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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
印度班加罗尔航展上展出了一款 F-21
战斗机模型，引起一定的关注。

面对这个似曾相识的编号和酷似
F-16外形的战斗机模型，军迷们进行
了好一番“追根溯源”。有的军迷翻出
了“这个编号曾被美国海军用于租用的
幼狮战斗机”历史，有的军迷认为“是为
避讳巴基斯坦使用的原版 F-16 战斗
机”，有的军迷推测这和F-22命名有一
定关系，有的军迷则更直接，认为 F-21
是 F-16“老瓶装新酒”。

那么，这款号称“从内到外都不同”
的战机真是一架全新的战机吗？它的
战斗力究竟如何？

严格意义上来讲，F-21算不上新机
型，可以看作 F-16 战机最新升级版。
上世纪70年代，F-16完成定型和首飞，
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从 1981年贝卡
谷地空战开始到现在，F-16几乎参与了
历次所有大规模战争，其性能经受了实

战考验。由于表现不俗，它受到几十个
国家青睐，订单一度源源不断。

当然，为了适应空战的演进与发展，
F-16先后进行多次改进，主要类型可分
为4种：A型（基本型）、B型（双座战斗/教
练型）、C型（A型的改进型）和D型（B型
的改进型）。2010年，为争取印度上百架
战机的订单，洛马公司为印度量身打造
了最新版的F-16战机，命名为F-16IN
“超级蝰蛇”。该机型在已有的F-16战
机基础上，集成了第四代战斗机技术，被
称为“F-16的终极加强版”。然而，该机
型在最后竞标中，遭到法国阵风战机的
强力竞争，最终惜败退出。此后，洛马公
司并未罢手，2012年新加坡航展上该机
型演变为F-16V概念。这次，印度再次
抛出114架新型战斗机采购订单，洛马公
司又在此前的基础上，融合新技术、添加
新性能，“打造”出F-21战斗机。

与F-16以往的改进型号相比，F-21
的确具有一些性能优势。首先，在外形

上，F-21引入双座F-16D战斗机上的巨
大背脊设计，这个“电背”可用来安装和容
纳更多的空战保障设备和电子对抗系统。

其次，F-21应用了保形油箱，两个
保形油箱外加机翼大型油箱，使得它可
以对更远距离的目标发动攻击，这种能
力和苏-30类似。它还在油箱上内置
了可伸缩锥套加油探管，增加航程的同
时，也能够实现软管式加油，可以兼容
印空军现役伊尔-78加油机。

再次，F-21的机翼强度大，具备较
好的挂载能力，即使在挂载两个翼下副
油箱的同时，也能挂载10枚空空导弹。

此外，F-21在航电系统上采用可扩
展敏捷波束雷达、新型任务计算机、数
据链、新型航电和导航设备，使态势感
知能力有所提升。以其配备的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为例，该型雷达是为三
代机升级的最新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
距离达 120公里，最大攻击距离为 84公
里，探测方位范围有所增加，可自动进

行目标分类，同时显示20多个威胁。
最后，F-21配备了号称世界最强的

狙击手攻击吊舱，外加自动防撞系统。
尽管如此，有一个事实却无法掩饰，

那就是 F- 21 备受诟病的机动性。在
2010 年的那次印度采购战机竞标中，
F-16IN就暴露出了空中转弯速度太慢、
机动性差的劣势。这次，虽然洛马公司
在各个方面都下了大气力，但囿于F-16
“就那么大个壳子”，装的东西又一再增
多，机动性上恐怕仍然难见其成。就这
一点来说，与波音公司的“超级大黄
蜂”、法国“阵风”、欧洲的“台风”、瑞典的
“鹰狮 E”、俄罗斯的米格-35“支点”和
苏-35“超级侧卫”相比，F-21想要胜出
真有点难。

那么，F-21 究竟有没有机会赢得
印度军方青睐，从诸多优秀战机中脱颖
而出？结果难以断定。毕竟，洛马公司
向印度提出的合作条件比较优惠：如果
F-21竞标获胜，将与印度塔塔公司合
作在印度本土制造该机。这个优惠条
件，对盼望实现“印度制造”的印方来
说，有着一定吸引力。

尽管结果难以断定，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那就是如果F-21竞标获胜，洛马
公司将由此挤进由俄制产品和欧洲产
品占大头的印度战斗机采购市场，为以
后美战机产品进入印度市场闯出一条
大道。

F-21:似是而非的F-16
■赵艳斌 梁优子

机器人逼近敌方工事吸引火力，引

导火炮向敌暴露火力点实施打击，步兵

迅速跟进清剿残敌……这并非科幻剧

情，而是叙利亚战场上发生的真实一

幕。在这场战斗中，俄罗斯的“平台-M”

