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马来亚虎是马来西亚国家象征
之一，其威猛形象除出现在国徽，也
经常出现在银行、大学等机构的标
志中。笔者曾随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访问马来西亚，通过观摩演练、登舰
参观、驻训交流等，深深感到：该国
海军已成为重要的区域性海上力
量，逐渐具备了“猛虎”之气。

特殊地缘带来挑战
马来西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

之间，全境被南中国海分为东马来
西亚和西马来西亚两部分，掌控着
极具战略价值的马六甲海峡。

马来西亚海军于 !"#"年 $月
%日组建，其前身为英国于 &"$%年
在新加坡成立的具有雇佣军性质的
“海峡殖民地海军志愿兵预备队”。
如今，马来西亚奉行近海防御政策，
其海军总人数约 &'(万人，装备有
水面舰艇、舰载航空兵、潜艇，以及
海军特种部队等多种作战力量。
在马来西亚海军“马哈旺萨州”

号多功能船举行的一次甲板招待会
中，笔者有幸与多名该国海军官兵
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流。女军官谢
尔娜表示，她之所以加入海军，是因
为这是一个很有品位的职业！不经
意间，笔者感到，马国海军官兵的气
质似乎仍颇受英国海军的影响。“我
们和平时期主要是加强训练、保卫

领土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安全、协助
打击海盗等。”船长塞巴利的发言则
像在复述一个官方标准答案，“建设
一支适应国家发展利益的强大海
军，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使命。”

武器装备主要靠买
近年来，马来西亚大力推进海

军装备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海军装
备多数从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
俄罗斯等国购进。
据了解，马来西亚海军目前现

有导弹护卫舰 %级 &%艘，其中从英
国购进了莱库级导弹护卫舰 )艘、
从德国购进了吉打州级（梅科 *+

!,,型）导弹护卫舰 -艘、从法国购
进了卡斯图利级（./&0,, 型）导弹
护卫舰 )艘、从意大利引进了阿萨
德级轻型导弹护卫舰 %艘。其中，莱
库级导弹护卫舰“杰巴特”号是马来
西亚海军的旗舰，不仅火力配备较
齐全，具备一定的制海、防空和反潜
作战能力，而且设有海军司令官指
挥室，具备编队指挥能力。
对马来西亚海军来说，坚持“以

需求为导向”和“强调经济可承受
性”是引进装备时遵循的原则。用最
少的钱，集百家之长，建设一支规模
适中、合力均衡、高能可靠的海上作
战力量，使其能遂行中近海作战任
务，并能参加全球反恐、人道主义救
援等任务。“数量不一定要多，精而
管用，这于当下，就够了。”
有人说，马来西亚海军装备集

中在一起，可以举办一次国际装备
展。这种“万国牌”的局面是该国工
业能力偏弱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积极联演提高能力
为了提升海军的能力，早在上

世纪 1,年代，马来西亚就积极与其
他国家展开联合军演。&"1&年，马
来西亚与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签订了防御协定，之后“联防
五国”每年均在东南亚举行联合军
演。&"")年，马来西亚与美国达成
了准许美国海军使用卢穆特海军基
地修船厂的协议，两国海军每年均
举行联合军演。从 ),,%年 (月起，
马来西亚与印尼、新加坡海军实施
海上联合巡逻，打击日益猖獗的海
盗活动，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

),&0年 "月，中国海军和马来
西亚海军首次举行代号“和平友
谊+),&0”的实兵联演。这也是中国
与东盟国家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双边
联合军演。“我期待马中双方每年或
隔一年都进行一次这样的演习，希
望这样的联演机制不仅在双边进
行，也可扩展到域内外国家参与。”
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司令祖基费利上
将表示。随后第二年，中马“和平友
谊+),&-”实兵联合演习如期举行。
由于地缘位置特殊，战略空间

有限，马来西亚的安全策略是既联
合区域外大国，又加强盟国间军事
合作，既与东盟成员国广泛交融，又
保持较高的独立性。 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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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再制造”助力提升核心军事能力

防空专家执掌
“大卫之盾”

扼守南亚战略水道的马来亚虎

! 美军公开展示的GBU-43/B巨型云爆弹

!装备再造"由来已久
提起装备再制造，许多人或许

会感到陌生，但其实早已有之。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就批量实
现了枪弹和炮弹的“复装”。当然，如
今的装备再制造与红军时期的枪弹
再制造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一件装备的寿命周期包括论证

设计、制造、使用、维修和报废等数
个阶段，现代意义上的装备再制造
不仅面向装备使用阶段，更是对废
旧装备通过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
的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最近
有消息称，俄罗斯将耗费 -0,亿卢
布为唯一一艘航空母舰“库兹涅佐
夫海军上将”号“延寿”，预计能为这
艘已服役 ),年的“元老级”装备再
增加 ),年的军旅生涯。这就是一次
典型的装备再制造过程。
即便是以“不差钱”著称的美军

也对装备再制造技术极为倚重，以
美国陆军装备的“艾布拉姆斯”2&

系列主战坦克为例，虽然该型坦克
早在 &""$年就已经停产，但时至今
日，美军依然每年都会接收“新货”。
它们都是对“退休”或封存的 2&坦
克进行全面翻修和升级的产物。
可以说，通过发展装备再制造，

