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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再创新低

文章称，在美空军2021财年预算案
中，1/3的 B-1B轰炸机将退役，B-2轰
炸机升级改造计划被取消，新型 B-21
轰炸机距形成战斗力“至少还要10年”，
老旧的 B-52轰炸机需换装新发动机并
经过多项升级才能上战场。美空军轰炸

机数量已达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但需求
逐年增加，尤其是在一些“热点”地区，轰
炸机因航程远、载弹量大成为首选武器。

据称，1989年至 1990年，美国曾拥
有 400多架轰炸机，后经削减保留 140
架，这与其近年来宣称的目标存在较大
差距。此前，美空军在一份报告中称，需
要再增加 5个轰炸机中队，即约 65架轰
炸机。上个月，美空军参谋长在国会作
证时也宣称，美空军需要200架轰炸机，
其中 145架是 B-21。他还强调，这一数
字经过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兰德公司
和米歇尔研究院等智库验证。

另据专家介绍，美空军在削减轰炸
机数量时拿 B-1B“开刀”并非首次。上
世纪 80年代，美空军曾采购 100架 B-
1B，“9?11”事件后，尽管对轰炸机需求
激增，美空军却退役了30架B-1B，拆东
墙补西墙地维持其余轰炸机的运转。再
加上早期的削减，美空军近20年只有61
架B-1B处于飞行状态。

至于为何不选择更老旧的 B-52下
手，主要是因为 B-1B采用复杂的变后

掠翼设计，使得系统过于复杂，维护任务
量大，且可靠性较低。B-1B在 2019年
的表现非常糟糕，战备率不足 10%。因
此，美空军要求再退役17架B-1B，以保
证其余机队的战备完好率，这就像是上
一次退役的重演。

地位不可替代

分析人士指出，美空军多次表达对轰
炸机力量削弱的担忧，源于其具有双重
作用，不但能在战场上携带各种常规弹
药遂行战役战术打击任务，而且是核大
国“三位一体”核战略力量中机动性最
强，且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空中平台。

在美军数十年的作战行动中，轰炸
机的地位不可替代。在中东战场，B-1、
B-2和 B-52在攻击固定目标和近距离
空中支援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远航
程、长续航，再加上大量武器载荷，使它
们成为中东和太平洋地区作战指挥官的
首选武器。

据称，1架 B-2能够携带和发射 80

枚精确制导弹药，每枚弹药可攻击不同
的目标，并穿透防御严密的空域。B-
1B和B-52具备相似的临空打击和在防
区外发射巡航导弹能力。在美军对阿
富汗发起军事行动的前 3个月，美轰炸
机曾以 20%的飞行架次，投下重达 76%
的弹药。

美空军副参谋长戴维?纳霍姆日前
宣称，美空军轰炸机群的未来要指望正
在研发的 B-21和经过大刀阔斧改装的
B-52，在美空军转向以五角大楼所说的

“大国竞争”为重点的战略之际，获得这
两种型号的轰炸机机群至关重要。

过分夸大问题

“防务新闻”网站指出，无论是面对
“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还是与美国实
力相当的国家，都需要发展快速、大量打
击目标的能力，美空军现有轰炸机力量
不足以支撑这些需求。在140架轰炸机
中，只有20架具备隐身能力的B-2可穿
透现代化防空系统，打击关键目标。然
而，2021财年预算案取消了 B-2的升级
改造计划，美军对此类平台的需求将无
法得到满足。

在未来几年为78架B-52更换新型
发动机等计划也存在变数。首先，该项
目最终花费难以估计；其次，在对老旧的
B-52进行拆机时，还需考虑结构遭腐蚀
程度和布线等问题，以往这些问题会带
来很多麻烦。比如，美空军在为 C-5M
运输机换装新发动机时，不得不令老旧
的 C-5A运输机退役，以支付 C-5M不
断增加的换装费用。即便 B-52顺利更
换新发动机，在进行现代化改进时还需
换装新雷达和其他新装备，将花费不少
人力和财力。

