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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人，是水下作战的“秘密武器”，

可通过水下隐秘渗透进敌方范围实施

打击。要获得较远距离的渗透能力，蛙

人运载器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

蛙人运载器通常以潜艇、水面舰艇

为母船，配备有相应的载荷如供氧设备

等，可以输送蛙人前出，隐蔽执行侦察、

清障及破坏敌方港口设施、舰艇、水下

通信设备等任务。

按尺寸分，蛙人运载器可分为大型

和小型两类；按蛙人是否接触海水等标

准来划分，又可分为干式、湿式和水面/

水下蛙人运载器等。小型蛙人运载器

大多是湿式的，大型蛙人运载器既有湿

式也有干式。

小型蛙人运载器通常在 1 米左右，

采用电动螺旋桨或者泵喷动力，可以搭

载 1 至 2 个蛙人，最大航速 3 至 6 节。其

特点是便携易用，但无法用于超远距离

渗透作战。小型蛙人运载器中，美国的

Mk8-SH 型、DPD 型，俄罗斯的 Protei-5

型，德国的“黑影”-730 型，澳大利亚的

AV-2 型以及意大利的 XK-2 型有一定

代表性。

美国的两种小型蛙人运载器都采用

可变螺距螺旋桨推进，DPD 型具有精确

导航能力；俄罗斯的 Protei-5型蛙人运载

器则以高航速、大续航力、易操纵见称。

大型湿式蛙人运载器长度通常在

10 米以下，可搭载 4 至 8 名蛙人。美国、

俄罗斯、意大利、德国、瑞典都拥有系列

化的湿式蛙人运载器。

美国的 Mk-8 Mod1 型湿式蛙人运

载器以核潜艇为母船，全长 6.7 米，横截

面呈矩形，可搭乘 6 个蛙人。

意大利的 CE2F/X100-T 湿式蛙人

输送艇，最大潜航速度 5 节，采用卫星定

位导航技术，还可携带 5 枚微型鱼雷遂

行打击任务。

湿式蛙人运载器由于航速较低，且

特战队员浸泡在水中，因此航行距离不

会太远。干式蛙人运载器可以部分解

决这类问题。

干式蛙人运载器可被视为一种微

型潜艇，配有干舱段或干湿转换舱，舱

内为常压状态。其质量在几十吨以上，

长 度 在 20 米 以 上 ，可 搭 载 10 多 个 蛙

人。干式蛙人运载器上，各种通信导航

设备较全，可长时间在水下行进，但成

本远高于湿式蛙人运载器。

美国的 ASDS 干式蛙人输送艇最多

可容纳 16 人，由核潜艇、水面舰艇或运

输机携带至目标近海投放，并自航至目

标海域。其艇壳为高强度玻璃钢，可防

磁性水雷。

水面/水下蛙人运载器兼具两种航

行能力，它既能在水面上高速行驶，也

能在水下隐蔽低速航行，集水面运载母

船和蛙人输送艇功能于一身，可完整地

实现蛙人高速、远程、隐蔽输送任务。

不少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水面/水下

蛙人运载器。处于水面状态的这种蛙人

运载器更能体现出其特点：水下部分采

用水面快艇的“深 V”构型，水面部分则

采用可降低雷达探测截面的隐身结构。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运用，今后各国

的蛙人运载器将获得更远航程、更持久

续航力以及更好水下隐蔽性。

浅谈蛙人运载器
■法将程 崔铭驰

21 世纪以来，3D 打印技术迅速发

展，在航空航天、工具模具设计、建筑、汽

车制造等多个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在武

器装备制造领域，3D 打印技术也在持续

探索与应用中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是凭借 3D 打印加工制造速度较

快的特点，可规模化制造微小型武器，适

应未来无人化“蜂群作战”的需要。当

前，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等已步入战

场，且消耗量不小。如何进行快速补充，

3D 打印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2023 年

10 月，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报道，美军

驻中东地区技术测试特遣队已开始试飞

