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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冲突引发全球
关注。

就在这场冲突开始时，印度曾高调展示
其航母“维克兰特”号。4月23日的卫星图像
情报显示，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正驶向北
阿拉伯海的公海方向，直逼沿海的巴基斯坦
最大城市卡拉奇。然而，3天之后，“维克兰
特”号就回到了印度卡尔瓦尔海军基地。
“维克兰特”号短暂现身后匆忙撤回，其

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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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现身

航母“撤回”引发猜测
印度本意是将航母部署在接近巴基斯坦海

域的关键位置，借印巴紧张局势之机向巴基斯
坦海军施加巨大压力。毕竟在第三次印巴战争
中，印度一艘名为“维克兰特”号的航母曾发挥
过重要作用。当然，此“维克兰特”号非彼“维克
兰特”号。老“维克兰特”号改造自一艘英国海
军退役航母，而如今的“维克兰特”号是印度的
首艘国产航空母舰，2022年9月2日入役。这
一次印度再派“维克兰特”号“出征”，显然意在
威慑巴基斯坦。
但谁也没想到，4月26日的卫星图像情报

证实，“维克兰特”号已停泊在印度的卡尔瓦尔
海军基地。它的突然“撤回”引发了各方猜测。
如今印度的这艘“维克兰特”号航母，排水

量约40000吨，长约262米，可搭载约30架量身
度造的舰载飞机。它的入列是印度迈向“蓝水
海军”的关键一步，政治意义远大于即时战斗
力。印度方面认为，作为印军唯一的现役国产
航母，它不仅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的进步，还
可强化印度对孟加拉湾及阿拉伯海附近海域
的战略威慑。

动力短板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航母通常被部署在公海海域，用于执行长

期任务，而非短暂的“亮相”。因此军事分析
人士推测，“维克兰特”号可能是在面临巴基斯
坦的反舰导弹系统威胁后选择撤退。这一方面
暴露印度海军此次行动考虑不周，选择出动航
母单舰，而非航母战斗群作战系统；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这一航母自身战斗力和性能的薄弱之
处，比如防空及反导能力不足，电子战能力低
下，且缺乏足够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未能起到
威慑效果。
航母是海洋强国战略力量的象征，目前全

球仅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等8个国家拥有
现役航母，其中美国以11艘核动力航母占据
绝对优势，印度、意大利等国也正在推动航母
发展。核动力技术、电磁弹射、五代舰载机是
当前航母发展的核心方向，而印度航母恰恰在
这三个方面存在短板。尤其是核动力技术这
一短板，是制约印度航母的
主要因素。
“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动

力系统由4台LM 2500+燃
气轮机构成，总轴马力为16
万马力，最高航速28节。从
动力性能来看，属于“小马拉
大车”，速度可能比驱逐舰都
慢，也会影响舰载机的起飞
效率。印度在装备实力不足
的情况下，贸然动用航母模
仿美军施压的做法，不仅没
有发挥作用，反而“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让外界对其海军
实力产生质疑。
印巴海军这场较量，已

成为当前南亚海上军事力量
对比转变的一个缩影。

�印度航母“维克兰特”
号在北阿拉伯海行驶

�“维克兰特”号2022
年正式服役

▲法国将制造下一代核动力航母，总统马克龙
视察核电巨头法马通公司 本版图片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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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动力航母
具有多项突出优势
印度也曾宣称计划建造亚洲第

一艘核动力航母“维沙尔”号，但因为财
力不济、能力不足，导致计划搁浅。核动
力航母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核动力是利用可控核反应来获取能量，

从而得到动力、热量和电能的系统。按照应
用领域的不同，可以将核动力系统分为空间
核动力、海洋核动力、航空核动力等；按照反
应堆冷却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核动力系统分
为压水堆、液态金属堆、热管反应堆、高温气
冷堆等。与常规动力航母相比，核动力航母
具有一系列突出优势。
第一，具有超强续航能力。核动力航母

一次加注核燃料可航行40万—50万海里（约
74-93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0圈以上，而
常规动力航母续航能力一般在6000—12000
海里（约1.1万—2.2万公里）之间，具体取决
于航速和任务模式的不同。核动力航母的
“无限航程”优势使其能长期远离本土执行任
务，减少对补给舰的依赖，尤其适合全球战略
部署。
第二，动力响应快且综合保障能力强。