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媒体过分夸大
了空军的“轰炸机危机”——以140架轰
炸机数量来看，美空军轰炸机实力仍居
全球首位，美国也是唯一拥有隐身战略
轰炸机的国家。此外，美空军已表示，
B-21可以在 21世纪 20年代中期形成
初始作战能力，并计划采购至少100架，
届时，美空军可能将进一步扩大轰炸机
优势。

美称轰炸机部队陷入危机
■张亦驰

在世界航天史上，俄罗斯创造了
诸多“第一”。作为航天大国，俄在航
天领域拥有技术和人才等传统优势。
同时，俄军政高层多次对发展军用和
军民两用航天技术提出指导性意见，
从政策层面助推俄航天事业稳步发
展。最近，俄媒体对其航天领域建设
亮点进行了集中梳理。

明确一体化发展思路

据俄国家航天航空集团总经理、
前副总理罗戈津介绍，根据俄联邦
专 项 发 展 规 划 ，俄 将 为“ 天 基 一 体
化”建设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
保 障 ，组 建 通 信 、遥 感 和 导 航卫星
群，争取到 2029年使在轨航天器数量
超过 600个。

在一体化建设框架下，俄重点建
设“统一航天系统”“统一卫星通信系
统”和军用导航系统。其中，“统一航
天系统”负责预警导弹袭击，随着去年
第三颗导弹预警卫星进轨，该系统可
探测全球任意地点的弹道导弹发射活
动。“统一卫星通信系统”为军民两用，
旨在对全球大部分地区实现通信覆
盖，目前在轨卫星约70颗，服务对象各
有侧重，如“亚马尔”系列卫星主要面
向中东、东南亚和欧洲方向用户，可传
递视频和广播信号；4颗“钟声”卫星主
要服务军事领域通信；6颗“子午线”卫
星使俄天基通信的“触角”延伸至西伯
利亚、远东和北极等偏远地区。

最具代表性的军民两用卫星群
还包括“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目
前在轨 28颗卫星中有 22颗处于工作
状态，俄计划在其基础上研发新一代
高轨导航卫星，进一步提升精度和可
靠性。

此外，俄瞄准未来航天技术发展，
出台《2030年前俄联邦航天核能发展
战略》，提出“发展核动力航天器”目
标。以文件形式确立 2040年前“无人
探月-载人探月-打造月球基地”探月
工程的“三步走”战略，计划 2021年 10
月 1日向月球发射首个国产航天器。
俄国家航天航空集团还拨专款研发未
来轨道站“多功能试验舱”模块，以应
对 2024年国际空间站服役到期的情
况。俄专家称，俄在航天领域“国家级
的顶层设计”，表明其深刻认识到宇宙
开发对现在及将来的重要意义。

打造体系化航天工业

据俄媒体报道，要构建星罗棋布
的卫星群，必须拥有稳定的发射载体、
一流的研发技术和较完善的硬件设
施，这些也构成了俄航天工业的关键
性基础。2018年以来，俄完成 3类 45
次火箭发射，均未发生安全事故。特
别是 2019年首次使用“联盟-2.1A”运
载火箭发射搭载人形机器人的“联盟
MS-14”号宇宙飞船，为载人技术的创
新发展成功探路，被认为是“俄航天发
射和探索技术的一次突破”。

除保持年均约20次航天发射活动
外，俄新型运载火箭研发提速，并对

“安加拉”重型火箭深度改造，使其可
将近 28吨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俄
计划2024年拥有12枚该型火箭，届时

“质子”“轰鸣”火箭将退出历史舞台。
俄还计划恢复使用退役洲际弹道导弹
发射小型卫星，以实现快速、低成本发
射，目前正推动在“白杨”导弹基础上
研发使用固体燃料的4级运载火箭。

