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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装备

潜艇在水下航速为什么更快

一般情况下，物体在地上行进速度要比水下快，因

为空气的阻力要大大小于水的阻力。然而，潜艇却相

反，在水下航行的速度要快于在水面的航行速度。这是

为什么呢？

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影响航速的阻力一般有摩擦阻

力、旋涡阻力、兴波阻力、突出体阻力和空气阻力。这

５种阻力随着航速的增加而变大。潜艇在水下时空气阻

力就不存在了。由波浪造成的兴波阻力也会随着潜艇的

下潜深度的增加而减小，水面惊涛骇浪时，水下可能风

平浪静。这样，影响潜艇水下航速的阻力就只剩下摩擦



２　　　　

阻力、旋涡阻力和突出体阻力。

如果潜艇都是以同样的低速航行，其在水面所受到

的阻力要小于水下受到的阻力，航行速度以水面为快。

这是因为潜艇低速在水面航行时，其兴波阻力和空气阻

力都相当小，所面对的只是摩擦阻力、突出体阻力和旋

涡阻力；而潜艇在水下低速航行时的主要航行阻力虽然

也是这３个阻力，但因潜艇在水下状态时浸水表面积大

大增加，会使摩擦力较水面增大许多，同时由于潜艇在

水下时一些突出体 （如指挥台）入水后会加大突出体阻

力，所以潜艇水下低速航行时的阻力要大于水面低速航

行时的阻力，也就是说，低速水下航行比低速水面航行

要消耗更大的功率，其航行速度自然低于在水面航行。

然而在高速航行时，就会出现与上面所讲的完全不

同的状态。随着航速的增加，潜艇在水面上的空气阻力

和兴波阻力将大大增加，使其总阻力值大于在水下高速

航行的潜艇的总阻力值。据计算，当潜艇的速度达到一

定值时，水面阻力甚至是水下阻力的两倍，其结果也就

可想而知了。对于核潜艇来说，不管是水面航行还是水

下航行都采用的同一动力装置，在同样的额定功率下，

在水面和水下就会产生出不同的最大航速值。此外，因

核潜艇的主要活动是在水下，在动力装置的设计上主要

考虑的也是尽量减少水下的阻力，以适应在水下航行的

特点，所以核潜艇的水下航速高于水面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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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为什么重新受到重视

海权论亦称海军制胜论，于１９世纪末由美国海军
著名理论家Ａ．Ｔ．马汉少将提出，在军事领域产生广
泛的影响。

马汉的海权论的中心思想是要拥有并运用优势的海

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己方的战略目
的。谁要想统治世界，谁就必须取得制海权。为此，必

须首先拥有一支能够在全球活动的庞大海上力量和遍布

世界各地的海军基地网。这种理论适应了当时帝国主义
国家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推动了殖民主义国家海军力

量的发展，对一些海军强国的海洋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这种理论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色彩，然而，随
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现代战争的发展，人们对海

权论有了新的见解。把制海权看作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

素固然是片面的，然而，忽视制海权的海上作战，同样
是错误的，无法在现代海战中赢得主动，更谈不上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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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上作战的胜利。为了捍卫国家的海上权益，为了

在现代海战中取得主动，许多沿海国家都把发展海军放

到优先地位，以便在海上冲突中取得全部或部分的制

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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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军实力的九级划分法

第一级是在全球规模扮演各种军事角色的海军力
量。目前只有美国海军为这一级，并且在今后一个时期

内维持这一领先地位。

第二级是具备在全球使用部分力量的海军。只有前

苏联海军处在这一级，因为它没有远洋制海力量和能

力，对远离苏联海岸的地区性海军不具备全胜的把握和
能力。

第三级是英、法两个中等的、具有在全球使用力量

的海军。二者都拥有水面制海兵力、攻击核潜艇和弹道

导弹潜艇，能运送部队进行两栖作战并具有相应的海上

支援保障能力，有能力在其本地区之外进行重大军事行

动和较近的大洋海区进行高技术战役。

第四级是能在临近大洋使用军事力量的中等地区性
海军。拥有此级海军的国家包括印度、日本、意大利、

荷兰、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巴

西和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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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级是能在近海使用力量的海军。如葡萄牙、希

腊、土耳其、智利、秘鲁、以色列、南非、朝鲜、韩

国、巴基斯坦、新西兰、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海

军。海湾战争之前的伊拉克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海军也在

这一级。

第六级是能依托本土，在本国所属２００海里水域以

内，具有较强的防御作战能力的海军。包括挪威、丹

麦、瑞典、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利比亚、埃及、尼日利亚、古巴、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菲律宾和前南斯拉夫等国的海军。

