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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月 "# 日，澳大利亚海军“巴
拉瑞特”号护卫舰结束了对上海的
友好访问，开赴韩国。“巴拉瑞特”号
护卫舰是澳大利亚海军主战舰艇
“安扎克”级护卫舰的第六艘，排水
量 $%&&吨，舰长 ##' 米，宽 #()'

米，吃水 %)"米，桅高 "*)(+米，续航
力 %&&&海里,#'节。

“搭积木”般造出军舰
“安扎克”级护卫舰是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联合建造的“-./0”模块
化护卫舰。据澳大利亚国防部网站
披露，“巴拉瑞特”号的武器系统、电
子系统、控制台，甚至桅杆等设备都
是按照标准尺寸制成的独立模块，
在岸上由分包商在厂房内组装测
试，然后被运送到船厂，安装到标准
底座上，“如同搭积木一般”。
这种建造方式不仅可以节省安

装时间，最大程度地避免失误，也更

容易进行改装或升级。一名曾在“巴
拉瑞特”号上服役的水兵在澳大利
亚国防部网站留言表示，他所在的
军舰如果出现问题，只要能经停西
方盟国港口，就能随时随地得到维
修保障，因为大家都用的是北约通
用装备模块。很显然，后勤军官应该

非常喜欢这样的“-./0军舰”。

武备设置简单而有效
当然，军舰的最大意义在于作

战，武器装备的搭配设计往往可以
反映出各国海军的风格。例如：俄罗
斯军舰上往往密布各种武器，有一

种战列舰时代的“威武气息”；美国
军舰则隐隐透出几分嚣张霸气。而
此番来访的澳大利亚军舰则带有一
丝朴素而内敛的味道，舰上配备的
武器不多，但各有独到之处，且能相
互密切配合。
“巴拉瑞特”号的对海攻击武器

集中在舰艏部位，甲板前部有 #门
美制 -/(!式 #"+毫米口径隐身舰
炮，紧随其后的 "座四联“鱼叉”反
舰导弹发射器呈“八”字形对峙而
立，形成从 $&公里到 #"&公里的制
海打击火力圈。'单元改进型北约
“海麻雀”舰空导弹系统布置在烟囱
附近。据悉，该型导弹采用能大幅提
高打击精度的复合制导方式，主要
用来对付高速高机动的反舰导弹。
另外，“巴拉瑞特”号两舷架设

有多挺 -"12重机枪，据说是吸取
了 "&&&年 #&月 #"日美国“科尔”
号驱逐舰遭自杀船袭击的教训，同

时也提高了对海盗船的威慑力度。

巨资建“三级保卫网”
据报道，澳大利亚海军正按照

所谓“三级保卫网”配置水面舰艇，
以北部和西部为防御重点。

第一级防线由正在建造中的 "

艘“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为核心，
在建的“霍巴特”级宙斯盾驱逐舰和
“成功”级补给船混编，主要执行远
洋作战与部署任务；第二级防线由
“安扎克”级护卫舰单独组成，其任
务是使用自身的反舰和防空武器支
援第一级防线作战；第三级防线主
要由“阿米德尔”级大型巡逻艇和反
水雷战舰组成，主要用于平时的经
济区巡逻。

如果以上计划能得以顺利实
施，澳大利亚海军将成为西南太平
洋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上力量。

鲁雁南 金凯

兵器百科

美军测试“奈特勇士”系统

俄军大型两栖攻击舰下水

装 备 信 息

! ! ! ! !月 #'日，俄罗斯海军一艘新型
大型登陆舰在波罗的海扬塔尔船厂下
水。该舰排水量 %&&&吨，可装载 #$辆
主战坦克，或 $%辆装甲人员运输车，或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该级舰将与法
国建造的“西北风”级两栖舰一起，构成
俄海军登陆力量的核心。

