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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舰载垂直发射装置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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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国内外舰载发射装置发展的基本概况，得到了国内在舰载垂直发射装置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垂直发射装置通用化、系列化程度低；对舰艇的适装性，安全性不能满足多弹种、大载弹量的需求；不能满

足对中远程导弹发射的需要；协同作战能力不足；电磁弹射型垂直发射装置在舰艇上的应用还是空白；贮弹

量小，远洋作战补给能力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外围化、通用化、系列化、小型化、模块化、并型化

垂直发射装置，并对电磁弹射型和中远程垂直发射装置作了阐述。指出了新形势下多型舰载垂直发射装置适

装新型舰艇的发展概况，适应了舰艇在未来作战新需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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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endency of Ship Vertical Launcher in New Situation 

LIU Yong-liang, REN Ke-liang, MA Xu-lun, ZAHNG Ji-ming 
(No. 713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 Zhengzhou 450015,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hip launcher at home and abroad was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develop-

ment domestic ship vertical launcher were obtained. The generalization and seriation of vertical launcher was lower. The safety 

and mounting adaptability to ship cannot meet the demand of diversified ammunition and large bomb load; which can’t meet the 

demand of medium-long range launching and the ability of cooperative engagement was poor; the electromagnetic vertical 

launcher was not applied to the ship; the storage of bomb load was small and the pelagic combat and recharge ability was defi-

ciency. Aiming at the above problems, peripheralation, generalization, seriation, miniaturization, modularization, paralleliza-

tion-based vertical launcher was proposed, and the electromagnetic and medium-long range vertical launcher was discussed.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vertical launcher to be suitable for new ship in new situation was pointed out. It adapts to the 

new demand in the futur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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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舰载导弹的垂直发射基本上采用自

推力和外动力两种方式。前者利用导弹自身火箭发动

机或助推火箭发动机点火后的燃气推力将导弹发射

出去，通常又称为热发射；后者则是利用贮运发射筒

（箱）内弹射动力装置将导弹弹射出筒（箱），通常

又称为冷发射。两种发射方式各有优缺点。采用自推

力垂直发射方式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俄罗

斯则采用外动力垂直发射方式。从发展趋势看，垂直

发射装置是舰载导弹发射装置的主要发展方向。 

1  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水面舰艇导弹发射装置已经进入垂直

化和通用化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形成装备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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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Q-9导弹垂直发射装置、HHQ-16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目前正在研制的发射装置有通用型垂直发射装置。 

HHQ-9 导弹垂直发射装置是我国第一种水面舰

艇垂直发射装置（见图 1），装备于 052C 型驱逐舰，

用于发射 HHQ-9 区域防空导弹，发射方式为冷发射，

是在借鉴俄罗斯“利夫”导弹发射技术基础上进行改

进提高发展起来的。HHQ-9 垂直发射装置在舰上的安

装姿态为单元回转轴在舰体纵向对称面的垂面内相

对舰水平基准向舷外倾斜呈 85°垂直。 
 

 
 

图 1  HHQ-9 垂直发射装置 

 
HHQ-16 导弹垂直发射装置是我国第一种具有共

架发射能力的导弹垂直热发射装置（见图 2），装备于

054A 型护卫舰，可发射 HQ-16 中近程防空导弹和

YU-8 火箭助飞鱼雷两种武器。该型发射装置主要借

鉴了美国 MK41 的设计思路，采用了八隔舱共用排导

通道的设计方案。 
 

 
 

图 2  HHQ-16 垂直发射装置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是根据我国多种发射方式并

存的实际情况而发展起来的冷热发射兼容、通用化、系

列化的发射装置（见图 3—5），仅通过高度尺寸变化实

现大、中、小三种系列。可发射导弹有 HQ-9、YJ-18（见

图 6）等，适装平台主要是 052D 型驱逐舰[1-10]。 

对于大型驱逐舰，现役装载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冷热发射方式均有，但对于中程及远程发射装置未有

匹配。多贮弹量及远程反潜武器未有装配，且对潜武

器与对空武器目前还不能共架发射。我国舰载导弹的

垂直发射装置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图 3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图 4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装弹 
 

 
 

图 5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导弹发射 

 

 
 

图 6  YJ-18 导弹在通垂发射装置发射 
 
1）垂直发射装置通用化程度低、系列化发展水

平低。受导弹武器系统科学规划、顶层设计、标准化

水平薄弱的影响，现役装备大多采用“一弹一架”体

制，种类繁杂。部分新研产品仅实现不同弹种共库，

尚未达到共库共系统的水平，共架发射对舰艇总体设

计水平和作战效能的贡献尚不明显。 

2）垂直发射装置对舰艇平台的适装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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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满足多弹种、大载弹量的发展需求，适应舰艇

