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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咱们的国产航母被拖船拉着动了几下，折腾

来折腾去却老是不走，挠得人心里直痒痒。大家都很

好奇新航母测试到什么阶段了？前天在船厂究竟测试

了什么项目？那么让我们下面来好好梳理一下。

首先来看看国产航母这些天有哪些变化。4月16日

主机试车的图片和4月20日媒体曝出来的图片有一个小

小的区别，就是船底下那个球球不见了。这个圆球叫做

球鼻艏，它通常是看不见的，就是在舰首方向下边伸出来

一个大鼻子。一般它藏在水面下，你是看不到它的。

16 日还能看见球鼻艏上端还露在水面上，说明还

没有进行配重，吃水深度还不够，吃水线浅说明船的负

载轻。20 日的照片中，球鼻艏看不见了，从吃水线来

讲的话，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吃水线，吃水线深说明

船上的负载大。负载从哪来的？大家发现 20 日的航

母甲板上排了众多大吊车。

一般的航母首先考虑的是它的平衡系统。以美国

的航空母舰尼米兹为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栋二十

来层的大楼，里面有 2500 个到 3000 个舱室，每一个舱

室里边有什么东西，有多少重量等等，每一个细节都会

影响平衡性。

国产航母基本都建设完成了，脚手架都拆了，甲板

口也封上了，东西也搬下去了，那在船上装那么多吊车

干啥呢？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它是用来配重的，可能

是利用大吊车来调整负荷。吊车很重，而且可以方便

地移动换位置，改变载荷分布，这样国产航母就可以在

港口内进行航母重心位移测试，比较安全。

航母在改变航向、拐急弯的时候必须要有很好的平

衡性，否则会出现重大事故。航母上的大吊车就像

歼-15 舰载机，歼-15 重量是 17.5 吨，大吊车重量接近

31吨，用这些吊车模拟一下歼-15摆满甲板以及舰载机

移动的情景。让这些吊车来回移动，就可以模拟测试国

产航母在静态时重心变化的不同情况，提前查漏补缺，

为海试打好基础。旁边还有拖船，几艘拖船给拖动一

下，航母可能会晃悠晃悠，再看看这个平衡情况怎么样。

现在主要还是造船厂这边在做这些测试。一艘航

母在交付海军之前，一般有这么几个大的环节：开工、

下水、舾装、系泊试验和最后的海上试验。先是开工铺

设龙骨，然后通过几年的建造，完了以后下水，下水之

后就开始舾装。

舾装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在船坞里边，干船坞里边

把东西装上去。再一个就是系泊试验，就是下水，都装

完了，就不能老占着船坞，所以在系泊的情况下舾装，

进行一些试验。海试主要测一些什么项目呢？海试第

一阶段是船厂海试，第二阶段是部队海试。

船厂海试主要是造船厂给它进行测试，就像厂家出

厂前要进行质量检查一样，航母也要经历这个阶段。这

个阶段主要是测试航母各个子系统的情况，例如动力情

况、电器系统、航行系统等是否正常。如所有的分系统

都很好的话，军方就签字验收，下一步就是交付海军。

海军测试和船厂测试不是太一样，海军是个用户，船

厂是一个制造部门，制造部门造完了，用户满意才行。比

方说看能不能够进行作战，相控阵雷达的探测距离究竟

是多大，是否符合探索雷达的一些性能要求。实际上是

要了解航母的作战性如何，这和船厂海试是不同的。

很多人可能还关心双航母战斗群什么时候形成？不用太着急，海试也一样，不是

说从船坞里立马冲出去，到了远海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就算成功。要按照科学的规律

去办事，就算正式交付海军，海军也要先把这艘舰熟悉了，再练习跟其它护航舰艇的

协同，之后还要跟它的飞机、航空部门进行协同训练。

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三四年时间，到 2022年差不多能够形成战斗力。也就是说中

国出现双航母战斗群可能还需要四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预祝第一艘国产航母海试成功，也希望下一步的航母工作都能进展顺利。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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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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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讯 也门胡塞武装 23日通过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该武装高级成员、

“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萨利赫·萨马德日前死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空袭。

声明说，萨利赫·萨马德 19 日在多国联军空袭也门西部城市荷台达时丧生。胡

塞武装称一定会进行报复。

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已任命另一名高级成员迈赫迪·穆沙特为“最高政治委员会”

新主席。

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

哈迪前往沙特避难。2015 年 3 月，沙特等国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

2016 年 7 月，胡塞武装与也门前总统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组成“最高政治

委员会”，此后成立所谓“民族救国政府”，与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由总统哈迪领导的

