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举行的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中，某新型战车突然“趴窝”，新疆军区某炮

兵团修理技师胡斌带着 2名技术骨干迅速前出排障，然而 20多分钟过去了，技术人员

却迟迟找不到故障“穴位”。“开启远程诊断系统，请求专家技术支援！”紧急关头，该团

邀请厂方专家视频连线指导现场抢修，不到 30分钟故障顺利排除。

今年 5月份，某装备生产厂家来团开展装备定期巡诊服务，双方共建的远程诊断

保障模式初见成效。该团保障处处长王建新介绍，这次“趴窝”装备之所以能够很快

重新投入战斗，得益于他们通过探索实践形成的军民一体化维修保障模式，通过部队

需求和企业供应实现无缝对接，有效大幅度缩短了装备维修时间。前些年，部分新装

备陆续列装该团，这些武器装备科技含量较高，很多故障非专业维修人员很难排除。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装备由于配发时间久远，厂家早已停产多年，一些零部件和维修

器材补充困难，装备之间的“代差”给维修保障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企业具有充分的技术和人才资源优势，部队则能够提供实践平台，只有融合才能

更快形成战斗力。为此，该团按照信息共享、资源互补、深度融合的思路，构建了装备

厂家、军选民企业和部队“三位一体”装备保障体系，探索出一条军民融合新路子。该

团通过积极协调，与装备生产厂家达成协议，厂家采取上门服务，进行一对一、多对一

的方式进行教学，团里则依托上级填报需求，每年定期选送技术学员参与培训实践，

全程跟随执行维修任务。

谈及人才培养方式带来的变化，反坦克营驾驶员四级军士长殷鹏最有发言权。

“新装备列装之初，作为第一批参加火炮驾驶培训人员，殷鹏逐渐成为连队装备维修

‘大拿’，由于连队保障队伍能力偏弱，一有大项任务保障都离不开他，休假常常一推

再推。”殷鹏表示，如今情形则完全不同，很少再面临“离不开”的尴尬。

在“融”上下功夫，在“合”上使长劲。借助军选民企业资源和技术优势，建立起应

急保障通联机制，吸收驻地维修企业人员参与装备维修工作，使其熟悉装备性能，掌

握维修工艺流程和相关保障程序，一旦战时需要，随时方便调用维修力量，军民融合

“融”出了新方向。

军民一体化维修保障模式
让“趴窝”装备快速恢复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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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0 月 2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内华达州竞选造势集会上威胁说，美国将退出

30 年前和苏联签署的《中导条约》，这样做的

原因是俄罗斯长期违反这一条约，而且这个条

约限制了美国研发新武器。

特朗普还认为，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有钱，

美国会扩充核武库，扩大到其他国家都“醒悟”

过来。等其他国家都学乖了，美国才会停止扩

充核武库，到那时不仅会停止扩充，核武器还

会减少。

在场记者问特朗普：“你这样说，俄罗斯会

不会把这当做一种威胁？”特朗普直接回答说，

这就是威胁，你觉得是威胁谁都行，包括任何

想入局玩这个游戏的国家。

这个让特朗普又一次搅动世界风云的《中

导条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在美苏冷战你来我往的时候，里根和戈尔

巴乔夫在 1987 年 12 月 8 日签署了《苏联和美

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

导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

验射程在 500 至 5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

弹道导弹。

该条约确实削减了一定数量的战术战役

导弹核武器，它的积极作用是使双方降低了威

胁等级，消除了双方在欧洲战场上针尖对麦芒

的局势，对世界和平有一定积极作用，缓和了

东西方紧张态势。

虽然 10 月 22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博尔顿和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

夫在俄罗斯商讨了“延长《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时效”的可能性。但是，今后事情到底会如何

