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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见过这样一只“怪物”？它既能

在海空间翱翔，又能在海面上“冲浪”；既

能在冻土上“溜冰”，又能在冰面上起落。

或许，你脑海中会闪过苏联研制的地效飞

行器“里海怪物”。不过，这次俄罗斯正在

打造的是一只更厉害的“怪物”——新一

代航空运输地面效应车“救援者”。

地面效应车又称地效翼船。据悉，这

款水、陆、空“三栖全能”的“救援者”集军

舰和飞机的优点于一身，为完成北极地区

的海上救助任务而生。它长93米，翼展

71米，能够搭载超过500名士兵以550千

米的时速飞行，并能靠底部的特殊气垫在

海面和冻土上滑行。不出意外的话，到

2025年，你就可以看到这只“怪兽”在北极

地区执行海上救助、物资输送等任务。

当然，除了救援，“救援者”还有望

肩负更多重担。随着技术进步，新式地

面效应车将采用隐身、人工智能、超导

电推进系统等先进技术，装备各种对

空、对海、对地武器，升级为逐鹿极地的

“大杀器”。

冰面起降

三栖地效车

热点追踪

说起北极，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厚厚

的白色冰层。是的，不论是科考船还是

巡逻舰，想要进入极地，必须具备破冰

功能。

前不久，加拿大研制了一艘具备破

冰能力的极地巡逻舰“哈利·德沃尔夫”

号。据悉，这艘排水量超过6000吨的巡

逻舰，装备有雷达、声呐等预警探测设备

和一门舰炮。该舰可搭载约90名工作

人员，工作、生活设施完备，能贮备较多

补给，具备综合支援救援能力。

为更好适应北极作战环境，设计者

为它赋予了独特的外形——标志性的破

冰舰艏和粗短的“身材”。该舰自持力

高、适航性好，能独立执行极地多样化支

援任务。

破冰前行

极地巡逻舰

法国军服上一粒粒小小的锡制纽

扣，在莫斯科冬天的严寒中化为粉末，助

力俄罗斯抵挡住了拿破仑的 60万大

军。这个“纽扣惹的祸”警示人们，物资

和装备的环境适应性也是决定战争胜败

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此一来，我们也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位于高纬度地区

的国家，会对极寒条件下的作战装备那

么重视。

前不久，哈萨克斯坦的帕拉蒙特工

程公司完成了最新型“巴尔斯”6×6轮

式装甲车的冬季测试。这场耐寒“大考”

堪称“冷酷”——冰雪覆盖的路面上，装

甲车要迎着凛冽的寒风在-45℃的低温

中应试，检验其完好率和密封性。为冰

雪而生的“巴尔斯”装甲车时速超过100

千米，能穿越厚达75厘米的软雪，具备

在-50℃环境中连续作战的能力。最

终，“巴尔斯”装甲车的发动机、蓄电池及

电子元件经受住重重考验，成功考取“抗

寒证”。

蹈冰碾雪

抗寒装甲车

■本期观察：谢啸天 薛子康 刘一波

矛与盾的故事又出新版本。只不过这次，利矛已化身
为高超声速武器。

近年来，随着被称为“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样式”的
“军事领域第六代技术”——高超声速飞行技术的问世，
军事大国纷纷制定各自的高超声速武器发展计划，力图

在这场极限竞速中抢占先机。
当前，俄罗斯和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发方面的进

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对其
他国家高超声速武器研发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请看相关解读——