不仅可促进高技术武器在战争中的

深入应用，更能有力助推武器装备
维修保障体系变革，是节省军费、提
升装备性能的重要举措。

尖端技术!量体裁衣"

从流程上看，装备再制造主要
包括拆解、翻新、组装、测试、出厂等
五个环节，这其中除了拆解和翻新，
其他环节与制造一件全新的装备大
同小异。但正是由于省去了制造全
新装备中的大型结构铸造和零部件
生产等环节，从而大大降低了制造
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今的装备
再制造过程中，包括超音速等离子
喷涂技术、废旧零件寿命预测和评
估技术、纳米电刷镀技术、纳米自修
复添加剂技术等在内的创新尖端技
术已得到广泛应用。一个伤痕累累
的报废齿轮，经过自动化等离子熔
覆竟然变得焕然一新；一扇即将报
废的发动机叶片，用纳米电刷镀一
下，过几天就可助力战鹰腾飞；还有
服役期满的老旧发动机，到再制造
流水线上走一遭，各项指标就能再
次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然，装备再制造针对不同的
装备和零部件也是“量体裁衣”，因
零部件而异。就拿美军的 2&系列
坦克为例，其配套的 *34+&0,,燃
气涡轮发动机、车体、炮塔等部件都
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再制造措施。
对涡轮发动机而言，主要针对发动
机叶片采取激光沉积和增材工艺等
进行修复。车体和炮塔上较小的零
部件经过修复后只要喷一层防锈漆
就可存放，而车体上较大型的缺陷
就必须请出超大型高速喷丸机等大
家伙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理”。

!再生战力"至关重要
事实上，如今的装备再制造不

只是对老旧装备的“修修补补”，更
可使再制造装备的性能远超原来的
设计指标。美国空军的 5+0)战略
轰炸机至今已服役超过 0,年，经过
两次再制造升级后的 5+0)6，作战
性能得到显著提升，预计服役寿命
将延寿到 ),7,年。

专家指出，虽然目前装备再制
造技术还存在诸如寿命评估、防腐、
防污等基础性难题，新装备中铝合
金、钛合金等轻质材料和功能材料、
信息化装备中的电子信息系统等再
制造问题还有待解决。但随着信息
技术、微纳米技术和增材制造技术
的加速发展，装备再制造也驶入了
短时间快速修复的“高速路”。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西方国

家多采用的尺寸修理法和换件修理
法等基于原型产品制造工业而来的
再制造，中国科学家创新性设计出
基于尺寸恢复法和性能提升法的装
备再制造技术，有效解决了再制造
过程中存在的生产成本和节能减排
等方面的问题。 张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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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之母：美军最强常规炸弹

! 即将接受延寿改造的俄海军!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

! ! ! ! %月 &7日，美军一架 28+

&7,6运输机在阿富汗楠格哈尔
省阿钦山区投下 &枚重达 "'1吨
的巨型云爆弹，摧毁了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 &个指挥部、多处
掩蔽坑道和大批武器弹药。据报
道，这种代号 359+%7:5的炸弹
是美军现役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
常规炸弹，在美军中有“炸弹之
母”的绰号，这次轰炸行动也是这
种武器首次投入实战。
据介绍，美军研制这种武器

始于 ),,)年，当时是为了对付伊
拉克大量修筑的地下堡垒。炸弹
的研制工作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
室承担，生产商则是俄克拉荷马
州的麦卡莱斯特陆军弹药厂。这
种新炸弹是一种“巨型云爆弹”，
其英文缩写 2;*5恰好与“炸弹
之母”（2<=>?@ ;A *BB 5<CDE）相
同，于是这个绰号不胫而走。这种
炸弹正式列装美军后，其正式的

装备序列名就是 359+%$:5。
359+%$:5的弹体基本呈圆

柱形，长约 "'F米，弹径 &',$米，
圆锥形的头部两侧有 F根探杆式
引信，弹体中后部有 F片较大的
梯形弹翼，尾部有 %个可折叠的
格栅尾翼。炸弹内装 1'0吨 6+-

特种混合炸药（由 %%G黑索金炸
药、F"'0G4H4 炸药、F!G铝粉、
0G石蜡和 ,'0G氯化钙组成），爆
炸威力相当于 !!吨 4H4炸药。

美军研制 359+%$:5的花费
约为 $'!%亿美元，而每枚炸弹的
单价约 !(万美元。359+%$:5虽
然威力极大、轰炸精度也不错，但
由于这种炸弹太大太重，只能用
28+!$,6运输机投放，这就意味
着美军在使用这种武器之前必须
首先夺取战场制空权。 石宏

随着现代化装备的造价
越来越昂贵、生产过程越来越
复杂，各军事强国都颇为重视
发展“装备再制造”技术，即通
过技术手段修复、改造老旧装
备，提高它们的性能指标。经
过合适的“再制造”，不仅可以
将相关武器装备的使用寿命
延长数倍，甚至可以大幅提升
它们的作战性能。可以说，装
备再制造技术对实现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提升核心军事能
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