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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伤疤忘了疼

日本曾经是航母大国。二战结束前
日本共建造和改装25艘航母，其中由大
和级战列舰3号舰改装的“信浓”号是当
时世界上最大航母，满载排水量超过 6
万吨。不过战争中这些航母损失殆尽。
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根据宪法规定不
能拥有航母。

1952年，在没有对二战进行深刻反
省的前提下，日本便开始研究未来航母
发展方向。1954年，成立初期的日本海
上自卫队推出《新日本海上自卫队方
案》，提出建造 4艘轻型航母计划，但遭
到驻日美军反对。此后，1959年日本提
出建造 1.4万吨直升机母舰，1984年提
出建造轻型航母，均在国内外压力下化
为泡影。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开始“曲线”发展
航母。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先后建造4
艘可搭载直升机的导弹驱逐舰。1993
年，大隅级运输登陆舰开工建造，这是战

后日本第一种外形与航母类似的战舰。
2006年日本开工建造日向级“加贺”号直
升机驱逐舰，采用轻型航母上的直通甲
板，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固定翼战斗机，只
好使用直升机。在日向级的基础上，2012
年日本又开始建造出云级“出云”号直升
机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达2.6万吨，直逼航
母标准。该舰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固定
翼战斗机上舰问题，配备了起重吨位和尺
寸更大的舷外升降机等。

随后，日向级“加贺”号和出云级“出
云”号两艘直升机驱逐舰相继入列，成为
日本战后造舰史上两艘最大的军舰。近
年来，随着日本屡屡突破和平宪法的举
动，两舰也多次传出改装航母的消息。

为搭载预警机而改装

2018年底，日本决定购买 F-35B垂
直/短距起降战斗机，搭载在“出云”号直
升机驱逐舰上，同时将该舰改装为一艘
真正的航母。最初公布的改装方案以英
国无敌级轻型航母为蓝本，计划在飞行

甲板前安装一段滑跃跳板，满足战斗机
短距起降的需要。

这一方案具有改装风险小、政治影
响小等优点，但缺点是无法使用固定翼
预警机，这对未来航母战斗群发挥态势
感知能力极为不利。日本海上自卫队显
然不乐意接受这一方案。但一贯秉持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作派的日本，一面
向外界公布这一方案，一面背地里找美
国人帮忙。

近日，日本媒体曝光的一张幻灯片
显示，日本防卫省找到美国通用原子公
司为其重新设计。新方案中，“出云”号
航母将配备斜角甲板，布置拦阻索，甲板
前端有两具电磁弹射器。这意味着未来

“出云”号航母可以搭载常规起降战斗
机，如“鹰眼”固定翼预警机等，从而大大
提升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能力。

“纸上航母”实现难

有分析称，如果按照这一方案进行
改装，“日向”号将成为一艘作战能力非

常强的轻型航母，但专家指出，这一改装
方案的落实难度远超想象。

一是舰体改造难度大。将“出云”
号直升机驱逐舰上的直通甲板改装成
斜角甲板，涉及舰体的基础性改装，难
度极大，单单舰体重心问题就是一大

“拦路虎”。从以往改装案例看，要么在
甲板一侧增重，要么增加甲板面积。但
无论哪种方案，其技术难度和改装规模
均相当于建造一艘新航母，且成本和工
期无法预测。通用原子公司只能提供
改装方案，具体实施还得靠日本船厂，
难度非常大。

二是相关技术不成熟。虽然通用
原子公司可提供电磁弹射器和拦阻装
置，但根据美军“福特”号航母加装电磁
弹射系统的情况看，这套系统至今问题
连连，技术尚不成熟。在此条件下，“出
云”号航母很可能沦为试验品。此外，电
磁弹射器和电磁拦阻装置是尖端科技。
对这类技术出口，美国一向小心谨慎，就
算是铁杆盟友也未必松口。因此日本能
否顺利引进这套系统也是问题。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新改装方案曝光引关注

日本“最强轻型航母”纸上谈兵？
■常 昆

使用空中平台发射火箭的做法并
不少见，但以往主要以飞机为载体。
美国轨道科技公司的飞马座火箭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投入使用的空射运
载火箭，该火箭以洛-马公司 L-1011
客机为载体，被带到 12千米高空后发
射，已成功将多枚卫星送入轨道。另
外，美国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的

