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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钩沉

发现敌人的秘密
美军开战后用得最广的就三种

鱼雷，即 MK13航空鱼雷、MK14潜
射鱼雷和 MK15舰射鱼雷。“老大”

MK13 是后两种鱼雷的技术源头，
问世最早（1938年定型），产量最高

（超过 1.7万枚），是各型舰载鱼雷
轰炸机的标配。也因为出生早，

MK13的性能在“后起之秀”面前显
得有点平庸，无论爆炸威力还是命中

精度都不如 MK14和 MK15。MK13

射程虽有 5600米，但航速才 33.5

节，还存在向左偏航的毛病，敌方水
兵若经验老到，就很容易规避。

当年美军鱼雷曾弥漫“引信危
机”，尤其潜艇用的 MK14鱼雷引入

高档的磁性引信加机械引信，本意
是提高精度，却碰上雷体入水时因

冲击力而导致引信折断的“痼疾”，
变成“滑水的废铁”。古典的 MK13

仅有机械引信，比 MK14慢得多的
航速正合该引信的“胃口”。早期型

MK13的发射条件很苛刻，飞机须
在 15米高度，以 110节以下速度飞

行，可这种飞行状态在敌舰火力拦
截面前形同自杀。这个场景在《决战

中途岛》得到真实再现，孤军奋战的
鱼雷机群几乎全军覆没。

让 MK13鱼雷发威的，居然是

死敌———日军。1942年珊瑚海海战
中，美国海军上尉谢尔曼发现，日本

鱼雷机投雷时，雷体上似乎包着一
层壳子。战后，美军捞出未起爆的日

本鱼雷，确定其型号为九一式，雷
头、尾翼等脆弱部件上加装木制护

套，作用是雷体入水时由它们吸收

冲击力，如此一来，日机投雷高度和
速度就比美机好多了。

开窍的美军迅速改造 MK13，
凭借雄厚工业能力，他们抛弃笨重

的木制护套，用轻质有机玻璃制造
护套，保护鱼雷推进器和引信，使鱼

雷投放高度和速度有了极大改善。
到了 1944年，美机已能从 730米高

度以 410节航速投雷，精度和安全
性都大大提升。不过 MK13也不是

没有毛病，加装护套的 MK13从高
空投下后，不时会出现雷体在水面

蹦蹦跳跳的现象，导致提前引爆。

打满全场的九一式
再看九一式，这是日本在二战

前研制的舰载机专用鱼雷，1932年

12月列装海军航空队。由于战事紧
急，日本再未开发新的雷种，九一式

成为日本唯一的制式航空鱼雷。
九一式有五种雷体和五种弹

头，使得鱼雷的总长和重量各不相

同。整体来说，除了改 2型雷体是为
了能在珍珠港浅水中使用而专门设

计外，其余几型雷体变化不大，主要
是加强结构强度，加装木制护套和

稳定翼。
九一式鱼雷刚问世时，日本航

母还使用双翼固定起落架的鱼雷

机，它只能在 30米高度，以低于
130节（240公里/时）的速度下投

放。随着新型鱼雷机上舰，过低的投
雷速度和高度严重影响作战，日军

为此发明了鱼雷护套，用木板钉成
框架，罩住鱼雷入水时最易受损的

雷头、尾翼和推进器，这使投雷高度
和速度都有增加。到 1937年时，日

本九七式舰攻就能以 204节的最高
航速在百米以上的高度投雷，使得

日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占尽便宜。
九一式鱼雷航速达 41节，常令美舰

很难躲避，但它的射程才 2000米，
过近的射程令日机必须深入美舰火

力圈内才能发射。

用“神风”顶替鱼雷
从外形上看，MK13全长较短，

直径更粗，到了雷体靠近尾部处才

突然变细，俨然是“头重脚轻”，而九
一式更长更细，从雷体到尾翼部分

过渡比较缓慢，流线型好，从而达到

较高的速度。其实，两者的差异是有
原因的。美机偏好弹舱挂载，内挂的

弹药对长度限制很严，但对直径可
以适当放宽，所以美军航空弹药普

遍都是“粗短胖”。反观日机基本是
机外挂载，对长度没啥限制，于是日

本弹药大多“细长瘦”。

战争初期，缺少护套的 MK13

投雷条件过于苛刻，战斗中很难满

足要求，造成鱼雷命中率、起爆率都
不高。哪怕在中途岛战后换装全新

的 TBF鱼雷机，美军飞行员宁可在
弹舱内挂两枚 500磅炸弹，也不愿

挂鱼雷，因此这段时间，日舰多是重
创而非沉没。随着美军吃透鱼雷护

套技术，速度快、防护好、火力强的
TBF鱼雷机使用 MK13 鱼雷后，发

挥出巨大威力，日舰沉没几率急剧
上升。莱特湾海战中，美军高强度鱼

雷攻击，让日军多艘主力舰倾覆，从
此元气大伤。随着 1945年日本海军

航空兵被打残，不必担心空中威胁
的美军鱼雷机可以自由展开多机协

同进攻，像围攻日本超级战列舰“大
和”号时，美机利用 MK13鱼雷的射

程优势，在“大和”号高炮威胁之外，
多架同时投雷，每一次都是 6-8枚

鱼雷齐射，把“大和”号送入海底。

与之相比，只能“抵近发射”的

九一式鱼雷，要求飞行员有稳定的
技术和心理素质，顶着美军密集火

网往里冲。可随着飞行老手相继毙
命，日机闯入防御内圈的概率微乎

其微。1944年马里亚纳海战后，输
得精光的日军孤注一掷，转而发起

“一机换一舰”的“神风特攻”，拿活

人驾驶的飞机去撞击美舰。也因为
这些“神风”特攻机都是直接装炸

药，懒得挂载影响飞行的鱼雷，后来
生产的九一式鱼雷只能躺在厂里吃

灰，等候美国占领军来接收。朱京斌

不要唾手可得的学位
1968年，由 5000多辆坦克和

