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讯 （记者安晓萌）俄罗斯总统普京 13 日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说，俄罗

斯与土耳其关系可以被认为几乎完全恢复。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应普京邀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赴索契进行工

作访问。普京在与埃尔多安会晤时说，可以认为，俄土关系几乎完全恢复。

普京说，俄土贸易额继 2016年明显下滑后，今年前八九个月增长超过三分之一，

俄土还就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问题展开合作。

埃尔多安说，土耳其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和贸易领域的关系日益发展，两国高

层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除会面外，两国高层还将继续保持电话联系。

普京认为俄土关系几乎完全恢复
距上次试射失败近一年之后，印度国防研

究与发展组织于 11月 7日成功试射了印度本

国研制的亚音速“无畏”巡航导弹。这枚长 6

米、可携带核弹头的对地导弹在位于印度东海

岸的钱迪普尔综合试验场发射，飞行了 50 分

钟，飞行距离为 647公里。印度国防部长尼尔

马拉·西塔拉曼表示，对此次成功试射将使印

度加入具有部署“这一复杂技术和拥有亚音速

巡航导弹能力的”少数国家行列表示乐观。

对此，军事评论员刘征鲁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虽然在弹道导弹领域，印度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但在巡航导弹领域还是一个‘实习

生’。在‘无畏’巡航导弹之前，印度并没有纯

国产的巡航导弹装备部队”。

公开资料显示，巡航导弹依靠喷气发动

机的推力和弹翼的气动升力，主要是以巡航

状态在稠密大气层内飞行。“无畏”巡航导弹

与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十分神似，外形都采

用了常规的卵圆形弹头、圆柱形弹体和可以

折叠的弹翼，发射时采用火箭助推。据报

道，它全重约 1 吨，巡航飞行速度约 0.7 马赫，

最大射程约 1000 公里，属于亚音速巡航导

弹 。 预 计 会 采 用 惯 性 、地 形 匹 配 、雷 达 和

GPS 等复合制导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可

以搭载多种弹头。

此前，印度已经装备了由俄罗斯和印度

共同研制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这

型导弹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以 3 倍音速的高

速飞行，这大大提升了导弹突防的成功率。

“不过，‘布拉莫斯’虽然速度快，但射程

不远，目前只有约 350 公里左右。因此，印度

还需要研发一款射程更远的巡航导弹，以提

升其军队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刘征鲁介

绍，“而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采用更加节省燃

料的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射程更大，因此印度

军方研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也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超音速巡航导弹一般体积更大，

价格也相对昂贵，适合打击高价值目标。而

亚音速巡航导弹体积相对较小，造价也比较

低廉，更适合大规模装备。这也是印度研制

亚音速巡航导弹的因素之一。

有媒体称，“无畏”导弹一旦开始服役，将

为印度军方提供重要的战斗力，这是由于该

导弹具有可以从不同平台发射的能力。

然而，刘征鲁对此却表示了谨慎的乐观，

“这款导弹的战斗力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谈不

上特别先进。最关键的是它的射程不算太

远，这与‘战斧’等著名巡航导弹动辄 1500 公

里以上的射程相比性能一般；二是它的技术

不够成熟，5次试射 3次完全失败，1次只达到

部分试验目的，这样高的失败率在世界上也

是比较少见的，这也反映了这型导弹的设计

和制造上恐怕还存在不少瑕疵”。

巡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目前已成为

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的一根支柱，已作

为核反击力量和常规攻击力量广泛布置于欧

洲前沿防线、海军水面舰艇、潜艇和空军的轰

炸机。那么，如果未来印军装备了“无畏”导

弹，将会对周边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

刘征鲁认为，“总体而言，印度研发的这

款巡航导弹是一款中规中矩的战术打击武

器，在解决了质量稳定性、生产效率、射程延

伸等问题后，将成为未来印军的主力远程攻

击武器，不仅拥有了和巴基斯坦同类型巡航

导弹过招的能力，而且其射程足以覆盖巴全

境，是印度确保对巴军事优势的又一支撑。

此外，如果印度为该型巡航导弹配备核弹头，

那么将成为印度实施核威慑和核反击的一个

重要载体，有效提升印度核打击能力，进而巩

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

巡航导弹界有个印度巡航导弹界有个印度““实习生实习生””

据新华社讯 （记者任珂 袁帅）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和国防部长冯德莱恩 13

日均表示，欧盟达成在防务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意义重大。

23 个欧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13 日在欧盟外长理事会期间签署一项联

合协议，达成在防务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一合作框架旨在深化欧盟成员国

之间的防务合作，签署协议的国家将共同发展防务能力、投资防务项目以及增强军事

实力。欧盟成员国将履行定期增加国防预算等承诺。

加布里尔认为，欧盟防务合作协议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是欧盟为实现自力更生、

加强安全和防务领域合作迈出的一大步。

冯德莱恩表示，建立欧盟自己的防务合作框架非常重要。如果欧盟的邻国出现

危机，欧盟必须有能力做出反应。

德表示欧盟防务合作协议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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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峰会期间，特朗普曾在会见越南

