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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采用新型锂电系统

“白鲸”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艘
“大鲸”级潜艇，2021年10月下水，入役后
将部署在广岛县吴市的吴港基地。该级
别首艇“大鲸”号于2020年10月下水，2021
年7月开始海试，2022年3月入列服役。

共同社援引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川崎
重工业公司的消息报道称，“白鲸”号是
日本国内最大级别潜艇，排水量3000吨，
宽9 . 1米、长84米，荷载船员约70人，最快
水下速度可达20节，建造费用约720亿日
元（约合37亿元人民币）。

“白鲸”号是一款柴电动力攻击型潜
艇。日本防卫省说，新的“大鲸”级潜艇采
用“袖珍而高效”的蓄电和供电系统，无
需扩大潜艇体积即可延长潜艇水下续航
时间。日本从“苍龙”级潜艇最后两艘开
始，包括“大鲸”级潜艇，不再采用“不依
赖空气推进”（AIP）系统，而是转向“锂
电池+柴油机”的动力组合，以全新锂电
池推进系统替代传统的铅酸电池，其水
下航行时间远超目前“苍龙”级潜艇两周
左右的纪录。

日本是目前唯一已知拥有现役锂离
子电池动力潜艇的国家。本世纪初以来，
日本对锂离子电池在潜艇上的应用进行
了广泛研究。据悉，韩国或将成为下一个
在潜艇上使用锂离子电池的国家，预计
会安装在第二批“岛山安昌浩”级潜艇
上。

“大鲸”级潜艇外观虽与“苍龙”级潜
艇没有太大区别，但其内部结构做了大
幅改进，各项性能指标大幅提升。“大鲸”
号主要用于验证新技术，起着测试艇的
作用。因此，“大鲸”级第二艘“白鲸”号才
是真正成熟的潜艇。

日本防卫省说，“大鲸”级潜艇采用
了新型作战管理系统，融合了尖端集成
传感器、指挥与控制以及武器交战系统。
在武器配备方面，艇艏设置了6具533毫
米鱼雷发射管，可用于发射美制MK-37
鱼雷、日本89式重型鱼雷和AGM-84“鱼
叉”反舰导弹，总载弹量可达30枚。

“白鲸”号还配备了“苍龙”级第八艘
“赤龙”号使用的潜艇鱼雷防御系统，可
以弹射诱饵来躲避敌方鱼雷，从而大幅
提高生存能力。此外，“白鲸”号还安装了
基于光纤阵列的新型声呐，搜索、跟踪水
下目标的能力得以提升。同时，通过移除
传统柴电潜艇系统中的诸多部件，并且

使用新的吸声材料和浮动底板结构，“白
鲸”号的静音能力和隐身效果进一步增
强，加大了对手监视和跟踪的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白鲸”号具有发射
巡航导弹的能力，这为日本以后将舰空
导弹融入防空反导、反卫星系统提供了
技术可能。

日本潜艇已达22艘

早在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中，
日本就以所谓“保护国家利益”和“应对
可能到来的威胁”为由，提出将现有潜艇
数量由16艘增加至22艘。“白鲸”号服役
后，日本潜艇已经达到22艘，包括8艘较
老的“亲潮”级潜艇、12艘“苍龙”级潜艇
和2艘“大鲸”级潜艇。其中，1998年入役
的“亲潮”级首艇“亲潮”号和1999年入役
的二号艇“满潮”号，已分别于2015年和
2016年转为训练艇。在世界范围内，这种
更新换代速度也是非常罕见的。

目前，“大鲸”级潜艇建造数量尚未
正式宣布。第三艘“大鲸”级潜艇“迅鲸”
号已于去年10月下水，预计将于明年3月
入列。以目前该级潜艇一年一艇的建造
速度以及海上自卫队发言人的表态来
看，日本未来至少要建造9艘该级潜艇。

世界各国舰艇命名都遵循一定规
律，日本也不例外。但与其他国家多以地
名或历史名人命名不同，日本常以一战、
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战舰命名。

“大鲸”号这个名称源自二战中日本
的“大鲸”级潜艇母舰。“大鲸”级潜艇母
舰仅有“大鲸”号一艘，于1942年被改造
为航空母舰“龙凤”号，在1945年3月美军
的空袭中爆炸起火失去战斗力，1945年
11月除籍后被拆解。

同样，“迅鲸”号的名称也源自二战
时期日本的“迅鲸”级潜艇母舰。“迅鲸”
级是日本第一款正规设计的潜艇母舰，
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日本第七潜
艇舰队第4战队母舰，1944年10月遭美军
空袭沉没。

日本还有一些更为人知悉的舰艇，
也是沿用了二战期间舰艇的名称。比如，

“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沿用的是“珍珠港
事件”中实施突袭的“加贺”号航母舰名；

“出云”号直升机航母沿用的是二战时一
艘装甲巡洋舰的名称，该舰1945年被美
军击沉。

距核潜艇一步之遥

值得注意的是，从“大鲸”级潜艇的

设计和装备来看，外界认为其“距离核潜
艇就差一座反应堆”。“大鲸”级潜艇采用
泵喷式推进器取代螺旋桨，降低噪音的
同时提高了航速，这一技术经常为核潜
艇所用。

日本在核能利用方面有充分的积
累，从技术上来讲，为“大鲸”级潜艇增添
核动力并不难。更重要的是，日本近年来
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弃“专守防卫”政策，
极力推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不断
释放“核共享”的声音来试探民意和国际
社会的反应，已然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新
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
作。本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
苏纳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一同
宣布，将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美国“弗吉
尼亚”级核潜艇，并合作研制一种新型核
潜艇。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次日迅速与阿尔巴尼斯举行
电话会谈，表达对美英澳核潜艇计划的

“支持”。
日本对此被爆寻求加入美英澳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日本《产经新闻》去年4月
援引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称，美英澳三国分别以非正式方式探询
过日本加入的意愿。虽然日本官方当时
否认了这一消息，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

“无风不起浪”。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2月曾在

电视节目中声称，应该就在日本领土部
署并共同运用美国核武器的“核共享”问
题进行讨论。去年3月，自民党前政调会
长高市早苗提出，应就“无核三原则”中
的“不引入核武器”原则进行讨论并设置

“例外”情形。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
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
以来将“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的“无核三原则”确立为基本国策，一直
延续至今。

今年3月10日，岸田文雄在国会参议
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日本政府无
意探讨所谓“核共享”政策，但自民党等
政党乃至国民进行探讨“没有问题”。日
本去年8月在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审议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删除了“无核
三原则”，尽管日本代表声称“无核三原
则”政策没有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日
本种种暧昧和矛盾的表态已经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警觉。

“白鲸”号潜艇服役后将用以应对所
谓“西南地区事态”，日本正借助日美军
事同盟加速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脱离
和平发展的轨道，滑向地缘对抗的深渊。

3月20日，日本海
上自卫队“白鲸”号潜
艇交付仪式在神户市
川崎重工业公司神户
工厂举行。该系列“大
鲸”级潜艇是日本继

“苍龙”级之后的换代
潜艇，也是目前世界第
二大常规动力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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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上自卫队“白鲸”号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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