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最新的“牵牛

星-U”重型无人机首飞视频。它首飞达到

800 米的高度并以全自动模式飞行 32 分钟，

随后平稳降落。俄国防部称该机所有系统在

测试中都正常工作。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牵牛星”系列的

研制始于 2011 年，原型机于 2016 年 7 月试

飞。它有民用和军用两型；军用版重 5 吨，可

携带 1吨有效载荷。“牵牛星”采用大展弦比上

单翼和 V 尾设计，长 12.4 米，翼展约 28.28 米，

体型接近美军“全球鹰”无人机。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

教授王群介绍：“俄罗斯是无人机的使用大

国，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其军队使用的无人

机数量已近 2000 架，仅次于美国。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无人机一度与世界潮流有些脱

节，技术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特

别是航电和飞控系统及发动机等技术。由

于越来越认识到无人机的军事价值，俄罗斯

一直想寻求突破。但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禁运，在无人

机技术方面它只能求助于以色列，比如曾引

进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但‘苍鹭’仅具

备情报、监视、侦察（ISR）能力，因此俄罗斯

迫切需要一款类似美国‘死神’那样的察打

一体无人机。”

各 方 猜 测 此 次 俄 罗 斯 首 飞 的“ 牵 牛

星-U”可能是“牵牛星”的最新改进型，属

于 中 空 长 航 时 重 型 无 人 机 ，对 应 于“ 死

神 ”。“牵 牛 星 ”最 大 巡 航 速 度 为 250 千 米/

小 时 ，续 航 时 间 48 小 时 ，最 大 升 限 12000

米，航程 1 万千米。

王群介绍：“‘牵牛星’机头下方配置光学

传感器，机身后部装有测视合成孔径雷达，军

用版探测距离和分辨率等性能都远高于民用

版。”这次的“牵牛星-U”，不但能通过地面站

和空中另一架无人机实现通信中继，更重要

的是也能用卫星通信中继，从而能更好地发

挥其指挥控制作用。

“牵牛星”和“牵牛星-U”发动机都是翼

吊式而非常用的尾吊式布局——“死神”及其

他同类无人机大多为尾吊式单发布局，两台

发动机位于机翼下方靠近机身。“这可能是俄

罗斯考虑到发动机性能不高而采用的折中办

法，以弥补动力不足等缺陷。虽然这要增加

气动阻力，但发动机有了冗余，安全性和生存

能力会更强。”王群解释道。相比之下，采用

尾吊单发布局的“死神”，却只有一台涡喷发

动机，但发动机性能优异，有效载荷 1.36 吨

（最大起飞重量不到 5吨），最大巡航速度达到

了 460千米/小时，远超“牵牛星”。

一般情况下，一款飞机最大起飞重量越

大，载荷能力就越强，意味着能携带更多的燃

油和弹药，搭载类型更多的功能组件，执行更

多样的作战任务。“牵牛星-U”重量达到 6吨，

这就为它成为一款与“死神”类似和性能不俗

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奠定了基础。

王群判断：“牵牛星”装备有光学和红外

等光电传感器以及合成孔径雷达。改进后

它的通信中继能力也得到增强，可以更好地

实现战场联网，提升预警和信息传输能力。

同时，其续航时间达到 48 小时远在“死神”

之上，可长时间滞留战区上空，更加持久地

执行任务。

总体说来，“牵牛星”除拥有很强的 ISR

能力外，还能对地攻击；其装备为模块化设

计，能视任务更换武器和设备，比如挂载制导

炸弹、空地导弹，甚至超声速反辐射导弹，具

备一定防区外打击能力。此外，它还能进行

作战评估和指挥控制，指挥和协同其他有人、

无人机与地面装备实施作战。当然，这四种

能力同时也是美国“死神”基本具备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牵牛星’大量采用了

复合材料，其有限翼身融合设计、S型进气道，

特别是内置弹舱，使得它隐身效果比武器外

挂式的‘死神’要好多了。”王群指出，“尽管

‘牵牛星’比‘死神’载荷能力、机动水平差一

些，但得益于上单翼、双发动机、内置弹舱等

设计，它的安全性、生存能力和隐身性能都应

更好一些。”

