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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斯摩棱斯克核电站，俄
电子战分队开展了袭击假想敌无人机
的模拟演练。另据俄媒报道，俄军正
在位于加里宁格勒州的波罗的海舰队
部署“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系统，
该系统在理想信号条件下，可以让
8000 公里范围内的敌军飞机、无人机、
战舰与其地面指挥机构失去通信联
系。有专家认为，俄格战争后，特别是
“新面貌”军事改革以来，俄罗斯军队
多方汲取经验教训，持续加大电子战
系统研发力度，在电子战武器列装及
作战能力提升上取得显著进步，在作
战方式上呈现出从“暴力干扰”到“循
循善诱”的新格局。

“暴力碾压”之主动攻击

谈到电子战武器的研发与使用，不
能不提到俄罗斯。在这个领域，俄罗斯
的电子战武器长期以来一直带着“撒手
锏”的光环。俄军众多的电子战武器
中，有相当一部分擅长直接攻击敌方电
子系统，制造有利于己方的作战环境。

2014年 4月，美军携带着“战斧”巡
航导弹、装配“宙斯盾”系统的“唐纳德·
库克”号驱逐舰进入黑海地区，并锁定了
在附近跟踪和绕飞的俄军苏-24战机。
后来发生的一切让这艘驱逐舰上的美
军大吃一惊：突然之间，该驱逐舰上的探
测雷达失灵。随后俄方称，那是因为
苏-24战机启动了“希比内”机载电子战
系统，强大的电子波束瞬间令这艘“宙斯
盾”驱逐舰的电子系统陷入瘫痪。

俄军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期间，
曾运用电子战武器对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和反政府武装进行侦察定位，通过
电磁压制、信号屏蔽等手段攻击破坏其
通信网络，为己方战机空袭提供相对安
全的作战环境。由于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和反政府武装没有先进的雷达及雷
达制导武器系统，叙利亚境内的通信基
础设施也相对落后，因此俄军主要针对
通信网络进行电子攻击。

行动中，俄军运用了伊尔-20电子
侦察飞机、“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通
信干扰系统以及“克拉苏哈-4”地面电
子战系统等装备，从各个层面攻击叙境
内的移动通信系统。首先，俄军派出伊
尔-20电子侦察飞机启动电子侦察与干
扰设备对潜在目标进行监视，接着运用
“希比内”机载电子战系统使敌军雷达
失灵，然后借助“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
通信干扰系统和“克拉苏哈-4”地面电
子战系统的有力配合，建立强大的电磁
压制和信号屏蔽环境，切断敌军通信网
络的互联互通。

近年来，俄对电子战武器的官方报
道并不多。“神秘面纱”的背后，是“制胜
于无形”日益增长的电子战力量。有专
家表示，俄军正在着力研制、改进和部
署更新型的电子战武器，持续提升电子
战能力，以对抗 GPS全球定位系统、雷
达、军事侦察卫星和军用卫星通信，通
过电磁压制、电子干扰等手段取得战场
主动权。

“瞒天过海”之匿迹侦察

从之前俄军对电子战武器的实战应
用来看，“致盲”敌方侦察监视电子设备，
“瞒天过海”进行反侦察是其常用手段。

在叙利亚战场，俄罗斯的军用飞机
和军事行动经常处在北约的监控之
中。为避免被侦察到，俄军在当地部署
了“克拉苏哈-4”等电子战系统，为地
面的军事设施、防空系统等提供电子保
护，曾多次致盲北约飞机和卫星侦察。
2015年，在叙利亚政府军和民兵收复哈
马省的战役中，为击退叙反对派对哈马
省北部城镇的反攻，俄军使用“克拉苏
哈-4”地面电子战系统支持其几十架
战机避开北约的侦察监视，有效实施空
中支援行动，同时引导地面炮火、导弹
对敌方目标进行攻击，使叙反对派损失
惨重。

对于俄军现役装备“希比内”机载
电子战系统，有专家认为，该系统在战时
可以像电子气溶胶一样，将整个飞机保

护起来，躲避对手的雷达侦察。另一款
“莫斯科-1”被动雷达定位系统特色更
加鲜明，它不需要主动发射信号，却能接
收敌军发射的信号。这就意味着这款
雷达是隐身的。一旦锁定装配无线电
元件的敌方技术装备，就能引导地面火
力，对来袭目标进行打击。很重要的一
点是，“莫斯科-1”电子战系统部署后，
其他地面火力不需要开启自身的雷达，
只需等待该雷达定位系统的命令，因此
攻击的突然性和精度大幅度提升。
“水银-BM”电子战系统则有点“另

类”。它专门用于对付采用无线电引信
的炮弹，使其无线电引信失灵，从而保
护重要基地和武器装备免受炮弹攻击。

由此不难看出，用于反侦察、实施
“瞒天过海”的俄军电子战武器同样不
少且功能不弱，而且很多已经成体系地
投入战斗值班任务中。

“借力打力”之诱导欺骗

前不久，俄国防部的一则消息引

起多国高度重视。据该消息称，俄
军将在加里宁格勒等主要战略方向
部署最新型的“撒马尔罕”电子战
系统。这次，俄军方没有披露该系
统的任何性能，显然它处于严格保
密状态。

