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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首款超音速空舰导弹

2020年 12月 25日，日本防卫省宣
布将新型 ASM-3A超音速反舰导弹采
购计划纳入2021财年国防预算，并称这
是“新关键装备选择的结果”。

过去日本反舰导弹均是亚音速导
弹，突防性能并不突出。2010年，日本
开始研制代号为 XASM-3的空射超音
速反舰导弹。通过采用固体火箭助推
器+冲压发动机组合，该导弹巡航速度
达到3马赫以上。XASM-3由F-2战斗
机携带，重900千克，长5.52米，配备主/
被动雷达导引头和 GPS制导系统。为
实现 200千米射程，其弹体内需携带更
多燃料，因此导弹体型较其他日本空舰
导弹更大。

2017年，XASM-3完成测试后，日
本自卫队原计划在2019年以ASM-3空
舰导弹名目采购。然而，为应对周边各
国海军军力发展变化，日本决定推迟采
购计划，同时对该导弹进行改进升级，进
一步增加射程。考虑到升级周期太长，
日本在ASM-3空舰导弹基础上，推出有
限改进型ASM-3A超音速空舰导弹，用
以批量生产。分析认为，其性能提升不
会太明显。

尽管如此，ASM-3A是日本首款投
入服役的超音速空舰导弹，由于其作战
性能达到其他国家同类导弹水平，将提
升日本反舰导弹突防能力。

提升岸舰导弹射程

12式岸舰导弹是日本三菱重工于
2012年研发的一种车载陆基反舰导弹，
也是 88式岸舰导弹的升级型号，采用 6
联装发射车发射。

12式岸舰导弹全长 5米、弹体直径
0.35米、重约700千克，最大飞行速度0.9
马赫，属于亚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采
用复合制导方式，在飞行初段和中段主
要采用惯导和 GPS组合制导，并具有较
强的地形匹配能力。导弹发射后，可按
照预定路线迂回，随后出海飞行攻击海
上目标。该导弹具有较大的目标捕获距
离和较高的引导精度，抗干扰能力也较
强，还具备打击高速小目标的能力。

12式岸舰导弹的缺点是射程短，仅
200千米，实际制海半径更小，对于舰艇
或航母战斗群不具有太大威胁。为解决
这一问题，日本变相增加12式岸舰导弹
射程。目前，该导弹的舰载版本——17
式舰舰导弹已经服役，由摩耶级导弹驱
逐舰和“熊野”号导弹护卫舰搭载，其射
程提升至400千米。空射版本也进入测
试阶段，射程提升至300千米，加上载机

航程，实际射程将更远。
另外，去年底日本政府决定提升 12

式岸舰导弹射程至 900千米，最终达到
1500千米。如此一来，12式岸舰导弹将
变身为一款对陆攻击巡航导弹，攻击军
港或港区内战舰。不过，要达到如此远
射程并非易事，不亚于重新研制一种新
导弹。

借反舰导弹之名研制
战略巡航导弹

据日本《产经新闻》2020年 12月 29
日报道，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新型反舰导
弹研制计划，射程将达到2000千米。新
型反舰导弹被称为“国产战斧”，不但能
执行反舰任务，还能攻击陆上目标。从
公布图片看，其采用隐身外形，与美国
JASSM和 LRASM两款反舰导弹类似，
但射程比两者高出一倍多。

从技术角度分析，新型反舰导弹将
是一种大型亚音速导弹，拥有较好的隐
身能力和高机动性。以类似的美国
JASSM反舰导弹为例，其重量高达 1.1
吨，战斗部重450千克，飞行速度0.95马
赫，射程超过1000千米。日本试图在战

斗部重量相当的情况下，使导弹射程达
到 2000千米，这样一来，导弹尺寸和总
重量将超过 JASSM反舰导弹，达到俄军

“口径”NK战略巡航导弹级别。后者射
程 2100千米，弹长 6米，重量 1.25吨，战
斗部重500千克，主要通过战略轰炸机、
水面舰艇和潜艇搭载。

日本在设计之初明确，新型反舰导
弹具备对陆攻击能力，赤裸裸地体现出
日本对构建战略威慑能力的渴望。可以
说，日本以打造远程反舰导弹之名，实际
是想研制战略巡航导弹。据《产经新闻》
报道，日本打算将新型导弹部署在西南
岛屿上，用于“岛屿防御”。以冲绳岛为
中心，其射程足以覆盖我东南沿海和整
个朝鲜半岛，早已超出日本防御需求，违
反日本“和平宪法”有关规定。

