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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面部队来说，无人机已经成
为获取情报的重要工具。通常发射小
型无人机可随时随地进行，但对坦克
装甲部队来说有点麻烦，他们需要先
停车、离开车辆、取出无人机和发射装
置、完成发射。在实际作战中，这种发
射方式显然不可取。

如何在车辆行进过程中顺利发射
小型无人机？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一
种发球机发射系统，它采用的发射装置
有点特殊——棒球发球机。研究人员
称，如果这项研究取得成功，部队人员
可以将小型无人机以更快、更便捷方式
发射升空。

这套发球机发射系统如何工作？

要从棒球发射机的工作模式说起。
棒球发球机的主体部件由马达驱

动的两个滚轮组成，滚轮转动时将棒
球向外挤出抛向击打手。研究人员用
小型无人机替换棒球后，其大致工作
过程为：先将小型无人机折叠后装入
改装的发球机中，后者启动后将无人
机抛向空中，此时折叠机翼打开，无人
机开始自主飞行。另外，目前试验已
表明，从无人机发射到机翼打开后正
常飞行，仅需 1秒钟。

在这一试验中，研究人员使用的验
证 机 被 称 为“ 可 折 叠 快 速 验 证 无 人
机”，该机长约25厘米，重约530克，暂未
搭载侦察设备。项目小组称，这款验证
机的目的仅是对发射技术进行验证和

完善，测试成功后可根据需要配备更大
或更小的无人机。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套发球机发
射系统主要用于无人机紧急发射等任
务。比如，宇宙飞船在穿越大气层返
回地球时，可以利用该系统发射无人
机，对即将抵达的不明地域进行探查，
以保证降落安全。

不过这套系统的潜在军事用途更
受关注。美国陆军认为，该系统完全
可以安装在军用车辆上，帮助乘员在

“人不离车、车不驻停”的情况下发射
无人机，且可以一连发射多架。项目
组负责人称，“即使在车辆以每小时 80
千米的速度行驶时，无人机也能被正
常发射。”

美军改装棒球机发射无人机
■李 文

由岸到空

12式反舰导弹是日本新一代亚音
速反舰导弹，目前公布型号包括岸舰导
弹、舰舰导弹和空舰导弹。其中首个亮
相的是岸舰导弹，12式岸舰导弹并非
全新设计而来，而是现役 88式岸舰导
弹的升级版，于2015年正式服役，装备
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驻熊本第
5反舰导弹团。

12式岸舰导弹沿袭88式岸舰导弹
基本设计，但对导引模式进行改进，采
用日本国产AAM-4B型中距空空导弹
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末端具备“发射后
不管”能力。另外该导弹在初段和中
段采用复合制导方式，能以较低飞行
高度接近目标。数据显示，12式岸舰
导弹全长约 5米、弹径 0.35米，最大飞
行速度 0.9马赫。以该导弹为原型，日
本又推出 17式舰舰导弹，于 2019年装
备日本海上自卫队。

按照日本自卫队装备替换原则，在
12式岸舰导弹和17式舰舰导弹出现的
同时，应该还有一种新型空舰导弹亮相，
即此次公布的新型空舰导弹。由于目前
该导弹具体型号尚未公布，外界暂以12
式空舰导弹代称。未来，该导弹可搭载
在P-1、P-3等反潜巡逻机和F-2战术
支援战斗机上，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

中规中矩

按照惯例，新型空舰导弹性能仍
以 12式反舰导弹为基础，而 12式反舰
导弹家族整体性能并无特别之处，唯
一突出的是采用“惯导/GPS＋地形匹

配制导＋末段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
方式，使其打击精度和抗干扰能力进
一步提升。

以12式岸舰导弹为例。该弹在飞
行初段和中段采用惯导/GPS复合制
导，辅以地形匹配制导，飞行末段则采
用主动雷达制导，这种制导方式精度很
高，加上发射载体本身不对外辐射信
号，便于隐蔽突袭。另外，导弹在飞行
过程中可随时调整路线，具有更好的目
标识别能力和命中精度。不过，地形匹
配制导功能对空舰导弹而言形同鸡肋，
除非日本赋予这种导弹对地攻击能
力，用于打击敌方内陆纵深目标。

