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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二战末期ꎬ德国为挽回海战颓势ꎬ使用了作为

“撒手锏”的反舰武器———音响鱼雷(最早出现的

被动声自导鱼雷)ꎬ一度使同盟国海军、商船受损

极大ꎬ在“受教训”之后ꎬ美国苦思对策ꎬ于是出现

了第一种软杀伤鱼雷对抗方法———机械式鱼雷诱

饵ꎬ而用深弹在一定深度爆炸来对抗鱼雷ꎬ则是较

早出现的鱼雷硬杀伤手段ꎮ

鱼雷武器技术的发展路径为:直航、声自导、线
导、尾流自导 (当然还有航程、航速等技术的发

展)ꎬ因此鱼雷防御技术也围绕这一路径展开ꎮ 目

前研究最多的是如何进行自导鱼雷的防御ꎬ包括

软、硬杀伤两大类ꎮ 另有一种分类为软杀伤、硬杀

伤和非杀伤ꎬ所谓非杀伤就是通过舰船自身的机动

来规避鱼雷ꎬ在无软杀伤、硬杀伤反鱼雷装备之前

该法为主要的鱼雷防御措施ꎬ现在这一方法已不再

单独使用ꎬ而是与软杀伤、硬杀伤反鱼雷方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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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ꎮ
迄今为止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鱼雷防御装

备ꎬ并且在不断更新ꎮ 反鱼雷装备之所以如此“繁
荣”ꎬ并不是有众多实用的鱼雷防御方法ꎬ恰恰相

反ꎬ“繁荣”正是还没找到实用的好方法ꎬ是正在苦

苦寻觅中ꎮ

１　 软杀伤装备发展分析

美国已发展了 ３代鱼雷防御系统:第 １代水面

舰鱼雷防御系统(ＳＳＴＤ)由 ＡＮ / ＷＬＲ￣１２侦察与报

警声呐、ＢＡＷＳ 基本声学战系统和 ＡＮ / ＳＬＱ￣２５ 拖

曳式声诱饵组成ꎻ第 ２代 ＳＳＴＤ 是研制新的鱼雷报

警声呐 ＡＮ / ＳＬＱ￣２４ꎬ新装备 ＡＮ / ＳＬＱ￣３６综合对抗

装置ꎬ改进 ＡＮ / ＳＬＱ￣２５ꎻ第 ３代为联合 ＳＳＴＤꎬ增加

了硬对抗手段———反鱼雷鱼雷(ＡＴＴ)ꎮ 增加了多

传感器鱼雷识别与告警处理(ＭＳＴＲＡＰ)ꎬＭＳＴＲＡＰ
融合了来自舰壳声呐、舷侧共型阵、声呐浮标及拖

曳阵等收到的信息ꎮ 美国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就对其库存多余的 ＭＫ４６ 进行反鱼雷改装ꎬ准备

