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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核潜艇失事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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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２日７时３０分，鱼雷舱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和剧烈的震动把
“库尔斯克”号艇员震蒙了，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
事，又一次更剧烈的爆炸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和涌入的海水使鱼雷舱
内人员和控制室内的人员当场全部死亡。艇前部的四至五个舱室立即
进水，艇迅速下沉。艇上人员还没来得及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潜艇就
已经沉入了黑暗、冰冷的深海之中。艇体结构在严重受损之后又受到
了海水的重压，后部的舱室也渐渐开始渗水。 
此时，俄罗斯北方舰队演习指挥中心一片忙乱，监测到的不明爆炸声
使人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关人员急忙进行定位、分析、通信联
系，最终，人们将目光焦点转移到“库尔斯克”号潜艇上。 
初步分析认为，“库尔斯克”号可能发生意外。北方舰队发出命令，
开始寻找“库尔斯克”号潜艇，同时向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报告可能
发生了事故。根据其他舰艇记录的爆炸信号，舰队确定了失事地点的
大致方位。１３日凌晨３时２１分，“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舰用
测深声纳发现了躺在海底１０８米深处的“库尔斯克”号。 
俄国防部向有关媒体公布，“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骤然间，全
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巴伦支海“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上。 
一、“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库尔斯克”（Ｋｕｒｓｋ）号是俄罗斯正在发展中的巡航导弹核潜
艇“奥斯卡”ＩＩ级的第１０艘。该艇于１９９４年５月下水，１９
９５年１月服役，属俄海军最新装备之一，代表着俄罗斯核潜艇技术
的最高水平。 
“奥斯卡”ＩＩ级的主要作战使命是攻击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保卫本
土不受严重威胁，同时执行多种侦察、巡逻、作战任务。自６０年代
以来，前苏联为了对付美国航母战斗群，先后建造了多级数十艘巡航
导弹核潜艇。为了提高这类潜艇的性能，同时为接替早先服役的潜
艇，前苏联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建造“奥斯卡”级。最初建造的两艘称
为Ｉ型。在Ｉ型的基础上改进性能、加大尺度、增加排水量，形成Ｉ
Ｉ型艇，即我们所称“奥斯卡”ＩＩ级。该级艇于１９８３年开始建
造，１９８６年首艇服役，到目前为止共建１２艘，前３艘已退役，
１艘在建。“库尔斯克”号失事后，仍有７艘在役。 
“奥斯卡”ＩＩ级核潜艇水下排水量１８３００吨，艇长１５４米，
艇宽１８．２米，吃水９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就排
水量而言，在俄罗斯现役潜艇中仅次于“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与美国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不相上下。该级艇采用双壳体