俄军事专家认为，“牵牛星-U”是对美国

“死神”和其他西方大型无人机的回应。西方

这些无人机近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边境地区从

事侦察活动，而俄罗斯基本上无法“对等回

应”。如今，“牵牛星”可以像“死神”那样有效

执行察打一体双重任务。

新型牵牛星无人机，为抗衡美版“死神”而生

新闻热线：010—58884059
E-mail：guoketiancai@126.com

■责编 郭 科2019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三 KE BAO FANG WU 科报防务 5

本报记者 张 强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近日报道，俄

罗斯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近期测试了首个

在短短数小时内可在任何空地搭建完毕的

机动机场。其跑道可用于起降俄海军所有

类型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以及前

线航空兵部分种类的飞机。俄国防部将根

据试验结果决定是否向俄军其他军区和舰

队推广。

“从披露的信息看，这是一个模块化的机

动机场模块组，包括可以快速铺设的跑道模

块、航空指挥系统模块、灯光信号模块、气象

监测模块以及生活保障模块等，可以像‘搭积

木’一样铺设机场。它在技术上实现的难度

不算大，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装备了快速敷

设的机场跑道维修装置，相当于机动机场的

跑道模块，把其他的机场相关系统实现模块

化并不难，但俄罗斯是第一个做的。”军事评

论员彰海雄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种机动机场的设施可谓是相当完善。

从目前的信息看，其跑道由专用金属板组成，

设备则是保证飞机飞行的移动器材。它们发

挥的作用与普通军事机场中的系统一样，包

括指挥调度站、卫星导航系统接收器、气象

站、移动照明系统、加油站和技术维修站，跑

道上还装有专用照明设备。

据称，这种机动机场的跑道可以起降俄

海军所有类型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

以及前线航空兵部分种类的飞机。

“这些直升机都是俄海军的现役飞机，包

括卡-50、卡-52、卡-28、卡-32等卡莫夫设计

局的产品，以及米-28、米-8、米-17等米里设

计局的直升机。固定翼飞机预计可以支持米

格和苏霍伊的主力战斗机。直升机要求有较

大面积的平整起降平面即可，固定翼飞机一

般要求有平整并且长度超千米的跑道。”彰海

雄介绍。

俄军前第 4空防集团军司令瓦列里·戈尔

边科介绍，机动机场将被作为所谓的“跳跃机

场”使用，以便进行远离主要基地的作战行

动，同时在必要时还可用来分散部署航空兵。

跳跃机场是一种基于战略需要，根据战

斗攻击进程，每隔一段距离，或每占据一个重

要地区，临时开设的前线保障机场。“因为它

们的部署隔一段设置一个，所以被称为跳跃

机场。它和二战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的蛙跳

战术有一定的概念渊源。”彰海雄表示。

设施完善可充当“跳跃机场”

