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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消息报》网站报道，6月 24日
10时，首都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将举行纪
念卫国战争胜利 75周年阅兵活动。本
次红场阅兵将出动近1.4万名官兵，225
件武器装备。此前，地面装备集结在莫
斯科近郊阿拉比诺军事基地进行彩排，
外界因此得以目睹这支冲破疫情阻力
的钢铁洪流。

改进型主战坦克引关注

在今年红场阅兵坦克方阵中亮相
的既有 T-34等功勋坦克，也有新一代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还有两款首
次亮相的改进型主战坦克——T-90M
和T-80BVM。

代号“突破”3的 T-90M是 T-90A
主战坦克的深度改进型，采用T-14“阿
玛塔”最新技术，进一步强化火力、防
护、机动性和态势感知能力。该坦克取
消“窗帘”光电干扰等软防护系统，进一
步提高硬防护力，如采用新一代“化石”
反应装甲，炮塔下加装网状链甲。它还
换装 125毫米滑膛炮、周视瞄准镜和遥
控武器站一体化转塔，配备新型柴油发
动机。同样是老坦克升级，T-80BVM
主战坦克重点增强装甲防护力和火控
系统性能。

俄军如此看重对主战坦克的升级改
造，主要由于T-14“阿玛塔”主战坦克迟
迟未定型，加上单价昂贵，难以全面替换
现役主战坦克。另外，无论是T-90系列
还是T-80系列，其作战性能仍堪称第三

代主战坦克中的佼佼者。俄远东地区部
署的大量T-80系列主战坦克能够在严
寒条件下快速启动投入作战，这是其他
国家主战坦克难以做到的。因此，“老车
升级”成为俄陆军的必然选择。

57毫米机关炮强势回归

当前，各国主流步兵战车普遍提升
火力水平，西方各国为新型步兵战车配
备 35毫米、40毫米和 50毫米口径机关
炮，俄罗斯则重拾苏联时期研制的57毫
米机关炮。

此次将亮相红场阅兵的“库尔干
人”25中型步兵战车、T-15“阿玛塔”重
型步兵战车和BMP-3“偏流”自行高炮
等新型装甲车辆均已换装 57毫米机关
炮，并配备新型火控与观瞄系统。换装
后，这些新型装甲车辆的打击范围和侵
袭能力均对西方步兵战车形成优势。
以 2S38型 57毫米机关炮为例，这种大
口径机关炮可以高平两用，最大射程约
14.5千米，最大射高 7500米，攻击地面
目标时射速为 80发/分，防空作战时射
速提高至 120发/分，可有效打击在中、
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和巡航
导弹，能够击穿现有西方各型步兵战车
的装甲。

除 57毫米机关炮外，俄军还为“库
尔干人”25中型步兵战车和T-15“阿玛
塔”重型步兵战车分别安装“短号”和

“旋风 ”反坦克导弹 ，为参加阅兵的
BMP-2M步兵战车安装炮塔，配备4具

“短号”反坦克导弹，同样配置还出现在
“回旋镖”轮式步兵战车上，显示出俄军
对重火力的偏爱。

防空系统集体亮相

根据此前报道，除 S-300V重型野
战远程防空系统和 S-400远程防空系
统外，新一代 S-350“勇士”中程防空导
弹系统（以下简称“勇士”）和“山毛榉”
M3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下简称“山毛
榉”M3）也将亮相红场阅兵，前者是俄
空天军的要地防空系统，后者隶属俄陆
军野战防空系统。

“勇士”和“山毛榉”M3是俄军中程
防空导弹系统，其中“勇士”的发射系统
能兼容9M100近程防空导弹和9M96中
程防空导弹，可击落 120千米范围内各
种高机动空中目标，拦截巡航导弹、战
斗机、无人机甚至战略轰炸机等，拦截
范围与S-400远程防空系统和“铠甲”S1
近程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相衔接。“山毛
榉”M3是“山毛榉”野战防空系统升级
版，既可独立作战，又能与其他野战防
空系统联合作战，为俄陆军集团军撑起
空中防御伞。

阅兵式上还将出现3款铠甲系列近
程要地防空系统。其中，“铠甲”S1是基
础型号。“铠甲”SM为升级版，雷达探测
距离增加至 75千米，导弹射程提升至
40千米，已跨入“准中程防空导弹”范
畴。“铠甲”SA是俄军配合北极战略专
门研制的，采用重型全地形车作为底

盘。该车能够轻松驶过北极圈内的雪
原、冻土和沼泽等地带。

此外，“舞会”岸舰导弹发射车、
“伊斯坎德尔”K中程巡航导弹发射车
也将一同亮相，展示俄军强大的远程
打击能力。

雷霆万钧的火箭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火箭炮一
直是俄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重要组成
部分。此次红场阅兵式上将展示4种火
箭炮系统。其中，“龙卷风”300毫米远
程火箭炮是老面孔，也是俄军装备的射
程最远的多管火箭炮。同时亮相的
TOS-1A和 TOS-2喷火系统是火箭炮
家族的“另类”。TOS-1A采用 24联装
火箭炮系统，能够在6秒内将24枚云爆
弹发射出去，所到之处一片火海，摧毁
性极强，TOS-2是其出口型号。

