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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各式先进武器不断亮相，核动力导弹、新型巡航导弹核潜
艇、锂电常规潜艇等新型武器层出不穷，展示武器装备未来发展新方向；
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美国公布针对高超声速武器的拦截器概念……世
界军事舞台上，各式武器针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场。

年终岁末，科技日报为您梳理一年的防务科技新闻，盘点热点装备，
奉上深度点评，敬请关注。

莫斯科时间 3 月 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 2018

年度国情咨文，曝光了核动力远程巡航导弹等六大超

级武器，引起国际舆论的剧烈震动。普京表示“由于

射程无限，可随意进行机动调转”，同时强调世界上还

不存在同类武器。

兰顺正（军事研究员）：虽然目前美国情报部门表

示，俄罗斯的核动力巡航导弹目前仍处于研制发展状

态尚未进入实战部署阶段，之前的几次试飞都并未取

得成功。但俄罗斯高调宣誓其存在，一方面是与美国

博弈的迫切需要，一方面也预示俄罗斯在核动力飞行

器的研发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该武器如果真正问

世，那就打破了传统火力投射模式中广泛遵循的“两点

之间直线最近”原则，可不远万里、长年累月地绕路攻

击目标。在以往，弹道导弹虽然打得高打得远，但是方

向明确，而常规巡航导弹、轰炸机等即使具备一定的绕

路能力，但毕竟航程有限，不可能“南辕北辙”，所以对

方在防御和探测上还基本有方向可循。而核动力导弹

这类“永动机”发射以后就可以在相关区域巡航，可能

就在下一秒，也可能是在半年以后才落在目标头顶，好

似一条隐藏在黑暗中而又耐心极好的毒蛇，会在意料

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突然窜出来给猎物致命一击。不难

想象，该武器的问世必将让很多反导武器失效。

俄曝光核动力远程巡航导弹

4月底，五角大楼将一项耗资 3860万美元的合同

授予动力系统公司，由它负责软件和技术方面的开

发。无人机生产商克拉托斯公司作为转包商也参与

该项目，负责生产机翼可折叠的新型无人机。这个代

号为“小妖精”的项目要求这两家公司证明可以安全

可靠地从空中发射回收多架无人机。这意味着科幻

电影中的“飞行航母”或将成真。

朱启超（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研
究员）：“小妖精”无人机蜂群项目，是美国国防部根据

2014 年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而发展的一类低成

本、智能化、小型化作战系统。该项目设想从 C-130

运输机或现有战略轰炸机及战斗机平台发射具备快

速组网和协同能力的无人机蜂群，利用无人机蜂群执

行对敌侦察、监视、压制和打击等任务，任务结束后再

在空中将无人机逐个回收到母机平台。“小妖精”项目

目前对于每架母机平台按可发射小型无人机 8 至 20

架，30 分钟内可回收 4 或 8 架的指标进行技术演示验

证。虽然从以数量优势取胜的角度看，无人机蜂群具

有良好的作战潜力，但它也有局限性。因此，我们应

该客观看待外军无人机蜂群项目的发展，没有必要过

分渲染将其神化。当然，对于该项目所体现的前沿技

术应给予高度重视，提前布局，并寻找应对之道。

美“飞行航母”或将成真

5 月 15 日，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日本

政府力争 2023 年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部署

地点可能是秋田县和山口县。这是防卫省首次公开

提及陆基“宙斯盾”的部署候选地，陆基“宙斯盾”距离

正式部署越来越近。

岳松堂（陆军驻京某研究院军事专家）：一直以

来，日本在先引进“萨德”系统还是先引进陆基“宙

斯盾”上犹豫不决，如今总算“尘埃落定”。大量实

弹拦截试验证明，“宙斯盾”防空反导系统不仅具有

较强的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能力，还能具有拦截

低轨卫星的潜能。为此，美军花了 5 年时间，于 2014

年将“宙斯盾”搬上了陆地，并获得成功。日本之所

以选择陆基“宙斯盾”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性能上

陆基“宙斯盾”基本可以替代“萨德”系统，另一方面

则是经济性的考虑。日本政府曾估算：一套陆基

“宙斯盾”需 800 亿日元，但只要两套就能覆盖全日

本。而一套“萨德”系统约需 1250 亿日元，但覆盖全

日本约需 6 套。而且，日本至今已有 6 艘宙斯盾舰，

陆基“宙斯盾”和舰载“宙斯盾”在结构、操作、维修

等方面大致相同，部署后可以较快形成战斗力。而

且二者备件可以通用，大大节省维修费用。必须指

出，陆基“宙斯盾”部署日本后，将使其反导系统更

加完善，同时促进美国进一步构建全球反导大系

统，将进一步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和稳定。

日将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

据俄罗斯塔斯社 5月 16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15 日主持召开军工企业和军方领导人会议时表示，