记者了解到，这种机动机场的测试是在

戈格兰岛进行的。这座岛屿长约 11 公里，宽

1.5至 3公里，大多由贫瘠的基岩组成，面积约

21平方公里。以这种自然条件很难在短时间

内修建一座野战机场。但演习中，俄军仅花

了数个小时便在戈格兰岛的 5 个武装直升机

和运输直升机降落点搭建了完备的机动综合

设施。

据称，这种综合设施可为俄军战术航空

兵部队提供停驻基地，最大负荷情况下可自

在海上搭建难度很大

当前，俄罗斯仅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

将”号一艘航空母舰，而且这艘航母此前也因

浮船坞沉没，甲板被砸伤，而一度陷入无法继

续进行大修面临退役的窘境。如果这艘航母

也要退役，那么俄罗斯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 5

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这是

俄罗斯根本不能接受的。

因此，近年来俄罗斯一直希望打造一型

新航母。自 2017年以来俄科研机构已经至少

拿出 4种“有模有样”的航母设计方案，从 4万

吨级到 10万吨级、从常规动力到核动力、从滑

跃起飞到电磁弹射……几乎涵盖目前主流航

母的所有类型。

那么，在新航母定型并服役之前，俄罗斯

有必要寻找一个能暂时替代的方案，机动机

场就成为一个选项。

报道称，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测

试的机动机场是航空母舰廉价高效的替代

品。它能够迅速隐蔽地增调飞机群，并在执

行作战任务时在必要情况下增强舰队航空兵

的能力。

但彰海雄对此并不看好：“这种机动机场

无法替代航母，因为它们更适合陆地配备，比

如远离本土的小岛上，而不适合上舰在海上

搭建。如果没有航母，又需要航空力量，两栖

攻击舰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海上航空力量

的运用对平台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求甲板够

大，而且甲板强度要求很高，拼接的甲板根本

不行。同时，临时加装的模块化的其他配套

系统在船上的整合也是一个很难破解的问

题，倒不如直接建造航母来得高效。所以，海

上机动机场很难成功。

“俄罗斯抛出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解决

海军航空兵作战范围有限的问题，通过陆地

机动机场，可以快速改变航空兵的部署地，从

而扩大机动作战的范围，以应对北约多方向

威胁。这也是因为俄海军无航母所用，海军

航空兵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陆地机动机场提

升战斗力，但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彰海

雄说。

扩大海军航空兵作战范围

本报记者 张 强

模块化机动机场模块化机动机场：：
远程部队远程部队““累累””了了，，就在这儿歇一歇就在这儿歇一歇

军评天下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主保证一个月内不间断进行作战行动的一支

航空大队的飞行。这种机场可同时发挥基地

和燃料枢纽的功能。

很多人关心，这种机动机场未来可以装

载在船上在海面上直接部署吗？

对此，彰海雄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因为

它的跑道系统是由很多钢板拼接而成，需要

稳定坚硬的地面，船只的甲板很难满足条

件。海上机动机场现在还没有国家装备，英

国曾经改装油轮充当海上临时机场，但都是

临时改装，能力也远远达不到海上机动机场

这个概念的水准。美军曾经提出过海上浮岛

基地的概念，与这个有类似的地方，但最终因

为体积巨大、航速缓慢、容易被攻击等原因被

放弃。并且海上浮岛的体积与这个机动机场

不是一个量级。”