兵 器 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新导弹还在研制试验，旧导弹

存货即将告罄，乌克兰海军“普里

卢基”号导弹艇暂时“无弹可用”。

平时日子过得就紧巴的乌克兰海

军有点尴尬。不过，当他们听说一

贯“不差钱”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面

临“有炮无弹”的现状时，便释然

了。

前不久，美国海军 DDG-1002

“约翰逊”号驱逐舰正式下水，这是

第3艘也是最后一艘下水的“朱姆

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除了 80

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外，这款集各

种高科技于一身的隐身战舰还装

备了 2套 AGS先进舰炮系统。“神

炮”自然需要“好弹”配。最初，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为其先进舰炮系

统设计生产了一种远程对陆攻击

炮弹，单价5万美元。

然而，剧情并未按照美国海

军的剧本上演。近年来，美国经

过评估认为，竞争对手的海军力

量突飞猛进，考虑到战略决策调

整和军费开支等因素，“朱姆沃尔

特”从遂行远海战斗支援任务调

整为近海防御任务，最初的32艘

造舰计划也削减为3艘。无奈，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把一枚炮弹的

价格从 5万美元涨到了 80万美

元，连财大气粗的美国海军都直

呼“打不起”。雪上加霜的是，美

国五角大楼宣布，不再采购洛克

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远程对陆

攻击炮弹。这就意味着，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朱姆沃尔特”的

先进舰炮系统将无专门弹药可

用。

最先进的驱逐舰“无弹可用”，

反映出美国海军在武器装备研发

方面的诸多不足。这也启示我

们，在武器装备研发领域，因时而

变、果断决策的实战思维和科学

谋划、长期统筹的战略思维要有

机结合。

“报告长官，这门舰炮没炮弹”
■朱 宁 王晓煊

2018 年 12 月 26 日，俄罗斯成功试
射了一枚“先锋”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
弹。该导弹在飞行过程中，机翼如期进
行了垂直和水平控制机动，在指定时间
内摧毁了 6000千米外的目标。俄罗斯
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至此拥有了一
种新型战略武器。”

高超声速武器，是指以超过 5马赫
（约合6125千米/小时）速度飞行、能够在
一小时内打击全球目标的武器。从技术
角度来看，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分为助推
滑翔飞行器和巡航导弹等。由于飞行速
度快、突防能力强、防御难度大，近年来
高超声速武器成为美俄等大国在战略武
器领域竞相研制和装备的重点。

俄罗斯

暂时领先成“先锋”

在首轮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中，俄
罗斯无论是推进速度还是所获成果，都
让人眼前一亮。

2018年 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
情咨文中，首次披露“先锋”高超声速洲
际导弹的研制情况。作为俄罗斯的最
新型战略武器，“先锋”导弹的弹头长约
6米、直径约为 2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
20倍声速，可携带核战斗部或常规战斗
部。
“先锋”导弹的飞行速度极快，大部

分飞行轨迹位于大气层内，可实现机动
变轨，弹头装有干扰和反制装置。据
称，“先锋”导弹可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
防空及反导系统，对目标实施精确打
击。

除了“先锋”导弹，俄罗斯还在研制
“匕首”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和“锆石”高
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匕首”高超声速
巡航导弹可搭载核战斗部或常规战斗
部，飞行速度高达 10 马赫，最大射程
2000 千米，主要载具是米格-31 战斗
机。“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飞行
速度达 8马赫，主要装备于“亚森”级核
潜艇、“哈斯基”级核潜艇和“彼得大帝”
号核动力巡洋舰等。

综上所述，俄罗斯研制的高超声速
导弹均可搭载核弹头，且分布在潜艇、
战斗机、水面舰艇等各种作战平台，兼
具战略打击和战略威慑双重效应。这
在实质上增强了俄罗斯“新三位一体”
核力量整体威慑力。

美 国

紧锣密鼓急应对

面对俄罗斯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
取得的明显进展，为避免在这场极速竞
赛中居于“下风”，美国正从三个方面入
手加以应对，一批高超声速武器和系统
的研发工作不断提速——

加快研发进攻型高超声速武器。
美军在“全球快速打击”构想框架内，
正在全力研制多款非核高超声速武器
系统，主要包括先进高超声速武器、潜
射型中程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驭
波者”高超声速飞行器、X-43 高超声
速无人技术验证机、空射型高超声速
常规打击武器、空射快速响应武器
等。美国在研制高超声速武器方面加
大了投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 2019 年 获得经费 2.56 亿 美元，较
2018 年增长了 1.48 亿美元。由于起步
较晚，美国这些在研武器尚未进入实
战部署阶段。

