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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空中打击，能

够快速响应政治需要，有

效达成战略企图

从华盛顿时间 4月 11 日上午 8时
30 分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网
站上扬言用导弹打击叙利亚，到 13日
晚 8时 30 分左右，美英法发起对叙利
亚的空中打击，并于 90分钟内结束战
斗。网民们也许还沉浸在谈论特朗
普的草率时，美英法联军却实实在在
给了世界一个大大的错愕，闪电般实
施了一次以巡航导弹为主的战略性
空中打击。海湾战争以来，以空、海
基平台为主，采用精确制导弹药发起
的战略性空中打击作战，反应快速、
行动敏捷、打击精准、收放自如，在国
家政治需要的时候即召即来，在快速
机动状态下即打即离，战争代价小，
政治风险低。在既希望制服对手又
希望减少附带损伤，既希望达成政
治目的又不愿扩大战端的情况下，
战略性空中打击作战是快速响应政
治需要、彰显政治意志的理想方
式。空中打击攻击迅猛、威力强
大、运用方式灵活，既能够联合陆
地、海上力量实施非接触全纵深打
击，迅速达成战略战役目的，又能
够以相对独立的使用方式，给敌方
短促猛烈突然打击，一击制胜；既
可在常规条件下施展威力，又能在
核条件下发挥作用。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隐身战机、无人机、巡航导弹
以及各类防区外打击兵器的不断发
展，空中力量可以更加敏捷的快速
反应能力、更加精准的目标攻击能
力、更加强大的破坏威力、更加良
好的陆海军协同作战能力，实施全
时全维的空中打击，精准高效达成
战略企图。

基 于 效 果 ，精 选 目

标，作战意图更直接

空袭行动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
特表示，美英法三国针对叙利亚境内的
3个目标，发射了 105枚导弹，全部命中
目标，表示意在摧毁“叙利亚使用化学
武器的能力”，“并不是要迫使叙利亚更
换政权”，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也将延
续不变。与战前美联社报道的，美英法
三国首脑沟通初步打击叙利亚8个重点
目标相比，有明显减少。此轮打击的目
标，可谓是精心选择。与去年美军打击
叙利亚空军基地相比，都是打着所谓的
“制裁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旗号，但
在首选打击目标上却发生较大变化，获
得的作战效果和影响，也有较大提高。
去年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打击，几乎没
有使机场跑道和跑道上的战机受损，打
击过后不久，叙利亚就有苏-22战斗机
从该机场起飞执行作战任务。不排除
是基于此前效果的不尽如人意和此次
制裁力度的提升需要，本次对叙利亚的
打击行动，直接瞄准了与所谓“化学武
器”相关的几处目标，毁伤效果较为突
出，政治意图更加明显。基于效果的目
标选择，使军事打击行动与政治、经济、
外交等领域对抗的联系更加紧密。

暗 夜 突 防 ，凌 晨 打

击，仍然是惯用战法

大马士革时间 4月 14 日凌晨 2时
30分左右，美英法联军的飞机、舰艇对
叙利亚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发起百余
枚巡航导弹、空地导弹打击。与一年前
美军打击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几
乎在同一时间点。凌晨 2时到 4时，是
人们最疲劳和易松懈的时段，又是暗
夜，观察和防备的难度大。1990年 8月
2日凌晨 2时，伊拉克向科威特发动闪

电式袭击，并迅速占领科威特全境。
1991年 1月 17日凌晨 2时左右，游弋在
海湾的美国战舰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拉开海湾战争
序幕。1999 年 3月 24日晚 21时，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借着暗夜掩护对南
联盟实施了代号为“联盟力量”的空中
打击行动，科索沃战争爆发。2003年 3
月 20日凌晨 5时左右，美英联军向伊拉
克发起代号为“斩首行动”和“震慑行
动”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多年
来，在凌晨对敌多目标实施首轮精确饱
和打击成为美军一条不成文的惯例。
暗夜的掩护和敌人守备的松懈，不仅有
利于提高进攻方的突防概率，达成袭击
的突然性；而且人们社会活动减少，能
有效减少对平民的附带损伤，掌握新闻
舆论的主动权。暗夜突防、凌晨打击，
仍然是当今进攻作战中的惯用战法。

依托网络信息优势，

“集中使用”的理念出现

新的变化

据公开信息报道，美英法联军从
塞尔维亚岛、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等
多个方向的海空武器平台上，同时对
叙利亚 3处目标发起猛烈打击。其中，
联军对自认为最关键和防御最为严密
的第一处打击目标：大马士革的一处
“疑似化学武器”研发中心，从三个方
向的防区外空、海基平台同时发射了
76 枚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进行空中
打击。兵力的防区外分散部署，火力
的多方向饱和打击，战略性空中打击
力量的“集中使用”理念出现新的变
化。联想到 2016年，美海军将“分布式
杀伤”概念由起初的反舰作战提升为
整个海军作战的概念。依托强大的网
络信息优势，“分布式杀伤”旨在将海
上力量使用方式由“集中”向“集中和

