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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的种类很多，但有资格参军服

役的气球不多。进入军队服役的气球

大都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能携带载荷

升空。

热气球比氢气球、氮气球、氦气球

出现得早，有动力的气球如飞艇等则比

无动力的氢气球问世得晚。由于这些

气球都能升到空中，因此问世后不久，

它们便先后被“特招”入伍，赋予了传递

信息、侦察敌情甚至充当弹药投放平台

等任务。

用气球传递信息历史久远。在我

国，诸葛亮被重兵围困时用“孔明灯”报

信的故事流传至今。如今，气球的这一

功用得到大大拓展。不过，现在传递信

息时，已不用纯粹通过气球自身“辗转

腾挪”来实现，气球所起的作用只是空

中平台，传递信息的事交给了它所搭载

的 各 种 载 荷 ，如 通 信 中 继 装 置 等 。 去

年，美军在“雷云”演习中使用了 8 套高

空气球系统。这种气球能飞到数万米

的高空，除进行光电和电子侦察外，它

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通信节点

确保信息传输顺畅，甚至能为远程精确

打击火力提供瞄准信息。

对交战对手进行侦察是气球的“老

本行”。18 世纪末，法国人研制出载人

热气球后，便被该国侦察部队派上了用

场。在与奥地利军队对阵中，法军侦察

人员坐在军用气球“创业号”的吊篮中

升 上 高 空 ，轻 松 地 完 成 了 空 中 侦 察 任

务。冷战时期，气球照样保留着“侦察

兵”的身份。美国曾经针对苏联制作出

一种“间谍气球”。它体形庞大，直径近

40 米，吊篮内配备着先进的摄像机和定

位系统，能在 1.8 万米的高空对苏联进

行拍照侦察。但最终因为气球太“自由

散漫”地“随波逐流”，收效甚微。

系留气球的出现，让其参与侦察任

务的能力大大提升。2001 年爆发的阿

富汗战争中，英军将长 10 多米的气球放

置在 600 多米的空中，下面用钢铁缆绳

固定。通过缆绳中的信号传输线，地面

基站就可以接收到气球上所安装摄像

头和雷达所捕捉到的信息，昼夜不停地

对敌方进行侦听。

如今，气球的这种“好高”“骛远”达

到新高度。美军“雷云”演习中所用气

球，它的升空高度很大。俄罗斯的系留

浮空气球——“美洲豹”高空气球，能在

不需任何技术维护的情况下，在空中停

留 一 个 月 ，可 昼 夜 执 行 侦 察 和 监 视 任

务。在 3000 多米的高度，它能用所搭载

的雷达发现方圆 300 千米内的低空飞行

目标。

用 于 防 空 堪 称 气 球 的“ 神 来 之

笔”。借助气球的升力，气球一度被用

来布设“天网”。二战时期，迫于德国空

军的压力，英军借助气球的拖拽力，在

其中间横连铁索，铁索下悬挂铁丝，组

成一道道空中屏障。这种气球防线，让

德军飞行员难以达到理想的轰炸高度，

有效降低了敌军轰炸效率。不仅是英

军，日本、苏联、美国也曾建立过防空气

球部队。只不过，因为气球体形庞大、

易被攻击等，防空气球部队先后解散。

科索沃战争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部队的狂轰滥炸，南联盟在用“萨姆”防

空导弹和高射炮进行防御的同时，也把

气球这位“老将”请了出来。一番披挂

后浮空气球上阵，在重要目标上空搭起

了一道拦阻网。这些拦阻网，竟把射来

的一些巡航导弹“挡”在了网外。

气 球 的 随 风 而 动 ，给 人 们 留 下 了

想象空间。19 世纪 40 年代，奥地利与

意大利交手，曾放飞了 200 个悬挂着炸

药 的 纸 质 气 球 ，打 算 让 气 球 顺 风 飘 向

意 大 利 军 队 阵 地 ，达 到 轰 炸 目 的 。 当

然，“东风不与周郎便”，风向一变，奥

军的计划就落了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曾制作了

大批“动力气球”——齐柏林飞艇，对协

约国军队进行轰炸。可惜，这种行动缓

慢的庞然大物，在灵活机动的飞机面前

完全没有招架之功。二战中，日本决定

