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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扎鲁德尼茨基上将披露了不

久前刚刚试射的该型导弹的名称——“边界”，并宣布这已是

该导弹的第 4次试射，再经过一次试射就可以在今年年底前正

式列装。他还表示，“边界”导弹的精确度、战斗力和机动性都

比俄军现有的战略导弹有明显提高，这将大幅提高俄罗斯战

略核威慑力。主管俄罗斯军工部门的俄副总理罗戈津也宣

称，“我们密切注视被称是‘反导系统杀手’的新洲际导弹进行

的发射试验。无论是美国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反导手段都无

法拦截这种导弹。”

可使美反导系统漏洞百出

“边界”一出，俄军政高层立刻为它带上了“反导系统杀

手”的桂冠，可见在俄军政高层心目中该型导弹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美国以防范“流氓国家”为名在俄周边积极推动部署

反导系统，俄手中的导弹是否具有穿透反导系统的实力，已经

成为决定俄战略核武库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

此，作为俄导弹技术的最新结晶，俄政府高层对“边界”的高度

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边界”到底能不能有效穿透美

国打造的反导盾牌呢？让我们根据目前已经得到的信息进行

一番分析。

由于该弹是仍处于试验阶段的“杀手锏”武器，所以俄罗

斯官方披露的信息极少。笔者根据俄相关媒体的披露，得出

以下信息。

该型导弹 2006 年由著名的莫斯科热工研究所开始研制，

第一次试射在 2011 年 9 月底进行，以失败告终。之后连续进

行了 3次试射，均获成功。其发射质量不低于 60吨，导弹由三

级组成，用新的车载移动装置发射。这是一种移动发射的多

弹头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此外，长期对俄罗斯战略核力

量保持高度关注的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也给出了自己

的推测，即该导弹将靠高效燃料带来的超高飞行速度和可能

多达 10 枚的分导式多弹头来突破反导系统的防御。从 2000

年以后相继服役的“白杨-M”“亚尔斯”等导弹的演化来说，以

上推测基本符合近年来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特点，基于以

上信息，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两大特点在突防中的作用。

首先是高效燃料的作用。在“边界”的前辈“白杨-M”导

弹上，俄罗斯就首次使用了先进的丁羟加奥克托金复合推进

剂，并采用了崭新的发动机设计，使得该弹在主动段的加速能

力相比以前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作为俄罗斯固体燃料导弹的

最新力作，“边界”在这方面显然不可能落在“白杨-M”之后，

采用进一步改进的高效复合燃料几乎是一种必然。高效燃料

的采用可以给弹道导弹带来诸多好处。首先，高效燃料带来

了更强的加速能力，可以帮助导弹缩短主动段飞行时间，尽快

达到所需的关机速度，使导弹能尽早度过这个速度慢、高度

低、机动差，最容易被拦截的阶段。其次，高效燃料可以在不

增加额外重量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导弹的储能密度，从而允许

导弹选择耗能较高但飞行时间更短且更为隐蔽的被动段飞行

弹道，而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最小能量弹道”，降低了导弹在被

动段被敌方发现的概率。最后，高效燃料带来了发动机推力

的提升，还使得导弹能够搭载更多的有效载荷升空，通过携带

更多的弹头和干扰装置，大大增加敌方的拦截难度。

其次是分导式多弹头的作用。分导式多弹头就是一枚导

弹发射多个分别沿着不同轨道飞行、瞄准不同目标的子弹头，

每个子弹头都能独立杀伤目标。2000 年后，俄罗斯新研发的

洲际弹道导弹所携带弹头数一直在增加，“白杨-M”是单弹头

导弹，到“亚尔斯”就变成了 3弹头。弹头数的增加除了加强了

导弹的多目标打击能力以外，最大的好处体现在突防能力的

提高上。有关研究证明，当子弹头数为 5—15 时，导弹的突防

概率接近 100%。以此标准衡量，“亚尔斯”携带的弹头仍略嫌

少，运载能力升级且对突防能力要求更高的“边界”搭载 10 个

弹头则完全在情理之中。大量的子弹头将是反导系统的噩

梦。一般情况下，为保证拦截成功率，击毁一枚子弹头需要发

射两枚拦截导弹，则一枚放出所有弹头的“边界”就可以消耗

掉防守方的 20 枚拦截导弹，这还是没有使用假目标、电子干

扰、变轨技术等其他突防手段的结果。考虑到拦截弹的高昂

成本，这样的交换比即使像美国这样财大气粗的国家也是难

以承受的。而且同时出现的海量弹头还可以消耗掉反导系统

的大量探测和处理能力，使得看似固若金汤的反导系统顾此

失彼，变得漏洞百出。

俄罗斯多管齐下针锋相对

目前美国研发的反导系统虽然已经进入部署阶段，但由

于反导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即使对技术水平远逊于“边界”的

