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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2.1 侵彻毁伤 侵彻战斗部对舰船的毁伤机理主要是整体穿甲。
这类战斗部本身具有很高的动能，能在命中部位击出一个孔洞。
在整体穿甲过程中，除了穿孔外，周同有较大面积的裂纹或变形区。
整体穿甲可使穿孔附近区域的装甲板产生大量裂纹，在钢装甲板内侧产生大量的层裂破片，造成二次
毁伤效果，可以毁坏内部设备及杀伤人员。
同时，钢装甲板由于受到撞击而强度大大降低，在强大的高温高压爆轰产物作用下，对舰体的破坏作
用还会继续扩大。
毁伤可能扩展到水线以下，使舰舱大量进水，再加上海浪的冲击，使部分舰体解体。
 7.2.2 破片毁伤 内部爆炸的战斗部圆柱形壳体在炸药爆轰波作用下，迅速膨胀、开裂，最终形成大量
的高速破片。
高速破片对舰船的破坏与破片的质量、数量和着靶速度都有直接关系。
 战斗部在舰船内部的爆炸点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舰船舱室的各个部分都可能受到攻击。
按照作用的舱室不同，可以将高速破片的毁伤分为主种，即穿甲作用、引燃作用（击穿油箱）和引爆
作用（冲击弹药库内的炸弹、炮弹、导弹并使其引爆）。
 7.2.3 爆炸毁伤 Keil对水面舰船的爆炸动响应和破坏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水面舰船的船体破坏主要
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为舷侧破坏，主要由直接接触爆炸引起。
由于舷侧的加强筋比较弱，加强筋与面板变形一致，冲击较强时面板和加强筋同时破坏；第二种模式
为底部结构破坏，由船底下方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和气泡脉动压力作用所致；第三种模式为船体纵桁破
坏，由非接触爆炸条件下的冲击波和气泡脉动压力共同作用下的总体鞭状震荡响应所致，表现为在整
船的一个截面或几个截面上形成塑性铰，纵桁被拉压至屈服或失稳，舷侧出现自上而下的皱褶。
 和非接触爆炸相比，接触爆炸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接触爆炸首先破坏船体，然后主要破坏爆炸区
的机械设备及杀伤人员，而非接触爆炸则是由强烈的冲击振动破坏机械设备和杀伤人员，舰体产生较
大的塑性变形；二是接触爆炸在爆炸区有局部性的严重破损。
而在舰船其他区域没有破损或只有轻微破损。
非接触爆炸对舰船的破坏则是全舰性的，其对舰船的破坏作用，主要包括对舰体的直接冲击波损伤、
对技术装备的冲击振动损伤以及对人员的冲击振动杀伤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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