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在伊万诺沃州

空军基地，展示了空天军最先进的机载预警与

控制飞机——A-50U预警机。

A-50U预警机是集预警探测、指挥控制、情

报侦察、通信导航等功能于一身的“空中指挥

所”。作为俄空天军 A-50 型预警机技术升级

版，A-50U增强了对低空、低速和隐身目标的探

测能力，于2011年首飞并交付俄空天军部队。

在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

中，为完善战场预警指挥体系，A-50U 预警机

多次被部署到战场，发挥了很好的战场监视作

用。作为俄军目前最先进的特种任务飞机，

A-50U 已成为俄军空天作战预警指挥的中坚

力量。

A-50旧瓶装新酒
改进后的 A-50U 预警机有效解

决了噪音干扰和超高频辐射问题，减

轻了机身重量并提升了航程

A-50 预警机是在伊尔-76 运输机平台基

础上研制的远程预警飞机。作为国土防空体系

的“空中指挥所”，A-50预警机拥有完备的空中

预警与控制系统。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末，前苏联伊留申设计

局以伊尔-76 大型运输机为平台，加装有下视

能力的空中预警雷达，研制出 A-50 型预警机，

作为图-126 型预警机的后继机。该机于 1984

年研制成功，与前苏联的第三代超音速战斗机

米格-29、苏-27 等一起组成 90 年代的空中防

空体系。

2008 年，俄空天军开始实施 A-50 预警机

改进计划，旨在增强对低空、低速和隐身目标的

探测能力。作为 A-50 的技术升级版，A-50U

预警机于 2011 年首飞并交付俄空天军部队。

A-50U 预警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210 吨，最大

平飞速度 850公里/小时，可爬升至 9千米高空，

具备 800 公里范围内的目标探测能力，可开展

不间断空中侦察 6 小时，有效作战范围达到

7500 公里。此外，A-50U 还具备空中加油能

力，可进一步提升空中作战巡航时间。

改进后的 A-50U 预警机有效解决了噪音

干扰和超高频辐射问题，减轻了机身重量并提

升了航程，采用的较低垂直尾翼显著提升了飞

行稳定性。A-50U 预警机的诞生，对于俄空天

军构建空天一体防御体系、整合战场情报侦察

和提升预警指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俄

空天军已经装备了至少 3 架 A-50U 预警机，并

计划对 15架 A-50预警机进行改进。

犀利“全视之眼”
可对 800 公里外飞行的弹道导弹

进行精确预警，对 650 公里外的轰炸

机进行侦察探测，可同时跟踪 300 个

空中、地面和水上目标

改进后 A-50U 预警机进一步提升了自动

化指令传输和数据通信能力。与 A-50 相比，

A-50U 预警机采用全向旋转雷达天线罩，装备

有源相控阵雷达天线，同时对机载电子设备进

行更新，进一步提升了情报处理、目标识别、无

线电通信和卫星导航能力。A-50U 预警机的

作战任务包括探测和跟踪预定目标，保障战场

指挥通信，调动各空中作战力量开展火力打

击。对此，A-50U 预警机采用模块化设计，重

点改进信息化作战装备。A-50U 预警机重点

对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进行升级，采用先进计算

机系统，座舱换装大屏幕液晶显示屏，进一步提

升了自动化指令传输和数据通信能力。

其次，A-50U 具备严密高效的战场预警指

挥能力。A-50U 预警机机背携带圆形旋转雷

达罩，可在正常工作时自动旋转。此次改进，

A-50U 预警机的雷达系统采用有源相控阵雷

达天线，对低空和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A-50U 预警机机舱还携带数据处

理中心，机载数据链系统可与俄军各军种自动

化指挥系统相互连接，具备严密高效的战场预

警指挥能力，是当之无愧的“空中堡垒”。

作为俄军洞察战场态势的犀利鹰眼，升级

后的 A-50U 机载雷达可对 800 公里外飞行的

弹道导弹进行精确预警，对 650 公里外的轰炸

机和 450 公里外的战斗机进行侦察探测，可同

时跟踪 300 个空中、地面和水上目标。目前，

A-50U 预警机已经在俄军数次大型军事演习

中发挥了重要的指挥控制和侦察预警作用，成

为俄军作战力量提升的“倍增器”，被称为警戒

大国空天的“全视之眼”。

战场显奇功
今年，A-50U 预警机亮相叙利亚

战场，有效弥补了苏-30SM 等战机依

靠地面雷达掌握空情信息和指挥预警

的短板

A-50 预警机自诞生后迅速应用于战场实

践。海湾战争期间，A-50预警机多次对美军战机

和舰船进行侦察监视。1996年，A-50预警机在

拦截到车臣恐怖分子头目杜萨耶夫的电话信号

后，迅速实施定位，指挥俄军战机使用精确制导武

器成功展开空中打击。经过升级的A-50U预警

机可在空战中配合米格-29、苏-27等战机执行防

空和战术作战任务，引导己方战机攻击敌方目标。

A-50 预警机与各兵种协同演习的经验证

明，它是非常有用的。海湾战争期间，前苏联空

