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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约”之谜

“核制胜”学派缘何

“返潮”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基于对核武
器作用与核军控地位的不同认识，美
国国内存在着“核制胜”学派与“核
军控”学派的分歧。
“核制胜”学派认为，美国的核武

器存在脆弱性，建立相对于其他国家
的绝对核优势，是确保美国安全的必
要手段。因此，美国应尽快从阻碍核
军力发展的各类军控条约中解脱出来。
“核军控”学派则认为，与其他

核国家维持“相互确保摧毁”，即保
留核武器的脆弱性，才能避免陷入
“作用-反作用”的军备竞赛这一怪
圈，从而更有效地确保美国及其盟
国的安全。因此，美国应克制其核
武力发展并保留在各个军控条约内。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任前，就声
称美国应该“扩大核武库”，要在军备
竞赛中“超越”其他大国；就职后，
更是宣称要恢复和维持美国的核优势
地位。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2018 年 《核态
势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量身定
制”核战略，即通过研发低当量战术
核武器、小型核武器和智能化核武
器，使核武器在战场上“可用”“能
用”和“好用”。这，在本质上是“核
制胜”思维的精要概括。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时期宣
称要退出 《中导条约》，除了试图
“用中短程导弹系统维持其在全球
各地的军事优势”，迟滞和制衡在
欧洲及亚太地区日渐形成的新地缘
军力平衡外，也是美国国内各军种
利益纷争的结果。

在 《中导条约》 的约束下，美
国主要依靠海空基平台在欧洲和东
亚地区部署中近程巡航导弹和弹道
导弹。在美国看来，这种部署和操
作成本高昂，机动性较差，容易遭
到反舰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的
有效反制。

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诺瓦特”
设计局研发的 9M729 等新型中程导
弹，已经“严重违约”。如果一直留
在该条约内，就会给战略竞争对手留
下大力发展中程导弹能力的 “时间
窗口”。美国判断，其他国家正在利
用中程导弹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建立属
于自己的地缘兵力优势，限制美国在
这些地区的“行动自由”。因此，美
国很可能会为恢复在这些地区的绝对
军事优势，确保在未来可能的地区冲
突中不输给对手，退出《中导条约》。

“退约”之后

哪 类 中 程 导 弹 将

“速生”

自 2009 年美海空军率先提出“空
海一体战”后，美军的国防建设重心
开始逐渐向海空军倾斜，陆军的传统
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

为扭转这一局面，美国陆军提出
了“多域战”作战概念，以提升自身
在未来联合作战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果美国真的退出《中导条约》，
在该作战概念的牵引下，毋庸置疑，
一些原先被该条约禁止的中程导弹，
将会因失去约束迅速入列成军。尤其
是美国陆军，将开始大力发展一系列
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

精确打击导弹。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和雷神公司在 2018年美国陆军协
会的年会上展示了精确打击导弹，射
程为 499千米，距离《中导条约》禁止
的 500千米仅“一步之遥”。如果真的
“退约”，美陆军将可能迅速完成对精
确打击导弹的增程计划，使其射程可
覆盖近程、中程和中远程距离，全面
替代“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也符合
美军一贯的“在激进中求稳健、在先
进中求保守”的武器发展思路。

陆基巡航导弹。在《中导条约》限制

下，美军主要装备海空基“战斧”巡航导
弹。使用海空基“战斧”巡航导弹一直被
认为存在“成本高昂、机动性较差、作战
性能偏低”的问题。如果真的“退约”，美
军将对岸基“宙斯盾”系统的MK41垂直
导弹发射系统进行调整，使其可用于发
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此外，美海军
“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提康德罗
加”级导弹巡洋舰也配备MK41垂直导
弹发射系统，既可发射“标准-3”导弹，也
可发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用来打击
中远程地面目标，填补陆基“战斧”巡航
导弹的能力空白。

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美空军现役的
“民兵-3”弹道导弹和海军现役的“三叉
戟Ⅱ-D5”弹道导弹均属洲际弹道导弹。
如果“退约”，美陆军很可能会研制一种全
新的中程弹道导弹，来弥补该领域相对于
海空军的能力差距。2018财年，美国计
划拨款 5800万美元，用于研发新型陆基
中程导弹。该型弹道导弹可能采用高超
音速技术，携带机动式滑翔器，以提升弹
头的机动性、灵活性与突防概率。

