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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关注点集中

目前，美军使用的超视距空空导
弹 以 AIM-120空 空 导 弹 为 主（见 上
图），这种上世纪 90年代投入使用的导
弹曾经过数次改进，但由于主要技术
已经落伍，即使尚未服役的最新改进
型AIM-120D空空导弹也不能保证美军
战机在空战中获得绝对优势。近年来，
随着各国新型空空导弹追求更远射程、
制导性能和抗干扰能力更强，加上这些
国家的隐身战机发展势头迅猛，美军急
于启动新型空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2017年，美国空军和海军委托洛-马
公司启动联合空中战术导弹项目，最终
催生出AIM-260空空导弹。目前，美军
对这种新型导弹的细节披露很少，外界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达到超远射程？根据格
纳特普的说法，AIM-260空空导弹不采
用冲压发动机，拥有类似 AIM-120D空
空导弹的外形，但他没有解释该弹如何
大幅增加射程。据估计，AIM-260空空

导弹射程将超过 AIM-120D空空导弹，
有可能达到 200至 250千米。而要与俄
罗斯 KS-172超远程空空导弹抗衡，其
射程至少要达到300千米以上。如果使
用 AIM-120D空空导弹类似的弹体，达
到这一射程则要通过提升火箭发动机
技术、改善气动外形设计以及弹头小型
化来实现。

二是导引头能否追踪隐身战机？
根据格纳特普的描述，AIM-260空空导
弹的对手是隐身战机，由此分析，该弹
很可能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和红外成像
导引相结合的制导方式。另外，该弹还
可能采用双向数据链，与己方战机进行
双向通信，进行精确远程瞄准，并基于
其他传感器数据与目标交战。不仅如
此，这种功能还将允许战机飞行员在不
开启本机雷达的情况下，或是在对手的
战机雷达和红外瞄准装置的作用范围
外发射导弹，并将导弹控制权交给预警
机等空中雷达站，从而增加对方战机发
现目标的难度。目前 AIM-120D空空
导弹已具备这些功能，AIM-260空空导
弹在这方面应会进一步加强。

固有缺陷难以克服

安东尼?格纳特普表示，空军的 F-
22“猛禽”战斗机和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将成为第一
批搭载AIM-260空空导弹的飞机，预计
将于2022年进行全面测试。未来，该弹
将逐渐代替 AIM-120D空空导弹，成为
美三军通用的远距空空导弹。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 AIM-260空空导弹将成为
一款能够包打一切的万能武器。实际
上，该弹存在“天然”缺陷，最大问题是
射程。

按照设计，AIM-260空空导弹不仅
将大幅提升美军隐身战机在与对手交
战中的优势，还能通过较强的网络作战
能力挖掘非隐形战机的作战潜力。例
如将 F-15等载弹量较大的战斗机作为

“导弹卡车”，在隐身战斗机或预警机的
指挥下，使用AIM-260空空导弹与空中
目标交战，同时保证载机尽可能远离敌
机和对手的防空系统。

倘若美军面对的是一个实力相差

很多的对手，在美军电子战作战系统
支持下，很容易达成以上作战效果。
但 如 果 面 对 的 是 一 个 强 劲 的 对 手 ，
AIM-260空空导弹要实现超远距离打
击，其难度将大大增加。因为要击落
远距离空中目标，往往需要依靠预警
机等拥有远程探测能力的空中雷达站
进行预警探测，但在高烈度作战中，预
警机本身就是对方的打击重点之一。
一旦预警机被击落，战机必须依靠自
身雷达进行探测，无论是探测距离还
是精度，都难以在数百千米外发现敌
方普通战机，更不用说隐身战机了。
等到达成空空导弹射击条件时，双方
战机距离已经大大压缩，此时，AIM-
260空空导弹所谓的超远距离优势早
已不存在。

因此分析认为，虽然目前 AIM-260
空空导弹已“官宣”，但鉴于美军先进武
器装备在研制过程中下马的型号比比
皆是，AIM-260空空导弹的命运仍然很
难说。该导弹究竟是美军未来的“撒手
锏”，还是又一个“战略烟雾弹”，尚需静
观其变。

AIMAIM--260260空空导弹空空导弹是是““撒手锏撒手锏””，，还是还是““战略战略烟雾弹烟雾弹””，，尚需尚需静观其变静观其变

美美““官宣官宣””新型新型远距空空导弹远距空空导弹
■王笑梦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与荷兰两
国防长日前在布鲁塞尔签订协议，两
国将共同搭建“战术优势互联网”。

全球首个共享军事网络

报道称，“战术优势互联网”是全
球第一个跨国共享军事互联网，德荷
两国将以此网络为基础，实现跨国军
用信息的数字化交换。

德国《福布斯》杂志称，北约希望
其成员国未来能够共享军事网络，并
统一使用经过改进的联合网络标准，
进而实现军事一体化终极目标。但出
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顾虑，北约各成
员国并不愿意这样做，即使经常一起
执行海外任务的德国与荷兰两国，也
存在信息交换不畅的问题。正因如
此，此次两国同意合并部分军事网络、
建立共享式信息通道的做法令外界感
到意外。

