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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工作岗位，

不论谁坐上去都能成为全球业绩第

一，可能没人会信。但这样的岗位确

实存在，那就是美国总统。

据美国国际政策研究中心披露，

在过去的26年里，美国已保持全球军

火销量冠军长达25年。商人出身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第一年就卖了

价值82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业绩远

超前任。

“不缺钱”的特朗普上任之初，与

美国军火商的关系并不好。他曾在推

特上威胁取消“空军一号”的订单，导

致波音公司股价大跌；也曾炮轰F-35

项目“成本失控”，暗示军队可能采购

其他战机，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票

市值蒸发40亿美元！

态度的扭转绕不开“利益”二字。

今年3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记者

展示过一张地图，上面详细标示了美

国哪几个州将从对沙特的军售中获

益。其中，排名前三的密歇根、俄亥俄

和佛罗里达，正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

举中的关键摇摆州。

特朗普卖军火，既可讨好国内军

工集团，又可争取更多选民，积累政治

资本，可谓“一石二鸟”。特朗普自诩

为美国“第一军火推销员”，对自己的

工作倍感自豪，曾亲自向记者展示卖

给沙特的武器图片。白宫还特意声

明：即使是在与外国领导人会面或通

电话时，特朗普也不忘军售。

为了使“全天候全方位推销军火”

的外交政策落到实处，特朗普政府的高

层官员，也被派往世界各地“推销”军

火。今年2月的新加坡航展上，就有美

国外交官为F-35战机等武器“站台”。

显然，比起前任们，特朗普在卖军

火方面走得更快更远。过去，美国出

于国家安全、技术保密等原因，设置的

对外军售门槛很高。例如美国的无人

机非常先进，但销量却很低迷，原因是

其将无人机与巡航导弹列为只卖给核

心盟友的一类装备。在人权团体的施

压下，奥巴马政府甚至曾暂停向沙特

出口精确制导弹药。

特朗普上任后，其政府成员中有

不少跨国公司老板和退役高级将领。

比如，专门负责重大军火交易的现任

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鲁德，就是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的前高管。

这一切，为美国大开军售之门铺

平了道路。4月，特朗普签署《国家安

全总统备忘录》，大幅放宽美国常规武

器的出口规定，特别是针对无人机系

统的出口限制。这份备忘录允许外国

政府绕开美国政府直接与军工企业进

行交易，同时简化了武器出口审批程

序，把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办完的手续

缩短到几个月。

美国政府甚至还考虑将枪支出

口审批权转交给商务部负责，以“鼓

励出口”。

近年，美国出口的军火主要流向

了中东、亚太和欧洲地区。这些世界

上火药味最浓的地区，聚集着最新高

技术武器和弹药。

统计数据表明，在1981年至今这

近40年间，美国向全球59%的严重冲

突国家提供过武器。不计后果地向

这些危险的客户提供军火，往往会加

剧这些地区的动荡和恐怖主义，甚至

反过来危及美国自身。

据媒体披露，美国从 2016年起

提供给阿富汗特种部队的先进武

器，大量落入了阿富汗腐败军警的

手中。这些武器被转卖给“塔利班”

或其他恐怖分子，最终落到了美国

的敌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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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挺机枪引出“连环疑案”——

6月19日，美国空军特别调查组的工

作人员从一名士兵家中，搜出一挺失

窃的M240重机枪。这名士兵在米诺

特空军基地服役，负责“民兵-3”洲

际弹道导弹的安全警卫。

历时月余的“寻枪”案终于以“抓

出内鬼”告一段落。然而，米诺特空

军基地警卫部队新换的指挥官却丝

毫不敢放松。因为，今年5月警卫部

队前往发射井巡逻时，在砂石路上颠

簸的“悍马”车后厢不知何时被弹开，

一箱装有32发高爆榴弹的弹药箱遗

失荒野。事后，美军多次沿途搜索未

果，只得贴出“寻物启事”，悬赏5000

美元请当地居民提供线索，但至今仍

然“杳无音信”。

“武器都去哪了？”一时间，美国

空军各战略导弹基地鸡飞狗跳，纷纷

开始盘点自家的弹药库。事实上，小

到头盔军服、大到核武器，多年来美

军丢失的武器装备数不胜数。然而，

与以往的武器装备丢失事件不同，这

两次发生事故的地点分外敏感：美国

本土的核导弹基地。

手握镇国利器、工作“压力山大”

却从来没有实战机会的空军陆基核

导弹部队，如今沦为名副其实的“捣

蛋”部队，吸毒、作弊、监守自盗等丑

闻接连发酵，颓势不断蔓延。

美军尚未查明这名偷走机枪的

士兵意欲何为。有媒体说，与境外反

恐战争相比，似乎美国自家核导弹部

队的安全更成问题。

武器都去哪了？
■杨季鑫

弹道导弹如何“插上翅膀”