用来拦截来袭的尾流自导鱼雷ꎬ但未获成功ꎬ该项

目于 １９８７年停止ꎬ至于第 ２ 代 ＳＳＴＤ 所用 ＡＴＴ 性

能指标怎样ꎬ还未见报道ꎮ
法国的 ＳＬＡＴ 水面舰防御系统与美国 ＳＳＴＤ

类似ꎬ由鱼雷报警、综合反应、对抗 ３ 个子系统组

成ꎬ能探测到 ２０ ｋｍ 外的线导鱼雷和 １０ ｋｍ 左右的

低噪声鱼雷ꎬ能在约 ３ ｋｍ 距离定位鱼雷ꎮ 该系统

与鱼雷的直接对抗装备是火箭助飞声诱饵和噪声

干扰器ꎬ即鱼雷报警子系统发现鱼雷ꎬ综合反应子

系统进行战术决策并控制对抗子系统发射火箭助

飞声诱饵和噪声干扰器ꎬ实施对来袭鱼雷的对抗ꎮ
英国的水面舰鱼雷防御系统“Ｓｅａ Ｓｅｎｔｏｒｍ”由

被动拖曳阵(用于鱼雷报警、战术决策)、拖曳式水

声对抗设备、诱饵及诱饵发射装置组成[１￣３]ꎮ
以上列举了美、法、英 ３ 国的鱼雷软杀伤装备

研究情况ꎬ综合分析可知鱼雷软杀伤装备主要由鱼

雷探测、战术决策、水声干扰器材 ３部分组成ꎬ其他

国家的鱼雷软杀伤装备在组成上与此也大同小异ꎬ
当然性能高低不一ꎮ 使用鱼雷软杀伤装备对抗鱼

雷主要有 ３个问题:１)采用的是水声对抗方法ꎬ潜

在要求来袭鱼雷是声自导鱼雷ꎬ显然这种要求不合

理ꎬ敌方没有配合的道理ꎬ存在来袭鱼雷是直航雷

或是尾流自导鱼雷的情况ꎻ２)完整的鱼雷软杀伤

装备系统要在舰尾安装拖曳鱼雷探测与干扰 ２ 套

系统ꎬ相应地在舰尾安装收放装置ꎬ舰舷要安装舷

外干扰水声器材的发射装置ꎬ舰上还要安装指挥、
控制分系统ꎬ给舰艇的设计带来不小的挑战ꎻ３)进
行软杀伤对抗时需本舰有相应的机动规避[４]ꎬ如
果本舰同时受到导弹与鱼雷的攻击ꎬ可能出现对抗

鱼雷与对抗导弹时ꎬ与本舰规避要求相矛盾ꎮ

２　 硬杀伤装备发展分析

鱼雷硬杀伤手段有反鱼雷深弹、ＡＴＴ(反鱼雷

鱼雷)、反鱼雷拦截网、反鱼雷水雷等ꎬ本节主要讨

论 ＡＴＴꎮ ＡＴＴ 的概念出现较早ꎬ但真正有装备的

报道近期才出现ꎬ即以色列的诱杀型“Ｔｏｒｂｕｓｔｅｒ”
ＡＴＴ 和俄罗斯的声自导“Ｐａｋｅｔ￣Ｅ / ＮＫ”ＡＴＴ(亦有

称其为反鱼雷导弹)ꎬ其他的如美国的“ＳＭＡＲＴ”、
德国的 ＭＵ９０￣ＨＫ 及“梭鱼”、俄罗斯的“五一节秘

密集会”ＡＴＴꎬ或见有研制报道、或见有展览报道ꎬ
但无实际装备报道ꎮ

ＭＵ９０￣ＨＫ 直径为 ３２４ ｍｍ、长为 ２.８５ ｍ、航程

为 １０ ｋｍ、最大航速为 ５０ ｋｎ[５]ꎬ指标与管装反潜鱼

雷极其相似ꎮ 另外ꎬ德国还进行了高速 ＡＴＴ“梭
鱼”的研究ꎬ “梭鱼”对重型鱼雷的自导距离为

２００ ｍꎬ航速超过 ２００ ｋｎ[６]ꎮ 这让我们立即联想到

美国曾有将 ＭＫ４６ 发展成为 ＡＴＴ 的行动ꎬ以及之

后美国放弃基于 ＭＫ４６ 的 ＡＴＴ 开始 “ＳＭＡＲＴ”
ＡＴＴ[５]的研究ꎮ “ＳＭＡＲＴ”ＡＴＴ 为小型电动力线

导ꎬ直径为 １６０ ｍｍ、长为 ２.６７ ｍ、航程为 １ ｋｍ、航
速为 ３０~４０ ｋｎꎮ

以上两例均拟以直径为 ３２４ ｍｍ 的鱼雷为基

础开展 ＡＴＴ 研制ꎬ其结果均以改弦更张而结束ꎬ虽
然各自的具体原因我们还不太明确ꎬ但从后来各自

的发展重点还是可发现一点线索ꎮ 就自导作用距

离而言ꎬ“梭鱼”没有优势ꎬ但其航速达到 ２００ ｋｎ
(水下火箭动力ꎬ超空泡)ꎬ这就不能不引人注目

了ꎮ 虽然对来袭鱼雷的防御采取的是拦截ꎬ即迎

击ꎬ但既然是自导武器ꎬ自然应考虑导引规律ꎬ而导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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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规律与速度密切相关ꎮ 由 ＭＵ９０￣ＨＫ 而后到“梭
鱼”是否是导引规律牵扯出的必然结果ꎬ作者还没

