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意见 

相关报道 

编辑热线 

各期杂志 

 

  

MODERN SHIPS2000.10

 如何重返海面——失事潜艇艇员营救（１） 

池建文 

  潜艇以其特有的隐蔽性而成为现代海军的重要兵力成分，是各国海
军重点发展的对象。以核潜艇为例，目前在役的总数就约１４０余
艘。在各国青睐潜艇的同时，不得不防止潜艇失事。这是因为潜艇储
备浮力小，在水下活动时，一旦发生爆炸、碰撞、材料失效与其他事
故或操作失误，很容易使潜艇主要舱段大量进水，造成潜艇靠自身浮
力和动力无法上浮至水面，最终沉入海底。 
由于潜艇复杂而昂贵，在设计中应对各种风险考虑充分。因而自潜艇
问世以来，除战斗损失外，失事的潜艇并不很多。仍以核潜艇为例，
从１９５５年美国“鹦鹉螺”号诞生以来至今，虽然偶有事故发生，
但沉没海底的不过６艘（含“库尔斯克”号），占这一时期核潜艇服
役总数（４６０艘以上）的１％强。不过一旦沉没而无法救援，造成
的灾难就是巨大的。上述６艘沉艇事故，便有４４３人葬身海底。 
潜艇一旦沉没，使艇内人员重返海面是当务之急，如果救援或逃生延
误，则艇内大气中的氧气降低和二氧化碳含量上升最终会使艇员死
亡；动力丧失后的黑暗和寒冷也会对艇员的身心造成巨大的摧残。本
文介绍潜艇沉没后的人员营救途径与方法。 
选择救援或逃生 
的基本因素 
潜艇失事后，艇员生还的途径只有两条：外部营救救援与逃生自救。
一般而言，使用救援部队提供的水下救生设备比自行逃生要安全得
多，可生还的水深更深，生还后患减压病的可能性小得多。因此只要
有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先选用等待救援的方法。 
确定等待救援还是自行逃生的主动权在艇内人员，但如能与外部及时
取得联系（例如放出浮标，进行无线电联系），则可与救援部队共同
确定生还途径。潜艇失事后，艇内的生存时间是有限的，搜救部队确
定失事潜艇的位置需要时间，因此不能长时期等待。即使艇员自行逃
生，也必须掌握潜艇的位置、水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水面救
援船只的打捞。 
采取何种途径生还，取决于潜艇和艇外两方面的条件。核心是等待救
援的可能性。比如潜艇姿态是否适合于与救生装置对接；艇内大气是
否适合人员继续生存；失事潜艇位置是否有利于救生部队迅速到达；
救生设备和水面支援力量能否及时到位；失事潜艇表面水流是否影响
救生设备水下机动等。在“库尔斯克”号营救行动早期，海流是俄罗
斯海军救生艇无法准确找到潜艇救援／逃生口的罪魁。 
此外还有水深和海面气象条件。根据美国研究结果，水深小于１３７
米时，逃生存活的可能性较大。而海面气象条件则既影响救援，更影
响逃生艇员到达海面后的存活与安全恢复。 
等待营救还是逃生自救 
从医学和物理学角度看，只要有可能，选择营救总应优于逃生。但在
一些情况下，需要使用潜艇自备的逃生具逃生。当确定是逃生还是等
待救援时，潜艇内部空气状况，特别是二氧化碳、氧气及有毒气体浓
度，以及进水、起火及结构损坏程度等影响艇内人员当时生存的条件
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依据。 
美国海军规定，出现下述情况，则应考虑逃生： 
◆ 进水或起火无法控制； 
◆ 二氧化碳浓度接近６％，并仍在继续增加。如果在二氧化碳浓度
发展到不可忍受之前采取等待措施，则留给幸存者在失事艇内安全停
留的时间就将只剩下廖廖几小时，并且由于幸存者心理能力的恶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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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逃生程序极其复杂化。 
◆ 氧气浓度接近１３％，并在用了艇内所有预备的氧气后，仍在继
续降低。 
◆ 失事潜艇内部气压不断增加且救援不能立即进行。在艇内压力达
到约７米高海水压力或１．７个大气压之前应该实施逃生，以减少幸
存者在到达水面时患减压病的风险。 
同时要尽可能考虑： 
◆ 水面支援到位，尤其是在冬天，无水面援救，不利于幸存者打捞
和治疗。 
◆ 失事水深不大于１３７米（４５０英尺）。在更深处也有成功逃
生的可能，但风险更大。 
◆ 艇员身体状况允许他们在救援人员到达前在海面上生存。 
如果艇内情况并不紧急，营救有望，应考虑决定等待营救，以减少逃
生风险。 
８月１２日，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巴伦支海后，经
过１０天营救，最终无功而返，１１８名士兵葬身海底。全世界为之
震惊和惋惜之余不仅发问，为什么艇内人员不逃生自救呢？从失事水
深１０８米这一事实看，失事后若有幸存人员，从潜艇内逃生生还的
可能性极大。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也未留下开启逃生舱盖试图逃生
的迹象。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失事后很快全艇进水。 
营救与逃生设备 
为了保证艇员生命安全，大多数潜艇在设计时都考虑了失事后的营救
与逃生。世界各主要海军国家也都配备了潜艇救援系统，包括救生系
统与设备和应急程序。下面让我们从潜艇自身说起。 
１、潜艇救援／逃生通道 
大多数潜艇至少有２个救援／逃生通道，救援与逃生共用。美国标准
规定每个主舱段设１个，比如“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有３个
救援／逃生通道。这些救援逃生通道一般具有利用潜艇逃生具单人逃
生或供深潜救生器或潜水救生舱（救生钟）集体救援所需的所有装
置。救援逃生通道上舱盖周围的外壳体结构是一个经加固的平坦的、
由机加工形成的座面（救援座），能与深潜救生器或潜水救生舱恰当
地对接。图１和图２分别是美国“洛杉矶”级以前和从“洛杉矶”级
开始使用的典型救援逃生通道。前者内部成球面状，救援与逃生口分
设。后者呈筒形，救援与逃生口合二为一，这样做缩小了空间，减少
了对水密轮廓的贯通。俄罗斯现役潜艇上的救援／逃生通道类似于后
者（见图３）。 
无论哪种，都有上下（或称内外）两个舱盖，当人员逃生时，先进入
通道，关闭下舱盖，再行打开上舱盖，不破坏艇内对海水的密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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