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讯（记者赵嫣）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4日宣布，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已经

就销售俄制苏－35战斗机签订意向书。同一天，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印尼贸易部长卢基塔

也在莫斯科透露，两国即将就印尼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正式签署合同。

越南官方新闻机构日前证实，越南已从俄罗斯订购 64 辆 T－90S／SK 主战坦克。

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消息，这一订单总额达 2.5亿美元，这是越南人民军多年来首个

购买新型主战坦克的大额订单。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深受美国制裁之苦，增长乏力，亮点难寻，但它在军售领域的

表现还算抢眼。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国际合作和地区政策部主任维克托·克拉多

夫日前表示，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持有总额约 500亿美元的订单，足够军工企业不间断

工作 3年，而 2017年的军售合同相比 2016年预计仍将有所增加。

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转让和武器销售呈现出增长快、针对性强等特点。

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据，2014年俄军备出口订单总额为 102亿美元，2015年上

升至 145亿美元，2016年的数据超过 15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各类武器在叙

利亚战场使用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对欧美以外的很多国家产生了吸引力，包括阿尔及利

亚、伊拉克、印尼、伊朗、沙特、越南、巴基斯坦和埃及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与俄罗斯签

署了购买武器的新订单。

据俄《生意人—金钱》杂志统计，购买曾在叙利亚使用过的武器的订单总金额超过

70亿美元。此外，俄罗斯军事专家还认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一直遵循“独立自主的

政治路线”，也是促使很多国家向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原因之一。

目前，俄军售仍以亚太、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主要对象，其中亚太市场占俄军售

份额的 60％，非洲占 30％，拉丁美洲占 5％。在吸引新订单的同时，俄罗斯也着意维护

与传统军事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如越南、印度等国。

俄罗斯军售持续发力

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称，排水量为 54 吨

的 A-050“海鸥”型新一代地效飞行器将于

2019年至 2020年建成，届时将服务于俄国防

部。正在研制的“海鸥”型新一代地效飞行

器，有效载荷为 15 吨，能完成从货物运输到

搜救、侦察等多样化特种任务，是一种多用途

交通平台。

当接近地面（或水面）飞行时，其间的气

流要受到压缩，底部压力增大，从而产生附加

升力，这就是地面效应，简称地效。利用地效

原理制成、能贴近地面航行的运载平台，就是

地效飞行器。

“目前，世界很多军事大国都曾研制发展

过地效飞行器，前苏联和俄罗斯对其最为热

衷，研制的地效飞行器型号众多，大中小型都

有，综合实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其研

制的‘里海怪物’巨型地效飞行器，震惊世

界。这是因为俄罗斯比较看重地效飞行器的

低可探测性和大载荷的优势，想把它发展为

海上反航母作战的平台。”军事评论员刘征鲁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资料显示，上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间谍

卫星在一次对前苏联里海地区的例行侦察

中，发现那里正在试航一种奇怪的装备。它

外形既像舰船又像飞机，可以贴着水面以令

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航行。美国专家称其为

“里海怪物”。近几年来，这种“神秘”装备已

经褪去了神秘的面纱，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

刘征鲁介绍，“海鸥”地效飞行器是俄罗

斯着力发展的新一代产品，它集中了俄罗斯

在地效飞行器研究中的技术精华，性能更加

稳定，外形更加优美、现代化，人居环境更好，

同时玻璃化座舱、现代通信工具和电子设备

预计也将成为它的标配。

“新一代‘海鸥’型地效飞行器主要体现

在它的吨位适中，54 吨左右，属于用途最为

广泛的中型运输机的吨位区间。它的经济

性会更好，拥有更长的续航距离和飞行速

度。同时，除军事用途外，客货运输、海上巡

逻、旅游观光等非军事用途将成为它的重要

卖点，以扩大出口。”他表示。

“除俄罗斯外，美国是另一个地效飞行器

的研制大国，不过与俄罗斯重视地效飞行器

的火力打击平台作用不同，美国更青睐运输

型的地效飞行器。”他说。

除美俄外，我国也在地效飞行器上积累

了不少经验，推出了多个型号、不同吨位的产

品，有的已经在实际中得到应用。早在 2014

年珠海航展期间，就有多款国产地效飞行器

亮相，其中一款名为“海雕 H680 地效翼船”

