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俄罗斯与以色列展开了新一轮“嘴

仗”：F-35隐形战斗机与 S-300防空导弹究竟

谁 更 强 ？ 起 因 是 俄 罗 斯 已 向 叙 利 亚 交 付

S-300防空导弹系统，并计划在 3个月内对叙

利亚军人完成操作培训。有分析指出，此举

将对以色列产生威慑作用。

以色列《国土报》表示，以色列拥有世界上

最好的F-35隐形战斗机，S-300无法拦截打击

甚至无法跟踪它。俄罗斯方面回应，S-300能

有效发现和摧毁空中隐形目标。“以色列和美

国不应在 S-300面前测试 F-35的能力。如果

F-35 在叙利亚被击落，将彻底打破它无法被

发现的神话，可能让美国失去与其他国家数十

亿美元的购机合同。”俄《国家军火库》杂志军

事专家德米特里·德罗兹坚科称。

俄罗斯 70年代开始研制的 S-300防空系

统，是一款性能超前的国际主流防空系统。

而美军明星机型 F-35 的性能在全世界战机

中首屈一指，拥有很强的隐身能力和先进的

航电系统。龙虎相争，二者谁能完败对方？

对此，军事专家兰顺正对科技日报记者

表示，S-300 和 F-35 的对决结局并非完败或

完胜对方。两者纸面数据相较，F-35 是战机

顶端，S-300 与防空系统第一梯队还有差距，

因此 F-35 的整体性能稍强一些。但两者从

未正面较量过，只能大致推测，F-35 整体性

能超过 S-300，而 S-300也有可能威胁或击落

F-35。

“F-35 隐身性能较强，但在一定范围之

内，仍然会被 S-300发现。”兰顺正解释，F-35

通过将对方雷达的发现距离压缩来发挥隐身

性能。这样一来，老式雷达和防空导弹发现

时已经彻底来不及，但是，性能先进的 S-300

能把雷达发现距离往前推。尽管 F-35 具备

隐 身 优 势 ，但 相 比 叙 利 亚 现 役 防 空 导 弹 ，

S-300发现 F-35的几率大得多，对 F-35构成

的威胁也更大。

不被发现是战机想不被摧毁的第一目

标，被发现并且在对方射程之内，危险很大。

只要雷达及时发现目标，S-300的拦截打击成

功率也很高。兰顺正表示，俄罗斯方面曾这

样描述 S-300 的弹头威力：无需直接命中，目

标附近爆炸也能对飞机造成致命威胁。此

外，S-300 雷达的抗电磁干扰性能更强，对抗

F-35 采取的各种反制手段可能更有把握。

“S-300 入叙，可显著提升叙利亚防空能力上

限。长期以来以色列对于叙利亚拥有 S-300

一直是强烈反对和顾忌，另外以色列现阶段

拥有的 F-35 数量较少，对付 S-300 心里也没

底。”兰顺正说。

然而，导弹与战机的对决中，主动权往往

掌握在空中方。特别是一对一空地对抗中，

地空导弹始终是被动的一方，战机掌握着进

攻时机、高度、角度的主动性。“尽管所有导弹

一般都射程衔接、均匀撒布，可应付整个目

标，但是每个导弹部队负责一块地区和方向，

防守方不知道对方从何而来，必须要从各个

方面来部署，而不是将导弹集中在一个点。

空中可以将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以多敌少，

优势明显。”兰顺正表示。

目前估计，叙军在 S-300 的应用上可能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地面导弹机动设伏打

击。叙利亚军方设置假目标，引诱以色列出

动空军，在其可能来袭和撤离路线上埋设陷

阱。在足够近的探测距离时突然开机，发射

导弹，以色列飞机中招可能性较大。另一种

是以公开部署导弹的方式进行威慑，这可能

应该是二者对抗的主要方式。因为以色列和

俄罗斯在中东利益较多，可能不会采取有意

找麻烦的方式。俄以双方在叙利亚战场上关

系微妙，更希望起到的是威慑作用，不希望产

生过多的实质性威胁。

在武器操作上，叙利亚对于 S-300 目前

比较生疏，而以色列对 F-35 发动空袭掌握得

相对娴熟，也很有心得，另外以军在历次战争

中都擅长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一

定会创新战法对付 S-300。

同时按照叙利亚军队的作战操作能力，

俄军给其最先进的 S-400 导弹并不合适，一

方面发挥不出优势，对其整体防空能力提升

也不大。另一方面会让以色列感到直接受

到巨大威胁，对俄以关系很不利。兰顺正表

示：“S-300 恰到好处，以色列会受到压力，但

压力不是不能接受。”

