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21

22

洞察新加坡护卫舰
“以隐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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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备之外的思考
    对我军而言，055型舰绝不止是吨位

加大、武备增加那么简单，而是代表着作
战体系和作战样式的飞跃。自从去年人民

海军实现“双航母”服役后，以航母为核心
的远海作战体系初具规模。尽管这两艘航

母有足够空间安装现代化指挥通信系统，

但航母主业仍是航空作战，须集中精力调
度和指挥舰载机，整个编队需要更专职的

“司令塔”。被称为“中华神盾”的 052C/D

系列驱逐舰，尺度和吨位都属于中型水面

舰档次，集成大量武备后，确实没有太多
空间容纳指挥航母编队所需的通信、信息

处理系统及较多司令部人员。因此，要确
保覆盖广阔海空范围的航母编队能“上通

下达，感知灵敏”，让 055型这样的“万吨
大驱”担纲编队指挥，处理来自本舰、友舰

及卫星、飞机、潜艇等各平台上传感器传

送的信息，然后形成作战指令，分发给编
队中各舰艇，进行有效的防空、反舰、反潜

作战。可以说，既发扬了航母等友邻舰艇
的专长，又使整个编队从容不迫，应对有

度，满足网络战、信息战的需求。
细看 055型舰的布局就能明白，它在

电子信息技术上的进步比常规舰载武器

要大。作为全球少有的采用双波段雷达的
驱逐舰，055型舰实现指挥控制系统一体

化，各系统共享标准信息、通用基准，全舰
各子系统采用开放式架构通用接口，使后

续维护与升级工作更加便利。这还不算，
055型舰在建造中采用全新的数字化焊

接管控模式，使分段的拼接误差控制在几
毫米内，体现了“中国制造”的高标准。

不光要有“空潜快”

    055型舰的领先，扎根于新中国人民

海军和工业科技战线 70年来不懈努力。

1949年，新中国海防事业处于“一穷
二白”状态，由商船甚至打捞沉船变身的

千吨级炮舰就算是主力，还得抵御台湾国
民党当局和帝国主义军舰不时窜犯，如何

超常规发展海军装备是个重大课题。1950
年，我海军确定优先发展岸基航空兵、潜

艇和快速攻击小艇的“空潜快”思路，巩固

近岸和重要港口防御，但这不等于忽视大
中型水面舰。在国家力所能及的前提下，

1953年，中国从苏联引进四艘 07型雷炮
驱逐舰（时称“雷击舰”），性能只达到二战

水平，但能较长时间在近海活动，对提升
我海军总体实力起到重要作用。
上世纪 50年代末，随着国家工业进

步，中国开始发展国产导弹驱逐舰，但因
客观条件限制，没能走下去。为此，我军决

定先研发动力、主炮、高强度钢等子系统，

为后续发展新舰打好基础。等到上世

纪 60 年代中国发展洲际

弹道导弹，需要进行全程发射试验，而导

弹落点是远离国土的大洋，须有强大的驱
逐舰为科研测量船只护航，这就推动了第

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051型的出现。
严格来说，051 型舰技术跨越不太

大，满载排水量控制在 3600吨左右，起初
只装有反舰导弹，仅靠人工操作的高炮负

责对空防御，全舰以机械化设备为主，与

世界先进水平有着“隔代差距”，但中国却
由此形成完整的中型水面战斗舰科研生

产体系。

    2020年人民海
军装备领域的第

一件大事，莫过
于春节前夕的首

艘

055型驱逐舰“南
昌”号归建入列

。这是我军第一
艘万吨级驱逐舰

，也标

志着新中国驱逐
舰从“仿研追赶”

进入“引领发展”
的全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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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的“号角”

第三代技术跨越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建设强大的现

代化海军已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在新世
纪头一个五年计划里，人民海军驱逐舰

家族在“两条腿走路”策略引领下进一

步壮大。一方面，我海军从俄罗斯引进
四艘 956E/EM型驱逐舰，逐步消化吸收

领先技术，另一方面，推出国产 051C

型、052B 型和 052C 型驱逐舰，其中

052B型舰在平台方面取得重要技术进
步，配备较先进的作战系统，而 052C型

舰进一步换装全新的作战系统、相控阵
雷达、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等，实现彻底

的“第三代技术跨越”。要指出的是，装

备引进俄制“暗礁-M”远程舰空导弹综
合体的 051C型舰属于过渡性质，主要

为 052C型舰成熟完善提供时间，并且
在此期间增强我海军区域防空能力，这

也是为什么 052C型舰实现批量建造，

而 051C型舰仅建造两艘。

有了 052C型舰的技术验证和经验
积累，我海军又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

装备威力更大的 052D型驱逐舰，在进
一步放大的平台上安装国产第二代有

源相控阵雷达、全新通用导弹垂直发射
装置等，技战术性能又有重大跃升，而

且建造上也不再采用“小步快跑”的方
式，而是批量建造，这一特征也反映在

055型舰上。展望未来，人民海军装备体

系里，水面舰艇可能更多考虑航母编队
作战，而驱逐舰有望扮演“战略预备队”

的角色，攻防兼备，夺取和控制局部制
海权。尤其批量建造的 052D型和 055

型舰无疑会成为“精品工程”，真正做到

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无论使用、管
理、维修、保障等方面，为部队作战训练

创造良好条件。 石宏 张韶华

中国火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

显著提升，与国外的交流也拓展了装
备研发的视野。上世纪 80年代，中国开

始发展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052

型，其特点是舰艇平台增大吨位，更好

地适应远海环境使用，舰上应用诸多从
西方引进的先进舰载子系统，作战系统

更加完善。战术方面，该型舰侧重反潜
作战，不仅装备先进声呐，还采用安静

性较好的燃气轮机，并设置双机库。就

反潜系统的配置和技术水平而言，052
型舰与当时西方先进的反潜驱逐舰、护

卫舰已经没有代差。不过，052型舰只建
造了两艘，没有形成一个批量。后来，我

海军又发展了过渡性质的 051B型，只
建造了一艘（即深圳舰），它采用

与 051型相似的蒸汽轮机动力，

但平台进一步放大，是我军驱逐
舰迈向大型化的开端。该舰的子

系统在技术上与 052 型基本相
当，但对海打击能力要强得多。

总体来说，第二代国产驱逐舰的服

役，标志着中国自力更生研制能力提高
一大步，而且技术有了一定储备，跟上

世界海军发展大潮。2002年，人民海军
头一次环球航行就以 052型青岛舰（舷

号 113）领衔，历时 132 天，航行 3.3 万

海里，战胜马六甲海峡的风暴、印度洋
的西南季风和北大西洋的涌浪，向全世

界展现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最新
成就。当时以青岛舰为指挥舰的编队有

效检验了全球导航定位能力、全球指挥
通信能力、全球连续航行能力、全球气

象分析掌握能力、全球航行的综合保障
能力以及官兵心理、生理上对艰苦环境

的适应能力，充分证明了经过短
短五十多年发展的人民海
军已具备环球航行访问的

能力，标志着海军现代化建
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曾经一马当先的中
国海军 051B型驱逐舰

■ 不同时期的国产驱逐舰和护卫舰依次驶来，

反映了我军水面舰艇发展的总体脉络

■ 水兵维护 07型舰上的 130毫米主炮

■ 入列海军的055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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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轻载状态的
南昌舰高速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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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中央苏区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