保障能力方面，俄目前拥有多处
航天发射场，同时正推进远东地区东
方航天场二期工程建设，这里将成为
俄最大的军民两用航天发射基地。此
外，俄还租用法国库鲁航天发射场发
射商业卫星。

推进航天兵种建设

在稳步推进航天技术发展的同
时，俄航天人才队伍建设未曾松懈。
作为隶属空天军的任务部队，俄航天
兵主要担负导弹袭击预警、宇宙空间
态势感知，以及发射和调控管理俄在
轨航天器等任务。导弹袭击预警中
心、空间态势感知中心、季托夫航天器
试验和控制中心，是其三大主要任务
单元。

导弹袭击预警中心作为俄空天防
御体系重要一环，依托“统一航天系
统”实施全球监测；空间态势感知中心
担负空间监视任务，对可疑目标实施
预测和跟踪，2019年该中心 19次发布
俄太空飞船与空间目标“危险接近”警
告，保障了俄空天飞行器的安全；季托
夫航天器试验和控制中心担负操控俄
在轨航天器的“技术性”任务，仅 2019
年就战备执勤11万次。

俄航天建设实现新发展
■祝 洁

据俄国防部近日透露，俄正研究陆
上机器人开展城市作战战术，以加速其
实战化应用。近年来，俄陆上机器人发
展迅速，以“天王星-6”“暗语”等为代表
的机器人颇具军事价值。

聚焦智能战争

俄陆军总司令曾表示，应对未来智
能战争，陆上机器人将发挥“举足轻重
的作用”。去年 10月，俄国防部牵头出
台《2025年前俄军用和军民两用机器人
发展构想》，提出通过军地交流以实现
陆上机器人通用化、模块化、多功能和
高生存力的发展目标。俄军还在“时
代”军事创新科技园设立首个机器人科
技排，负责项目研发，目的是推动先进
技术与智能战场对接，确保机器人有效
遂行战斗行动和支援保障任务。

谱系品类丰富

俄将陆上机器人分为微型、轻型、中
型和重型4类。其中，微型和轻型质量分
别为小于25千克和介于25至300千克之
间，此类陆上机器人战术价值较高。如

“球体”微型侦察机器人直径0.1米、仅重
0.6千克，身负 4个环形摄像机和特种红
外照明装置，最远探测距离达50米，适合
执行巷战环境下的隐秘侦察任务。

中型陆上机器人以“平台-M”“暗
语”战斗机器人和“天王星-6”扫雷机器
人为代表，其中车载式质量为 300至
1000千克，自行式为1000至1.8万千克，
它们多数情况可直接参与战场行动。以

“天王星-6”为例，其可连续工作5小时，
扫雷宽度 1.7米；“暗语”可连续工作 20
小时，且具备两栖作战能力；“平台-M”
的持续作战时间高达48小时。

重型机器人质量高于1.8万千克，目
前多为在研状态。此外，俄列装有侦察、
排雷、运输、电子战和三防机器人，基本
形成侦察监视、火力打击、作战保障各要
素齐整的陆上机器人作战体系。

创新战术战法

俄多款陆上机器人已在叙利亚战场
崭露头角。其中，工程兵部队使用“天王
星-6”开展排雷作业，效率比使用人力提
高10倍以上。作战分队操控6台“平台-
M”和4台“暗语”，在空中侦察力量支持
下完成对叙东部一处要地的攻坚战，仅
用20分钟就击毙70多名敌人。

此外，俄依托院校和科研机构研究
机器人作战编组课题。目前主要以5台
同类机器人为一组，每个机器人可独立
遂行任务。比如，扫雷机器人编组中 4
台同步在4个方向展开排雷作业，1台处
于雷区外备份或担负指挥、警戒任务。

俄陆上机器人崭露头角
■刘柯涵 刘磊娜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曾宣
称2025年将实现年度武器出口额达50
亿美元的目标，试图跻身全球五大武
器出口国之一。然而，印度国有军工
企业日前通过印度一家电视台承认，
受订单不足、生产设施利用率低等因
素影响，印度武器国产化和武器出口
目标很难如期实现。