动用“气球炸弹”。他们向美国方向释

放了 9000 多个“气球炸弹”，指望它们能

够顺风飘洋过海，在美国本土“大显神

威”。然而，这些炸弹绝大部分在沿途

“走散”了，一些成功“偷渡”者或未能爆

炸，或只引发了一些森林火灾。

体积庞大、行动缓慢、游走不定、易

被攻击……这些特点使气球在相当长

时间内一直在战场的夹缝中生存。尤

其是飞机等新型飞行器的出现，大大压

缩了气球的用武之地。各种防空武器

的 出 现 ，更 使 得 气 球 的 生 存 力 大 幅 下

跌。

如今，科技的进步给气球的运用又

打开了新的大门。新材料技术的运用，

使高空气球可以直达平流层，避开一些

防空武器的威胁；导航系统与人工智能

的 应 用 ，使 气 球 能 借 力 改 变 高 度 和 方

向，到达目标空域；系留气球的出现，使

它能够在一个空域长期坚守，执行监视

侦察任务；圆润的外形、塑料材质、缓慢

的移动速度和无热辐射等特点，能在不

少雷达“眼中”瞒天过海；释放方便、滞

空时间长、性价比高，又顺应了“低成本

作战”的特点和要求。

众多优长，加上预警雷达、光学红

外设备、通信中继装备等载荷不断小型

化和低能耗化，气球似乎正迎来发展的

春天。有报道称，英国用合成纤维材料

制作的一种智能气球，还能误导敌机将

其判定为攻击目标，堪称“智能版”的防

空气球。

军用气球发展的同时，对其反制的

武器装备也在发展。有专家认为，其最

大的威胁可能是激光武器。从这个角

度来看，军用气球仍然会长时间地飘在

战场夹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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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气球：飘在战场夹缝中
■黄武星

用神话中的人物形象来为武器装

备 命 名 ，是 不 少 国 家 的 做 法 ，如 俄 罗

斯 的“ 波 塞 冬 ”核 动 力 无 人 水 下 航 行

器 、S-500“ 普 罗 米 修 斯 ”防 空 导 弹 系

统等。

一些用星座命名的武器装备，也与

一些神话故事紧密相连。在文化底蕴

的烘托下，武器装备的功能特点更加突

出。意大利的“半人马座”轮式突击炮，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半人马座和人马座都是星座名。

其得名来源于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

形象——上半身是人的脑袋与躯干，下

半身包括腰部和四肢则是马的身体。

用“半人马座”来为研制的轮式突击炮

命名，从一定程度上讲，算得上是意大

利研制方的点睛之笔。

“半人马”形象中的“半马”部分在

神话中代表着力量、持久与灵活，这也

是意大利“半人马座”轮式突击炮的突

出特征。该轮式突击炮研发的初衷，就

是意军在实战中发现，需要一种能够执

行快速侦察、机动作战任务甚至具备主

战坦克火力的装甲车辆。

1991 年，在意大利依维柯·菲亚特

公司和奥托·梅莱拉公司联手下，首辆

“半人马座”轮式突击炮完工。在此后

的测试与实战部署中，凭借动力强劲的

发动机、精心设计的传动装置及车轮弹

性支撑结构等，该突击炮展示出较好的

长途机动、越野与攻击能力。

这一过程中，“半人马座”轮式突击

炮依据需要，演变出一系列车型，如“半

人马座”底盘抢救车、“箭”式步兵战车

和 VBC 系列车型等。因功用不同，这

些车型的车宽、车载装备等相应有所调

整，但在机动性与越野能力方面相差不

大 。“半人马座”轮式突击炮的最大时

速超过 100 千米/小时。

在 2016 年欧洲萨托利防务展上，

“ 半 人 马 座Ⅱ MGS”现 身 。 与“ 半 人

马座”轮式突击炮不同，“半人马座Ⅱ
MGS”采 用 马 力 更 大 的 发 动 机 ，轮 胎

位置向外突出幅度更大，数字化轮胎

压力控制系统、防漏系统和新型悬挂

系统的助力，让该型突击炮在重量增

加的情况下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机动、

越野能力。

“轮式坦克”的称谓，在“半人马座”

