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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广角 兵贵神速！古往今来，军队始终在追求提高机动能
力。

因为具有装载量大、航程远和战场适应性强等特点，
大型军用运输机素有“大国之翼”之称。

作为军队实现快速机动的空中投送核心装备，一个
国家拥有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规模及其性能，往往是综合

国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特定时刻，它往往会成为
关键的砝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战争胜负的天平。

正因如此，在大型军用运输机研发与使用方面，世界
军事强国的每个动向，都会受到高度关注。

那么，当今世界有哪些“重量级”的军用运输机，它们
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如何？请看有关专家解读——

随着相关科技和新材料的发展，无人作战装
备近年来渐入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以新型
无人潜航器和水下机器人为代表的水中无人作战
装备，格外引人瞩目。各种自主式或遥控式的水
中无人作战装备，开始频繁“试水”，承担起侦察、
打击、运输等多样化任务。

在这方面，俄美两国相关装备的进展较有代
表性。

对水中无人作战装备，俄罗斯的研制可谓
紧锣密鼓。2015 年亮相的自主式无人潜航器
“尤诺娜”，在此前后现身的自主式无人潜航器
“护身符”，还有能够悄然接近敌方潜艇、突然发
起攻击的无人深潜器“勇士”，以及俄海军 2016
年起开始列装的“福古”机器人系统，都在该领

域频繁“试水”。尤其是无人
潜航器“波塞冬”的下水和
“赝品”水下机器人的列装，更
是引发高度关注。除此之外，

俄罗斯“军队-2020”装备展上展出的无人水面
平台“网络艇-330”也引发了外媒多重解读。

同时，美国也表现出对水中无人作战装备的
重视。美国海军部为海军配备无人舰艇的计划已
经启动，着手在 2024年前建造多艘大型无人水面
舰艇和无人潜艇。其正在研究的机器人水面舰艇
配备侦察和战斗系统，甚至包括Mk41发射装置。
无人水面舰艇“海上猎人”的试验已经结束，该无
人舰艇可用于应对对手的潜艇。

据外媒透露，美海军部目前已经握有一批相
对廉价的水中无人作战装备，能在一定水域实施
侦察、测绘、打击等任务。其海军配备的一些无人
潜航器，具备在几周内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

但是，专家认为，水中无人作战装备也有明
显不足，如无法像有人舰艇那样同时执行多项
复杂作战任务、易受电子对抗装备压制干扰，
等等。

(李学锋、王麒淞整理)

水中无人作战装备频“试水”
当前，一些国家的高超声速武器研发与列装

处于不断加速的状态。
俄罗斯海军去年 12月进行了“锆石”高超

声速导弹的第三次试射。从护卫舰上发射的“锆
石”高超声速导弹速度达到 8马赫，摧毁了 300
千米处的目标。这次试射取得成功，再次证明
“锆石”高超声速导弹正在向“成熟”状态加速
进化。

因为高超声速导弹足够快，并能在飞行中改
变方向，现有的反导防御系统无法有效应对。英
国有高级海军官员曾对媒体称，如果没有对抗类
似导弹的防护兵器，英国的航母应该禁入该类导
弹的打击半径之内。

这种效用与威力，引得各国相关武器装备研
发人员对以“匕首”“锆石”“先锋”等为代表的
高超声速导弹非常关注。

当前，美国又公布了几个新的高超声速巡航
导弹型号研制或技术验证项目。美国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局与美国空军合作的“吸气式高超声速武
器概念”项目甚至已经完成了一些试验，但首次
自由飞行试验仍告失败。

在欧洲，法国试图成为欧盟首个研发出高超
声速导弹的国家。在亚洲，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
组织进行了“高超声速技术验证飞行器”飞行试
验。日本也试图获得这种以极速见长的武器。

俄罗斯在此领域虽已领先不少，却仍在自我
加压，计划以“赫尔墨斯”导弹系统技术方案为
基础，研制“克列沃克-D2”小型高超声速导
弹，让它肩负起打击敌方指挥所、火炮系统和装
甲车等目标的重任。

