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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未来海上游击队员

 剑海  

  在世纪交替之际，美国海军已经意识到了，在21世纪，海军将不
得不临近敌方沿海作战。而在敌方沿海作战，那些大型的、昂贵的
“宙斯盾”舰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宙斯盾”战舰具有可执行
多种任务的能力，但是这些坚如磐石的主力战舰不能也不应该用于那
些受其尺度、性能与后勤补给制约而不能发挥作用的水域。在已推出
的12500吨级DD21战舰与特种作战艇和沿海作战艇之间，存在着一个巨
大的空白。美国海军在期待着研发中的DD21出现的同时，也在考虑是
否要建造一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的沿海作战舰艇。 

  在近期的《Proceedings》杂志上发表了美国海军少校大卫·威克
斯的一篇文章，他构想了一种小型、隐身、高度自动化的半潜式舰
艇。这种舰艇的构想图已刊登在《现代舰船》2000年第4期的封面。大
卫·威克斯设想这种舰艇具备长期在战位待命和快速攻击/撤离的能
力，且对水面和水下环境具有强大的无人遥控探测的能力，在前沿部
署的支援舰船或基地进行快速改型组合。他将该舰艇称为“游击
艇”，并设定了下列适应的任务范围：  

  —— 濒海作战空间控制；  

  —— 海上禁运；  

  —— 精确打击；  

  —— 水面水下监视和交通要道的监视；  

  —— 沿海交通封锁；  

  —— 贸易搜查；  

  —— 特种部队投送和撤出；  

  —— 两栖作战通信线路(超视距)的保护。  

  下面我们就看看“游击艇”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总体构想  

  2艘“游击艇”将以半潜方式“坐”等在战略要道的入口，其
“鲸”背似的上层建筑暴露于水上，不时被海水冲打着。该艇艇体浸
在水中，只有传感器天线、通信天线、舰炮、进排气孔和驾驶观察窗
在水线以上。低速推进毂罩通过自动驾驶仪保持艇在原位徘徊。除了
与无人飞行器高度聚焦式链接和偶尔使用卫星上行链路外，无线电保
持静默。“游击艇”象鳄鱼一样，具有良好的“眼睛”，低矮的轮
廓，巨大的潜在速度，黑色“皮肤”，专在夜间活动，杀伤能力极



大。  

  “游击艇”的使命非常灵活，通过换装模块化的任务组件(如传感
器模块、武器模块和操作台模块)，可灵活地执行特殊任务。这些模块
可安装到艇体内，并与电子神经中枢线路、电力分配装置、损管和辅
助系统连接。由流动维护人员对每个可替换的水面、水下、空中和特
种作战模块进行维护、安装和修理。模块的更换采取“一插得”的联
接方式，在一天之内就可完成更换，能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形
成适当的兵力。  

  为了进一步达到隐身的目的，“游击艇”上采取了变深控制手
段，这样可使该艇以半潜 (甚至全潜)状态“蹲伏”不动，当在沿海担
当监视和威慑角色时，这种特性特别有用。当处于半潜状态时，艇上
不产生可被识别的热信号或雷达反射信号。当艇快速排出压载水浮出
到水翼辅助状态时，穿浪双船体可使艇速达到60节以上。在港口或艇
体维修期间，该艇体可上浮到标准位置。  

  艇员监控由无人飞行器(UAV)传回的实时探测数据，UAV可从艇甲
板之下存放单元内自主发射。当目标进入机载传感器的探测范围时，
目标信息就被送到艇的中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导弹主发动机开始启
动，随后发射导弹，并指令UAV与目标保持接触，以便进行战损评估。
当攻击得手后，该艇从水中浮起，进入“冲刺”状态，大约以60节以
上的速度驶向其下一个沿海隐蔽处。在完成战损评估后，UAV与“游击
艇”会合。  