第七级是近岸防卫型海军，只有基本的近岸防卫能

力。包括阿尔巴尼亚、安哥拉、文莱、喀麦隆、埃塞俄

比亚、芬兰、加蓬、科威特、也门、阿曼、卡塔尔、索

马里、新加坡、叙利亚和突尼斯等国的海军。

第八级属海上警察型，没有海战能力，海上军事力

量纯粹扮演警察角色。这样的海军等同于海岸警卫队，

自然也包括那些只能担负支援本国海军作战任务的海岸

警备队，如墨西哥、多米尼加、乌拉圭、冰岛、爱尔

兰、缅甸、斯里兰卡、加纳和坦桑尼亚等国的海军。

第九级为象征性海军。它包括世界上其它最弱小，

只有几艘海岸小艇和基本组织形式的海上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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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舱室的划分原则

潜艇上的横隔壁将艇上空间划分成舱室。根据横隔
壁的强度不同，可以分为：艏断舱壁、艉端舱壁、内部
耐压舱壁和内部非耐压舱壁。其中艏端舱壁和艉端舱壁

又称作端部舱壁，它们是潜艇耐压艇体的组成部分，具

有与耐压艇体相等的结构强度。端部舱壁又分球面舱壁
和平面舱壁两种。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潜艇端部舱壁都采用球

面舱壁结构，球面突出向外。球面舱壁的优点是结构
简单、抗压强度高。内部耐压舱壁也分为球面耐压舱

壁和平面耐压舱壁两种。球面耐压舱壁和平面耐压舱

壁各自具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球面耐压舱壁虽然能
够降低结构的重量且结构简单，但球面耐压舱壁的凸

面和凹面所能承受载荷的大小相差很大，而平面耐压

舱壁的两面可以承受相等的载荷。这样，在平面耐压
舱壁两侧的舱室都可以成为艇上的救生舱室，增加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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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救生舱室的数量，提高潜艇的水下安全性。但是，

平面耐压舱壁的缺点是结构笨重、复杂。

由于世界各国潜艇设计师对于潜艇强度和潜艇生命

力的考虑角度不同，因此导致了潜艇舱室划分有着很大

的区别。前苏联／俄罗斯的潜艇设计师们一向主张在潜

艇上划分较多的舱室。前苏联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建造的

Ｚ级、Ｗ 级、Ｑ级常规潜艇，均划分为７个舱室。前苏

联的第一代核潜艇———Ｎ 级攻击性核潜艇划分为９个

舱室。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潜艇设计师则倾向于在潜

艇上划分较少数量的舱室。美国海军早期的典型攻击行

核潜艇如 “鲣鱼”级、 “长尾鲨”级和 “鲟鱼”级、法

国典型的 “红宝石”级攻击性核潜艇以及 “阿戈斯塔”

级常规潜艇都划分为５个舱室。日本的 “夕潮”级常规

潜艇也划分为５个舱室。

自７０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的潜艇开始采取大分舱

原则，其划分舱室的数量更少。美国海军的 “洛杉矶”

级攻击性核潜艇的舱室仅被划分为３个，这３个大隔舱

是指挥舱、反应堆舱和主、辅机舱。在美国潜艇大分舱

原则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在新型的潜艇上也逐渐开

始采取大分舱原则。例如，英国于８０年代建造的 “支

持者”级常规潜艇、荷兰于８０年代建造的 “海象”级

常规潜艇以及于９０年代设计的 “海鳝”级最新型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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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划分为３个舱室，德国于９０年代建造的２１２级常规

潜艇划分为４个舱室，德国于９０年代末期为以色列设

计的 “海豚”级潜艇划分了３个舱室，瑞典建造的 “西

约特兰”级和 “歌得兰”级潜艇，艇上仅划分了２个大

型隔舱，即艏部舱室和艉部舱室。甚至连一向采取多分

舱原则的俄罗斯，也在其最新设计的 “阿穆尔”级常规

潜艇上仅划分出５个舱室，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的大隔

舱热。

现代潜艇的设计师在潜艇设计阶段所重视的不仅是

艇内舱室的划分，而且更为重视的是如何在舱室内有效

的利用内部空间。直到１９４５年，世界上大多数潜艇的

耐压艇体内部都还采用单层甲板的布置方式，艇上蓄电

池均布置在甲板下面的空间里。现代高速潜艇一般都倾

向于在艇内设置多层甲板，以便利用甲板把艇内有限的

空间分割出更多的有用的甲板空间。如果充分进行布置

的话，在潜艇具有相同舱室容积的情况下，可以形成更

大的甲板空间。

美国海军于１９５８年建造的 “飞鱼”号攻击性核潜

艇曾采用了四层甲板布置，这是美国海军首次采用如此

之多的甲板空间布置的核潜艇。 “飞鱼”号攻击性核潜

艇由于采用了多层甲板布置，从而获得了比较大的甲板

空间。与具有三层甲板布置的 “鹦鹉螺”号攻击性核潜

艇相比，两者具有相同的甲板面积，但是 “飞鱼”号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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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性核潜艇明显的减少了排水量和艇体表面面积，从而

降低了该蹄的阻力，大幅度的提高了该艇的水下最高

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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