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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艇员潜艇单人脱险训练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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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潜艇学院 修俊贤 刘安堂 李岐旭  

一．前言  

  对于潜艇专业在校学员和在校轮训潜艇潜艇员的脱险训练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潜艇虽然在作战

方面具有隐蔽性好、攻击威力强、续航力大等优点，但是由于潜艇处于水下环境中活动及其自身的弱点，

如储备浮力小、抗沉能力弱、结构复杂、操纵难度大、自卫能力差，一旦遭到攻击将会发生重大伤亡。潜

艇在平时战备执勤、出海训练过程中，有时因机械故障、操作失误、碰撞等原因导致沉没海底。根据英国 

1983 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潜艇会议报告的资料，全世界在非战争情况下，从 1090 － 1980 年，约

有 96 艘潜艇沉没。 1900 － 1976 年，死亡 3168 人，幸存者只有 635 人（约占 16.5% ）。我海

军自从成立潜艇部队以来，也曾发生过潜艇沉没，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事故， ×× 名艇员牺牲。在遇难的艇

员中，不能正确、熟练使用脱险装具占相当大的比例。鉴于国内外潜艇遇难事故的惨痛教训，世界各国对

潜艇脱险装具和脱险训练的研究均引起高度的重视。如美国海军，要求潜艇艇员每 18 个月进行一次脱险

轮训。根据我海军潜艇部队的实际情况，加大潜艇艇员和在校学员进行潜艇单人脱险组织与训练的力度，

加强潜艇救生设备与技术理论课程的地位和要求，紧密结合“台海”作战的特点和要求，加大训练难度，

对学员潜艇单人脱险训练实行“一票否决制”。近 20 年来，我们对在校期间的潜艇专业学员和潜艇艇

员，进行了 ×× 个不同班（艇）次， ×××× 人， ×××××× 人次，潜艇单人脱险训练总时间 ×

××××××min 。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学员潜艇单人脱险训练任务。本文就单人脱险训练的几个问题进行

研究。  

二．单人脱险训练问题  

  潜艇失事后，只要条件允许，不论有无水面防险救生部队援救，对于失事潜艇来说，都应首先立足于

依靠艇员自身力量组织脱险。  

  （一）潜艇专业人员的选拔  

  在校的潜艇专业学员（以下简称学员）主要来自每年征集的新兵、每年高考入伍的大学生（以下简称

大学生）及潜艇支队来校进行岸港训练的潜艇艇队艇员。  

  把好学员选拔关，是搞好潜艇脱险训练的首要问题。  



  1 ．把好新兵、大学生和潜艇艇队艇员身体关  

  新兵、大学生入伍后，要严格按国防部颁发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海军海勤学员体格检查

标准》执行。对于潜艇专业不合格人员，进行淘汰。  

  对于潜艇支队来院岸港训练的潜艇艇队艇员，要查看其《健康手册》，了解艇员的健康状况，进行必

要的体格检查。发现不适合继续从事潜艇专业人员，不能参加潜艇脱险训练，建议改作其它工作。  

  2．加压试验和氧敏感试验  

  入校后在常规体格检查后合格的学员，进行加压试验和氧敏感试验。  

  潜艇艇员在水下出艇、学员在校期间潜艇脱险训练过程中机体都处于高气压环境中。所使用的装具呼

吸气体，均涉及到高分压氧问题。因此，加压试验和氧敏感试验，应该作为选拔潜艇专业人员的特殊检查

项目。  

  学员在加压试验过程中，无发生耳痛或副鼻窦疼痛者；虽然有疼痛经三次调压后疼痛消失者；在高气

压停留期间无发生呼吸困难、心血管无异常反应、神志无异常变化者；减压过程中及减压后4小时均无任何

不适者，即为加压试验合格。潜艇专业人员在氧敏感试验过程中，无发生面色苍白、额头出汗、胸闷、手

指或者脚趾发麻、口唇和面部肌肉抽搐、视听觉异常、恶心、眩晕、休克；减压过程中及减压后4小时均无

任何不适者，即为氧敏感试验合格。  

  对于加压试验和氧敏感试验不合格者，不应选拔为潜艇专业学员。  

  3．进行心理学测试  

  对于学员，应进行心理学测试。心理学测试不合格者，不应选拔潜艇专业人员。这方面有着沉痛的教

训，在我海军某潜艇失事时，完全具备单人脱险条件，但是，有一名艇员，因心理素质差，不肯着脱险装

具出艇，造成了无谓的牺牲。因此，应该选择那些胆大心细、沉着冷静、遇险不惊、心理素质稳定的人，

从事潜艇这一特殊职业。  

（二）体能训练  

  在校的学员，应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体育锻炼标

准》，加强体能训练，这是由潜艇这一特殊职业所决定的。组织学员积极开展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增强体

质。特别要重视提高肺活量、耐力、灵活性及耐寒能力的训练。体能训练应由学员队（艇队）负责组织实

施，应着重三个方面。  

  1．游泳训练  

  可安排学员在适当的时间进行游泳池和海上游泳训练，锻炼其耐力、耐寒能力及体力。在校的学员，

游泳应达到或超过 10000m 。  

  2．长跑、器械等体能训练  

  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学员进行长跑、器械操等项目训练，增强学员的体质，长跑应达到或超过 10000m 

。  

  3．跳高、高台跳水训练  



  通过跳高、高台跳水训练，可以锻炼学员的胆量，提高学员的心理素质。  

  （三）潜艇单人脱险理论教学  

  理论教学是学员在校期间，进行潜艇脱险训练的重要内容。理论教学可分成三个单元。  

  1．潜艇脱险装具。主要介绍潜艇脱险装具的结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潜艇单人脱险方法。主要介绍在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经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险和快速漂浮脱