作战机器人堪称是士兵们可靠的“战

友”。

“平台-M”体型小巧灵活，长 1.6

米，高 1.2米，重约 800千克，能爬 25度

陡坡，完成巡逻、侦察任务不在话下。

此外，它的小身板内蕴藏着大能量，装

备有1挺机枪、4具一次性火箭筒，能够

消灭有生力量和轻型装甲目标。当遇

到棘手目标时，“平台-M”还可以将目

标信息回传后方，交由大口径武器予以

歼灭。

不过，与当前绝大多数无人装备一

样，“平台-M”并不能独立自主参战，还

需要士兵远程遥控操作。随着人工智能

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进步，作战机器人

将会对物体、环境、语言、作战计划等进

行更好的理解。届时，“人机并肩作战”

好戏才会真正上演。

可靠的“战友”

“平台-M”作战机器人

在战场最前沿，一名战士跳出战壕
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突然间，一枚子
弹射中了他的头颅。就在这一瞬间，一
个战地记者按下快门，把这悲壮的一幕
永远定格了下来。

类似 1936 年西班牙内战时这样的
一幕，在此后的很多战事中，还在发生
着。但是再也没有哪一次比这次更令
人震撼。这张照片以《西班牙战士》《战
场的殉难者》《阵亡的瞬间》为标题见诸
报端，立刻震惊了世界，掀起新一轮反
战浪潮。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罗伯特·卡帕曾
说：“照相机本身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
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
的发展。”

从这种意义上讲，战地影像器材本
身也是一种“武器”，既可以帮助军人认
清敌我形势，又可以让人类多一双观察
战争的眼睛。

精准射击的助手

战果认定的依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子弹价格
十分昂贵。为提高空对空作战时飞行
员的射击水平，英国相机生产商桑顿匹
克发明了照相机枪。训练时扣动枪上
的扳机，通过所拍照片就可以判断射击
是否精准。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相机嵌入
战争的程度越来越深。无论是军事训
练、敌我侦察，还是新闻记录，它们都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总的来
看，由于一战时期的相机功能有限，现
存的那个时期的照片，无论是质量上
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与二战时期的照
片相比。

1913 年，徕兹公司的工程师奥斯
卡·巴纳克，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发明
了用 35 毫米电影胶片拍摄的徕卡相
机。这种相机体积小巧且使用方便，拍
出来的照片质量也不错。

I型徕卡相机在二战前后生产了几
千台。期间，诸如卡蒂埃·布列松等一
大批享誉世界的摄影师，用徕卡相机拍
出了大量惊世骇俗的作品。罗伯特·卡
帕的那句话至今为战地记者奉为圭臬：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
你离战场不够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
广泛使用“罗伯特”相机。说到“罗伯
特”，就很难不去提及它的特点：小巧、
坚固、方便连拍等。它似乎就是为了
适应战场而生，后来也的确成了德国
空军的“爱宠”。那时，德国空军对于
战果认定极为严苛，在战机没有僚机
或者副驾驶在场的情况下，战果判定
的依据主要是照片。如果没有安装摄
影枪或胶卷用尽时，飞行员有时甚至

会主动放弃攻击。

间谍特工的装备

获取情报的利器

在电影《珍珠港》中，一台装在手提
箱里的间谍相机拍下了当时美军停泊
在港口的战舰情况，这些情报后来直接
服务于日军对珍珠港的空袭。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间
谍特工配备的往往是最为精良的情报装
备。间谍相机，就是其中之一。

1927年，安仕高公司发明了一款使
用胶片的迷你相机。随后，各种各样的
间谍相机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最著
名的当属苏联的捷尼特 F-21相机。这
种相机在其外壳关闭之后，依然可以从
侧面拍摄照片。

这些间谍相机的外形多种多样，有
公文包相机、香烟盒相机、西装纽扣相
机、拐杖相机、戒指相机等，不胜枚举。

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情报活
动达到顶峰。此时克格勃为特工发明
了一款名为“光钳”的手枪形长焦镜头

相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作为工业
产业间谍工具被大量使用，直至更先进
的间谍相机出现，才退出历史舞台。

时至今日，随着科技发展，人们收
集情报信息有了更加先进的方法，先前
的间谍相机已经难觅踪迹。但在一些
领域，为了避开针对电子设备的防御手
段，敌对双方依然会采用胶片相机这种
比较原始的方式收集情报信息。

俯视地面的眼睛

深空摄影的标配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 50年代，冷战的
局面逐渐形成。为进一步加强情报收
集工作，美军启动了高空无人机计划，
准备在更高处侦察苏联的一举一动。

在二战中受雇于柯达公司的照相侦
察专家理查德·莱亨告诉美军，高度是成
功进行越境空中侦察的关键，如果美军
的侦察机可以携带高分辨率的镜头，在
20000米以上的高空执行任务，就可不用
担心米格-17或是防空火炮的威胁。

这是人类向深空摄影迈出的重要

一步，尽管它的目的并不那么纯粹。
1957年至 1975年间，美苏在研发人

造卫星、实施载人航天和人类登月工程
等领域进行了激烈竞争。1969年，阿姆
斯特朗首次登月成功。除了那句“这是
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之外，他还用哈苏相机拍摄了一张照
片，验证了其性能。

