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检验性飞行表演和 3次正式表演，全

部圆满成功；四机同步横滚、五机跃升解散和

六机向下开花等 19个动作，精彩绝伦。近日，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6 架歼-10 飞机在

迪拜首秀，引来阵阵喝彩。

特技飞行表演被世界公认为是“在刀尖

上跳舞”，即便是在日常熟悉环境中训练，飞

行员也要面临着极大风险。首次到迪拜执行

飞行表演任务更是给八一飞行表演队带来不

少麻烦。八一飞行表演队队长曹振忠上校介

绍，沙漠地区的高温，导致空中气压不稳定，

容易产生紊流和乱流，给空中队形的保持增

加难度。

对此，空军专家王明亮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八一飞行表演队到迪拜去进行飞行表演

除了向海内外展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

国空军的形象风采，还可能带有检验歼-10

飞机环境适应性的意图，这对我国空军积极

推进‘走出去’战略是有一定意义的。”

王明亮解释：“各个地区的气温、环境、地

理情况都是有区别的。原来八一飞行表演队

更多是在东亚以及俄罗斯这些地区和国家表

演，都是属于寒带和温带地区。迪拜的热带沙

漠气候和以往飞行员熟悉的气象环境肯定是

有差异的，需要飞行员去适应。另外，这种环

境对飞机的地面维护也提出了挑战，因为当地

沙尘比较大。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战机就曾因

为中东地区气候环境特殊，出现过问题。”

海湾战争前，美军在本国选择了与中东

沙漠气候条件相似的地区进行训练，抵达沙

特之后又进行了不间断的训练。然而，海湾

战争准备阶段，由于高温、强沙暴，美军“阿帕

奇”攻击直升机每工作 50 小时就因吸入很多

沙子不得不停止执行任务，进行检修。同时，

高温还使直升机的零部件出现种种故障。而

在最近的叙利亚战场上，俄罗斯的飞机也遇

到过类似问题。有媒体报道称，曾经一度有

约三分之一的俄罗斯攻击机和一半的俄罗斯

运输机全面停飞，因为恶劣的沙漠条件造成

装备损坏、人员伤亡。

因此，为了减小气象因素对作战人员和

装备的影响，各国军队十分重视气候适应性

训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克服陌生的地域

环境呢？

王明亮指出，首先，要掌握大量的大气数

据，针对当地气候与我们所熟悉的空域的差

别，并根据当地气候可能发生的变化，如不

正常气流出现的高度、持续时间，以及会对

飞行动作造成何种影响等等，做出相应预判

和准备；第二，要针对当地特殊的气候条件

做出一些针对性训练，甚至包括模拟机训

练，并对编队要求和动作做出一些相应的调

整；第三，抵达目的地后，还要进行临场训

练，有关方面会开放一定的时间和空域，让飞

行表演队进行适应性训练；第四，就是要依靠

飞行员和指挥员高超的飞行技术以及临机应

变能力，以确保飞行安全。

八一飞行表演队，曾为 168个国家和地区

的 723 个代表团进行了 600 余场飞行表演，先

后 装 备 了 歼 -5、歼 -6、歼 教 -5、歼 -7EB、

歼-7GB、歼-10共 6种表演机型。

随着歼-10 飞机装备部队，并进入量产

阶段，2009年国庆阅兵后，八一飞行表演队整

体 换 装 由 中 国 自 主 研 发 设 计 的 最 新 一 代

歼-10 战斗机。换装歼-10 表演机以后的八

一飞行表演队成为世界少数几个装备三代机

的飞行表演队之一。

而此行赴迪拜飞行表演，是继 2013 年参

加莫斯科国际航展、2015 年参加兰卡威国际

海空展和参加中泰空军“鹰击-2015”联合训

练闭幕式飞行表演后，再次飞向世界飞行表

演大舞台。那么，八一飞行表演队使用国产

三代机频频表演是否说明三代机生产、飞行

员培训以及战机数量规模已经成熟？

对此，王明亮予以肯定：“应该说，八一飞行

表演队使用歼-10 飞机进行表演，说明我们

歼-10飞机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而且还

在不断提升。同时，用歼-10飞机充当表演机，

也让歼-10飞机成为展现中国空军形象以及我

国航空工业综合实力的一个‘Logo’。”

