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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4 月 26 日，俄空降兵在北极弗朗兹·约瑟夫
群岛地区成功实施了万米高空成建制伞降演练。

此举，在彰显俄武装力量决心和能力的同
时，也把俄军的新一代伞降系统及相关装备展

现在世人面前。那么，极地万米高空伞降难在
哪儿？这次演练运用了哪些伞降系统？有什
么特别之处？在实战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请看本期话题——

■本期观察：陈灵进 黄勇 解开平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极地万米高空，从天

而降不容易

世界各国的空降兵训练，伞降高度
通常在1千米以内。

一些专业跳伞运动员和跳伞爱好
者，会挑战 5000米（5000米被公认为跳
伞的最大安全高度）以上的高度。借助
防寒服和供氧设备，他们有时能够在
7500米左右的高空完成跳伞动作。

军用的特种降落伞，比如俄空降兵
的Д-10 降落伞，适用的跳伞高度一般
在8000米左右。

这次，俄空降兵跳伞的地点是北极
地区，最大高度是 1万米。特定的地域
及高度，使伞降实施的难度和危险系数
倍增。

北极地区平时就以天寒地冻著
称。而且，随着搭载空降兵的运输机起
飞爬升，机外气温会随着高度增加相应
降低。1万米高处的气温通常会比地面
温度低 65摄氏度左右，这种严寒以及因
空气稀薄导致的气压降低，通常超出人
体可承受范围。

不仅如此，北极地区的强磁场，会
影响到空降兵所携带导航和通信装置
的使用效果；如果有云层，会遮挡住视
线；碰到强对流天气，大风会直接把空
降兵吹得偏离预定的降落地点。加上
北极大多数地区常年冰封雪裹，到处白
茫茫一片，靠视力难以判明地面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从天而降、达成作战
意图，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这次，俄空降兵成功实施了万
米高空成建制伞降，安全降落在目标地
点；紧接着，其“主力部队”从 2000米高
空伞降着陆，装甲车和其他物资也从
1800米的高空成功空投。

俄空降兵靠什么完成了这次任
务？按照俄国防部副部长尤努斯·叶夫
库罗夫的介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俄
军使用了新一代供氧设备和伞降系统。

显然，俄空降兵这次所使用的新一
代伞降系统、供氧设备、导航系统以及
特种设备，已经解决了在极地高空伞降
所必须面对的抗干扰、减震、保温、供氧
等诸多技术难题。

成功实施，因有多款

装具“兜底”

从这次伞降演练的现场画面来看，
参演的俄空降兵身着新式保暖白色雪
地迷彩，戴着特殊的面部护具，携带有
突击步枪以及为数不少的弹药。这些
装备，只是新一代伞降系统所能承载负
荷的一部分。

负重越多，开伞时冲量就越大，对
降落伞强度等方面的要求也就越高。
由此，可以管窥俄新一代伞降系统及配
套装备的优越性能。

多年来，俄军列装了多款伞具。其
空降兵部队当前装备的单兵降落伞就
有Д-10、Д-12、Д-14 以及“劲弩”系列
特种降落伞等数型。

侦察分队主要装备“劲弩-1”和“劲

弩-2”特种降落伞，空降兵则使用机动
性更强、空中滑行距离更远的Д-10 和
Д-12 型降落伞。据推测，此次万米高
空伞降所用降落伞，很可能为新装备的
Д-14 型或其他新型特种降落伞。因
为，它的空中滑行距离更远，且能满足
空降兵在空中进行武器射击的条件。
“主力部队”所用的降落伞可能为“劲
弩-2”特种降落伞系统。

据有关报道，Д-14 型特种降落伞
是Д-12 的后继型，是一种突击伞。在
继承 Д-12 型特种降落伞优点的基础
上，Д-14 将主伞和备份伞都设计在背
后，让伞兵能方便地在胸前携带武器和
物资。它采用“叶片状”设计，可在空中
完成 180度转弯，甚至能逆风飞行，并能
实现用武器在空中射击。

Д-14型特种降落伞最大载重量可
达 190 千克，允许伞兵从 1200-8000 米
高空、时速 350千米的飞机上跳伞。如
果加上供氧设备等其他配套装置，可以
实现万米高空跳伞。
“劲弩-2”最大载重量达到 150 千

克，可保证俄空降兵从 4000 米高空跳
伞，若穿戴抗荷服和使用氧气罐，还可
从更高处伞降。“劲弩-2”带有悬挂系
统，不仅可以挂载货箱，还能放置小型

无人机以及侦察设备等。
这次从 1800米高空空投装甲车、集

装箱，俄军使用的则是投物系统。该系
统通常包括降落伞系统和空投平台两
部分。

从这次演练后公布的相关信息可
知，这次极地万米高空伞降演练的顺利
实施，与有这些装具“兜底”密切相关。
通过此次演练，接下来俄罗斯就能够借
助收集到的数据，改进和定型新型跳伞
服、氧气罩、降落伞等等，为俄罗斯空降
兵未来作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高跳低开”，只为达

