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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聊装备

军评天下

近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

罗戈津向记者表示，手枪或在 2021 年

重新成为俄罗斯宇航员配备的应急装

备。消息一出，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广

泛关注。手枪是不是各国宇航员的标

配？其对宇航员有何帮助？俄为宇航

员增配手枪又有何背后动机呢？

其实，宇航员配枪并非新鲜事物，

中国自“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起，

就为进入太空执行任务的宇航员配备

了国产的“64式”手枪。但是俄罗斯宇

航员配枪的历史更为久远，早在 1961

年，俄罗斯的前身苏联首位宇航员尤

里·加加林进入太空时，就开始佩戴

“马卡罗夫”手枪。

1965 年的一次太空返航插曲，催

生了真正的俄(苏)制“航天手枪”。当

时，刚刚完成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的

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和别利亚耶夫返

回地面时，飞船自动导航系统失灵，迫

降于距离计划着陆点 3200 千米外白

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中，两人

苦熬了一夜才最终获救。在这一事件

刺激下，苏联决定专门为宇航员研发

设计一款特制手枪。

1986 年，由苏联图拉兵工厂研制

的 宇 航 员 专 用 手 枪 TP-82 正 式 列

装。该枪含弹药总重 1.8 千克，装备

三根枪管，位于下方的线膛枪管用于

发射 5.45×39 步枪弹、位于上方的滑

膛枪管用于发射 12.5×70 霰弹和求

救信号弹。其弹药经过特殊设计，步

枪弹减小了装药量、采用缩口弹壳并

使用软铅弹头。

TP-82 手枪分解简单，并在经历

真空低压等恶劣环境后仍能击发，手

枪的尾部可连接枪托，并可加装开山

刀，不仅可以适用于各种环境下的宇

航员自卫，而且能够满足一定的求

救应急和野外生存需求。上述特殊

之 处 ，为 TP-82 在 世 界 宇 航 史 上 赢

得了一席之地。但出于种种原因，

2007 年起，俄罗斯宇航员出航时不

再配备手枪。

有过 TP-82 这样的经典之作，让

人们对新款俄制宇航员手枪充满了期

待。但事实上，透露意向与新枪列装

之间，还有不短的距离。

首先，此次对外透露配枪意向的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该集团的前身是

俄罗斯国家航天局，虽然具有比较浓厚的官方背景，但是毕竟只是一家企业，其表

态未必能完全代表俄罗斯官方的意向。俄罗斯宇航员配枪要最终形成决策，还要

经过俄官方机构的必要程序之后，才能盖棺定论。

其次，即便俄政府支持为俄宇航员配枪，仍有不少待办事宜。当前俄罗斯载人航

天发射场并不位于本国境内，而是需要租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俄罗斯的

航天载具还经常搭载其他国家的宇航员出航。因此，俄宇航员配枪还涉及持枪进入

别国领土等一系列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的事项。

此外，TP-82 手枪列装至今已经过去了 35 年，型号早已过时，生产线也关闭已

久，如果要宇航员再次配枪出航，俄罗斯军工部门肯定需要研发新的型号。与其他装

备不同，宇航员用枪的受众范围极小，基本只能用于装备数量有限的本国宇航员及候

选宇航员（当年的 TP-82手枪就只生产了 100只），因此相关研发很可能是一笔“赔本

买卖”，以俄罗斯当前的经济状况，其是否愿意为此项目买单还难有定论。而即便俄

方愿意研发，新枪从研发到列装还需要一个不短的周期，要想在 2021 年就实现宇航

员“携枪上宇宙”，时间并不宽裕。

俄罗斯欲为宇航员配枪，直接原因其实是要加强宇航员的安全防护。在载人航

天器回收过程中，很难保证完全按预定方位着陆，任何一个环节的细微误差，就可能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上文提到的 1965 年那次意外事件就是个典型例子。宇航员