该型登陆舰（##+## 项目）于上世
纪 '&年代到 *&年代设计。俄国防部于
"&&(年 (月 #日授出 ##+##项目的建
造合同。"&#&年之后，该级舰经历了重
大调整以简化设计并降低成本。目前，
“伊万·格伦”号计划于 "&#$年交付俄
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然而，据扬塔尔船
厂执行经理介绍，“伊万·格伦”号单舰
造价 #)%亿美元，但船厂方面在该工程
上已经花费 ")!+$!亿美元，后续工程、
交付和相关测试还需大批经费。

! ! ! !美国陆军目前正在对“奈特勇士”
单兵穿戴式态势感知系统进行进一步
的试验和改进。该系统仅重约 ")" 千
克，是一种通过“联合战术电台系统”的
单兵电台实现网络连接的智能电话，目
前正在参加美国陆军 "&#"年第二次网
络综合评价试验，接受士兵的评估。在
此次试验中，$& 个步兵排的士兵穿戴
“奈特勇士”系统，参与模拟作战。士兵
对“奈特勇士”系统给出了积极的初步
反馈，但表示有些方面仍需改进，例如：
在夜间能从光亮的手机屏幕上获悉部
队位置信息，但在阳光下很难读取屏幕
上的信息。据悉，一旦“奈特勇士”投入
使用，美国陆军将为每个步兵旅级战斗
队装备 %&&套“奈特勇士”组件（装甲旅
或“斯特赖克”旅的数量可能少于 600

套)。总共 '个旅将接收这种装备，其中
前三个旅将在阿富汗部署使用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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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海军“安扎克”级模块化护卫舰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
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陆军主战
装备的建设又有了新的进展，主战
坦克、精确制导武器、无人化装备、
直升机和新概念武器等陆战装备
是发展的重点。多能化、网络
化、低成本已经成为陆军
装备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 现役“陆战之王”技术稳步提升
坦克是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现代主战坦克的代表

主要有：俄罗斯的 34*&、美国的 -#5"“艾布拉姆斯”、德国
的“豹”!、日本的 *&式、英国的“挑战者”!型、法国的“勒
克莱尔”、以色列的“梅卡瓦”"、意大利的“公羊”等型号。

目前，由“艾布拉姆斯”坦克改造成的 -#5"6.7坦克
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坦克。在观瞄、火控、武器、动力、通信、
防护和车辆管理等多个方面引入数字化技术。此外，美国陆
军还为老式 -#坦克推出升级版本，并命名为 -#5$。
俄罗斯在终止 34*!坦克项目的同时，宣布在现役 34

*&坦克基础上发展 34*&5-“舰队”坦克，计划 "&#!年前开
始批量生产。34*&5-虽是 34*&的改进型号，但其性能大
幅提升，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坦克。

"&#&年 %月 #%日，德国克劳斯4玛菲·威格曼公司研
制的最新“豹”!5+8主战坦克在萨托里防务展上首次对外
公开展出，该坦克战斗全重 %+吨，适于传统军事作战和城
区作战。"&#&年 +月 ##日，日本 #&式主战坦克在日本陆
上自卫队富士学校进行了机动性展示。该型坦克属于日本
的三代半坦克，将用于取代现役的老式 +(式主战坦克和
*&式主战坦克。以色列国防军也开始规划未来坦克发展，
与现役“梅卡瓦”相比，新型坦克重量更轻、尺寸更紧凑。
总的来看，欧美和俄罗斯等国侧重现役型号的技术革

新，印度、以色列等国家则陆续开始研制新型主战坦克，逐
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二 大量先进弹药追求“精确制导”
无论陆战平台有多先进，要发挥其作用离不开高性能

弹药。在弹药性能方面，除了传统的射程、威力等指标，精确
打击能力是其中的热点。
通过对伊拉克战争经验和教训的全面总结，美军提出

了发展“新概念高精确炮弹”的思想，集中力量研制由 976

导航的 :-*'"“神剑”#!!毫米精确制导炮弹。:-*'"的设
计理念是“发射后不管”弹药，它采用了全球定位系统,惯性
制导复合制导技术，在接近弹道最高点时获取卫星定位导
航信号，进行弹道修正，再利用控制弹翼引导炮弹飞向目
标，进行垂直攻击。
俄军也没有放松对高精度制导炮弹的研制。“红土地”

