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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冷”武器装备

集中亮相

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在 2017年俄罗
斯举行的胜利日阅兵活动中，受阅武器
装备出现了明显的不同：除了传统的墨
绿色涂装，还有一些涂刷白底黑灰纹相
间“极地迷彩”的特种装备亮相。

之后的 2019年年初，俄首个大型北
极军事基地在科捷利内岛竣工。随之，
俄军在这个被称为“三叶草”的军事基
地集中展示了部分极地武器装备。
“铠甲”-SA 防空导弹系统就是其

中之一。它装配有 18个单元的 57E6地
空导弹发射器，可有效拦截、打击来自
1.2～20 千米范围、5～15000 米高度的
各种中低空目标，尤其是小型军用无人
机。

与其它地区部署的防空导弹系统
不同，“铠甲”-SA突出了适用于高纬度
地区、耐寒冷抗冰雪的特点。它装有先
进的热传感装置，能够适应极地严酷的
环境，在-50℃的极寒天气里，也能在一
分钟之内开启并正常运转。

这种阅兵活动时亮出的新装备，只
是俄罗斯极地武器装备发展的缩影。
在此之前，俄军就已经研制、列装了不
少“高”“冷”的极地武器装备。

近年来，俄罗斯通过改进苏-34、
图-95等战斗机，研制适应北极地区气
候及地理条件的特种飞机，不断加强极
地空中监控和作战力量。

2018 年 12 月，俄武器制造商卡拉
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 ZALA 极地无人
机。这型无人机能够在北极地区遂行
侦察、识别任务，收集一定范围内舰船、
飞机的信息。
“棱堡”反舰导弹系统具有射程远、

反应速度快等特点，能够覆盖超过 600
公里的海岸线，有效打击 300公里范围
内的舰船。采用复合制导方式时，该系
统使用的改进版“红宝石”超声速反舰
导弹，命中精度可达 4～8米，突防能力
很强。

在“棱堡”反舰导弹系统已有战术
技术性能基础上，俄罗斯对它进行了改
装，使其更加适应在北极地区使用，用
来打击来犯的各型敌方军舰。

纵观近年来俄在北极地区部署的
武器装备，不难发现，其极地武器装备
正呈现出快速发展、整体推进的特点。

适应极地特点“量

身”设计打造新装备

俄罗斯有着长达 5600 公里的极地
海岸线。为维护本国利益，俄罗斯加大
了对具有破冰能力专业战舰的研发力
度。在驱护力量建设上，俄海军已经订
购了两艘 23550型护卫舰。该型战舰具
有 1.5米的破冰能力，配备 1门 100毫米

口径的舰炮，搭载8枚反舰导弹。
在破冰船队建设上，俄拥有 46艘破

冰船，其中 7艘为核动力破冰船，另外还
有12艘正在建造之中。

为提升在极地环境中的机动能力，
俄罗斯组织力量研发了 DT-30PM 铰
接式履带全地形运输车。它的重要部
件均装有加温器。无论是在-50℃的极
寒天气里，还是在雪野和冰面上，它都
能正常工作。
“铠甲”-SA 防空导弹系统就采用

了 DT-30PM 履带式底盘，这使得“铠

甲”-SA 能在野战条件下蹈冰碾雪执
行作战任务。

DT-30PM 同样是“道尔”-M2DT
防空导弹系统的“座驾”。在它的“背
负”下，“道尔”-M2DT防空导弹系统实
现了在冰层、雪上等复杂地形条件下机
动作战，可有效摧毁直升机、无人机等
目标。

这种集成，体现了俄极地武器装备
设计研制体系化的特点。

这种体系化设计的思路还体现在
其它方面。为清除大面积雪堆和浮冰、

铺设道路，俄北极部队装备了特种装甲
推土机。这种推土机装有“专属”发动
机，发动机可在-60℃的低温下正常运
转。在敌方火力打击下，这种推土机也
能保障道路通行及装备快速疏散。

北极地区通信定位设施不足，俄军
在极地新式武器装备上装配了导航系
统，这些导航系统在没有卫星信号时仍
能正常运行。

在“三叶草”军事基地内部，俄军定
制了极地“专属”车库。这些车库装有
通风和保温装置，可以保证作战车辆在

紧急情况下，不需要预热直接进入战斗
状态。

前不久，俄罗斯还利用浮动核电站
解决了北极部队长期以来存在的供电
难题，这标志着其保障作战能力又有新
提升。

立法推进极地武装

力量装备建设

从个别武器的研发、改进到系统化
发展武器装备，从单纯的作战力量建设
到完善相关保障辅助设施，俄罗斯在极
地武器装备研发、列装方面明显快人一
步。

之所以能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
俄罗斯善于通过立法占据法律和道德
高地，从国家层面排除俄军加强极地军
事存在、研制列装极地武器装备的制度
障碍。