结构。由于在内外壳间两舷各布置有１２具巡航导弹发射筒，内外壳
间距接近４米，形体宽大。耐压壳内部有１０个水密舱。该艇装有２
座ＶＭ－５型压水堆，热功率３８０兆瓦，水下航速２８节。主要武
器配置为２４枚ＳＳ－Ｎ－１９反舰导弹，每枚装药量为７５０千克
高能炸药或５０万吨当量核弹头，用于攻击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水面
舰艇，可以对５００千米远的目标进行攻击。另配有ＳＳ－Ｎ－１５
和ＳＳ－Ｎ－１６反潜导弹，可装２０万吨当量核弹头。该级艇可携
带１６枚鱼雷，或换装３２枚水雷。 
“奥斯卡”级艇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潜艇之一，因此俄罗斯经常派遣该
级艇到国外水域去执行任务。去年，美国情报部门曾在美国沿海发现
过两艘“奥斯卡”级核潜艇。一艘是在大西洋沿海发现的，另一艘从



 

夏威夷驶向了加利福尼亚海域然后转道向北，沿途对美国舰艇和太平
洋中的基地进行了侦察活动。１９９７年，一艘“奥斯卡”级艇在华
盛顿州外海尾随过几艘美国航母。本次失事的“库尔斯克”号曾被发
现在地中海水下游弋。 
该艇标准人员配置为１０７人，其中４８名军官，失事时艇内有１１
８人。 
二、失事原因 
“库尔斯克”号是在巴伦支海参加北方舰队演习时失事的。据俄官方
消息说，“库尔斯克”号没有按预定时间在演习结束后于８月１２日
１８时与总部进行通信联系。俄海军于８月１３日凌晨发现该艇失事
并找到失事艇。该艇失事地点距其基地北摩尔曼斯克港１３７千米，
距海岸线２０多千米，水深１０８米。 
关于失事原因，众说不一，根据情况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最为可能
的原因是艇内鱼雷发生了爆炸。当时在失事现场监视俄罗斯军事演习
的美国侦察船“忠诚”号和另外两艘美国潜艇、挪威地震台以及远在
美国本土的地震监测机构都探测到了来自于失事地点的两声爆炸。俄
罗斯官方也宣布其参加演习的舰艇探测到了２～３声水下爆炸。海底
勘测也证明了“库尔斯克”号艏舱和指挥舱由于爆炸而形成了“可怕
的大洞”。 
俄罗斯有关方面认为不排除该艇触发了二战时期布设的水雷的可能
性。但是失事地点正处于航线上，并且也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经常活动
的区域，水雷暗藏至今未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 
据俄罗斯军方报告，“库尔斯克”号失事前预定进行的演习项目之一
就是发射鱼雷。并且是在接到了准许发射的命令之后失去联系的。由
此推测，“库尔斯克”号向基地报告发现“目标”，并接到发射命令
后，在装填或发射过程中，引发了鱼雷爆炸，并诱发了系列爆炸。并
至少导致艇首两舱破损，海水迅速大量涌入，储备浮力丧失殆尽。高
速航行中的潜艇由于艇首进水而迅速向海底下冲，栽入海底。由于潜
艇的核心部分——指挥舱破损，人员尽数死亡，加之反应堆自动关
闭，全艇失去动力，应急调整与上浮措施完全失效，即使潜艇仍有储
备浮力，事故发生后，潜艇也无法再升上海面。 
俄罗斯目前承认艇内发生了爆炸，但认为是由于该艇与外国潜艇或干
货船发生了碰撞，导致艇首破损，进而引起了鱼雷爆炸，在该艇触底
后，又引发了更大的爆炸。 
一般而言，碰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０日俄罗斯一
艘ＤⅢ级战略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与美国海军“鲟鱼”级 “茴鱼”（Ｇ
ｒａｙｌｉｎｇ）号攻击型潜艇发生相撞事件，两艘潜艇都受到了损
伤，但最终还都平安返回。 
由于“库尔斯克”号重达１８３００吨，与如此庞然大物相撞，并导
致其破损，那么相撞对方不可能不受任何损伤。因此，如果上述说法
成立，相撞对方很快就会现形。目前被怀疑的英、美两国断然否认其
潜艇或其他船只与“库尔斯克”号相撞。 
此外，还有多种说法，俄罗斯甚至认为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并正
为此展开调查。其实对该艇失事原因的查证并不困难，只要对该艇的
破口状况、爆炸中心、破坏程度、内部情况等进行认真勘察和分析，
不难察明真相。 
三、救援方法与主要装备 
俄罗斯派了大批的水面舰只参加对“库尔斯克”号的救援行动，其中
