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讯 北约第二海上常备部队 4艘军舰 1日进入格鲁吉亚黑海港口波季，

开始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

根据格鲁吉亚边防局当天在其官网发表的声明，来访的北约舰队包括 4 艘护卫

舰，分别来自荷兰、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访问期间，北约军舰将同格鲁吉亚

海岸警卫队舰只进行一系列联合海上演习，以提高双方海上军事行动的协同能力。

北约军舰将于 4日离开波季港。

声明说，北约军舰的这次来访充分表明北约对格鲁吉亚的安全承诺。

俄罗斯国防部 3月 29日发布消息说，俄黑海舰队的两艘军舰当天跟踪了在黑海

水域航行的部分北约军舰。

根据 1936年部分西方国家与苏联签订的《蒙特勒公约》，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

可在黑海水域单次逗留不超过 21天。

俄罗斯外交部日前发表的特别声明说，北约正在东欧地区加强部署，改造更新军用

设施，2018年北约军舰在黑海水域的累计逗留时间由此前每年最多80天增至120天。

北约军舰访问格鲁吉亚黑海港口

战争，伴随着流血与死亡。据统计，战争

中 80%—90%伤 员 的 死 亡 均 发 生 在 战 场 一

线。“急救是离战场最近的‘第一公里’。‘白金

十分钟、黄金一小时’是战场抢救伤员的最佳

时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科主

任黎檀实在近日举办的第六届长城国际军事

医学论坛上阐述了战场时效救治的重要性。

“战救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多么‘高大上’，

只是希望能够让伤员及时获得与和平环境下

同等的救治环境。但是在战场上，这个目标

却很难达到。”黎檀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战场更考验军医个人素质

“战场抢救与日常抢救，两者最大的不同

是救治环境。战争形态不断变化，战伤的伤

情伤类也在发生改变。随着武器更新换代，

炸伤导致的复合伤、多发伤在战场上越来越

普遍，而在平时这些伤型比较少见。”黎檀实

说。据统计，海湾、波黑和科索沃战争期间爆

炸伤发生率大于 80%。

而且在现代战争中，武器愈发多样，导

弹、贫铀炸弹、智能炸弹、燃料空气炸弹等广

泛应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次声武器、气象

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新型核生化武器、二元

毒剂弹、中子弹等也逐渐在战场上崭露头

角。这些武器对人体杀伤强度加大、作用时

间加长，导致新伤类型增多、伤亡机制复杂。

“仗怎么打，人就怎么救。”黎檀实指出，

战场上的军医与普通急救医生不同，他们面

临着敌方火力威胁，首先应具备作战能力，

保证自身安全，又要发挥救治效能。医院急

救往往是多位医护人员共同治疗一名病员，

但是战救绝不会如此“奢侈”。绝大多数情

况下，一名军医可能同时面对多位伤员，时

效救治的迫切要求之下，军医需对救治环

境、伤员伤情、医疗资源以及后送（后送是战

时按规定将伤病员从火线送往后方医疗机

构，实施分级救治的活动。医疗后送是在救

治中后送，在后送中完善治疗的过程）条件

做出迅速判断。

“一位合格的战场卫生人员要遵循‘四个

正确’原则，即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使

用正确的方法对需要救治的伤员进行救治。”

黎檀实指出。美国陆军在 2009 年出版的《美

国陆军战救医护兵技术教程》中也提到，医护

兵要在作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适当的救

治措施，例如，如果伤员已无生命体征，不建

议在战场上尝试心肺复苏。因为在战场上资

源有限，实施心肺复苏成功率较低，同时可能

导致轻伤员不能及时救治或使军医暴露在战

火之下。

军事医疗装备需小巧实用

如果没有工具，再优秀的卫生人员也难

免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

那么军事医疗装备又有哪些特点？与普通医

疗装备有何不同？

“军事医疗装备要求更轻、更小、更灵活，

并且操作简单实用。”黎檀实表示，以战场骨

折救治中所需要用到的外固定架为例，其具

有体积小、重量轻、固定确切、便于安装和后

送的优势，现已在外军中广泛使用。“然而临

床上外固定架类型多样，结构上包括单边式、

双边式、三角式、四边式、半环式和全环式,

功能上包括单纯固定的外固定架、兼备整复

和固定的外固定架、骨延长外固定架和预防

矫正畸形外固定架等。但战救中，由于要求

结构简单、便于操作，军队多选用单边式、单

纯固定型。”