廉价的 3D 打印无人机。

二是利用 3D 打印设备易于移动的

特点，可灵活靠前部署，提升保障效率。

当前，一些国家已开始实地测试，一方面

将 3D 打印设备集装箱化，另一方面利用

靠前部署的这类 3D 打印机和计算机控

制设备，将铝、塑料、钢材等原材料实地

“打印”成所需装备。一些国家还提出了

“海上 3D 打印工厂”计划，拟将一些大型

舰船变成 3D 打印设备的座驾，实现相关

武器装备的按需打印，提高舰用易损部

件的保障能力。

三是利用 3D 打印设备易组装、拆卸

的特点，用来支持特种部队执行相关任

务。近年来热点地区的军事冲突表明，

现代战争是综合对抗，特种作战占有很

大比重。要在深入敌后的情况下，获得

特定的物件及部件，用易组装、拆卸的

3D 打印设备现场“打印”，有可能成为一

种较好选择。当前，一些国家测试的“背

包化 3D 打印设备”，就可以生产一些轻

质化的配件，部分展示了其可用于特种

作战的潜能。

四是利用 3D 打印可精细打印异型

复杂构件的能力，来制造战地医疗救护

器具。战场上的强对抗性，限制了人员

的活动区域和频次。一些战地医院无法

从后方获得的医疗设备，通过 3D 打印有

望实地获得。伤员受伤情况千差万别，

所需医疗器具也因个体差异而各不相

同，3D 打印技术的成熟与运用，有助于

这类问题的解决。

五是利用 3D 打印成熟的建筑打印

能力，可用来构设战场工事或提供伪装

手段。当前，建筑领域的 3D 打印技术

已经成熟，这种技术到了战时，就可转

化为战时工事构筑能力。2019 年，不到

36 小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用快干混凝土

“打印”了一个可以隐藏车载多管火箭

发射系统的掩体。一些国家的 3D 打印

机，能够快速创建抗弹片混凝土结构，

如建筑物、掩体等。

不仅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以及

欧盟，其他国家也在这方面进行着探索与

实践。可以预见，随着今后 3D 打印技术

的快速发展，武器装备的研发制造以及保

障模式或将迎来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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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牵引，迭代不止

说到历史上有名的岸舰导弹，“飞

鱼”导弹毋庸置疑榜上有名。1982 年，

阿根廷军队重创英国格拉摩根号驱逐

舰，所用武器便是刚由舰舰导弹改造而

成的岸基版“飞鱼”导弹。

严格地说，此时的“飞鱼”岸舰导弹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岸舰导弹。它的岸

舰导弹“身份”，不是来自研制厂家，而

是来自阿根廷军队的急中生智。

传统意义上的岸舰导弹，厂家研制

时便有明确定位，就是从岸上发射攻击

水面舰艇的导弹。

作为反舰导弹的重要分支，岸舰导

弹对于有海岸的国家来说，重要性不言

而喻。

二战时期，航母舰载机、战列舰、巡

洋舰的强大火力，让传统的岸防炮在防

御效能方面捉襟见肘。

二战结束后，具有远射程、大威力、

高命中精度特点的岸舰导弹受到海洋

国家青睐。它主要由弹体、战斗部、动

力装置、制导装置等部分组成，和地面

指挥控制系统、探测跟踪系统、发射系

统等一起构成岸舰导弹武器系统。

岸舰导弹通常分为固定式和机动

式两种。固定式岸舰导弹，配置在坚固

的永备工事内，有固定的发射点和射击

区域；机动式岸舰导弹，是将导弹搭载

在可以快速机动的车辆上，使用上更加

灵活。

纵观发展历程，岸舰导弹一直在战

场需求牵引下不断迭代。

岸舰导弹早期发展可追溯至 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当时，为弥补相对薄弱的

海军力量，苏联将目光投向岸舰导弹，研

制出第一代产品，如“小火山”（KS-1）、

“ 多 面 堡 ”（P- 35）和“ 防 线 ”（P- 15M）

等。这些导弹的动力系统应用了飞机

涡轮发动机和脉冲喷气发动机技术，制

导方式主要是无线电指令制导或雷达

寻的制导，但存在体形硕大、飞行速度

慢等问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的“飞鱼”