发展并不好说，如果真的发展到美国退出《中

导条约》的话，那么，关于三个阶段的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美国也要退出。

美国为何要天天折腾？今儿退这个群，明

儿退那个群的。因为美国认为，它作为一个大

国，对世界尽的责任太多了。就像戴着镣铐跳

舞一样，非常不爽。所以要把那些镣铐全都挣脱掉，挣脱以后想怎么跳舞就怎么跳舞。

那它以后想怎么跳呢？目前看来，就是特朗普签署的两个总统令：一个是要建立

太空军；另一个就是建立网络战司令部。

但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必将大量发展短程导弹和中程导弹，这些短

程导弹和中程导弹必将对欧洲形成全面的覆盖，欧洲分分钟可能就要被俄罗斯灭掉。

特朗普的内心大约是这样想的：你们这些欧洲国家不是牛吗？又是搞欧元，又是

和美国讨价还价，现在你来呀，请美国去保护你。那就交钱吧，保护费拿来！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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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天柱 廖国全 本报记者 张 强

美国防务新闻网络杂志近日称，超过

80%的 F-35 战机已经被批准重新恢复飞行。

9 月 28 日，美国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F-35 疑因

燃油管故障而首次坠机，10 月 12 日，美国防

部宣布 F-35全部战机暂时停飞。

军事专家、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张文昌

指出，燃油系统问题将直接影响飞机作战效

能，战机停飞会影响美国以及其他引进 F-35

战机的国家进行各项飞行训练。不过，F-35

由于燃油管故障导致坠机也是新飞机的一种

正常现象。“飞机在整个寿命周期事故发生率

呈‘马槽’形分布，新飞机事故率较高，一段时

间的飞行磨合后，问题逐步暴露解决，事故率

逐步稳定，战机接近淘汰时事故率再次上

升。”张文昌说。

事实上，F-35 战机在研制过程中多次出

现燃油系统和发动机系统故障问题。2013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燃油管路故

障，由于及时发现没有发生坠机事故，但同样

导致大面积停飞。

据了解，航空煤油是飞机的最主要能源，

飞机油箱装航空煤油，油箱和油箱之间、油箱

和发动机之间由错综复杂的燃油管路连接。

燃油管路出现问题，会直接导致飞机不供油。

张文昌指出，F-35 燃油管路分布比一般

战机复杂得多，这可能是其发生燃油管故障的

重要原因。“F-35上的航空煤油除了承担为发

动机供油重任外，还被赋予另外两个功能：一

是充当冷却介质，该战机的热管理系统使用航

空煤油进行冷却，比如空调系统降温就依靠煤

油，而其他飞机依靠冷空气进行冷却。二是充

当液压介质，战机液压系统的液压介质也依靠

煤油。这样一来，燃油管故障还会导致液压系

统、有关机载电子设备和电路等失灵，最终飞

机无法操纵而失事。”张文昌表示。

燃油管故障通常会造成战机出现两种情

况：一是发动机供油不正常而空中停车，失去

动力的飞机易发生坠毁事故；二是燃油管路

漏油导致空中起火，飞机直接在空中发生爆

炸。“据目前公开报道，这架 F-35B 战机在地

面发出三声爆炸声，接着冒着浓烟着火，而在

空中没有着火。”张文昌推测，很有可能就是

一段燃油管路故障而导致发动机空中停车，

最终坠机，“如果鉴定结果是其他战机的燃油

管路没有问题，那么本次坠机可能是一起孤

立事件，应该很快能复飞；如果属于战机设计

上的问题，需要为每架 F-35 飞机更换输油

管，周期恐怕更长一些。”

祸起萧墙，F-35坠机或因燃油管在搞怪

实习记者 唐 芳

美联军轰炸叙利亚的相关消息再次袭

来。叙利亚通讯社近日报道称，美军主导的

国际联盟使用国际禁止的白磷弹轰炸叙利亚

东部某居民区，导致至少 4名平民伤亡。面对

这一指控，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罗伯森

回应，联军不会公开其在军事行动中所使用

的具体武器和弹药类型，但这些弹药都符合

国际标准。那么，白磷弹是一种国际禁用武

器吗？

对此，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专家张博表示，

白磷弹最初用作烟雾弹，由于燃烧效果好，白

磷弹逐渐发展为一种军用攻击性燃烧武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通过的国际公约《禁止或限

