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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讲武堂

■最新发现与创新

土耳其派 F-16 战斗机击落俄罗斯战机！

11月24日，这一爆炸性消息引起世界关注。有

媒体发表文章分析称，若俄罗斯与土耳其爆发

空战，俄空军会输得很难看。果真这样吗？科

技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空军装备研究院军事专

家张文昌。

文章表示，现阶段俄罗斯空军的问题不仅

仅是装备落后，同时存在于人员训练水平上。

对此，张文昌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无论

在装备还是人员训练水平上，俄罗斯和土耳其

实际上各有千秋。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

比如战机数量和规模，可动用的各种资源等

等，土耳其和俄罗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总体来看，即便是现在在叙利亚执行任

务的俄罗斯战机也不比土耳其差。”张文昌

说，在俄罗斯执行任务的苏-30SM 是俄罗斯

针对美国 F-15 战斗机而研制的一种多用途

重型战斗机，具有很强的近距格斗能力、超视

距打击能力和主被动电子对抗能力。而土耳

其的 F-16属于轻型战斗机。

“航空界、军事界一般认为，重型战斗机

比轻型战斗机作战效能要高不少，它们俩不

在一个量级上。”他指出。

张文昌说，从武器上讲，土耳其F-16装备了

AIM-9X近距空空导弹，也有AIM-120中距空

空导弹。AIM-9X是红外成像制导，可发射后不

管，准确性高、抗干扰能力强。俄罗斯战机装备

的R-73近距红外空空导弹，从性能上讲稍逊色

于 AIM-9X，但 这 不 等 于 空 战 时 就 一 定 比

AIM-9X弱。其实R-73性能也非常好，可以执

行大离轴角的攻击。这使得R-73基本不惧与

AIM-9X空中对抗。同时，俄罗斯有R-77中距

空空导弹，基本性能与AIM-120不相上下。

“因此，从武器上讲，俄罗斯不逊色于土

耳其。而从发射平台上讲，俄罗斯已经占了

优势。一对一对抗，俄罗斯不输于土耳其。”

张文昌说，“如果单单从部署到叙利亚的空中

力量来说，俄罗斯并不占优势。但是，如果双

方都做好了准备，真要打一场仗的话，俄罗斯

肯定不会用这几架战斗机去发动一场战争。”

今年8月份，俄罗斯的《军工信使》周刊发表

文章称，就飞机和直升机数量而言，排在第一位

的是美国空军，共拥有13902架，紧随其后的俄

罗斯拥有3429架，土耳其仅仅排在第九位。

“俄罗斯空军在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这

是国际公认的。因此，从战机的数量和质量

上讲，土耳其和俄罗斯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

上。”张文昌说。

针对两国人员训练水平，他指出，俄罗斯

和土耳其是两种训练体制。土耳其是北约成

员国，经常参加美国的红旗军演，学到了很多

先进经验，实战经验应该很强。客观说，俄罗

斯空军曾经历了因为技术装备老化、军费缺

乏而导致飞行训练大幅度减少、战斗力下滑

严重的一个阶段。但开始于 2008 年的“新面

貌”军事变革后，战备训练搞得非常多，很多

演习规模相当庞大，“从乌克兰危机中看俄罗

斯空军的表现，与以往也是大不一样，能力有

了明显提高。另外，俄罗斯飞行员敢打敢拼，

作风非常硬朗，这个方面特别突出”。

“因此，两国飞行员各有特点，在人员训练水

平和军事素质上，不好说谁比谁差。”张文昌说。

“现在打仗讲究体系作战，讲究的是综合

实力。所以，一个飞机对一个飞机的这种单

打独斗的对比，已经失去意义了。现代空战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作战，土耳其从空战体系

完善程度上要比俄罗斯差。”张文昌指出，

“这只是讲小规模的冲突。 如 果 是 大 规 模

的战争，仅仅从数量讲，俄罗斯就已经占据

了很大优势。而且，俄罗斯的战争潜力非常

大，战争时可以动用的资源更不是土耳其所

能比的。”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5日电）

俄土若爆发空战，谁能笑到最后？
本报记者 张 强

“ 你 的 音 乐 品 味 实

在是太差了！”在太空中

与“火星探测组指挥官”