要进一步完善打击高精确度武器及其载具的装备，准

备批量生产 S-500新一代防空反导系统。

马建光（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问题专家）：作为俄罗斯第五代防空反导系统，

S-500由俄著名的“防空导弹生产专家”——“金刚石-

安泰”公司研发，整个武器系统的研发周期长达 16

年。在此之前，俄罗斯已多次声称将批量装备S-500，

但直到今年才被普京正式“定调”，这多少受到了美国

当前对俄武力威慑的影响。从公布的性能指标来看，

S-500 不完全是 S-400 的简单升级版，它更像是一种

与 S-400进行“高低搭配”的、更侧重于战略反导的武

器系统。S-500 的最大拦截距离、高度分别是 S-400

的 1.5倍、3倍，因此其作战运用范围更广、技战性能更

加优异。按俄罗斯当前的构想，S-500系统在 2020年

前后实装后，将与新一代 A-235 战略反导系统及

S-350、S-400防空反导系统组成一整套体系完整、布

局合理的区域防空反导体系，进一步提高俄军防空反

导能力，有效应对美在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后远程高

精度武器发展对俄造成的威胁，有效维护俄国家战略

安全。

S-500防空反导系统量产

8月 2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向美军移交了第 52

架，也是最后一架升级后的 C-5M“超级银河”重型洲

际战略运输机，正式结束了C-5M运输机的升级计划。

文昌（军事科普作家）：C-5“银河”运输机 1964

年 3 月开始研制，1970 年 6 月开始服役，主要用于空

运、空投、空降，几乎可以运载包括主战坦克、直升机

在内的美军全部战斗装备，至今已服役近 50年，是美

军战略运输的顶梁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

作为战略运输机，C-5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载重量

大，装载性好。C-5 货舱宽大，与美军各种装备具有

很好的适配性。机头和后舱门都可以打开，头尾直

通，甚至轮式和履带式车辆能直接驶入、驶出 C-5 货

舱。二是可洲际飞行，全球作战。C-5 装载 50 吨货

物时能飞行 9900公里，装载 100吨货物时可飞行 4860

公里。并且还安装有空中受油管系统，能在世界各地

不着陆飞行。为使 C-5 能服役至 2040 年之后，从

1998年开始其升级计划，打造“超级银河”C-5M。具

体的升级内容超过 70 项，主要是换装自动驾驶、导

航、数字化座舱等新型航电系统，改进发动机、飞机蒙

皮、辅助动力系统等。升级后，C-5M 的操控性、可靠

性、载重性与可维护性大幅提高，能更好地适应 21世

纪的作战需求。

“超级银河”C-5M升级计划完成

印度 8 月份成功试射首颗潜射弹道导弹 B-05

（又称 K-15），与首艘核潜艇“歼敌者”号形成“弹艇合

一”作战能力，标志着印度成为“全球导弹核潜艇俱乐

部”第六位成员。

李杰（军事专家）：对于印度来说，装上潜射弹道

导弹 B-05 的“歼敌者”号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弹道

导弹核潜艇，实现了“弹艇合一”的里程碑式突破。为

了这一天，印度热盼 20多年，期间不断借鉴俄罗斯和

西方潜射弹道导弹技术，尽管失败多次，从未放弃改

进、提高和试射。不过，“全球导弹核潜艇俱乐部”成

员美、俄、英、法、中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至少在

8000 公里以上，可从本国海域或前出不远打击地球

任一角落。而印度“K-15”导弹射程仅 700—750 公

里，战斗部非常小、不具备分导头、精度也不高，无法

在远海、深海作战，只能在近海发射，局限在印度洋范

围内，目前基本上不具备战略威慑和战略核反击能

力，与真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称呼相去甚远。但拥有

核潜艇和射程较短的潜射弹道导弹，印度已勉强跻身

世界导弹核潜艇家族中，这在南亚地区、印度洋地区

是首屈一指的，在和巴基斯坦的较量和对比中，印度

率先具备了核的陆基、空基、海基真正三位一体的军

事实力。

“全球导弹核潜艇俱乐部”再添一员

9月5日，在美国D60展会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

项目局（DARPA）公布了针对俄罗斯高超声速武器的

“滑翔破坏者”拦截器概念图。它是一种小型飞行器，

可进行动能拦截，即直接撞击敌方的高超音速导弹。

王群（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教
授）：动能拦截是当前拦截导弹的一种非常重要、也是