分散相结合”转变。在战术层面，升级
单舰进攻杀伤能力、防御能力和隐蔽
性；在战役层面，灵活编组，大范围跨
地域分散部署和作战；在确保强大火
力打击能力的同时，更好地实现隐蔽
和欺骗，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重要海
区的存在和控制范围。多方向、小编
队对大马士革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或
多或少地显示了此概念的一些踪影。
同样，对于航空兵而言，集中使用空中
力量可以有效减少保障负担和提高突
防打击强度，一直是空中作战诞生以
来颠扑不破的实践真知。随着网络信
息体系的发达，单平台作战能力的大
幅跃升，空中力量在空中形式上的编
队集结显露出时效性、灵活性、隐蔽
性、抗干扰性等方面的不足。而形式
上的分散部署，防区外的火力集中，既
可以离散敌方的防守阵线、增大敌防
守难度，又利于进攻方达成进攻突然
性，提高突防概率。空中力量的防区
外分散隐蔽进攻，火力的多方向并行
集中饱和打击，“集中使用”理念的变
化动向值得我们重视。

此外，透过各方扑朔迷离的公开
消息，尽管真真假假，仔细琢磨总能
得到一些启示。如：俄方公布的对巡
航导弹拦截的数量，尽管质疑声很
多，却也再次引发对目前巡航导弹攻
与防的思考。早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
战争中，就有高射炮打掉多枚巡航导
弹的先例。尽早预警，多层防御，多
种手段，理论上确实能大大提高对巡
航导弹的拦截率。同样，各国也在为
确保巡航导弹的高突防加大研发力
度，具有高超声速、高隐身和高智能
的新型巡航导弹呼之欲出。精确打击
弹药方面，据悉一些西方媒体也推测
美军可能使用 GBU-38。该类卫星或
激光制导弹药与巡航导弹的打击精度
和毁伤能力很相近，造价却只是巡航
导弹的百分之一，效费比可见一斑。

战略性空中打击出现新变化
■张 斌 王明志

大马士革时间4月14日，美国、英国、

法国联手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实施“一次

性”军事打击。这是特朗普上任后第二次

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发动

空袭，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打击

在战略形势预判、空袭作战实施、打击手

段选择等方面给人们留下诸多启示。

防区外精确打击成为西方武力干预

首选方式。自1998年美国打击伊拉克的

“沙漠之狐”行动以来，巡航导弹与飞机联

合突击成为美军小规模武力干预的常用

战法。从装备性能看，由于具备射程远、

发射方式灵活、突防能力强等优势，巡航

导弹已成为美国近年来实施军事打击的

首选武器。此次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

除66枚“战斧”巡航导弹外，美国还首次

由B-1B发射了19枚AGM-158B“增程

型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JASSM-ER），

法国也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3枚海军巡

航导弹（MdCN），这些巡航导弹都达到了

预期打击效果。从作战目的看，为了在此

次打击中达成既对叙利亚进行“惩戒”，又

避免与俄罗斯军队直接对抗，美英法联军

采用了“火力接触、兵力分离”的做法，使

用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空中打击成为主要

作战手段。结合2017年4月7日对叙利

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起的打击可知，巡

航导弹已成为美国发动空袭的“先锋队”