轮式突击炮诞生时就有。真正与这一

称谓相匹配的，是“半人马座Ⅱ”轮式突

击 炮 。 虽 然“ 半 人 马 座Ⅱ”选 用 的 是

“箭”式步兵战车的底盘，其火力对标的

却是第三代主战坦克。

“ 半 人 马 座 Ⅱ ”轮 式 突 击 炮 弃 用

105 毫米口径火炮，改用高膛压 120 毫

米滑膛炮，可发射北约绝大多数新型

120 毫米炮弹，包括尾翼稳定脱壳穿甲

弹和多用途弹。在 3000 米距离上击穿

600 毫米均质钢装甲的能力，使其火力

与大多数现代主战坦克相当。

经改进的“半人马座Ⅱ MGS”，其

滑膛炮可发射更多先进主战坦克的新

型炮弹。并列机枪、顶置机枪、榴弹发

射器以及可选用不同武器的遥控武器

站等，使它的攻击能力更加全面。

“半人马”形象中的“半人”在神话

中代表着智慧、灵敏与机变，这契合着

“半人马座”系列轮式突击炮的另一特

点：对突发情况有着较强应对能力。

“ 半 人 马 座 ”轮 式 突 击 炮 项 目 立

项 之 时 有 明 确 要 求 —— 配 备 计 算 机

化 火 控 系 统 。 体 现 在“ 半 人 马 座 Ⅱ
MGS”上 ，便 是 其 拥 有 更 强 的 数 字 化

指挥能力。

以测距仪、第三代红外摄像机、全

景昼/夜瞄准镜、雷达等构成的感知系

统，多功能的指挥、控制、通信与信息

系统……不同程度地集成在“半人马

座Ⅱ MGS”轮 式 突 击 炮 上 ，使 其“ 目

光”更加锐利、反应更加灵敏。

在源于神话的“半人马”艺术品中，

也有手执盾牌的形象。具体到“半人马

座”系列轮式突击炮上，防护力是其一

贯要求。这在“半人马座Ⅱ MGS”上

可见一斑。

“半人马座Ⅱ MGS”炮塔改用楔

形装甲，炮塔和驾驶员位置有独立的防

护装置，驾驶员有紧急出口。主装甲改

用铝合金外挂复合装甲和钢装甲的构

型，在减重同时提升了防护力。

在减少乘员的基础上，车内安装

新 一 代 能 量 吸 收 座 椅 和 踏 脚 板 ，底

盘 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抵 御 地 雷 、简 易

爆 炸 装 置 的 攻 击 。 由 穿 孔 钢 板 制 成

的 储 物 筐 ，有 助 于 提 升 炮 塔 尾 部 的

防弹能力。

当轮式突击炮遇上希腊神话
■谢 安 喻润东

在兵器界，有“疣猪”之称的 A-10

“雷电 II”攻击机无疑是很尴尬的那一

类。自问世以来，毁誉参半不说，它还

多次被纳入“退役”清单。

凭借“皮糙肉厚”，它一次次从“退

役”清单上死里逃生。不过，随着美空

军计划推出新型攻击机 A-X2，“疣猪”

