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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出岛链，走向太平洋——252潜艇首航太平洋揭秘 

汪兴金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人民海军２５２潜艇突破第
一岛链首航西太平洋训练的计划。一个从黄水走向绿水，从绿水迈向
蓝水的时代就要开始了，一个“八一”军旗在太平洋飘扬的时代就要
到来了。 
奉命率艇出航 
东海舰队某潜艇支队副支队长许志明接到中央军委批准远航训练的命
令，非常兴奋。早在１９７５年春天，许志明就率潜艇编队到近海和
濒临岛链的海区进行过演练，初步掌握了这一带海域的地理、水文气
象等资料，并多次申请远航训练。如今命令终于来了，２５２潜艇就
要成为海军首航太平洋的第一个闯关穿岛链的先锋艇了，理想就要实
现了  
潜艇跟水面舰艇不同，每次出海都面临生死问题。一旦发生重大事
故，活着的没有几个。何况２５２潜艇是首次远航西太平洋呢﹖为了
当好人民海军远航训练的开路先锋，为了执行好中央军委的命令，许
志明带领支队制订了３套预案，进行了３０多种紧急情况下预案的操
练，从物质上、精神上、战备上作好了一切准备。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一阵急促的警铃响了，２５２艇像匹久困
的“烈马”，满怀远征的渴望，急速地驶向茫茫的大海。 
天慢慢暗了下来，潜艇迎着风雨已经到了潜航点。一阵急促的“速
潜”铃声响了，所有人员进舱，所有舱口关好密封盖，潜艇开始注
水，像条鲸鱼似的潜入大海深处。 
太平洋到底是个什么样﹖是温柔还是暴燥﹖岛链到底是个什么样﹖能
一次打破封锁穿越而过吗﹖在海峡一带不但布有雷达，而且有水下侦
听站，能不能秘密通过﹖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２５２艇的面前。 
天公不作美，出航第二天寒流跟随而来，海上刮９级大风，３米多高
的海浪，前呼后拥。浑沌的大海沸腾着，艇体在剧烈地左右摇晃，闷
在“铁罐头”内的水兵们开始缴纳“公粮”了。呕吐使艇内空气更加
浑浊。 
潜艇充足了电，开始在深海底下穿行。 
３１日凌晨，潜艇开始进入突破岛链前侦察。 
岛链是指太平洋西部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
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及大巽他群岛等排列成弧形，好象挂在太平
洋脖子上的一条珍珠项链，因此人们形象地叫它岛链。这些群岛之间
有许多宽窄不一的海峡通道。这些通道，大都属于国际航道，是我国
进入太平洋的必经咽喉地带。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
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采取敌视态度，纷纷在这些岛屿驻扎重兵把
守，利用这些天然屏障，对我进行经济封锁，堵住我到太平洋的去
路，以阻挡各国跟中国通商。我年轻人民海军被迫呆在家里，丧失了
与太平洋交臂的权利。这一切，许志明和水兵们哪个不心急如焚﹖征
服太平洋的梦不知做过多少回  
潜艇进入潜望深度，潜望镜徐徐升出海面。天阴沉沉，海面有一层浓
浓白雾，这给寻找岛链带来了困难。 
４时许，航海长向许志明报告：“根据航迹仪显示的数据，我艇离岛
链目标３７海里。” 
“测准艇位 ”许志明命令着。 
这是关键一环，数天风浪一定对航位影响很大，在这墨黑的水中，完



 