“民兵-III”靶弹，反导系统的拦截概率也达不到 100%。以目

前水平，对付“白杨-M”尚无绝对把握，更毋论“边界”。

然而，美国对反导系统的改进和升级一直在紧锣密鼓、马

不停蹄地进行。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军费紧张的情况下，美国

进行反导试验的频率反而显著提高，成功率也有了明显上

升。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政治外交等手段不断推动反导阵地

在潜在对手周边安家落户，力图通过前沿部署发挥更高的拦

截效能。对于不断增加的反导压力，俄罗斯显然不可能仅靠

一款像“边界”这样的先进导弹就高枕无忧。遏制美国的反导

攻势，俄同样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针，从外交、技术、军事等方

面采取了多项反制措施。

首先是进行积极的外交斡旋。自 2002年美国全面开始反

导系统的研发与部署以来，反导问题便一直是美俄高层磋商

的重要议题。俄罗斯抓住美国宣称的反导系统仅针对伊朗、

朝鲜等“流氓国家”的说法，提出要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共建

覆盖全欧洲的一体化反导系统，被美国拒绝。而后又要求北

约为在东欧建立的反导设施提供不会指向俄罗斯的书面保

证，同样遭到拒绝。由于存在的分歧巨大，且双方缺乏互信的

基础，俄美反导谈判一时陷入僵局。俄罗斯便将反导谈判与

美国关心的核裁军进程进行捆绑，宣称若俄美在反导问题上

无法达成共识，则俄将不再执行核裁军条约。这一表态得到

了美方重视。目前，双方的谈判仍在跌跌撞撞的进行。反复

多次的谈判使俄罗斯获得了一些在形式上对其有利的合作条

款，但更重要的是，认清了美国在反导问题上的真实意图，拖

延了反导系统全面部署的步伐，为采取其他措施争取了大量

时间。

其次是加大新型导弹的研发力度。自反导系统开始进入

实际部署以来，俄罗斯研制装备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步伐便

显著加快。著名的“白杨-M”“亚尔斯”，几乎都是这一时期涌

现出的成果。随着美国反导系统的能力演进，俄新型弹道导

弹的突防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边界”从前辈们手中获得了“反

导系统杀手”的桂冠，但迟早会有能力更强的后来者超过它。

去年年底，俄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曾表示，俄有两

款新型战略导弹正处于研制阶段，一款用于取代“白杨-M”和

“亚尔斯”的固体燃料导弹据信就是此次试射成功的“边界”，

而另一款重量超过 100 吨的大威力液体燃料导弹至今仍未露

面，相信其揭开面纱时一定会给美国的反导系统带来更大的

压力。新型导弹的不断研发与装备使得俄罗斯保持了对美国

反导系统的技术优势，既为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带来了底气，也

为在极端情况下用军事手段解决反导系统提供了技术保障。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俄罗斯在与美国的反导较量中一再

态度强硬，多半源于有足够的技术“杀手锏”做支撑。

最后是做好应对反导系统的军事准备。针对以美国在反

导系统部署问题上的进攻态势，俄罗斯在军事上采取了以攻

代守的策略，将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摧毁反导系统作为主

要目标。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

“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的计划。“伊斯坎德尔”射程远，威力

大，突防能力强，部署在加里宁格勒可以有效覆盖北约准备在

波兰和捷克建立的反导基地，在战时可以对反导系统进行先

发制人的打击。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暂时搁置，但这种

以攻代守的思想影响绝对不会仅限于此。由此可以想象的

是，一旦核战争爆发，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同样极有可能把反

导系统和敌国的核弹发射井一起，作为第一波核打击的目标，

任何有心接纳反导系统的国家都不得不正视这种引火上身的

风险，从而在反导问题上做出更加谨慎的决策。

反导交锋还会继续上演

需要指出的是，在俄《202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

“一些主要大国奉行旨在获得军事领域压倒性优势的政策，其

中包括单方面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是俄当前及今后面临

的最大威胁。俄军事分析家根纳季·叶夫斯塔菲耶夫认为，俄

罗斯新型试射的“边界”洲际弹道导弹，证明美国的全球化、多

梯次、太空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不能保证其绝对安全。

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国加快在亚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的

