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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俄媒报道，号称“锋利神矛”的俄制第 5 代
战机苏-57 率先在其南部军区列装，以增强俄南疆地区
的军事实力。同时，俄空天军即将在欧洲地区部署刚刚

研制完成的空天防御“超级神盾”S-500 防空导弹系统。
这新的“矛”与“盾”，为何率先亮相俄南部和西部地区？
又将发挥怎样的威力呢？

■本期观察：谢啸天 张旭日 张家铭

兵 器 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热点追踪

“锋利神矛”列装南

部军区形成“掎角之势”

苏-57战机代表着俄国防科技工业
最先进技术，具备极强的空中格斗和对
地攻击能力，是目前俄空天军当之无愧
最锋利的“矛”。该款战机最多可同时
跟踪 30个目标，能发射R-37M超远程
高超声速导弹，从而击中 300公里以外
的高速空中目标。

苏-57 战机率先装备俄军南部军
区，更确切地说是列装在黑海周边地
区。据外媒披露，接装首批苏-57战机
的俄空天军部队，一个是驻扎在克里木
斯克的俄空天军第 1混成航空兵师第 3
混成航空兵团，另一个是驻扎在塞瓦斯
托波尔的第 27混成航空兵师第 38歼击
航空兵团。

通常情况下，俄新型战机都会率先
列装给保卫重要战略方向的空天军部
队。此次，首批苏-57战机一反常态地
部署到南部军区，透露出当前俄南部战
略方向的紧张局势。仅 2019年以来，几
乎每个月，北约在黑海及周边地区都会
举行不同规模的军事演习。近期，驻扎
在欧洲的美国空军B-52轰炸机大队频
频现身波罗的海空域，甚至对俄波罗的
海舰队发起模拟攻击。有专家表示，来
自南部方向的军事压力对俄罗斯来说
已经不容忽视。

面对美西方东进态势，俄空天军在
克里木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两地列装
苏-57 战机，试图在靠近克里米亚、面
对北约国家的黑海沿岸形成“掎角之
势”：

一是双保险布局。从克里木斯克
到塞瓦斯托波尔，虽然目标都瞄准西南
方向，但如果一个基地遭到北约和其他
国家打击，另一基地的苏-57战机作战
行动则不会受到影响。这对于提高俄
空天军在这一方向的制空和制海能力
作用明显。

二是多点位打击。苏-57 战机的
列装，不仅可“看住”只拥有 3代机、4代
机的乌克兰空军，保持绝对优势，还能
“看住”以罗马尼亚和波兰为代表的地
处中欧的北约国家。伴随美西方持续
东进的军事态势，罗马尼亚、波兰等国
大量部署前沿军事基地，引进萨德反
导系统等美式装备。由于距离近、武
器装备更新速度快，俄认为这些国家
对其西南方向的威胁越来越大。俄
苏-57 战机在此关键时刻部署在这一
地区，能实现第一波次多点位打击，阻
挡多个国家的潜在攻击行动，可谓恰
逢其时。

三是零空白补漏。在俄西部方向
上，苏-57 战机的打击范围与位于加
里宁格勒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作战
半径恰好相互衔接，确保俄西部方向
的南北作战、地空协同没有空白。同
时，在向西纵深方向，北约一线、二
线国家都处于苏-57 战机攻击范围
内。如果苏-57 战机结合其他作战编
队，将会在俄西部和南部方向补上防

御漏洞，对美西方的东进态势起到阻
碍效果。

“超级神盾”即将部

署欧洲“防空”又“防天”

近日，俄空天军副司令格列霍夫中
将向外界公布，S-500防空导弹系统即
将研制完成，列装也在计划之中。同
时，俄国防部表示，这套系统将首先部
署在欧洲地区，尤其是应对来自西部方
向、波罗的海方向的威胁，以保护俄重
要城市和与北约对抗的前线基地。

S-500又名“普罗米修斯”，是俄新

一代高空远程防空和反导系统，被誉为
俄空天防御“超级神盾”。其攻击范围
达 600公里，能同时发现并摧毁最多 10
个速度达 7公里/秒的超声速目标。有
俄专家表示，其整体性能远超 S-400防
空导弹系统及其竞争对手美国的爱国
者-3型防空导弹系统。
“防空”应对战机突袭。从 S-300、

S-400到新一代 S-500，不难发现，这些
防空导弹系统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在一
个发射系统内，同时集成了多功能的作
战单元。以 S-500防空导弹系统为例，
其装有几套不同的雷达系统，能识别不
同的目标进行打击，如弹道导弹、飞机、
直升机、低轨道飞行器，等等。同时，S-
500防空导弹系统还集成了能够遂行各

