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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技 俄军新型全地形越野车有望年内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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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批准向挪威售“海神”

据俄《军工周报》报道，美国正在加快部署新一代“标准-6”舰载远程防空
导弹的步伐，主要搭载平台是“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与此
同时，美国还不断扩展“标准-6”的任务范围，使其从单纯的防空转向反舰、反
导、对陆攻击等多任务，以便成为美军打造“分布式杀伤”能力的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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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者”导弹通过测试

" 美军宙斯盾舰试射“标准-6”导弹

"

雷锡恩公司的“标准-6”制造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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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欧洲导弹集团（!"#$）最近宣
布，代号“强力者”（%&'()*+)）的轻型
导弹成功通过测试。
据介绍，“强力者”的研制工作

由 !",$德国分部主导，多国合作
研发，采用轻型碳纤维发射管，重量
小于 -千克（内置导弹重量小于 .

千克），射程小于 /千米，是一种由
单兵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
“强力者”可在封闭空间发射，

属于低附带毁伤武器，特别适合城
镇环境作战。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
发射后不用管，可昼夜打击轻装甲
目标和软目标。由于采用模块化设
计，“强力者”可配备多种弹头，如使
用空爆弹头打击躲藏的狙击手等。

! ! ! !据悉，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挪
威出售 0架波音 123“海神”海上巡
逻机，用以替代其原有的 1245“猎
户座”反潜机和“猎鹰267”飞机。根
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的公告，这
项交易的金额约为 8.90亿美元。此
外，被批准出售的项目还包括雷锡
恩公司的 $1:28;海上巡逻雷达、
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的 $<=26>;

电子支援措施和 $$?@A>导弹告警
系统。加装这些设备后，挪威的 123

机队性能将与美国海军相似。
挪威国防部长 6;8B年 88月对

外宣布，挪威为替换其老旧的反潜
飞机和电子战飞机提供了 80亿美
元的预算。挪威将新购飞机的交付
时间定于 6;68年和 6;66年。

! ! ! !全地形越野车因其具有灵活快
速、机动性好、生存能力强的特点，
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部队得到广
泛使用。比如，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
和第 .0游骑兵团，德国 CDC特种
部队和英国空军第 66特勤团都装
备了 E!E全地形车，并在阿富汗和
伊拉克战场上部署使用。俄罗斯伞
兵部队也曾测试一款基于拉达涅瓦
越野车底盘设计的全地形车，俄罗
斯特种部队长期使用以色列 FGHI)

全地形越野车执行任务。
据美国国防出版社网站近日报

道，俄罗斯特种部队训练中心和车
臣汽车制造厂共同研发了一种全地
形越野车，未来将装备俄罗斯的特
种作战和侦察部队。该型车是一种

高机动性小型多用途军车，可以轻
松改造成后勤运输车、医疗救援车、
步兵运输车和装甲作战车。
据悉，俄版全地形车长 E米，重

量 890吨，最大载重 3;;千克，可以
搭载 B名武装士兵（或 J名武装士
兵和 60;公斤物资），最快速度每小
时 8J;公里，一次加油可行驶 3;;

公里。这种全地形车的重量和尺寸
之所以能降到这么低，主要得益于
车体外围采用管架结构，没有安装
任何防护装甲。必要时车门、座椅也
可以拆除，降低车辆自重，以便运载
更多物资。极低的地面压力可以显
著提高该型车辆的越野性能，以便
穿越各种崎岖地形，如沼泽、雪地、
废墟、树林和乱石滩等，并且能适应

草原、沙漠和山地等恶劣自然环境。
俄版全地形车可以配备多种重

型武器，如“科尔德”重机枪（口径
869.毫米）、“佩彻涅格”通用机枪

（口径 .9B6毫米），以及 J;毫米口
径的 $KD@8.或 $KD@J;自动榴弹
发射器，以便有效打击敌方步兵和
轻型装甲车辆。值得一提的是，该车

还能安装无人机弹射器，或者安装
几副担架用于撤离伤亡人员。
在小规模战斗中，特种部队士

兵可以搭乘全地形车长途奔袭数百
公里，深入敌后“闪击”作战，完成任
务后快速撤离战区。

另据俄通社@塔斯社报道，俄
版全地形车正在车臣共和国东部北
高加索山区的古杰尔梅斯训练基地
进行野外测试，计划于 6;8.年 6月
量产，其他用途的车型也将于 6;8.

年上半年陆续推出，并首先在俄罗
斯南部军区和中部军区列装。这种
全地形车 -0L的组件由俄罗斯本
国军工企业生产，整车价格低于美
军同类型的全地形车，而且整体性
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伊英杰

!超地平线"的后继者
上世纪 B;年代末，为了对抗苏联海军

航母和导弹舰艇越来越强的“饱和攻击”能
力，美国海军开始研制全新防空系统，这就
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宙斯盾系统。8-38年，
宙斯盾系统装备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和“伯克”级驱逐舰上，使美军海上防空能
力获得飞跃性提高。
然而攻防对抗的较量永无止境，宙斯