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规定，不得对平民

和民用目标等使用燃烧武器。目前大多数国

家都签署并批准了相关公约，然而美国并未

签署该公约。

“公约并未明确禁止白磷弹等燃烧武器

的使用，即使将白磷弹作为燃烧武器，如果

是针对军事目标使用，那么也是允许的。”张

博进一步解释，美国并未签署相关公约，因

此可以不受条约约束。但由于该公约已经

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签字遵守，因此从道义

上，美国也需要遵守相关公约，特别是公约

中对于燃烧类武器使用的有关规定。另一

方面，在使用此类武器时，如果美军打击的

是对方军事目标，那么从法理上看基本没有

问题；但如果打击的是非战斗人员或民用目

标，或者虽然打击的是军用目标，但给平民

造成大量附带损伤，那么美军需要承担责任

并受到谴责。

白磷弹作为燃烧弹使用时，可以采用陆

基平台（如火炮）、空基平台（主要是具备对地

作战能力的战斗机）进行发射，也可采用海基

平台（舰艇）发射，主要用作烟雾弹。二战期

间，白磷弹就已经有了应用，二战后、冷战期

间，在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中也曾经被多次

使用。张博表示，“这种燃烧弹主要是利用白

磷的燃烧产生杀伤效果，与使用常规武器打

击敌人相比，杀伤面积更大，杀伤机理多样

（燃烧、腐蚀、毒熏等）。而且白磷弹燃烧温度

较高，难以扑灭，很容易给对方有生人员带来

强烈的恐惧和震撼，因此对付有生目标、集团

目标效果较好。”

白磷弹的杀伤力远不及核、生、化武器以

及基因武器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从实现军

事目的的角度来说，投掷白磷弹有助于消灭

对方软目标，特别是人员；而且容易给对手造

成心理震慑、打赢心理战。因此，近年来的几

场局部战争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武器装备的

身影。

白磷弹:散播恐惧的纵火恶魔

实习记者 唐 芳

本报记者 张 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援引俄罗斯军事

专家伊戈尔·科罗特琴科的话称，可能将于

25—30 年后出现的 S-700 系统，将是可以在

近太空部署的激光导弹防御系统。

此前，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国家杜马党

团领袖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称，据推测

俄武装力量不仅装备有 S-300和 S-400，还有

S-500、S-600 和 S-700 系统。科罗特琴科认

为，对 S-500 的进一步现代化改造可能会在

15—20 年后形成 S-600 地面系统的设计基

础，而 S-700 将成为反导系统的第二个发展

方向——太空领域。它能关闭整个星球，没

有飞机能起飞。

对此，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

智库王群教授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综合各

种信息，俄罗斯可能还没有针对 S-500 后续

型号的明确规划，如所谓的 S-600、S-700。

特别是日里诺夫斯基在俄罗斯政界是有名的

‘大嘴’，经常在公开场合口无遮掩。在很大

程度上，他可能是发泄对美国的不满。”

俄政客表示未来可以把这套激光反导系统部署到太空俄政客表示未来可以把这套激光反导系统部署到太空

传说中的传说中的S-S-700700真有那么厉害真有那么厉害？？

针对此次事件，王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

国曾多次透露要发展太空激光武器，其主要作用

就是反导。在太空部署反导武器具有很多优势，

特别是初始段反导，由于导弹在爬升的过程中红

外信号比较强烈，速度较慢，弹体没有分离，同时

拦截形成的有害物质大多落在敌方境内，不会对

己方带来伤害，所以不但难度较低，而且也较为

理想。但这对俄罗斯影响却很大，因此无论是

政界还是军方，都对美国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

情绪，表示强烈反对，甚至有专家宣称如果美国

在太空部署武器，俄罗斯将在太空部署核武器

进行反制。当然，在 S-500之后发展后续升级

或改进的型号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这符

合武器发展的基本路径。”

说起俄罗斯的“S系列”防空反导系统，最

著名要算是 S-300了。S-300是具有全天候、

大空域、多通道、机动作战能力的第三代防空

导弹武器，主要用于国家要地和区域防空。

在 S-300 基 础 上 ，俄 罗 斯 又 发 展 了

S-400。2010 年，俄罗斯部署了首个 S-400 防

空导弹营。然而，由于号称同类系统中射程世

界最远，可达400千米的40H6拦截弹一直在进

行国家级测试。因此很多媒体认为，S-400还

算不上完整的正式型号。一直到前不久，40H6

的升级版40H6E才正式完成国家级测试。

而新一代的 S-500 防空导弹系统近日才

准备开始量产，尽管俄罗斯称其已全面超越了

S-400。“问题是，S-400最大射程超过400千米

的拦截导弹都还没有列装，而‘全面超越’