政府分庭抗礼。

也门胡塞武装
一高级成员死于多国联军空袭

航母编队刚下阅兵场即赴训练场，专家认为——

辽宁舰已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一直以来，网友对我国下一代轰炸机关注

度极高，军事科普杂志《航空知识》近期也疑似

披露了中国新型隐身轰炸机外观，而网友似乎

早就将其取名为“轰-20”。近年来，中国在新

型战机研制方面捷报频传，运-20和歼-20接

连服役，直-20的消息也是频繁曝光。中国下

一代轰炸机会保持队形命名为“轰-20”，使得

我国“20系列”军机家族齐聚一堂吗？

“未来轰炸机是不是叫轰-20 不好说，准

确地讲，应该等待权威部门发布才能确定。

如果有轰-19，那么下一个可能就是轰-20，

但这种可能性不大。”远望智库研究员、军事

专家张文昌表示，军机等航空装备是按照军

委装备管理部门的命名方法进行命名的，以

排序法为主，排序法分为大排序和小排序。

以军委正式命名的装备编号“轰-6K”为

例，“轰”表明装备种类为轰炸机；“6”代表大

排序，意味着某些方面比轰-5 又有了相当大

的进步，假如未来轰炸机就叫轰-20，那么

轰-20相比轰-6从外形、性能、技术水平上将

有天壤之别；“K”是小排序，轰-6K 之前还有

轰 -6 系 列 的 其 他 型 号 ，如 轰 -6 丁 就 是

轰-6D，而轰-6K 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一

系列现代化改进。“并非每个排序的军机都会

生产出来，但不管怎样，都在当时进行了方案

的论证，甚至都立了项，起码为下一代飞机打

下基础，起到了上台阶作用。”张文昌表示。

“《航空知识》报道的我国新型隐身轰炸机

外形图片，可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也说明我

国下一代轰炸机的气动布局、动力装置、机载

设备和战技指标要求等方案初步确定，经审批

之后，接下来会按照方案进行设计建造。”张文

昌指出，我国未来轰炸机发展可能会有四项重

要特征：第一是隐身能力，轰炸机要想具备非

常强的渗透打击能力，突袭现代先进的防空系

统，没有隐身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是航

程问题，这是轰炸机区别于战斗机而具备很强

打击能力的重要方面；第三是载弹量问题，轰

炸机载弹量要远大于战斗机载弹量，才能发挥

轰炸机火力摧毁打击敌人的优势；第四是网络

化作战能力，未来轰炸机必须适应未来作战环

境的要求，具备网络化获取“陆、海、空、天”各

方面信息资源的能力。

“未来隐身轰炸机主要作战样式，第一种

是渗透性打击，利用隐身性能、电子战能力和

任务规划能力渗透到敌方领空之内进行打击，

距离越近越能精准打击，我国下一代轰炸机如

果有隐身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作战样式。

第二种是作为巡航导弹载机实施远程巡航导

弹精确打击，轰炸机在火力圈外发射巡航导弹

打击敌方领土之内的目标，这会避免自身受到

敌方防空火力的攻击。比如目前，轰-6K主要

作为巡航导弹载机进行 1000—2000公里远距

离精确打击。”张文昌说。

军事科普杂志疑似披露新型隐身轰炸机外观图

给中国未来轰炸机来个前瞻“素描”

实习记者 唐 芳

军事新突破

本报记者 张 强

参加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的海上

阅兵后，辽宁舰编队迅即从阅兵场奔赴训

练场。4 月 23 日海军节当天，海军发布消

息称，这次远航训练以来，辽宁舰航母编队

连续跨越多个海区，分别在西太平洋、南

海、东海等海域开展了实战化训练。消息

特别提到了 4月 22日与海军岸基航空兵进

行的实战条件下的对空作战训练。

在此前的报道中，现场指导训练的海

军副司令员丁毅介绍，此次海上训练中，航

母编队按实战状态展开，突出舰载战斗机

空中对抗训练、编队战术专攻精练，加强作

战平台对抗、火力对抗和信息对抗，不断强

化实战化训练。参与此次演练的不是只有

辽宁舰，而是整个航母编队。

“与以往辽宁舰的训练活动相比，此次

辽宁舰在结束受阅活动后即开赴相关海域

展开实战化训练，其中的变化非常巨大。”

远望智库研究员王强表示，“可以看到，这

次训练科目不再是简单的舰载机起降训

练，既有以舰载航空兵为主的远海制空作

战训练，也有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各兵种

制海作战和反潜作战训练，这些训练内容

的变化反映出辽宁舰已经从科研实验状态

完全转变到了战备训练状态，辽宁舰已经

具备了初始作战能力。”

早在去年辽宁舰入列 5 周年时，就有

媒体称，辽宁舰离全面形成战斗力仅一步

之遥。这一步，就是全天候作战能力，特指

夜间作战能力。虽然辽宁舰此前也进行过

夜间舰载机起降训练，但无论从起降密度

还是训练科目上，均不能与此次相提并论。

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

象 ：凌 晨 ，辽 宁 舰 甲 板 一 派 忙 碌 景 象 ，

歼-15舰载战斗机和多型舰载直升机布满

甲板。随着起飞助理的“放飞”示意，多批

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伴着发动机尖厉的

呼啸声依次腾空而起，直冲云霄……

舰载机在运动的航母上降落，一向被

喻为“刀尖上的舞蹈”，风险极大、难度极高，

舰载机的夜间降落更是“拦路虎”科目。接

受媒体采访时，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某部

团长徐英表示：“航母编队只具备昼间的能

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具备昼夜 24小

时全天候，包括复杂气象、复杂海况情况下

仍能正常工作的能力，这样我们航母编队

整个的实力才是完整的。”由此可见，此次

辽宁舰夜间高密度起降，意义十分重大。

与此同时，夜间的实战训练中，歼-15

机队还与海军岸基航空兵展开了“背靠背”