那么，海军航空兵要如何处理紧急战争

时周边没有专用机场的情况呢？

“有时候可以临时开设陆地机场，一般通

过工程部队紧急施工，或者直接用炸弹炸平

一个区域来实现。如果海上需要的话，就只

能抽调有高强度大甲板的民间大型油轮、邮

轮的方式来实现。”彰海雄表示。

事实证明，航母、海上基地船、两栖攻击

舰等专用战舰更适合充当海上机场。虽然俄

罗斯测试的这种机动机场不能替代航母，但

它也为海军航空兵执行远离主要基地的作战

行动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

美国国防部网站近日发表声明称，

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试射了一枚常规陆

基巡航导弹，该导弹在飞行 500 多公里

后击中目标。消息指出，此次试射获得

的数据等将被用于未来美国中程导弹的

研发。退出《中导条约》还不久，美国就

公开宣布试射该条约曾经限制的导弹，

此举引发了各方普遍关注。

早在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之

后，美俄双方就已经围绕谁违约在先各

执一词。美指责俄“违约”在先，认为俄

在今年 1 月 23 日展示的 9M729 型导弹

射程能超过 1500 公里。俄则针锋相对

进行反驳，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一轮又

一轮口水战。

在美试射“违禁”导弹之后，双方口

水战升级，焦点集中在试射过程中使用

的 MK-41 垂直发射装置上。鉴于该装

置与美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陆基

“宙斯盾”系统发射装置同属一个型号，

外界普遍猜测美方此次试射暗有所指。

对此，五角大楼发言人罗伯特·卡弗中校

解释说，部署在东欧的“宙斯盾”是“纯粹

的防御性质”的，“无法用于发射战斧巡

航导弹”。

不出意料，美方的表态并没有让俄

方满意。针对美试射导弹的问题，俄总

统普京表示，只要调整一下软件系统，美

部署在东欧的“宙斯盾”系统也可以用于

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普京同时推测，

美快速实验导弹的行为表明“美国在寻

求退出条约之前，已经开始筹备试验导

弹的工作”。对于美国的行为，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

中程导弹是将导弹按照射程而划分

出来的一个类别，射程介于近程导弹与

远程导弹之间。目前各国对于中程导弹

的射程范围定义不尽相同，但普遍将其

射程下限定义在 1000 公里，而在《中导

条约》中，中程导弹则指射程在 500—

1000 公里的中短程导弹及射程 1000—

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

相比起其他射程的陆基导弹，陆基

中程导弹具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

一是生存能力强。陆基中程导弹尺

寸和重量适中，可以采用机动部署的形式，也可以部署于发射井之中。机动时，对路

面和环境适应力更强，发射后，可以快速转移并重新填装发射，具有较高的生存和作

战能力。

二是核常通用。陆基中程导弹适中的射程，使得其在进行中小当量核打击的时

候既能保证自身安全，又能出色完成打击任务，避免了陆基近程导弹在执行类似任务

时射程上的“尴尬”。而在进行常规打击的时候，其又可以换装威力更大的常规弹头，

在制导技术的加持下完成各类定点打击任务。

三是具有射程优势。射程 1000 公里之下的陆基近程导弹一般用于执行战术打

击任务，对于距离稍远的目标则无能为力。而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则一般用于进

行战略打击和威慑，其更高的定位和成本使其在执行中近距离打击任务的时候不

够“划算”。有鉴于此，打击力和成本皆占优势的陆基中程导弹成为中近距离打击

的不二之选。

可以预见，如果美在东欧地区部署大量陆基中程导弹，将对俄形成巨大的战略威

慑。事实上，正是因为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部署了大量陆基中程导弹，引发了核大战

的担忧，才有了后来《中导条约》的诞生。

有分析指出，此次美试射导弹显得有些仓促，整个发射系统的集成度非常低，没

有专门的发射机动车，发射箱简单安装在拖车平台上，指挥控制系统也不在发射平台

上。然而仓促上马并不代表美方考虑不周。

从军事的角度看，美国意图通过快速发展陆基中程导弹增强其军事威慑能力。

中程弹道导弹在东亚地区部署后，美国将可以通过导弹而不仅仅是战略轰炸机对东

亚沿海和内陆地区以及俄远东地区进行快速精确打击，如此将有效提高美军在相关

地区作战能力。在东欧地区部署后，则可以帮助美国抵消俄在该方向上对北约的军

事压力，改变地区军事力量平衡。

然而，战争毕竟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战略和行动都要服务于政治需要。对美国来

说，仓促试射导弹更有政治上的考量。一是通过试射导弹，表明美国发展陆基中程导

弹的决心，同时不断为美国内军工企业带去利润。二是借导弹试射刺激俄罗斯，通过

在欧洲上空制造战争疑云进一步拉拢欧洲的“小伙伴”，并收取“保护费”。三是通过

导弹试射制造烟雾弹，通过大力发展中程导弹，进可挑起军备竞赛拖垮对手，退则拉

拢别国参与新的“中导条约”，逼迫他国自废武功。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增加美与

他国博弈的筹码。

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美国的行为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美国凶狠的“面

相”背后是对自身日渐衰落的实力的不自信以及战略焦虑。可以预期的是，这样的焦

虑在未来不会减少，而解决焦虑的问题，不是试射几颗导弹就可以解决的。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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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聊装备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牵牛星牵牛星-U-U””重型无人机重型无人机

99MM729729型导弹型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