三种运载 各有利弊

现阶段，适宜运载空射弹道导弹的
空中飞行平台主要为运输机、轰炸机和
战斗机等军用航空器，它们主要是通过
三种比较有实战价值的方式运载弹道导
弹升空：

一是飞机挂载，利用飞机直接将弹
道导弹挂载于机腹或机翼下起飞，载机
将在高空飞行或大迎角跃升时投放和发
射导弹。这种挂载方式多为战斗机采
用，适合尺寸重量稍小的近程或中程弹
道导弹。导弹在点火前能获得更大的初
速，有利于提升导弹的速度。不过，采取
这种挂载方式的导弹在战机飞行过程中
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比较严重，还将降
低战机的隐身性能。“匕首”空射弹道导
弹系统就是采用这种运载方式。

二是飞机背驮，将弹道导弹驮在飞
机背部起飞，到达预定高度后，导弹与飞
机分离并发射。这种运载方式多为运输
机或轰炸机采用，优点是能携带尺寸重
量较大的远程或洲际弹道导弹，且导弹
对运输机的货仓没有要求；缺点是飞机
的气动外形不好，飞行阻力较大，飞行高
度受限，导弹在飞机飞行过程中还将受
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苏联曾研究过这种
运载方式。

三是飞机舱运，将弹道导弹装在飞
机货仓内起飞，到达预定高度后利用牵
引伞牵引和伞降技术空投导弹。这种方
式多为运输机或轰炸机采用，能适应尺
寸重量较大的远程或洲际弹道导弹，且
导弹在飞机飞行过程中不受外部环境的
影响。不过，舱运对飞机货仓形状和尺
寸要求极高，牵引和伞降技术也十分复
杂。美国早期就试验过这种运载方式。

空射弹道导弹的特点

优势明显 难点突出

与陆射和海射的弹道导弹相比，空
射弹道导弹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发射费用低、性价比高。空射
可省去陆射和海射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发
射装置，且不需要构建预设阵地或阵位，
可不用一级发动机或减少其发射燃料。

其次，威力增强，射程提高。通过飞
机携载和释放，弹道导弹已经获得了一个
初始高度和速度，有利于减轻导弹的结构
重量，提高运载能力，携载更大的弹头。

第三，机动性好，生存能力强。飞机
的机动速度要快得多，活动范围也大得
多，在本国领空或防区外飞行很难被侦
察、定位和攻击。即使地面遭受核打击，
已经升空的飞机也能避免被摧毁。

第四，预警难度大，突防能力强。弹
道导弹的初始段显著缩短，有效降低了
助推过程中的红外信号，压缩了敌方的
预警时间。飞机能大范围机动，在防区
外的高空从敌方反导系统的薄弱环节发
起攻击。

第五，规避射程限制，实施远程打
击。相关国际条约对中短程弹道导弹的射
程都有严格限制，而空射弹道导弹可利用
飞机有效弥补导弹射程的不足，大大延伸
导弹的射程，便于从更远的地方攻击目标。

最后，作战稳定性高，灵活性好。空
射弹道导弹有着区别于目前“三位一体”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
略轰炸机）战略核力量的独特性能，有利
于增强战略进攻力量的作战稳定性，能
在局势不确定时，为领导层提供一定的
决策时间，提升作战使用的灵活性。

当然，空射弹道导弹也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弹道导弹的体积重量较大，对
载机结构和设计要求较高，无论何种运
载方式载机都要有足够的运力；载机在
高空高速飞行过程中，要择机投放和分
离质量较大的弹道导弹有难度，对载机
的安全性威胁很大，技术实现很复杂；弹
道导弹投放后，在降落过程中要迅速调
整和保持点火姿态非常不容易；载机时
时处于高度机动状态，无法预设发射阵
位，难以精确测量弹道导弹坐标位置，测
控和制导系统初始瞄准难度增大、技术
要求苛刻，进而导致导弹的打击精度不
容易得到有效保证。

空射弹道导弹的曲折历史

命运多舛 屡次中断

事实上，空射弹道导弹已经有很长
的研发历史了。二战结束后不久，在弹
道导弹被“摸透”并实战部署后，美苏两
国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空射弹道
导弹。

1958年 5月，美国先行实施了空基
弹道导弹的可行性研究，以B-47和 B-
58轰炸机为空中平台，分别携带“猎户
座”和“处女座”弹道导弹，进行了多
次飞行和拦截低轨卫星的试验，初步验
证了空射弹道导弹空中发射和拦截卫星
的可行性，并为其后续研究提供了技术
储备。稍晚些时候，苏联也以图-95轰
炸机为空中平台，在 P-13潜射弹道导

弹的基础上设计了 P-13A 空射弹道导
弹。不过，鉴于空射弹道导弹在当时条
件下技术较为复杂、实现难度也较大，
加之这一时期陆射和海射弹道导弹实战
性能已经获得很大的提升，美苏两国在
上世纪 60年代初期，暂时放弃了对空
射弹道导弹的进一步研究。

直到上世纪 70年代初期，当美苏的
“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已经达到了相当
规模且数量要受到相应条约限制的时
候，他们才又动了重新研发空射弹道导
弹的心思。