止血器材和血液制品也是如此，作战伤员

自救比互救更重要，因此所需器材要简便易

行。如美军特种部队士兵随身携带的旋压式

止血带，依靠强大收缩性快速压迫血管，阻断

血液继续流出。与传统的纱质止血绷带相比

更快速，可在几秒之内达到止血效果，且可单

手操作，伤员即便没有战友或者医护兵的帮助

也能迅速为自己止血；新鲜冰冻血浆需在低温

环境中保存，这无疑会增加战时后勤保障的难

度。但是普通环境中稳定的冻干血浆体积小、

便于携带、不需冻融复温，有效期长，就特别适

用于战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法军研制

的冻干血浆就被美军广泛使用。

“学习和借鉴外军经验和救治理念，对于

快速提升我军的战救能力有很大帮助。”黎檀

实谈到。例如，以美军为代表的北约部队提

出的战术战伤救治理念（TCCC），就有效降

低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的伤

死率、伤残率。

都是救死扶伤，战场救护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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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强

两年前，美军首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拦

截 测 试 ，并 取 得 成 功 ，表 明 陆 基 中 段 反 导

（GMD）系统防御洲际弹道导弹已不再是纸

上谈兵。如今，美军在洲际弹道导弹防御上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日，美国空军基地对外宣布，该基地发

射 2枚导弹，在太平洋上空实施了反导防御系

统测试。这是美军首次反导齐射测试，2枚陆

基导弹同时升空拦截洲际弹道导弹，其中 1枚

担负主攻，1枚备用。主攻导弹成功摧毁了弹

道导弹弹头，备用弹则使用弹载计算机确认

了最危险的碎片并将之击落。此举被称为是

GMD系统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里程碑。

对此，军事科普作家陈光文表示：“此次

试验验证了‘双发齐射’，即间隔发射了 2枚陆

基拦截弹，以往都是只发射一枚。以往，美国

在发射一枚拦截弹的情况下，拦截成功率只

有不到 50%，这使美国军方一直很头疼。这

次进行的齐射试验，就是要提高拦截成功

率。从拦截效果来看，十分理想，可能今后对

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率会上升为 75%，所以

被称为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

一直以来，在美国已经实战部署的 4种反

导系统中，GMD 投资花费最多，但拦截成功

率却最低。这是因为，陆基中段反导的难度

实在是太大，需要天基、地基、海基等多个侦

察预警平台对弹道导弹的接力探测与跟踪。

同时，还需要有大推力的拦截导弹高速飞向

目标，以动能撞击的方式迎头拦截，就像是

“用子弹打子弹”。因此，美国反导系统建设

基本采取“边部署、边研究、边试验、边提高”

的策略。

即便如此，GMD 拦截成功率也还达不到

50%。一度，GMD连续失败，使其遭到很大压

力。这样的情况一直到 2014年。

当年 6月 22日，GMD 成功拦截了太平洋

上空一枚“来袭”的远程弹道导弹。这是它

2008 年以来首次成功实施拦截。2017 年，美

军再次成功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系统试验，

不过目标是洲际弹道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距离长因而预警时

间充足，可以令参与反导的各大系统从容地

做好准备。但是最大的难点就是洲际弹道导

弹再入大气层的速度高达 20 马赫左右，必须

要有对高速飞行目标有效的捕获和拦截技

术，才能抓得住它。”陈光文科普道。

齐射理论获得验证
如今，美国空军将齐射战术用在了导弹

防御上，意图通过多枚拦截弹齐射，大幅提高

拦截成功率。

陈光文科普道：“这次美国进行的 GMD

齐射拦截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突出了‘齐射’