梅丽莎紧紧相拥时，“宇

航员”马克抱怨道。

令影迷期待已久的

太空科幻大片《火星救

援》终 于 在 国 内 上 映 。

片中，6 名首次登陆火星

的宇航员遭遇风暴，匆

匆结束任务，混乱中马

克被留在火星，成为“太

空鲁宾逊”。幸运的是，

在各方努力下，他最终

获救回到地球。

独自在火星上度过

的 500 多天（火星日比地

球日长 40分钟左右）里，

马克是怎样生存的？梅

丽莎存在电脑里的迪斯

科 音 乐 显 然 只 能 作 为

“精神食粮”，他更需要

适 宜 的 环 境 和 物 质 条

件。结合片中的科技元

素，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副研究员、科普专家郑

永春向记者介绍了火星

上的生存之道。

防辐射是
重大难题

居 住 舱 具 有 温 度 、

湿度和空气调节功能，

是马克在火星上的家，

也是他得以生存下来的

重 要 保 障 。 郑 永 春 认

为，这是人类探索火星

之前必须解决的重要前

提。

他 介 绍 说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已建立火星生存模拟系

统，对航天员进行训练，

为在火星长期生存做准

备。该系统拥有独立的

生命保障系统，分为上

下两层，包括起居间、工

作站及模拟气闸舱。目

前这套系统还在进一步

改进。

而 对 于 火 星 辐 射 ，

影片中描述得较少。郑永春表示，火星上辐射太

强，人类还没研发出适当的防护手段。

他介绍，在前往火星的途中，航天员主要面临两

类危害健康的辐射粒子。一类是剂量较低但长期存

在的银河宇宙射线，能量高、穿透性强，普通飞船外

壳基本无法阻止，即使是 30厘米厚的铝板，防护效

果也极为有限；另一类是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

时产生的太阳高能粒子，通常是指能量为数百兆电

子伏特的质子，其能量比银河宇宙射线低得多，持续

时间较短，利用飞船外壳可以进行有效防护。“未来

的载人火星飞船很可能会配备一间‘太阳风暴庇护

所’，在太阳风暴发生时抵御高能粒子。”他说。

为了给航天员设计有效的辐射防护系统，科学

家已开展了对火星辐射环境的探索。2011 年发射

的 好 奇 号 火 星 车 搭 载 了 一 台 辐 射 评 估 探 测 器

（RAD），目的就是为载人火星旅行提供基础数据。

按照RAD的测量数据，航天员在火星上接受的累计

辐射剂量，相当于每星期接受一次全身CT扫描。

郑永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或许能发

现一些新型轻质材料，具有比铝板更好的防护效

果。但即使找到这种材料，也只能降低部分辐射

剂量，穿透防护材料的射线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

危害。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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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王小龙）亚马逊