甚至是“主力军”。因而，从抗击空天袭击

的角度来说，研究反巡航导弹的有效战法

将是今后各国研究的热点。

战略提前预警与战术隐蔽突然相结

合，成为有效达成既定作战目的的新手

段。从战略层面看，此番打击前5天，即

4月9日，特朗普公开宣布将采取迅速而

有力的行动。5天中，不断有开战信息

放出。10日，欧洲航空安全局发出公

告，称叙可能在未来72小时内遭到军事

打击，建议各航空公司航班路线避开叙

空域。提前告警，不仅加大了打击前的

震慑效果，同时诱导相关人员及平民撤

离目标，有效降低了附带损伤风险。联

军发射100多枚巡航导弹，仅炸死6人，

应与叙方将人员从可能遭袭目标提前撤

离有关。而从战术层面看，此次空袭从

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等多个方向实施，

使叙利亚难以全面应付，短时间内的饱

和攻击更使其防空系统难以招架。这种

保留战术突然性、放弃战略突然性以增

大综合效益的做法，为确定开战方式提

供了更多选择。

联合精准用兵成为西方武力干预基

本模式。联合盟国使用空海联合力量进

行军事打击是美国惯用的手段，此次亦

不例外。这种形式不仅能够促进联盟关

系，分摊军事行动成本，更能充分发挥海

基平台载弹量大与空基平台机动灵活的

综合优势，对既定目标实施高强度打

击。需要注意的是，饱和攻击也并非狂

轰滥炸，美国对外用兵虽具有极强冒险

性，但也十分注重对作战行动进行精准

控制，以尽可能增大用兵效果，降低政治

外交成本。其主要做法：一是编造借

口。美军武力干预，无不打出“正义”旗

号，或借题发挥，或无中生有编造对手

“劣行”。此次，就打出“化武”牌。二是

精选目标。此番行动，美国分别对位于

大马士革及霍姆斯地区的所谓“化武”研

发、存储及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从美

国角度看，这些目标涉及“化武”形成及

传播使用链条中的关键点，打击这些目

标与其宣称的作战初衷基本吻合。从美

国国防部公布的照片看，对上述目标的

打击达到了预期效果。三是稳住大国。

有消息称，美国通过法国事先将打击信

息通报给了俄罗斯，打击计划的制订和

实施，也避开了俄军目标。此举一是告

知己方意图，防止战略误判，二是降低俄

罗斯敌意，为其打击放开手脚。从策略

看，美国的整体运作比较周密，分寸拿捏

也较为到位。这些手段值得各国军事专

家认真研究，既从中寻求应对之策，也可

借鉴参考，丰富斗争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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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月 7日，美海军 2艘驱逐
舰发射 59枚“战斧”巡航导弹，空袭了
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时隔一年，
2018年 4月 14日，美英法联军发射 105
枚各型巡航导弹，空袭了叙利亚 3 处
“化学武器”设施。通过比较两次空袭
行动的异同，可在一定程度上观察美军
作战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

从作战意图看，两次空

袭均属明显的“震慑”行动，

但作战性质已从作战支援降

格为政治宣示

两次行动均是在叙政府军节节胜
利之时，借口“叙军滥用化学武器”发动
骤然猛烈的定点打击，美军以震慑行动
挽救叙反政府武装颓势的企图昭然若
揭。但从打击目标看，“4·7空袭”是在
相持局面下直接打击政府军有生空袭
兵力，“支援”反政府武装作战的意味明
显；而“4·14 空袭”则是在胜负初定的
局面下打击部分“化武”设施，与战场关
联弱化，其为打而打、打政治仗、打宣传
仗的意味极为浓厚。

两次成本不菲的空袭，从实际效果
看均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4·7空
袭”后 10小时，驻沙伊拉特的叙军战机
即恢复任务飞行；“4·14空袭”当天，叙

军即宣布完全控制东古塔地区。究其
原因，自 2015年俄军出兵援叙以来，俄
叙方面已逐步控制战场主动权。

从临战准备看，美军空

袭任务规划72小时周期律仍

然有效，但其应急打击选项

增多

“4·7空袭”距离当月 4日的“化武”
疑云有 3天时间，“4·14 空袭”原拟 12
日发动，距 4月 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48
小时内做决定”的宣言也是 3天时间。
可见，目前美军空袭任务规划仍然是以
72小时作为典型周期。

但不应忽略的是，在 4月 14日空袭
之前，以色列空军9日曾单独空袭叙T-4
空军基地，考虑美以关系，不排除是以军
代替美军出手，实施了基于预案的、8～9
小时内的应急打击行动。应当注意，这
种由盟军代劳的应急打击方式具有更强
的隐蔽性，突然性和威胁性更大。

从作战规模看，两次空袭

均属“有限”打击行动，但后者

在联军作战层面意义更大

两次行动虽然在弹药使用规模上

有成倍增加，但正如美军官方宣称的一
样，均属于“一次性的”“有限的”打击行
动。从美军自身规划看，其海军前后两
次对单个目标发射弹药的数量基本持
平，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有限”
的内涵。
“4·14空袭”更富意义的层面在于

展示了联军作战能力。对北线霍姆斯
西部 2号目标所谓“辛沙尔化武基地”
和 3号目标所谓“辛沙尔化武掩体”的
突击，是以盟军为主负责突击。其中，
对 2 号目标近乎平均地使用了美军 9
枚、英军 8枚、法军 5枚、共计 22枚各型
巡航导弹；对 3 号目标的小规模突击
（用弹 7枚）则是由法军独立实施。由
此可见，盟友框架下的联军空袭作战
能力提升明显，使其战术选择更为丰
富。但另一方面，这个水平可能也是
现阶段的上限，毕竟对南线 1号目标、
大马士革近郊“巴扎研发中心”的最大
规模突击（用弹 76枚），仍是由美军单
独完成。

