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讯（记者耿学鹏）韩国方面 17日向朝鲜提议，分别于 7月 21日和 8月 1日在

板门店举行双方军事会谈和红十字会工作会谈。

韩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向朝方提议于 7月 21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举行

韩朝军事会谈，商讨停止在双方军事分界线附近恶化军事氛围的所有敌对行为。韩国

国防部还提出，希望恢复此前被切断的双方军事热线。

当天，韩国方面还提议于 8月 1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举行韩朝红十字会工作会谈，

商讨今年中秋节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事宜。韩朝上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于 2015 年

10月在朝鲜金刚山景区举行。

截至目前，朝方尚未对韩方提议作出回应。

本月 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德国期间提出朝鲜半岛和平构想。据报道，文在寅

提出中断军事分界线附近敌对行为、举办离散家族团聚活动等建议以及履行《6·15 共

同宣言》《10·4宣言》、推进无核化进程、韩朝之间协议法制化以及扩大非政治领域交流

合作等政策方向。

韩国向朝鲜提议
举行军事和红十字会会谈

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国家科技大学展

出 2017 款 俄 罗 斯“ 未 来 战 士 ”套 装 ，酷 似

《星 球 大 战》电 影 中 的 帝 国 暴 风 士 兵 的 穿

着。最引人关注的是这种高科技装备包含

一层旨在增强力量和耐力的外骨骼或表面

层。无独有偶，加拿大马瓦希科技公司也

首次展示了它设计的超轻型被动式加固型

综合士兵外骨骼系统。

“这些装备实际上就是单兵装备，即单个

士兵携带和使用的武器装备，主要涵盖个人

防护、生存保障、武器装备、夜视装备四大领

域。目前，各国在研制单兵装备时，采用了众

多高新技术，包括虚拟现实技术、人脑神经元

技术、新材料技术、轻武器精确制导技术、智

能防护技术、智能传感技术等。当前较为热

门的研究领域是单兵外骨骼。”军事专家李路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单兵装备的发展历史久远，贯穿整个人

