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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SHIPS 2000.5

 澳大利亚的水雷战能力

 傅金祝  

澳大利亚是地处南半球、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南部的四面环水的岛
国，海岸线长度超过２万千米。东北部的托雷斯海峡、东南角的巴斯
海峡以及东部大堡礁之间狭窄、弯曲而危险的航道都是布雷危险区。
虽然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未危及这方沃土，但德、日也曾在东部与东
北部水域布放过水雷。澳大利亚也曾出动１２１５架次飞机，在日本
周围水域布放过２４９８枚水雷。目前澳海军拥有水雷战平台和装
备，因此澳大利亚具有一定的水雷战能力。 

澳大利亚的布雷能力 

澳大利亚本国至今尚无水雷生产能力，库存的水雷来自英美，多为老
式非触发空投沉底雷以及Ｍ８０系列的航弹式水雷。为了取代这些老
式水雷，目前已有三家公司投标准备为澳海军提供新型非触发水雷，
供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使用。这三型水雷分别是ＢＧＭ４００的改
进型、“石鱼”ＭＫ３型以及ＭＫ６５的改进型。ＢＧＭ４００型是
南非为潜艇设计的“矩阵３Ｓ”型潜布沉底雷的派生型，它将采用澳
大利亚开发的软件，加装瑞典为其Ｍ７水雷计划研制的目标探测装置
和保险与起爆装置，组成长为１ ５～３ ５２米，质量为４００～
７５０千克，装药为３００～６００千克的系列水雷。该雷的直径为
５３３毫米，可供Ｆ １１１和Ｐ ３Ｃ飞机布放。 

“石鱼”ＭＫ３型水雷（见图２）是“石鱼”ＭＫ２型水雷的改进
型。其引信和装药均与ＭＫ２型不同，引信采用频域分析技术控制
磁、声、水压传感器的输出，以分辨不同的目标，提高了识别能力。
装药采用Ｂ２２１１Ｄ塑胶炸药５００千克，相当７５０千克ＴＮ
Ｔ，使冲击波能量提高１５％～２０％，气泡脉动能量提高２０％～
３５％。除雷体保留原样以外，内部均采用全数字化元器件。 

ＭＫ６５型航弹式水雷是１９８２年定型的快速攻击式水雷，是美海
军最大型的空投浅水水雷，内装的炸药为ＰＢＸＮ １０３炸药，相
当９０８千克ＴＮＴ炸药。其改进型是同意大利研制的目标探测装置
代替原用的ＭＫ５７型引信，此种目标探测装置内装１００种目标变
量，允许水雷辨别特定的目标场。 

上述水雷均为当代最先进的常规水雷，无论澳海军选择生产哪型水雷
都将会改善其布雷能力。 

澳大利亚的布雷平台以飞机和潜艇为主。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继承了飞
机攻势布雷的衣钵，除原有的老式水雷皆为空投水雷之外，供挑选的
三种水雷均可供Ｆ １１１和Ｐ ３Ｃ飞机使用。Ｐ ３Ｃ海上反潜
巡逻机可携带６枚１０００千克重的水雷。 

此外，澳大利亚也十分重视潜艇隐蔽布雷，新建造的“科林斯”级潜
艇可装４４～４６枚水雷。为了不影响潜艇的攻击和自卫能力，已向



 

德国购买了“邦尼”潜艇外挂布雷系统（见图３）。该系统可安装在
耐压艇体上，每舷一个，可装１０～１２枚水雷，每次出航可隐蔽布
雷２０～２４枚。 

澳大利亚的反水雷能力 

与布雷能力相比，似乎澳大利亚的反水雷能力更具主动性，至少扫雷
装备皆为国产的，有的已供出口。但就其反水雷兵力的规模来说，与
其２万多千米的海岸线的需求仍极不相称。 

８０年代中期之前，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仅有３艘从英国购买的“顿”
级扫雷舰，配用英制的“Ｏ”型接触扫雷具与电磁和声联合扫雷具。
这一时期，国外正在形成猎雷热潮，装备了多型猎雷艇和猎扫兼用艇
（即反水雷舰艇）。由于澳海军采取购买国外反水雷装备，基于本国
建造，兼顾应急反水雷的作战体系，所以只建造了两艘小吨位（１７
０吨）“海湾”级双体猎雷艇（见图４），分别于１９８６和１９８
７年服役。 

该级艇配用德国的猎雷声纳与猎雷指控系统和法国的ＰＡＰ １０４
型灭雷具。这两艘专用艇与５艘辅助扫雷舰，即由民船改装的应急反
水雷船成为澳海军的反水雷兵力。由于此种配置完全不适应反水雷作
战需要，所以１９９４年开始招标建造“休恩”级７２０吨的大型反
水雷舰艇，它不仅能猎雷，还可扫雷，首制艇（Ｍ８２）已服役，Ｍ
８３艇正在海试。 