阿波罗 11号之后，美国宇航局使用
过的哈苏相机还有 ELS、203S、205TCC
等，这些都是为太空任务而设计。

随着冷战结束，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相机的概念得到不断拓展，军用民
用的界限渐渐模糊。

2018年，为人类拍摄了无数深空照
片的哈勃望远镜在服役 28年后退役，进
入“安全模式”。

这一年，美国宇航局为国际空间站购
买了53台尼康D5数码相机。

特种作战的帮手

全程开火的武器

进入 21世纪，相机迎来重大技术变

革。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数码相机技术
更加成熟，这使得活跃了 70多年的胶片
相机几乎一夜之间退出了历史舞台。

2011 年，在夜色掩护下，美军海
豹突击队六队悄悄潜入拉登位于阿
伯塔巴德的住所，迅速完成任务。
这其中，就有陆战队员使用夜视仪
的功劳。

特战队员面临的作战环境比较复
杂，这就要求侦察所用的相机必须达到
很高标准。美军海豹突击队曾配发过
一款名为尼康 RS的单反相机，它具备
了祼机可在 100米水下工作的能力，而
且能够全天候使用。

不仅美国陆军有战术摄影连、空军
有战斗摄像中队，北约国家军队也有战
斗摄像人员负责图像及视频采集等任
务。2017年末，芬兰也曾公开招募过战
地摄影师。

这些人员无论男女都经过一定军
事化训练，必要时可以与部队士兵一起
行动。他们的任务就是用视频和照片
自始至终地记录行动过程，以便积蓄
“弹药”，帮助军队在今后的战场和舆论
场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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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影像器材：功用各异的另类“武器”
■侯俊石

兵 器 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本期观察：夏 昊 胡瑞智 谢啸天

兵器连连看

长期以来，各国对武器装备的“代差

优势”趋之若鹜，在空战领域尤其如此。

当五代机逐步成为空中主角时，各军工

巨头纷纷开始着手六代机的探索与研

发。以设计见长的苏霍伊设计局自然不

甘落后，推出了具有部分六代机特征的

S-70“猎人”无人战斗机。

“猎人”无人战斗机机体大量采用复

合材料和隐形涂层，并且采用了飞翼式布

局和内置弹舱，隐身突防能力有保证。机

动性方面，它配备了一台涡扇发动机，飞

行速度惊人，航程可达6000公里，堪称

“长跑健将”。

除具有优异的机动能力外，“猎人”

无人战斗机具备一定独立自主能力。目

前，它已经能够自主起飞并返回机场。

据报道，“猎人”无人战斗机当前正在与

苏-57战斗机开展联合测试，有可能在

未来担任苏-57战斗机的僚机，与人类

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并肩作战。

进击的“猎人”

S-70无人战斗机

排水雷绝对称得上是“刀尖上的工

作”，稍不留神就会命丧海底。然而“四

两拨千斤”，来自大洋彼岸的“刀鱼”亮出

了它的“排雷大招”。

“刀鱼”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研制的

水下无人潜航器，它“形如其名”，长约

5.8米，直径约0.53米，重约770千克，细

长的机体内置了高性能锂电池，充满电

后可一次性潜行大约16小时。“刀鱼”由

水面舰船携载并投放。工作时，其搭载

的合成孔径声呐能探测到浮动或深埋的

水雷，并使用内置的数据库和计算机进

行分析比对，然后把数据发回母舰。由

于“刀鱼”能够“单枪匹马”深入雷区作

业，充当前伸的“耳目”，扫雷舰艇再也不

用“亲自出马”，这就降低了舰艇触雷的

风险。

近年来，无人潜航器的性能大幅提

升，作战范围不断拓展，一系列大型化、拥

有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无人潜航器纷纷下

水。“耳目”一步步成长为“拳头”，无人潜

航器正加速成为未来水下战场的主角。

前伸的“耳目”

“刀鱼”无人潜航器

前不久，一组美国陆军第 982 空降战术摄影连的照片在网上现
身，引起军迷关注。其实，不仅是美国陆军、空军，北约其他一些国家
的军队也有战地摄影、摄像人员。在军种中成立、配属战斗摄像分队，
这更新了人们对军队构成的传统认识，也使战地摄影、摄像所用器材

再次进入人们视野。
那么，世界战争史上，都有哪些摄影、摄像器材曾活跃在各种战

场？它们曾发挥过哪些作用？经过长期的演变，如今的它们在功能作
用上又有哪些新的拓展、具备哪些新特点？

兵器观察

美国洛马公司公布的F-21

战机效果图

F-16战机

图①：捷尼特F-21相机；图②：Robot相机；图③：哈苏航空相机；图④：I型徕卡相机；图⑤：NASA尼康D5相机；图⑥：柯达口袋相机。 唐 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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