有 答 案ꎮ 同 样ꎬ 美 国 由 ＭＫ４６ 转 而 研 究

“ＳＭＡＲＴ”ꎬ“ＳＭＡＲＴ”选择了线导＋自导的方式ꎬ
具体是由线导将“ＳＭＡＲＴ”导引距离来袭鱼雷约

１００ ｍ 处ꎬ再转为自导方式ꎮ 这是否说明 ＡＴＴ 仅

仅依靠自寻有困难? 或许从第 ３ 章中我们会得到

一点启示ꎮ
“Ｐａｋｅｔ￣Ｅ / ＮＫ”ＡＴＴ 与“梭鱼”一样采用水下

火箭推进技术ꎬ但其航速低得多ꎬ只有 ４０ ~ ５０ ｋｎꎬ
其作用距离较“梭鱼”远ꎬ达到 ４００ ｍꎮ 虽然据悉其

为现役装备ꎬ但具体作战效能如何ꎬ没见报道ꎮ 近

期俄罗斯又发展了一种名为“五一节秘密集会”
ＡＴＴꎬ观其外型与传统的鱼雷大不相同ꎬ与自航式

猎雷装备神似ꎬ其速度不快ꎮ “五一节秘密集会”
ＡＴＴ 有可能是一种集群协同作战的反鱼雷装备ꎬ
这一动向值得我们注意ꎮ

以色列的“Ｔｏｒｂｕｓｔｅｒ” [５]ꎬ被直接定义为诱杀

型 ＡＴＴꎬ于是放弃自导ꎬ可见自导式的 ＡＴＴ 难以

实现ꎮ
以上列举了 ＭＵ９０￣ＨＫ、ＭＫ４６、 “ ＳＭＡＲＴ”、

“梭鱼”、 “ Ｐａｋｅｔ￣Ｅ / ＮＫ”、 “五一节秘密集会”、
“Ｔｏｒｂｕｓｔｅｒ”等 ７种 ＡＴＴꎬ它们的特点如表 １ꎮ

表 １　 ７种 ＡＴＴ 的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７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ＴＴｓ

ＡＴＴ 推进动力 自导方式

ＭＵ９０￣ＨＫ 电动力 自导

ＭＫ４６ 热动力 自导

“ＳＭＡＲＴ” 电动力 线导＋自导

“梭鱼” 火箭动力 自导

“Ｐａｋｅｔ￣Ｅ / ＮＫ” 火箭动力 自导

“五一节秘密集会” 电动力 协同作战(待实证)

“Ｔｏｒｂｕｓｔｅｒ” 电动力 没有导引(诱＋爆)

