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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一号宛如鲸鱼卧波

23 日天空湛蓝、微风拂面。9 时 30 分，在
青岛海军博物馆，来自北海舰队某训练基地的
100 余名新兵代表，整齐地站在博物馆的码头
上，高唱国歌。当日，为纪念海军成立 68 周年，
北海舰队举行长征一号核潜艇展览开幕暨国
防教育大课堂启动仪式。

在美景的陪伴下，记者走进长征一号，它
正静静地停靠在舰船停泊区。从远处看，它宛
如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蓝色海面上，气势磅
礴。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它从
研制、服役到退役后的处置都充满了神秘。

记者进入到核潜艇内发现，目前对外开放
的区域有中层的鱼雷舱、指挥舱、前辅机舱、反
应堆舱、后辅机舱、主机舱和尾舱7个舱室。

“核潜艇从外面看体形巨大，但内部装满
了各种设备，人员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连接7
个舱室的都是直径只有一米左右的圆形通道。
但就是在这样的狭小空间内，潜水艇兵们已经
练得如履平地。”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发现，在每个舱门两侧都有一个圆形
的小牌，分别写着“艏”和“艉”，这些字都是荧
光字，能在黑暗中发光，是为战士们识别方向
设计。不过每一位艇员都要求能在无光的条件
下操作，能在黑暗中迅速准确找到各区域的众
多开关和零件。

如今在一些舱室里，已经放置了说明牌，
部分房间里还挂上了此前战士们在潜艇上的
工作历史照片。从入编到退役近40年的时间过
去了，潜艇内基本保持原状的设施仍能让人清
晰地感受到当年的气息。

从木头模型到建成用了13年

1958年，国家将核潜艇列为国防工业部重
大工程，首批核潜艇研制人员集结了各行各业
专家共 29 名，其中包括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
设计师彭士禄和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当
时，他们手中仅有的资料是两张模糊不清的照
片和两件从境外带回来的儿童航模玩具。

长征一号的研制最初是从模型开始的，按
1:1 的比例用木头制作，有着逼真的五脏六
腑，宛如一艘超级玩具。在拆拆卸卸、敲敲打打
几个寒暑后，科学家们在纷纷扬扬的锯末与刨
花中获取了大量的感性及理性知识。

长征一号从 1958 年开始预研，经历了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苦历程。1968 年 11 月
开工建造，并于 1970 年 4 月完成了总体试水，
8 月 28 日反应堆达到了设计额定功率，核动
力装置成功了。就这样，全国 2800 多个工厂、

科研院所,在无图纸、无资料情况下，顶住压力
自力更生，仅用13年时间就研制建成中国第一
艘核潜艇。它排水量5000吨，主尺寸长100米、
宽11米，吃水8 . 5米。

1974 年 8 月 1 日，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
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当时全球 5 个拥有核潜
艇的国家之一。

2013 年 10 月 29 日，《解放军报》首次证
实，长征一号退出现役，并完成核废料、核反应
装置及相关设备的安全、彻底、稳妥处理。我国
先后突破多项关键性技术，成为世界上具备成
功实施核潜艇安全退役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2016 年 10 月，经过彻底的去核化处理，
长征一号进驻海军博物馆，标志着中国核潜艇
从研制生产、使用管理到退役处置形成全寿命
保障能力。

退役后继续发挥余热

长征一号参加过一系列试验试航和重大
演习任务，多次接待军内外首长视察和外军将
帅参观，为培养我国第一代合格的核潜艇艇
员、加快核潜艇部队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4 日起，长征一号将正式进入市民的视线。届
时，它将继续发挥余热,开启它另一项光荣的
使命——— 国防科普教育。

在参观的人群中，来自河南南阳的范宝月
尤为特殊，他儿子就出生在四年前的海军节，

“我是学国际政治的,对于近代中国遭受的海
殇，我有切肤之痛。今天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活
动，就是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参军入伍保卫祖国
的万里海疆。”

长征一号退役老兵、当年的“36棵青松”之
一王继义老人又一次爬舷梯、跨水密门，抚摸
着鱼雷发射管深情地说:“这就是我当年的工
作岗位，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希望我们的
祖国越来越强大。”

太平路小学的“花朵”们，在参观过程中总
是冲在最前面，表现出对军营的强烈向往。五
年级 1 班的学生王艺凯兴奋地说：“以前在电
视上看到潜艇像鲸鱼一样在大海里游泳，实在
太酷了，我长大后也要当海军，驾艇出海保卫
祖国。”

开国大将、海军第一任司令员肖劲光的女
儿肖凯专门从北京赶过来参加这次活动。她激
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海军在68年的征程中，在
逆境中奋起，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
今天的成就，我相信未来的海军会更强大，会
成为世界一流的海军。”

“这样零距离、面对面地接触核潜艇、了解
核潜艇、感受核潜艇，揭开了核潜艇神秘的面
纱，使新兵们剑指深蓝的心更加坚定，威震海
疆的蓝图更加湛蓝。”北海舰队某训练基地张
树鹏干事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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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役役后后青青岛岛安安家家
今起正式对外开放

提到核潜艇，对这一大国重器多数人都知道，却极少有人有机会能一睹其真容。23日是海军
节，国内首艘自主研发的核潜艇——— 长征一号（舷号401）停泊在中国海军博物馆附近码头，向公
众展示。24日起，长征一号核潜艇将正式进入市民的视线。开放之后收门票，每人100元。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在海军节当日走进这艘核潜艇一探究竟。

图图解解核核潜潜艇艇七七大大舱舱室室

◎鱼雷舱

鱼雷舱是第一
个舱室，两侧排列
整齐的架子是鱼雷
架，靠近艇艏的位
置是鱼雷发射管，
分为上下两排，共
六枚。

◎指挥舱

指挥舱是上下
舰桥的地方,直径不
到一米的垂直空间
里，艇员要在4秒内
完成下滑动作。指
挥室里有计程仪、
雷达、水声通信机
等。

◎前辅机舱

前辅机舱里
有残抛装置 ,艇员
的生活垃圾经压
实抛出艇外。此外 ,
还有冷藏室和厨
房，每天要出满足
艇上100多人的用
餐食物。

◎反应堆舱

反应堆舱是核
潜艇的心脏，提供
持续可控的核动力
能源。正常情况下，
辐射防护水平是安
全的。每艘艇上都
有专职剂量兵，对
可能存在辐射的舱
室进行测量。

◎后辅机舱

后辅机舱里有
汽轮发电机、造水
机等大型设备。汽
轮发电机能将热能
转化成电能，造水
机可以为潜艇用汽
设备提供软水。舱
内还有潜水服、防
辐射服。

◎主机舱

主机舱通过蒸
汽轮机带动轴系，
为航行提供动力。
舱室有一大一小两
个圆形舵轮，实现
前进或后退。舵轮
上方的指示表，可
以看到运行状态及
运行速度。

◎尾舱

尾舱里有应急
发电机，保证潜艇
在主动力装置操纵
失效时仍能继续水
下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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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小学生在长征一号核潜艇上参观。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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