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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兵器

前不久俄塔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
司负责人罗斯泰克·谢尔盖·切梅佐夫宣布，将于
2021年开始向俄罗斯军队批量交付最新的T-14
坦克。

去年 8月，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丹尼斯·
曼图罗夫曾透露，包括 T-14 主战坦克在内的俄

罗斯新型重型装甲战斗车辆已经进入量产阶
段。同年 9月又有消息称，俄罗斯一些军事院校
已经开始培训T-14坦克乘员。

一连串举动，在回应外界关切的同时，处处
体现着俄罗斯各方对 T-14 坦克研制、列装工作
的高度重视。

那么，这款新型坦克，是否真的像切梅佐夫所
说的那样，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在信息
化战争的大背景下，俄罗斯这时推出新一代主战
坦克到底有何用意？T-14坦克又有什么过人之
处？它的出现能否成为新一代“陆战之王”发展的
新路标？本期，让笔者带您走近T-14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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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本期观察：张伟杰 雷 柱 孙 斌

“及时回踩一步”研制

而成的先进坦克

对 T-14 坦克来说，2015 年现身于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
式是它的高光时刻。当时，全球目光聚
焦莫斯科红场，它的出现自然立即引起
各国高度关注。

后来，随着它的相关信息逐渐被披
露，不少媒体认为，T-14坦克已经部分
呈现出新一代“陆战之王”发展的新方
向。有英国媒体评论称，T-14 坦克在
一些方面已经超过M1A2、“挑战者Ⅱ”
以及“豹Ⅱ”等西方国家第三代主战坦
克的性能，并将有效对冲掉在此之前西
方各国一度在坦克研发领域取得的
优势。

和其他国家一些媒体的评价相比，
俄罗斯官方及相关研制方的表述则充分
显示着他们对 T-14坦克的信心。有俄
罗斯官员声称，T-14坦克已经领先西方
主战坦克 15年至 20年。且不说这种表
述有多少翔实数据和实战表现证明，单
单 T-14 坦克研制成功这一点，已成为
俄罗斯在主战坦克研发领域重新开始
“领跑”的重要象征。

作为幅员辽阔的军事大国，俄罗斯
十分重视发展地面装甲力量。

早在 20世纪 40年代，苏联就已成功
研制出 T-34这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坦
克。20多年后,T-64 坦克问世，那时的
T-64靠着众多“第一”被苏联视为镇国
之宝：第一种使用自动装弹机的主战坦
克、第一种装备 125 毫米滑膛炮的主战
坦克、第一种能够发射炮射导弹的主战
坦克，西方甚至直到 10多年后才确认了
这型坦克的存在。

T-64坦克的设计理念对世界坦克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冷战时期，苏联
军队的“钢铁洪流”一直被称作悬在西方
各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使是
今天，经过改进的 T-64 坦克仍是乌克
兰武装力量的主战坦克。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后来在
主战坦克研发领域的优势逐渐消失。
海湾战争期间，面对美军的M1A2坦克，
伊拉克军队装备的 T-72M坦克处于明
显劣势，苏式坦克被骨感的现实拉下了
“神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很大一
部分军事遗产，并开始研制新一代T-95
主战坦克。由于使用新技术过多，T-95
主战坦克难以迅速投产形成战斗力，
2010年该计划下马。

与此同时，俄罗斯决定在保留T-95
坦克基本框架基础上，将部分子系统简
化。靠着“及时回踩一步”，他们研制出
了T-14“阿玛塔”坦克。
“阿玛塔”在一些地方的古语中意为

“祖先的力量”，以此命名T-14坦克，颇
有几分向 T-34、T-64等苏式经典坦克
致敬的意味。

去年8月，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

丹尼斯·曼图罗夫对媒体表示，T-14坦克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有媒体称其为“新一
代‘陆战之王’发展的第一个新路标”。

诸多新技术随身的

“陆战之王”

能被称作“新路标”，T-14坦克自然
有其过人之处。纵观坦克发展史，T-14
坦克称得上是世界上首型采用无人炮
塔、隔舱化设计等技术的主战坦克。

无人遥控炮塔。T-14坦克的特点
之一是采用了无人遥控炮塔设计。无人
遥控炮塔上装有一门 125毫米口径滑膛
炮，能发射穿甲弹、破甲弹、炮射导弹等
弹药。同时，炮塔还配备了双管机枪和
亚口径炮，用于攻击低空飞行的直升机
和其他飞机。