MM38、法意两国联合研制的“奥托马

特”、挪威的“企鹅”、日本的 88 式等第二

代岸舰导弹先后问世。这些岸舰导弹

进行了“瘦身 ”且动力更足 ，部分拥有

“发射后不管”性能，能在更低的高度掠

海飞行，提高了突防能力。但是，第二

代岸舰导弹也有短板，主要体现为射程

较近、飞行速度不够快等。

20 世纪九十年代，第三代岸舰导弹

开始服役，其中美国“鱼叉”RGM-84L、

瑞典 RBS-15G 有一定代表性。它们选

用了更为高效和小型化的涡轮或涡扇

发动机，在降低燃料消耗的同时增加了

导弹射程，并通过采用复合制导方式提

高了超视距打击精度。

进入 21 世纪，第四代岸舰导弹陆续

登 场 。 比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俄 罗 斯 的

P-800、挪 威 的 NSM 等 。 除 了 射 程 更

远、命中精度更高外，各国纷纷在超声

速、隐身性和智能化等方面寻求突破，

使该代导弹普遍呈现出高信息化程度、

强突防能力等特点。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二 战 后 的 美 国 很

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将岸舰导弹作为研

发重点。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为

拓 展 海 外 军 火 市 场 ，美 国 一 些 防 务 公

司才开始研制岸舰导弹 ，如“鱼叉 ”岸

舰 导 弹 系 统 等 。 近 年 来 ，随 着 美 国 陆

军“多域作战 ”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远

征前进基地作战”等作战概念的提出，

美军才开始重视岸舰导弹武器系统的

发展。

这 一 发 展 过 程 中 ，不 少 国 家 选 择

了岸舰、空舰、舰舰、潜舰导弹一体化

研 发 的 方 式 。 将 其 他 导 弹 如 舰 舰 导

弹、空舰导弹改造成岸舰导弹，是一种

常规操作。

“坐地望海”，有其长处

在人们的印象里，岸舰导弹的“名

头 ”不够响亮 ，举动也不怎么“显山露

水”，这可能和它的地位作用有关。作

为对海作战的陆上打击力量，其部署的

保密程度较高。

岸舰导弹通常部署在沿海关键地

段、海峡要道和前沿岛礁，保护交通线、

防卫岛礁、保卫重要设施和紧急状态下

封锁航道等是它的主要任务。

简单来说，它能“坐地望海”、以点

控面，使敌舰不敢靠近有岸舰导弹防护

的海岸。这种威慑力，源于岸舰导弹不

断增长的性能：

打击范围广。当前世界主流的岸

舰导弹射程通常在 200～300 千米，部分

先进型号的岸舰导弹射程可超过 500 千

米。俄罗斯“棱堡”岸舰导弹系统所发

射 P-800 岸舰导弹对海上目标的打击

距离超过 600 千米，其改进型号射程更

远。凭借这种远射程优势，岸舰导弹就

可以控制大片海域，使敌方舰船“畏而

远之”。

命中精度高。作为反舰导弹的一

种，岸舰导弹只有保持高精度，才能对

敌舰造成有效毁伤。因此，岸舰导弹发

展的过程，也是不断提升其打击精度的

过程。当前，不少岸舰导弹采用复合制

导方式，包括惯性制导、卫星制导、地形

匹配制导、末端主动雷达/红外制导等，

目的就在于最终实现精确打击。

毁伤威力大。飞机、舰艇、潜艇等

武器平台由于内部空间和载重量有限

等原因，对所搭载导弹的体积、重量有

一定要求。岸舰导弹系统在这些方面

所受约束较小，可以发射更大口径、更

大威力的导弹。岸舰导弹的战斗部重

量通常在 150～300 千克，装药量较大。

一旦命中目标，就可能给船体造成严重

破坏。例如俄罗斯“棱堡”岸舰导弹系

统 发 射 的 P-800 岸 舰 导 弹 ，战 斗 部 重

200 千克，命中 1 枚即可严重损毁 5000

吨级的舰艇。

生存能力强。固定式岸舰导弹通

常配置在坚固永备工事内，阵地分散、

隐蔽，对进入射程范围的敌舰，可连续

发起攻击。机动式岸舰导弹则可以迅

速转移和更换隐蔽发射点，在打击敌舰

的同时有效保全自己。如美国陆军的

岸舰导弹选用了 HEMTT 重型越野运

载车为搭载平台，在一些较为复杂的地

形环境中，能快速安全通过。

补充弹药快。与飞机、舰艇所搭载

的反舰导弹相比，岸舰导弹在后勤补给

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对岸舰导弹来

讲，平时可在陆地和岛礁上储备一定数

量，战时还可通过机动保障方式迅速获

得支援。目前，一些国家的岸舰导弹系

统配备有运弹车，该车可运输“储运发”