显然，高超声速导弹正在成为更多国家竞相
发展的热门兵器。可以预见，在各国倾力推动
下，未来将会有更多高超声
速导弹“破壳”而出，并朝
着高速化、远程化、多用
化、网络化方向不断发展。

更多高超声速导弹欲“破壳”
反无人机，武器装备的攻击目的

不单纯是摧毁，也有抱着“生擒活捉、

拿来研究”想法的。俄罗斯的 Sky-

Wall 100肩扛式反无人机装备，能使

这类想法成为现实。

这款反无人机装备外形酷似火箭

筒，自带的智能传感器可以校准无人

机的方位和距离，并通过计算确定操

作者扣动扳机的时机。该武器最大的

特点是，它所抛投的不是弹药，而是一

张大网。当操作者扣动扳机后，借助

装备内的气体驱动，使这张大网快速

腾空并展开，将无人机缠裹在里面。

同时，它所配备的磁力装置和降落伞，

能让无人机丧失移动能力并安全降落

到地面上。

美中不足的是，该装备有效射程

仅 100米。与其他反无人机装备相

比，它的“胳膊”太短，只能用于特定

环境下的特定目的作战。

“生擒活捉”用网兜

运力强大，各国军队

追求更强空运能力

大型军用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一般
在 200吨左右。传统上被纳入大型军用
运 输 机 范 畴 的 飞 机 中 ，较 轻 的 如
A400M、C-2、安-70 等军用运输机，最
大起飞重量约 140 余吨；较重的如 C-
17，最大起飞重量约270吨。

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货舱空间和载重
能力，一般能够满足陆上主力作战部队
的主战装备装载需求，实现远程投送。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十分重视大型
军用运输机的研发和装备。自上世纪六
十年代以来，美军先后发展了C-141和
C-17两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苏联解体
前，也先后完成安-22 和伊尔-76 两代
大型军用运输机的研制，并着手发展
安-70军用运输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伊尔-76大
型军用运输机钟爱有加，在乌里扬诺夫
斯克重建生产线，研制出采用大涵道比
涡扇发动机的伊尔-76MD-90A，飞机
性能大幅提升。

欧洲也非常重视大型军用运输机的
发展。近年来，他们采取国际合作形式
研发了A400M军用运输机。

日本则研发了 C-2 大型军用运输
机，并谋求对外出售。

与伊尔-76 和 C-17 相比，A400M
和 C-2 两型军用运输机起飞重量相对
较小，但依然具备很强的装载能力，货舱
空间能够用来装载运输直升机和武装直
升机，载重也能满足人员及装备的快速
远程输送要求。

在大型军用运输机装备数量方面，
因为美俄都用其来保障师旅规模主战部
队快速反应，因而装备规模较大。

以美军为例，目前装备的 C-17 有
200多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整建制快
速远程输送并部署其相关部队。

苏联巅峰时期，仅苏联空军就装备
了 300余架伊尔-76。目前，俄罗斯正恢
复大型军用运输机装备规模，拥有上百
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俄军采购的新
型伊尔-76已开始陆续交付。

2019 年，在“中部-2019”战略演习
空中机动科目中，俄军同时出动 71架伊
尔-76MD运输机，在 20分钟内完成 200
件大型装备、2000名全副武装士兵的空
投空降，展示了俄军强大的空中快速投
送能力。

印度也很重视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装备，
共装备伊尔-76和C-17等飞机30余架。

技术复杂，能够独立

研制的国家寥寥无几

对一个大国来说，大型军用运输机
的研制也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程。也正
因此，研制成功后的此类运输机才被称

作“大国名片”。
研制大型军用运输机，首先要具

备与研制大型客机通用的众多技术，
如大飞机设计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
术等。其中，超临界机翼设计技术、高
效结构设计技术，超大规格航空铝合
金/钛合金/特种钢等材料技术，先进
碳纤维预浸料成型工艺，以及模拟自
然结冰试飞等先进验证技术等，都是
一道道需要跨越的难关。