类战争史。从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

矛、盾、盔、甲，到热兵器时代的枪械、手雷、火

箭筒，单兵装备的发展水平基本成为同时代

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映射器。

“二战时期美军阵亡人数与伤兵人数的

比例是 1∶2.4，越战时期为 1∶3.1，而 2007年以

来则降至了 1∶8.3——单兵装备对人员的防

护效果从上述数据中可见一斑。对此，美国

军方曾明确表示，必须通过领先技术，先行探

索低伤亡、零伤亡的装备技术和作战方式。

这正是近年来，美军方不断加速单兵装备升

级的主要内在逻辑之一。”李路说。

近年来，在单兵装备中最受关注就是外

骨骼系统了。单兵外骨骼也可称作强化服、

动力服、动力装甲等，其通过借助机械能量，

达到增强人体能力、加强防护性、对复杂环境

的适应性以及辅助火力、通信、侦查支持等军

用功能。

李路介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每

名美国士兵执行大部分任务时的装备（包括

武器、电子设备和防身盔甲）总重超过 57 公

斤，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这种背景

下，加速研发并使用能够使单兵速度更快、力

量更强的单兵外骨骼，逐渐成为各大军事强

国的共识。

当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单兵外骨骼系

统包括俄罗斯的“勇士-21”，以及美国的

HULC（人体负重外骨骼）和 TALOS（战术突

击轻甲）等。

“现在，俄罗斯军用动力外骨骼装备已经

在叙利亚战场部分投入使用，于 2009 年起开

始研制的‘勇士-21’单兵系统是其主打产品

之一。”李路介绍，“勇士-21”单兵系统包括

背包式外架、金属腿及相应动力设备，使用背

包中的液压传动系统和箱式微型空速传感仪

作为能量来源，以全面增强士兵人体机能。

“勇士-21”系统可承担步兵大约 95%的货物

负荷，并与士兵人体完全结合，能保障士兵在

平面或斜面上行走。

“报道中提到的俄罗斯‘未来战士’单

兵装备，应 该 就 包 含 了‘ 勇 士 -21’系 列 的

最新研究成果。当然，俄罗斯军用动力外

骨骼装备研发也面临一些困难，其中比较

突出的就是持久动力源问题，以俄罗斯现

有 工 业 基 础 ，难 以提供功率强大，且无噪

音 的 动 力 装 置 和 特 种 燃 料 。 此 外 ，‘ 勇

士 -21’的 单 个 外 骨 骼 组 件 也 有 待 完 善 设

计。”他指出。

“可以看出，发展单兵外骨骼已经成为未

来陆军单兵装备的大势所趋，而随着电池、新

材料、人机交互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单兵外骨

骼的发展空间还将更加广阔。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身着单兵外骨骼的士兵成为战场主角，

这不再是天方夜谭。”李路说。

单兵外骨骼单兵外骨骼：：打造未来超级战士打造未来超级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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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双方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一个月了，印军

似乎仍没有退出的迹象，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军正在该地

区挖战壕、搭帐篷，准备长期对峙。

这两天，又传来这样一个消息：据凤凰军事披露，目前，

印度沿中印边境部署了 8 个师以上的陆军部队，以及数百

架作战飞机，总兵力超过了 20万人（含准军事部队）。据说

除了大军压境之外，印度同时还在武器装备、战场建设、后

勤保障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既准备打速决战，也准备

打持久战。

可是，在叫嚣战争之前，55 年前的那一战，印度你还记

得吗？

我们不妨先来回忆一下这样一幅景象：

1962 年中印之战之后，美国驻印大使在向华盛顿的报

告说：新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恐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

个民族士气的瓦解。印度阿萨姆邦已经开始组织居民撤

退，银行已经烧毁了 30 万磅的印度纸币，邦政府正准备对

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设施进行毁坏性爆破——第二天全

印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印度国歌，好像即将亡国。

再来听听当年的一代名将们曾经留下的忠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印边境冲突期间，有记者访问

二战名将麦克阿瑟，这位曾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军队交

过手的美国五星上将发出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

一定有病！”

另一位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参观中

国军队，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郑重留下了一段几

乎相同的话：“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

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再来看看 1962年的战场：当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

第一战就是克节朗战役，我军利用敌新来作战部队对地形

不熟悉、高海拔地区山地作战的特点，只用了 24 小时就彻

底击溃印军的第 7 步兵旅，打垮了印军在边境东段的整体

防御态势，成为印军长期挥之不去的梦魇。

55年前，1962 年，印军也是从越境占地挑衅开始，随后

外交努力失败，最终印军主动攻击，在我国境内狙杀我边防

战士，中国被迫实施自卫反击。这一仗打了一个月，以印军

惨败、中方主动撤军而收场。

战后，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

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

装，于 12 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

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

者给予治疗。这样的举动，在战争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1962 年那一战的前线总指挥，名震西南边陲的战将，

张国华将军，在后来总结汇报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次边境作战部队的表现好得很，简单地说，就是两句

话。一不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赴后继，

倒下一个马上有人顶上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我军特有的精神特征，就

凭着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张国华说：“部

队打得很勇猛，如果停火命令迟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打到提

斯浦尔了。”

从 1962 年到 2017 年，55 年过去了，我们早就开启了和

平发展的新篇章，印度却始终对当年的惨败耿耿于怀。早

些年到印度去，跟印度军官们交流，就感觉他们每一个人都

忘不了当年的那场战争，每一个人都记得当年的耻辱，可是

既然耿耿于怀，又怎么会忘记当年的惨痛教训呢？难道不

怕重蹈覆辙再输一次吗？

自从印军非法越界之后，中国外交部就持续发声，一再

呼吁印方立即无条件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线印方一

侧，印方却始终置若罔闻。我们不想生战生乱，但也不会任

由别人在我们的领土上胡闹下去。

7月 7日，军报发表评论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

能不必打。决不让战火在我们家园再燃，决不让疆土有半

寸丢失，决不让国家发展进程被打断。

7月 13日，新华社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不要执迷不悟》的文章。

奉劝印度一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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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强