险。  

  3．潜水生理学常识。主要介绍高气压对机体的影响、使用潜艇单人脱险装具在脱险训练过程中可能发

生的潜水疾病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  

  理论授课要精，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使每个参加潜艇脱险训练的学员必须掌握这些知识。  

  （四）潜艇单人脱险训练  

  学员在校期间的潜艇单人脱险实践教学，要与目前海军潜艇部队实际情况和需要相适应。大致可分水

池潜水训练、模拟在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训练、模拟经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险训练和模拟在脱险塔内快

速漂浮脱险训练。  

  1．水池潜水训练  

  在水池潜水训练之前应对学员进行加压锻炼。  

  水池潜水训练的原则是浅水多练，深水精练。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潜水深度至头没水。学员着好脱险装具后，沿潜水梯下潜到头没水时停止下潜，进行水中停

留。每次水下停留时间不能少于 20min 。停留时间结束后，直接出水。每人只少进行 3 次。学员在此阶

段主要练习呼吸动作。  

  （ 2 ）潜水深度 2 -3m 。学员着好脱险装具后，沿潜水梯缓慢下潜到 2 -3m 时停止下潜，进行水

中停留。每次水下停留时间不能少于 20min 。停留时间结束后，直接上升出水。每人应进行 3-5 次。学

员在此阶段主要练习中耳调压动作，这样可以有效地预防中耳气压伤的发生。  

  （ 3 ）潜水深度 7 -10m 。学员着好脱险装具后，沿潜水梯下潜到 7 -10m ，进行水下停留。下潜

速度视中耳调压情况而定。每次水下停留时间不能少于 10min 。停留时间结束后，按 7 -10m /min 的

速度，保持自然呼吸，直接上升出水。每人应进行 1-2 次。学员在此阶段继续练习中耳调压动作，并初步

体会高气压对机体的影响。  

  通过水池潜水训练使学员熟练掌握潜艇脱险装具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掌握中耳的调压方法，同

时也起到了心理训练的目的。为后续的脱险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模拟在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训练  

  在潜艇学员确实掌握使用潜艇脱险装具进行潜水的基础上，进行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训练。分为二

个阶段：  

  （ 1 ）加压试验。模拟在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训练之前，对参训的学员进行一次 100KPa （ 1kg



f/cm 2 ）的加压试验。其目的是检查中耳的调压功能。顺利通过加压试验者，方可参加模拟在潜艇指挥室

内调压脱险训练。  

  （ 2 ） 模拟在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训练。在学员通过加压试验的基础上，进行模拟在潜艇指挥室

内调压脱险训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组训练。按照操作规程及程序，分别进行深度为 10m 和 30m 

的模拟在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训练。 10m 深度为三次， 30m 深度为 1 次，较为合适。  

  3 ．经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险训练  

  经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险训练，一般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 1 ）“干爬”训练：学员首先进行分组，每组由 4 名学员组成，心理素质稳定的学员为第一名和

最后一名。学员在着好脱险装具后，进入鱼雷发射管，发射管内不注水，进行一次“干爬”训练。经过一

次“干爬”，主要是让学员体会着脱险装具后，在鱼雷发射管内的行动及行动时的感觉。  

  （ 2 ）“湿爬”训练：学员按分好组的顺序和程序，经过一次“干爬”后，进行深度为 3m 和 10m 

的“湿爬”训练。学员着好脱险装具后，进入鱼雷发射管，将发射管内注满水，学员“湿爬”出水。进行

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险训练， 3m 深度应进行 2-3 次。然后，进行一次 10m 的经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

险训练。的这样，学员就可以较为熟练地掌握经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险训练。  

  4 ．模拟夜间脱险训练  

  潜艇一旦失事后，就很可能造成全艇各舱室停电，使舱室一片漆黑。潜艇艇员水下出艇后，由于水下

能见度低，艇员的视觉也发挥不了正常的作用，同时也给潜艇艇员的心理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另外，模拟

夜间脱险训练也是对潜艇员心理素质训练的重要途径。因此，进行模拟夜间脱险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在训练过程中，首先，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模拟演练，然后可增加模拟夜间潜艇指挥室内调压脱险训练

和经鱼雷发射管内调压脱险训练。其方法为关掉所有灯光，按照前述的程序和方法步骤进行训练。  

  同时还可以模拟夏季（高温）、冬季（寒冷）情况下进行脱险训练。  

  5 ．快速漂浮脱险训练  

  英国海军在脱险训练塔模拟脱险深度达到 191m ，海底脱险深度已达到 183m ，我海军模拟快速漂

浮脱险已达到了 150m ，海上成功地进行了 30m 的快速漂浮脱险训练。随着海军潜艇艇型、装备、设备

的更新及潜艇部队的需要，学员应进行 2-3 次的快速漂浮脱险训练。  

  6 ．时间安排  

  脱险训练的时间安排要相对集中。每次训练时间应安排 4 课时，利用 1 课时进行理论教学， 3 课时

实践教学。  

三．结束语  

  为了提高潜艇部队的战斗力，保证艇员的生命安全，每个潜艇学员必须掌握水下脱险技能和脱险方

法。潜艇学员脱险训练是具有一定潜在性危险的特殊技能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增加了模拟夜间、夏季、

冬季等复杂情况下的脱险训练及快速漂浮脱险训练，使潜艇学员的训练难度加大，这就要求脱险训练现场

组织严密、加强现场的医学保障工作，就能安全、顺利完成潜艇学员脱险训练任务，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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