加紧研制高超声速武器防御手
段。在紧锣密鼓研发进攻手段的同时，
美国也在探索如何应对高超声速武器
的攻击。美国导弹防御局计划于 2018
财年至 2023财年投入 7.36亿美元，用于
高超声速武器防御项目。美国国防部
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公开发布“滑翔破
坏者”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研发激光
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和其他定向能武
器系统，来有效拦截和破坏高超声速武
器。此外，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
提议改进“萨德”系统，利用增程型“萨
德”系统对高超声速武器进行拦截。

加速部署天基侦察系统。在寻求
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搭载激光器对高
超声速武器进行空基拦截的同时，美军
制定了“国防支援计划”，动用“天基红
外系统”和“空间跟踪与监视系统”，对

飞行中的弹道导弹进行监视、探测、跟
踪。美国空军则忙于更新下一代导弹
预警卫星，以确保在 2019年实现对大部
分高超声速武器威胁的实时预警。

态 势

各国研发正加速

各国高超声速武器上演极限竞速
的背后，是全球原有战略稳定框架屡遭
冲击并逐步失衡的基本事实。

俄罗斯研制高超声速导弹的主要
动力，在于破解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自 2001年退出《反导条约》之后，美国便
着手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部署地区
导弹防御系统。其中，欧洲地区部署方
案自 2009年实施以来已完成第一阶段
部署，第二阶段部署正在进行中。俄罗
斯认为，这些导弹防御系统正在不断触
及和挑战俄罗斯的战略底线，所以近年
来加快了“新三位一体”核力量建设。
为更有效地发挥核打击和核威慑作用，
俄罗斯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便应运而
生。

2018 年底，美国威胁将退出《中导
条约》，并计划部署中程和中近程导
弹。这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战略稳定
框架“雪上加霜”。有专家认为，在新的
战略稳定框架形成之前，大国在高超声

速武器研发和列装方面的博弈将不会
停止，甚至会牵动新一轮高超声速武器
的军备竞赛。

事实也是如此。不少国家也正在
加紧研制和部署高超声速武器。

日本防卫省于 2018 财年首次启动
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弹研究项目，宣布开
发速度为 5马赫以上的高超声速巡航导
弹。法国将高超声速导弹视为其核武
库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法国航空航天公
司启动了相关高超声速技术研究项
目。印度正在与俄罗斯合作共同研制
型号为“布拉莫斯Ⅱ”的高超声速巡航
导弹，飞行速度可达 7马赫。澳大利亚
也提出了研发飞行速度超过 10马赫的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概念构想。

启 示

“效能领域”是热点

高超声速武器之所以能大行其道，
主要在于它能通过达到“极限速度”大
幅度提升武器作战效能。换句话说，高
超声速已经成为武器研发的“效能领
域”。

大国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竞争
表明，未来军事博弈将越来越聚焦于更
多的“效能领域”。显然，“效能领域”会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最有可

能的，就是太空和网络等新型战略空
间。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陆、
海、空、网络和太空等作战领域之间的
界限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网络和太空等
战略空间，对于提升其他领域作战行动
的效能，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赋能效
应。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战前提供用于
态势感知的近实时情报侦察和监视信
息，为后续精确打击奠定信息基础；战
时提供定位、导航和定时信息，探测来
袭导弹并支持相应的核指挥控制与通
信系统等。

在这些方面，美俄两国都已经迈出
了实质性的一步。2017年，美国将网络
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 10个一级联合作
战司令部。2018年 6月，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称将成立太空军。当年 12月，美国
成立太空军司令部。近年来，俄军也更
加关注太空军事力量的重建和发展，开
始打造以“空天一体”为目标的太空部
队，并将空天防御力量视为与核力量并
重的战略遏制手段。在网络空间领域，
俄军新近成立了“星球大战司令部”，旨
在提升信息化指挥和控制能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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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武器上演极限竞速
■罗 曦

往昔的苦寒之地，成为新的热点地

区。如今，无论是俄罗斯、加拿大等“环北

极”国家，还是北极圈外的一些国家，都对

地理位置独特、自然资源丰富的北极给予

了高度关注。随着极地竞争日渐激烈，一

些适合在极寒之地使用的武器装备纷纷

亮相，准备在争夺这个“人类最后一座宝

库”中一展身手。

兵器漫谈
绘图：吴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