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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新装备展台

在今年 10 月中下旬举办的首尔国际航空航天与国防展上，
韩国的隐身战斗机全尺寸模型、常规动力潜艇模型、步兵战车
样车、察打一体无人机样机等在研装备吸睛不少。与此同时，
韩国军方也亮出 K2“黑豹”坦克、K808“勇”轮式装甲输送车、
T-50“金鹰”教练机等现役装备站台助威。这种情形，不由让

人产生韩国武器研发之路正越走越宽的联想。
长期以来，韩国在武器装备研发方面，坚持走“引进、吸收、

自研、出口”的道路，部分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出口销量亦可观。那么，韩国的武器研发之路进展如何？
有什么特点？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近韩国的武器装备。

材质特别 设计精巧

■本期观察：陈灵进 赵炫竹 滕 飞

自战争出现以来，“消灭敌人保全自

己”已被各国军队奉为圭臬。在当下科技

日益发达的背景下，海上作战的舰船纷纷

采用隐形技术以求瞒天过海。尤其是舰艇

编队“带刀侍卫”——护卫舰，采用隐形设

计后，在一些探测雷达面前犹如“海上幽

灵”，作战效能明显提升。本期“兵器控”将

为您介绍3款隐形护卫舰。

从“借鸡下蛋”到“养

鸡下蛋”

上世纪 80年代以前，韩国军队的武
器装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赖外国军援，
武器装备是清一色的外国货。虽然作战
性能尚可，但并不完全符合作战的实际需
求。在此之前，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
府开始实施“经济自立”政策，韩国的经济
快速发展，20多年时间里由世界上的贫穷
国家一跃而成“亚洲四小龙”，跻身发达国
家行列。在此期间，韩国的汽车、造船、钢
铁、电子、石化、机械等行业得到发展，为
其实施“自主国防”政策提供了支撑。

为改变本国军事技术基础和武器
装备研发能力薄弱的状况，韩国从一开
始走的就是一条“引进、吸收、自研、出
口”的路线，通过不断加强与一些军工
大国和军工巨头的合作，吸收引进他国
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提升自身研发能
力。借用他国先进技术和货架产品，韩
国研发出了一批武器装备。

比如，在坦克制造商克莱斯勒公司
员工手把手的帮助下，韩国研制了K1主
战坦克，而后又自主研制了K2“黑豹”坦
克，“跨代”进入了世界第三代主战坦克
行列。再比如，在潜艇研制上，韩国前面
两代国产潜艇都是获得许可后仿造德
国近海潜艇的；经过 20多年的琢磨，后
来韩国在此基础上设计建造出第三代
远洋型常规动力潜艇。被誉为该国“航
空骄傲”的T-50“金鹰”教练机，也是在
外国大公司的直接参与下完成设计
的。此外，韩国还在其他国家支持下研
发出新型防空导弹、运载火箭，与法国等
欧洲国家合作研发出新型声呐、相控阵
雷达等。

出于种种原因，韩军研发的自用型
武器装备具有很明确的针对性，无论是
陆军战车、海军舰艇还是空军战机，第一
个原则就是要压倒潜在对手的同类型武
器装备，以期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对抗中
获得作战优势。长期以来，为获取这一
优势，韩国在不少武器装备研发上都付
出了努力，并取得一定进展。比如，韩国
专门调整了潜艇发展思路，将水下发射
“天龙”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作为KSS-Ⅲ
型潜艇的设计重点，以获得与对手对等
的水下准战略打击能力。与此同时，韩
国在一些次要武器装备研发上秉持节省

和实用主义原则。比如，在研发KW2型
轮式自行高炮时韩国就舍弃了搜索雷达
和防空导弹，在保证基本战斗力不降的
同时压低自行高炮成本，其目的是在大
规模装备时能节省大笔资金。

拉订单“不挑食”扩

大武器出口

与自用型武器装备“量体裁衣”式
的制造列装相比，韩国在对外出口武器
装备方面较为活跃。

以韩国研制的 K2“黑豹”坦克为
例，它已经成为土耳其“阿尔泰”主战坦
克的技术源头；韩国研发的 K9型自行
榴弹炮销量也不错，先后出口到土耳
其、波兰、芬兰等国；F/A-50 轻型战斗
教练机列装菲律宾军队，还在竞标马来
西亚战机项目；“张保皋”级常规潜艇虽
在泰国海军招标中失利，却收获了印度
尼西亚的订单；出口“红背蜘蛛”重型步
兵战车已经进入澳大利亚“陆地 400”军
购案的最后阶段，与德国老牌军火商莱