步伐，俄美在反导问题上的交锋有进一步白热化的趋势，“边

界”导弹的试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俄罗斯对美国做法的最新

回应。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常规军力便无法再与美国

及其盟国正面抗衡，在军事上只能仰仗前苏联遗留的庞大核

武库，作为俄确保大国地位和维持与美国战略均势的重要砝

码。而美国在全球研发和部署反导系统的行为，已经对俄罗

斯战略核力量的有效性构成了重大威胁，触动了俄大国地位

的支柱，在某种程度上动了俄罗斯的“奶酪”，遭到俄的全力反

制实属必然。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美国不放弃通过反导系统

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理念，俄美在反导问题上的交锋还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上演。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近日，俄军成功试射一种全新的洲际导弹，所有弹头都命中位于哈萨克斯坦巴尔哈什靶场

的指定目标。报道称，新导弹将“足以击败美国现有和未来的反导系统”。那么，这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导弹？它对美国反导系统的突防能力究竟如何？对俄罗斯反制美国反导系统有什么

意义？请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

“边界”导弹威力到底有多大
俄罗斯对美国反导系统又有反制新举措

□ 马建光 夏 鹏

本月曝出的“棱镜门”事件持续发酵。美国脸谱、微软两

公司于 6 月 14 日首次承认，美国政府确曾向它们索要过用户

数据。另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斯诺登曝出的只是“棱镜

门”的冰山一角，有上千家企业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合作，向

其提供额外数据。面对国际社会不断增加的担忧，美国总统

奥巴马不得不于 17 日在英国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对此作

出解释，阐释“棱镜”项目的必要性。那么，“棱镜门”事件为

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美国政府到底用它来做什么？

是否超过了反恐需要？相关话题，中央台记者采访了军事专

家孟祥青。

“棱镜”项目反映了美国网络霸权

今年 6月，美国前中情局职员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

联邦调查局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泄密给媒体，披露美国

政府直接接入苹果、微软、谷歌、雅虎等 9大互联网公司的中心

服务器搜集情报。那么，美国通过“棱镜”项目都做了些什

么？为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孟祥青指出，根据斯诺登的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

“棱镜”的秘密项目，从 2007 年开始。这个项目要求美国电信

巨头 Verizon 公司，每天上缴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在过去

6年时间里，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还通过进入微软等

9 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来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

录、视频、照片等秘密资料。此外，斯诺登还透露，在过去 4 年

当中，美国政府利用该计划对中国内地和香港上百个网络也

进行了监控。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美国政府这样做，

不仅是对美国公民隐私权的侵害，也反映了美国在信息网络

时代的霸权，以及它所宣称的别国对它进行黑客攻击的虚伪

性。

美国辩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如果斯诺登的披露属实，那么，受到美国安全部门侵犯隐

私权的人将遍布世界。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解释说，“棱镜”

项目对反恐具有重要意义。在安全与隐私之间，社会需要作

出选择。那么，美国这一行动是否已经超越了反恐需要？

孟祥青表示，美国政府曾经说，“棱镜”项目是为了反恐，

不涉及美国公民个人，这个辩护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

们知道，在情报工作当中，负责情报收集的部门是无法事先知

道哪些信息是涉及反恐的，只有广泛收集信息才能从中遴选

出反恐信息。9·11事件以后，美国情报部门就曾以反恐为名，

秘密通过一家国际银行信息的数据中心，对成千上万名各国

人士的金融交易信息进行数年调查。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

情报部门在互联网上收集反恐信息的同时，也顺带收集了其

他领域很多有用的信息。其实，美国的 IT 巨头们也没有那么

无辜，他们与美国政府的合作早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在

2010 年谷歌威胁退出中国的闹剧中，美国政府就曾经公开力

挺过谷歌公司，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甚至专门鼓吹

所谓的网络自由。据说，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多次参加谷歌公

司的内部会议。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针对“棱镜门”的解

释和说辞，在美国国内都没有得到认可。

美国利用“棱镜”项目恐怕另有企图

这一两年，美国不断以受害者姿态指责中国黑客入侵。

然而，“棱镜门”事件却曝光了美国自己一直进行网络监控行

动。那么，美国双重标准的背后到底有何真实目的？

孟祥青认为，美国这种行为明显地暴露了它所谓的“网络

自由”的虚伪性。在互联网领域，美国明显采取的是双重标

准。近年来，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网络黑客受害国，而且根

据各方面信息，攻击中国网络的大多数黑客都来自美国。当

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 IP地址就认定它是侵害国，但斯诺登所

透露的“棱镜”项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

的网络监控者，也是最大的网络攻击者。另外，美国利用这个

“棱镜”项目恐怕还另有企图。比如，美国有可能要在新兴的

互联网第五维战场排兵布阵，抢占信息的制高点，为未来争夺

网络霸权奠定基础。

（本栏目由科技日报军事部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
空》《晚高峰观军情》栏目联合主办）