最近日本政府决定，无限期延后有
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讨论。针对日本
政府不明确追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却为拥有这一能力暗中准备的做法，共
同社报道，有自卫队干部讽刺称：“说到
底，会用导弹攻击哪里？若攻击对方国
家市区，不就脱离专守防卫理念了吗？
在战略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装备却走在
了前面。”

提出3款反舰导弹研制方案，构建日本新一代反舰导弹体系

日本发展反舰导弹凸显野心
■王笑梦

据俄红星电视台报道，近日，俄国
防 部 在 奥 伦 堡 州 东 古 兹 靶 场 完 成
9M333型防空导弹测试任务。在测试
中，该型导弹由箭-10MN防空系统发
射，成功摧毁所有空中目标。随后，该
型导弹将进入量产阶段。9M333型防
空导弹可在电磁干扰状态下对低空飞
机、直升机、远程飞行器和巡航导弹进
行全时打击，列装部队后主要配属箭-
10系列防空系统。

作战能力强

9M333型防空导弹是俄罗斯国产
9M37型防空导弹的最新升级型号，其
研发工作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但当时
未取得成功。2018年，应俄国防部要
求，卡拉什尼科夫集团重启该型导弹研
制工作。

据俄“军事观察网”报道，9M333型

防空导弹曾在“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
术论坛上展出。从外观构造和性能参
数上分析，该型导弹是在 9M37型防空
导弹基础上，添加现代化模块，同时对
制导、动力装置和战斗部进行优化升
级，达到现代化近程防空作战要求。
9M333型防空导弹采用鸭式布局，配备
新型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平均飞行时
速可达 550米/秒。该型导弹使用新型
导引头，制导装置在优化原有图像对比
和红外制导两种模式基础上，增添了干
扰模式，以提升导弹综合作战能力。战
斗部重约 5千克，采用非接触引信，杀
伤威力得到明显提升。

据报道，9M333型防空导弹具备
“发射后不管”能力。导弹发射后，不需
要操作人员控制，可自动锁定目标并实
施精准打击。与依靠发射人员进行后
续弹道修正以提高导弹命中率相比，这
一自动化属性具有很强的实战意义，发

射班组可在导弹飞行过程中，完成机
动、撤离，提高了装备及有生力量的战
场存活率。

配备老式防空系统

箭-10系列防空系统研制于苏联
时期，是一种老式防空系统，安装在履
带式装甲车上，主要用于应对飞机、直
升机、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飞行器等
低空目标。经过数十年改进升级，箭-
10系列防空系统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
族体系，包括箭-10M、箭-10M2、箭-
10M3、箭-10M4和最先进的箭-10MN
等。

俄军目前装备的箭-10系列防空
系统共约 500套，其中近 400套在陆军
防空部队服役。近年来，该系列最新型
号箭-10MN防空系统开始陆续列装俄
空降兵部队。在俄军近程防空装备中，
箭-10系列防空系统是“绝对主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该系列防空系统的发
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个棘手问题：防
空系统的改良升级未能同步推动导弹
的改进研制。数十年间，9M37型防空
导弹一直是箭-10系列防空系统的“标
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系列防
空系统的作战效能。

随着9M333型防空导弹的出现，这
种弹药与装备不完全匹配的尴尬局面
将得到缓解。俄军事专家分析，9M333
型防空导弹可与箭-10系列防空系统
所有型号兼容，且无需对系统底盘进行
改装，即可取代老化严重的 9M37型防
空导弹，提升箭-10系列防空系统的战
场表现。装备新型防空导弹后，箭-10
系列防空系统的首发导弹命中率将明
显提高。因此，9M333型防空导弹的研
发部署对于箭-10系列防空系统而言，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俄军完成新型防空导弹测试
■杜家华

据外媒报道，由英国军工企业联
合研发的“虫”微型无人机，首批 30架
已正式交付英国陆军，开始进行相关
测试。

“虫”微型无人机采用四旋翼布
局，重196克，飞行续航时间约40分钟，
实用距离 2千米，航速可达 80千米/小
时。由于机身小，其在空可探测性较
低。机上装有高分辨率摄像机，可实
时回传目标区域高清态势图像到多种
设备上，供无人机操控员和其他用户
使用。机上还可携带多种载荷，包括
麦克风、扬声器、白光/红外/红光传感
器、测绘/热感摄像机等，执行在目标区
域着陆、收集周边环境数据或隐蔽监
视等任务。该无人机具备电子对抗和
全自动飞行能力，可预先设定任务并
自主飞行。不过，在空飞行时，无论其
飞行方向如何变化，机载摄像机始终
指向固定方向。