从射程上看，目前 12式岸舰导弹
射程为 200千米。日本防卫省考虑改
良该导弹，使其射程达到 400千米，这
样作为岸基导弹部署在九州至冲绳即

“西南诸岛”一线后，将强化日本“西南
防御”。在该导弹基础上发展新型空舰
导弹的话，其打击半径还将随着空中载
机航程进一步扩大。

可以说，这次选择P-1反潜巡逻机
进行新型空舰导弹挂载试验具有深

意。P-1反潜巡逻机是日本川崎重工
岐阜工厂制造的新一代反潜巡逻机，也
是日本自卫队除运输机外，航程最远、
滞空时间最长的有人作战飞机，其对海
空目标探测能力超过美制 P-3C反潜
巡逻机。P-1反潜巡逻机巡航速度820
千米/小时，巡航高度为 1.1万米，航程
约8000千米。机上配备日本自行研制
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具有对海搜索、导
航、气象和对空警戒等工作模式，可在高
空发现潜艇的潜望镜，还可引导反舰导
弹发射。日本专家称，该机机翼下挂载6
枚新型空舰导弹后，可对敌方舰队发起
远距离饱和式攻击，“摇身”变成一架反
舰轰炸机。

难当大任

不过，由于新型空舰导弹不具备隐
身能力，加上亚音速飞行速度，作战中
将为对手留下拦截打击机会。正因如
此，该弹不适合执行对航母战斗群等防
护严密海上目标的打击任务。

另外，作为新型空舰导弹的载机，

P-1反潜巡逻机本身属于一种二线作
战机种，该机的最大巡航速度仅相当
于俄军专司反舰作战任务的图-22M3

“逆火”超音速轰炸机的 1/3。在空中
作战中，高速意味着能够快速抵达发射
阵地，或最大限度躲避对手战机围剿。
而P-1反潜巡逻机在挂载4枚至6枚反
舰导弹后，飞行阻力进一步加大，速度
进一步下降，很容易成为对手的打击目
标。由此看来，“P-1反潜巡逻机+新型
空舰导弹”这一组合未来难当大任，其
作战用途主要是远海巡逻，对缺乏防空
能力和空中掩护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
以及在高烈度海战中配合高超音速武
器实施攻击。

不过，“P-1反潜巡逻机+新型空
舰导弹”这对组合仍被看作是日本近
年来加快海战进攻性武器发展的体
现，值得外界关注。

反潜机变身轰炸机
——日本P-1反潜巡逻机挂载新型空舰导弹首次亮相

■虹 摄

2月10日，美国空军发言人安?斯特
法内克表示，美国空军已正式取消“高超
音速常规打击武器”（HCSW）项目，同时
继续推进AGM-183A“空射快速响应武
器”（ARRW）项目。她表示，取消原因
并非是性能不佳，而是由于其他“预算优
先事项”。她还称，ARRW项目采用“独
特的滑翔体设计”，有望在 2022财年形
成早期作战能力。

“备份”项目

HCSW 项目是美国空军瞄准快速
形成高超音速打击能力需求，于2017年
启动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该项目由美
国空军部长直接指导，采用惯导/GPS复
合制导方式，弹头基于三军“通用型高超
音速滑翔体”（C-HGB）进行改进，并配
装现货战斗部，用于从防区外快速打击

“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的高价值时
敏固定或可移动目标。2018年 4月，美
空军宣布选择洛-马公司作为该项目唯
一总承包商，授予后者 9.28亿美元的研
发合同。

其实，为确保 2022年具备早期高超
音速作战能力，美国空军于 2017年同
时 启 动 两 个 高 超 音 速 导 弹 项 目 ，除
HCSW 项目外，还有 ARRW 项目。不
仅如此，HCSW 项目是作为后者的“备
份”项目启动的，其目的是通过集成高
度成熟技术，形成一种新的空射武器。
而 ARRW 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在美空军
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合作建立的

“战术助推滑翔”项目技术基础上，进一
步推动新技术发展。正是这种不同发
展目标和思路，决定了两者的不同发展
结局。

与ARRW项目关系

HCSW 项目与 ARRW 项目在项目
组织管理和方案对比中也有诸多不
同。在项目组织管理上，HCSW 项目采
用三军通用高超音速滑翔弹头方案，由
五角大楼统筹安排，美国空军只负责助
推器研制和与空射载机平台的集成工
作。ARRW 项目完全由美国空军主
导。在方案对比上，HCSW 项目强调采
用成熟技术，提供的是一个较保守的解
决方案。ARRW 项目的总体方案在实
施中存在动态变化与调整。

美国空军刚启动 ARRW 项目时，
明确表示该项目直接继承“战术助推滑
翔”项目技术基础。然而，从2019年6月
公布的试验照片看，这一说法未得到落
实，该项目采用战斗部与助推器不分离
的单级弹道导弹方案的可能性很大。另
外，美国《航空周刊》2019年6月报道，雷
声公司依托“战术助推滑翔”项目正在开
发 一 种 更 先 进 的 带 翼 飞 行 器 ，作 为
ARRW 项目的下一步发展方案。由此