的 200吨级地效飞行器模型引人关注。

刘征鲁指出，地效飞行器之所以能赢得

军事大国重视，是因为它有独特优势。一是

速度快，比普通舰船要快 10—15 倍，也比多

数直升机的速度快；二是载荷多，借助于“地

面效应”，最多可以搭载自重 50%的货物，这

让运输机望尘莫及；三是经济性好，相对飞

机，油料利用率高，比较省油；四是隐蔽性好，

可实现 3 米左右的超低空飞行，有效降低被

雷达发现的距离；五是安全性能好，一旦出现

故障，可以低空降落；六是任务多元性，不仅

可以作为人员和货物运输平台，还可以作为

导弹发射平台、抢滩登陆平台等，可以执行反

舰、反潜、巡逻、搜救等多种任务。

不久前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中国新型无

人机的图片。据称，这种无人机能够在海面

上掠海飞行，对军舰进行“致命攻击”。媒体

称其为无人地效飞行器。

对此，刘征鲁指出：“无人化已经是武

器装备发展的共同趋势。特别是，无人化

的 地 效 飞 行 器 如 果 能 和‘ 蜂 群 ’技 术 相 结

合，形成集群作战的趋势，那么它比无人机

更大的载荷，将使其有可能成为低空反舰

作战的新王牌。”

地效飞行器：三栖作战的“神秘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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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多月来，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中印边境那个叫洞

朗的地方。一会儿说印度在那附近安营扎寨运火炮了,一会

儿又说印度军队连夜回撤了,一会儿说解放军部队在高原搞

演习了,一会儿又说中印战机在喜马拉雅山上空惊险较量

了,吵吵嚷嚷说什么的都有……

直到前两天，我们终于忍无可忍了，8月 3日到 4日的 24

小时之内，我国外交部、国防部、解放军报等六大权威机构六

次就印方越界事件发声，要求印军立即撤回。

我国驻印度大使馆 8 月 3 日还向包括《印度教徒报》《新

印度时报》《亚洲世纪报》《德干先驱报》和“火线”网站在内的

印度媒体吹风并答问，全面介绍了 8 月 2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

的立场文件，并敦促印方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领土

主权的决心。

在我国密集表态之后，全世界似乎都闻到了战争的味

道，都看清了如果印度再不撤军，中国就要采取军事手段

了……一众西方媒体的评论是这样的：这是“中国军方迄今

为止对印度发出的最为直率的警告”（《纽约时报》）；中国“克

制不是没有底线”（《华盛顿邮报》）；中国外交部已经发出强

硬警告，将印度的行为定性为“侵略”本国国土，并将采取必

要措施（韩联社）；“中国的耐心正在消失”（德新社）。

美国一个叫 valuewalk 的网站还发表了题为《印度沦

陷——中印边界争端将如何使新德里屈膝下跪》的文章，直

击人心。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也发表了文章《洞朗地区争

端能得到解决吗？》，文中直言印度将再次被打败！基本算是

给印度判了“死刑”。

平时最爱落井下石的西方国家和媒体，居然都没有明确

表态支持印度，都拒绝选边站。由此可见，印度在这件事上

绝对是无理又无耻的一方，这种“入侵”行为无论在哪儿都是

法理不容的，谁都不可能给他们撑腰。就像王毅外长曾经说

过的，这个问题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那就是，老老实实地退出去。

不过对于这些红脸白脸的奉劝、怒斥、警告，印度好像通

通没看见，仍然抱着自己的迷之自信，甚至还有恃无恐起

来。《印度时报》网站在当地时间 8 月 6 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尽管言辞愤怒，但印度‘相当确定’中国