军飞行员曾驾驶 A-50 在黑海上空巡逻，监视

毗邻苏联领空的情况。此间，A-50对从土耳其

境内机场起飞的大群美国歼击机、海上游弋的

舰船都了如指掌，各种信息历历在目。当时

A-50作为前苏空军的空中前哨，源源不断地将

各种情报发回大本营。

近年来，隐身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机载预警

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俄空天军迫切需要提升

应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和隐身飞机的

能力。今年，A-50U 预警机亮相叙利亚战场，

有效弥补了苏-30SM 等战机依靠地面雷达掌

握空情信息和指挥预警的短板，成为检验俄军

新型战场指挥预警体系的“试金石”。

目前，俄空天军装备的 A-50U 预警机数

量不多，只能在一定时间内保障重点方向的预

警工作，在情报指挥、预警侦察领域仍存在不

少漏洞。俄军正依托伊尔-76MD-90A 平台

研发下一代 A-100 预警机，在下一代 A-100 预

警机服役之前，将是战场目标探测预警、空中

指挥控制的主力。

（作者单位：陆军航空兵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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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周二 8月 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

彼得堡进行了会晤。

细数起来，距离土耳其去年 11 月击落

俄罗斯战机已经过去 8个多月了。这次埃

尔多安访俄，双方说热络也没有很热络，说

冷淡也不是很冷淡，谈谈天说说地，聊了聊

叙利亚问题、土俄贸易、天然气管道，乃至

恢复两国航班什么的。不过土耳其最想要

的，可能还是一个重磅装备：S-400。

要说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其实真是挺

可以的——空军方面买了美军 F-16 的组

装线，自行组装了 200 多架 F-16 战斗机

做空防使用，地面上坐拥北约第三大地面

作战力量，海军也是不容小觑的尖兵。唯

独一个短板就是它国内的防空反导体系

了。直到现在土耳其还在使用老式的“霍

克”防空导弹，中近程就只能靠着肩扛式

的“毒刺”和自研的“希萨尔”系统（其实就

是德国原版 IRIS-T 导弹的定制版，射程

才 25 千米）。

为了补上这块短板，土耳其没少想办

法，在美国和北约那边都“碰了钉子”，以前

还想过买中国的红旗-9，结果搞来搞去还

是没买成。到最后能卖高性能远程防空导

弹的国家就剩下俄罗斯了。据说土耳其现

在最想要的，就是俄罗斯最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一次埃尔多安访问俄罗

斯 ，有 媒 体 评 论 称 俄 罗 斯 答 应 要 出 售

S-400给土耳其，虽然有消息说双方谈得不错，但是俄罗斯到底会不

会卖呢？目前还真不好说……

除了 S-400，听说俄土双方现在就提出要重启“土耳其流”天然

气管道项目。这样一来，土耳其有可能代替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天然

气的主要转运国，一下就掐住了欧洲国家的命门——早先乌克兰瞎

闹腾，美欧制裁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一个大招不就是关天然气阀

门儿嘛，所以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消息会让欧盟多少人都睡不好觉了。

俄罗斯在背后撑腰，拿着土耳其这张牌来对美国施压。而土耳

其呢，也是仗着自己有利用的价值，借着俄罗斯跟美国要好处。所以

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就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已，说是友

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可翻了一圈 360度，就又转回来了。

如果土耳其和俄罗斯成了盟友，埃尔多安和普京称兄道弟，到这

地步了，中东的局势有可能从此出现逆转，什么逆转？在中东就没美

国啥事儿了，如果土耳其倒向俄罗斯，后边跟着一大堆其他的弟兄们

可能就过来了，比如伊朗啊伊拉克啊什么的，还有高加索地区的一些

国家可能也会受影响。这样一来，整个中东的格局就会发生很大变

化，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就又能说上话了。这手段，不服不行！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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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读什