各界十分盼望 S-300 能与 F-35 展开较

量，F-35 神话会被戳破还是再次大展神威，

彻底压倒 S-300？然而，二者对决的可能性

很小，任何一方失利都下不了台。兰顺正表

示：“即便 F-35 在对决中胜出，很多有关雷达

截面、最近探测距离等实战资料和数据可能泄

露或被掌握，对于以后其他国家研制对付

F-35的技战术将有很大帮助。”

S-300导弹对决F-35战机，谁是王者 据新华社讯 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 15 日对媒体表示，叙利亚军队在叙

北部伊德利卜周边已做好准备，以应对极端组织拒绝撤出非军事区的情况。

穆阿利姆当天在大马士革与来访的伊拉克外长贾法里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他

在会上说：“伊德利卜省和叙利亚任何地区一样，都应当回归叙利亚政府管辖。如果

俄土两国此前达成的非军事区协议得不到执行，将会有其他选项。”

15 日是极端组织武装从伊德利卜非军事区撤离的最后期限。伊德利卜势力最

大的极端组织“沙姆解放组织”14 日晚发表声明，拒绝执行非军事区协议，称将继续

与叙利亚政府军战斗。

叙利亚《祖国报》报道说，极端组织这一选择“将给叙利亚军队和俄罗斯空军提供

采取军事行动将其驱逐的理由”。报道还说，土耳其已要求推迟协议执行的最后期

限，以便继续劝说武装分子。

叙外长：已做好应对
极端组织拒不撤出非军事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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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来 美 国 空 军 完 成 了 B-2 隐 形 战

略轰炸机在夏威夷的首次常态化部署，

三大战略轰炸机都齐聚亚太，据说下月

美军还将在南海搞军演。

美国空海军搞事不断，美国陆军可

能觉得自己曝光率太低，也想上头条。

日前，美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在

美陆军协会年会开幕式上宣布，陆军计

划在未来 5 年动用至少 250 亿美元，用

于发展陆军六大现代化优先事项，为重

大战争做好准备，而这其中最为瞩目的

就是对于未来战车的规划和升级。同

时陆军也将转变战略思维，更重视深层

次的多域战斗模式。摆脱地面思维，应

对越来越不可预测的作战环境。

从长远阶段看，美国陆军依旧是心

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他们的目标是

未来战争，并且开始注重全方位立体化

的多域协作，纵向是陆海空以及网络部

队等梯队协作，横向则是加强盟友的深

度合作。近期的规划，主要还是有目标

地 研 发 新 装 备 ，并 且 快 速 地 普 及 到 军

队。同时想要先乘上海军战略转型的

大舰，先试试多域协作的水。

而这次的规划最终还是需要国会

拨款，不过陆军也会省一省，自己内部

解决一部分小钱钱的问题。10 月 10 日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头条动态报道了