或再次面临出局窘境。

多年来，美军在使用“疣猪”过程中

积 累 了 经 验 ，也 发 现 了 不 少 问 题 。 比

如 ，随 着 他 国 先 进 防 空 武 器 系 统 的 使

用，“疣猪”在生存能力、使用成本与作

战效能方面开始捉襟见肘。于是，A-

X2 攻击机研制计划被抛出。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 A-X2 攻击

机定位的调整，关于近距空中支援的一

些理念也在刷新。

首先是低成本化。美军抛出 A-X2

攻击机研制计划的初衷，一方面是为谋

求更强的对地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则旨

在使攻击机的研制与运用进一步低成

本化。“疣猪”一个飞行小时的费用在 2

万美元左右。美空军则要求新空战平

台每个飞行小时费用在 5 千美元左右，

且 航 程 更 大 、火 力 更 猛 。 不 少 专 家 认

为，这将使 A-X2的选型范围非常有限，

且可能不得不考虑轻型攻击机方案。

其次是近距空中支援一体化。尽

管有“疣猪”这样的攻击机，但更多的美

空军战机正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近距空

中支援航空兵”的角色。如 F-16 战机

配备了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后，其吊

舱内的 70 毫米口径火箭弹就变成了精

确激光制导武器，具备和“疣猪”航炮一

样的威力。为达成近距空中支援一体

化目的，美空军改进了很多空中平台的

瞄准系统。2016 年，美空军组织近距空

中 支 援 一 体 化 群 ，开 展 战 术 层 次 的 试

验。据称，除 F-16 战机外，F-35 战机也

能遂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

随着数字化通信的发展与完善，世

界各国的近距空中支援平台大概率会

呈现出同样的态势——与其他兵种的

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随着信息网络

技术的运用和作用的发挥，一些地面引

导员或能在敌人杀伤区之外引导空中

平台使用武器，并且可以有针对性地调

整要打击的目标。

再次是开始考虑在高风险战斗空

间使用攻击机。以往的攻击机大部分

时间是在中低威胁水平的战斗空间使

用 ，而 不 具 有 应 对 先 进 防 空 系 统 的 能

力。A-X2 攻击机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着一个趋势——未来的近距空中

支援平台，除了要优先考虑在中低威胁

水平下行动外，还要具备在一定的高风

险战斗空间遂行任务的能力。要做到

这一点，除了后期进行人装结合训练、

与各类引导员及友军协同训练外，必然

会要求近距空中支援平台如攻击机等

防护力更强，辅助决策系统运行速度更

快，火力更猛烈。同时，作为提供近距

空中支援主力的攻击机，其新型号将不

可避免地拥有一些新本领，如能够从未

经充分准备的跑道上起飞，可不依赖先

进的地面辅助设备而完成任务等。此

外，更多的一线人员直接呼叫歼轰机、

战斗机来遂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也将

成为今后各国军队近距空中支援力量

发展的趋势之一。

““疣猪疣猪””再次面临出局窘境再次面临出局窘境
■孙 军

各国对航母高速航行能力的追求，

从来没有停止过。持续高速航行能力

如何，一直是各国对新研制航母进行海

试时的重要内容。对航母来说，持续高

航速为何如此重要？

首先，借助持续高航速，航母可以

快速到达或撤出作战海域，在战场上占

据更大主动权。航母以“移动的海上机

场”著称，随着各种舰载机的搭配协同，

防空、反舰、反潜力量的集成，以及编队

舰艇的配合“联手”，以航母为中心的海

上编队战斗力与控制力惊人，有时一两

个航母编队就能影响战局。也正因如

此，航母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在拥有

持续高航速的情况下，航母可以出其不

意地快速部署到位，突如其来地发动攻

击，或在对方发起攻击之前驶离对方的

打击范围。

相比于常规动力航母，核动力航母

持续高速航行能力更强，至少其不用像

常规动力航母那样依赖密集的燃料补

给网。

其次，航母持续高速前进时可形成

更强和相对均衡的甲板风，有利于舰载

机安全高效起降。对滑跃起飞的舰载

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持续的高速

逆风状态，使舰载机可进一步减少起飞

的滑跑距离，用较低的起飞速度就能够

安全离舰，甚至能挂载更多的弹药和燃

油。降落时，持续的高速逆风可大幅度

降低着舰速度和飞行员操作难度，提高

成功率和安全性。在这种状态下，舰载

机甚至可携带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弹

药安全降落。

随着相关弹射系统的强化和战机

速度的提升，有些舰载机对甲板风的依

赖程度有所减弱。但综合衡量舰载机

实战性能和使用效费比，现代舰载机

“向甲板借风”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

择。不少国家的舰载机虽然可以垂直

降落，但短距起飞仍然是其首选的离舰

方式，即起飞时需要经过一段距离的滑

跑。显然，这类“短距起飞、垂直起降”

的舰载机在一定程度上也需借助航母

的持续高航速。

再 次 ，持 续 高 速 航 行 ，能 使 航 母

有效应对潜艇的威胁。潜艇作为反

舰的重要手段，对航母构成的威胁不

容忽视。尤其是随着智能化鱼雷的

使用与不断升级，潜艇的这一威胁程

度仍在提升。对追踪航母的潜艇来

说，如果目标航母能持续高速航行，

那么达成任务的可能性会大幅度降

低。原因在于，潜艇不可能长时间地

在水下高速航行而不被发现。柴电

动力的常规潜艇短时间高速潜行后，

必 须 上 浮 充 电 、换 气 ，容 易 暴 露 行

踪。有些核动力潜艇水下航速虽可

赶上航母，但速度越高产生的噪声就

越大，同样容易暴露。

另外，持续的高速航行能力也为

航母高速大倾角转弯提供了可能。航

母的战时出动一般以作战群方式存

在，这使航母的防御力量较强，防御范

围进一步拓展。如此，一旦发现鱼雷

来袭，航母就有了回旋余地。一方面，

较远的发现与防御距离可以让航母有

时间作出反应，另一方面，高速大倾角

转弯能力有助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

鱼雷的打击。

航母：跑得越快越好
■王晓煊

装备动态

兵器连连看

在去年美军组织的“雷云”演习中，8 套特殊的
高空气球系统现身。据称，这些高空气球系统可
携带太阳能电池和相关侦察、监视、通信设备，在
数万米高空长时间驻留，充当“超低轨道卫星”的
角色。

近年来，围绕对军用气球运用，一些国家付出了

不少努力。除了在侦察、监视、通信、中继、运输等方
面继续“挖潜”外，军用气球用于火箭发射、无人机群
投送等方面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军用气球系统的潜力何在？在武器装备以速度
和隐身能力见长的今天，它为何还能受到如此关注？
请看解读——

美军“战斗天星”小型高空

气球。

资料图片

俄军“美洲虎”第四代防空预警

系留气球系统。

德国 CargoLifter CL 160型军

民两用高空气球。

兵器广角

兵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