环境的特殊性仍是我国导弹武器系统的薄弱环节。 

3）垂直发射装置还不能满足舰艇平台对中远程

导弹发射的需要，攻击性能不足，不同导弹发射的控

制系统有待进一步集成，各舰艇垂直发射装置协同作

战能力欠缺。 

4）电磁弹射技术在舰载垂直发射装置上还是一

片空白，存在技术短板。 

5）各型垂直发射装置贮弹量较小，满足不了远

洋作战及抗饱和打击能力的需求，更满足不了海上快

速补给的需求。 

2  国外发展概况 

针对美国、俄罗斯等新形势下的国防政策，垂直

发射装置有了新的发展。其中通用化、模块化、系列

化已基本实现。中远程舰载发射技术、电磁垂直发射

技术、冷热发射兼容技术、无人机垂直弹射技术均有

较大程度发展。 

“宙斯盾”垂直发射装置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不同

时域协同作战，单舰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控制其他舰

贮存导弹的发射，实现了云控制。“海麻雀”等一箱多

弹技术、同心筒技术可以装载通用垂直发射装置，实

现了大密度贮弹，密集发射。美国“MK48”垂直发射

装置为“MK41”的出口版，发射的导弹贮弹量增加，

仅装配“海麻雀”防空导弹。美国“MK57”垂直发射装

置可用于多型号舰艇，可以节省空间，实现小型舰艇

装载垂直发射装置的技术导向。俄罗斯的“施利基”新

型改造垂直发射装置，可以实现舰空导弹的发射。法

国、英国、意大利的席尔瓦舰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采用模块化技术，可以实现舰空、舰潜导弹的发射。

以色列的垂直发射装置、南非垂直发射装置、韩国的

简化版的“MK41”垂直发射装置都仅仅能防空，功能

相对单一。 

美国航母已经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电磁弹射飞

机技术。近些年，就电磁弹射导弹、电推型垂直发射

装置逐步开始立项，并在实验室开始攻关。现有生产

技术可以为电磁垂直弹射技术提供条件，未来的核动

力弹射技术在筹划过程中。 

3  未来发展趋势 

针对国内外垂直发射装置现状和国内垂直发射

装置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梳理出国内垂直发射装

置发展方向，提出重点发展以下 8 类垂直发展装置。 

1）外围型垂直发射装置。为适应未来新概念船

型的发展需求，外围外置的垂直发射装置将成为舰艇

导弹发射系统的重要趋势。将发射单元布置于舰艇外

围或艇体外部，解决大载弹量所带来的发射装置在舰

艇平台上的适装性、安全性问题，减小舰艇的排水量，

简化艇体结构，提高平台在导弹武器出现意外爆炸等

情况下的生存能力。 

2）系列化的垂直发射装置。垂直发射装置经过

系列化设计，通过高度尺寸和横截面尺寸同时变化，

形成不同规格的发射单元，实现一种发射装置多种规

格弹种兼容，可根据舰艇使命需求选择适装规格的发

射单元。发射装置系列化增加了可装备发射装置的舰

艇种类，尤其有利于老舰艇装备的更新改造，从而对

提高海军水面舰艇的战斗力大有益处。 

3）通用化的垂直发射装置。设计一艘舰船时，

需要综合考虑防空设备、舰艇大小等问题。最好的解

决方案是装备能够发射多种导弹以对付不同目标的

多用途导弹发射装置。如现有的 055 型驱逐舰垂直发

射装置可装载 YJ 系列、HQ 系列、Y15 系列舰空、舰

舰、舰潜导弹发射的需求。 

4）小型化垂直发射装置。目前，各国海军力求

研制小型化垂直发射装置，也称小模块垂直发射装

置。小模块垂直发射装置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巧、

适装性好、安全可靠、火力强劲的优点，特别适于装

备中小舰艇作为防空导弹系统，并具有较好的低空反

导能力。如美国“MK57”垂直发射装置，其性能可满

足小型垂直发射装置的需要。 

5）模块化的垂直发射装置。垂直发射装置模块

化可以增强发射装置在舰艇上的适装性。发射装置模

块化以后，可以通过改变模块的数量来调节发射装置

的横向安装尺寸，以适应于安装空间不等的各种水面

舰艇。 

6）并行化垂直发射装置。目前，各国海军为适

应同一类型的护卫舰、驱逐舰统一作战的思想，同一

型舰艇在任一时刻均可实现并行化作战。一条舰的垂

直发射系统可以并行控制其他舰武器控制系统，实现

云控制作战，以适用于同一型舰艇在不同区域和时域

并行作战的需求。 

7）电推型垂直发射装置。国内以马为明院士为

首的专家团队已经实现了电磁弹射飞机技术。为节省能

源，开拓新型垂直发射方式，实现效能比高的发射技术，

新型的垂直发射装置将以电磁弹射技术为为主导[11-15]，

垂直发射装置可以电磁弹射飞机、导弹和无人机，并实

现无人机回收。比起传统的垂直发射装置，新型的垂直

发射装置节省能源，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 

8）中远程垂直发射装置。对于国内阶段的

HHQ-9、HH16、Y-8 等现役型号的导弹，射程最远不

超过 300 km，都为近、中程防空导弹。为适应远洋作

战、远距离打击航母、超音速导弹的需求，未来 10

年，射程在 2000 km 以上，速度为 5~6 Ma 的舰载导

弹的研制势在必行，对应的新型冷热发射方式兼容的

中远程垂直发射装置成为火力支援舰标配的舰载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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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根据国内外舰载发射装置发展情况，舰载导弹垂

直发射装置逐步向通用化、系列化、模块化、小型化

发展，发射装置对控制系统、发射箱接口、发射箱系

统的要求逐步提升。针对同型发射装置不同舰艇武器

控制系统集成化的要求提高，并行化作战能力加强。

新型电推垂直发射装置将逐步取代传统的通用型垂

直发射装置，成为未来舰载发射装置主力军。中远程

通用型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提高舰艇的远程打击能力。

总之，国内传统舰载垂直发射装置总体种类全，国产

化率高，与国际同类型舰载垂直发射装置发展水平齐

平，新的舰载垂直发射装置正在研制，会逐步装备新

型舰艇，适应新型势下舰艇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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