成作战目的

那么，俄空降兵为何选择万米高空
伞降？难道只是一次随机的选择？显
然不是。

对空降兵来说，在什么高度跳伞、
什么时间开伞，都是根据作战环境与任
务需要预先计算出来的。

根据此次演练的内容安排与实施

细节来看，俄空降兵很可能是在演练新
的“高跳低开”战术，即让部队在运输机
飞进敌防空区前实施万米高空跳伞，通
过操控降落伞滑翔数十千米，直接到达
目标地点实施侦察，扫清地面敌对武
装，保卫和保障后续部队顺利实现伞
降。

至于为什么选择万米伞降和千米
左右的高度开伞，这牵扯到安全性和行
动突然性方面的问题。

对战机来说，万米的高度已经处于
飞行相对安全的平流层，不易受天气影
响，且遭到飞鸟撞击的可能性也较小。

另外，从躲避地面防空火力打击的
角度看，万米的高度也相对安全。当
前，除了俄军自身的车载地空导弹系统
外，在北极地区，俄搭载空降兵的运输
机最可能遇到的“对手”，就是便携式防
空导弹和近程防空武器。而这些“对
手”的射高一般都在万米以下，最大射
程不超过50千米。

此次演练中，俄空降兵跳离机舱
后，在空中滑行了近 50千米才降落在地
面。显然，由万米的高度与极地风力共
同“作用”而形成的这一距离，足以让运
输机脱离便携式导弹的打击范围。
“高跳低开”中的“低开”，这次选择

的可能是在 1000米左右或者更高的高
度开伞。一般情况下，空降兵不会过早
地在高空开伞，因为这种选择会增加在
恶劣环境中滞留的时间，难以控制落点
精度，且增加暴露的风险。当然，也不
能开伞太晚，否则会有生命之忧。

跳伞的最低高度通常限制在 150米
以上。因为，跳伞下降过程中，从开伞
到降落伞完全打开需要时间，而 150米
是能确保获得这段时间、保护空降兵生
命安全的最低高度。当然，如果像Д-
10P那样设计有强制开伞系统，最低跳
伞高度还可以继续降低至 50米。对空
降兵来说，开伞高度越低，越能达成行
动的突然性。

因为受地球引力的作用，空降兵在
下降过程中会不断加速，这就决定了开
伞时间必须随着伞降高度的增加而提
前。如果伞降时空降兵负重增加，开伞
的高度也必须相应增加。这次，俄空降
兵在千米左右或者更高的高度开伞，也
必然是多方权衡和精心计算的结果。

战略利益，把“极地”

与“万米伞降”召唤在一起

极地万米高空伞降，对相关装备的
性能要求高，对空降兵的训练要求更
高。这次演练中，也仅是由数十名先头
部队实施了万米空降，后续部队实施的
是 2000米高度的空降。其中原因之一
就是，不经过严格训练、考核筛选，一般
的空降兵完成不了极地万米伞降。

早在 2014年，俄空降兵部队就在北
极地区首次开展了空降演习。经过 6年
磨砺，俄空降兵的综合素质及遂行任务
能力大幅提升。但即使如此，据有关报
道，俄空降兵此前仍然开展了多次高空
伞降训练。遂行保障任务的机组，也对
北极上空的飞行环境及其可能带来的影
响进行多次分析，制订出多种应对预案。

那么，是什么在推动俄空降兵多次
“涉险”开展类似演练？简而言之一句
话：战略利益。

北极地区是扼守亚、欧和北美大陆
的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
值。这里还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矿产和
生物资源。因此近年来，北极地区日益
成为各国关注并展开角力的热点地
区。前不久，美国抛出了格陵兰岛收购
构想，又在此区域实施了核潜艇破冰浮
出、“三叉戟”多国极地联合演习等一系
列行动，更加剧了北极地区的紧张趋
势。

考虑到北极地区的地理条件，大规
模地建设基地、长期部署重兵有些不大
现实。于是，俄罗斯另辟蹊径，开始打
造一支由空降兵组成的“机动作战力
量”，以保证北极地区一旦有事，能够快
速地做出反应。

因此，才有了俄空降兵的这次极地
万米高空伞降演练。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空降兵某

军研究所）

上图：凭借新一代伞降系统及配套

设施，前不久俄空降兵完成了极地万米

高空伞降演练。

版式设计：梁 晨

供图：阳 明 石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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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高空伞降：谁主沉浮
■仪艳磊 郭一伦 王全礼

美海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前不久

进行了火炮实射。不过，提到这次实射

的火炮，一些军迷很细心：“不不不，这炮

不是那炮。”