美国利用“棱镜”项目恐另有企图
□ 徐 龙 吕锡成

据报道，美国正在通过土耳其和约

旦的秘密基地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

武器援助，对抗叙利亚政府军。尤其是

在约旦组织的“渴狮”军演后，美军更是

将 F—16 战机和“爱国者”导弹留在约

旦。笔者认为，美国此举已经开始准备

染指叙利亚国内的乱局。如果他们真的

把武器提供给良莠不分的反对派武装分

子，不但不能有效化解危机，而且还会把

叙利亚国内的战况推向叙周边国家，将

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

还会“惹火烧身”。

从叙利亚近期的战况看，叙利亚反对

派曾经占据的“领地”正陆续被巴沙尔政

府军“收回”，并被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

节节败退。可是，如果反对派武装得到美

国等国的武器援助后，便会马上集结起来

与政府军作战。众所周知，叙利亚从爆发

危机到今天的内战，没有离开外国势力的

干预和支持。有数据统计，在两年的战乱

中，有近 10万人死于炮火，近 200多万平

民沦为难民。从新闻媒体的画面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除大马士革城区的中心地

带外，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报道显示，

即便反对派不具备与政府军进行正面冲

突的实力，也会采取惯用的汽车炸弹、突

然袭击等恐怖手段，对叙利亚政府军控制

的机场、使馆等敏感区域实施爆炸，造成

更大人员伤亡和国际影响。应该说，反对

派武装在美国等国的武器援助下，虽然不

能在短期内扭转被动的局面，但是足可以

对叙利亚平民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伤害，制

造更大乱局。

其实，表面看美国等国信誓旦旦地

在支援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但是要武装

到什么程度，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底，因

为盘踞在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中有

恐怖分子。如在叙利亚各地有一定军事

实力的“胜利阵线”的反对派武装，已早

声明效忠于“基地”组织，美国也将之列

为国际恐怖组织。

有分析指，就目前叙利亚的反对派

武装，如果他们在外力的支援下，推翻了

巴沙尔政府，也不可能就此罢手，而会袭

击更多他们“不喜欢”的国家，也包括美

国。尤其近期美国的“棱镜”事件被曝光

后，美国遭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际

社会的“反感”，今后它的监控手段能否

奏效，还是个未知数，美国所面临的危险

将不可估量。这点美国的政客们非常清

楚。因此，美国等国贸然向反对派武装

提供武器，根本不能在短期内平息叙利

亚内战。

同时，也应看到俄罗斯的反应。在

刚刚结束的八国峰会上，美国等其他七

国首脑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叙利亚问

题时，面对强大的各种压力，普京是针锋

相对，显示了俄大国的气势。他直接向

美国及其盟国发出警告，不要向叙利亚

反对派提供武器，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

支持巴沙尔政权，反对在叙利亚境内设

立禁飞区等等。要知道，几年前，美英法

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并通过在利比

亚设立禁飞区的事，使战机、导弹肆无忌

惮地利用禁飞区轰炸卡扎菲军队，已经

让俄罗斯颜面扫地。如今，叙利亚是俄

罗斯在中东地区除伊朗外仅存的盟友，

俄罗斯一定会力保巴沙尔政府。

有分析人士认为，别看伊朗新当选

的总统鲁哈尼是温和派，但在叙利亚影

响到本国核心利益的时候，也绝不会袖

手旁观。据说，伊朗已经派出 4000 名革

命卫队前往叙利亚。不管消息是否属

实，但一点可以肯定，伊朗对巴沙尔政府

来说，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希望

有关国家不能是一边是嘴上说要用政治

手段，另一边向反对派提供武器。否则，

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都将“永无宁日”。

美向叙反对派提供军援隐患重重
□ 程 云 左振祥 张永宁

据俄新社报道，印度向俄购买的二

手航母“维克拉马蒂亚”号即将完成改

装，拟于 7 月海试。目前航母已进入最

后的外观维修阶段。