茵金属公司的 KF41“猞猁”重型步兵战
车竞争得不可开交。

近年来韩国武器装备在出口市场
屡有斩获，主要得益于该国政府的强力
推动和灵活的武器出口政策。韩国政
府高度重视武器装备出口，历任总统在
出访、参加国际会议时都亲自上阵推销
本国武器装备。2018年，韩国总统文在
寅抵达印度新德里访问，与印度总理莫
迪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我们同意鼓
励彼此的国防工业加强合作。”此后，韩
国为印度提供了一条K9型自行榴弹炮
的生产线，成为继出口土耳其后这种自
行榴弹炮的又一次成功技术输出。

与历任总统的“卖力吆喝”相对应，
韩国在出口军品上采取的灵活政策也
为其争夺国际市场份额加分不少。韩
国出口武器装备主要面向东南亚、南
亚、东北欧、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市场，
尽量避免与军事强国的武器装备出口
项目产生矛盾，借此获得良好的出口环
境。同时，“不挑食”也是韩国出口武器
装备的一个习惯性做法，不管订单是大
是小，是要整车还是要底盘，韩国都愿
意提供。比如，在 K9型自行榴弹炮出
口方面，既有土耳其、印度这样的生产
线级别大单，也有芬兰 48 辆装备的小

单，甚至还有波兰那种只买底盘的怪
单，韩国均一一满足。

在澳大利亚“陆地 400”步兵战车项
目竞标中，韩国采取了与澳大利亚本土
军工企业合作的方式，将韩国生产的步
兵战车底盘与澳大利亚生产的模块化
炮塔相结合，并将其命名为“红背蜘
蛛”，力图以这种具有澳洲特色的名称
打动澳大利亚的采购方。

除出口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外，韩
国还将淘汰的二手装备免费赠送给一些
国家以拓展市场。比如，韩国分别向越
南、菲律宾赠送了退役的“浦项”级护卫
舰以获好感，菲律宾也由此采购了韩国
生产的战机等装备。

关键武器装备未能

实现真正国产

出口是为赚钱，同时也是为更有
效地提升本国武器装备研发能力。随
着研发能力的提升，韩国开始盼望走
出东北亚，在更大国际舞台上发挥作

用。当前，韩国已经对其“近海防御”
为主的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提
出要建设“大洋海军”，实现海军战略
向“远洋作战”转变，并提出建立“战略
机动舰队”。这种情况下，更加强大的
武器装备研发能力就成为其追求的目
标之一。

长期以来，日本对于二战的不反省
态度让韩国对其始终保持警惕，今年又
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韩日贸易战，两国关
系紧张。如何在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中
超越日本，在可能的未来对抗中取得优
势，也成为韩国日益关注并正在着手解
决的问题。在今年 10月举行的首尔国
际航空航天与国防展上，韩国展出新型
航母设计方案时，就打出了“韩国海军
的自尊心”这样的标语，彰显其对增强
武备的迫切心理。这种“你有他有我也
要有”的例子在韩日武器装备研发列装
方面可以说随处可见：日本有了金刚
级、爱宕级宙斯盾驱逐舰，韩国就开始
建造吨位更大的世宗大王级宙斯盾驱
逐舰；日本要改造“出云”号为准航母，
韩国就着手研制更大的轻型航母，甚至
声称要建造 7万吨级航母；日本苍龙级
潜艇水下排水量达到 3300吨，韩国第三
代潜艇则定位为 3800吨；日本“心神”隐
身战斗机原型机现身，韩国就要搞一款
KF-X隐身战斗机。