“掌门人”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完成了一次

足以载入史册的火箭飞行。美国当地时间23日，该公司

发射的一枚火箭成功实现软着陆并完成回收，成为全球

第一个发射升空后又完好无损返回地面的火箭。

蓝色起源公司24日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在网上发布

了一段火箭发射和着陆的视频。该公司称，这款火箭由其

自行研发的BE-3发动机驱动，此次测试搭载的新谢泼德

飞船达到 100.5千米的高度和 3.72马赫（每小时 4557公

里）的速度，进入了亚轨道太空。如果飞船载人的话，在返

回地面前，其中的乘员将会经历4分钟的失重状态。

过去，在将卫星或飞船送入太空后，火箭会像石头

一样落地后报废。但蓝色起源的火箭在箭船分离后，

回到着陆点上空，重新点燃引擎，经过短暂的姿态调

整，缓缓地落到地面。降落过程中火箭保持直立，落地

后箭体完好无损。这次软着陆回收意味着火箭能像飞

机一样重复使用，将显著降低太空飞行的成本。此前，

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者公司做到这一点。

蓝色起源在其新闻稿中披露了更多火箭着陆的详

细信息。火箭物理设计首先帮助它滑翔到发射台上

空。在即将靠近地面时，火箭的 8个“刹车装置”将其下

降速度降至每小时 622公里；而后火箭外部的鳍状装置

帮助其调整姿态，速度降至每小时 192 公里；距离着陆

点上空 1500 米时，火箭对准着陆点，BE-3 发动机点火

反冲，着陆架展开；距离地面 30 米的时候，火箭速度降

至每小时 7.1公里，最终安全着陆。

“火箭一直是一种一次性消耗品。今后将大为不

同。”贝索斯在公司网站发表文章说。据称，为期两年

的飞行测试后，蓝色起源将提供载人太空旅行服务。

此外，该公司还有“建造并将人类送上太空站的愿景”。

另一家进行此类尝试的是由伊隆·马斯克创办的

太空探索公司。但该公司多次回收“猎鹰 9”火箭均未

成功。对蓝色起源的成功，马斯克在推特上予以祝贺，

但也指出两家公司在技术和目标上的不同。他说，“猎

鹰 9”火箭的目标是将有效荷载运送到低地球轨道，而

蓝色起源的火箭只是将乘客送往亚轨道太空。的确，

由于其轨道更高、体积更大，“猎鹰 9”火箭的回收难度

也大一些。但“开发出首个可回收火箭”的名号已经花

落蓝色起源，这点已无法改变。

贝索斯和马斯克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让原本

冷冰冰的技术竞赛颇具娱乐色彩，在创造垂直着陆

回收的历史方面，贝索斯已先拔头筹。火箭可回收，

不但显著降低太空发射的成本，也是技术安全性的

标志。但太空和轨道是两个相差悬殊的概念，该火

箭的高度和速度，只能让飞船在太空边界短暂停留，

虽然满足了贝索斯开拓商业太空旅游的需要，但距

离 将 负 载 送 入 地 球

同 步 轨 道 所 需 的 速

度和能量，有数量级

的差距，留给马斯克

们 创 造 新 历 史 的 机

会还很多。

火箭首次实现软着陆并完成回收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一枚火箭发射升空后完好无损返回地面