二字，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最大的拦截成功率，

防御的一方要同时发射 2枚以上的拦截弹，此

所谓齐射。美国此前的反导防御拦截成功率

大都不到 50%，而目前对美国本土威胁最大

的就是洲际弹道导弹，这就使得美国本土实

际上并没有那么绝对安全。因此，美军在改

进 GMD 系统时，就出现了多枚导弹齐射以实

现最大拦截率的设想，当然也有对付来袭多

弹头目标的考量。”

“从这次试验来看，美国达到了目标，因

为在一枚弹头命中的情况下，另一枚不但能

分清真假弹头，还在判明没有其他威胁后，最

终攻击了最具威胁的一个目标，从而确保了

这次拦截的有效性。由此也说明，美国的

GMD 系统不但拦截成功率大幅增强，同时也

对对手发出了新的威慑。”陈光文表示。

陈光文补充指出：“就美国所发射的模拟

洲际弹道导弹技术难度来看，以前测试中充

当靶弹的都是‘接近洲际弹道导弹速度的远

程弹道导弹’，惟有这次才是‘真正的洲际弹

道导弹级目标’。”

两枚弹头各司其职

据称，此次试验的 2枚拦截弹中 1枚采用

了 CE-2杀伤器，另一枚采用了 CE-2 Block1

型杀伤器。

陈光文介绍：“第一枚拦截弹携带的‘大

气层外杀伤器’型号是 CE-2（能力增强-2），

直接撞击了来袭目标并将其击碎，而稍后到

来的第二枚拦截弹携带了 CE-2 Block1 型

杀伤器，即前者的增强型，这个杀伤器比第

一枚弹携带的杀伤器更聪明灵敏，具备区分

真假弹头的能力。在判明第一枚拦截弹击

毁目标后，它就利用传感器扫描爆炸后的碎

片和剩余残骸，当发现没有其他威胁的弹头

时，就选择其中‘最致命的目标’——可能是

一块体积最大的碎片并按设计程序进行了

精确攻击，最终把这块大碎片炸成了更小的

碎片。前者作为主攻手，后者作为副攻，两

者结合组成了完美的攻击梯队”，尽管 GMD

已经部署了 15 年的时间，目前一共部署了

44 枚地基拦截弹，但是试验拦截成功率却并

不高，再加上使用的只是“接近洲际弹道导

弹速度的远程弹道导弹”，所以即便部署了

也很难达到真正保护美国本土的目标，“但

是，美国的这次试验不但有效检验了齐射理

论，其第二枚导弹所采用的智能分辨和识别

技术，及自动分析威胁程度再发起攻击技

术，还使 GMD 拦截成功率达到了历史最高

水平。”

“所以，美国的这次试验，达到了此前设

定的目标，对于美国陆基中段反导来说，意义

非凡。”陈光文说，“必须指出，自 1999 年 10月

至今，GMD 系统共进行了 20 次拦截试验，其

中有 11 次成功 9 次失败，但最近的几次基本

都是成功的，可以说在技术上这一反导系统

正逐渐成熟起来。”

拦截率已达历史最高水平

实习记者 于紫月 通讯员 罗国金

3月 23日，俄罗斯派兵抵达委内瑞拉后，美

国也迅速通过了打击俄罗斯在委内瑞拉影响力

的法案，同时,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领袖瓜

伊多表示要在 4 月 6 日正式行动推翻马杜罗政

权。目前，委内瑞拉可以说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短短三周，委内瑞拉已经全国大范围停电