盾系统虽然能凭借较远的探测距离和多目
标制导能力，配合射程 8;;公里的“标准2

6”舰载防空导弹，可以对抗一定规模的“饱
和空袭”，但由于存在地球曲率，宙斯盾的
目标探测雷达难以探测地平线以下的目
标，为导弹提供制导服务的火控雷达同样
对地平线以下的目标无能为力，难以对抗
掠海突防反舰导弹的“饱和打击”。面对反
舰导弹，宙斯盾的探测距离降到 E;公里以
内，拦截距离降到 6;公里以内。
因此，美国海军在两种宙斯盾舰服役

后就开始琢磨“超地平线拦截”，并委托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进行概
念研究。经过反复论证，被称为“协同交战
能力”（英文缩写 M%M）的相关设计在冷战
后期完成。其设计思想是，先由安装在飞机
上的雷达搜索和跟踪远程目标，然后将目
标信息通过军用数据链传输给海上的宙斯
盾舰，由宙斯盾舰发射“标准”系列防空导
弹，当导弹飞出宙斯盾舰的雷达视野后，其
后续引导由空中的飞机完成。
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战略开始“由海

向陆”转型，强调抵近他国海岸的濒海作战
能力，对“超地平线拦截”的需求增加，M%M
便将付诸实施。最明显的举措是立项研制
“标准26”"N(*OE$（美军编号 ?P!@80BQ）
海基低层反导拦截导弹和海上远程防空的
“标准@0”导弹。不过，由于技术难度大、费

用超支，“标准@6”QN(*OE$ 项目最终被取
消，而“标准@0”也被“标准@B”代替。“标
准@B”以“标准@6”QN(*OE$ 为基础，结合
$P!@86;空空导弹的主动雷达制导技术，
费用只有“标准@0”的一半，性能却能达到
“标准@0”的 3;L，而且具有反导能力。

性能不凡的!全能弹"

6;;E年，雷锡恩公司获得为美军研制
“标准@B”导弹（美军编号 ?P!@8.E）的正
式合同。6;;-年 -月，雷锡恩公司获得第
一份“标准@B”导弹的生产合同，价值 -J;;

万美元。6;88年 J月，第一枚量产型“标
准@B”交付美军。6;8J年 0月，“标准@B”导
弹进入全速生产。迄今，雷锡恩公司已向美
军交付近 J;;枚“标准@B”导弹，每枚单价
J0;@E;; 万美元。按计划，美军将采购
83;;枚“标准@B”导弹。
“标准@B”导弹全长 B903米，弹径 ;9JE

米，翼展 890.米，助推器直径 ;90J米，导弹
全重 890吨，最高飞行速度 J90倍音速，最
大射高 JE;;;米，最大射程 J.;公里（也有
资料称 EB;公里），采用中段惯性制导和末
段主动雷达制导。

在“标准@B”导弹研制期间，美国海军
还将部分“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
级巡洋舰上的宙斯盾系统升级到新版本
（代号“基线@-”），以适应发射“标准@B”导
弹的需要。6;8E年 B月，美国海军“约翰·
保罗·琼斯”号驱逐舰成功试射 E枚“标
准@B”防空导弹。之后，美国海军又进行了
多次试射，拦截目标包括超音速和亚音速
无人靶机、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弹道导弹
等，试验结果令人满意，“标准@B”因此获
得了“全能拦截弹”的美誉。

6;8B年 8月 83日，美国海军还在夏
威夷的太平洋导弹靶场进行了首次“分布
式杀伤”作战概念试验，由“约翰·保罗·琼

斯”号“伯克”级驱逐舰发射 8枚改进型
“标准@B”导弹，击沉了 8艘满载排水量
E6;;吨的靶船。

高性能背后的陷阱
“标准@B”导弹的高性能固然令人

羡慕，但同时也要看到它是建立在美军
独有的能力需求基础上的，因为美军追
求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不但要“打什
么仗造什么武器”，还要求武器的技战术
指标明显领先。然而，这种一味追求高精
尖的做法，带来的结果就是武器复杂性
和价格越来越高。
“标准@B”导弹虽然号称大量采用

“成熟技术”，但由于大幅扩展任务范围，
其技术难度仍远超“标准@6”，这也是其
研制周期长达七年的主要原因。不仅如
此，“标准@B”导弹的单价超过 J0;万美
元，约为“标准@6”导弹的 0倍。更重要
的是，“标准@B”导弹要想充分发挥作战
效能，必须依靠庞大而先进的情报侦察
监视体系。所以，“标准@B”导弹是按照
美军作战思想打造的先进武器，也只有
在美军手里才是真正的“全能导弹”。
对其他国家来说，如果解决不了导

弹背后的支撑体系问题，那么就不可能
实现类似的全能化。另外，其他国家在战
略思想、作战需求、技术和工业实力等方
面与美国有很大差别，如果简单模仿美
军的全套做法，太过追求导弹的全能化，
反而会造成“样样通、样样松”，使得导弹
失去明确的作战用途。虽然美国的一些
盟国有财力采购“标准@B”导弹，但这也
意味着它们将进一步被绑上美国的战
车。目前，除了日、韩、澳等极少数与美国
有着军事同盟条约的铁杆盟友对“标
准@B”导弹表现出采购兴趣之外，美国
的欧洲盟友却对“标准@B”兴趣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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