么样的书，更是直接反映了一个人对知识类型的取舍，对人生发展

方向的规划。当前，一些官兵的读书选择，偏重于文史小说类、心理

鸡汤文，对与工作息息相关的业务技术类书籍，反而读的不多。

所谓“业务书”，就是记载官兵从事本职岗位所必须掌握的知识

的书籍。金一南将军撰写《苦难辉煌》，整理资料就花费了三年时

间，研读 500 多本书，整理 200 多万字笔记。歼-15 研制现场总指挥

罗阳，翻译研究了大量中外资料文献，对飞机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了

如指掌。可以说，每一个能谋肯干善成事的人，都是勤于钻研业务

知识的有心人。

读业务书，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工作是闲或者忙，不

论书本是难还是易，都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学习，寻求工作与学习

的交叉式验证。“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也；不学，则

易者亦难矣。”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重视了、投入了、喜欢了，就会花费

时间精力去研究相关的书籍，就会想方设法领会书中的观点，就会

乐于接受书本的指导和规正。通过查阅业务资料，把一次党组会议

的程序和方法弄明白，把一项训练的标准和要求搞清楚，让原本模

糊的印象变得清晰，把笼统的工作变得具体，从中可以收获真正的

愉悦和满足。

事实上，每一本经过历史沉淀和实践检验的业务书籍，都是对

我军长期建设经验的思考和总结，凝聚着历届带兵人的心血和汗

水，在多次修改完善中成书，从不同角度概括了部队建设的规律。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为例，先后经过 13 次修订，从最初的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发展到现在的 7 章 179 条，充分见证了我军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伟大历程。如果不重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