全凭海图推算，而眼前这些航行资料，多数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误
差是难免的。许志明叫航海长采取增加时差定位密度的方法，选择２
４个艇位，综合修正误差，提高精确度。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
到航海业务长李相勋的身上。出航前他就搜集整理了几大本海洋水文
气象资料，绘制了昼夜明暗图，时差双曲线导航和整个航行上的星空
图，还专门组织航海干部学习、操练、熟悉岛链水道及航行海区，反
复研究准确定位、识别判明岛链目标的方法。因此，他胸有成竹地
说：“根据反复计算，现在我艇与航迹仪显示的位置差２海里。” 
“保持航向，加强对目标的观察 ”许志明命令着。 
片刻之后，潜望镜的镜片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片模模糊糊的影
子。经过雷达测定，果然是岛链那个要寻找的目标。指挥舱内，军官
们顿时充满欢乐，就好象沙漠里久渴的人们，突然发现清泉一样。 
秘密突破岛链 
潜艇保持航向，像条长鲸，悄悄地朝岛链目标驶去。 
对全艇官兵来说，寻到岛链出口，是这次首航战役的第一炮。这一炮
打响了，士气就会高，就会增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突然，舰务军士长满头大汗，紧张地跑来报告说：“两台压缩机水泵
密封装置漏水了。” 
“赶紧组织力量抢修，要快 ”许志明命令。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谁都明白，潜艇只要有一点点故障，在高压海
水环境下，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眼下两台空压机同时出现
故障，人们心情能不紧张吗﹖ 
潜艇在慢速航行，时间在嘀嗒声中度过，大家的心在受着煎熬。４个
小时之后，故障才排除，压在人们心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潜艇顶着暗流又艰难地航行着。 
艇长连续下达三道命令：无线电保持静默，舱内不准发生任何撞击
声；节约用电，空调器、照明灯、电风扇全部停止使用；一天只做一
次饭。这三道命令一下，各舱室温度迅速上升到４０多度。艇员们从
冬天一下子变成三伏天，呢子服脱光了，许多人穿着背心裤头，一动
一身汗，活象生活在蒸笼里。 
主机舱里温度更高。轮机兵们守在机器旁，油光光的脊梁上汗如流
水，不到两个小时，胶鞋里就可倒出半碗汗水。 
指挥舱内军官们有的用海图推算，不时测算艇位；有的操纵着纵倾和
横倾仪，保持着潜艇的平衡；有的注视着各种仪表，判断潜艇各部位
是否正常。艇长张铿然和副支队长许志明眼睛紧紧地盯着潜望镜，仔
细搜索着海面目标。 
最紧张的是声纳舱里，这是唯一能侦听到铁壳外面世界的地方，声纳
业务长坐在椅子上，监视着声光屏上的动静。 
艇内一片沉默，没有人大声说话，只有机器声有节奏地响着。经过７
小时的航行，航程仪上终于跳出一组令人兴奋的数码：潜艇已穿越岛
链。纵深达数十海里了。２５２潜艇进入太平洋 这时，正好是１９
７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整。 
首闯大洋奏凯歌 
穿过岛链便开始了太平洋遨游训练。随着时间推移，太平洋越来越凶
暴了。太平洋水温高、盐度浓，对潜艇艇体腐蚀破坏性大；洋面开
阔，洋底深邃莫测，洋面的浪，上无阻挡，下不着底，极易形成涌，
涌的长度和高度要比近海大得多，一般都在３米以上，给潜艇操纵带
来极大困难；洋底的漩流，稍有不慎，就有艇毁人亡的危险。 
那天２５２潜艇插向太平洋深处，接着又浮起进入半潜状态，在第一
个预定点上，他们发出第一份电报，接着他们收到海军和舰队的贺
电。这是超长波台的通信。中央军委在时刻关注着２５２潜艇的情
况，在预定点上跟潜艇联络上，证明潜艇安全，一切按照统帅部批准
的航线在行动。 
太平洋像是要考验一下中国海军的能耐，开始了折腾。那天深夜，２
５２艇浮起充电，洋面上骤然刮起９级偏北风，如山的涌浪发狂似地
向潜艇扑来，潜艇顿时变成晃动的秋千，左右摇摆３６°。 
越往后，水下生活越是艰苦。起初人们还觉得太平洋逛逛挺新鲜，日
子一长，单调、寂寞的生活使人闷得心慌。这里不能像水面舰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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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站在甲板上可以看日落日出，可以观看遨游的鱼群和飞鸟，也不
能站在船头去照相留念。 
日历一页页地撕着，碧波下的生活一日重复一日。没有阳光和新鲜空
气，一个个脸变得憔悴，嘴唇没有血色，开始一层层掉皮，口腔霉
烂。此时，水兵最美妙的梦是晒一分钟的太阳，吸一口新鲜空气。但
潜艇为了隐蔽，很少浮出海面，能钻出升降口的人就更少了。 
潜艇离返航日子越来越近了，规定的任务大都完成了。有些人因为没
有碰到什么“敌情”，就麻痹起来，说：“太平洋也只不过如此 很
太平嘛 ” 
１９７７年１月９日，声纳扬声器蓦地发出一声嚣叫，荧光屏上同时
跃进一串波纹。 
“报告，右舷１５°，发现噪音目标 ”声纳员报告。艇长立即拉响
战斗警报，艇员们各就各位，作好了战斗准备。 
经过潜望镜观测校对，噪音目标是某国的航空母舰编队，正向南航
行。 
２５２潜艇立即占领阵位，跟航母编队平行航行…… 
这是公海、大洋，谁都有权利在海面上或海底航行，各走各的航线。 
１月２４日凌晨，经过３０昼夜远航训练的２５２潜艇，进入祖国的
领海线。透过潜望镜，看到了模糊的岛影，这是祖国的土地。许志明
第一个喊了出来：祖国 我们远航回来了  
２５２潜艇突破岛链，首航太平洋的成功，打开了这扇长期对中国关
闭的神秘大门。继２５２潜艇突破第一岛链之后，２７１潜艇又突破
第二岛链。接着又是第三艘、第四艘……潜艇进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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