企业大多“吃不饱”

报道称，印度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进
程仍很漫长，需要换装潜艇、火炮、扫
雷舰、战斗机、轻型直升机等武器装
备，“但印度国有军工企业无法全力生
产这些武器，因为军方根本不想给它们
订单”。

最典型的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该公司曾是苏-30MKI战斗机、印度

“光辉”战斗机和“极地”先进轻型直升

机的主要制造商，但这一状况已成为历
史。该公司发言人表示，目前所有生产
任务即将完成，新订单却毫无消息，“预
计 2021年至 2022年将处于无订单状
态”。

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陷入相同处
境的还有巴拉特动力公司，其将于2020
年至 2021年完成全部订单。届时，印
度国防部很可能不再把“天空”防空导
弹、“阿斯特拉”空空导弹、“米兰-2T”
反坦克导弹等热门订单交给它。

造船厂方面，马扎岗船坞有限公
司和印度斯坦船厂有限公司也将进入
或正处于无事可做状态。马扎岗船坞
有限公司在鲉鱼级潜艇建造工作完成
后，没有其他后续项目，预计将于 2022
年停工；印度斯坦船厂有限公司的生
产设施在完成俄制“辛杜维尔”号潜艇
的升级后已彻底闲置，目前尚未接到
新订单。

业界生态或受影响

印度媒体称，国有军工企业接不到
订单，源于印度军方对其实力充满担
忧，“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质量不佳，这
些都是印度国有军工企业的标签”。资
料显示，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制造一架
苏-30MKI的成本约为7000万美元，而
俄原装产品仅售 4200万美元。印度四
大国有船厂之一的果阿造船有限公司
本已获得 12艘扫雷舰建造合同，由于
交付日期一再拖延，引起海军不满，订
单被减至8艘。

印度的电视台称，“至少有 6家国
防部下属军工企业发出警告称，如果没
有足够订单，它们的生产设施和人力资
源将在未来10年内处于闲置状态。届
时，印度国防制造业的生态和依附国有
企业的私营公司将受到严重影响”。以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为例，没有新订单，
该公司不得不考虑关闭生产工厂，相关
供应商也将被迫停业，约 20万印度工
人将面临失业。

未来发展困难重重

《印度时报》称，印度要实现政府提
出的“印度制造”目标并跻身全球五大
武器出口国之一，还将面临诸多困难和
障碍，“官僚主义、冗长的程序、商业和
技术上的争吵等，都影响了上述目标的
实现”。过去 6年，印度国防领域的大
型项目，从新一代先进潜艇、扫雷舰、轻
型通用直升机到步兵战车、运输机和战
斗机，没有一项真正启动。

印度国防部官员表示，已采取包括
修订采购程序、明确战略伙伴关系模
式、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促进本
国国防生产，但要看到效果还需时间。

印印国有军工企业遭遇国有军工企业遭遇““订单荒订单荒””
■王文建

印度马扎冈船坞有限公司举行第二艘鲉鱼级潜艇下水仪式印度马扎冈船坞有限公司举行第二艘鲉鱼级潜艇下水仪式

俄罗斯俄罗斯““联盟联盟--22..11AA””运载火箭运载火箭

美空军美空军B-B-5252轰炸机在战机护航下巡航轰炸机在战机护航下巡航

““天王星天王星--66””扫雷机器人扫雷机器人

3月 14日，前美国空军副
参谋长、曾任空战司令部司令
的约翰?迈克尔?劳在“防务新
闻”网站刊文称，美空军轰炸机
部队正处在危机中，由于轰炸
机数量越来越少，已难以满足
现实需求。分析人士指出，此
观点在美空军高层中颇具代表
性，一方面有“哭穷”讨经费之
嫌，一方面反映出其对轰炸机
的重视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