“退约”之思

失“约”后的导弹

会去哪里

为了对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制
衡和防范，确保自身的军事优势，“退

约”后，美国很可能在欧洲和东亚地
区一些军事基地，部署和升级各类陆
基常规中程巡航导弹、反舰巡航导
弹、中程弹道导弹和战略火力系统。

与海空基平台相比较，陆基平台
可实现灵活、高效、快速部署，对各
类地面和海上关键目标实施突袭，进
而与海空基武器平台相互联通，形成
“一体化”中远程打击能力体系。

中远程导弹的加入，会有效提升
防御性反导拦截系统的能力，诸如
舰载中程反导系统、陆基反导系统
等，实现对来袭目标的精确性、多层
次拦截。

此外，这些中远程导弹还可以通
过换装红外或雷达导引头、增加一级
火箭发动机，用于打击中高轨道卫星
与航天设备。这就决定了一旦美国退
出《中导条约》，这类导弹将会得到大
范围部署。

可以预见，美国一旦“退约”，未来
一段时间内，很有可能会在其认为的重
点战略方向逐步形成覆盖陆、海、空、天
等各个领域的导弹打击、防御综合能
力，其中包括“核常兼备”导弹打击能
力、“联网多层”导弹防御能力等，进而
构建全球范围内“攻防一体”的战略威
慑和打击能力。

与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效应、近
程导弹的战术效应相比，核、常弹
头可以互换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
导弹，能够兼具战略和战术效应。

一 是 可 以 通 过 在 邻 近 军 事 基 地 部
署，直接对战略对手的军事行动形
成战略威慑；二是可以通过向盟友
出售此类武器，介入相关国家周边
安全态势和主权争端。

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退
出《中导条约》，绝不仅仅是为了对抗
个别国家的核能力发展，其背后更有
制衡战略对手崛起、赢得大国竞争的
深层次考虑。
“退约”是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

并不好舞。如果美国真的“退约”，势
必将引发一系列震荡与冲击。在全球
安全形势上，将进一步危及日渐削弱
的全球战略稳定态势与逐渐衰微的国
际军控进程。

一方面，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
导弹因成本相对低廉、技术门槛较低，
将重新成为各个国家未来投资和装备
的重点方向，国际社会恐将陷入日益激
烈的中程导弹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新 START）即将于 2021年到期，
就当前针锋相对的美俄关系来看，新
START续约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除
了新 START，美俄双方也没有就战略
核武器削减问题进行其他形式的谈判，
美俄核裁军以及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前
景将迷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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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约”的中程导弹会走向何方
■罗 曦

前不久，比利时空军基地机库内

一架F-16“战隼”战斗机机炮意外发

射，击中了跑道上一架装满燃油的F-16

战斗机。瞬间，后者起火，产生的黑烟

绵延数公里。大火被扑灭后，被击中

的战机机身焦黑，已成废铁。与此同

时，在现场的两名技师听力受到损

伤，另一架F-16战斗机也被波及，受

损严重。

此事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通常，机载机炮被飞行员称为“救命

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因为当空空

导弹全部用完之后，可以启用机载机

炮作为打击对手的最后手段。不过

空战中，F-16战斗机的机炮还没有实

战记录。没想到这次，这款20毫米口

径的加特林6管机炮竟然以这种情形

向自家战机开火。联想到越战时美

军“福莱斯特”号航母火箭弹突然发

射带来连锁反应造成上百人死伤、挪

威空军F-16战斗机两次向自家瞭望

塔开火等事故，有的“军迷”不禁感

叹：这次又可能是忘记关闭“队友伤

害”模式了。

战斗机机炮走火，不外乎武器系

统失效、人员操作失误或设计制造存

在缺陷等几个原因。F-16战斗机有

较高的安全性设计，因设计制造缺陷

导致机炮走火的可能性较低。有关

专家认为，人为导致的差错或系统功

能失效是主要原因。而在这两种原

因中，人为因素很可能是导致事故发

生的罪魁祸首。显然，进入机库维修

的战斗机居然“荷枪实弹”，且炮口朝

向另一架战斗机，明显违背管理常

识。同时，战机维修有严格的规定和

流程。如果技工在战斗机内严格依

规、按章操作，而不是随随便便就去

按开火按钮，事故就有可能避免。这

也启示我们，不管武器装备升级有多

快、新型装备性能有多先进，操作人

员都必须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规

定，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用安全

为战斗力快速提升“护航”。

“战隼”的无妄之灾
■张友晴 梁 亮 张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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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希望自己的家园成为战场。每次俄、美
两国在履行《中导条约》的态度上出现风吹草动，
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会心惊胆战。