自由空战训练。王强认为：“新闻中的这句

话含义十分丰富。”

“歼-15 假想对手应当是三代机。我

海军岸基航空兵目前列装的主战装备总体

性能不弱于美军的F-15和F/A-18，以我军

主战装备模拟对手先进飞机可以保证舰载

航空兵战斗力稳步提升。”王强说，自由空战

训练反映了贴近实战的要求。这种训练不

设预案、不走过场，主要在划定空域内由飞

行员自主发现目标、判定态势、选择武器进

行交战，对飞行员能力素质检验较为全面。

“同时，岸基航空兵借此机会也提高了

抗击敌航母编队的能力。‘背靠背’训练双

方互为对手互为条件，既有舰载航空兵的

提高，也有岸基航空兵的锻炼，是对海军航

空兵的一次全面检验。特别是对于岸基航

空兵而言，此次演习对手为复杂电磁环境

下的航母编队，综合作战能力十分强悍，在

这种条件下进行训练，效果不言而喻。”王

强指出。

舰载机夜间密集实训含义丰富

媒体报道此次实战训练时称，各属舰

不断变换与保持防空、防潜、综合防御队

形，高效担负各自任务，探索了航母编队

远海作战体系的构建和组织指挥方法。

航母编队重点围绕作战体系构建与运用，

突破潜艇伏击区、远海制海制空作战、编队

指挥所训练等多项内容展开训练。

王强分析认为：“新闻中

提到了各属舰组成了防空、反

潜、综合防御队形，如果此前海上阅兵中的

航母编队没有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属舰主

要包括先进驱逐舰、护卫舰等，可执行防

空、反潜、反舰等多种航母掩护任务，由此

组成了海军远海作战体系的基本结构，训

练编队的构成体现了较为完整的航母

作战编队特点。这说明海军实

现了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

新型作战体系，作战

以航母为核心的新型作战体系

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此次参加

海上阅兵后辽宁舰编队迅即从阅兵场奔赴

训练场，并没有参加台湾海峡的相关演习。

“由于台湾海峡宽度仅 200 公里左右，

仅出动陆基航空兵即可夺得战区制空权，

而航母编队具备大范围海域、空域控制能

力，在这一狭小水域根本无法施展拳脚，反

而由于水文条件的局限导致航母易遭到潜

艇兵力伏击。”王强分析认为。

他介绍，这次台湾海峡演习主要以陆

航直升机火力支援科目为主，该科目属于

掩护登陆部队的支援行动，从新闻中出现

的陆航直升机规模数量判断，演习设定的

登陆规模不算小，而与此同时

海军航母又在远海进行制

空制海训练，很明显两

者 之 间 有 着 密 切

联系。

王强指出：“从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角度

考虑，不排除航母演习属于配合陆航演习

的性质，也就是说航母演习更多的是强调

抗击域外势力干涉的行动，陆航演习则强

调大规模登陆作战准备。从这个角度看，

这两场演习对所谓的‘台独工作者’释放的

警告信号十分强烈。”

“可以认为，辽宁舰编队此次没有参加

演习而是出远海进行反潜、制空和反舰训

练，恰恰说明海军对航母作战特点掌握精

准，并已经初步形成了航母作战使用的原

则方法。”王强还表示。

我国第二艘航母海试过后将进入服役

阶段，届时我国将拥有两艘航母。可以肯

定，辽宁舰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必将为我国

第二艘航母培养合格的舰员，有了辽宁舰

这个科研训练的“酵母”，未来我国第二艘

航母将能更快进入作战状态。

初步形成航母作战原则方法

样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般来说，航母战斗群，是以航空母舰

为中心，加上主力水面舰艇、攻击型潜艇和

支援舰组成的海军作战编队。有专家指

出，在这次海上阅兵中，航母打击作战群前

有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开道，后有 054A 型

导弹护卫舰护航，后面紧跟“呼伦湖”综合

补给舰，最后由 051C型导弹驱逐舰殿后。

综合各种信息，辽宁舰航母编队目前

除了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外，还有

093B 型核潜艇，未来还将有 055 型万吨驱

逐舰加入，而编队可根据不同任务灵活搭

配舰只。

“此次演习特别强调了平台对抗、火

力对抗和信息对抗，涉及了空中战场、水

面战场、水下战场与电磁战场等不同领

域，说明航母编队作战更多着眼远海复杂

条件下与同等对手的全方位博弈。”王强

指出，“通过这一演习总结形成的经验性

成果，必将对未来国产航母进入战斗状态

后的远海作战体系构建和组织指挥等提

供丰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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