在此基础上，大型军用运输机的研
制难度还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大型军用运输机的总体设计
必须同时考虑满足多种需求。如：既
要求高飞远航，又要实现低空低速空
降空投；既可以按民航运行规则飞行，
又可在复杂作战环境中灵活实施战术
机动，甚至能在土跑道等恶劣条件下
短距起降；既能够运载数百名士兵实
现长航时飞行，也能够装载、空投重型
装备等。这些需求对飞机的设计带来
多维度约束，要求设计必须仔细权衡，
科学制订方案，这样才能保证主要需
求的实现。

二是大型军用运输机需要突出战
术性能设计。为实现短距起降，大型军
用运输机需要采用复杂的增升装置，如
伊尔-76的三缝襟翼，甚至还需要采取
动力增升、滑流增升技术。为实现大角
度战术下降和进场，要采取动力装置空
中反推、高速襟翼协同增阻这些民用客
机不会考虑的技术。为实现在窄短软
跑道上使用，需采用发动机内外涵反推
倒车、多轮多支柱高下沉率起落架和可
调压轮胎等设计。如采用动力增升技
术的 C-17，在与波音-777 重量相当的
情况下，其翼展和机翼面积要小得多，
能有效减小停机占坪面积，使机场得以

高效利用。
三是军用运输机必须确保具备高生

存力。为提高生存力，军用运输机需要
在结构冗余设计、装甲防护、设备管路布
局、电磁脉冲防护、燃油惰化和导弹逼近
告警、主被动光电对抗等方面采取相应
的措施。一些大型军用运输机上配备的
燃油惰化装置总重量达 1吨以上。虽然
它可以采用新技术减重，但仍需在这方
面付出负重较大的代价。

正是因为研制过程中困难重重，所
以世界上能独立研制大型军用运输机的
国家寥寥无几。

以 C-17为例，它和波音-777 飞机
基本属于同时代的运输机，两型飞机起
飞重量相当，波音-777从开始研制到交
付用户使用，用了不到 5年时间。C-17
完成研制工作，用了几乎 10年时间。伊
尔-76从开始研制到首飞虽然只用了 5
年时间，但从首飞至达到相对理想技术
状态，又用了10年左右。

作用关键，扭转战局

甚至左右胜负的有力砝码

大型军用运输机是军事强国维护其
政治经济利益和实现其军事意图的重要
工具，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显著作
用——

1968年苏联安-22在前捷克斯洛伐
克首都布拉格展开大规模机降；1979-
1991年苏联的伊尔-76在阿富汗战争期
间实施了长达十余年的持续投送行动；
美国C-141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沙漠
盾牌/沙漠风暴行动中实施大规模投送；
C-17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反

恐”作战中的大规模使用等等。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大型军用运输

机作为关键的兵力机动和后勤支援依
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赎罪日
战争中，在以色列即将弹尽粮绝之际，短
短 15天内，美军从本土向以色列实施了
500 多架次远程空中投送任务，共投送
物资装备 2万多吨，其中C-141飞行 400
多架次，有力支持了以色列扭转战局并
最终转败为胜。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的伊尔-
76共飞行 1万多架次，运送了 70多万名
军人、30多万吨物资装备，对苏军在当
地行动的展开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此外，在大灾难面前，如海地地震、
印尼海啸、利比亚撤侨等人道主义救援
行动中，大型军用运输机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舞台广阔，强劲需求

拉动其继续创新发展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
迅猛发展，作战形态加速演变，未来战场
上的对抗也必然会不断加剧。

大型军用运输机因其装载量大、
航程远、投送方式灵活以及战场适应
性强等特点，除在传统领域继续发挥
作用外，在未来战场上，也必然会有更
为广阔的能力施展舞台，扮演新的关
键角色。