不想开战”。好笑的是，文中甚至还提到，印度安全部门相当

确定中国不会发动战争，甚至连“一次小型的军事行动”都不

会有。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得出这种结论。

都说打仗讲求的是个天时地利人和，印度现在这种以拖

待变的架势，一旦拖到大雪封山时，一切就都晚了。所以个

人判断，要治他们就趁现在！

第一阶段，就是武力驱赶来犯之敌，赶不走就抓起来，

反抗就直接“突突”了。现在印度的一线部队，也就是距离

前线几公里范围之内的作战部队，如果是营连级规模的

话，只需要我们的边防部队、特种作战部队、伞降部队快速

出击就够了，三下五除二就能解决了。如果印度发动旅团

级的支援火力，那我们的远程火箭炮、榴弹炮、迫击炮就可

以直接飞过去了，武装直升机再配合着定点清除，空地协

同就基本能扫平了。

如果印度还不死心，非要再打下去，动用了二线战役支

援火力，那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东风快递”随时恭

候，绝对镖镖必达：东风快递携导弹、三代战机携炸弹、陆基

还有巡航导弹，只要一按按钮，交通枢纽、基地、指挥中心，瞬

间灰飞烟灭。

啥？你问第三阶段呢？这还打不过瘾呢？真惹急了我

们可就顺便把中印边境被占领土都收回来了啊，你们不是叫

嚣着要打 2.5线战争吗？那就打一个试试。

当然了，这只是个人判断，不一定是中国军队的作战

意图。

咱们军队可能已经制定了 ABCDEF 多套应对印度的方案了，可能正纠结选哪个。

要不全用上？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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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式雷达使来犯

之敌无处遁形。如果说雷达是现代战争的

“千里眼”，那么反辐射无人机就是专门对付

“千里眼”的“神兵利器”。

在 庆 祝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建 军 90 周 年

阅 兵 中 ，此 种“ 神 兵 利 器 ”首 次 在 国 内 亮

相。无人机方队政委李冲介绍，参阅装备

为某新型通信干扰无人机、某新型雷达干

扰无人机和某新型反辐射无人机，是我军

无人机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均由我国自

主研发。

眼尖的网友发现，该反辐射无人机从外

形上看正是此前亮相阿布扎比防务展的外贸

型 ASN-301新型反辐射无人机。

对此，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朱启超教授对科技日报记者

表示：“参阅的反辐射无人机应是 ASN-301

的自用型号，其在技术性能上已经实现了对

技术原型——以色列‘哈比’反辐射无人机的

赶超。”