非常先进的技术，美国现有反导系统基本都是动能拦

截。大致判断的话，这可能是一种依托其他系统发射

的小型动能拦截飞行器。美军自称已可拦截洲际弹

道导弹，不过面对飘忽不定的高超声速武器，其现有

反导系统却力不从心。拦截高超声速武器的前提是

能发现它、追踪它，然后才是发射所谓的“滑翔破坏

者”小型飞行器，对其动能撞击。当然，除了全新开发

外，它也有可能是在现有反导系统上增强了的一种装

备，既能拦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高超声速武器。目

前条件下，这种方式显然已成美国的首选。实际上，

美国当前的反导系统也未必完全不能拦截高超声速

武器，只是拦截难度大、效能低了。虽然快速发展的

高超声速武器让美国焦虑和不安，但夸大威胁是其惯

用伎俩，可能是烟雾弹，目的是麻痹对手。当然，也可

能是为争取更多研发经费而故意抛出的言论，对此美

国屡试不爽。

“滑翔破坏者”拦截器概念图公布

10月 4日，日本最新一艘苍龙级“凰龙”号常规动

力潜艇下水，这是日本的第 11 艘苍龙级潜艇。尤为

使人关注的是，该潜艇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锂离子电

池作为动力的潜艇。

王群（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教
授）：相比已在潜艇上使用上百年的铅酸电池来说，锂

电有很多优势。首先，体积小、重量轻、能量密度大、容

量高，有利于潜艇减轻重量，节省空间，提升续航能力

和机动性。日本“凰龙”号之所以使用锂电，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苍龙级潜艇浮力不足，只有大约 600吨多一

点，至少应增大到排水量的四分之一才算合适。为此，

经过论证之后，日本可能认为用锂电替代斯特林发动

机和铅酸电池，是更好的选择。其次，充电速度快、效

率高。锂电的充电过程很短，能大大减少潜艇上浮充

电所花费的时间，增强潜艇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再

就是，锂电基本无记忆能力，使用时限制少，有效容量

下降小，不需为延寿而遵循特别的充放电方法，从而简

化了潜艇的维护，使它能视任务需要和战场环境随时

充放电，有效提高了潜艇作战的灵活性和战斗力。然

而，锂电未必就是将来最理想的潜艇用电池，目前还有

其他高性能电池也正在不断研发过程中。因此，常规

潜艇采用锂离子电池应该只是趋势之一。

首艘锂电常规潜艇下水

11月 1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美国海军

正在制定新的大型巡航导弹核潜艇计划，以取代 4艘

老旧的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 2019年版的

美国海军 30 年造舰计划，到 2048 年之前将服役 5 艘

新型巡航导弹核潜艇。

李杰（军事专家）：美国海军从 2007年起，陆续服

役了经“大卸八块”改装而成的 4 艘巡航导弹核潜

艇。掐指算来，当时这几艘核潜艇的服役年限就已在

25 年以上，早已超整个服役期的一半以上。而到现

如今，它们又在水下游弋巡航了十多年，已呈“老态龙

钟”之势。于是美海军装备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尽早推

出一款专门设计而非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传统

上，美国海军十分重视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

艇的研发与使用，但近十多年来 4 艘改装的“俄亥

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入役使用，使得美海军深

刻感到，巡航导弹核潜艇强大的对陆打击，尤其对

陆地纵深重要目标和军事设施的精确打击，特别

是大范围、高强度的密集打击，将是上述两种核

潜艇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新型巡航核潜艇

虽然搭载的巡航导弹比之“俄亥俄”巡航导弹

核潜艇要少，但最新设计的巡航导弹不仅威

力更强、火力持续性更高，而且精度更优，

所以打击效果更加显著。同时，新型巡航

导弹核潜艇有着更优异的浅水海域活动

性能，更易抵近对方前沿，能够更可靠

地打击对方战略纵深更远的目标。

美研制新型巡航导弹核潜艇

今年 3 月，美海军陆战队开展了 32 架小型无人

机 集 群 补 给 演 示 验 证 ，试 验 了“ 蜂 群 式 ”保 障 方

式。无人智能化在军事上的应用正逐步由作战领

域向后装保障领域拓展，呈现出成体系、跨越式发

展态势。12 月 20 日，我军首次召开“无人智能化保

障体系建设”主题研讨会。军委后勤保障部、装备

发展部和西部战区、军事科学院等军内外的近百

名专家学者，共同为我军无人智能化保障体系建

设出谋划策。

李瑞兴（中央军委科技委后装综合保障领域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院长）：2011

年，美军首次在阿富汗战场运用K-MAX无人直升机，

进行战场物资补给，堪称是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的一次革

命。与此同时，美军还不断探索运用无人机实施后勤

保障的新模式新方法。相比之下，我军在无人化后装

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明显滞后，尚停留在论证和研发阶

段。我军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与会者提出的加快我军无

人化保障政策制度、理论体系和标

准法规建设、新质保障力量的生成

模式及作战运用等理论观点，对

未来我军无人智能化后装保障

力量融入作战体系，实现一体

编成、一体指挥、一体运用，具

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比如，国防大学联合勤务

学院聚焦实战开展战场无人

化后装保障研究。前不久，

他们联合某战区集团军、地

方大学和高新企业，动用36

架无人机构成“蜂群”编队，

成功完成了立体批量定点

投送任务，有效检验了全

纵深、集群式无人机综合

保障的新路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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