　 　 表 １所列 ＡＴＴ 或现役或研制ꎬ有如下几种类

型:传统的鱼雷技术ꎬ如 ＭＵ９０ (自导型鱼雷)、
“ＳＭＡＲＴ”(小型电动力线导＋自导)ꎻ火箭动力自

导ꎬ如 “梭鱼”、 “ Ｐａｋｅｔ￣Ｅ / ＮＫ”ꎻ诱杀型ꎬ如 “ Ｔｏｒ￣
ｂｕｓｔｅｒ”ꎻ还有一种ꎬ可能是协同作战类型ꎬ如“五一

节秘密集会”ꎮ 综上所述ꎬ关于 ＡＴＴ 技术的探索ꎬ

现在能想到的方法均已实施ꎬ或正在实施中ꎬ可见

ＡＴＴ 道路之艰辛ꎮ 为什么世界各国艰辛探索数十

年ꎬＡＴＴ 无突破性的进展? 作者认为根本的问题

是:鱼雷硬杀伤走现在 ＡＴＴ 的技术路线是方向性

错误ꎮ 那么ꎬ可以借鉴空中反导技术ꎮ

３　 反导技术

以下两点毋庸置疑:相比水下ꎬ空中自导比水

中容易ꎻ空中反导已经多次实战检验ꎬ证明有效ꎮ
美国有 ３种导弹防御系统ꎬ分别为“爱国者”、

“萨德”、“陆基宙斯盾”ꎬ理论上此 ３ 者组成了由近

及远、由低到高的多层次防空体系ꎮ 在此不讨论它

们的具体技术细节ꎬ只简单叙述它们的工作过程ꎮ
事实上这 ３套导弹防御系统的工作过程是类似的:
火控雷达锁定跟踪目标ꎻ导弹发射ꎻ导弹执行火控

指令修正弹道(三点导引:雷达、来袭导弹、反导导

弹ꎬ这是作战有效性的保证)ꎻ当反导导弹被导引

到来袭导弹附近时ꎬ自导开机ꎬ直致毁伤来袭导弹ꎮ
可见在自导技术实施相对容易的空中ꎬ反导导弹绝

大部分时间都是采用指令制导ꎮ 因此ꎬ在水中采用

“点对点”的全程自导的 ＡＴＴ 这条技术途径非常

值得怀疑ꎬ回头再看“ＳＭＡＲＴ”也有这种考虑ꎮ

４　 深弹是最有效的反鱼雷装备

对于什么是反鱼雷深弹ꎬ什么是反鱼雷鱼雷ꎬ
作者给出的定义是:在单次反鱼雷作战中ꎬ采用多

发齐射方式作战的武器为深弹ꎬ单发作战的武器为

鱼雷ꎮ
俄罗斯的“蟒蛇￣１”反鱼雷火箭系统是现役暴

光率最高的鱼雷防御深弹武器系统ꎬ该系统装备 ２
种火箭深弹:СЗГ拦阻式火箭深弹和 СО牵制式火

箭深弹ꎮ 其中 СЗГ射程为 １００~２ ０００ ｍꎬ配通用近

炸定时引信ꎬ用于在 １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 距离范围以悬

浮待机的方式炸毁来袭鱼雷ꎮ СО的射程为 ７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ꎬ用于在这一距离范围将来袭鱼雷引偏于

本舰[７]ꎮ “蟒蛇￣１”在俄罗斯大型水面舰上大量装

备ꎮ 其作战范围与水面对鱼雷的探测、告警距离对

应:水面舰可发现 １０ ｋｍ 处的来袭鱼雷[８]ꎬ可对

３ ｋｍ处的鱼雷定位[２￣３]ꎮ 可见“蟒蛇￣１”反鱼雷火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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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系统是基于全舰综合能力的设计结果ꎬ更远处的

反鱼雷作战没有坚实的基础ꎮ 显然ꎬ在此距离范围

内 ＡＴＴ 没有多大的发挥空间:近距离受自导鱼雷

管制段的限制ꎬ相对较远距离受制于 ＡＴＴ 的自导

作用距离ꎮ 因此ꎬ在 ３ ｋｍ 左右的距离采用悬浮深

弹防御鱼雷比 ＡＴＴ 实用ꎮ
采用悬浮深弹防御鱼雷也有不足ꎮ 最主要的

问题是由悬浮深弹布设的弹阵是相对固定的ꎬ而本

舰与来袭鱼雷是运动的ꎬ因此ꎬ弹阵并不能确保来

袭鱼雷一定会进入其杀伤范围ꎮ 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让弹阵运动起来ꎬ多发深弹协同作战ꎬ弹阵能根

据本舰及来袭鱼雷的相对位置调整自已的位置ꎬ使
本舰始终处于自己的保护范围内ꎬ如此ꎬ在本舰

３ ｋｍ左右的范围内ꎬ深弹将是最有效的鱼雷防御

装备ꎮ

５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目前鱼雷软、硬杀伤手段的不足ꎬ
重点分析了 ＡＴＴ 的局限性ꎬ对比空中反导系统ꎬ指
出了目前 ＡＴＴ 技术的误区ꎬ最后给出了一种近距

离鱼雷防御的方法:多发深弹在水下形成可移动的

弹阵ꎬ采用深弹协同作战的方式防御鱼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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