种特定任务的弹道导弹。
这些装备的集成有利于 S-500 防

空导弹系统在更复杂的电磁环境下，侦
测、跟踪、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由于
众多类型的雷达系统集成在一个作战
系统中，在各个方向上发现敌机的几率
都会大大增加。这一性能不仅对美西
方战机、甚至是隐形战机构成大的威
胁，更提升了俄在欧洲方向应对敌机突
袭的反应能力，足以令对手忐忑。此
外，S-500防空导弹系统还可与 S-300、
S-400防空导弹系统“新老搭配”使用。
有美专家表示，美军已开始担忧 S-500
防空导弹系统将对美军F-22、F-35、B-
2等主力战机构成严重威胁。
“防天”反导制衡天军。按照国际

惯例，距离地球表面 100公里以内称作
“空”，高于100公里叫作“天”。S-500防
空导弹系统作战半径达 600公里，可以
实现“空”和“天”两个范围全覆盖。如果
运用到“防天”领域，可攻击近地轨道上
包括部分卫星在内的飞行器，有力制衡
美正加紧筹建的天军。2015 年俄空军
改为空天军后，S-500防空导弹系统是
首款可以与“空天军”这个称谓相称的武
器装备，即在“防空”反导基础上扩展到
“防天”领域，实现了“空天一体”。

俄空天军依托新式

装备构建“非对称”威慑

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
2019年第一季度，俄空天军接收大量武
器装备，新式信息化装备比例得到大幅
提升。按照计划，俄军工单位交付了
500多件较大型装备和约50件完成维修
的大型武器，主要包括：31架米-35M、
米-8和米-28型直升机，1套“棱堡”岸基
导弹系统，13架不同用途的飞机，48枚
“口径”巡航导弹，大量工程及通信设备、
航空兵武器和各类弹药，等等。

俄空天军是如何通过研制列装新
式装备构建“非对称”威慑的呢？

一是坚持简单实用的原则。受国
力所限，俄空天军发展武器装备总是力
求性价比最大化。自 2018年始，俄军费
缩减，他们坚持武器发展简单实用的原
则，很多直升机如米-8、米-28 等都是
通过实战检验后，俄空天军普遍认为其
性价比较高，然后才决定改装，再进行
较大规模列装的。

二是武器研制针对性强。俄在发
展新式装备时，都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
对性。要么是瞄准战略对手的“软肋”，
要么是研制能威慑打击美西方主战装
备的武器。例如，按照俄空天军的计划，
“口径”巡航导弹射程范围要从 2500公
里升级到 4000公里，分别部署在俄西部
地区、黑海地区和临近美国西海岸，对北
约方向、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慑。

三是武器列装布点精准。俄在北
极方向，通过量身设计基础设施和武器
装备，克服了极寒状态下士兵无法生存
和训练等障碍，在美国还没在北极建立
起打击体系之前，在北部方向率先掌握
了战略主动权。俄空天军在西部方向
的关键战略要地，多线部署弹道导弹等
新式武器装备，以配合和保护各种雷
达、作战基地和军用机场，一旦北约向
东实施突袭，俄空天军在这一方向有着
纵深还手的余地。
“锋利神矛”苏-57列装南部军区，

“超级神盾”S-500即将部署欧洲，既表
明多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是未来俄空天军
巩固“非对称”威慑的趋势，又透出俄空
天军下大力气加强军力建设的决心。此
举，一展大国军事的强悍，同时是对美正
在组建天军的积极应对。

图①：“锋利神矛”苏-57战机。
图②：“超级神盾”S-500防空导弹

系统。

俄空天军新的“矛”与“盾”
■国防科技大学 马浚洋

“在激烈交战中，各种军用车辆中弹

起火，其中一辆坦克却毫发未损……”这

是波兰为其隐身坦克——PL-01主战坦

克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的画面。该型坦克

由波兰和英国联合研制，是世界上第一

款隐身坦克。

该型坦克能在枪林弹雨中全身而

退，不是因装甲厚实，而是因它的装甲具

有隐身功效。其隐身装甲由车载红外探

头和可调温瓦片装甲两部分组成。红外

探头遍布车身，能够随时探测周围环境，

并同步调节瓦片装甲的温度，使坦克表

层温度接近环境温度，从而让坦克在敌

方红外探测仪上消失，达到隐身目的。

它的“防身术”不止于此。采用无人

炮塔设计和上下窄、中间宽的飞碟状外

形，使其投影面减少20%，可显著降低中

弹概率。为应对敌反坦克导弹威胁，它

还采用了主动防护系统，能有效拦截和

摧毁来袭导弹，增强战场生存能力。

陆上突击

坦克加挂隐身甲

“就是让你看不见”是隐身装备追求

的最高目标。当今世界，不仅战机迈入隐

身时代，也开始寻求坦克、导弹艇、巡航导

弹等的隐身，以确保它们在战场上“生存”。

鱼雷自1866年诞生以来，一直是

舰艇的重大威胁。据统计，在两次世界

大战中，约有 2600艘舰艇被鱼雷击

沉。对于大型水面目标来说，鱼雷的威

胁也远远大于反舰导弹。对此，各国海

军都在积极探索反鱼雷的方法。其中，

一种用鱼雷对抗鱼雷的主动防御技术，

被形象地称为水下“金钟罩”。

目前，许多国家对这一“硬杀伤”手

段兴趣浓厚。德国海军装备的世界上

第一款水面舰艇、潜艇通用的“海蜘蛛”