因为炮塔内没有乘员，一方面无须
考虑发射炮弹时产生的烟气等问题，炮
塔的旋转速度及打击能力远超传统有
人炮塔；另一方面，由于炮塔体积减小，
又取消了传统坦克炮必备的抽烟装置，
使得 T-14 坦克可以进一步强化车体
装甲。

隔舱化设计。当前的 T-14坦克主
要是作为有人员操控的装备来使用的，
因此，在保证成员安全方面，它大大向前
迈进了一步，采用了隔舱化设计。

海湾战争期间，不少苏制坦克发生
过因炮塔被击飞导致乘员伤亡的事。鉴
于此，T-14坦克采用了革命性的隔舱化
设计，将坦克内的弹药、油料及发动机等
舱室单独设置，3名乘员均位于坦克前

部的装甲乘员舱内，乘员舱与无人炮塔
完全隔绝。

这种高强度的装甲舱，以及独特的
武器分离设计，解决了以往坦克存在的
弹药殉爆连锁反应问题。即使 T-14坦
克被远程火力击中，弹药发生殉爆，坦克
乘员也有机会生存下来。同时，这种设
计也便于更换坦克的战斗模块，即使受
到损毁，也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更换模块，
迅速恢复战斗力。

主动防御系统。配备新型主动防御
系统，是 T-14 坦克不同于其他坦克的
主要特征。

这套由俄罗斯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
研制的主动防御系统，据称由紫外线侦
测系统、多面小型主动相阵雷达、先进的
数字化火控电脑和拦截弹发射系统共同
组成。它能同时追踪数十个空中或地面
移动目标，指挥车载武器系统有针对性
地进行拦截。

加上烟幕发射器及爆炸反应装甲，
它们能共同为 T-14坦克提供多层次的
有效防护。

新型发动机。T-14 坦克拥有 7对
负重轮，车体长度和重量超过上一代主
战坦克。它所配备的双涡轮增压柴油发
动机动力强劲，在燃油效能上有较大提
升，还能够自动预防动力系统过热；所采
用的液压传动装置以及半主动悬挂减震
技术，能使坦克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
境，机动性能“碾压”西方国家部分主战
坦克。

高度信息化。T-14坦克配有先进
观测系统、自动火控系统等信息化设
备。车组人员不必暴露在坦克外，就可
通过各种车载系统和计算机感知态势、
接收情报、处理信息、发送指令，在复杂

环境和条件下作战。
按照设计，T-14坦克还能作为信息

化作战系统中的一个节点，与其他作战
平台共同分享相关信息，形成体系化的
作战能力。

前不久，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
所属乌拉尔机车车辆制造厂向媒体证
实，根据俄国防部订单要求，该厂生产
的新型 T-14坦克已通过无人驾驶模式
测试。

虽然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负责
人罗斯泰克·谢尔盖·切梅佐夫表示，T-14
无人驾驶型坦克不会量产，这只是未来
机器人装备的技术工艺展示品，

但这也部分证实了一点：T-14坦克
的“无人版”其实已触手可及。

频繁亮相的背后是

多重考虑

“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术论坛期
间，俄罗斯再次高调展示了T-14坦克。

实际上，自 2015 年 T-14 坦克掀开
“盖头”后，就再未缺席过历年的纪念卫
国战争胜利阅兵式。俄国防部及国家技
术集团公司也多次向外公布 T-14坦克
性能测试、参加展览、批量生产等消息。

作为新一代的“陆战之王”，T-14坦
克本来就够引人注目，俄方又如此高调
宣传，其中自然蕴含深意。

展示先进军事技术。受内外各种因
素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利用有限资
源重点发展新型核武器、非对称作战武
器等“撒手锏”武器较多，在常规武器装

备研发方面则有所欠账，一定程度上存
在紧迫感。

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推出“阿玛塔”
这个重型履带式标准化平台，并以此为
基础，先后研发出T-14主战坦克、T-15
步兵战车、T-16 装甲维修车等武器装
备，不仅展现出先进的军事技术水平和
强大的科研能力，表明俄方在常规武器
研发领域依然有能力压制对手，而且大
幅降低了研发成本，为武器装备保障一
体化奠定了基础。