是“骄子中的骄子”，为其配备一只火力强大且功能多样的“航天手枪”，一定程度上体

现出俄罗斯航天高层对高端航天人才的人文关怀。

与此同时，此番俄方高调宣布欲为宇航员增配手枪，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意

义。在太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前背景下，此举展示出俄罗斯在航天发展中的决

心和信心。面对国际各国在太空领域中快速的发展节奏，作为老牌航天强国的

俄罗斯，自然不能无所作为，此番表态为宇航员配枪，可以看成是俄罗斯对继续

加强航天事业发展的一种决心宣誓。历史上的俄（苏）制“航天手枪”曾铸就一代

经典，如今，再度率先研发航天用枪，也是俄罗斯在航天领域依然保有强大自信

的一种侧面体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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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称，一家英国

快 艇 制 造 公 司 推 出 一 款 名 为“Victa”的 潜

艇。这款微型特战潜艇是快艇与潜艇的混

合体——以潜行 为 主 ，也 可 以 在 水 面 高 速

航行。这款潜艇可以快速在两种形态之间

切换——快艇和潜艇，在水面航行时最快速

度可达 40 节！

很多人关心，潜艇本就可以在水面航

行 ，但 为 何 这 次 专 门 提 到 其 水 上 的 高 速

性能？

对此，军事评论员彰海雄科普道：“因为

常规意义的潜艇更重视水下航行性能的优

化，重视水下航行速度，因此水面航行速度一

般不快，一般也就几节到十多节的航速。而

英国推出了这款跨界潜艇，更重视水面航行

的速度，兼顾了水下航行能力。可以说，它的

特点是用快艇的速度快速抵达任务区，用潜

艇的隐蔽隐藏自己。”

Victa全长约 11米，由碳纤维制成，只有 9

吨重。作为快艇在水面行驶时，其由 2台柴油

发动机提供动力，最高速度可达 40 节，航程

250 海里。潜水航行时，动力改由锂电池提

供，最深下潜深度为 30 米，最高速度 8 节，可

潜航 25 海里。Victa潜艇重量较轻，能够通过

CH-47 直升机吊运。搭载特战人员的 Victa

潜艇由直升机运载至目标外海，然后该艇可

以选择水面航行或者水下潜行的方式快速渗

透抵达任务区域。

彰海雄介绍：“微型潜艇主要是搭载特种

部队执行渗透、侦察、爆破、抓捕等特种作战

任务的潜艇，它们一般体积很小，排水量在几

吨到百余吨左右，主要在近海和浅海活动，续

航力一般只有几十到百余海里。同时，它们

一般采用电力推进，噪音比较低，更利于静

默航行。微型潜艇的吨位并没有通用标准，

几吨、十几吨到几十吨的都有。这种潜艇并

不是新生事物。”

资料显示，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曾经研

制了很多微型潜艇，在偷袭珍珠港作战中，就

是微型潜艇执行的渗透侦查任务。1943 年，

英国的微型潜艇还组团袭击了躲在挪威峡湾

中的德军“提尔皮茨”号战列舰，并重创了该

舰。此后，英国还用微型潜艇击沉了日本海

军的“高雄”号重巡洋舰。

那么，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能在水面高

速航行的潜艇吗？

彰海雄表示：“历史上这种跨界的潜艇

虽然有，但能高速航行的还未看到相关报

道。如果要说最为接近的，那么日本海军二

战末期研制的‘回天’自杀微型潜艇有些类

似。它直接把鱼雷改装为人操袖珍潜艇，由

母艇发射后，可高速航行，确定目标后进行

潜航攻击。”