有专家称，俄“撒马尔罕”电子
战系统能够将“战斧”巡航导弹变成
“回旋镖”，让其飞回发射地，起到
“借力打力”的效果，还能够让发射
“战斧”巡航导弹一方的雷达、通信和
导航设备失效。

其实早在 2017 年初，“撒马尔罕”
电子战系统就已经部署在位于北摩尔
斯克的北方舰队总部，而后又列装到
北方舰队的驱逐舰、巡洋舰、反潜舰
等绝大多数水面舰艇上。俄国防部当
时称，“撒马尔罕”将配合“斯威特”
电子战系统，对现役的“摩尔曼斯克-
BN”电子战系统进行补充。据称，在
敌军锁定俄方的目标时，这型电子战
武器就开始发挥作用。它会运用电子
诱骗手段干扰敌军武器的敌我识别系
统，让敌方武器认为电子战武器设置
的另一个目标是其初始预设的打击目

标。
俄军认为，最新型的“撒马尔

罕”电子战系统对诱导欺骗“战斧”
巡航导弹非常有效。在作战行动中，
战斧巡航导弹飞行速度约为 0.9 马赫，
在飞行上千公里的过程中，它需要不
断地对预设目标进行镜像匹配、GPS
全球定位修正等。一般来讲，导弹尾
翼在飞行过程中方向不会骤变，一旦
被干扰发生滚转，就会自动爆炸。俄
军利用这一原理，将“撒马尔罕”电
子战系统部署在俄东西部的边境，以
干扰可能来袭的“战斧”巡航导弹。
即使不能使“战斧”作为“回旋镖”
飞回发射地，也可以让其错打目标或
提前爆炸。

有专家认为，俄军在研发和运用
电子战武器上，正在走上实施电子诱
导欺骗等新的“巧对抗”之路，而未
来的电子战平台很可能进一步增加人
工智能的元素。

制图：陈灵进

版式设计：梁 晨

本版投稿邮箱：jfjbbqdg@163.com

俄军电子战武器：从“暴力干扰”到“循循善诱”
■国防科技大学 马浚洋

今年 4月中旬，俄罗斯中部军区电子战部队发言人谢尔
盖·波尔特内赫少将表示，该军区电子战分队将在年内率先
装备新型“磁场-21”电子战系统。据称，该电子战系统能够
在一定区域内压制卫星定位系统信号，使敌方制导武器和
无人机无法接收到卫星信号，从而保护己方的重要目标免

受打击。这一消息的披露，再次让俄罗斯军队的电子战武
器进入人们视野，引发多方对俄军这一作战能力的高度关
注。那么，俄军有哪些电子战武器？它们的技术战术性能
和表现如何？又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作战任务？今天，让我
们一起走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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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俱乐部-K”集装箱化反