歼歼--1010首秀迪拜首秀迪拜，，不只为了耍帅不只为了耍帅

据新华社讯（记者叶在琪 刘阳）美国当地时间 19日，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

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第十三次研讨交流，在美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拉里叶军营圆满落

下帷幕。

在 19日上午 11时举行的闭幕式上，中美双方共同表彰了 10名在演练中表现优异

的两军官兵，并以视频短片的形式对此次研讨交流和联合实兵演练做了全景式回顾。

两军观摩团团长出席闭幕式致辞，并在会后会见了中外媒体记者。

演练期间，中美两军专家组成的联合评估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观摩、交流询

问、发放评估表等方式，跟踪评估了演练效果。闭幕式前，双方共同作出评估报告，一

致认为，此次交流研讨和实兵演练达到了预期目的，充分体现了中美双方人道主义救

援合作精神。根据双方参演人员意见，评估组还对今后的演练交流提出了建议。

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
联合实兵演练结束

新闻热线：010—58884052
E-mail：guoketianc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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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重器传来“喜大普奔”的好消

息。11月 11日，网友再次爆出国产航母的

新图，从照片上可以看国产航母正在加装

相控阵防空雷达。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称，中国首艘

国产航母安装完相控阵防空雷达后，可能

在近期进行海试。

国产航母工程总指挥胡问鸣在接受央

视采访时就提到，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系

泊试验进展顺利，工程进度“有所提前”。

他还表示，中国已能建造任何型号的国产

航母。

这个“有所提前”实在太让人期待，别

国的航母海试总是推迟，中国第一艘国产

航母就能如此高效的推进，出海海试和入

列服役，还会远吗？

说到别国航母，前两天，英国国防部

宣布：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12 月 7

日就要正式服役了，仪式还将由英国女王

亲自主持。英国人激动感慨地说，时隔

70 多年，皇家海军即将重新拥有新的大

中型航母！

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进

行海试到现在，基本都是空跑，要么就是飞

个直升机，还没有搭载过舰载战斗机。原

定搭载的 F-35B 战斗机进度延迟，单价已

经突破 1 亿美元，英国皇家海军目前只采

购了 12架，装备了英国皇家海军航空兵第

809 中队。不过这个中队还在美国训练，

回国之后，F-35B 还将上舰进行一系列关

键科目测试，包括在气候恶劣的北大西洋

进行起降和作战试验，所以要航母上有飞

机，并形成作战能力，英国皇家海军还得继

续等待。

从一战开始，英国在航空母舰的发展

上都是世界领先，曾经起码有 80%以上的

专利都是英国的。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在

船台上还有几十艘航空母舰没有造完，就

分给了那些英联邦国家。阿根廷的“五月

二十五”号、巴西的“米拉斯吉拉斯”号、澳

大利亚的“墨尔本”号、印度的“维拉特”号

等，这些航空母舰都是英国造。

然而到了 2014 年，随着英国最后一艘

“无敌”级航母退役，这个老牌航母国家，近

百年来第一次没有航母在役。

航母就是英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结果

在需要的时候，现在居然找不到航母了。

如今欧洲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

其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

系也是急转直下，双方一度在黑海剑拔弩

张；加上为应对叙利亚局势，俄罗斯还派

出图-160 战略轰炸机、库兹涅佐夫号航

母战斗群前出大西洋，每次都刺激着英国

的神经。

自己的海上交通线和海外利益，到头

来还是得靠自己守护，这不，英国皇家海军砸锅卖铁也要建造“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

母舰，没有舰载机也要先服役了再说。

用“砸锅卖铁”来形容这一悲壮的决心，真不是夸张。为了“伊丽莎白女王”这一

级共两艘新航母这个“黑洞姐妹花”，英国只能牺牲别的武器装备了。

英国最近开始大规模甩卖军品，战舰战车军机基本都半价出售。在近期伦敦举

行的一场防务展览会上，一批特种部队专用直升机、大量军用特种车辆以及至少 50

艘各型舰船，售价基本都在原价的 50%以下，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打两折甚至更低。据