一提到“朱姆沃尔特”的火炮，不少

人会立即想到原先那一两门“喊了好久

却没露面”的电磁炮。直到该舰下水，电

磁炮也未现身，取而代之的是155毫米

口径的“先进舰炮系统”，据称该系统所

发射炮弹射程超过160千米。但是，“先

进舰炮系统”至今也没发射过实弹。原

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厂家研发的炮弹

贵得吓人。

这次试射的主角是 30毫米口径的

MK46型近防炮。这种炮是熟面孔，之

前曾安装在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

等舰艇上。若追根溯源，它的前身是

配给装甲车辆使用的“大毒蛇”机关

炮。从这款机关炮诞生时算起，它已

年近半百。

MK46型速射火炮成了号称“最先进

驱逐舰”的“朱姆沃尔特”上现今唯一“靠

谱”的火炮系统，事非偶然。

“朱姆沃尔特”在此之前“相中”的近

防炮是 57毫米口径的 MK110型舰炮。

与MK46相比，MK110从射程、射速到适

配弹药种类占有一定优势，但最终该舰

还是“迎娶”了MK46——这个有可能影响

到舰艇隐身性能的火炮系统。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MK46“好养”——经济实用，对

付小型水面目标很有效，能够显著降低

使用成本。

从“朱姆沃尔特”这次对速射炮的

选择可以看出，在成本和性能之间，美

海军对成本的考虑有所增加。若从这

个角度加以推测，其主炮投入使用估计

还有段路要走，毕竟，要找到一款与原

来所设计弹药效用类似却足够便宜的

替代品也不容易。

“ 这 炮 不 是 那 炮 ”
■张 毅 李 想

单兵作为现代陆战场上最基本的作

战单元，其作战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部队战斗力生成。如何有效提高单兵的

作战能力，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

点。如今，单兵战术无人机的出现，进一

步拓宽了士兵在陆战场上的视域，让其

作战能力如虎添翼。本期“兵器控”为大

家介绍3款单兵战术无人机。

近日，捷克防务系统公司开发出一

款共轴反转式螺旋桨无人机PHOLOS，

被称为“狙击手的噩梦”。

该款无人机的特点是便携、态势感

知能力强、擅长即时打击。作为单兵使

用的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只有5分钟，

遥控距离为1千米。只要大致确定了狙

击手的位置，操作者就可以放飞PHO-

LOS，用平板电脑对其遥控。它配备有

昼夜两用摄像头，可以实时回传拍摄画

面。它的声音很小，对方狙击手很难觉

察。当操作手通过摄像头看到狙击手之

后，就可以操纵它冲下去，引爆所携带破

片战斗部，完成对狙击手的击杀。对方

即使藏在灌木丛或者废墟里也无济于

事，摄像头的热红外功能可以轻易地将

其发现。

该公司还开发出了PHOLOS的升

级版——PHOLOSII，其续航时间可达

25分钟，能携带一个重1千克的聚能破

甲战斗部，击穿现代坦克的顶部装甲，而

它的全重只有4千克。

PHOLOS

共轴反转式螺旋桨无人机

以 色 列 航 空 工 业 公 司 研 制 的

RotemUAS四旋翼无人机，最大的特点

是可在完成最后一击前保持“无声”状态。

它具有空中侦察功能，携带高爆手

雷后就变成一种空中制导武器。与固定

翼战术无人机相比，四旋翼的 Rotem

UAS更灵活、机动能力更强。它属于人

工智能武器，具有多种自动化功能，能自

动起飞、着陆或紧急返回，自动导航飞抵

给定的坐标位置，在目标设定之后能自

动观测和攻击，甚至在爆炸之前它还能

根据命令取消攻击。

RotemUAS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

攻击是在“无声”情况下完成。锁定目标

之后，它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方向靠近目

标，等到距离目标100米左右时，会加速

到100千米/小时，然后靠惯性无声飞行，

直到击中目标。

RotemUAS

四旋翼无人机

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正在研制一款

微型无人机，与其他无人机的发射方式

不同，这款被命名为新型“榴弹发射无人

机系统”（GLUAS）的无人机尺寸与40毫

米榴弹相同，用榴弹发射器发射。

这款在研无人机有两个版本，一个

版本类似于滑翔伞，另一个版本则设计

得像能够悬停的直升机。这两个版本据

称都能在600多米的空中飞行数十分钟。

在复杂地形条件下作战，用榴弹发

射器发射无人机不失为一种好思路。它

可以快捷高效地帮助使用者获取战场情

况，让局部战场变得单向透明。

不过，也有专家质疑说，该款无人机

系统所用的锂电池未必能承受住用榴弹

发射器发射时产生的强大冲击力。

GLUAS

榴弹发射无人机

绘图：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