两国军用电子通信
不再受限

“战术优势互联网”总部将设在德
国科布伦茨，设计和原型中心将设在
荷兰伯纳德军营。组网的第一步是合
并德国国防军陆军“陆基行动”网络与
荷兰国防部“狐步”战术通信计划，届
时，两套系统将合二为一，由德国和荷
兰两国军队共同使用。为保证合并后
的网络运行顺畅，两国还将为接入“战
术优势互联网”的部队配备相同的计
算机、无线电台、平板电脑和电话等硬
件设备。

欧洲防务专家称，自1949年以来，
北约一直追求各成员国在军事信息方
面的互联互通，但至今未能得到妥善

解决。“战术优势互联网”的出现，也许
将推动北约各成员国之间的网络融
合，促进北约军事一体化的发展。

“战术优势互联网”目前仅为战术
层面上的共享网络，通过该网络，德荷
两国将实现超高频和甚高频波段的战
术共享，没有国别限制和准入门槛。
欧洲防务专家表示，“这将帮助两国之
间的作战通信与信息沟通更顺畅，从
而保证他们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占据和保持主动地位。”

德国媒体称，如果“战术优势互联
网”运行成功，德荷两国将推动该网络
进一步发展，到2030年，两国将实现所
有级别上的军事网络共享，真正实现
不受限制的电子通信。

“网络去美国化”的动作

前英国军事情报官、退役上校菲
利普?英格拉姆称，北约欧洲成员国
多年来一直都在梦想搭建独立的军
事互联网，只是出于政治原因，共享
的军事互联网一直未能搭建起来。
他认为，目前全球互联网在很大程度
上受美国的控制，“美国人在网络上
预留各种‘后门’，对网络使用者的安
全构成极大威胁。目前世界主要国
家出现‘网络去美国化’趋势，研发本
国 的 计 算 机 操 作 系 统 ，替 代 美 国
Windows系统。”

德国与荷兰即将搭建的“战术优
势互联网”也将最大限度地实现操
作系统和硬件设备的本土化。一旦

“战术优势互联网”搭建成功，将意
味着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网络领域
摆脱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对此，欧
洲防务专家认为，这是国家和区域
安全的需要。

去美国化，
欧洲自建军事互联网

■李学华

据美国《大众机械》杂志报道，美海
军正计划将新型飞艇纳入武器装备体
系，充当空中传感器平台，或装载导弹
辅助地面和海上实施火力打击。这是
继上一次装备飞艇失败后，美军对飞艇
军事应用的再度尝试。

飞艇被认为有望改变军事指挥控
制、监视侦察、后勤保障等方式，其军事
优势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平台空
间大，装载现代化大型有源相控阵雷达
设备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可大幅提升探
测准确率；二是续航时间长，可持续提
供巡逻预警力量，优势明显；三是装载
运力大，可装载大型导弹，也可执行远
洋运输任务，实施资源补给。

美军设想的新型飞艇又称临近空间
飞艇，这种飞艇依靠空气浮力驻空，采用太
阳能供电，带有推进系统，可悬停于距离地
面20至100千米的临近空间，执行空中运
输、空中发射、武器搭载等任务。与普通飞
艇相比，临近空间飞艇的突出特点是不依
赖机场或跑道，可以随时垂直起降。

自飞艇诞生以来，美国从未放弃飞
艇的军事应用，但由于技术局限，美军曾
吃过大亏。许多技术问题如飞艇的结构
衔接、推进系统和操作系统的稳定性等，
仍没有找到可行性解决方案。此次美海
军再度尝试飞艇军事应用，目的是挖掘
传统装备潜力，将新装备融入作战单
元，与其他作战要素协同互补，形成新
战斗力。但目前来看，这一规划蓝图仍
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如何将新型作战
元素融入传统装备中实现协同作战尚
未明朗。

此外，美海军重启飞艇计划并非简
单地为增加武器战斗力。近年来，临近
空间飞行技术受到各国青睐。但关于
这一空域的相关管理，国际尚没有明确
规范。在此背景下，美海军试图开发临
近空间飞艇，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容
易引起国际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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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型多系列综
合集成大系统

2002年前后，俄罗斯国内高层普遍
认为，美国将在2030年前后拥有从空天
领域打击俄境内所有高价值目标的能
力，俄罗斯必须有所准备。为此，俄罗
斯启动代号为S-500系统的空天防御系
统研究工作，应对未来美国对俄罗斯的
空天打击威胁。

2011年 12月，S-500系统完成首次
全系统模拟试验。2014年 6月，S-500
系统首次试射成功。2017年 12月，S-
500系统预生产型列装部队，并进入国
家靶场进行试验训练，由于进展顺利，
俄罗斯官方随后宣布，2020年后该系统
将正式列装部队。