美 国 陆 军 的 未 来 战 车 升 级 动 态 ，美 国

陆军负责战车现代化的罗斯科夫曼将

军 ，在 美 国 陆 军 年 度 协 会 的 采 访 中 表

态，为了适应多域战斗，他们决定打造

未来战车。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发生大范围陆

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美国的陆军

装备相对空海军较为“落后”，虽然主力

坦克艾布拉姆斯坦克仍旧算先进，但吃

老本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而且不管是接

下来的短期现代化战略模式，还是长期

的未来模式，想要更灵活、智能作战、跨

域配合，更新换代都是必要的。

科夫曼表示对于未来坦克的规划

是要建造像星际大战里四脚机甲一样

的四脚坦克，虽然目前还只是纸上谈兵

的阶段，但是陆军会在 2023 年，设定出发展方案及路径，将其落实。

近期来看，陆军更现代化、智能灵活的需求已经体现。陆军接下来会把重点

放在新一代载人战车和机器人战车上，并且想要用它们代替目前的布拉德利战

车，并同时重视多功能装甲车和轻型坦克。

而这些近期目标，都将在 2020 财年落实部署到军队。此次陆军还透露，他们

正在研发射程超 1800 公里的“战略远程炮”，其针对的对象不言而喻。

美国陆军也搞战略转型，背后的深意更值得注意，多域作战现已经是美军的

整体思维，并且三军都将眼光放在未来，还有网络战队在今年的等级提升。这都

预示着美国从来没有从“霸权思维”里出来，没有安全感的美国，“制霸”一直是它

的心里话。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美国这一系列有目的的“针对”已成了一

个长远的规划了，而这些更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美
坦
克
魔
改
的
背
后

仍
是
霸
权
主
义
作
祟

5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报防务

微信公众号

专家聊装备
实习记者 唐 芳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网络）

因常规动力潜艇具备独特优势，各国技术

人员一直在进行不断地设计改进，包括不断尝

试各种新式的电池技术。

除了锂电池之外，技术人员还使用过银锌

电池。上世纪50年代，美国用“大青花鱼”号常

规动力高速试验潜艇试验过银锌电池。有文

章指出，1500吨排水量的潜艇使用了 220吨电

池，可以让 1500 吨的潜艇以 33 节的速度活动

1.5 小时，这是首次常规潜艇达到核潜艇的运

动能力。不过银锌电池价格过于昂贵，制造这

些电池的银锭还是从美国国库中借出来的。

当前，AIP潜艇家族中还有一种燃料电池

AIP潜艇，然而燃料电池潜艇和日本的锂电潜

艇有着本质区别。燃料电池属于一次电池，它

可以把燃料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也叫电

化学发电器。而蓄电池属于二次电池，需要进

行充放电循环，把电能储存起来进行放电。

“燃料电池是一种自供能的电池技术。这

种潜艇只要燃料足够、废弃物排放科学，是可

以在水下长期工作，可以认为是一种‘亚核潜

艇’。”易芳说，“而锂离子电池是一种蓄电池，

需要进行充电。也就是说，锂电潜艇在潜航一

段时间以后，也需要上浮至水面，由柴油发电

机组系统进行充电，待充电完成后才能继续下

潜作业。”

很多人关心，锂电池已在潜艇及众多武器

上得到了应用，那么它未来是否会在战场上广

泛应用，或者只是过渡阶段的替代品？未来锂

电潜艇会像现在电动汽车取代燃油汽车那样，

成为未来常规动力潜艇的首选配置吗？

对此，易芳认为，“锂电池在常规潜艇上运

用只是其中一种成熟方案，是随着相关国家技

术成熟的出现而出现，主要由于其具有比容量

高、单电池输出电压高、自放电率低、使用寿命

长、安全性能好等优点，成为电力推进分系统

的一种选择而已，也并非过渡阶段的替代品，

是水到渠成的一种必然选择。事实上，钠—氯

化镍等新型高能热电池也是可供选择的一种

方案。当前，燃料电池 AIP 潜艇的前景比较

好，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将燃料电池技术

与蓄电池技术结合，可以确保常规 AIP潜艇更

好的安全性。”