“大鹏”空射项目，也计划用世界最大
双体飞机（两个机身、6个引擎、翼展
117米）携带火箭升空，在高空完成火
箭点火、发射，脱离大气层后将卫星
送入轨道。

气球发射方式是借助气球吊装火
箭至高空后再发射，这一概念最早可
追溯到 1949年。当时，一群天体物理
学家提出用气球发射火箭的方法，以
减少火箭在大气层中消耗燃料，但由
于技术所限，这种方法不被看好。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高空气球载荷
能力不足，气球发射很少被使用。近
年来随着小型卫星发射任务增多，这
一方式重新受到关注。

与普通飞机作载体相比，气球发
射具备独特优势。一方面，使用气球
发射成本更低。气球由地面供给能
源，采用常规电力，不需要携带燃料，
可大大节约能源成本，使用成本仅有
飞机的5%，能耗降低约30%，综合费效
比更高。另一方面，气球能达到更高
高度。研究表明，在空气稀薄的高空
发射火箭，可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重
力损失，且能让发动机喷管在最优条
件下工作，进而将载荷入轨所需速度
增量降低 8%。此外，高空低温环境还
降低了对火箭防热系统的要求。2017
年3月，西班牙一家公司利用气球将一
枚火箭送至 25千米高空后进行发射，
顺利实现火箭分离、点火，并在海上完
成回收。相比之下，普通飞机则很难
达到这一发射高度。

据报道，这家宇航公司正在研制

的自主式高空气球代号“雷古勒斯”，
计划可重复使用 100次。气球上配备
多台推力器保持稳定和指向，并装有
专门发射三级火箭的滑轨系统。其火
箭可将重量33千克的小型卫星送入太
阳同步轨道，或将质量更大一点的载
荷送入椭圆轨道。另外,该公司还打算
利用“雷古勒斯”和一款 3米长火箭开
展亚轨道发射任务，将100千克以上小
型卫星送到400千米高度。“雷古勒斯”
采用卡车作为发射平台，具备机动发
射能力。未来随着小型卫星发射任务
增多，这一新发射方式预计将迎来发
展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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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是第 5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
称。从 1979年诞生的第 1代移动通
信到今天的第 5代移动通信，每一代
都代表一个时代的前沿科技水平。
2017年 12月，国际电信标准组织发布
首个可商用部署 5G标准，即峰值速
率达 20Gbps、网络延迟 1毫秒、每平方
公里连接设备数量 106个，具备高速
率、低时延、低功耗、大规模用户连接
等能力。

从根本上讲，5G不是一项单一的
技术，而是由大量技术组成的一个综
合技术体系，包括自组织网络、信息中
心网络、移动云计算、边缘计算、情境
感知技术和网络切片等。从应用效果
看，5G使万物互联真正走向可能，并将
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
链等新技术高速发展，对人们的生产
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在军事上，5G应用前景广阔，优势
明显，将重塑未来战场，对作战行动产
生深远影响，并加速军事智能化的变
革进程。

实现武器平台全域互联。5G技术
应用于战场，能够实现战场信息与网
络深度融合，构建相互兼容的高速信
息网络。各类武器平台移动终端除接

入战术通信网络外，还可通过加装 5G
通信模块接入 5G通信网络，进行加密
数据信息传输，形成“广覆盖、高速率、
强兼容”的一体化通信能力，真正实现
多维战场空间中各类信息终端的互联
互通。

支持战场态势实时更新。传统移
动通信时代，在偏远地带或狭小空间
中，通信网络信号经常不好，很多情况
下面临无网可用的尴尬。5G时代，小
型基站将广泛建立，能够有效弥补传
统大型基站的信号盲区，为全面覆盖
网络提供可能。布撒在战场各个角落
的传感器，可以直接使用 5G通信网络
将文本、图片和实时视频等信息回传，
作战指挥中心通过对高价值目标信息
进行识别和判读，实时融合并刷新战
场态势，实现从单兵到指挥员对战场
态势的全面同步感知。

提升无人系统控制精度。无人系
统精准控制是 5G技术应用的重要场
景之一。近年来，随着自主智能技术
的不断发展，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
广泛出现在战场上，成为新质战斗力
的重要增长点。5G技术具有低时延、
实时响应等特征，借助该技术，指挥员
可在 1毫秒内向无人系统下达控制指

令，对战场上各类无人系统的操控更
精准。另外，5G技术还可广泛应用于
集群作战，提升对“蜂群”“雁群”“狼
群”等无人平台的控制数量和质量，实
现精准有效操控，增强集群化作战效
果，为指挥员提供多种打击手段和作
战方式。

提供信息安全优选方案。5G技术
具备“天然”抗干扰性，其发射的波束
指向性强，必要时还可以使用多层频
谱或变换不同波形，确保信息传输和
处理的安全性与保密性，可应用于不
同涉密等级的军事领域。