舰导弹系统一经问世，便引起外界高度

关注，被称为“打破游戏规则”的武器。

该系统由通用模块、战斗指挥模块、

能源供应及后勤支持模块组成，各模块

均被集成在标准集装箱内，能够装配在

岸防阵地、水面舰艇、各类船只以及铁路

和公路车辆平台上。它的攻击武器是4

枚反舰导弹，采用卫星制导方式，能摧毁

军舰等水面目标。

“俱乐部-K”集装箱化反舰导弹系

统的外形和普通集装箱货柜并无二致，

运输时隐蔽性强。它的发射流程简单便

捷，可以随时投入战斗，不需要装配其他

复杂的配套系统，可以说有了这种“集装

箱”，手头就有现实战斗力。

“俱乐部-K”集装箱化反舰导弹系统

军舰克星

■本期观察：陈灵进 张 锐 滕 飞

随着集装箱在物流行业的广泛应用，

其便捷高效的特点也日益受到军方重视。

近年来，“集装箱化武器系统”崭露头角。

这类武器具有运输方便、隐蔽性好、打击突

然性强、效费比高等特点。本期观察为您

重点介绍3款集装箱化的武器系统。

欧洲MBDA公司在今年推出了“西

北风”集装箱化短程防空系统。该系统

非常适合在没有固定防空系统的支援舰

船上使用。

该系统采用“西北风”导弹的发射架，

包括一部自动炮塔、一部用于探测跟踪空

中目标或水面威胁的全景红外摄像系统、

两枚引而待发的“西北风”防空导弹。导

弹可以依靠自带的成像红外导引头追踪

目标，同时降低自身被发现的危险。由于

实施了集装箱化，该系统能够快速部署到

各种船只、登陆平台和码头上，以应对来

自低空的威胁。

该系统重约7吨，长约3米，安装起

来十分灵活便利，可以直接安装到船舶

的空旷处，船舶只需要提供电源等电气

接口即可。

不仅如此，该系统在陆战战场同样

有用武之地。具有运输标准集装箱能力

的卡车大多可以安装该系统，变身为机

动式的地面防空系统，为前沿阵地或野

战据点提供防护。

“西北风”集装箱化短程防空系统

多能卫士

“尼莫”集装箱化迫击炮系统由芬兰

帕特里亚公司研发。它将一款120毫米

的“尼莫”迫击炮塔集成在标准集装箱

中，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在作战和行军状

态之间转换，堪称实施突袭的利器。

该系统可以从运输车辆上卸下，作为

独立作战单元遂行战斗任务，也可以集成

到轻型护卫舰、运输船上，与舰船原有武

器系统形成打击合力。为适应实战化要

求，其所用集装箱进行了装甲防护处理，

能够有效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集装箱

内部安装有空调，无论是寒区还是热带，

对其作战效能影响都不太大。

“尼莫”迫击炮系统空重10吨，最多

能够装载100发迫击炮弹，炮弹射程10

千米，射速10发/分钟，炮组成员由两名

装填手和一名炮手组成。

不过，该系统在地面上转移时，需要

其他辅助装备协助。

“尼莫”集装箱化迫击炮系统

突袭利器

图①“水银-BM”电子战系统；图②“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系统；图③“莫斯科-1”电子战系统；图④“克拉苏哈”地面电子战系统。

说到航空母舰，很多人会立即想
到它巨大的身躯、宽阔的甲板，以及甲
板上有序停放的各型战机。

作为海上固定翼战机的起降场
地，航母的飞行甲板似乎就是那样：斜
角甲板上，有一条用于战机起飞的相
对较短的直跑道，一条用于战机降落
的较长的斜跑道。两条跑道之间形成
的三角区域用来停放战机。但事实
上，航母甲板的构型刚开始时并非如
此，它的设计随着时间推移与科技发
展也曾数次变迁。

按照其构型与功用的变化，航母飞
行甲板大体可分成两段式甲板、直通式
甲板、斜角甲板及滑跃起飞甲板等类型。

两段式甲板。简单地说，就是在
航母的前部设置起飞甲板，在航母后
部设置降落甲板，中间则是航母的上
层建筑。这种甲板形态出现在早期的
航母上，其代表者是英国由巡洋舰改
成的“暴怒”号航母。虽然这种甲板首
次实现了战机从母舰上的放飞与回收
（以前只能放飞不能回收），但其弊端
也很明显，比如无法高效地调度舰载

机，战机起降受上部建筑影响较大。
随着科技进步，这种飞行甲板退出了
军事舞台。

直通式甲板。在早期航母甲板的
设计利用上，直通式甲板不可不提，它
同样是英国人的首创。1918 年，英国
由邮轮改造而成的“百眼巨人”号航母
建成。它的甲板最大的不同是上面没
了上层建筑与烟囱，废气改由舰尾排
出，而甲板则是“一马平川”。受此影
响，后来，原本装有两段式飞行甲板的
“暴怒”号航母也二次改装，加装了直
通式飞行甲板，形成了上下两层甲板
的分层甲板构型。日本 1927年下水的
“赤诚”号航母更是采用了三层甲板的
构型，上层是起降两用甲板，中间是小
型战机甲板，下层是用于大型战机起
飞的甲板。

但是，这种直通式甲板仍有其弊
端，一是飞行控制室和航行控制室被

设计在甲板下，不利于观察和指挥战
机起降，二是战机在降落时易受尾部
排出的烟尘废气影响。为消除这些弊
端，英国“竞技神”号航母服役时，进行
创造性改进——将舰桥、烟囱等设置
在航母右舷一侧。此后，直通式甲板
和右舷侧舰岛的布局渐渐成为当时航
母的主要形式。

斜角甲板。斜角甲板的提出者仍
是一位英国人。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
海军上校喀梅尔提出斜角甲板的设想，
即对航母表面甲板进行重新规划设计，
使航母不仅拥有前部供战机起飞的直
通式甲板，也拥有位于甲板左侧供战机
降落的斜角甲板。这种甲板能够保障
舰载战机同步进行起飞与降落。1952
年，斜角甲板首次应用于“安提坦”号航
母上。1955 年完工的英国“皇家方舟
III”号航母，则是第一艘服役时就采用
斜角甲板的航母。二战后各国建造的

航母如美国的福莱斯特级、法国的“克
莱蒙梭”号都采用了这种布局。

滑跃式起飞甲板。为在最短的距
离内让战机升空，上世纪 60年代，英国
再次率先提出了滑跃式起飞的概念。
它的特点是将航母的舰艏甲板做成弧
形上翘的结构，使战机沿后部上抛的
曲线跑道起飞，从而获得向上的动
量。经过十几年的摸索，英国轻型航
母“无敌”号采用了这一设计。此后，
意大利、西班牙、前苏联的航母也采用
了这一设计。滑跃式甲板不需要弹射
器，但需要战机具有较大的推重比，对
飞行员的操作要求更高。我国“辽宁”
号航母采用的就是这种斜角与滑跃起
飞相结合的甲板形式。

航母甲板：托举战机翱翔
■李 磊 吴鹏飞 刘常春

图为采用斜角甲板的法国“克莱蒙梭”号航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