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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工程大學前身是哈爾濱船
舶工程學院，是培養海軍科技人才及
船舶艦艇技術研發的重鎮。在該校日
前發布的建校70周年紀念宣傳片中，
出現了一款新型核潛艇展板，即093B
最新改進型攻擊核潛艇。

與此前版本相比，新型潛艇最為
重要的變化是，內置16個垂直發射單
元，呈8×2布局。這是解放軍攻擊核
潛艇的重要飛躍。此前的攻擊型核潛
艇，無論是魚雷還是巡航導彈，均通
過魚雷發射管來進行發射。兩種武器
的打擊方式有很大不同，進行切換時
會影響火力密度。而且潛射反艦導彈
要從魚雷發射管發射，也造成艇艏重
量太大，高速航行時重心不穩。

水下發射點火超低空掠海突防
093B改進型實現了魚雷與導彈發

射系統的分工，各專司其職。多達16
單元的垂發裝置，除了可以發射鷹
擊-82、鷹擊-84潛射反艦導彈外，更
可以發射最新型的鷹擊-18A潛射導
彈。該型導彈綜合性能處於世界領先
水平，是解放軍現役水下潛射深度最
大、適應浪高最高的巡航導彈，射程
超過650公里，能夠在敵軍防衛圈之外
實施打擊。

鷹擊-18A首創水下點火、水中姿
態控制技術，具備360度全向攻擊能
力，並具備隨海況自適應特性，導彈
巡航飛行過程中可以進行超過3次軌道
變更，並且可以超低空掠海飛行，更
加隱蔽地實施突擊。鷹擊-18A是一彈
多能，不僅可以反艦，還可以進行對

陸攻擊，具有極大的威懾力。
與此前版本相比，新型潛艇的另

一重大變化是，將尾部的七葉大直徑
螺旋槳推進裝置，更換為泵噴推進
器，相當於在螺旋槳外部增加了一個
泵殼。螺旋槳在泵殼內轉動，噴出的
水流會更加集中，可提供更穩定和高
效的推進力提升，並有效減少螺旋槳
產生的空泡，降低噪音，增強潛艇的
水下隱蔽性。

093B改進型仍採用傳統的十字形
尾舵，而非目前主流的 「X形」 ，這一
點與美軍 「弗吉尼亞」 級攻擊核潛艇
相似。十字形尾舵俯仰和航向是獨立
控制的，2個橫舵控制俯仰，2個豎舵
控制偏航。而X形尾舵任何動作都需要
4個舵面同時偏轉，但優點是由於一個
動作都有4個舵面參與，提供了足夠的
總面積，因而每個舵面可以做得相對
較小，從而減少了阻力，有利於提高
航速。

095型「無軸泵推」更上層樓
此外，新型核潛艇設計了全新的

指揮塔。圍殼前部有超大型填角，後
部也採用了大傾角設計，整體呈類似
梯形的流線型平滑布局，大幅降低航
行阻力和噪音，也可提供更好的操作
體驗。

目前，解放軍正在研發下一代095
型攻擊核潛艇。其動力、武器系統、
隱蔽性能較之093系列將進一步升級，
特別是無軸泵推技術，以及更高效更
具威懾力的導彈垂發系統，能夠發射
更多樣化的導彈。

作為中國艦艇技術研發龍頭單位
的哈爾濱工程大學，首次曝光了一款
093B新改進型攻擊核潛艇，其動力系
統及武器系統均刷新了現役攻擊核潛
艇性能。新增的16個垂直發射單元能
夠潛射鷹擊-18A等先進反艦導彈，
給予海上大型移動目標以摧毀打擊，
同時釋放魚雷發射管，大大增強火
力；創新的泵推技術可提供更穩定和
高效的推進力，並降低噪音，增強潛
艇的水下隱蔽性。

093B改進型
潛射鷹擊反艦

泵噴推進低噪隱身 16垂發火力爆升

馬浩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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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號三大改進

此次曝光新型核潛艇的哈爾濱工
程大學，是中國著名的 「國防七子」
之一。 「國防七子」 指的是工業和信
息化部（國家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局）
直屬的七所軍工類重點大學，包括哈
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北
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
京理工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
北工業大學。

其中多所都與1953年的新中國軍
工科技最高學府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
有關。1966年4月，解放軍軍事工程
學院改名為哈爾濱工程學院。而後大
部分人員搬遷長沙，組成長沙工學
院，後更名為國防科技大學，直屬中
央軍委；航空工程系遷往西安，併入
西北工業大學飛機工程系；炮兵工程

系後來發展成為現在的南京理工大
學。留在 「老家」 的哈爾濱工程學院
海軍工程系，則整合組建哈爾濱船舶
工程學院，後更名哈爾濱工程大學。
因而，該校的強項是船舶工業、海軍
裝備、海洋開發、核能應用等 「三海
一核」 。中國第一艘小型快艇、第一
艘炮艇、第一艘潛艇，都由 「哈工
程」 研發設計。

目前國內很多尖端技術的領軍人
物都畢業於 「哈工程」 。譬如，中國
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巡航導彈權威
劉石泉，萬米深海載人潛水器 「奮鬥
者號」 總設計師葉聰，中核集團 「華
龍一號」 核電機組總設計師邢繼，神
舟十六號載人飛行任務零號指揮員吳
華等等。

在深海中航行的潛艇，需要承受
巨大的水壓，對於鋼鐵材料的要求，
堪稱各類大型武器裝備中最為嚴格
的。今年早些時候，國內科研機構研
發出2400兆帕（MPa）抗拉強度的
新型超高強鋼，為強國重器提供了堅
實的技術保障。