  如同陆地上的游击作战一样，保持高度的隐蔽性是极为重要的。
在海洋环境中，电磁、热、光、声信号是隐身特性的关键。“游击
艇”应该利用有关被动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的全部现行的作法。暴露表
面涂敷雷达波吸收材料，不设桅杆、护栏、飞行甲板围栏、梯子或暴
露的舱口机械。外部的舱口应具有平滑的表面且采用水密/气密航空门
技术。“蹲伏”至半潜姿态的这种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艇的隐身性。
作为一种积极的隐身措施，舰船的通信系统应增强对易于暴露的高度
聚焦式上行卫星链路辐射的控制。  

  热隐身在沿海同样也是关键的。热扩散、红外和强光成像仪很容
易使敌岸守卫人员和情报收集人员对沿海水域的舰艇定位并攻击。多
半时间内，“游击艇”都悠闲地“蹲伏”在海岸线附近进行监视。在
这段时间里，其发电机和通风系统将废气排在水下，以减少热信号。
涂覆在暴露艇体表面的雷达波吸收材料将发挥其第二功能，即隔声和
抑制艇体热信号。  

  该艇在设计中应特别强调夜间活动能力。艇员配备有热、红外和
增强的光学观测设备，其视觉感受就像在白天环境中一样。另外，艇
上配有辅助导航设备，使艇员在夜间不受复杂的近岸海岸线背景的影
响，轻松地保持艇位在距海岸几百米处。  

  2.传感器和通信系统的构想  

  “游击艇”采用模块化的传感器和武器组件，可根据任务需要选
择配置。这些组件应在前沿基地或母舰配置与安装，且改进和维护与
艇体无关。需要时，原有模块可以从艇上吊出，用预先配置好的专用
指挥级防空模块、指控模块或特种作战部队运送模块替换。这些模块
应与空军的空运能力相适应。模块可能包括：  

  —— 沿海狭小空间作战模块 (由反舰、反潜或防空传感器和武器
组成)；  



 

  —— 特种作战部队投送、撤回和支援模块；  

  —— 水雷探测与对抗模块；  

  —— 指挥与控制模块；  

  —— 为其它“游击艇”提供补给的模块。  

  自备武器模块，特种作战计划、人员休息和装备储存单元，指挥
控制单元，燃料、食物和弹药补充单元应设计并做成随时可以部署的
成品。  

  为了能在电子监视和远距目标定位的时代生存，最大限度地使用
聚焦式卫星通信系统和远距自主式飞行器，可以获得较强的控制辐射
信号的能力。UAV可向寂静的“游击艇”提供连续的实时远距离探测信
息，降低该艇在沿海“蹲伏”隐蔽期间被敌方探测到的可能性。美国
西科尔斯基飞机公司的“零”(cypher，另译“密码”、“赛弗”)无
人驾驶飞行器非常适用于“游击艇”，能提供远距离探测、通信中继
和对抗能力。“零”是一种垂直起降的，具有自主运动能力的灵巧飞
行器，并有旋停定位、路标导航和自动返回的功能。另外，其涵道式
的旋翼降低了旋转翼飞机在小型舰船上使用时固有的危险。任何载于
“游击艇”上的UAV都必须有像“游击艇”一样的被动隐身特性。  

  另一个模块化配置方法是装载一套防空雷达组件和辅助武器模
块。这种雷达可专门覆盖沿海区域，可以降低“宙斯盾”舰在沿海的
暴露率。  

  可以建造一个水下无人航行器放收模块，用水下无人航行器提供
强大的反潜能力。这些具有被/主动搜索能力的智能化无人遥控小艇，
也可用于反舰和猎雷。  

  3.武器构想  

  “游击艇”应有两类武器，一类是建制武器(即基本武器)，这种
武器每次出航都是必备的；另一类是模块武器，只有遇到特定任务需
求时才装载。  

  建制武器包括红外诱饵系统、箔条系统、主炮和小口径辅炮，以
保证最基本的进攻和防御能力。一门外形低矮的105毫米舰炮和一座25
～30毫米自动炮的组合，为该艇提供近中程作战能力。为了遵守未来
舰船最低限度人员配备原则，舰炮系统必须采用光学随动和锁定系
统，与一个灵巧型舰炮火控系统的组合。这种火控系统应能识别并锁
定舵区、主机舱和驾驶舱。在综合了为机载武器系统研制的火炮再装
填系统和陆军装甲车火炮再装填系统的优点后，该艇就可以直接从艇
体表面的弹药舱口将弹药填入弹药库。这样就可以减少在交战和补给
期间为装载武器而对人力的需求。  