领导人时候提出：“南海，你知道的，我们一直

关注着它……我知道你们与中国就此争议了

相当长时间，如果可能我希望能以任何方式

帮上忙，我是非常出色的中间人和仲裁者。”

不过越南领导人陈大光没有顺着特朗普

意思往下说，他表示越南坚持通过和平协商，

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解决南海争端。菲律宾外

长卡耶塔诺也对此做出回应，表示感谢特朗

普的好意，但表示所有调停动议都必须征求

其他主权声索国的意见，包括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对此表态：“我

们相信地区国家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妥善

处理南海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域外国家尊

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并为

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之前奥巴马搞“亚太再平衡”的时候还能

联合菲律宾、越南和中国闹上一闹，现在杜特

尔特对美 180°转弯，越南见风转向，东盟顺

水推舟和中国建立对话合作机制解决南海争

端。南海这盘棋已经被中国盘活了，“自由航

行”的老调也渐渐失去观众，美国在这块儿已

经很难再搅起风浪。这次 APEC 峰会和东盟

会议特朗普很难像前任奥巴马那样抓着南海

不放，而且他本人似乎对地缘政治也不怎么

上心，更关注贸易问题和国内事务。

不过访日期间，安倍撺掇美方提出的“印

太”战略值得关注。日本一直就想拉拢印度

制衡中国。之前局势紧张时，还鼓捣出美日

印三方联合军演，印度航母和日本直升机航

母凑一块搞了一个迷你版“三航母军演”。趁

着这次东盟峰会间隙，印度、美国、日本和澳

大利亚四国举行了“印度洋—太平洋+”的首

次会议，说要建设“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亚太再平衡”都夭折

了，现在换个说法拉上印度也没太大用，“印

太”战略似乎成不了气候。在此期间，美国第

七舰队也没闲着，武装部队总司令在那开会

呢，这边三航母战斗群顺势演习，安抚一下

“小伙伴”，再威慑一下朝鲜。

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次演习不是单纯搞

花架子壮胆的那种政治表演，而是实战状态

下进行实施打击的一次真刀真枪的演习。值

得大家注意的是，美日、美韩之间的演习从来

没有那种搞花架子，都是实弹——我们常会

看到演习当中炮弹炸膛了，舰艇把自己的舰

艇打伤了之类的新闻。

但是也有一些专门摆拍的。比如说，大

家从新闻图片上可以看到，美国自己还拍了

视频。他的航空母舰上，飞行甲板上密密麻

麻的都是一堆飞机。几十架飞机都放到飞行

甲板上这都是摆拍的，让你都看看，但真实战

斗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的，展示这些给媒体和

公众看也是演习的成果之一。

三个航母战斗群，一个波次的攻击，一天能够打击 600 到 700 个目标，朝鲜又

有多少有价值的目标可以让美国打呢？所以真要动手，基本上不会超过一天或几

个小时，因为朝鲜城市也比较集中，作战能力也不是太强。但可能作战期间韩国

会被朝鲜报复，所以这个军事上是一方面，真要打却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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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情速递

专家聊装备

临近空间是美军对海拔 20 千米到 100

千米空间范围的一个通用性称谓。其下是

传统航空器的主要活动空间，而它的上面就

是我们平常说的“太空”，是航天器的运行空

间。直到今天，这仍是一片尚未被科学家完

全认知的空间，也一直被视为是传统航空器

的“禁区”。

前不久，中国某研究机构成功在 25 千米

的高度测试了一款小型无人机。由于个头

小，这型无人机甚至不会在雷达上留下任何

痕迹，而且还能传输数据。消息一出，引发

媒体广泛关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

站 11 月 4 日报道称，它能够使中国军队获得

显著优势。

对此，军事研究员兰顺正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

执行飞机、卫星所能执行的几乎所有民用或

军事任务，同时又弥补了二者的不足。既可

以提供气象预报，又可以进行情报监视、侦

察。既能搭载有效载荷，直接进行运输或作

战任务，也可以像 GPS 卫星一样为导弹、飞

机导航”。

临近空间飞行器临近空间飞行器
飘浮飘浮““禁区禁区””身兼数职身兼数职

本报记者 张 强

临近空间安全且广阔的工作环境是其

他 空 域 难 以 比 拟 的 。 临 近 空 间 雷 暴 闪 电

较少，也没有云、雨和大气湍流现象，在这

里 运 行 的 飞 行 器 自 由 且 安 全 。 这 一 有 利

因 素 使 得 临 近 空 间 有 着 无 法 比 拟 的 军 事

战略价值，也一直吸引着各国科研机构的

目光。

“目前绝大多数的作战飞机、侦察飞机

和地空导弹都没有办法到达这一高度，对可

望而不可即的临近空间飞行器，也只能‘干

瞪眼’。”兰顺正介绍，“而临近空间以上，目

前的外太空武器也还没有进入实战阶段，面

对临近空间的威胁，太空中的卫星们或许看

得到，却也动不得。如此一来，临近空间便

成了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相对独立

的‘真空’层。”