不过，在研发关键武器装备方面，
韩国仍存在不少技术障碍，有相当长一
段路要走。虽然国际环境较为宽松，能
够拿到世界各国生产的先进零部件，用
货架产品也能组装出不错的武器装备，
加上日本武器装备由于受到限制无法
出口，让出了一大片市场给韩国，但短
平快的出口盈利难以弥补可持续发展
上存在的技术缺口。正所谓：半江春水
半江寒。技术上受制于人，不可避免地
使韩国军工企业在高新科技领域处处
受限，不仅仅是隐身战斗机，还有一次
次延期发射的“罗老”号运载火箭，都是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此外，韩国军工产
品性能上的不稳定性也部分反映出其
在技术上的差距。K9型自行榴弹炮在
射击训练中炸膛、K21步兵战车因设计
问题在渡河中沉没、KSS-Ⅱ型潜艇出
现螺丝折断问题……林林总总的故障
背后是韩国军工企业基础技术能力上
的薄弱与差距，这让韩国的关键武器装
备研发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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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武器研发：半江春水半江寒
■王笑梦

韩国 K2“黑豹”坦克

今年 6月，俄军接收了 2架最新
改进型米-28NM 武装直升机。这种
新型直升机有“超级暗夜猎人”之
称。

根据签订的合同，俄罗斯直升机
公司要在 2028 年前完成 98 架“超级
暗夜猎人”的生产任务并交付俄军。

那么，“超级暗夜猎人”为何在
此时横空出世？它与以往的米-28N
直升机有什么不同？

简单地讲，“超级暗夜猎人”在
此时现身，一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
结果，二是战场需求强力拉动使然。
与米-28N直升机相比，“超级暗夜猎
人”在动力系统、武器系统、光电系
统和防护能力四个方面都与前者有所
不同。

动力系统方面，“超级暗夜猎
人”采用了动力更强劲的VK-2500发
动机。米-28N直升机使用的是TV3-
117VMA-03型发动机。
“超级暗夜猎人”改用新型发动

机，并不是因为米-28N 直升机所用
发动机不够好。事实上，米-28N 直
升机使用的发动机拥有先进的控制
监测系统，它的加速性很好。发射
反坦克导弹时，它能够在短时间内
预先提高气动稳定性，还能在接近
自主停车的状态下自动恢复，并实
时记录自身工作状态和时间，为后
期维护提供参考。

但是，该型发动机的生产商是乌
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俄乌交恶后，
俄罗斯就很难再获得这型发动机。这
种情况下，俄罗斯决定选择克里莫夫
设计局的VK-2500发动机。VK-2500
发动机本质上也是 TV3-117V家族的
衍生型号，只不过增大了输出功率，
改进了控制系统，更加适合在高山、
高原地区和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也
使“超级暗夜猎人”巡航速度和最大
速度明显提升。

武器系统方面，“超级暗夜猎
人”基本上保持了米-28系列直升机
的设计，所以它能够兼容发射米-28
系列直升机搭载的导弹。加上俄军有
将米-28 系列与卡-52 系列通用化发
展的思路，所以这次改进中，“超级
暗夜猎人”也兼容了卡-52武装直升
机上的部分武器。但是，“超级暗夜
猎人”也拥有新“撒手锏”。它将装
备新型的“产品 305”远程空地导
弹，该导弹射程高达 25千米，比米-
28N现有的导弹射程都远。该型导弹
采用复合制导方式，可以实现“人在
回路中”的操控，从导弹导引头接收
新情况，并能瞄准导弹发射以后才发
现的其他更加重要的目标。

光电系统方面，从外观上看，
米-28N 原来的那种“米老鼠鼻子”
（机头雷达天线整流罩） 被舍弃。这
是因为，米-28N 以前使用的是“攻

击”系列的反坦克导弹，因此机鼻
上专门装有一套与该系列导弹相配
的无线电指令制导系统 （包括无线
电指令天线和数据链）。但是，这种
布置使得米-28N 飞行员的下视视野
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这套无线电
指令制导系统的数据链也来自乌克
兰一家公司，这使得俄罗斯不得不
在无线电指令制导系统上另辟蹊
径。“超级暗夜猎人”的无线电指令
制导系统很可能集成在旋翼顶部的
搜索/火控雷达中，据称这种毫米/厘
米双波段雷达能够帮助直升机时刻
掌握自身安全环境和威胁来源，还
能够引导导弹发射和探测 100千米内
的危险气象情况，对直升机夜间飞
行非常有益。

防护系统方面，“超级暗夜猎
人”除驾驶舱和发动机舱有外护装
甲、座舱部位使用钛合金和陶瓷装甲
以及防弹玻璃外，还装备了先进的
“维捷布斯克”机载防护系统。这种
机载防护系统能够使来袭导弹因受干
扰而偏离目标，从而使直升机免受红
外制导、雷达制导或复合制导防空导
弹的攻击。