这种潜艇之所以罕见主要是因为水面航

行面临的环境与水下有很大不同。在水面，

潜艇会面临兴波阻力、空气阻力、旋涡阻力、

摩擦阻力和突出体阻力。而在水下，空气阻

力和兴波阻力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大多数

潜艇都采用了水滴形或鲸型艇体结构，可以

有效降低水下航行的摩擦和旋涡阻力。但这

种艇型并不适合水面航行，因此航速较慢。

“这型跨界潜艇之所以能在水面疾驰，是因为

它更像一艘能够潜水的快艇，而不是一艘能

在水面高速航行的潜艇。因为它采用的是更

利于水面航行的船型结构，而且用很轻的碳

纤维制造，同时它的动力充沛，因此可以高速

航行。”彰海雄说。

一名英国海军军官表示，几十年来，英

海军一直在寻找这种可同时适用水面、水下

运行的船只，借助隐身性能，敌人无法看到

或者听到前者。考虑到近一段时间霍尔木

兹海峡发生的一系列冲突，Victa 潜艇的出现

“颇为及时”。

针对这番表态，彰海雄判断：“英国的

这种潜艇如果服役，那么未来将主要执行

特种作战任务，例如水上水下渗透、抵近侦

查、海上爆破、特战队员输送撤收，预计也

可以执行隐蔽布雷、海上反恐、人员搜救等

任务。”

体积小本领大，英推出新型袖珍潜艇

本报记者 张 强

S-S-400400最低射最低射高世界第一高世界第一

离地离地55米即可被制裁米即可被制裁
超低空不超低空不再是无人机再是无人机““法外之地法外之地””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俄方表示，针对近期的一些地区

受 袭 击 事 件 ，如 果 相 关 国 家 选 择 购 进

S-300 或 S-400 系统进行防御，这两款俄制

防空系统将确保其国家境内任何设施的安

全无虞。

“俄方此次表态认为当前的 S-400，也

就是去年 7 月完全定型后的 S-400，是一款

值得信赖的武器装备。并且其低空拦截性

能极其先进，特别适合中小国家用来反无人

机等。事实上，S-400近来在世界上声誉大

增，是个不争的事实。”航天科工二院的导弹

专家郭衍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针对俄罗斯推销的 S-400 系统，多数

专家认为，S-400 系统有能力拦截低空无

人机的袭击。其实在叙利亚战场上，叙军

利用俄提供的 S-300 系统就曾多次击落

无人机。

对此，郭衍莹指出：“我个人理解 S-400

系统的‘完全定型’，指的是 S-400的系统及

其所有设备都通过了俄国家级测试，并已投

产和正式装备部队。‘完全定型’使得 S-400

系统性能大幅提升。”

郭衍莹介绍，早在本世纪初，俄媒就宣

传 S-400 已研制成功，并宣称它是当今世

界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譬如射程最远，

大于 400 千米，射高最低，小于 5 米等。但

由于其中的关键部件，如射程能达到 400

千米的 40N6 拦截弹迟迟没有正式装备，也

从没有在任何国际航展上亮过相，所以国

内外一些媒体和专家学者一直认为，它在

技术上没有完全过关。直到 2018 年初，俄

国防部长出来讲话，表示 40N6 拦截弹正在

进行国家级测试。同年 7 月又宣布，俄军

在卡普斯京亚尔靶场成功完成 S-400 打靶

试验，不仅 40N6 弹原定的 400 千米射程指

标通过了国家试验，而且其改进型 40N6E

的射高可达离地面 187 千米的高度（原要

求为 30 千米），可以拦截大气层外的低轨

卫星。这时西方专家才公认其“称得上是

真正技术上的突破”。

S-400已“完全定型”