11月 14日，随着海昏侯墓主椁

室考古发掘工作的正式启动，南昌

一时间成为媒体聚焦、世人瞩目的

中心。面对纷至沓来的“长枪短

炮”，杨军在感到应接不暇的同时，

更多的是从内心深处泛起的欣慰

和责任。

身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从 2011 年 3 月接到老乡举

报盗洞电话起，杨军便挂上了考古

队领队的头衔，带领一班人在南昌

市新建区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工

作了近 5 年，期间陆续有全国顶尖

的专家团队前来助阵。也正是这

段时期的含辛茹苦，为海昏侯墓发

掘日益彰显的“辉煌”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前所未见的西汉
文明图卷

海昏侯墓园占地约4万平方米，

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以海昏侯和侯夫

人墓为核心的大小 9座墓葬和一座

车马坑，周边还找到了我国目前发现

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

紫金城及其聚落遗址。如今发掘现

场戒备森严、闲杂人等概莫能入。

与之对照的是，南昌城区的江西省

博物馆内，海昏侯墓新鲜出土文物的

展厅前每天都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其实在主椁室考古发掘之前，

海昏侯墓带给人们的惊喜已经接

二连三。在出土的 1.3 万余件文物

中，包括 10 余吨 200 万枚西汉铜

钱、成套编钟、竹简、伎乐俑、大型

青铜蒸馏器、陶瓷及陶胎漆器储酒

器等等。主椁室发掘开始后，10天

之内，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金饼、

玉佩、马蹄金和屏风等。

历史上被誉为“襟三江而带五

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通衢重地

南昌，此前因为一直没有重大考古

发现而在南方诸地中略显尴尬。

此番西汉海昏侯墓的面世，不仅比

肩于随州的曾侯乙墓、长沙的马王

堆墓、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而且由于其完整的西汉列

侯墓园和大量具有“长江以南之最”的丰富精巧的西汉

出土文物，使之初步具备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要素。

作为与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考古并列为今年国内

两个重大考古项目之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所包含的

珍贵历史文化资源，正在徐徐揭示人类文明智慧的一

段结晶历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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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发射升空后完好无损返回地面的可回收火箭。 下图 杰夫·贝索斯和团队成员在安全着陆的火箭前庆祝成功。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5日电 （记者游雪
晴）记者 25日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世界气象组

织（WMO）当地时间 11月 25日在日内瓦发布

2015 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声明，称 2015 年可

能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年份，而 2011 年至

2015年也将成为历史上最暖的 5年。

这份声明指出，201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可

能达历史最高，高出工业革命前1℃，成为一个关

键性节点。1961年至1990年，全球地表平均温

度为14.0℃，而2015年1至8月统计的全球地表

平均温度大约比其高0.73℃，比1880年至1899

年工业革命时期大约高1℃。全球温度升高主

要是由于强厄尔尼诺和全球变暖的共同作用。

世界气象组织分析了2011年至2015年的气

候状况数据，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2011年至

2015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5年，大约高出1961

年至1990年标准参照期平均值0.57℃。期间，全

球极端天气事件，尤其是高温事件频发。

“种种破纪录的事件将让历史记住 2015

年的全球气候状况。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突

破历史纪录，在北半球春季，全球二氧化碳平

均浓度首次超过 400ppm。2015 年可能是历

史上最暖年份，海洋表面温度也达到有监测

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15年的温度增幅极有

可能超出 1℃的临界值。”世界气象组织秘书

长米歇尔·雅罗介绍说。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由于人为因素影响的

气候变化，在2011年至2015年间，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尤其是极端高温相关事件，在一些特定时

间段内发生的概率大幅增加，一些地区发生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可能增加9倍甚至更多。

2015 年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

峰值过后，其对全球温度的整体影响仍可能

持续；另外，从今年春末至夏季，欧洲、非洲北

部、中东均受到高温冲击，许多地区的高温纪

录不断刷新。再者，今年强降水事件与干旱

频发。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经济损失严重。

有记录以来，2015年最热？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6日电 （记者李
大庆）记者从中科院获悉，中国科学院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刘继峰带领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从超软

X 射线源发现相对论性高速喷流，从而打破

了天文学界以往的认知，揭示了黑洞吸积和

喷流形成的新方式。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

然》于北京时间 26 日凌晨公布了这一重大

科学发现。《自然》杂志认为此项工作是 2015

年度本领域内最重要的五大发现之一。

黑洞在吞噬物质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向

外喷流。黑洞如何吞噬物质及喷流如何形

成是天体物理学中的重大前沿问题。刘继

峰团队利用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镜——

西班牙的 GTC 十米望远镜和美国的 Keck

十米望远镜，对千万光年之外的旋涡星系

M81 中的极亮超软 X 射线源进行了光谱监

测研究，首次发现其光谱中具有高度蓝移的

氢元素发射线，揭示了该系统中存在速度达

到 0.2倍光速的相对论性重子喷流。

这项研究为科学家理解黑洞吸积与喷

流形成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此前天文学

家普遍认为黑洞吞噬物质后不能产生超软

X 射线谱态，且只有在 X 射线低硬谱态或甚

高谱态下才会产生相对论性喷流。“在超软

X 射线源中发现相对论性喷流出乎所有人

的意料，这改写了我们对超软 X 射线源的本

质和喷流形成的认知。”美国科学院院士、英

国皇家学会院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Re-

mash Narayan 评论说，“而它的观测特征和

人们对黑洞处于极高吸积率态的猜想及新

近的数值模拟结果相符合，生动展示了黑洞

过量吞噬物质时产生高速重子喷流和浓密

的吸积盘风的情况。”

黑洞高速喷射物质新模式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