核动力反应堆能够始终处于热机状态，动力
可瞬间提升至满负荷，加速性能远超常规动
力航母，比如尼米兹级航母的响应速度在5
分钟内可从静止状态加速至30节，对航母而
言，这种特性在战术机动和快速脱离敌方打
击范围时至关重要。
核动力系统可为航母提供近乎无限的电

力，支持电磁弹射、相控阵雷达等高能耗设备
使用，提升航母信息化作战水平。例如，美国
福特级航母采用核动力为电磁弹射器提供持
续稳定的电力保障，而常规动力难以满足需
求。核动力还可以为航母提供日均百万升的
淡水量，切实改善舰员生活条件，并保障航母
设备的冷却需求。
第三，舰载空间和载重优势大大提升。

核动力航母无需烟囱和排气系统，舰岛体积
更小、布设更灵活。比如美国尼米兹级航母
的舰岛比小鹰级航母的舰岛缩小了约30%的
空间占比。核动力航母更大的飞行甲板空间
利于提升舰载机起降效率的同时，可部署更
多舰载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增强对超音速
反舰导弹的早期探测与拦截能力。另外，航
母上使用核动力反应堆可以节省大量的燃油
储存空间，如尼米兹级航母与常规动力航母
相比，可多携带约6000吨航空燃油和1200吨
弹药，显著提升航母持续作战能力。
此外，核动力航母还可发挥巨大的海上

战略威慑作用，可有效维护海上通道安全、遏
制潜在冲突。
在抵御或对抗超音速反舰导弹方面，核

动力航母与常规动力航母也有不小的差异。
从应急机动性来看，核动力航母更胜一

筹。不仅可在短时间内加速，进行应急反应，
还可支持高能耗防御系统，如电磁干扰设备、
激光反导武器和密集阵近防系统的应用，大
大提升规避导弹攻击的能力。

从反导能力来看，核动力航母也
更具优势。现代反舰导弹通常
采用红外、雷达复合制导，常
规动力航母的烟囱废气
温度高达数百摄氏度，
容易成为红外制导导弹
的显著目标。而核动力
航母无需燃烧化石燃
料，没有烟囱排放高温
废气，大幅降低了红外
信号特征，可显著减少
被导弹锁定的概率。

迭代升级
未来发展优先选项

目前，拥有现役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只有
美国和法国。美国是全球唯一全面部署核动
力航母的国家，现役11艘核动力航母，包括
10艘尼米兹级（CVN-68至CVN-77）和1艘
福特级（CVN-78）。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突
出特点是采用了电磁弹射技术和高能效反应
堆，美国计划再建造10艘福特级航母，逐步
取代尼米兹级。
法国仅有1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满载排水量约4.2万吨，全长261.5米，属中型
航母，可搭载“阵风”-M战斗机、E-2D预警机
等约40架舰载机，总功率7.62万马力，最高
航速仅25—27节，为二战后最慢的弹射型航
母。因沿用核潜艇反应堆，动力输出不足以
支持高速航行，导致舰载机起降效率低，需依
赖蒸汽弹射器辅助。虽然“戴高乐”号核动力
航母的实战能力受限，但作为目前全球唯一
非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象征着法国的军事实
力。法国海军也曾发布新型核动力航母的建
造计划，2025年开始建造，2038年服役，以替
代服役40多年的“戴高乐”号航母。
俄罗斯虽然拥有丰富的核动力潜艇、核

动力鱼雷、核动力破冰船及海上浮动核电站
的建造和运行经验，但是在核动力航母方面
表现并不突出。俄方曾多次提出10万吨级
核动力航母的设计方案，如“暴风”级，但受限
于造船能力薄弱、军费不足等原因，实际进展
停滞。俄罗斯唯一现役的常规动力“库兹涅
佐夫”号航母是苏联时期建造的，1991年1月
21日正式服役，虽然故障频发，但在俄海军
战略中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总之，核动力技术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降低航母的战时补给依赖，同时可为未
来无人作战平台和智能舰队的能源需求提供
解决方案。随着核技术与船舶技术的不断创
新迭代和升级，核动力或将成为未来航母燃
料动力的优先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