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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宣布,该机构与美国陆军联合开展的

“陆军战役火力”项目将开始竞标。按

照此前美陆军项目主管的说法，“陆军

战役火力”系统射程将达“499公里以

上”，并暗示这种导弹射程可能在2200

公里以内。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违反

《中导条约》规定、美国不得研制和装备

的陆基导弹。

根据美方公布的文档显示，“陆

军战役火力”项目主要任务是研制一

种新型火箭助推系统及相关控制系

统和地面发射系统，并配备此前美陆

军和反导局委托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研制的高超声速滑翔器，其飞行速度

可能达到6~7马赫，预计2022年左右

进行全面测试。此前，美陆军曾称其

为特殊“大炮”，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

出《中导条约》决定后，美国防部先进

项目局索性正式将“陆军战役火力”

项目定性为“大型战术导弹”。

“陆军战役火力”项目彻底暴露

美国的虚伪性。此前特朗普在宣布

将退出《中导条约》时称，“俄罗斯没

有遵守条约，因此我们将结束这一条

约，发展武器”，并企图“甩锅”称第三

方国家在研制装备中程导弹，所以美

国“不打算作为唯一遵守条约”的国

家。现在看来，这些不过是为美国研

制高超声速中程导弹扫除障碍。

除这一目的外，美国宣布退出

《中导条约》还意在向俄罗斯施压。俄

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曾指出：“美国

企图通过讹诈方式迫使俄在国际安全

和战略稳定方面作出让步，我们对此

表示不安和谴责。”他表示，美国之所

以要退出《中导条约》，是因为该条约

的存在“为美国落实其获得全面支配

地位和军事霸权的路线造成麻烦”。

俄新社则指出，美国早就谋求退出《中

导条约》，主要动机是幻想建立单极世

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

调，《中导条约》破裂将迫使俄罗斯为

保障自身安全采取措施。俄总统普京

近日也在军事议题会议期间提议，讨

论俄罗斯有关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

约》问题的措施，并直言俄方肯定会回

应美国的举动。

另外，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还有

一个无法言说的目的，那就是向欧洲

盟友施压。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美

苏签署《中导条约》，主要就是为保护

美国在欧洲及远东地区的盟友安全，

后者曾处于美苏对峙前沿，苏联大量

的中程导弹对其来说如芒刺在背，

《中导条约》的签署曾让他们稍感心

安。特朗普上台以后，不断放出口风

称，美国在军事安全上为保护盟友

“花了太多钱”，这不公平，多次提出

让他们交纳更多“保护费”。但有不

少国家不愿或暂时不打算拿出更多

的钱。美国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

相当于告诉这些国家：如果不能满足

美国的要求，最好想想《中导条约》撕

毁后，一旦俄罗斯重新发展中导武

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重新悬到

头上的滋味。这也是为什么对于美

国计划退出《中导条约》的做法，除英

国表态支持外，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表

达了担忧和反对的立场。德国《焦点

周刊》刊文称，“特朗普再次牺牲了欧

洲”，此举意味着“中程和中短程导弹

的攻击范围将覆盖整个欧洲”。

从以上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三

个目的来看，特朗普政府自私而鲁莽

的决定，几乎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

盒”盖子，不仅让冷战遗留下来的美

俄核平衡体系被抽掉一根重要的支

撑，而且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进而加剧国际社会在军事安全方面

的紧张局势。特朗普可以为眼前利

益不顾身后可能造成的“洪水滔天”，

但美国如此任性妄为，真就不怕“搬

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路途漫漫风险高

迄今为止，人类共发射 40多个火
星探测器，成功率只有 50%，因此火星
被称为“探测器坟场”或“死亡星球”，
主要原因在于火星距离地球太遥远，
探测器要飞几亿千米才能到达，所以
对其发射、控制、通信等技术提出很高
要求。

例如，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入轨
精度和可靠性要很高，最好用大推力
运载火箭将火星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
转移轨道，否则需要消耗更多自身燃
料和较长的飞行时间加速，从而影响
其寿命。

通信问题也不容忽视。从地球发
送到火星的无线电信号单程需 20分钟
左右，通信延时对火星探测器的自主
控制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另外，火星
探测器还需配备可靠性更高的通信设
备，即便这样，仍有不少火星探测器因
通信故障在太空中失联。

由于路途漫漫，在飞往火星时，火星
探测器要进行比月球探测器更多次数、
更高精度的轨道修正。假如火星探测器
在地火转移轨道近地点有 1米/秒的速
度误差或 1千米高度误差，飞到火星附
近时将产生 10万千米的位置误差。美
国“勇气”号火星车在抵达火星表面前，
先后进行过4次航线修正。

由于火星探测器远离太阳，受到
的太阳辐射强度大大减弱，这就要求
火星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翼性能很
高，如果使用核电源，则要解决安全性
问题。另外，还要警惕太阳风暴。日
本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原定于
2003年 12月 14日进入火星轨道，但在
2003 年底受太阳风暴影响，电路系统
出现故障，变轨发动机无法启动，最终
导致“希望”号没有切入火星轨道，以
失败告终。