反鱼雷防御系统，具有装填药量大、反

应速度快、性价比高等优点，可对抗多

种现役鱼雷。

作战时，该系统由被动拖曳声呐侦

测来袭的鱼雷，随后集中控制系统会对

来袭威胁进行分类和定位，最后发射拦

截鱼雷击毁目标。拦截鱼雷本身也有声

呐，并且使用了工作噪声较低的火箭发

动机，更容易“听到”目标，并将其锁定。

与导弹防御系统类似，“海蜘蛛”系统既

可爆炸摧毁目标，也可直接进行撞击。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

展，线导鱼雷、水声主/被动自导鱼雷以

及尾流自导鱼雷大量出现，针对鱼雷的

“软杀伤”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加快研

发“硬杀伤”水下防御系统成为许多国

家的共识。

反潜能力并不十分出色的俄罗斯，

近期成功试验了一款可对付潜艇和来

袭鱼雷的两用鱼雷，命名为“Paket-E/

NK”反鱼雷系统，已经开始量产并计划

装备其海军。该系统包括有用于搜索

鱼雷的专用目标指示声呐站、发射装置

以及直接破坏武器。当发现敌方潜艇

或鱼雷有攻击威胁时，该系统能立刻预

警，开始接收目标指示并计算数据，发

射小型鱼雷和反鱼雷鱼雷。

出于发射装置通用化考虑，该系统

鱼雷口径为324毫米，长3.1米，总重

380千克，装有重达80千克的高爆弹

头，最大速度超过50节，航程约为2公

里。自导方式为：自导作用距离大于

400米的主/被动声自导体系，反应时间

在 10秒以内，单次齐射命中率达到

90%，跟火箭深弹类似，既能打击潜艇又

能拦截鱼雷。而对抗鱼雷的效果则更

为明显，堪称俄军的“水下S-400”。

日前，有媒体刊文称，“多国海军都

在推动反鱼雷鱼雷这一概念的发展，并

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其目的是要把导

弹防御技术的广阔前景用于水下战

场”。当然，要真正实现并不容易。毕

竟水下和空中的物理特性相差太大，且

反鱼雷鱼雷武器系统的发展还存在精

准定位目标、降低误报率等诸多技术瓶

颈，有待突破。

打造水下“金钟罩”
■王任飞 李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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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俄军装备，浮现在脑海的往往

是大块头、强火力、粗犷豪放的形象。但

随着探测和反导技术的发展，俄在导弹

研发上也开始下“巧”功夫，由俄彩虹设

计局研制的“彩虹”Kh-101空射隐身巡

航导弹，就是典型的代表。

该型导弹长约 7.45米、直径约 0.7

米，起飞重量达 2.4吨。它虽然个头不

小，却非常善于伪装，被称为俄罗斯装

备发展史上最难被探测的远程巡航导

弹。它拥有独特的隐身设计，并涂覆

雷达吸波材料；采用菱形的横截面设

计，大大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发动机

被置于弹体下部，可有效躲避高空雷

达的探测。

不仅如此，其飞行速度可达1000公

里/小时，并可在20米左右低空巡航，有

效提高了突防能力。此外，它还可适配俄

军图-160、图-95等轰炸机机型，在对“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打击中取得过“高分”

战绩。

图片提供：阳 明

空中点穴

导弹修炼隐身功

导弹艇虽个头小，却速度快、火力

猛，是近海防御作战的一把利器。芬兰

海军则更进一步，给这把利器披上了隐

身外衣。

芬兰海军“哈米纳”级导弹艇长

50.8米、宽8.3米，满载排水量约为270

吨，能以30节的速度航行500海里。它

拥有尖削的艇艏，上层建筑呈棱角状阶

梯分布，短小粗壮的封闭式主桅则位于

艇舯。

简洁的外观暗匿锋芒，高度整合的

结构力避侧面锐角，且能抑制红外信号，

再配上与北欧海陆地形相适应的峡湾迷

彩涂装，使其具备了一定的隐身性能，可

在雷达照射下匿影藏形。

“哈米纳”级导弹艇还装备了40毫米

口径主炮、反舰导弹、防空导弹和反潜火

箭等武器，具备多种打击手段。一经问

世，不仅深受芬兰海军的喜爱，也吸引了

许多国家军迷的目光。

近海穿刺

舰艇披上隐身衣

①①

②②

吴志峰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