射 在 飞

行员的头盔面罩上，从而解决了飞行

员随时获取信息的问题，且功能更为

强大。

阿塞尔桑公司曾为土耳其 T-129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研制专用头盔，

这种飞行员头盔由盔帽、电子单元、驾

驶舱摄像头和控制面板组成。其中，

电子单元可将获取的信息转换并投射

在头盔显示器上。驾驶舱摄像头用于

图像拍摄，控制面板可进行用户界面

设置。这种头盔的缺点是技术集成度

低、分量较重，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尚

可使用。对于在飞行中身体承受较大

过载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这种头盔

会对其颈椎造成压迫。在研制新头盔

的过程中，如何提升头盔显示器的集

成度、减轻重量，是主要技术难点。

新头盔是阿塞尔桑公司专为土耳

其五代机飞行员开发的，由轻质复合

材料打造，总重量不超过 7.5 千克。其

中，显示器由面罩反射取景器、多色成

像彩色屏幕、数字夜视和混合头部跟

踪技术组成。从图片上看，新头盔拥

有加厚的前额部分，外面有大型黑色

护目镜和大曲面衍射镜片，头盔前额

内部两侧或有投射镜头，可以将高分

辨图像投射在飞行员眼前的屏幕上，

再反射入人眼成像。由于集成了数字

夜视技术，该系统可以在全天候任务

中使用。此外，该头盔还拥有主动和

被动降噪功能，适于固定翼战机飞行

员佩戴，可在恶劣的天气环境下使用。

新头盔通过机载传感器获得飞行

和武器瞄准、威胁告警、夜视和远视图

像等信息，获得的信息融合生成新的

目标数据后，投射在飞行员的头盔面

罩上，并叠加在外界图像上，从而增强

飞行员态势感知能力。

2023 年 5 月，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

在展示五代机时，这款新头盔曾一同

亮相。土耳其媒体称，新头盔再次亮

相，表明相关技术已走向成熟。未来，

这款新头盔将协助土耳其五代机发挥

其信息化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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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
红
磊

照片中，一架美军 A-10“疣猪”攻击

机（近）与 一 架 保 加 利 亚 空 军 的 苏 -25

“蛙足”攻击机（远）同框飞行，这样的画

面较为少见。A-10 攻击机和苏-25 攻

击机是目前全球仅有的两款专用对地作

战飞机，拥有较强的火力、厚重的防护装

甲，一度被称为“空中坦克”。

攻击机又名强击机，主要用于在低

空和超低空突击敌方战术或战役纵深目

标，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这种作战方式

名为“近距离空中支援”，是现代空军的

主要作战样式之一，因此各国空军高度

重视发展攻击机，涌现出许多机型。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空军提出设计

一款专打坦克的攻击机，其成果就是 A-

10 攻击机。A-10 攻击机以皮糙肉厚和

较强火力很快赢得美军的喜爱，并因相

貌丑陋获得“疣猪”这一外号。

A-10 攻 击 机 的 机 头 下 方 有 一 具

GAU-8/A“ 复 仇 者 ”30 毫 米 7 管 航 炮 ，

发射的贫铀穿甲弹能轻松击穿主战坦

克的顶部装甲，让该机获得“开罐器”的

称 号 。 同 时 ，该 机 还 拥 有 11 个 武 器 外

挂点，可使用复合挂架挂载大量弹药。

机背上有两台发动机分别置于机身两

侧，避免一发炮弹将其同时击毁。该机

配备号称“装甲浴缸”的钛合金装甲座

舱，机身关键部位也被装甲覆盖，足以

抵 挡 普 通 高 炮 、防 空 导 弹 和 战 斗 机 航

炮的打击。

苏-25 攻击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

设计生产，北约代号“蛙足”。该机的发

动机也采用两侧布局，座舱外同样焊接

钛 合 金 装 甲 ，翼 下 共 有 10 个 武 器 外 挂

点，能挂载多型空地导弹、火箭弹和炸弹

等。与 A-10 攻击机仅装备美军不同，

苏-25 大量出口其他国家。

攻击机在发展中曾多次面临替代危

机，但最终留用至今。不过，A-10 攻击

机和苏-25 攻击机已经服役数十年，机

体老化严重，集体退役已经为时不远。

未来退役后，谁将代替它们？一是

多用途战斗机，二是无人机和巡飞弹。

尤其后者作为无人战场“新秀”，最可能

替代“疣猪”“蛙足”这些在高危空域作战

的有人战机。届时，“空中坦克”可能彻

底退出战争舞台。

“空中坦克”还能飞多远
■王笑梦

1 月 3 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使用猎鹰 9 号火箭，成功发射 21 颗“星