专家聊装备

军情速递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最快于今年年底下

水的 002型航母将配置 4部蒸汽弹射器，而非

美国“福特”号航母上采用的电磁弹射器。就

此，美国有军事专家评论说，002 型航母还没

下水就已经落后了。

那么，蒸汽弹射器与电磁弹射器究竟有

多大差别？我国航母为何不采用电磁弹射技

术？海军军事专家李杰 18 日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专访时说：“电磁弹射虽有诸多优势，但

蒸汽弹射技术相对成熟，可靠性更高，从蒸汽

弹射过渡到电磁弹射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

一蹴而就。”

从蒸汽到电磁从蒸汽到电磁

弹射哪能一蹴而就弹射哪能一蹴而就
本报记者 姜 靖

美国军事专家指出，002 型航母预计将

使用 4 部蒸汽弹射器，这是其落后的关键性

因素。因为相比电磁弹射器，蒸汽弹射器的

劣势相当明显。

对此，李杰表示，对一艘航母而言，舰载

机弹射器的选择至关重要。当今 9个拥有航

母的国家中，有 6个使用滑跃起飞技术，其余

3 个（美国、法国和巴西）则采用蒸汽弹射

器。美国即将服役的“福特”号航母将装备电

磁弹射器。

蒸汽弹射技术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蒸汽弹射器体积大、重量重、效率低、

对舰上辅助系统要求高，运行和维护费用相

对较高。而相比之下，电磁弹射器的构成组

件就很少，体积只有 425立方米，重 225吨，尚

不及蒸汽弹射器的一半。此外，蒸汽弹射器

的机械磨损很严重，尤其是金属密封条，舰载

机每弹射一次都会与之摩擦一次，更换量非

常大。统计数字显示，运转蒸汽弹射器的费

用占整个航母全部设备维护费用的 80％，差

不多需要 500人来保证蒸汽弹射器的运行和

维护。蒸汽弹射器弹射舰载机还需要消耗大

量的淡水。以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为例，每弹

射一架舰载机，就需要消耗一吨淡水。

二是蒸汽弹射器输出功率远不及电磁弹

射器，这不利于舰载机在较短距离内快速弹

射起飞，从而大幅减少了日出动率。理论与

实践都表明：现役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的蒸汽

弹射器效率只有 5％左右，如果采用电磁弹

射器，则可将输出功率提高到 60％。蒸汽弹

射系统在使用前预热需十几个小时甚至 24

小时，电磁弹射系统从关闭时的冷铁状态到

发射准备状态只需 15分钟。

三是蒸汽弹射器只能弹射一定重量的舰

载机，一些舰载无人机就无法弹射。而电磁

弹射器的能量输出调节范围远大于蒸汽弹射

器，弹射过程不仅加速均匀且力量可控，弹射

几十公斤重的舰载无人机也不在话下。此

外，电磁弹射器的推力启动段没有蒸汽弹射

那种突发爆炸性的冲击，这不仅大大延长了

飞机和部件的结构寿命，而且降低了对飞行

员身体承受能力的要求。

蒸汽弹射劣势明显

电磁弹射器虽然优点很多，但其决策与

研制过程远比蒸汽弹射器要复杂和漫长得

多。蒸汽弹射器从研发到大量使用，只花了

10年时间，而电磁弹射器则用了 30多年。

蒸汽弹射器的问世缘于二战末期喷气

式飞机的出现。鉴于高能弹射的急迫需要，

技术虽老，但可靠实用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我国自主研发了

电磁弹射器，目前已经开始了蒸汽弹射器和

电磁弹射器的对比测试，无论是弹射强度还

是弹射次数，电磁弹射器都已经得到验证，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

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动力与电气工程专

家马伟明指出：“中国电磁弹射技术上航母

完全没有问题，这项技术甚至领先于美国。”