这意味着面对临近空间飞行器，防空系

统变成了一种摆设。除此以外，性价比高是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又一优势。

兰顺正介绍，与作战飞机、侦察飞机相

比，临近空间飞行器留空时间长，可以达一年

之久。同时隐身性能更好，几乎可以实现没

有雷达回波和红外特征信号，其可见光特征

在天空背景中基本被淹没。

“与卫星等航天器相比，临近空间飞行器

不需要复杂昂贵的地面发射设备，研制成本、

发射成本和使用成本低得多。而它的灵活度

和灵敏度则高得多，既可以随风飘浮，也可以

瞬间加速追踪、打击或者悬停，而且对地观测

分辨率通常要高于卫星。”兰顺正说。

有着无法比拟的军事价值
“实际上，目前为止多数国家还不能够

有效利用临近空间，因为对大多数传统飞

行器来说，空气过于稀薄，飞不了那么高，

而 对 卫 星 等 航 天 器 来 说 临 近 空 间 又 太 低

了，空气阻力太大，无法进行轨道飞行。”兰

顺正说。

然而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寻求获得一种

可渗透防空系统并深入敌后搜集敏感情报

的新武器，而临近空间无人机有着巨大优

势，近年来美国海军和美国宇航局已开展类

似试飞。

记者了解到，目前能长时间临近空间工

作的飞行器主要为飞艇或高空气球。如美

国雷神公司成功研发了“塘鹅”巨型飞艇，该

飞艇长约 70 米，自重约 16 吨，载重量约为 66

吨，能携带大型雷达在 30 千米的高空长时间

工作。

在我国，这样的科研也在不断进行——

2015 年 10 月，临近空间飞艇“圆梦号”

的 较 长 时 间 留 空 飞 行 试 验 ，实 现 了 可 控

飞 行 与 完 好 回 收 ，同 时 开 展 了 近 空 间 宽

带 数 据 传 输 、语 音 图 像 传 输 、对 地 观 测 与

空 中 态 势 感 知 等 初 步 应 用 试 验 。“ 圆 梦

号”体长 75 米、体积达 18000 立方米，标志

着 我 国 在 临 近 空 间 飞 艇 研 制 领 域 迈 入 世

界先进行列。

今年 10 月 25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旅行

者”3 号（海口号）临近空间飞行器在新疆携

带一只活体乌龟成功进入海拔 21 公里的临

近空间，并降落在预定区域，被成功回收。

“旅行者”3 号的此次试飞成功，是全球首次

浮空器成功携带活体动物进入临近空间停

留，进行生保测试，验证了载人近太空旅行

多项关键技术的有效性。

兰顺正指出，“对无人机来说，这样的

高度极限也在不断被突破。目前，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凭借‘太阳神’无人机保持着

依 靠 太 阳 能 飞 至 近 约 29.6 千 米 高 度 的 纪

录。而中国在高空无人机领域也已经取得

突破，前不久测试的‘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飞行高度超过 20 千米，任务区域广阔，具备

‘准卫星’特征”。

我国不断实现技术突破

记者了解到，此次中国科研机构试飞

的 这 型 无 人机大小与蝙蝠相仿，其样机甚

至没有发动机，在放飞前被超压气球带到

不同高度，然后被电磁脉冲发射出去，其时

速能在一个臂长的距离内从零加速至 100

公里，然后滑翔至目标进行任务作业。临

近空间空气稀薄，很难产生推力。而极低

的温度也意味着像电池这样的部件容易发

生 故 障 ，对 无 人 机 来 说 ，更 是“ 死 亡 禁

区 ”。 那 么 ，无 人 机 应 该 如 何 克 服 这 些 技

术难题呢？

兰顺正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应

该都不是问题。比如，对于被投放的小型无

人机，可以增加无人机释放时的初速度，比

如这次我们试飞的无人机就采用了电磁脉

冲的方式，如同一颗子弹一样被射出。或者

给无人机装备厌氧推进装置，如火箭发动

机，以延长留空时间。对低温问题，可以用

轻质高效隔热材料保护无人机的关键部位，

防止低温伤害”。

这次成功试飞小型无人机的科研人员

表示，“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一次发射数百架

这样的无人机，就像放出一个蜂群或蚁群

那样”。

对此，兰顺正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

指出，“在临近空间释放的小型无人机可以

执 行 高 空 侦 察 、监 视 、攻 击 、科 研 等 任 务 。

但个人认为，由于技术限制，小型无人机目

前 在 临 近 空 间 一 般 只 能 做 无 动 力 滑 翔 飞

行，是无法长时间停留的，即使组成蜂群其

作为也非常有限。当然，这并不妨碍科研

人员对其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也许未

来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临近空间的无人机

蜂群”。

形成无人机蜂群需谨慎乐观

③中国“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④美国“塘鹅”巨型飞艇

④④

①①

②②

临近空间飞行器想像图临近空间飞行器想像图

印度印度““无畏无畏””巡航导弹巡航导弹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①临近空间区域划分
②美国“太阳神”无人机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