4 次，停电的同时还伴随着长期停水。目前马

杜罗政府开始实行“30 天计划”保证电力和水

的供应，延长停课和增长假期，减少电力的消

耗。虽然政府有证据表示这几次停电都是受到

电力攻击，但是民心已经不稳，很多人认为这就

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力，导致供电不足或者电路

载负能力不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瓜伊多正是利用“民

之所求”，动“民之所利”，为自己政变所用，他对

外宣告首个“自由”战术动作将于 4 月 6 日在全

国开始，要尽快赶马杜罗下台。

所以委内瑞拉的民心已乱，又有瓜伊多和

美国几番挑唆，可谓火烧眉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想真正

独立于世界之林，不被欺凌，真正的出路是自立

自强，同时学会“得道者多助”，才能强大起来。

可惜现在委内瑞拉面临的周边环境异常严峻。

俄罗斯出兵后，美国空军表示将把在委内

瑞拉周边的无线电电子侦察活动增加 800%。

这也是美国少有的在短期内增加如此之大电子

侦察活动的情况，再结合委内瑞拉几次大停电

和瓜伊多的 4月 6日大计，美国的这次侦察极为

不一般。

自海湾战争正式利用电子战开始，电子侦

察一直是战前准备的重要阶段。通过雷达、卫

星等手段检测和收集敌方的军事、民基、国内人

文和地理等情况，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收集的信息越详细，将来的精准打击可能

就越加事半功倍。

海湾战争虽然 1991 年 1 月 17 日才爆发，但

以电子侦察和电子干扰为主的电子战争，早在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就已经

开始。

那么美国这次对委内瑞拉电子侦察暴增到

800%是不是为下一步的战争做准备？

瓜伊多曾经表示，目前他最缺的就是军方

的支持。此前新闻就有报道过委空军将军亚涅

斯公开力挺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并称武装部队

有近九成的军人反对马杜罗。

美国还表示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军方高级

将领重新站队，甚至美国要让委内瑞拉军队整体和马杜罗决裂。

遥想当年，伊拉克的巴格达被美军在一夜之间轻松占领，数万伊军绝对主力突然

临阵消失的真实原因，便是萨达姆的表弟——伊军国卫队高级官员马赫尔临阵叛变，

命令精锐部队“最后关头不要阻拦美军进城”。

国难当头，委内瑞拉若再祸起萧墙，恐怕真的就无还手之力，一盘散沙，最终苦的

还是老百姓。

最后再说说俄罗斯，俄罗斯断定美国不敢轻易对委动武，要为盟友两肋插刀，在

委遇难时雪中送炭，该出手时就出手，这种重情义、敢作为、负责任的行动必将得到委

内瑞拉巨大回报。并且有了俄罗斯军队撑腰打气，马杜罗政府会重组内阁，对反对派

进行整肃，瓜伊多宣称 4月 6日夺权加冕当总统的美梦恐难圆。并且俄罗斯的反其道

而行之，出兵委内瑞拉，相当于在美国后院打入一根楔子，这很像 1962年古巴导弹危

机时的情形。

俄军在委用兵多少、时间长短完全可根据局势发展而定，如果美国大动干戈，俄

罗斯在委开辟军事基地长期驻军的可能性也很难排除。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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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导齐射战术反导齐射战术
拦截洲际导弹成功率或上升至拦截洲际导弹成功率或上升至7575%%

因此，如何提升 GMD 的拦截成功率就成

了美国空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次试验之

后，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称，试验结果证明了

齐射理论在导弹防御中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齐射理论呢？

记者了解到，弹道导弹在投入作战使用

之初就存在齐射战术。弹道导弹齐射并不是

指严格的导弹同时发射，而是指在相对较短

时间内完成两枚以上导弹的发射，达成特殊

作战效果的发射组织方式，而且也不一定是

在同一地点发射，打击目标一般是同一个。

资料显示，二战中为了弥补精度的不

足，世界最早的弹道导弹 V2 导弹大量采用

了齐射战术。后来，由于弹道导弹的巨大威

力，它也成为战场上首当其冲打击的目标，

因此齐射战术成为了提高导弹发射系统生

存性的必然途径。同时，随着反导系统的不

断发展，齐射战术还能增强弹道导弹的突防

能力，因此一些新兴的导弹国家，也都在进

行这样的试验。

左图 美军此次反导齐射测试中，
第一枚拦截弹腾空而起的情景。

下图 此次反导齐射测试中用远程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拦截弹命中靶弹瞬
间，场面堪比电影《星球大战》中的爆炸
场面。

多枚拦截弹同时发射可大大提高拦截率多枚拦截弹同时发射可大大提高拦截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