对此，李杰指出，电磁弹射器从技术成

熟，到达到工程化和实用化程度，并最终装备

到航母上，并形成一定的战斗力都需要大量

的时间，绝非一蹴而就。

首先，如果装备电磁弹射器，可能需要对

航母的甲板、控制系统、甲板下方等部位进行

重新设计。从美国“福特”号航母经验来看，

除了安装电磁弹射系统外，还包括升级的核

动力装置，更大的甲板、更先进的拦阻索技

术、双波段雷达、更多的舰载机等，不仅旧的

装置技术有革命性改进，还有新的技术装备

需要上舰，对电磁弹射系统的各种设备的体

积、重量提出了新要求。而各种设备的体积、

重量均处于未定型状态。其他部位设备设计

改变与否，也将影响冲击到弹射系统的设计

制作，影响到整个舰体的布局。

此外，电磁弹射器用电量惊人，对常规动

力航母是个巨大的挑战。李杰指出，电磁弹

射器弹射舰载机时，必须依靠强迫储能装置。

该装置的最大不足是电能不像蒸汽可以大容

量储存。作为电磁弹射器关键部件的强迫储

能装置，在舰载机起飞时需对其加速做功。

每台强迫储能装置算上损失，充电功率约为 4

兆瓦；如果 4部电磁弹射装置同时充电，则充

电总功率可达16兆瓦。如果再加上电磁轨道

炮、激光武器和升降机等其他设施的用电量，

航母总功率必须达到 60兆瓦以上，方能满足

要求，如果不是采用核动力装置，仅电磁弹射

器充电都会影响其他系统的用电。

此外，如何屏蔽电磁辐射减少对人体伤

害和电磁干扰问题、快速散热以减少弹射间

隔提高弹射效果等问题，都是航母装备电磁

弹射器亟待解决的问题。

（题图为网友绘制的国产航母想象图）

电磁弹射器装备航母尚需时日

美、英等国决定着手开发一项新的弹射技

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英国便完成了从提

出方案到制造出演示装置的整个过程；随

后，英国海军又展开了初步试验。1952 年，

英国海军开始在“英仙座”号航母上对蒸汽

弹 射 器 试 验 取 得 成 功 ，很 快 开 始 装 备 部

队。1954 年 6 月 1 日，美国在“汉考克”号航

母上对蒸汽弹射器装备完成弹射操作。从

此，航母装备蒸汽弹射器日渐普遍，整个过

程只花了 10 年时间。

而电磁弹射器的研究则始于 1982 年，直

到即将服役的美国福特号才装备上电磁弹射

器。过去 30多年来，电磁弹射器研发计划问

题不断，试验频出故障，造成计划延迟，费用

超标。2010 年 1 月 12 日，在美国新泽西州赫

斯特湖航空工程站进行的电磁弹射试验中，

弹射器拖梭反向移动，猛烈撞击在甲板张紧

器上，造成系统硬件损伤。该故障对于直线

电机电枢和甲板张紧器造成的损伤是不可修

复的。这一事故使计划整整拖后了两个月。

美国个别议员甚至担心，电磁弹射技术的风

险超过了它的优势。

李杰说，蒸汽弹射器已使用了半个多世

纪，其高可靠性早已得到有关专家的认可和

飞行实践的验证。时至今日，在近千万次的

舰载机弹射起飞中，尚没有一架因装置本身

故障而出事故。而电磁弹射器还未经过实践

检验，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断言它是否安全可

靠。我国 002 型航母采用蒸汽弹射器，正是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电磁弹射虽有诸多优势，但蒸汽弹射
技术相对成熟，可靠性更高，从蒸汽弹射
过渡到电磁弹射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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