锂电潜艇出现属于水到渠成

AIP 潜艇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潜艇对蓄

电池的要求，但这不意味着潜艇就不需要更好

的电池。毕竟，相较柴电潜艇，AIP潜艇的系统

更为复杂。

“凰龙”号在维持规格和航速不变的情况

下，使用锂离子电池替换掉整个“斯特林”发动

机的AIP动力系统和铅酸蓄电池。

“凰龙”号所采用的这种设计使得当前最

热门的 AIP潜艇有了新的替代方式，从技术原

理上看，又变回了柴电潜艇。

“铅酸电池存在一系列问题，而且根据其

工作原理改进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还需要额

外的发动机供电，占用了潜艇过多的空间，因

此一旦出现更成熟电池技术，例如锂离子聚合

物电池，就必然会被取代。”易芳说。

锂电池其实早已在其中武器系统中应用，

涵盖了陆海空天等诸多兵种，比如军用通信设

备、水下机器人、无人侦察机等。军用设备电

源的能量密度、续航时间、体积重量等是影响

作战能力的重要因素，而锂电池具有的能量密

度高、体积小、重量轻、循环寿命长等优势，成

为军用设备电源的首选。

铅酸电池必将被新式电池取代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情速递

潜艇自问世以来就以其神鬼莫测的隐蔽

性、较强的突击性，成为各个国家积极发展的

海战利器。然而早期的潜艇却和人们的设想

相去甚远。在人们的设想里，潜艇应该和科

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的“鹦鹉螺”号那般，

能长时间航行于大洋深处。但技术却限制了

人们的想象力，一直到二战期间，各国军队使

用的还是 19世纪末期科学家们发明的柴电动

力潜艇，即水面航行时使用内燃机，在水下航

行时则使用蓄电池和电动机。而这种设计一

直到今天仍然有广泛的市场。

由于电池技术的限制，柴电潜艇只能在

水下航行 10—100个小时，就必须充电。柴油

机的运行离不开氧气，因此必须浮上水面，或

者采用通气管。这样一来，其隐蔽性就大大

降低。为此，人们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方式，来

突破这一制约，以核能作为动力就是选择之

一。美国人所设计的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就

使用了“鹦鹉螺”号的名字。但是限于各种制

约，核潜艇始终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对于适用范围更广的常规动力潜艇来

说，究竟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上百年来，由于电池技术进步缓慢，常规

动力潜艇一直主要使用着铅酸电池。铅酸

电池性能稳定可靠，使用的原材料易于获得

且廉价，本身结构简单易于维护。但随着电

池技术的进步，铅酸电池的缺点也开始被放

大——其体积和重量太大，而储电比能却又

很低，而且充满电很费时间，也就是说比起锂

电池等后来者其能量密度比较低。

因此，要增加柴电潜艇水下航行的持续

性和隐蔽性，提高电池的储电能力和效率就

变得非常重要。但电池技术的进步显然不能

满足军事需求，由此人们研发了不依赖空气

的动力推进系统——AIP系统。

易芳介绍：“早期的 AIP潜艇，如‘斯特林’

发动机 AIP 动力核潜艇，主要采用热力发动

机+铅酸蓄电池组的方式作为电力推进分系

统，虽然提高了水下安全性能，但降低了水下

航速，增加了系统复杂性。因此，后来又有了

闭式循环柴油机动力系统、闭式循环蒸汽轮机

动力系统和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等方式出现。”

蓄电池性能制约催生了AIP潜艇

连日来，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日本最新

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潜艇刷屏。近日，日本

第 11 艘苍龙级“凰龙”号常规动力潜艇下水，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动

力的潜艇。

早在 2014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就宣布，

2015年开工的苍龙级潜艇将革命性地采用锂

离子电池。当时有国外媒体报道，日本苍龙

级潜艇在换装锂离子电池的同时还将取消原

有的 AIP系统，即只保留锂电池组+柴油机的

动力组合。对于这种革命性的设想，当时的

观点却不甚统一，很多人对这种颇为激进的

设计心存疑虑。“凰龙”号的下水使这种激进

的设计变为现实。

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易芳指出：“锂电潜

艇是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成熟情况下，作为改

进 AIP 潜艇电力推进分系统的一种方式，但

绝不是唯一先进的方式。”

易芳指出，“由于潜艇潜航时对电力系统的

要求很高，一种电池技术如果没有成熟是不敢贸

然使用的，因为一旦供电中断必然导致潜艇安全

事故。因此之前的常规潜艇主要使用成熟的铅

酸蓄电池，直到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等电池技术逐

渐成熟之后，才开始采用新的替代方案。”

水下作战又有了新动力系统水下作战又有了新动力系统

走进锂电潜艇的前世今生走进锂电潜艇的前世今生

柴电潜艇与AIP潜艇

世界第一艘以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的潜艇世界第一艘以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的潜艇““凰龙凰龙””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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