制导炮弹已成系列化产品，“红土地4-"”和“晶面”是其两
种最新制导炮弹。据统计，使用“红土地4-"”执行打击任务
时的弹药消耗量仅为使用传统炮弹时的 #!""!，成本则只
有后者的 #&!""!!。
另外，说到“新概念”弹药就不能不提“巡飞弹”。这种弹

药颠覆了过去“先发现目标，再开火打击”的作战模式，可以
“先开火，后找目标”。英军炮兵部队已经开始训练士兵使用
“火影”巡飞弹。该弹射程 #&&千米，最大速度 $&&千米,小
时，可在目标区域飞行长达 %小时。在开战之初将这种弹药

发射到战区上空后，地面作战单位一旦发现目标，随时可以
指引巡飞弹进行打击。

三 全系列武器家族都要“无人化”
过去提到“无人机”往往是指“无人驾驶飞机”，但是，如

今“无人机”已经发展成一个功能多样，大小齐全，涉及陆
战、海战、空战乃至太空战的全系列武器家族。

"&##年 #月 #日，一种智能无人机在阿富汗投入使
用。这种无人机配备的“戈登凝视”侦察系统装有 *个摄像
头，单机侦察范围可覆盖阿富汗任何一座城镇的全景。美国
国防部向国会汇报未来 $&年航空计划时称，"&#$财年至
"&""财年期间，美军计划将无人机的库存量从 ((!架增加
到 %(!架。另外，美陆军希望在 "&#$财年至 "&""财年期间
购买 #%(架“灰鹰”无人机，为地面部队提供直接支援。美国
陆军专家估计，到 "&#!年无人化装备的比例将达到 $$!。

除了大批采购包括“死神”、“捕食者”等无人驾驶飞机
外，美陆军和特种部队还在着力推进地面无人联合作战计
划。轻小型地面车辆和机器人能协助徒步士兵在城市和街
区巷战中近距离作战。在无人地面车辆方面，"&&(年，美陆
军装备无人地面车辆仅 #%$辆，"&&!年为 #'&&辆，"&&%年
猛增到 (&&&辆，"&&+年又增到约 %&&&辆，预计 "&$&年将
达到地面车辆总数的一半。

目前世界上有 $&余个国家正在发展或制造约 $&&种
型号的无人机，(&余个国家正在使用 '&多种无人机。美国
防务研究公司蒂尔集团公司预测，今后 #&年全球每年购买
无人机的开支将从目前的 !*亿美元增加到 ##$亿美元。

四 直升机为陆军部队插上“翅膀”
为了提高陆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打击能力，传统

的地面车辆和火炮已经难以满足要求，发展新型武装直升
机和运输直升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美国早在《"&&%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就同意陆军采
购 ;14%&“黑鹰”直升机和 514%(“阿帕奇”直升机改进型
的计划。美陆军已经与贝尔直升机公司签署价值 ""亿美元
的合同，在 "&&%""&#$年间生产 $%'架武装直升机。另外，
美陆军还计划将现役 <14(+=“支奴干”直升机升级改造为
<14(+>，以保证“支奴干”直升机服役到 "&$&年。
美国厂商不遗余力改进旧型直升机，欧洲厂商则更注

重研制新型直升机。"&#&年 #&月，欧洲直升机公司宣布完
成了“:$型高速直升机”原型机的首次试飞，该直升机的最
高设计巡航速度可达到 ""&节（约合每小时407公里），有
能力竞争“世界最快直升机”的名号。
目前，俄罗斯也在着手研制第五代隐身直升机，并开始

气动布局试验。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公司公布其第五代直升
机研制计划，除了隐身、大航程等特点外，该机还能对战斗
机发起攻击。此外，俄罗斯米里公司和卡莫夫公司均推出各
自的新一代直升机设计构想和模型。 李夜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