ISDM远程火箭布雷车首次参加
红场阅兵，也是俄军装备的首款模块化
火箭炮系统。该车能够在阵地前快速
布雷，并能方便快捷地更换打空的火箭
模块。

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小型装甲车辆
亮相，包括“虎”M小型战术装甲车、“台
风”K装甲运输车、“巡逻兵”A装甲安全
车和“台风”小型轮式装甲车等。新型
MDR“叶子”遥控扫雷车也将参加红场
阅兵。该车可以发射微波脉冲摧毁地
雷上的电子元件，主要装备“亚尔斯”洲
际弹道导弹部队作为“开路先锋”。

红场阅兵红场阅兵：：钢铁洪流抢先看钢铁洪流抢先看
解读俄军参阅地面装备解读俄军参阅地面装备

■■虹虹 摄摄

据 英 国 媒 体 报 道 ，一 架 F-15C
“鹰”重型战斗机（以下简称 F-15C）于
当地时间 6月 15日 9时 40分在东约克
郡海岸约 137千米外坠毁，飞行员尸体
于傍晚在北海海面上被发现。据悉，当
天该机从英国拉肯希思皇家空军基地
起飞执行训练任务，该基地位于英格兰
东部，美国空军第 48航空联队驻扎于
此，坠毁战机来自该联队下辖第 493战
斗机中队。

老战机优势不再

F-15C是在 F-15A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一种第 4代单座重型战斗机，用于
夺取战场制空权。F-15C于 1979年首
飞，并在 F-15A逐渐退役后成为美国
空军的主力战机。目前，美国空军共
有 3个现役战机中队装备 F-15C，其中
包括第 493战斗机中队。该中队曾参
加 2018年 4月美英法联合对叙空袭作
战行动，携带空空导弹的 F-15C负责
警戒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为联军的
轰炸机护航。

尽管 F-15C仍然活跃在美国干涉
他国内政第一线，但近年来随着F-22、
F-35等5代机相继入列，F-15C优势减
弱，装备数量不断减少。为进一步提升
该机的作战性能，美国空军决定于2019
财年和 2020财年分阶段执行“金鹰”升
级计划，为美国空军和空中国民警卫队
装备的 F-15C和 F-15D进行升级。包
括换装新式有源相控阵雷达，配备新型
任务管理计算机，挂载新型前视红外搜
索瞄准吊舱等。其中，新型前视红外搜
索瞄准吊舱可对低可探测性目标进行
远程探测、跟踪，使战机可在雷达关闭

情况下发射导弹打击远程目标，进一步
提升作战能力。

机体老化问题突出

然而，“金鹰”升级计划没有解决F-
15C的最大麻烦——机体老化问题。事
实上，F-15C的机体设计寿命高达9000
小时，但作为一种上世纪80年代量产的
老飞机，长期高强度训练加上战斗出勤
造成机体损耗严重。2014年10月7日，
第 493战斗机中队一架 F-15C在英格
兰上空训练时突然解体，飞行员跳伞获
救。此次事故将 F-15C机体老化问题
暴露无遗。

在解决F-15C机体老化问题上，美
国空军和波音公司意见不统一。波音公

司支持对F-15C进行机体延寿，但美国
空军认为与其花费重金升级F-15C，不
如用来生产更多F-35。

尽管如此，美国空军仍然接受了
“服役寿命延长计划”，为F-15C更换机
身壳体和机翼。平均每架战机花费
3000万至 4000万美元，相当于生产一
架轻型战机，美空军认为耗资巨大，意
义却不大。波音公司随后提出一个廉
价方案，每架战机只需花费 100万美元
进行基本保养和延寿，但效果显然会大
打折扣。

据悉，此次坠毁的 F-15C已完成
“金鹰”升级计划，但相关延寿项目尚未
进行，因此机体老化问题仍未得到解
决。很显然，这一隐患对飞行造成了极
大威胁。

美军F-15C坠海暴露机体老化问题
■蜀 农

莫斯科时间 6月 7日 12时 38分，
一 声 巨 响 过 后 ，俄 罗 斯 伊 尔 库 茨 克
州安雅油田的油井大火被扑灭。据
报 道 ，俄 军 采 用 一 门 MT-12型 100
毫米反坦克炮向石油管道破损处开
火，成功切断“发生火灾油井的井口
喷涌装置”，燃烧近两个星期的大火得
以控制。