悉，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用装备拍卖活动。

面对 捉 襟 见 肘 的 军 事 预 算 ，英 国 海 军 马 上 服 役 的“ 伊 丽 莎 白 女 王 ”号 、正

在 建 造 的“ 威 尔 士 亲 王 ”号 两 艘 新 航 母 就 像 是“ 吞 金 巨 兽 ”，为 了 养 它 们 ，英 军

只得“割肉”。

再加上 F-35B 明年才能飞到英国，上舰以后还要经过大量的飞行进行舰机的协

调，还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够形成战斗力，也就是说在 2020年之前，“伊丽莎白女王”

号还是处于“裸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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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观察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死亡螺旋”，是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

一个预示死亡即将到来的生命阶段，特指无

论哪个年龄段，如果临近死亡，各项能力都会

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如今，美国军方将这个

新名词用在了为舰队规模扩张上面。

美国联邦参议院海上力量委员会主席罗

杰·威克近日发表文章《反对声音对建造 355

艘军舰的舰队有负面影响》，力挺美国海军

“355 艘军舰计划”。他引用海军分析师罗伯

特·奥布莱恩和杰里·亨德里克斯的话说，我

们的舰队规模几乎与一战前一样小，而且它

正迅速接近“死亡螺旋”。破损的军舰日益超

负荷工作给剩下的运营军舰及驾驭它们的海

员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为什么已居

世界第一的美国海军仍旧不满足于自己的舰

队规模？未来即将补充入美国海军舰队的舰

艇都会采用哪些代表性的先进技术？对这些

问题，科技日报记者对军事评论员黎晓川进

行了专访。

““死亡螺旋死亡螺旋””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借口

美海军力挺美海军力挺““355355艘军舰计划艘军舰计划””
新增舰艇将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新增舰艇将广泛采用先进技术

本报记者 张 强

“客观的说，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高居世

界第一，但相对于满足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

的战略需求而言，维护美国所谓遍布全球的

重要国家利益，尤其是应对如俄罗斯、中国及

其他一些地区性强国的崛起，这一规模似乎

又显得不够。”黎晓川说。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今年9月22日发布的

有关美国海军兵力结构和造舰计划的报告，美国

海军目前共拥有287艘主要作战舰艇。美国海军

上一次拥有350艘舰艇是在1998年初，然后在5

年内降至300艘以下，直至今天的287艘。

黎晓川指出：“美国海军舰艇数量之所以持

续缩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主要是因为采

用新的先进技术致使每艘军舰的造价提高，而

海军总的舰艇建造支出却保持不变，导致能够

购买的舰艇数量减少。也就是说，美国海军这

些年舰队规模的缩减并不是自觉和有意识地以

数量换质量，而是一个不得已的现象。”

那么，美国海军目前的舰队规模真的不

足以在全世界执行任务吗？

对此，他认为：“一般来看，大中型舰艇的

使用周期主要包括港口维护或修理、训练和

海上部署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一支舰队能够

随时部署到海上执行任务的兵力大致占三分

之一。而美国海军官网在 11 月 13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在这一天，美国海军已在海上部署

的舰艇为 101艘，有 6艘航母在海上航行。这

两个数字都远远超过了三分之一，也说明美

国海军舰艇的使用强度的确很大。”

“因此，美国海军现有的舰队规模还真是

不能有效的在全世界执行任务。如果未来其

舰队规模扩张，对于减少在 2017年频发的‘撞

船事件、更多受伤事件以及更多死亡事故’显

然会有一定效果。”他说。

美舰队规模或不够维持世界霸权

目前媒体普遍提到的 355艘军舰规模，是

美国海军在 2016年 12月完成的《2016兵力结

构评估》报告提出的未来三十年的兵力结构

远期建设目标。

如果 355艘军舰的建设目标能够实现，这

就意味着到 2046 年，美国海军将拥有以下可

“死亡螺旋”只为舆论造势

“美国海军实现 355艘军舰建设目标的过

程，既是力量规模扩充的过程，也是在重返海

洋控制战略和分布式作战概念指导下的兵力

结构调整优化过程。”黎晓川说。

他 介 绍 ，目 前 研 制 、建 造 或 已 服 役 的

新型舰艇主要包括：新一代的“哥伦比亚”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将从本世纪 20 年代中