美国后来走得要远一些。从 1974
年 7月开始，美国连续进行了 21次战略
空射弹道导弹的可行性试验。试验时的
载机为C-5A“银河”运输机，空射弹
道导弹改自“民兵-1”陆基洲际弹道
导弹。

1974 年 10 月 24 日，最后一次进行
的点火飞行试验是历次实验中最大的亮
点。当时，长达 17米、连同抛投平台和
支架一起重达 38.7 吨的“民兵-1”弹道
导弹（自重 31.8吨），在牵引伞的牵引下
滑出机尾舱门，通过降落伞持续下降并
与平台和支架分离。“民兵-1”到达接近
2500米的高度后，其一级发动机点火发
射，导弹开始向上爬升，冲出大气层并按
照预定弹道飞行，而后溅落到大海中。
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虽然空射弹道导弹的飞行试验算是
成功了，美国也自认为基本攻克了空射
弹道导弹的关键技术，但其并未像外界
预料的那样“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地让
空射弹道导弹实战化。

之所以这样做，有技术和经济方面
的考虑——美国当时认为，要让空射弹
道导弹获得类似陆射和海射弹道导弹的
打击能力，技术上仍有一段路要走，还不
得不挤占发展其他战略武器所需的宝贵
军费。

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美
国认为，研制和部署空射弹道导弹势必
会导致苏联的随后跟进，不符合美国巩
固战略稳定和追求单方面优势的既定军
事战略。因为，当时美苏两国都拥有新
型战略核武器这种大杀器，而美国在竞
争中已经获得稳定性、可靠性、灵活性
优势。

由此，美国主动放弃了发展和部
署空射弹道导弹，并与苏联签署了有
关协定备忘录和条约来限制对它的研
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 1991 年美苏签
署的第一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
略武器条约》。1994 年 12 月正式生效
的该条约规定，到 2009 年 12 月 5日之
前完全禁止空射弹道导弹的试验、生
产和部署。

空射弹道导弹的发展趋势

难以割舍 呼之欲出

不过，美国此后并未完全放弃对空
射弹道导弹技术的研究。一方面，美国
一直在进行民用空中发射火箭技术的试
验（与空射弹道导弹技术相通）；另一方
面，美国不间断地发展武器测试和试验
用的空射弹道导弹靶弹，比如美国陆基
中段、海基中段和“萨德”反导系统拦截
试验中经常用到的不同射程的靶弹。事
实上，除了不安装真弹头、不追求高精
度、没有按照进攻武器的关键要求设计
外，空射弹道导弹靶弹采用的主要技术
与空射弹道导弹完全一样，比如运载技
术、空中分离与点火发射技术、制导技
术、中段和末段变轨突防技术等。

美国还帮助以色列研制出了“箭”系
列反导系统试验时所用的“雀鸟”系列空
射弹道导弹靶弹。空射弹道导弹靶弹俨
然成为两国反导系统测试难以离开的“试
盾之矛”。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和以色
列应该是掌握了空射弹道导弹技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在没
有新的限制条约签署和国际上严格禁止
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匕首”空射弹道导
弹系统试验成功的刺激下，特别是在美
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组建“太空军团”的倡
议下，只要美国有意愿，它将很快研制出
作为进攻武器的空射弹道导弹。空射弹
道导弹也可成为动能反卫星的又一利
器，因为相比美国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动
能反卫星武器，它在灵活性、机动性、快
速性、突然性及生存性等方面都更具优
势，未来能更好地促进特朗普“美国必须
主导太空”计划的实现。

有意愿的另外几个核大国（甚至包
括有相应技术储备的其他弹道导弹研发
国家）也会适时出手。毕竟，美俄之外的
有核国家，核力量的规模相对较小，而空
射弹道导弹还拥有稳定的二次核打击能
力，可作为其可靠核反击的另一重要选
择。如此一来，空射弹道导弹的封印已
解，或将被再次唤醒。

图①：俄罗斯“匕首”空射弹道导弹
系统的载机为米格-31战机，挂载Kh-

47M2空射弹道导弹。

图②：美国空军 C-17运输机装载
测试用的空射弹道导弹靶弹。

图③：C-17运输机释放空射弹道导
弹靶弹。

蓄势待发的空射弹道导弹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 王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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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道导弹作为远程打击武器，目前应用于实战的发
射或部署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陆地发射，如地下
发射井固定发射和车载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它们被称
为陆射或陆基弹道导弹；另外一种是从水下（上）发射，
如潜艇水下发射和水面舰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它们被称
为海射或海基弹道导弹。

那么，除了陆射和海射，弹道导弹还有其他发射方
式吗？是的，理论上讲，看似笨重的弹道导弹还可以“插

翅”飞上天，这就是空射或空基弹道导弹。具体来说，空
射弹道导弹是指由空中飞行平台携载升空，并从其上释
放和分离，随后点火发射的一类弹道导弹。

今年以来，俄罗斯对“匕首”空射弹道导弹系
统进行了超过 250 次的飞行测试，包括白天和夜间条
件下的训练，引起广泛关注。此举预示着空射弹道
导弹这类武器或将蓄势待发，成为核大国的另外一
类镇国重器。

绘图：徐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