安雅油田是伊尔库茨克州的最大
油田之一，总探明储量达到 26万吨。
自5月30日该油田发生火灾以来，大火
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消防人员在井
架周围搭起 4米多高的拦阻墙，以阻止
火势进一步蔓延。经过研究，消防人员
认为必须先切断石油管路，同时保证管
路周围出现真空地带，才能有效扑灭大
火。考虑到石油管线内部压力大加上
外部高温，无法进行人工作业，消防人
员遂向俄军求助。

6月 5日，俄军反坦克炮部队携带
一门 MT-12型 100毫米反坦克炮抵达

现场。反坦克炮被部署在距油井约
180米外，并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技术确
定管线的破损位置。随后，俄炮兵操作
反坦克炮瞄准直径仅20厘米的油管“开
火”。炮弹以超过 1000米/秒的速度将
油管切断，同时弹头飞行产生的空气激
波在管路周围形成真空区域，失去燃料
和氧气的油井大火很快熄灭。事后，俄
军称射击的精度达到“切割宝石所需的
水平”。

这不是反坦克炮第一次执行此类
任务。2013年 8月 26日，一门 MT-12
型反坦克炮在 70米距离外发射炮弹，
成功阻断泄漏的油井管道。燃烧了整
整一周的大火熄灭后，油田消防人员顺
利将泄漏的管道封闭。

事实上，对油井大火等“顽固性”
火灾，炮弹、核弹已成为终极灭火武
器。1913年美国传奇灭火人迈伦?金
利创造性地使用炸弹对付油井大火，
结果发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够有效

隔绝氧气与石油接触，同时被冲击波
挤压变形的油管也会减缓石油泄漏速
度。1966年 9月 30日，苏联在乌兹别
克斯坦南部一处油气田的气井地下约
1500米处引爆一枚 3万吨 TNT当量的
核弹。23秒后，已经燃烧近3年的气井
大火被彻底扑灭。有了这一成功经
验，此后苏联多次采用核爆方式扑灭
气井大火。

除用炮弹等对付油气田火灾外，
2018年 7月 25日，瑞典空军使用战斗
机挂载一枚 GBU-49精确制导炸弹对
付艾尔夫达伦森林大火。2014年美
国波音公司还为专用于灭火的航空
炸弹申请专利。由此可见，在今后很
长一段时期，火炮、战斗机甚至核弹
仍将用于执行灭火任务。

炮 击 灭 火炮 击 灭 火
■■怡怡 白白

据外媒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蜻蜓在捕食
过程中大脑如何快速作出反应，在数
十毫秒内计算猎物的飞行轨迹，并预
判其活动趋势，完成拦截抓捕。研究
人员希望从中找到灵感，研发体积更
小、更高效的导弹防御系统。

蜻蜓是自然界中的“完美杀手”。
哈佛大学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蜻蜓对
目标的捕捉成功率高达 90%至 95%。
通过观察蜻蜓会发现，蜻蜓的眼睛占
据头部的大部分，可从多个角度观察
猎物。即使猎物不断做出躲避动作，
蜻蜓也会以近乎即时的反应完成追击
和抓捕，这一切要归功于蜻蜓的大
脑。研究人员发现，蜻蜓的大脑能够
计算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猎物的前
进方向和速度，并以毫秒级速度计算
出最佳拦截轨迹。这种快速决策与飞
行技巧的完美结合，正是导弹防御系
统需要的。

为此，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
究人员进行多次计算机仿真试验。
在虚拟环境下，利用计算机算法模拟
蜻蜓大脑处理视觉信息，作出行动决
策，并成功完成捕猎。实验结果表
明，“蜻蜓大脑式”的仿真模型是可行
的。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希望在不
降低拦截弹速度和精度的同时，通过
将拦截弹上计算机小型化，提升对目
标的拦截率，最终提高导弹防御系统
的作战效率。

在实现对蜻蜓大脑的仿真建模后，
研究人员将研究重点放在复制蜻蜓大
脑神经网络上。蜻蜓对猎物运动变化
的反应时间只需 50毫秒，而人类最快
的眨眼动作需要 300毫秒。如果成功
模拟蜻蜓大脑神经回路，人工神经网络
可在短时间内完成海量信息处理和计
算。目前导弹防御系统采用的拦截技
术是基于大量计算完成的，耗时费力且
效率低下。如果将蜻蜓大脑的仿真模
型应用于导弹防御技术将会带来哪些
变化？研究表明，此项技术的巨大潜
力表现在：减小拦截弹上计算机的尺
寸、重量和能耗，使拦截弹更小、更轻，
因而更具机动性；对于速度快、难以预
判飞行轨迹的高超音速武器，提出新
的拦截方法；以少量现有传感器即可
追踪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蜻蜓和导弹的运
动速度相差悬殊。因此，此项成果最
终能否应用于导弹防御技术还有待
进一步考证。蜻蜓大脑计算模型的
研发成果可应用于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后者目前广泛应用于
军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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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对目标的捕捉成功率高达蜻蜓对目标的捕捉成功率高达9090%%至至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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