前不久，T-17新型“坦克歼击车”相
关研制消息也见诸报端。由此看来，俄
罗斯不仅在打造铁甲洪流方面独树一
帜，在反坦克武器系统研制方面同样握
有“金刚钻”。

增添战略博弈筹码。近年来，美俄
在中东欧地区展开对抗。特别是从德
国撤军后，美国以保护北约成员国领土
完整为由，在波兰增加了永久性驻军，
并开始着手将部分美军轮流部署在波
罗的海三国。这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
的M1A2主战坦克、斯特赖克装甲车会
成为俄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这一连串
举动使俄罗斯如鲠在喉，战略压力明显
增大。

作为回应，俄罗斯陆军宣布，新研制
的 T-14坦克将首先装备给塔曼师近卫
第一坦克团，提高俄军地面突击能力，这
无疑给俄罗斯国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今
后，T-14坦克一旦大批量列装俄罗斯陆
军作战部队，则无论是对抗北约东扩，还
是对抗美军地面作战部队的威胁，它都
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T-14坦克通过
寒区作战测试后，还有可能列装北极地
区部队，为俄方在北极地区战略博弈增
添筹码。

打开国际军贸市场。俄罗斯是世
界第二大武器装备出口国。在俄国防
部短期内无法大量采购 T-14 坦克的
情况下，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将
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希望签下 T-14 坦
克出口订单，以分担研发成本，继续完
善技术。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也表示，
已经收到一些国家的初步咨询，一旦获
得出口许可，即有望向这些国家出口T-
14坦克。

显然，面对 T-14坦克，一些国家还
在观望。尽管 T-14坦克在叙利亚战场
上进行过实战测试，但仍有媒体认为，它
目前的造价较高，相关技术未完全成熟，
实战检验不够充分，成为名副其实的第
四代“陆战之王”尚有距离。这些疑虑，
都需要 T-14坦克用更出色的现实表现
一一加以打消。

事实上，尽管坦克看似简单，但考虑
到主辅火力、防御装备、动力系统和电子
通信等诸多方面，无疑是当前研制难度
最大的作战车辆之一。更不要说，此后
的坦克还要装配电热化学炮、与无人机
联手、深度运用人工智能等。单单从这
一点来说，T-14坦克这个新平台与新接
口的成功研制已属难能可贵。

版式设计：王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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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坦克—