包括在此次行动中充当直升机起降平台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
舰。在使用微型潜艇对失事潜艇进行摄像侦察后，拟定了可能的几种
救援方案，一是用救生钟或救生艇与救援逃生舱对接，救出幸存人
员；二是用两个大气囊（或浮筒）分别捆在艇首和艇尾，使潜艇整体
上浮到一定深度，然后派潜水员进行救援，或者使其完全上浮至水
面；三是利用一个大气囊捆在潜艇尾部，将潜艇尾部升至一定深度或
水面进行救援。俄罗斯在救援中采用了第一种方案。 
１．俄罗斯使用的主要救援装备 
俄罗斯主要使用了两种共４部深海救生装备进行救援： 
（１）救生钟 俄罗斯本次使用的救生钟基本上是老式救生钟的改进



型。失事艇的艇员可身着深海潜水服从鱼雷管或逃生舱口离开潜艇进
入救生钟。 
（２） 救生艇 俄罗斯使用了两型救生艇，其中有５０吨的大型救生
艇 该艇由２～３人操纵，一次可救出２０人。另一艘小型救生艇，
一次只能救出 ９人。 
２．挪威使用的主要救援装备 
挪威派出了一艘船只以及１２名深海潜水员，利用深海潜水员潜入水
中采用人工方法将失事潜艇救援逃生舱盖打开。 
３．英国使用的主要救援装备 
英国派遣ＬＲ５微型潜艇救援小组携带便携式减压舱和其它医疗救援
设备前去救援。但由于种种原因，英国救援小组没有实际参与救援过
程。ＬＲ５是英国军方的深海援救小潜艇的代号，它被称为“水下直
升机”，装有先进的摄像系统和一套残骸清除工具，重２１吨，长１
０米，高３米，宽３米。艇上由两名驾驶员和１名救援舱操作手控
制，一次可搭载１６人。ＬＲ５装有带抗压功能的密封舱，可以潜到
水下５００米，套住潜艇逃生舱口，进行救生工作，最高时速为２．
５ 节，艇上的生命维持系统可以使其连续工作４．５天。 
ＬＲ５今年６月曾和瑞典海军合作，在波罗的海救起７０人。该艇平
时停在苏格兰法斯兰港的英国皇家核潜艇基地。 
四、救援过程 
失事后，俄军拒绝外国救援帮助，先用微型潜艇下潜海底对失事潜艇
进行勘查，发现艇首有两处破损。然后展开救援。正式施救从事故发
生后的第３天，即８月１５日开始，前３天施救９次，都因海面风大
浪高，母船定位困难和海底流速大、能见度极低而告失败。直到１８
日水下救生艇才找到位于第９舱的后救援逃生舱口（前逃生舱口因内
舱进水而无法使用），但对接失败。在救援之初，曾听到艇内人员用
莫尔斯电码方式敲击潜艇求救。在多次救援均告失败之后，就没有再
听到敲击声。此后，俄不得不向挪威和英国寻求帮助。挪威派１２名
深海潜水员、英国派ＬＲ５深海救援艇前往出事地点。经过艰苦的努
力，挪威潜水员终于在失事后第１０天，即８月２１日先后打开后救
援逃生口外舱口盖和内舱口盖，结果发现艇内第９舱已经注满海水，
认定人员已全部死亡。至此，俄宣布救援结束，并请求挪威帮助其打
捞遇难艇员。 
根据海底录像显示，“库尔斯克”号潜艇的右舷有一大洞，破口从首
舱延至指挥台围壳。 
“库尔斯克”号在这次演习中没有携带核武器，只携带了２４枚常规
反舰巡航导弹，这些导弹主要用来对付航母一类的大型水面战舰。在
失事后，２台反应堆均已关闭。 
五、“库尔斯克”失事之“谜” 
■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的起因 虽然多数证据都支持鱼雷爆炸
说，但到底是何原因导致鱼雷发生爆炸尚不得而知。 
■ 失事艇上为什么没有人员逃生 理论上讲，从深达约１８３米的水
下逃生在生理学上是可行的，但对幸存者造成伤害的风险较大。美国
曾在约９７米深的公海中成功地进行过逃生实验，模拟试验水深约达
１３７米。由此看来，“库尔斯克”号潜艇上的艇员完全可以使用救
援逃生通道单独逃生，但为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这么做？失事时艇上人
员全部立即死亡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没有人逃生的一个可能解释就是
艇上很可能没有可供艇员使用的逃生装置。 
■ 因何导致全艇灌水 俄罗斯曾宣称该级潜艇下潜深度可达６００
米，可见其结构坚固，水密性强。就俄潜艇技术而言，其水密性耐３
００米水深应无问题，而失事海深不过１０８米。此外，即使１、２
舱进水，还有８个水密舱壁，不至于很快进水灌满全部尾段舱室。舱
壁贯通处水密失修？违反条令，水密门敞开？还是在向后舱转移时来
不及闭合水密门所致？ 
六、打捞方法及困难 
８月２１日救援结束之时，俄罗斯宣布，初步计划利用起重船从海底
打捞“库尔斯克”号，该项工作三周后可以准备就绪。 