着陆火星难上难

火星探测器进入火星轨道有多
难？有人打比方：相当于从巴黎打一杆
高尔夫球，正好落到东京某个球洞里。
这是由于通信延时太长，所有数据都要
提前注入。在火星探测器切入火星轨道
过程中，如果切入点离火星过远，则不能
被火星引力捕获；如果切入点离火星太
近，则可能坠毁于火星大气层。

要在火星表面着陆，难度就更大
了。火星探测器进入火星大气层
后，遥测和遥控信号已经非常微弱，
加上通信延时，整个着陆过程完全依
靠火星探测器自主进行。例如，进入
大气层时，火星探测器的防热措施如
何，降落伞、气囊和缓冲火箭能否按
程序工作等，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必
须非常精确。一名美国科学家曾这
样形容等待火星探测器着陆时的心
情：就好像丈夫在产房外等待妻子

分娩一样。
许多火星探测器都在这一阶段功

亏一篑。2016 年 10 月 20 日，欧洲“火
星生物学-2016”“夏帕雷利”着陆演示
器在着陆前，因一秒钟的计算失误，降
落伞与防热罩提前分离，导致“夏帕雷
利”着陆演示器硬着陆而撞毁。

着陆方式各不同

目前，火星探测器在火星上的软
着陆方式，主要有3种。

一是气囊弹跳式。这种方式简
单，成本低，只能满足小重量探测器软
着陆要求，着陆精度不高。美国“勇
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都采用降落
伞＋气囊弹跳方式。

二是反推着陆腿式。这种方式复
杂，成本高，可满足重量较大的探测器
软着陆要求，着陆精度较高。“洞察”
号、欧洲“猎兔犬 2号”“夏帕雷利”着陆
演示器等，都采用降落伞＋缓冲发动
机反推＋着陆腿方式。

三是空中起重机式。这种方式最
复杂，成本最高，技术最先进，可满足
重量更大的探测器软着陆要求，能精
确着陆。携带“好奇”号火星车的美国
“火星科学实验室”采用降落伞＋缓冲
发动机反推＋空中起重机方式。

此外，为完成未来载人登陆火星
任务，美国还在研制新的火星着陆装
置和超声速反推技术。后者是为 20
吨以上的大型航天器实现安全进入和
着陆做准备的。

“韩国研制的锂离子电池性能超
群”，韩国国防采办项目管理局“下一代
潜艇工程”项目主管丁一植少将在接受
“防务新闻”网站采访时称。该项目发
布的资料显示，新型锂离子电池为潜艇
专用，替换铅酸电池后可将潜艇水下作
战时间延长一倍。

韩国防卫产业厅的消息称，韩国自
行设计制造的新型柴电动力潜艇首艇
已于今年 9月下水，另外两艘将于 2024
年前建造完成。该型柴电动力潜艇是
韩国海军“下一代攻击潜艇”，将全部安
装由全球最大锂离子电池供应商、韩国

三星公司研发的锂离子电池。
据报道，这款潜艇专用锂离子电池

的研发工作持续近 30个月，目前已通过
技术评估，向武器平台实用化整合迈出
重要一步。锂离子电池不仅性能出众，
而且使用安全可靠。目前各国海军中大
多数现役潜艇大都使用传统铅酸电池，
这种电池成本高、性能不稳定，且开发潜
力所剩无几。韩国制造商有效解决了这
些问题。丁一植声称，“韩国公司拥有世
界上最出色的锂离子电池技术。我们为
研发工作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将安全
和可靠置于首位。为此，甚至不惜降低

电池性能，确保其达到更高、更严格的安
全标准。”不过，出于保密原因，丁一植没
有透露锂离子电池的性能数据，但表示
该电池在定型前经历了模拟爆炸、水淹、
火烧以及极寒极热等苛刻、恶劣环境的
考验。

其实早在韩国之前，日本已将锂离
子电池用于苍龙级潜艇上。但韩国方
面认为“抢先”并不代表“领先”。“韩国
的锂离子电池会比竞争对手更好，”丁
一植称，三星公司成功研制出潜艇用锂
离子电池将对全球常规动力潜艇市场
产生重大影响。

亮点多多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采用时间
测距原理，用户同时接收多个定位卫星
的广播信号，从而计算出自己的所在位
置。与国外卫星导航系统不同，北斗三
号卫星导航系统综合采用无源和有源
相结合方式，且星座是由 3种轨道卫星
组成。

到 2020年，我国将建成由 30颗北斗
三号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倾
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24颗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导航星座，加上
备份星，整个星座将由35颗卫星组成。其
中，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主要用于导航、定
位和授时等；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地
球静止轨道卫星主要用于传送短报文和
星基增强等。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高精
度、高可靠、高保险、多功能等特点，另
外，相比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它还具备
诸多特色。例如，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
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且高轨卫星更
多，所以抗遮挡能力强，尤其在低纬度
地区，这一优势更明显；可提供多频导
航信号，并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的方
式提高服务精度；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
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
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5大
功能。