“休恩”级是意大利“加埃塔”级的改进型，它是多国先进设备的集
成。它选用了意大利的柴油机和辅助推进装置，采用了英国的１０９
３型变深猎雷声纳，使探雷水深提高了三倍，应用英国的“瑙蒂斯
“Ｍ反水雷指挥系统和瑞典的“双鹰”灭雷具，携带丹麦生产的ＤＡ
ＭＤＩＣ灭雷炸弹（见图５）。“双鹰”灭雷具可将直径２５０毫
米、长８００毫米、装药３１千克、质量４９ ５千克的灭雷炸弹，
在３节条件下投放在距沉底雷１００毫米处，精度极高。６艘“休
恩”级将成为澳海军的反水雷中坚。 

在澳海军决定建造新型反水雷平台的同时，于１９９３年委托澳国防
工业公司研制扫雷与监控系统，以便与猎雷技术互为补充。整个系统
包括航道勘测系统、先行遥控扫雷艇、非接触扫雷具、轻便编队接触
扫雷具以及轻型舰船消磁系统。目前，均圆满完成研制定型任务。同
时还完成水雷战指挥支持系统的设计。 

其中，遥控扫雷艇是可拖带轻型扫雷具实现快速扫雷的工具，全长７
３米、型宽２ ８米、吃水０ ６米，最高航速４５节，扫雷速度

８节，共建造３艘，它特别适合拖带ＡＡＧ型流体动力扫雷发声器。 
Ｄｙａｄ永久磁铁磁性扫雷具是极具特色的一种扫雷具，分大型和小
型两种。它与普通电磁扫雷具有很大区别。其结构、占空性以及产生
的磁场量值均更近似舰船目标，可实现目标设定扫雷。 

大型Ｄｙａｄ磁性扫雷具筒体直径１ ４米、长７ ２米、质量９
７吨，内装圆盘状永久磁铁叠片，可多个筒体串接，可模拟１０万吨
级舰船，最大扫雷水深达１８０米。 

小型Ｄｙａｄ磁性扫雷具直径０ ５米、长８米、质量１ ６吨，可
模拟从巡逻艇到大型战斗舰艇的磁场，既可单个拖曳，又可串接拖
曳，扫雷水深为９０米。两者皆无需供电励磁，因此特别适合应急艇
拖带。目前，丹麦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已选购该型扫雷具作为制式
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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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进行技术鉴定的新型声扫雷具是与Ｄｙａｄ配
合使用的，其ＡＡＧ扫雷发声器是一种可由流体动力驱动的噪声发生
器，即声扫雷具的核心部分。扫雷发声器的主体为圆管状，长２米，
直径３５０毫米，质量约２００千克。其后部为护圈和转动叶片。当
扫雷发声器在水中拖曳时，水流冲击叶片，叶片带动轴系旋转，以作
为发声机构的动力。发声器的频带较宽，可从次声频到超声频范围，
主频在２０～２５０赫兹段，声场辐射无方向性，且在该频段内有１
２个恒定的线谱结构。 

澳大利亚的接触扫雷具是在”奥罗帕萨“扫雷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目前已有三型列装，它们是双舰拖曳的编队接触扫雷具、单舰拖
曳双舷展开的“双奥”型接触扫雷具以及单舰拖曳、以对付短索锚雷
为主的沿底接触扫雷具。沿底接触扫雷具只配用展开器和定深器，不
用支持浮体和指示浮体。此外，为确保扫索尽可能沿海底拖曳，又不
钩挂海底，还配用接底滑板。扫雷用的爆破式割刀装在不会产生流体
动升力的特制扫索上。 

此外，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最近已完成水雷战支持系统中心的建设，中
心设在以悉尼为母港的“沃特赫恩”号舰上，它是水雷战基地。主系
统位于该中心，另两个集装式分系统流动使用，并可通过卫星与系统
相连。整个网络包括１００多个工作站，皆可提供水雷战训练、战术
训练、反水雷战术开发以及处理航道勘测数据能力。中心将自动处理
和协调海军所有水雷战作战和演习的计划、实施、支援和分析工作。
它将对提高水雷战指战员的能力做出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自海湾战争由猎雷潜水员协助英美参加
反水雷作战以来，已逐渐重视和增强了本国的水雷战能力，它不仅引
进了猎雷声纳、指控系统和灭雷具各两型，而且还开发了多种扫雷装
备与训练设施。等到２００２年６艘“休恩”级反水雷舰艇全部入役
以及确定投产新型水雷时，澳海军的水雷战能力将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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