  模块武器系统应包括中程反舰导弹，如“鱼叉”反舰导弹，射程
50～60海里，并装火箭深水炸弹发射装置，以对付来自蛙人输送艇、
小型潜艇以及蛙人的威胁。  

  4. 海上待命能力构想  

  “游击艇”构想的基本前提是，提供一种具有在公海巡航能力的
舰艇，自持力21天。该艇没有传统的海上补给能力，但应有垂直补给
能力。从战术上讲，艇上为特种作战部队设定的食物和燃料应谨慎使
用。飞机空投的燃料和食物可延长该艇在沿海隐蔽的时间。  



  在每次执行任务开始时，维修部件和损管装备可分别装在各模块
中，作为整套装备装载。前沿基地或母舰可对这些模块进行维护。  

  5.动力、艇型和维修构想  

  高速渡船市场上呈现出的技术进步将加速“游击艇”实现的速
度。目前造船业正在实现使800多吨的小水线面双体船和穿浪双体船的
速度达到60节以上。如果使用计算机稳定系统来减少纵摇和垂向加速
度，则这种形式的艇体可为美国海军提供令人生畏的高速平台。  

  对采用柴油机还是燃气轮机作为推进装置的问题还有待进行评
估，因为这两者都能提供引人注目的水面速度。为降低燃油消耗，可
使用柴油机发电，为全艇各项用电及推进电机电力供电。推进电机主
要在入坞和在沿岸海域待命时使用。  

  在设计时要考虑能使“游击艇”在满载状态下进入LPD－17、“惠
德贝岛”、“哈泊斯费里”、“安克雷奇”、“塔拉瓦”或“黄蜂”
级这些两栖战舰的船坞中。要想做到这一点，艇的排水量应小于600
吨，长度小于61米，宽度小于14 3米，艇体上浮状态下吃水约1 5
米。  

  动力系统全面采用现有的降噪经验与技术，以减少“游击艇”处
于半潜状态时被声探测器探测到的几率。  

  “游击艇”在21天的在航期内不需要维护。所有的维护要由母舰
或岸基维护人员完成。关键设备要有冗余度，以便在部件失灵后也能
保持艇正常工作。应以商用航空工业实践了的中心维修可靠性概念作
为基准。  

  该艇还应装备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探测和过滤系统，保护艇员免受
日益增多的“廉价的核武器”的可能危害。艇体中应设高度自动化的
损管系统，以支持最少人员配备原则。  

  6.人员和母舰构想  

  为了减少居住空间需求，“游击艇”的人员编制应为20人(3名军
官，17名士兵)。人员应按“零基础”概念配备，即凡可通过技术手段
完成的工作，都不安排人员岗位。艇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作战上，利
用岸基或母舰维护人员以减轻艇员需在海上作的技术维修。  

  为了进一步减少艇上对人力的需求， “游击艇”具有植入式训练
能力。通过仿真技术，将假想数据植入导航仪、战斗系统和推进控制
系统是获得有价值的训练机会的关键。  

  为使该艇的作战效率最大化，还可采取两班制。  

  为了保持远征作战，这些“游击艇”应超前部署，并由一个流动
的维修和补给母舰提供支援。而母舰具有的能力应包括舰船维修、发
动机的更换、工程系统的大修、电气维修、受损舰艇运送、无人驾驶
飞行器和水下运载器的检修、舰员休息、食物模块补给、维修部件储
存以及武器/传感器模块的补给。母舰通过脐带向“游击艇”提供卫星
网络中心连接以及提供电、水和燃料。作为母舰的最佳候选者应是一
经简单改装的船坞登陆艇或两栖船坞登陆舰。  

  美国海军构想“游击艇”的出发点，是基于未来战争的重点将是
接近敌方海岸支援海军的远征作战。尽管“游击艇”还是纸上谈兵，
不管将来的结果如何，这种超前思维的新思路是否对我们有所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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