“维克拉马蒂亚”号可谓生不逢时，命

途多舛。其前身是前苏联的“巴库”号（俄

海军更名为“戈尔什科夫”号）航空母舰，

1978年正式动工，1987年服役，服役后不

久前苏联便轰然倒塌。继承该舰的俄罗

斯因实行“休克疗法”，经济实力一落千

丈，军费更是严重缩水。1994年，在“戈尔

什科夫”号航母的发动机发生一次火灾之

后，这艘服役仅仅7年的新型航母便宣告

提前退役封存，可谓生不逢时，英年早逝。

2004 年，“戈尔什科夫”号航母的命

运迎来转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

期间，签订了向印度赠送“戈尔什科夫”

号航母的协议，但要求航母改装必须由

俄罗斯承担，改装金额为 9.47亿美元，另

外购买俄制米格-29K/KUB 舰载战斗

机和卡-31、卡-27 舰载直升机等合计

5.3 亿美元。这项交易使俄罗斯甩掉了

这个长期占用船厂泊位，拆了可惜，自己

又无力改装使用的“鸡肋”航母，同时也

给印度海军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航母平

台，看起来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同

时也让印度国民倍感振奋。

但事情却并未一帆风顺。首先是造

价一涨再涨，俄罗斯以低估了改装工程

量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为借口，将

造价从最初的 9亿多美元逐渐飙到 23亿

美元，并威胁印度如果不接受变更后的

改装价格，就会将航母据为己有，让印度

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其次，是工期一

拖再拖。工期的拖延有多方面原因。一

是前苏联的航母都在乌克兰的黑海造船

厂建造，俄罗斯本土船厂缺乏建造航母

的经验和基础设施；二是俄罗斯由于经

济发展迟缓，船厂普遍开工不足，大量的

技术人才流失，使船厂改装面临专业人

才缺口；三是航母的许多零部件需要很

多原苏联国家相关厂家提供，由于很多

厂家已经破产或停产，部分零部件需要

俄罗斯自己重新设计加工，这也提升了

工作量和改装难度。除了造价和工期让

印度极为不满之外，该航母的质量问题

也让印度颇为忧心。特别是去年 9 月

份，该舰在巴伦支海海试期间，发动机发

生重大问题，8 个蒸汽锅炉中有 7 个瘫

痪，最后不得不靠拖船拖回船厂修理。

目前，该航母尽管已经“焕然一新”，但是

否完全可靠也是一个未知数。毕竟俄罗

斯出口到印度的核潜艇、苏 30MKI战斗

机都曾出现过质量问题。

“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拆除了原来

装备的大量反舰、反潜和防空导弹，加装

了跃升式起飞甲板和斜角甲板，增大了

机库和燃油库的面积，整体战斗力有了

明显提升。改装后的航母舰长 283 米、

最大舰宽 53 米，标准排水量 3.3 万吨、满

载排水量 4.5 万吨，最高速度 32 节，续航

力约 13500 海里/18 节，载员约 1600 人，

总功率 2万马力。该舰可搭载约 30架战

机，其中 16 架米格 29K/KUB 型固定翼

战斗机，以及 10余架卡-27反潜直升机、

卡-31预警直升机和印度豹直升机。客

观而言，“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无论是

吨位还是搭载的舰载机以及电子战能

力，都比印度现役的“维拉特”号要提升

一个档次，将为成为印度海军的新宠和

海上打击力量的新核心。

“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的交易，对

印度和俄罗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

对印度海军而言，“维克拉马蒂亚”号航

母的服役，必将大大提升印度海军的实

力，使其离拥有 3 艘航母（现役的“维拉

特”号和国内自建的“蓝天卫士”号航空

母舰）的梦想又近了一步。为其打造强

大的大洋海军，控制印度洋，威慑周边国

家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俄罗斯而言，“维克拉马蒂亚”号

航母的改装，让俄罗斯船厂有了一次建

造航母的宝贵经验，也培养了一批熟练

的产业工人，更为俄罗斯船厂带来了连

续几年的繁荣，还为俄日渐衰落的军火

巨头米格公司提供了宝贵的订单，使其

远离了破产的后顾之虞。或许，在“维克

拉马蒂亚”号航母改装的带动下，俄罗斯

自己的新型航空母舰的建造将扫清很多

障碍，逐步走上前台。

“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

命途多舛的海上巨兽
□ 刘征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