反辐射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
天生雷达杀手天生雷达杀手
本报记者 张 强

一旦摧毁敌方的雷达系统，就能有效掌

握未来战争的制电磁权，在电子对抗中占尽

先机，从而为战胜对手打下基础。

朱启超介绍，反辐射无人机是继反辐射

导弹之后出现的一类新型反辐射武器，可针

对敌方雷达、通信地面站等电子辐射源进行

物理摧毁。它其实是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弹药

相结合的产物，主要由被动式雷达导引头、战

斗部和无人机平台组成。

“反辐射无人机发射后可在目标上空或

附近空域大范围自主巡弋飞行，利用自身携

带的传感器系统对目标进行侦察、监视和锁

定，一旦锁定敌方雷达等辐射源，可根据攻击

指令发起俯冲攻击，以接近垂直的姿态对锁

定目标进行‘自杀式’打击。”他说，与同样以

攻击敌方雷达等为目标的反辐射导弹相比，

反辐射无人机是一种价格更为低廉、性价比

更高、滞空待机时间更长，且更适宜对敌军隐

蔽式和移动式雷达设施进行攻击的武器。因

而，反辐射无人机又被称为“雷达杀手”。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已有多个型号

反辐射无人机装备部队，并先后多次被应用

于战场实践。

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了 62 架 F-4G 反

辐射无人机，发射了 1000多枚“哈姆”高速反

辐射导弹，致使伊军的雷达开机量迅速降低

了 90%，防空系统几乎完全瘫痪，美军飞机在

伊拉克上空犹入“无人之境”。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伊拉克拥有作

战飞机 680 架，却没能击落一架多国部队的

作战飞机。拥有约 1700 枚防空导弹，却只

打下了一架多国部队的作战飞机。而多国

部队共出动了 11 万多架次，整个战斗损失

只有 9 架！

反辐射无人机早已屡建奇功

“反辐射无人机研发起始于 1970 年代，

美国、以色列等国率先研制了多个种类的反

辐射无人机。”朱启超说。

比如，美国波音公司于 1979 年开始研制

Brave 2000型反辐射无人机，Brave 2000配置

在发射箱内，每 15个发射箱作为一个标准编

组，可通过卡车运输并完成发射。这种无人机

只能一次性使用，由于安装有雷达干扰机，可以

有效破坏敌方雷达探测效果。Brave 3000反

辐射无人机是Brave 2000的改进型号，大大提

高了起飞质量和攻击半径，具有更强有力的突

防杀伤能力。美国还与德国、法国等军事盟友

联合研制了多款反辐射无人机。

谁夺取了制电磁权，谁就能掌握战争的

主动。作为夺取制电磁权的“神兵利器”，反

辐射无人机集无人机、导弹和自动化技术于

一身，可以对敌雷达设备进行全天候、远距离

的探测、压制和打击，从而实现战争初期对敌

方指挥控制中枢的毁灭性打击。

也因此，这种无人机自问世就受到种种

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处处封锁、层层设防。

朱启超指出：“美国与军事盟友合作研制反辐

射无人机的同时，对于其盟友向其他国家出

售反辐射无人机及转让相关技术做出了严格

的限制。”

“未来，随着无人机及其操控技术、精确

弹药技术等的进步，反辐射无人机将朝着滞

空时间更长、飞行速度更快、隐身能力更好、

毁伤能力更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技术、无线宽带通信技术等的运用，有望

实现反辐射无人机集群化编组作战，形成更

加智能化的狼群攻击效应，或与其他种类无

人机及动能打击武器形成更加强大的协同作

战能力。”他说。

技术转让受到严格限制

有媒体表示，此次在阅兵式中亮相的反

辐射无人机是在引进以色列“哈比”反辐射

无人机技术的基础上创新研制出来的一款

无人机。

对此，朱启超表示：“中国反辐射无人机的

研发，始于本世纪初从以色列引进的‘哈比’无

人机，第一代国产反辐射无人机确实是中国科

研人员在以色列技术基础上进行研制的。”

他介绍，“哈比”反辐射无人机由以色列

飞机工业公司于 1980 年代开始研制。该型

无人机布局简单，机身呈圆柱型，最大飞行高

度 3050米，续航时间可达 4小时。“哈比”无人

机系统一个基本火力单元由 54 架无人机、1

辆地面控制车、3 辆发射车和辅助设备组

成。每辆发射车装有 9 个发射箱，接照 3 层 3

排固定安装，每个箱内分两层各装一架无人

机，一辆蜂巢式发射车可配属 18架反辐射无

人机。

资料显示，该机的雷达波反射截面很小，

红外信号可以忽略，光学特征和噪音值都很

低，所以其战场生存率比较高。它具备全天

候作战能力，可在空中自动搜索敌方地面雷

达目标并对敌目标实施攻击。

“今天，随着我国无人机平台及载荷技术

的不断进步，不断改进提升反辐射无人机的

技术水平，全新一代反辐射无人机产品已经

在技术性能上实现了对‘哈比’反辐射无人机

的赶超。”朱启超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参阅的反辐射无人机

由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研究所自主研制。

该所堪称无人机研制领域的“国家队”，曾研

制了我国第一架脱离了航模规格的“无人机

系统”，拥有国内最具规模的无人机批量生

产能力。

此次阅兵结束后，西工大新闻网报道显

示，上世纪末，由该所担任总师单位的某型

反辐射无人机系统正式列入国家重大工程

项目。

我反辐射无人机已青出于蓝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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