俄罗斯是最早制定北极政策原则
的国家之一。早在 2001年，为明确自身
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他们就出台了
《俄罗斯联邦在北极地区政策依据》的
文件草案。2008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
夫批准《2020年前及更长期的俄罗斯联
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基本原则》。这一
政策原则成了其在北极地区维护、拓展
国家利益的法理依据。

2014年，俄联邦新版《军事学说》向
外界公布。新版《军事学说》明确将在
北极地区建立和发展军事基础设施、研
制部署极地武器装备作为俄武装力量
发展的首要任务。

20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新版
《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强调要为北极
部队专门研制新一代特种新式装备，包
括水面舰艇、潜艇、核动力破冰船等。

从法律出台到制定规划，俄在北极
地区的武器装备发展和规划思路愈发
清晰，极地武器装备研制、列装也按照
计划稳步推进。有专家表示，当前，在 8
个主要北极周边国家中，俄在北极的军
事实力稳居首位。

前不久，为保障伊尔-76、米-26等
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安全起降，俄在苏联
时期遗留的 13座机场基础上，开始升级
改造和新建极地军用机场，并拟于 2020
年前拨款 5.9亿美元用于升级相关军事
基地的基础设施。

可以预计，今后，俄军极地武器装
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将
继续增加，不会因外部干扰而动摇或转
移。这也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博弈将会
更加激烈。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图①：“铠甲”-SA防空导弹系统
图②：“道尔”-M2DT防空导弹系统

俄寒区武器装备开启“极地模式”
■马浚洋

封面武器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5 月 27 日，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配备搜索与跟踪系统的伊尔-38N
反潜机投入北极战斗值班。这预示着俄军又增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极地武
器装备。