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 100 周年纪念活动在法国巴黎举行。受邀出
席活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此期间讨论了包括《中导条约》在内的各类

问题。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宣
称，美国可能会尽快退出《中导条约》。

由 美 、苏 两 国 领 导 人 于 1987 年 签 署 的
《中 导 条 约》禁 止 美、苏 两 国 部 署、制 造 或
试验射程在 500-5500 公里范围内的陆基巡
航 导 弹 和 弹 道 导 弹 ，被 誉 为“ 冷 战 时 期 最
成 功 的 军 控 条 约 ”。 条 约 中 限 制 的 导 弹 ，

其 射 程 正 好 可 以 把 大 半 个 欧 洲 纳 入 打 击
范围。

尽管美国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
没有打算在欧洲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导弹”，
但欧洲各国还是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如果美国真的“退约”，情形将会是怎样？请
看军事科学院专家的解读。

随着战场上无人机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大，各国反无人机技术与相关装备的

研发也随之水涨船高。在反无人机方

面，俄罗斯的“三件套”可谓技高一筹。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俄罗斯现役

防空导弹单兵套装展开时间仅需 3分

钟，可在1秒内完成接收打击指令。这

型便携式防空导弹，加装上信息化指控

设备、自动化瞄准头盔，就会成为实实在

在的无人机克星。

由俄罗斯“无线电工厂”公司研发的

便携式反无人机防空导弹系统，除在单

兵导弹上加装了自动化指控信息模块

外，还装有通信电台、便携式指挥仪等设

备。拼装的部件虽多，但其“体重”仅17

千克，一个人便可轻松操作。

“体重”虽轻，但功能强大。这型便

携式反无人机防空导弹系统可同时跟踪

60个空中目标。

但是，由于此款便携式反无人机

防空导弹系统由部件拼装而成，难

免有些弊端。作战中，一旦拼装的

某一模块或部件损坏，整个系统就

会陷入瘫痪状态，也就谈不上什么

高效能了。

极速狙杀

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

继世界各国将电磁空间列为第五维

作战空间后，电磁武器的发展可谓如火

如荼。俄“杀虫剂-1”机动式反无人机

电子战系统，一经亮相便“吸粉”无数。

“杀虫剂-1”机动式反无人机电子

战系统，集成于一辆6轮载重汽车底盘

上，内置两个自动化指控工位，用于操

控侦察定位、网电对抗、通信联络等分

系统。其中，侦察定位分系统，能够全

方位快速扫描测向，实现精确定位；网

电对抗分系统，能对敌指控、通信、感知

3类信道实施有效“压制”，可定向压制

10千米范围内的地面指控站和30千米

内的无人机，捕获敌无人机或令其无功

而返。

多维围猎

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

外看大铁盒，内部藏乾坤。这，是俄罗

斯“无线电工厂”公司研制的PY12M7型机

动式反无人机侦察指挥车的一大特点。

该型车由轮式装甲车改装而成，外观

毫不惹眼，但车辆内部高度集成着自动控

制、通信、电源、生命保障等各个分系统，功

能颇为强大。

这型反无人机侦察指挥车单车侦

察距离为25千米，可同时跟踪120个空

中目标，可以说是将定位、追踪功能发

挥到了极致。无人机一旦被它锁定，就

在劫难逃。

不仅功能强大，这型车内置的自动

化指挥席位操作起来也简单便捷，由一

至两人便可完成工作。但是，PY12M7

型机动式反无人机侦察指挥车在作用

发挥上也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它只能

用于探测、追踪无人机。如需摧毁目

标，则需引导打击兵器(导弹、截击机)和

压制兵器(无线电干扰设备等)对无人机

实施攻击。

千里追踪

反无人机侦察指挥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