俄制“陆战之王”驶向何方
■张旭日 谢啸天

前不久，因发生故障而失去航行能

力的自由级濒海战斗舰“底特律”号被

拖船拖回美国本土。由此，该级濒海战

斗舰再次引发美国海军高官的责难。

有关官员甚至建议将已经服役的10艘

自由级全部退役，并停止建造另外6艘

正在建造的该级舰。有评论认为，虽然

只是建议，但这无疑坐实了美国海军对

这级舰的失望态度。

自由级濒海战斗舰是由美国洛克

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的准护卫舰。从

所用技术上讲，它较“任性”。舰体的隐

身设计、武器装备的模块化设计、航电

系统与航速方面的较高要求、舰体后部

升降平台的设计，等等。很多高新技术

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股脑儿用在

这级舰上，企图借此让它在距离海岸较

近的区域执行多种任务。

事实证明，任性是要付出代价的。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毕竟是航空航天

制造起家，对军舰的设计经验相对不

足。它所研制的自由级濒海战斗舰服

役后可谓是故障连连，而且大都是“心

脏病”等大病。

比如，首舰“自由”号，先是因海水

渗透毁坏燃气轮机，后来在新加坡多次

因故障失去动力，再后来柴油机又发生

事故，还导致人员丧生；2号舰“沃思

堡”号曾经在新加坡搁浅6个月；3号舰

“密尔沃基”号从造船厂出航时发生故

障，被拖回母港。这次则是4号舰“底

特律”号，因联动齿轮损伤导致军舰失

去所有动力。在此之前，5号舰“小石

城”号也曾因发生故障搁浅于蒙特利尔

港 4个月。8号舰“比利斯”号，则在

去年因动力失灵，在蒙特利尔港与船只

相撞。

10艘现役自由级已经有6艘发生

过严重故障，这让美国海军非常沮丧，

一些美国媒体甚至认为自由级的建造

与使用就是一场工程灾难。

按说，如果研制方及时加以改进，

起初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后期交付的军

舰形象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出于种种

原因，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再次显示出

了任性的一面——对该级舰的改进

与维修保障依旧不给力，该出的问题照

出不误。

据《简氏防务周刊》网站的相关报

道，前不久，美国海军公布了一份招标

文件，开始着手发展一种新型多任务导

弹护卫舰，这型护卫舰将成为未来美军

小型水面舰艇的主力。这多少已经表

明，自由级濒海战斗舰的前途堪忧。

任性的“自由”有点悬
■邢 东

“怪蛇-5”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

研制的第5代空对空导弹，是“怪蛇”

家族中最先进的一型导弹。

该型导弹可充分体现红外制导方

式的特点。和红外点源导引头的紧盯

明显“热点”、易受云雾烟尘影响及被其

它热源“诱惑”不同，“怪蛇-5”采用的

是红外成像制导方式。导弹上的红外

成像器能够根据目标及背景的温度变

化及辐射能量的差异，形成清晰的“热

图”，不仅视角宽广，而且“看”得更加精

细，能对目标关键部位实施精准打击。

相对复杂的红外对抗系统加上先

进的惯性导航系统，使“怪蛇-5”能够

发现贴近地面飞行、热量信号较低的飞

行器。不仅如此，它从任何角度发射都

能实现自动寻的，还可以在发射后再锁

定目标。因此，“猎物”一旦被这条“怪

蛇”盯上，将难以逃脱被击中的命运。

红外制导——

“怪蛇-5”空空导弹

精确制导武器，是综合运用高精度

探测、制导及控制技术，能从复杂环境

中筛选攻击目标，并精准命中其要害部

位，进而达成“外科手术式”打击意图的

武器装备。本期兵器控为大家介绍3

种采用不同制导方式的精确制导武器。

激光制导武器发现目标，主要是

通过接收目标漫反射激光来实现的。

此类武器上的激光接收器相当于“眼

睛”。根据激光照射来源等方面的不

同，它有激光半主动寻的制导、激光主

动寻的制导、激光驾束制导方式之分。

激光半主动寻的制导相当于占据有

利地形的同伴，拿着手电筒照亮某个目标

点，长“眼睛”的弹头或弹体发现反光后朝

着目标飞；激光主动寻的制导则相当于弹

头或弹体自带手电筒照亮并发现目标，朝

着目标方向飞；激光驾束制导则相当于同

伴手持矿灯照向目标，长“眼睛”的弹头或

弹体沿着矿灯发出的光轴朝着目标飞。

当然，这里的“手电筒”和“矿灯”发出的是

激光，激光的形态、作用也有所不同。

俄罗斯的“赫尔墨斯”导弹是一种激

光半主动寻的制导导弹，借助载机的激光

照射器照射目标，导引头会根据反射回来

的激光信号对导弹飞行姿态进行调整。

激光受云雾天气、烟雾等影响较

大，因此，激光制导方式常与其他制导

方式综合使用，以确保命中目标。

激光制导——

“赫尔墨斯”导弹

卫星制导听着很高大上，但原理并

不复杂。采用这种制导方式的炸弹或

导弹，其弹体上都加载卫星导航系统信

号接收机，接收机通过接收多个卫星信

号来确定炸弹或者导弹的实时速度、位

置及姿态信息，用来进行制导。

卫星制导方式优缺点并存，其缺点

是导弹上的接收机易受干扰而与卫星

失联，还可能被来自敌方的虚假信号欺

骗。因此，卫星制导方式常会与捷联惯

性制导等方式“联手”，固化为制导套

件，充分发挥惯性制导不受外界干扰、

可靠性高以及卫星制导定位准确、精度

较高等各自的优势，确保攻击成功。

法国的AASM导弹有卫星/惯导

和卫星/惯导/红外图像制导两种改

型，可以兼容多种卫星导航信号。复

合制导方式的运用，使得这型导弹精

度和抗干扰能力明显提高。

卫星制导——

AASM导弹

兵器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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