根据俄官方的说法，S-500系统不
仅能够对付各类空气动力目标、临近空
间目标和各类弹道式目标，还能够应对
低轨卫星等航天轨道目标，是世界上首
型多系列导弹综合集成一体构成的远
程防空/防天/反导/反高超声速武器大
系统，此为该系统一大特色。

S-500系统的主战装备采用系列
化、模块化、标准化的设计与制造，可装

载在地下发射设施、车辆、飞机、舰船、
潜艇等多种作战平台上，不但将大大扩
展已列装的S-300和S-400系统的作战
距离与作战高度，弥补俄罗斯现有反导
系统的防御“空隙”，而且还可扩充其作
战功能。

据估计，S-500系统首批将生产 10
套，其中，4套部署在首都莫斯科周围，5
套分别部署东、西、南、北、中部 5个战
区，剩余1套留作机动使用，加强对俄重
要战略地区的防护。未来，俄罗斯还将
为该系统配备“梦神”极近程地空导弹
系统，保卫S-500系统阵地的对空安全。

作战能力不容小觑

作为一个大系统，S-500系统主要
由战术指控系统、防空反导作战单元和
防 天 反 导 作 战 单 元 3大 基 本 部 分 组
成。其中，战术指控系统由远程搜索雷
达与指控站组成；防空反导作战单元主
要由指控站、雷达站、制导雷达、导弹发
射装置以及 40N6M导弹组成；防天反
导作战单元由指控站、雷达站、有源相
控阵雷达站、导弹发射装置、77N6-N
反导拦截弹和 77N6-N1远程反导拦截
弹等组成。

40N6M导弹采用惯性制导+指令
修正+主动雷达寻的复合制导方式，定
向破片杀伤。该导弹对空气动力目标
的最大射程超过 400千米，对弹道导弹
目标的最大射程接近200千米。77N6-
N导弹采用惯导+指令修正+末段波束
制导方式，战斗部采用动能杀伤或定向
破片杀伤方式，对弹道导弹目标的最大
射程超过 500千米。77N6-N1导弹采
用动能杀伤或小型核战斗部，可打击低
轨卫星、空间轨道平台等目标，最大射
程超过 1000千米。这 3型导弹均可同
时跟踪5至20个目标。

正如俄罗斯空天防御作战概念和
作战需求所指，S-500系统具备远程防
空、非战略反导、战略反导、反高超声速
目标、反低轨航天目标等空天防御作战
能力。

战略威慑与实战运
用于一体

分析认为，S-500系统在发展理念、
武器类型、目的用途、技术途径以及作
战运用等诸多方面，均超过美国“萨德”
反导系统，尤其是该系统既具备较强的
战略威慑力，同时又能够进行实战应

用，在当今各国武器中不多见，这与该
系统的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自身具备“信息源”，无需外界支
援。S-500系统的战术指控系统综合
运用雷达、指控和通信技术，解决了火
力单元过分依赖无线电雷达兵信息源
的问题，也表明俄军对空天防御斗争
中信息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具有深刻认
识，已经实现 S-500系统各火力单元之
间信息交换和相互运用，以及战术级
S-500系统与空天进攻系统的体系对
抗能力。

集远程反飞机、反导弹、反卫星于
一体。S-500系统配置的 3型导弹中，
40N6M导弹主要执行远程防空、非战略
反导、反高超声速目标等任务，77N6-N
导弹主要担负战略反导任务，77N6-N1
负责反低轨卫星任务。此外，S-500系
统还具备多目标拦截能力，1个火力系
统可同时拦截10个目标，并能够确定目
标拦截优先顺序。

多部雷达联网，不惧反辐射压制。
S-500系统共配置 5型雷达，其中两型
火控雷达中一型专用于反导作战，另一
型用于多种情况下交战。这几部雷达
通过组网、数据链等技术，进行分布式
部署，具有较强的抗毁伤能力。

集成空天防御功能—

S-S-500500：：““颠覆颠覆””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
■孙忠谔 柳 军

据 俄 罗 斯 媒 体 报
道，俄罗斯最新一代空
天防御系统——S-500
日前已全部通过国家
靶场试验并准备投入
量产。作为俄最新一
代 空 天 防 御 系 统 ，S-
500系统在继承 S系列
防空武器家族技术与
装备脉络的同时，通过
创新技术及与装备融
合发展的方式，大幅提
升空天防御总体作战
能力。

近日，在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举行
的一场开放日活动中，美国空军武器项目执行官员
安东尼?格纳特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空军和
海军正在联合研制一种全新的远距空空导弹，编号
AIM-260，未来将代替 AIM-120“阿姆拉姆”先进中
距空空导弹，成为美国空军、海军联合空中战术打
击导弹。

S-S-500500系统配置的雷达之一系统配置的雷达之一S-S-500500系统的发射装置之一系统的发射装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