50万官兵组成的华约部队集群开
进捷克斯洛伐克，这就是“多瑙河行

动”。如此庞大的部队在北约眼皮底
下展开，却让这个“潜在敌”毫无察

觉，这正是科利别尔诺夫的杰作。十
年后，他以“多瑙河行动”为题材进

行副博士论文答辩，其精彩程度甚

至让总参军事学院学术委员会打算

直接授予博士学位，可他却拒绝了，
表示自己将单独提交一份博士论

文。他没有食言，新论文研究的是如
何防护敌核武器特别是航路刁钻的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打击问题，这
个课题至今都具有现实意义。
越战期间，美国首次使用精确

制导炸弹，科利别尔诺夫曾听去过

越南的同事米哈伊尔·克雷萨诺夫
说起炸弹如何钻进飞机机库，“在里

面爆炸，将所有东西炸得粉身碎骨，
这种厉害的武器离苏联只有咫尺之

遥”。当时，伪装手段根本无法对付
制导炸弹，因为其制导系统不仅能

在可见波段工作，还能分出红外、热

源和雷达场里的目标。科利别尔诺
夫给下属布置如下任务：“要么消除

被保护目标的信息部分，要么干扰
制导炸弹传感器的视场，让目标及

周围地物的形象变样。”最后，他们
终于弄成功了。

继续钻研防护问题
1978年，科利别尔诺夫当上古

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既要为

工程兵培养人才，还要继续研究新

式防护手段。1983年，美苏对抗升
级，美国开始在西欧集中部署潘

兴-2中程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
弹，两年后，光西德部署的潘兴-2

就达 108枚，该导弹有特殊制导系
统，飞行时可扫描地形并与内置地

理数据相比对，随时校正飞行轨迹，

理论上不到 10分钟就能打中莫斯
科。在苏共中央的严令下，科利别尔

诺夫领衔研究反导“软杀伤系统”，
让潘兴-2失去准头。

他不仅改造了经典的“雷达诱
饵”———角反射器，使其能产生模拟

的目标信号，欺骗导弹导引头，同时

他领导的科研小组还研制出泡沫伪
装手段，利用类似泡沫聚氨酯塑料

这样的泡沫状隔热材料包裹目标，

让采用红外和雷达波段制导的武器

“失明”，而且泡沫状伪装还不怕卫
星侦察。科利别尔诺夫的同事瓦列

里·格拉西梅尼亚教授回忆，他们曾
尝试用泡沫伪装手段对两个坦克连

进行伪装，“坦克迅速开进伪装站，
五分钟内用器材处理完毕，然后坦

克连驶上开进路线，在三昼夜里，没

有任何侦察器材能发现他们”。
机动装备的伪装问题得到解

决，但如何解决固定目标伪装难题
呢？科利别尔诺夫想出办法———改

变大型目标的辐射性能，使导弹雷
达导引头获得的数据失真，从而乱

打一气。格拉西梅尼亚回忆，科利别

尔诺夫领导他们搞出“另一种发
明”，即可移动模拟目标，在导弹进

行制导时将其吸引到假目标上面，

对着远离防护目标的设施开火。

美国人后来如梦初醒：他们的
导弹在苏联科学家的巧妙伪装之下

效能大减。在此情况下，1987年 12

月，苏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导条约
（2019年才失效），美国有义务销毁

潘兴-2导弹。
1988年，科利别尔诺夫退役，

但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经他培
养的军事工程师桃李满天下。在去

世前的几年里，他加班加点地撰写
工程兵专著，生怕撒手人寰无法对

后人交代，2013 年 9 月 5 日去世
前，他还嘱咐自己的学生务必要完

成未竟的事业。 常立军

“胖子”打败“瘦子”
二战美日航空鱼雷较量

他让美国王牌导弹失去准头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将大量新式导
弹瞄向苏联战略目标，尤其部署在联邦
德国（西德）的潘兴-2导弹能在数分钟内
打到莫斯科。为抵消迫在眉睫的威胁，苏
联军队和科技界作出巨大努力，特别是工
程兵上将叶夫根尼·科利别尔诺夫居功至
伟，他设计出一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将
潘兴-2导弹变成“聋子”和“瞎子”。

军事人物

    对军迷而言，好莱坞影片《决战中途岛》想必不会错过，尤其美日航母舰载机
对决镜头让人印象深刻。太平洋战争宣告航母是当仁不让的海战主角，而在没有
导弹的年代里，舰载机合适的武器无非是航空炸弹和航空鱼雷，前者杀伤力弱，只
能击毁舰艇上层建筑，难以打断大舰的“脊梁骨”，而后者通过攻击舰艇水线以下
部位，足以让再强大的战舰也难逃倾覆。用军史学家的话说，纯就技术而言，太平
洋战争，可视为美国 MK13和日本九一式航空鱼雷的厮杀。

■ 美国 TBM轰炸机
投放 MK13鱼雷

■ MK13鱼雷大角度入水

■ 1945年，美国海军送到前线的 MK13鱼雷

■ 1944年 10月 13

日，美国舰载机出击
前挂载 MK13鱼雷

■ 偷袭珍珠港前夕，日

本航母“赤城”号为舰载
机准备了九一式鱼雷

■ 对付潘兴-2 导弹
是苏联国防重大课题■ 美军从西德撤离潘兴-2导弹■ 科利别尔诺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