链 ”卫 星 ，其 中 6 颗 卫 星 具 备“ 直 连 手

机”功能，引起外界关注。

2023 年以来，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依托低轨卫星星群布控技术和火箭发

射技术优势，继续“星链”计划发射任

务，加速优化其体系功能，拓展其军事

应用，持续推动低轨卫星星座布局，形

成战略优势。

完成组网 加速布局

“星链”是由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打造的巨型低轨卫星星座，由 4.2 万颗

低成本小卫星组成，目的是在低地球轨

道 上 创 建 一 个 全 覆 盖 的 卫 星 宽 带 网

络。“星链”计划于 2015 年推出，目前有

5491 颗在轨卫星，初步实现全球组网，

并依托体系能力加速布局。

加快发射组网速度。“星链”计划自

启动以来，始终保持较高的部署效率。

数据显示，2019 年底以来，“星链”计划

以 每 月 发 射 44 颗 卫 星 的 速 度 进 行 部

署，二代“星链”卫星出现后，该计划以

每天生产 6 颗卫星和数千个用户终端

的速度推动部署。在“星—舰”超重型

火箭投入使用后，二代“星链”卫星预计

将以更高效率进行大规模部署。

持续提高通信水平。目前部署的

一代“星链”卫星能以 610Mbps 的速率

进行数据传输，二代“星链”卫星采用星

间激光通信，传输速率将达到一代“星

链”卫星的 4 倍。随着卫星数量增加，

“星链”卫星的传输容量也将得到提升，

为全球提供高速率无线通信。

着力推进军事应用。在地区冲突

中，“星链”卫星凭借快速部署、灵活组

网 、稳 定 可 靠 等 优 势 ，协 助 建 立 打 击

链，支持地面部队作战。另外，美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宣布将发射 1.5 万颗“星

盾”卫星，用于支持美军建立快速闭合

杀伤链。

开通手机直连上网业务。新一代“星

链”卫星可为手机提供直连卫星的宽带网

络，支持文本、语音和数据传输。未来这

一业务实现大规模应用后，“星链”系统将

接入大量通信设备，实现全球无缝通信。

加剧竞争 威胁安全

“星链”计划能够提供覆盖全球的

网络通信、军事侦察和太空对抗能力，

是美国实现太空霸权的重要抓手。随

着其加速部署，将严重影响太空战略稳

定，加剧太空军备竞赛，给太空安全与

太空治理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星链”计划军事色彩明显，

蕴含战略意图。美加紧“星链”在太空

领域的布局，旨在依托“星链”计划，强

化作战能力和威慑优势，从攻防格局、

对抗态势和力量对比上获取大国竞争

优势，破坏太空战略稳定。

其次，“星链”计划占据大量太空频

轨资源，进一步加剧全球低轨资源竞争

态势，已拉开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

再次，“星链”计划高密度部署，严

重威胁各国太空资产安全，并影响其

他 国 家 的 卫 星 正 常 运 行 。 此 外 ，“ 星

盾”卫星可承担自杀式攻击太空航天

器任务，还可加装武器载荷遂行太空

打击任务，给太空安全带来威胁。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

究院）

首批“直连手机”卫星升空

美“星链”计划加速布局
■岳 晨 陈 岳

近日，日本川崎重工集
团 在 其“2030 年 度 愿 景 报
告”中，公布下一代常规潜艇
设计方案，并指出该型潜艇
的开发旨在取代日本自卫
队装备的大鲸级。新型潜
艇将突出“高机动性、高探
测能力和高隐身性”等关键
性能，同时融入新型设计理
念和关键技术，特别是将配
备可发射远程巡航导弹的
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具备潜
射对陆打击能力。该型潜
艇的设计方向和重点，透露
出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作
战运用重心将发生转变。

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99号火箭采用号火箭采用““一箭一箭 2121星星””方式发射方式发射““星链星链””卫星卫星。。

左上图：日本川崎重工集团公布的新型常规潜艇设计方案。右上图：日本大鲸级常规潜艇 4号艇“雷鲸”号。

土耳其阿塞尔桑公司为新头盔制作的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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