S-400、最大射程超过 500 公里的 S-500 部署

也尚待时日。这种情况下，去规划后续型号，

可能为时尚早。”王群指出。

S-700系统可能只是臆想

“不过，如果俄罗斯要继续发展 S-600、

S-700，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推测。”王

群说。

“首先射程可能会更远，进一步提升反导系

统的防御范围和能力，甚至是反卫能力，这是毫

无疑问的。其次，提升雷达的性能。目前

S-300和S-400，甚至包括S-500装备的新型超

强功率雷达的性能还不够理想，尤其是探测隐

身目标，距离和精度都还不能满足需求。”王群

表示，最近俄罗斯向叙利亚交付了S-300系统，

很多人都在关注，到底它能否对抗以色列的

F-35隐身战机。目前分析看，S-300的雷达尚

不具备很好的探测隐身目标的能力，相比之下

F-35可能更具优势。而 S-400反隐身目标的

能力也一直受到质疑，有些专家认为它比起

S-300并没有质的变化。因此，后续系统改进

雷达或采用新型雷达应该会是重点。再就是要

注重和其他系统的信息融合能力，比如地基雷

达系统、预警机、预警卫星等，并与其他防空系

统协同作战，弥补系统本身的不足。

“高超声速武器未来将成为一大威胁。

虽然 S-500 声称能对抗高超声速武器，但能

力如何尚未可知，估计水平不会太高。因此，

后续系统应当提升对抗高超声速武器的能

力。”王群指出，反导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S-500 及之前的系统基本属于综合性的防空

系统，反导虽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还并不能

说是“主业”。未来的系统或许会加强反导能

力，包括采用动能杀伤——这是当前反导的

重要趋势，而俄罗斯目前的系统大都是破片

杀伤。这对反卫能力的提升也很关键。

“因此，这位俄罗斯专家所说的，对 S-500

若成功将带来反导武器变革

的进一步现代化改造可能会在 15-20 年后形

成 S-600 地面系统的设计基础，还是有一定

合理性的，因为这属于继承性的提升和变

革。”王群认为，“但后续的 S-700，如果还继

续叫这个名字的话，就可能如俄罗斯专家所

说，不会在地面了，可能部署到太空，变为太

空平台，而且也将可能是激光等定向能武

器。这是反导系统的另一个阶段了，意味着

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按照俄罗斯专家的说法，假如有 S-700

可能也是在 20年之后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

一切皆有可能。毕竟技术在进步，还应该针

对新的威胁和需求，发展新的武器系统或对

之前规划的武器系统做出调整。”王群说。

那么，如果在近太空作战轨道平台部署

S-700，必须攻克哪些技术难关呢？

对此，王群表示：“这意味着部署太空激

光武器。首先就是要克服目前激光武器的弊

端。激光武器遂行反导，必须满足功率足够

大（达兆瓦级），射程足够远（达几千公里）。”

美国曾想用空基激光武器反导，即大名鼎

鼎的机载激光器ABL系统，它曾作为美国反导

系统的重要组成。但限于技术原因，它体积

大、重量重，达到了80余吨，此外携带的化学介

质对付大型弹道导弹发射数量十分有限，实际

作战时往往力不从心，后来被迫终止。

“如此笨重，要发射到近地轨道，不解决

小型化问题，对航天运载能力显然提出很大

挑战。同时，维护保障、能量补给也是难以克

服的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当

然，激光武器如果能部署在太空反导，将具备

极大的优势。”王群认为，首先就是不存在领

土、领空的争执，比如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就

引起相关国家强烈反对，而部署在太空至少

在外交上没有那么敏感；其次，拦截速度快，

也不易被敌方攻击；第三，激光反导武器及附

属系统，比如预警卫星、各种传感器等，站得

高看得远，不受地球曲率影响，只要数量足

够，就能探测到地球任意位置发射的导弹；第

四，反导平台机动速度快，一旦发生战争，很

快就能到达战区附近；第五，没有遮障物，通

透性很好，大气环境对激光的影响很小，更有

利于发挥它的威力。特别是，有利于初始段

反导，这也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目标。

太空反导具备极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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