与中低纬度地区的武器装备不同，极地武器装备在耐酷寒、涉冰河、过雪野
等方面有着特殊要求。近年来，俄罗斯研发和列装极地武器装备步伐加快，成

效明显。前不久，他们甚至首次对外国记者开放北极地区的“三叶草”军事基
地，向几十家外国媒体高调展示其先进的极地武器装备。

那么在北极这片新“热土”上，俄军在应对威胁和遏制爆发军事冲突风险方
面，有哪些极地武器装备可以倚重？它们的战力如何？今后的发展将呈现出哪
些特点？请看—

作为俄罗斯第三代履带式步兵战

车，BMP-3步兵战车能部分体现出“战

斗民族”的特点，尤其是其炮塔上猬集合

一的多种武器系统，使其拥有了同时期

战车无法比拟的火力。

这款战车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发动机

后置设计。这一变化，使得该车能够方

便地布置炮塔武器系统。

升级后的BMP-3加强了正面、侧

面、后面防护，武器配置堪称“豪华”。其

武器系统由1门2A70型100毫米火炮、1

挺30毫米机关炮、3挺7.62毫米机枪组

成，火力强大。

2A70型 100毫米火炮既能发射炮

弹，也能发射9M117反坦克导弹。据有

关专家称，该型导弹能穿透650毫米的

主装甲。30毫米机关炮的射程可达4千

米，可以高、平两用。

当前，俄罗斯已对其完成进一步优

化，新版的BMP-3M在动力系统和底盘

信息化上有了更大改进。

俄罗斯BMP-3步兵战车

■本期观察：唐 俊 李光瑞 柴文谦

步兵战车，是供步兵机动作战使用的

装甲战车，它的核心性能是火力、防护力

和机动性。由于战场需求不同，它在“本

领”上往往各有侧重。

慢工出细活。从 2002年开始研制

“美洲狮”步兵战车，到2015年交付，德

国PSM公司用了13年。

“美洲狮”载员6人，虽然人数不多，

但其独特的防护设计，仍让人眼前一

亮。与其它步兵战车相比，“美洲狮”有

点另类，为提升战车装甲的整体防护性

能，它的步兵舱没有设计射击孔。

外部防护上，它采用快卸快装式装

甲模块，有A、C两种级别可供选择。

安装A级防护组件时，战车具备全

面防护能力。四周装甲可以抵挡 14.5

毫米机枪弹的攻击，前装甲能抵御反

坦克火箭筒威胁，地雷防护组件可防

御至少 10千克TNT当量的高爆地雷

的袭击。采用C级防护组件时，战车

可以应对侧面RPG火箭筒和攻顶式弹

药的攻击。

它采用的全系统模块化设计，为未

来进一步改进升级预留了接口。

德国“美洲狮”步兵战车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 对 瑞 典

CV-9040步兵战车来说，可以套用下

这句话，叫一方水土定一方车。

瑞典地处北欧，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森林覆盖率高，冰雪季节时间长。这决

定了其用9年时间打造成的CV-9040步

兵战车，必然具备一定的环境适应能力。

尽管这款步兵战车全重不足23吨，

为适应该国北部的厚雪环境，它仍采用

7对负重轮设计，以减弱履带波动、减小

对地面压强，使战车能够灵活快速地穿

森林、过雪地。

该款战车车体长约 6.5米、宽约 3

米。尽管外形不大，车内空间却不小，即

使安装单人炮塔，仍可搭载10名全副武

装的士兵。其车体两侧装甲能防14.5毫

米穿甲弹攻击，前上装甲可安装附加装

甲，以应对更大火力威胁。

由于该款战车“底子”好，瑞典以此

为基础，近年来先后研发了装甲人员输

送车、装甲指挥车、装甲抢救车等多个衍

生型号。

瑞典CV-9040步兵战车

后置发动机 火力有优势

模块化设计 选项式防护

整车性能好 衍生型号多

②②

①①

供图：阳 明

制图：谢啸天

版式设计：梁 晨

本版投稿邮箱：jfjbbqdg@163.com

第 73集团军某旅新兵卢丙艺下连
后成为一名火炮瞄准手。前不久的一
个星期五，在旅里组织新老兵合练实
弹射击前，他跟着来班长到了车库，对
炮车进行维护保养。

想到马上可以打实弹，卢丙艺干
得很起劲。维护保养间隙，他忍不住
问来班长：“咱们火炮不是讲究‘隔山
打牛’么，怎么听说下一步要进行直瞄
射击？”
“你觉得呢？”正在检查瞄准镜的

来班长反问他。
“难道咱们也可以像坦克一样去

冲锋？”卢丙艺回答。
“说中了一半。”来班长望着卢丙

艺说，“去冲锋，咱们炮车这‘护甲’可
撑不住。”
“那干嘛还练直瞄射击？”卢丙艺

有点失望，手头的活慢了下来。
“听过火炮‘上刺刀’没？”来班长

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啥，‘上刺刀’？‘刀’在哪儿？”卢

丙艺能想到的是步枪、冲锋枪上刺刀，
可给火炮上刺刀，他是第一次听说。

看到卢丙艺满脸的疑惑，来班长
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火炮射击时，
阵地一般构筑在距前沿数公里处，多
采用大仰角曲射方式。为避免在射
击后被敌炮火覆盖，每打完一轮炮车
就会转移阵地。但是战场瞬息万变，
如果敌方步战车或轻型装甲车等突
然出现在不远处，已经展开的火炮来
不及转移，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直
瞄射击。
“这炮口对炮口的直接对射，就是

所说的火炮‘上刺刀’。”班长的解释让
卢丙艺眼前一亮。
“跟坦克相比，我们的炮弹能打

穿它们厚厚的装甲吗？”卢丙艺有点
担心。
“可别低估火炮直瞄射击的威力，

运输车辆、轻型步兵战车的装甲一般
不会很厚，咱们这炮弹可以直接贯
穿。”来班长接着说：“就是榴弹打不穿

的厚护甲武器装备，咱们这一发炮弹
上去，若打中它‘高耸的鼻梁’——火
控系统，也能让这个装备部分丧失战
斗力。”

来班长告诉小卢，火炮的直瞄射
击，是我军经过战火洗礼的射击方
式。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曾多次利
用小型火炮直射敌阵地，将很多要点
目标一轰而平。
“虽然现代火炮的作战技巧更多体

现在指挥层面，但时至今日，我军依旧
很重视火炮‘上刺刀’的训练，因为它不
仅能体现装备技术的性能，更能培塑官
兵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作战勇气。”

听完来班长的话，卢丙艺干活时
手底下更快了。对将要到来的实弹直
瞄射击，他充满了期待。

火炮也能“上刺刀”
■谢 思 王东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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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说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