作 为 一 款 野 战 用 战 术 无 人 机 ，
“虫”微型无人机具备全天候飞行能
力，可在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条件
下自主飞行，甚至可在 8级大风中飞
行，也可在复杂地形条件下飞行，包括
城市环境和山林地区。该无人机主要
用于提供战术情报，实现信息共享，增
强一线作战部队态势感知能力，并提
供决策依据。

从目前公开数据看，“虫”微型无
人机具备一定优势。其操控简单，对
操控员资质要求低，便于广泛使用。
与大型无人机相比，其重量仅相当于
一台智能手机，具有低风险性和高安
全性。此外，该型机尤其适用于城市
作战环境，特别是可使用蜂窝网络进
行操控和数据传输，克服了城市环境
中的射频干扰。

除上述优势外，“虫”微型无人机的
价格仅相当于美军“黑蜂”微型无人机
价格的十分之一，续航时间在同类产品

中最长，因此可作为消耗型装备，用于
前线侦察、监视和目标捕获等任务。

据报道，英国军方对“虫”微型无
人机充满信心。为获取更多装备优
势，英国国防部正加快研发速度，同
时探索更多微型无人机可携载的传
感器。

英
国
研
发
﹃
虫
﹄
微
型
无
人
机

■
成
高
帅

近日，美国空军公布一批训练照，
其中一张引起外界兴趣。

在这张照片上，摄影师位于驾驶舱
后座，透过座舱盖拍摄前方战机。在摄
影师头顶上方的驾驶舱框架上，安装有
一面后视镜。同样还有一面后视镜安
装在驾驶舱前座上方位置。从图片上
看，这架战机与前方战机均是美军 T-
6A“得克萨斯Ⅱ”教练机，当时两机应该
正在进行编队战术训练。

T-6A“得克萨斯Ⅱ”教练机被美
国、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家广泛用于战
斗机飞行员基础课目训练。该机座舱
布局参考现代主力三代/四代战斗机，由
于飞行员在训练中会进行大量战术课
目训练，后视镜自然成为驾驶舱中不可
缺少的装置。

其实，早在一战时期，战斗机飞行
员便开始将小型化妆镜带上飞机，用于

在紧张的近距离格斗中观察战机后方
是否有敌机跟随。这一时期，地面汽车
驾驶员尚未体验到后视镜带来的开阔
视野。直到1909年，一位女性赛车手提
出驾驶员用化妆镜可获得后方视野的
设想，后视镜才逐渐得以广泛使用。

二战时期，各国主力战斗机大多安
装后视镜。推动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
是这一时期的战斗机机动性大幅提升，
空中格斗随之变得更加激烈。同时，各
国战机普遍采用封闭型驾驶舱，飞行员
无法像过去那样，可将头伸出驾驶舱向
后望。

除后视镜外，二战期间，飞机设计
师还考虑了其他获得良好后方视野的
方案，其中气泡式座舱盖设计直到今天
仍被沿用，代表机型是美军 F-22战斗
机。采用这一设计后，飞行员在驾驶舱
中位置较高，前后方视野不会被机身和

尾翼遮挡，F-22战斗机因此成为少数未
配备后视镜的现代战机之一。不过，有
消息称F-22战斗机飞行员易患颈椎病，
这或许跟 F-22战斗机飞行员在佩戴头
盔的情况下，还要回头观察后方有关。

不过，无论是气泡式座舱盖还是后
视镜，都不能保证飞行员随时观察后方
是否有敌机或其他威胁出现。因此，二
战时期各国空军普遍采用剪式交叉保
护方式，即两机不断通过交叉运动掩护
对方机尾后方空域。现代战斗机飞行
员在训练中仍需熟练掌握类似战术，这
也是为什么美军使用 T-6A“得克萨斯
Ⅱ”教练机进行双机或多机编队战术训
练的原因。

近一个月以来，日本
在反舰导弹研制方面动作
颇多，提出了 ASM-3A超
音速空舰导弹采购方案、
12式岸舰导弹射程提升方
案和射程 2000千米隐身
反舰导弹研制方案等，试
图以远射程、超/亚音速兼
具、对海/对地兼备等性能
为依托，构建日本新一代
反舰导弹体系，暴露出日
本走出专守防卫，向进攻
作战体系迈进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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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MM333333型防空导弹型防空导弹

F-F-22战斗机挂载两枚战斗机挂载两枚ASM-ASM-33AA超音速空舰导弹进行测试超音速空舰导弹进行测试

““虫虫””微型无人机微型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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