当前，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应用与发
展正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以大型军用运输机为载具的武
库机概念正趋于成熟。通过空投方式发
射巡航导弹、无人机和回收无人机等新

的作战样式正在呈现，相关实验与测试
不时见诸报端，甚至一些已取得部分成
果。一旦其技术成熟并应用于实战中，
势必会引发更多大型军用运输机加入其
中，发挥类似作用。

二是以大型军用运输机为支撑的
分布式作战概念逐渐呈现。一些国家
着眼未来战场需求，为提高武器装备在
激烈对抗中的生存力，提出对作战资源
进行灵活配置的概念，使包括大型军用
运输机在内的武器装备呈现出分布式
运用特点。

这一概念及思路对其他国家来说
有一定借鉴价值。如果此概念被更多
国家接纳并变为现实，那么，大型军用
运输机就有了新角色定位。以其大装
载量及可在简易机场完成起降等能力，
大型军用运输机必然会成为支撑该类
作战形态的重要依托。

机动是作战的灵魂。空中机动则
是当今各国军队跨越山水阻隔的最快
方式。作为一种兼具强大装载能力、快
速远程运输能力和高战场适应性的载
具，大型军用运输机在未来战场上，必
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技术的发
展、作战形态的改变也在加速推进大型
军用运输机的演变。为适应未来作战
需求和战场特点，一些国家已经提出研
发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的构想。那
么，它的布局形式会不会发生明显变
化？是继续采取目前的传统布局，还是
采用飞翼、混合翼身甚至是隐身布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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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军用运输机

“大国之翼”飞向何方
■赵志忠 马光军 贺勇军

装备动态

■本期观察：张家铭 谢啸天 潘小员

近年来，作战无人机飞速发展，

反无人机装备也随之进入“快速成长

期”。不同的反无人机需求，催生出

形状不同、功能各异的反无人机装

备。有的越发小巧，有的更加多能，

有的独树一帜。今天，向大家介绍几

种各具特色的反无人机装备。

澳大利亚“无人机盾”公司多年来

在反无人机装备研发方面有一定收

获。该公司之前研制的便携式反无人

机枪械，具有通过干扰信号“遣返”目标

无人机的能力。不过，该型反无人机枪

虽称“便携”，仍然重达6千克。

前不久，该公司在反无人机装备

“精巧化”方面再进一步，推出Drone-

GunMkIII“反无人机手枪”。全枪仅重

2.14千克，可随身携带和用单手操作。

该枪能通过对无人机信号干扰，

让无人机或垂直降落或原路返回。

它采用锂离子电池供电，使用时长为

1小时，能干扰多个射频频段，还能干

扰借助卫星导航系统飞行的无人

机。不过，这款反无人机手枪的缺点

也很明显，那就是干扰距离较短，其

对无人机的反制效果，与战场需求还

有一定差距。

变身“手枪”更便携

以色列的Pitbull AD遥控武器系

统和Skylock综合防御系统，是两种不

同的反无人机系统。它们的共同特点

是，既能对无人机进行“软杀伤”，通过

干扰使其难以继续遂行任务，也能用枪

弹或激光对无人机进行“硬摧毁”。

Pitbull AD遥控武器系统能中断

目标无人机的信号传递，令无人机降

落，也能运用机枪系统，自动锁定和

击落地上或空中的移动目标。

Skylock综合防御系统能利用系统

集成的各种雷达探测无人机，确定要攻

击的目标，再通过干扰枪实施软杀伤，

使无人机的通信中断，迫使无人机停

飞、降落或返回发射基地。或者借助算

法，用激光枪对一定距离内的移动无人

机和悬停无人机实施照射，将其摧毁。

Skylock综合防御系统可部署到

边境，也可架设在机场和军事基地

内，保护空域安全。Pitbull AD遥控

武器系统的“座驾”较多，能在全地形

车等更多“战位”上灵活发挥作用。

“软硬兼施”威力大
图①：安-70军用运输机；图②：安-22军用运输机；图③：A400M军用运输机；图④：C-17军用运输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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