从作战样式看，两次空袭

均属远程精确打击，但后者的

“智能”要素作用凸显

从“4·7空袭”到“4·14空袭”，使用

弹药从单纯的海基“战斧”，扩大至美
军的空基 AGM-158B“增程型联合空
地防区外导弹”（JASSM-ER）、英军的
空基“风暴阴影”、法军的空基“斯卡尔
普”和海基MdCN，再加上以军使用的
“戴丽拉”，全部是以“防区外发射”和
“精确制导”为主要特征的巡航导弹。
换言之，两次空袭行动均属于远程精
确打击范畴；而两次纯巡航导弹空袭
也充分表明，在高威胁环境下对限定
目标实施精确突击，目前美军仍以巡
航导弹为首选弹药。

其中尤应关注的是“4·14 空袭”
中 首 次 参 战 的 AGM- 158B 和
MdCN，二者与其他型号的最大区
别在于，具备更强的自主态势感知、
自主航线规划、自主目标识别能力，
也即特朗普所说的“更智能”。有分
析认为，是 4 月 9 日以军对 T-4 基地
空袭中大量弹药被拦截的结果，刺
激了新型高智能弹药的首战。19 枚
AGM-158B 全部用于对 1 号目标突
击，占该批弹药总量的 25％，突击 2
号目标的 MdCN 虽然仅有 3 枚，但按
成 本 核 算 也 占 该 批 弹 药 的 近 1/3，
“智能”要素初次亮相便不容小视。
至于新弹药性能强弱，或许从整个
行动仅有 1 架 EA-6B 电子战机支援
略窥端倪。

两次空袭叙利亚，有哪些不一样？
■张人龙

4月 14日，美英法三国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对叙利亚发动了军事打击。近年，美国主导的针对叙利亚的
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毁坏多处民用设施、医疗机构、文物古迹和难民营，是对他国人权的粗暴侵犯。仅就军
事行动自身而言，此次空袭叙利亚，在多国联军作战、打击目标选择、作战节奏控制，以及巡航导弹攻防等诸多方面，折
射出现代信息化作战的一些典型特征。本报特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围绕此次军事行动，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以飨读者。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编 者 按

透视美英法联军空袭叙利亚

据有关报道，此次空袭叙利亚，美英

法三国联军共发射 105枚精确制导弹

药。分别为：66枚“战斧”BlockⅣ型巡航
导弹、19枚AGM-158B“增程型联合空地

防区外导弹”（JASSM-ER）、8枚“风暴阴

影”空基巡航导弹、9枚“斯卡尔普”空基

巡航导弹和3枚MdCN海基巡航导弹。

“战斧”BlockⅣ。该型导弹是“战
斧”巡航导弹的最新型号，由美国雷神公

司研制，2004年进入美海军服役。相比

前代型号，BlockⅣ型大量使用复合材
料，弹体更轻，零部件减少35%。该型导

弹采用惯性和GPS复合制导，末端采用

红外成像匹配方式，任务规划时间大幅

缩短至几分钟，打击精度也进一步提

高。导弹内装备有双向卫星数据传输线

和视频数据传输线，可通过卫星、预警

机、无人机及岸基通信设备等传感器与

后方控制平台进行战区目标信息及控制

指令的双向传输，具备重新装填目标数

据的功能，这是区别于其他“战斧”导弹

最为明显的标志。

AGM-158B。这是一种“增程型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JASSM-ER），

空袭叙利亚是该型导弹服役15年来的

首次实战。该型导弹基础型最大射程

320千米，此次发射的增程型最大射程

超过 900千米。导弹长 4.2米，重 1吨，

可使用爆破杀伤弹和穿甲弹等多种类

型的战斗部，采取惯性制导+GPS巡航

段制导+红外热成像制导，并可进行效

果评定。

“风暴阴影”。由欧洲导弹集团公司

于2000年前后研制成功，长5.1米，重1.2

吨，标准型射程250千米，增程型为500千

米，可携带450千克的子母弹战斗部或高

爆战斗部。该型导弹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隐身性能好，采用抗干扰的多重制导模式

和规避雷达的“高-低”飞行模式。该型

导弹能够将打击目标同其照片进行比较，

如果图像不一致，会中止打击，因此被称

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导弹之一。“风暴阴

影”的法国版，改名为“斯卡尔普”。

MdCN。法语缩写，意为“海军巡航

导弹”。该型导弹 2007年开始研制，

2015年列装法军，是在空射型“斯卡尔

普”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舰载型号。但

是，该型导弹换装了TR50涡轮喷气发

动机，虽然巡航速度有所降低，但有效

射程提高到了1000千米，最大射程可达

1500千米。总的来看，该型导弹在抗干

扰能力、命中精度、杀伤威力等方面与

“战斧”巡航导弹非常接近，也被称为法

版“战斧”。

这些导弹是空袭主角
■郝岩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