“超级暗夜猎人”超在何处？
■柴文谦 李 想 吴鹏飞

前不久，美国海军的一架“海鹰”

直升机向“拳师”号两栖攻击舰传递了

一些信息。不同于以往的是，这些信

息这次没有通过无线电波或数字网络

传送，而是由悬停于两栖攻击舰甲板

上空的直升机丢下一只密封袋子实现

传递的。由此，“豆袋”这种堪称“古

老”的通信方式再次进入人们视野。

事实上，用战机投送“豆袋”来传递

信息的方式曾出现在二战太平洋战场

的“杜立德空袭”行动中。当时，一名美

军飞行员驾机飞临“企业”号航母甲板

上空，丢下一个装有信息的密封袋子后

便匆匆离去，以避免无线电通信泄密。

此后，这种通信手段便悄然“隐退”。

久无消息的“豆袋”突然“重出江

湖”意味着什么?相关专家认为,这种

现象的背后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美国海军显然认识到，高度依赖

无线电波和数字网络的现代通信存

在不小安全漏洞。二是俄罗斯这样

的“技术娴熟对手”，已经对美军的通

信安全形成了现实压力。出于种种

考虑，美军才决定启用“豆袋”，以求

在关键时刻由其出马作为“保底”通

信手段。

“豆袋”重现：未雨绸缪还是无奈之举？
■王强强

兵器沙龙

瑞典“维斯比”级护卫舰被认为是世

界上第一艘按照全隐形规范设计并且使

用碳纤维制造的战舰。由于在设计建造

时突出了遂行多种任务的能力，该护卫舰

被认为是多功能水面舰艇的理想设计。

该舰全长72米，标准排水量550吨。

与威风凛凛的巨舰相比，“维斯比”级护卫

舰外形可谓“小巧可人”。甲板上除一个

锥形指挥台和一门隐身舰炮外，几乎别无

长物。8联装的反舰导弹、4具400毫米鱼

雷等均安装在甲板下面。舰体上预留的

发射口也装有遮盖装置。

“维斯比”级护卫舰舰体使用了大量

复合材料，能有效吸收雷达波。该舰放

弃了传统的烟囱设计，主机废气在管路

中经海水冷却后由舰尾隐藏式排气口向

下排出，可大幅降低舰船的红外特征和

被侦测到的可能性。

瑞典“维斯比”级护卫舰

德国K-130型护卫舰是一款注重

隐形设计的轻型护卫舰。

舰体结构上，它采用X型截面、模块

化和内倾式设计，对舰体表面的设施多用

帘幕或挡板来遮蔽，以减小雷达反射截面

积；主机所产生的废气由舰体两侧接近水

面的排气口排放，并用海水喷射对废气进

行降温处理。主机及传动设备安装在弹

性基座之上，有效地减小了振动，达到静

音目的。另外，它安装了舰体水幕设备，

使该舰在拥有洗消功能的同时可以进一

步降低红外特征。为降低被磁引信水雷

“盯上”的风险，该舰安装了消磁系统，以

降低舰艇周围的磁场强度。

该型舰曾经参与过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的军事部署，在遂行任务时表现

出色。

德国 K-130型护卫舰

去年正式加入俄罗斯海军战斗序列

的22350型护卫舰，论块头算是护卫舰

里的“中等个”，排水量约4000多吨。它

被俄军称为多用途隐形护卫舰。

圣彼得堡联合造船厂在设计这款舰

艇的时候，采用了国际流行的隐身设计技

术。艇体大量使用隐身涂料和碳纤维，桅

杆改用一体化设计理念，打造出封闭式主

桅杆。他们对原来经典的俄式雷达天线

布局进行优化，装备新型有源相控阵雷

达。同时，为护卫舰安装先进的电子战设

备，赋予该舰电子对抗能力，使该型舰被

敌方雷达探测到的概率大幅度降低。

武器配置方面，该型护卫舰火力强

大，拥有32个防空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16个反舰导弹垂直发射单元等。采用

隐身设计后，对敌打击更具突然性，打击

效能更为出色。

俄罗斯22350型护卫舰

涂料覆盖 布局优化

模块结构 消磁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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