另据报道，俄海军向一家专业制作热气球的公司订货，准备用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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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作气囊并将其捆绑在潜艇周围，通过向气囊内充气将潜艇浮出
水面。据分析打捞将异常艰难，这是因为：  
１． “库尔斯克”号已贴海床，下部陷入淤泥，已失去海水向上压
力，而在其阔达１６００多平方米的投影面积上承受着１００米水深
的压力，至少需要１０倍于“库尔斯克”号自身重量的力，才能使其
与海底脱离。  
２． 即使与海底脱离，但由于艇内已充满水，在上升过程中，扣除海
水浮力，不会低于１５０００吨。 
３． 必须考虑脱离海床时和上升过程中的弯矩影响，稍有不慎，会折
断艇体，特别是有造成放射性泄漏之虞。美国曾为秘密打捞俄失事潜
艇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准备，但最终未避免艇体断裂。 
七、失事潜艇对环境的影响 
如果无法将“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打捞出水，或者打捞过程中出现泄
漏，那么它的沉没对环境的影响将很严重。 
如果无法打捞出水，立即产生放射性威胁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长期隐
患令人担心，因为它沉在巴伦支海的富鱼区，且仅１０８米深。而自
１９６３ 年以来沉没的其它５艘核潜艇都在海底很深的地方，有的甚
至达到４８００米，远在海洋生物活动层以下，这些潜艇对环境的影
响可能很小。但一些海洋专家说，在海底的任何放射性材料都会带来
危险。 
八、对俄海军的影响 
１． 反映出俄海军实力较以前大大减弱。在失事救援过程中的各种传
闻，如海军使用廉价不安全鱼雷，海军经费缺少、训练不足，海军舰
艇及装备年久失修，海军因经费不足而遣散潜水员等，都从一个侧面
反应出俄海军的质量较以前有较大的下降。俄海军一位司令最近在接
受报纸采访时甚至表示，如果目前的资金困难不能很快得到解决，那
么俄海军很有可能到２０１５年就会不复存在。 
２．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是偶然中的必然。由于俄罗斯近１０
年来经济大幅下滑，军费紧张，因而导致大批军事装备退役，在役军
事装备也大多年久失修，军队训练严重不足，事故频发，再加上军人
待遇较低，因而兵源缺少、士兵缺乏训练积极性。受上述情况的影
响，事故的发生就有了其必然性，只是本次事故竟然发生在俄最先进
的核潜艇“库尔斯克”号上却令人感觉始料未及。 
３． 保有足够的救援能力， 是事故发生时减小损失的最佳方法。这
次事故充分表明俄罗斯没有保持足够的深海救援能力，因而延误了宝
贵的救援时机。 
４． 建立潜艇失事救援国际合作机制是迅速反应、减少损失的一种重
要手段。从“库尔斯克”号救援过程来看，如果俄与有关国家有顺畅
的国际合作救援机制，就可提前好几天时间将潜艇逃生舱的舱盖打
开，从而最大可能地减小损失。 
５．对俄海军短期内的海上力量将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库尔斯
克”号沉没事故原因未明，俄决定暂时停航“奥斯卡”级核潜艇，预
计这个决定将严重影响俄国准备重派舰队到地中海游弋的计划。 
６． 虽然这次事故对俄海军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但从长远来看，
可促进俄海军的建设。普京一上任就开始增加国防开支，并同意研制
和采购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以增强俄罗斯的常规作战能力，他还表示
将重建一支装备最新型武器的现代化军队。但对此，国内反对派的力
量也不容小视。相信在本次事故尘埃落定之后，人们痛定思痛，会支
持普京政府大幅增加军费、增强国防实力的努力。 
   

   

［发表意见|图片库|现代评论|大点兵|海事热点|资料室|军事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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