作为全球唯一由 3种轨道卫星构成
的导航系统，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还
可按照国际标准增加全球搜救、全球位
置报告和星基增强等拓展服务。另外，
在北斗二号区域导航卫星系统向北斗
三号卫星导航系统过渡中，能够确保老
用户“无感知”，实现顺利过渡。

性能优异

与北斗二号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相
比，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的性能大大
提高。例如，服务范围为全球；定位精
度为 2.5 米至 5 米；测速精度为 0.2 米/

秒；授时精度为 20纳秒；每条短信字数
由 120字增加到 1000字。另外，北斗三
号卫星导航系统还将为民用用户免费
提供约 10米精度的定位服务，0.2米/秒
的测速服务，为付费用户提供更高精度
等级的服务。

未来，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还可提
供米级、亚米级、分米级，甚至厘米级服
务，届时，其定位精度将与GPS媲美。定
位精度达到厘米级时，不仅能服务汽车导
航和自动驾驶，还有助于无人机送货。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还拥有更
高的时间精度，它采用我国新型高精度
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综合指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精度相当于 300万年误差 1
秒。原子钟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北斗
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由十米
量级向米级跨越，测速和授时精度同步
提高一个量级。据悉，“北斗”立项之
初，我国原计划从国外购买原子钟，但
对方不是拒绝就是开出天价。最后，我
国决定自行研制。实践证明，我国自主
研制的原子钟性能更好。

可靠稳定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在精度和
可靠性上有很大提高。例如，单星设计
寿命提高为 10至 12年，并首次提出“保
证服务不间断”指标。这是由于北斗三
号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首次配备相控阵
星间链路，解决了境外监测卫星的难
题，大大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高整
个系统的定位和服务精度。星间链路
还是实现自主导航的关键，不仅使卫星
之间实现相互通信和数据传输，还能相
互测距，自动“保持队形”，减轻地面管
理维护压力。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具备卫星
在轨自主完好性监测功能，这在世界
上尚属首次。这一功能对民航、自动
驾驶等生命安全领域用户来说，极具
实用价值。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还采用多
项新技术提高卫星的抗干扰能力，非计

划中断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它还
采用多重“加固”措施，最大限度增强系
统的保险系数。例如，卫星有备份；多
台铷原子钟一起工作，形成“双保险”；
采用软件冗余、故障自我诊断和自我修
复等措施；采用交互支持的信息融合技
术，拓展卫星上行能力，提高系统可靠
性等。

俄罗斯专家表示，北斗三号卫星导
航系统将比美国GPS和俄罗斯的“格洛
纳斯”更稳定。

特别值得点赞的是，北斗三号卫星
导航系统的卫星部件全部实现国产
化。在该项目前期论证中，研制团队明
确提出元器件和器部件国产化自主可
控的目标。如今，卫星上所使用的部
件全部实现国产化。国产化作为北斗
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我国基础
工业有极大的推动和牵引作用，同时国
家工业基础进步也保证了“北斗”工程
的发展，两者互相促进，充分展现我国
的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

前景广阔

2009年，北斗三号工程启动。北斗
三号卫星导航系统按照最简系统、基本
系统、全球系统三步实施组网。2018年
3月底已建成由 8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
组成的最简系统，2018 年 11 月 19 日建
成由 19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组成的基
本系统，2020年将建成由 30颗北斗三号
导航卫星组成的全球导航系统。届时，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的服务范围将
覆盖全球，可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全天
候、全天时、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
航、授时服务。

到 2035年前，“北斗”系统还将建成
更加“泛在、融合、智能”的综合时空体
系，即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建成天地
一体、覆盖无缝、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
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显著
提升国家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满足国家
安全和国民经济需求，为全球用户提供
更优质服务。

探测火星有多难

北斗三号，“很中国”

发展武器，压制对手，施压盟友——

美退出《中导条约》欲一箭三雕
■董栓柱

韩国研发潜艇专用锂离子电池
■李学华

■柯 谱

11月 1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发射方式顺利将我国第 18、19颗北斗
三号导航卫星送入太空。至此，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中国
“北斗”迈出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为不同用户提供导航服务示意图

■■庞之浩

“洞察”号火星探测器在火星着陆示意图

经过逾6个月飞行，美国

“洞察”号火星探测器将于北京

时间11月27日在火星着陆。不

过，着陆前，“洞察”号火星探测

器还要经历“恐怖7分钟”考验。

像其他火星探测器一样，

“洞察”号火星探测器的整个任

务分为发射、巡航、进入下降和

着陆、表面操作 4个阶段，其

中，风险最大的是进入下降和

着陆阶段，不少火星探测器都

在这一阶段夭折。

新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