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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重返海面——失事潜艇艇员营救（2） 

池建文 

  ２． 营救设备 
常用的营救设备有深潜救生器和潜水救生舱两类。前者又被称为微型
救生潜艇；后者多被人们称为救生钟，因为它是救生钟改进而来的一
种较为简易的救生设备。 
深潜救生器自带动力，重几十吨。先进的深潜救生器装有机械手、电
视摄像装置，能自动完成舱外修复等操作任务，可在水下做六自由度
浮游，接近失事潜艇的救援／逃生口。其下部设有与失事潜艇救援／
逃生口座面对接的裙口，落座后，排空裙内水，在海水压力下与潜艇
紧紧对接，然后打开内外舱盖，救援人员进入失事潜艇内部营救。一
批人员进入救生器后，救生器与失事潜艇脱离，游向母船。母船可能
是水面舰船，或是另一艘潜艇。往复多次，直到营救结束。 
图４为美国仅有的２艘“神秘”级深潜救生器。该救生器重３６吨，
长１５米，直径２．４米，从外形和配置上看，就是一艘袖珍潜艇。
该救生器外壳为玻璃钢材质，内壳为３个贯通的球壳组成的耐压壳，
装有复杂的控制、导航等设备。有效工作深度６１０米，最大作业水
深１５２４米，航速２．４节，可在水下连续工作１４～１８个小
时，每次可救出２４人。可由飞机、卡车、水面船只运输，也可由潜
艇运输。 
图５为英国ＬＲ５深潜救生器。该救生器长９．８米，宽３米，排水
量２１吨，玻璃钢与钢混合结构，下潜深度约４６０米。自身有艇员
３人，其中２个是操艇员，另一个为救生舱操作员。该艇装２台电动
机，２个液压推力器。前部有剪切和研磨设备，以及灯光和摄像机，
后部设有对接座圈，该座圈是裙口的代用装置，可与大多数大型潜艇
对接。艇在液压推力器的驱动下可向各个方向游动，设计精确对接的
最大海流速度为２．５节。它可以在水中高度机动和悬停，可以上下
或侧向浮游，被称为水下直升机，最多一次可救出１６名艇员。“库
尔斯克”号失事后，由飞机运抵挪威，乘船到达失事地点，但最终未
能参与营救。 
潜水救生舱（或救生钟）施救水深较深潜救生器浅。美国有两部这样
的设备，工作深度２５９米，试验深度３８７米。这种救生设备与深
潜救生器最大的不同是自身没有推进动力，外形为筒状。施救时，由
母船放下，上端用脐带与母船相连，通过脐带保持与母船的通信联络
并供应呼吸空气和电力。下部接几条下牵缆，与潜艇舱盖相接，通过
内部绞盘，下潜到失事潜艇救援／逃生口处实现对接。具体操作时，
在水深较浅时需由潜水员协助将下牵缆与潜艇连接；水深较深时，下
牵缆端吊遥控机器人等自动设备代替潜水员。因此施救不如深潜救生
器那样灵活，使用范围受限。 
美国的２个潜水救生舱结构如图６所示，为筒状钢结构物，头部呈椭
圆形。潜水救生舱高３．５米，重约９．５２吨。顶部附近外径２．
１米，底部锥缩至１．５米。结构上分为上部舱、下部舱和压载舱。
上部舱装所有操作设备和控制器、操作员以及被救人员。下部舱除在
与潜艇救援逃生舱盖对接后保持密封外，其余时间与周围海水压力连
通。下部舱底端为潜水救生舱与失事潜艇对接面，该面为一个加强的
座面，具有燕尾槽，供放置橡胶密封圈之用。橡胶密封圈由一个不锈
钢止动环卡位。在整个行动期间，潜水救生舱均由一艘水面母船提供
支援，空气、电力和通信通过母船和潜水救生舱之间的脐带向潜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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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舱提供。 
据不完全统计，除美、英、俄外，有上述两类（或其中一类）潜艇救
生设备的国家还有中国、澳大利亚、巴西、日本、韩国、印度、意大
利、西班牙、瑞典、土耳其等国。 
３． 逃生设备 
所谓逃生，即不需要深潜救生器或潜水救生舱一类设备提供帮助。由
艇员通过失事潜艇的救援／逃生口出艇，自由上浮到水面。这种浮升
式自由呼吸逃生方法是从深度不超过１３７米的沉艇中单独逃生的一
种相对安全快速的方法。这种方法曾在约９７米水深的公海中成功地
使用过，模拟试验水深达到约１３７米。从深达约１８３米水下逃生
在生理学上是可行的，但对幸存者造成伤害的风险较大。 
逃生所用的是潜艇逃生具，又叫做单人呼吸罩（见图７），由潜艇人
员使用，向他们提供呼吸空气，使他们升至水面。一旦到达水面，这
种逃生具便成为救生衣。逃生具的浮力囊从潜艇救援逃生通道内的充
气接头处注入可呼吸压缩空气。也可以通过其前面附带的口吹充气装
置充气。通常仅在进入救援逃生通道前进行试验或在水面作为救生具
时才使用口吹充气。 
浮力囊有一个接头，通过它从救援逃生通道内的充气管嘴向囊中充注
压缩空气。充气后，浮力囊产生上升至水面所需的正浮力。在向水面
浮升期间，压缩在囊中的空气膨胀，通过顶部的两个释放阀使放出的
空气进入呼吸面罩，向面罩通风并使其胀起，同时不断向逃生者提供
可吸用的空气。逃生者头在面罩内，有足够的空气供正常呼吸用。项
环防止浮升期间空气从逃生者脖子四周溢出呼吸面罩。在水面漂浮期
间，浮力囊向逃生者提供正浮力。〔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