真正技术上的突破，通过国家级测试

近年来 S-400举行过多次打靶试验，这

些试验大都以“战斧”导弹和 F-35战机为假

想拦截目标，试验中特别强调信息化和一体

化作战。

“俄媒经常宣传 S-400 的远程拦截弹

40N6 的杀伤距离可达 400 千米。要注意的

是，这个指标只是对空气动力目标而言，如

战斗机，并非指 400千米以内任何目标它都

能拦截。”郭衍莹介绍，俄方强调 40N6 拦截

弹的拦截对象主要是 250 千米以外、400 千

米以内的空气动力目标，如预警机、侦察机、

电子战机、指挥机等，但不能拦截弹道导

具有远程探测和拦截能力

强调信息化一体化，可有效遏制F-35

弹。至于能否拦截机动能力较强的五代机

F-35，俄方并没交代。

实际上，根据俄官方首次公开发布的

40N6E拦截弹正式战术技术指标，它对弹道

导弹的最大拦截距离只有 24 千米，还不及

9M96 拦截弹。这是因为要求射程远，过载

机动性能就要差些，稍远些就不具备拦截弹

道导弹的能力。

那么，上述媒体的报道内容是否准确？

郭 衍 莹 表 示 ：“ 至 于 40N6 其 他 重 要

参数，如机动过载能力等都没给出，因此

我 们 无 法 判 断 40N6 拦 截 弹 在 什 么 距 离

上 才 能 有 效 拦 截 F-35 战 机 。 但 有 两 点

可 以 肯 定 ，一 是 S-400 系 统 发 现 F-35 目

标 的 距 离 将 明 显 增 加 ，发 现 的 时 间 将 明

显提前，拦截成功率自然也将提高；二是

虽然 F-35 有能力在 250 千米防区以外向

目标发射导弹，包括反辐射导弹、联合防

区外空地导弹等。但 S-400 配置 40N6 弹

后 能 很 大 程 度 上 遏 制 F-35 在 防 区 外 随

意 发 射 这 些 导 弹 。 根 据 俄 官 方 资 料 ，

40N6E 的 射 高 是 30 千 米 ，而 不 是 靶 场 实

验结果的 187 千米，这说明俄方在宣传上

是留有余地的。”

俄罗斯设计师们一直力求自主创新，

扬长避短，提出独特的设计思想。首先在

雷达方面，他们没有仿效美国用一部相控

阵雷达实现多功能的做法，而是用二至三

部雷达分别用作预警、搜索和低空作战，以

及制导之用，每部雷达都可以调整到最佳

状态。“在拦截弹方面，S-300 和 S-400 没有

采取用一种拦截弹完成各种距离上拦截目

标，而是用多种拦截弹各自负责近程、中程

和远程的拦截。这种方式降低了技术难

度，但优点非常明显，例如 9M96 系列近程

拦截弹，只需负责低空进程的拦截，发动

机、弹体可以做得较小，能大大提高它的机

动 过 载 能 力 ，大 大 提 升 其 低 空 拦 截 的 能

力。”郭衍莹介绍。

S-400 的 最 低 射 高 世 界 第 一 ，仅 为 5

米。而一些当今世界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最低射高为 300 米。两者低空拦截特性差

别明显。

S-400 的射高曾一度引起质疑。有人

认为 5米高的目标用竹竿就能捅下，“S-400

是吹牛不上税”。

对此，郭衍莹解释道：“这其实是一种误

解。5 米并非指在你的头顶，而是在最短作

战距离 2.5千米以外。此时将 S-400的三坐

标雷达天线架设在 40 米高的桅杆上，就有

能力发现距离 2.5 千米以外高度仅 5 米目

标。再发射 9M96 拦截弹去拦截就完全有

可能拦截无人机等低空目标。”

正如俄罗斯宣称的，小型 9M96 拦截弹

是其在导弹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进

步。它是俄军首款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头的

现役防空导弹，加上先进的引信和末段超机

动性能，其命中精度（拦截成功率）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其实 9M96 拦截的设计思路

和“爱国者”PAC-3 差不多，都是立足于小

型的高能固体燃料发动机，再配上主动雷达

引导头，取得更好的命中精度。“但由于‘爱

国者’系统要求一种弹头要能兼顾拦截各种

距离的目标，在近程、低空方面作战性能方

面，PAC-3 还是与 S-400 有差距。”郭衍莹

表示。

多种拦截弹各司其职

机动过载能力提高，低空拦截性能卓越

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市部署的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市部署的
S-S-400400防空导弹系统防空导弹系统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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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员专用手枪 TP-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