一体化的发射箱；仅对运弹车上的发射

箱进行吊装，即可快速完成对发射车导

弹的补给。

以变应变，仍将继续

现代战争中，攻防双方之间的较量

将更加尖锐复杂。随着舰载防空反导

武器系统的不断进步，如何让岸舰导弹

这柄“长矛”更加管用，成为一些国家研

究的重点。

根据其当前的发展特点以及对未

来战场需求的前瞻，岸舰导弹今后可能

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突破和发展：

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水平。能毁伤

敌舰是岸舰导弹立身的根本。随着水

面舰艇防护手段的增多、能力的全面增

强，岸舰导弹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变

得更加智能化，能对所获信息进行快速

分析和处理，从复杂背景中精准识别出

目标和威胁所在。在此基础上，制订科

学 合 理 的 应 对 策 略 ，自 动 实 施 诸 如 躲

闪、规避、干扰、自卫和攻击等动作，做

到对敌水面目标一击必中。

持续增强抗干扰能力。现代水面

舰艇普遍配备了各种有源、无源电子对

抗设备，这些设备的使用，有可能导致

岸舰导弹偏航脱靶，无法命中目标。因

此，持续增强岸舰导弹的抗干扰能力，

将成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

超高速和隐身能力并重。要突破

日趋完善的舰艇反导防御“金钟罩”，达

到毁伤敌舰目的，不少国家选择了两种

做法：其一是大力为岸舰导弹提速，包

括发展高超声速导弹，大幅压缩目标舰

艇的反应时间，削弱其抗击效果；其二

是提高岸舰导弹的隐身性能，通过优化

外形设计、涂覆吸波材料、弱化红外特

征等手段，降低岸舰导弹的雷达散射截

面积，使水面舰艇难以探测、跟踪、识别

和拦截，从而提升突防效果。

远射程和高精度兼顾。纵观岸舰

导弹迭代之路，增大射程和寻求更高精

度一直是其不懈追求。当前，各国舰艇

所搭载导弹射程骤增。岸舰导弹要在

此类目标舰艇的防区之外实施精确打

击，就必须拥有更远的射程、更高的精

度。因此，今后岸舰导弹在射程和精度

方面也必将“水涨船高”。

向无人化和集群化方向发展。当

前 ，武 器 装 备 无 人 化 大 潮 也 在 向 岸 舰

导弹扩散。2021 年，美军曾将“复仇女

神”无人岸舰导弹用于演习中，一举击

中 了 靶 舰 —— 英 格 拉 姆 号 导 弹 护 卫

舰 。 在 对 抗 日 益 激 烈 的 战 争 背 景 下 ，

岸舰导弹无人化势必会成为更多海洋

国 家 的 选 择 。 同 时 ，在 体 系 化 作 战 背

景下，无论是有人还是无人岸舰导弹，

很难凭借“单打独斗 ”轻松取胜 ，而需

向 有 人/无 人 岸 舰 导 弹 协 同 作 战 和 反

舰导弹蜂群式作战方向发展。

能力任务趋向多元。如今，岸舰导

弹 已 体 现 出 通 用 化 、模 块 化 发 展 的 趋

势，例如“鱼叉”等反舰导弹已适应不同

发射平台，出现了舰射、空射、潜射和岸

射等型号。与此同时，一些岸舰导弹已

体现出一弹多能的特点，比如既能用来

打击水面移动舰艇，也能用于打击陆地

固定目标，有的还能作为诱饵弹吸引敌

方火力，或作为干扰弹扰乱敌方防御系

统。由此来看，未来的岸舰导弹所遂行

任务或将变得更加多元。

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

技的进步，岸舰导弹在今后现代海战中

的地位将愈加重要，其本身也将在更多

方面发生变化。

供图：阳 明

岸 舰 导 弹 悄 悄 在 进 化
■冯 兵 刘 娟 曹亚铂

兵器连连看

兵器广角 今年 2月，爱沙尼亚方面发布消息称，他们已正式接收从
以色列购买的“蓝矛”岸舰导弹系统，这是一种由舰舰导弹发
展而来的岸舰导弹。

今年7月，日本发布的2024年《防卫白皮书》披露了其改进
型12式岸舰导弹原型弹的照片，宣称其射程超过1000千米。

前不久，有外媒称，鉴于形势紧张，伊朗正在部署一种新型

岸舰导弹……
近年来，各国媒体的相关报道，让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岸

舰导弹这种“坐地望海”的传统武器。
那么，什么是岸舰导弹？世界范围内，岸舰导弹当前发展

情况如何？随着舰载远程打击武器能力的提升，岸舰导弹今
后将何去何从？请看今日解读。

英国一家公司研制的“影子海豹”

蛙人运载器。 资料图片

图①：“棱堡”岸舰导弹系统；图②：“海王星”岸舰导弹系统；图③：“蓝矛”岸舰导弹系统；图④：NSM 岸舰导弹系统；

图⑤：“复仇女神”岸舰导弹系统；图⑥：RBS-15G 岸舰导弹系统。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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