后期逐步替换现役“俄亥俄”级核潜艇；改

进型的“弗吉尼亚”级 Block3/4/5 型攻击型

核 潜 艇 正 在 逐 步 替 换 现 役“ 洛 杉 矶 ”级 核

潜 艇 ；新 一 代“ 福 特 ”级 航 母 将 逐 步 替 换

“尼米兹”级航母；即将开工的“伯克”级Ⅲ

型 驱 逐 舰 将 替 换 现 役 的“ 提 康 德 罗 加 ”级

巡 洋 舰 和 早 期 的“ 伯 克 ”级 驱 逐 舰 ，等 等 。

到 2020 年前后，已经或即将进入美国海军

服役的新型舰艇主要包括“福特”级航母、

“弗吉尼亚”级 Block4 核潜艇、第二和第三

艘 DDG 1000 驱 逐 舰 、“ 伯 克 ”级 Ⅲ 型 驱 逐

舰 和 在 近 海 战 斗 舰 基 础 上 研 制 的 新 型 护

卫舰等。

“这些先进舰艇不仅设计思想先进，更

在于广泛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他指出，比

如福特级航母所采用的 A1B 核反应堆、电磁

弹射、先进拦阻和联合精确进场着舰等技

术；后续批次弗吉尼亚核潜艇采用的大桶多

用垂直发射单元的有效载荷模块、低阻复合

材料指挥台围壳、大孔径共形声呐基阵和无

轴推进等技术；在新一代驱逐舰和护卫舰

上，采用的代表性先进技术将包括全舰计算

环境、集成上层建筑和孔径结构、非常规先

进船型、可再生生物燃料、数字阵列雷达、舷

外无人平台释放/回收以及有人与无人装备

协同行动等。

“这些代表性技术在美国海军新型舰艇

的上舰运用，将会逐渐向我们揭示未来大概

30 年内美国舰艇的发展方向。”黎晓川表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355 艘的规模毕竟是长

达 30年的远期建设目标，不确定性很大，肯定

不会一成不变。比如，目前的 355艘中还没有

体现出无人装备的位置，而当前无人装备在

战场上正在广泛运用，战争形态的无人化已

经‘在路上’了。”黎晓川说。

“355艘军舰计划”不确定性很大

11月 9日，在阿联酋迪拜，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进行迪拜航展首次检验性飞行。表
演分为多机编队表演和单机特技表演，全程分为19个配套动作，表演时间约22分钟。

新华社记者 黄书波摄

供海上部署的主战舰艇和支援保障舰船：弹

道导弹核潜艇 12 艘，攻击型核潜艇 66 艘，核

动力航母 12艘，大型水面战斗舰艇（驱逐舰和

巡洋舰）104 艘，小型水面战斗舰艇 52 艘（包

括近海战斗舰、护卫舰和水雷战舰艇），两栖

舰船 38 艘，战斗支援舰 32 艘，远征快速运输

船 10艘，等等。

然而对这个时间，美国海军高层显然并

不满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海军上

将指出，我们应该在本世纪 20 年代就使海军

舰队的军舰数量达到 355 艘，而不是本世纪

40 年代或 50 年代。分析师们甚至使用了“死

亡螺旋”这一耸人听闻的新名词。

“‘死亡螺旋’问题，至少在现阶段应该并

不存在。”对此，黎晓川并不认同。他指出，“纵

观世界各国海军，在舰艇体系结构老化问题方

面，比美国海军严重的不在少数。比如俄罗斯

海军的舰艇老化问题长期存在且更为严重，但

它也没有步入‘死亡螺旋’，而且在苏联解体十

几年后从非常凄惨的大衰退谷底开始复兴，至

今也有十年了。从这个角度看，报道中的‘死

亡螺旋’对美国海军其实是个伪命题。”

“美国海军方面之所以提出‘死亡螺旋’，

我认为主要目的还是借今年以来发生的多

次海上碰撞事故，在新闻媒体上为美国海军

扩充舰队规模和争取军费预算进行舆论造

势，争取美国国会的‘老爷’们对这些问题的

重视和支持，为美国海军在各军种争抢今后

几年的国防预算‘大饼’中获得更多利益服

务。”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