不难推断，美空军很可能为 ARRW 项
目制定“两步走”技术路线：第一步采用
单级弹道导弹方案，技术风险较低；第二
步维持原先规划，发展性能更先进的战
术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

在 ARRW 项目第一步方案下，导
弹尺寸已明确（弹长 6.5米、头锥部位长
1.7米、弹径 0.7米）。鉴于备份方案的
战技定位应与主方案接近，在相同尺寸
约 束 条 件 下 ，将 HCSW 项 目 方 案 与
ARRW 项目第一步方案进行比较，前
者可携带的战斗部更小，机动性不够
高、射程不够远，可打击的目标范围和
战术灵活性没有明显优势。如此一来，
ARRW 项目第一步方案已基本满足美
国空军降低风险的需求，并与HCSW项
目有所重叠。

多重因素导致下马

结合上述分析看，HCSW 项目和
ARRW项目第一步均属于成熟型方案，
但前者的战技指标并不比后者出色，加
上美空军不掌握该项目设计主导权，选
择取消该项目，转而大力推进 ARRW
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从根本上说，HCSW项目的“备
份”属性早已预示被提前终止的命运。
其实，在2019年公布的美国空军2020财
年国防预算文件中，HCSW 项目计划在
未来4年支出为零，美空军早已做好提前
终止该项目准备。

近年来，在“先解决有无”的目标导
向下，美军启动数量众多的高超音速武
器研发项目。针对这一现象，刚上任的
美国国防研究与工程现代化局局长马
克?刘易斯指出，美国各军兵种和国防部
实验室等机构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发
展缺少协调，部分项目存在重复建设等
问题。HCSW 项目取消，或许也是对这
一意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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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一艘美军舰艇上，一名士
兵正在甲板后方放飞一架“美洲豹”无
人机。这款全球最小的舰载机，重量
不足7千克，采用手抛方式放飞。

早 在 2016年 ，美 国 海 军 就 在 阿
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上试验性部署

“美洲豹”无人机。由于个头小，美
国海军曾担心这款无人机能否抵挡
得了凛冽的海风，并在空间有限的
甲板上安全着陆。不过，事实表明
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款无人机虽
然轻巧袖珍，却能抵抗大风，无惧海
上暴雨。当自动回收系统出现后，

回收效率大大提高，使得遥控该无
人机撞入回收网一度成为舰上官兵
的娱乐项目。在波斯湾执行任务的
美国海军官兵曾举办无人机回收比
赛，称“投篮大赛”，意即操作无人机
撞入回收网比投篮还容易。

不过，在美国海军舰载机飞行员
眼里，无人机操作员不是真正的飞行
员，顶多算是航模或游戏玩家，这种
态度也影响到美国海军。不过随着
美军对无人机操作员的需求越来越
多，美国海军想办法将一些本不打算
参军的年轻人“骗”到无人机操作岗

位上。几年前，美国弗吉尼亚兰利空
军基地第 480情报监视和侦察联队
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在接受采访时称，
她当初想学摄影，美国空军招募人员
告诉她无人机操作员从事的差不多
就是“摄影工作”。

美军还劝说部分战机飞行员转为
无人机操作员，但由于两者操作方式
迥异，改“飞”无人机后，许多飞行员频
频出现操作失误，导致坠机事故不
断。2014年 6月 22日，美军一架侦察
无人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小学
操场上。当天，数百名小学生围观美
军手忙脚乱地回收坠毁无人机。后
来，当地曾流传一则笑话：“想要一架
军用无人机吗？在你家后院等着，军
队会送货上门的。”

最小“舰载机”
■怡 白

2月10日，日本海上自
卫队一架 P-1反潜巡逻机
携带 4枚首次公开亮相的
新型空舰导弹进行试飞。
从照片上看，4枚导弹采用
试验弹涂装，外形与 12式
反舰导弹非常相似，因此被
外界认为是 12式反舰导弹
家族中首款空舰型号。分
析认为，新型空舰导弹由
P-1反潜巡逻机搭载，作战
能力将得到最大发挥。

美军士兵用手抛方式放飞一架美军士兵用手抛方式放飞一架““美洲豹美洲豹””无人机无人机

美军美军““通用型高超音速滑翔体通用型高超音速滑翔体””弹头弹头

P-P-11反潜巡逻机可挂载反潜巡逻机可挂载44至至66枚新型空舰导弹枚新型空舰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