助力装备保障敏捷高效。未来战
场上，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更繁琐复
杂，且动态性、时效性更强，要做到精
确高效保障非常困难，后勤装备保障
领域将率先引入 5G技术化解种种难
题。例如，5G技术能使战场上广域布
设的各类传感器运行时间更长，维护
成本降低。通过在各种车辆、集装箱、
储油罐、药品柜和维修器材等物资上
安装传感器并进行一体化联网，战场
各类物资消耗、物流运送等情况将实
现实时更新，并呈现给战场指挥员，可
有效破解资源保障与战场需求精准对
接等难题。

5G技术赋能未来作战
■王方芳 张元涛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海军日前
完成22800型“奥金佐沃”号导弹舰建造
工作，在进行相关测试后，将于明年服
役。这是首艘配备“铠甲-M”海基弹炮
合一防空系统的该型军舰，主要优点是
拥有强大的武器系统，包括“口径”巡航
导弹，未来还将配备“锆石”高超声速反
舰巡航导弹等。俄军事专家称，随着该
型军舰大量入役，将大大提高俄海军打
击能力。

“铠甲-M”上舰

据介绍，“奥金佐沃”号导弹舰配备
的“铠甲-M”海基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能
够打击距离在 20千米以内的各类空中
目标。该系统由8枚近程防空导弹和两
门30毫米速射炮组成，分别对付远程空
中目标和近距离目标，为舰队提供有效
保护，使其免遭大规模反舰导弹、无人机

等精确武器袭击。
“铠甲-M”海基弹炮合一防空系统

由“铠甲-M”防空系统陆基版改装而
来，后者曾在叙利亚战场上表现出色，拦
截大量导弹，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是世界
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海基版继承了
陆基版的所有优点。俄罗斯海军计划在
2026年前建造18艘该型军舰，分别装备
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
平洋舰队和里海舰队，替代目前装备的
小型导弹艇。

设计先进战力强

22800型导弹舰由俄罗斯金刚石中
央海事设计局设计，长67米、宽11米，排
水量近 900吨，最大航速 30至 35节，自
持力15天。该舰整体布局紧凑，空间利
用充分，上层建筑采用隐身多棱面设计，
相控阵雷达天线面板融入主桅杆中。装

备方面，“口径”巡航导弹是主要打击力
量，射程2600千米。未来舰上还将加装

“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其速度
达到 9马赫，能在 1000千米距离上摧毁
包括敌航母在内的各种舰只。值得一提
的是，“口径”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
速反舰巡航导弹的发射系统可实现通
用。另外,舰上武器系统采用模块化设
计，可根据需要换装不同任务模块。该
舰还配备有“海雕-10”侦察无人机，其
滞空时长14小时，可在5000米高空向军
舰传输数据。

俄专家指出，22800型导弹舰能够
有效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包括在叙利亚
沿海地区），武器系统能够摧毁大型护卫
舰和驱逐舰等舰只。该型军舰的另一优
势是排水量小、机动性强，可部署在俄境
内的河流和湖泊中，对敌方实施打击。
不过，该型军舰目前缺乏反潜武器配合，
作战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配备“铠甲-M”海基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口径”巡航导弹等

俄新导弹舰引关注
■柳 军

近日，日本社交网站上
曝光一张“出云”号和“加
贺”号两艘直升机驱逐舰同
时出航的照片，引起外界关
注。日本一直对这两艘舰
非常重视，近年来多次传出
改装消息。就在前几日，一
份“出云”号改装轻型航母
方案被媒体曝光。该方案
计划对“出云”号直升机驱
逐舰的甲板进行大幅改装，
安装电磁弹射装置，为固定
翼舰载机上舰做准备。按
照这一改装方案，日本将有
望 获 得 世 界 最 强 轻 型 航
母。事实真会如此吗？

近 日 美 国 防 部
宣布，将在美军基地
开展 5G测试，重点
包括 5G频谱共享、
智能仓库等，为未来
军事后勤行动大规
模运用 5G技术奠定
基础。

近日有报道称，美国一
家宇航公司正在研究一种
新系统，拟从高空气球上发
射火箭，向太空投放小卫
星。这种火箭发射方式受
到外界关注。

““出云出云””号和号和““加贺加贺””号两艘直升机驱逐舰的同框照号两艘直升机驱逐舰的同框照，，左上图是通用原子公司设计的左上图是通用原子公司设计的““出云出云””号改装航母设计方案号改装航母设计方案

2280022800型型““奥金佐沃奥金佐沃””号导弹舰号导弹舰

55GG技术将对未来战争产生深远影响技术将对未来战争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