這項超高強鋼鐵材料增塑機制，
由東北大學軋製技術及連軋自動化國
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
所、中信特鋼研究院、德國馬普鋼鐵
研究所聯合團隊研發，並發表在《科
學》雜誌網絡版。該技術成功製備出
新型超高強鋼，打破了超高強鋼對複
雜製備工藝和昂貴合金成分的依賴，
突破了現有2000兆帕級高強鋼的性
能邊界。

如何提升鋼材強度和塑性，是鋼
鐵材料領域的重大理論難題。當強度

達到2000兆帕級別時，鋼鐵的塑性
會出現斷崖式下降。東北大學團隊的
新技術實現了鋼鐵材料1600~1900
兆帕屈服強度、2000~2400兆帕抗
拉強度、18%~25%均勻延伸率的極
致性能。

美軍 「福特」 級核動力航母的特
種鋼材的屈服強度為800兆帕， 「弗
吉尼亞」 級攻擊核潛艇的HY130型
特種鋼材屈服強度超過900兆帕。中
國的2400兆帕超高強鋼和25%均勻
延伸率，兼具強度和韌性，對於未來
新型核潛艇的深潛能力和安全性能至
關重要，也是航母提高抗打擊能力和
保障艦載機起降的關鍵要素。

而通過運用新型高強度鋼，空軍
可以提高戰機的機身和起落架的耐用
強度；陸軍的主戰坦克、重型裝甲戰
車也可大幅增強車體強度與防護力。

10月4日，巴西
舉行首艘核動力潛艇

建造工程鋼板切割工作啟動。這艘核潛
艇將命名為 「阿爾瓦羅．阿爾貝托」
號。這也是南半球國家第一艘核潛艇。
巴西將成為全球第七個擁有核潛艇的國
家。按照計劃，新潛艇預計在2029年

下水，2034年服役。
此次鋼材切割將首先用於建造一個

重達100噸的試驗性耐壓艇體部分，用
以評估艇體製造工藝。巴西第一艘核動
力潛艇設計長約100米，直徑為9.8米，
排水量約6000噸，採用渦輪電力推
進，最大潛航速度將達到25節，工作潛

深將達到350米。
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國、俄羅斯、

中國、英國、法國、印度等六國擁有核
潛艇。前五國為聯合國安理會 「五
常」 ，均擁有戰略核潛艇和攻擊核潛
艇。印度唯一的核潛艇是2016年服役
的 「殲敵者」 級戰略核潛艇。

泵噴推進
傳統艦艇以螺旋槳推進，但

螺旋槳高速旋轉時會加速槳葉上
的水，水流速越快壓力越小，就
會產生了大量稱為 「空泡」 的泡
泡（見上圖）。這些空泡在海水
的壓力下會迅速破裂，產生噪
音。為降低噪音，英國在上世紀
80年代率先為潛艇裝上泵噴推進
器，其外部設有漸擴式導管，可
以將流入的水流減速，從而延緩
空泡的產生，此後泵噴推進便逐
漸成為先進潛艇的主流推進方
式。但這種推進器依舊是使用驅
動軸帶動螺旋槳旋轉，故又稱為
有軸泵噴推進器。

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眾海軍強
國正研究取消傳統驅動軸的無軸
泵推技術，將螺旋槳葉片安裝在
環狀導管內側，將動力裝置集成
在潛艇外部的環狀導管內部，由
電機帶動整個環狀導管內部槳葉
一起旋轉，以進一步消除驅動軸
傳動噪音。

話你知

新型國產鋼材 強度三倍於美福特

巴西研發核潛 計劃2034年服役
外軍動向

▲

艦
載
版
鷹
擊-

18
發
射
瞬
間
。

▲

岸
基
版
長
劍-

10
巡
航
導
彈
。

高校國防七子重器搖籃

▲哈爾濱工程大學宣傳片中的093B改進型攻擊核潛艇展板。

一、泵噴推進
•泵噴推進是各海軍強國下一代
潛艇主流技術，泵推相當於在螺
旋槳外部增加了一個泵殼，螺旋
槳在泵殼內轉動，大大降低螺旋
槳旋轉時的空泡率和噪音，提
升潛艇的水下隱匿性。

二、垂發裝置
•新款潛艇中部有16具垂
直發射裝置，可讓潛艇在
水下發射反艦巡航導彈
和對陸打擊巡航導彈。
雖然潛射型鷹擊-18可
由潛艇魚雷管發射，但
增加專門垂發裝置可最
大化火力密度。

三、帆罩修形
•新款潛艇的帆罩
（又稱指揮塔）前部
和後部均有內傾的近
似梯形構型，前部並
帶有一定的填角設
計，比以往的國產潛
艇有更低的水下阻
力，且有望進一步降
低噪音。

093B改進型垂發殺器

長劍-10巡航導彈
彈 重：2.5噸

巡航高度：50-150米

有效射程：1500公里

最大航速：0.75馬赫

有效載荷：300-500公斤

鷹擊-18A遠程反艦導彈
彈 頭：140-300公斤

射 程：超過650公里

飛行高度：掠海

巡航速度：0.8馬赫

末端極速：2.5-3馬赫

▼▼093093AA改進型等較早的改進型等較早的
093093型系列核潛艇並沒有型系列核潛艇並沒有
垂發系統垂發系統。。

▲早前曝光的093B改進型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