异于入宝山而空手归。如果开展工作不以这些经验教训为指引，就

会使部队偏离正轨、误入歧途。

未来军事斗争的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战略层面的较量和专业技

能的比拼。一项任务完成的质量，和官兵的业务素质息息相关。能

谋善策，熟知法规，才能当好“大牌参谋”；肯干能干，精于事理，才能

当好“高级干事”，勤学不辍，深钻细研，才能在单位营造业务立身的

“明白人”效应。每一名官兵，都要掌握基本的、精通本职的、熟悉共

同的、了解相关的业务知识，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看透迷雾、把握规

律、争取主动。全体官兵，都应该把提高业务知识作为紧迫的任务、

不停歇的追求，从深钻细研、求知求新中获得快乐。

（作者系武警南宁市支队政治委员）

乐读业务书

文·崔洪玮

A-50U 预警机具备 800 公
里范围目标探测能力，6小时连
续侦察能力，有效作战范围可达
7500公里，可同时跟踪300个空
中、地面和水上目标。

日前美国“福特”级航母“福特号”已完成相

关测试，预计将于 9月交付给海军。早些时候，

在英国范堡罗机场举行的第50届范堡罗国际航

展现场，参展厂商展出了美国福特级航母的一

些内部结构，包括电磁弹射系统模型。毫无疑

问，这艘美国“福特”级航母首舰的舰载机起飞

方式，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

在中外媒体对于国产航母的报道中，舰载

机起飞方式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简氏防务

周刊》日前报道，从多种迹象来看，将在上海开

工建设的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将可能采用弹

射起飞、阻拦降落的方式，这将是中国第一艘

配备弹射器的航母，其作战能力将会比辽宁舰

更强。

采 用 电 磁 弹 射 起 飞 方 式 的 优 势 到 底 何

在？其对航母战斗力提升究竟有何影响？我

们一起来一探究竟。

美、法等国在发展航
母时，围绕核心武器系
统——舰载机的效能而
采用弹射起飞技术

说到航母舰载机弹射起飞，不得不从航母

舰载机的起飞方式谈起。在早期的航母上，由

于舰载机（包括战斗机、轰炸机、鱼雷攻击机）

重量轻、安全离舰起飞速度低，其带弹量和作

战半径有限，因此绝大多数舰载机可以通过自

身动力利用有限长度的飞行甲板直接起飞而

不需要任何助飞方式。

二战后，人们对航母及其舰载机作战效能

的认识加深，加上舰载机自身的发展，特别是

喷气式舰载机的上舰，航母舰载机的起飞方式

也发生了变化。

目前，国外现役航母固定翼舰载机的起飞

方式主要有垂直/短距滑跑起飞、滑跃起飞和弹

射起飞等。垂直/短距滑跑起飞方式是利用舰

载机发动机推力矢量的控制实现起飞，其主要

应用于轻型航母上，如英国无敌级轻型航母的

“海鸥”舰载机。滑跃起飞方式是采用航母舰舷

部十多度的上翘甲板结合舰载机发动机的推力

实现起飞，如俄罗斯库兹涅佐夫级中型航母的

米格-29，苏-27K 舰载机的起飞方式。弹射起

飞方式是利用飞行甲板上布置的弹射装置，在

一定行程内对舰载机施加推力来达到舰载机的

离舰起飞速度，其主要应用于大型/中型的攻击

或多用途航母上，如美国和法国现役航母。

相比弹射起飞，其他起飞方式都需要靠舰

载机自身动力实现起飞，可以避免因配置弹射

装置而产生的航母舰体重量/重心、空间布置

等问题，但靠舰载机自身动力起飞，会遇到燃

油消耗大而使舰载机离舰空中作战半径变小，

舰面甲板侧风和舰体摇摆等因素，影响舰载机

起飞作业的环境适应性以及整个舰队的机动

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依靠自身动力，航母上

无法起飞重型飞机，例如预警机。因此，像美、

法等国在发展航母时，围绕核心武器系统——

舰载机的效能而采用弹射起飞技术。

弹射起飞技术是一
种新兴的直线推进技术，
适宜于短程发射大载荷，
优越性毋庸置疑

弹射起飞技术是一种新兴的直线推进技

术，适宜于短程发射大载荷。航母舰载机的弹

射起飞技术主要包括液压弹射起飞、蒸汽弹射

起飞以及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起飞技术。

那么，究竟什么是电磁弹射系统（EMALS）

呢？

EMALS 是美国海军 21 世纪航母上的新一

代舰载飞机弹射系统。其最早要追溯至 20 世

纪 40年代，美国海军利用电磁感应马达技术设

计、制造并试验了一套电磁飞机弹射系统，由

于二战结束及该套系统成本较高，该项目被取

消。为进一步验证 EMALS 弹射舰载机的可行

性，1982 年美国海军重新启动了 EMALS 的研

究项目，并在 1988 年进行了电磁弹射、制动和

回收以及系统性能和电磁辐射试验。

20世纪 90年代，美国海军在设计下一代航

母（CVN-21）时提出了全电军舰的概念，要求

舰上不再采用蒸汽、液压等机械手段，其中最

重要的技术革新就是电磁弹射器取代蒸汽弹

射器，并在论证 CVN-21 方案过程中，正式确

定研制航母电磁飞机弹射系统。

EMALS的弹射电动机通过电力系统输电，

可生成一个同弹射系统的往复车相互作用的电

磁力，在电磁力作用下，往复车将携挂飞机沿弹

射冲程加速至起飞速度；控制系统持续监控

EMALS 全系统性能，是 EMALS 的关键信息处

理模块，该系统能够根据飞机、环境和弹射系统

的参数变化实施调控，同时还担负报警任务。

2004 年 4 月 2 日，经过方案评估，美国海

军选择了通用原子公司设计方案，后续经过

一系列大量的实际尺寸的样机试验，于 2009

年 6 月正式决定在福特级航母上安装电磁弹

射系统，并授予通用原子公司研制合同。目

前，通用原子公司也已获得第二艘福特级航

母电磁弹射系统建造合同，首艘福特级航母

“福特”号即将交付。

配有电磁弹射系统的
“福特”号航母，日出动舰
载机可达到300余架次，
相比尼米兹级提高了25%

比起航母舰载机的其他起飞方式来说电

磁弹射的优越性更为突出。

一是能量幅度更宽。电磁弹射装置比蒸汽弹

射装置的最大能量幅度高出20%，可以容纳以更快

速度起飞的重型飞机，而其细微精确的控制，使得

EMALS又能够同时弹射较小、较轻的航空飞行器

（如无人机），扩大了航母搭载不同机型的能力，很

大程度上扩展了现役航母的作战能力。

二是弹射性能稳定。相比蒸汽弹射器，电

磁弹射拥有先进的反馈和闭环控制系统，能够

使得任何一次弹射加速度峰平比更加恒定、末

速度变化范围更小。

同时，电磁弹射装置提高了可用性、可靠

性，并降低了运行与维护费用。

另外，相比蒸汽弹射系统，EMALS重量明显

减轻，体积更小，减少了对舰上大量液压油、淡水和

蒸汽等辅助设备的需求，各组成部分的布局更加

灵活，能最大限度地优化航母内部布置，增加了航

母设计灵活性，潜在地提升了航母的生存能力。

美国即将服役装配有 EMALS 的“福特”号

航母，其日出动舰载机可达到 270—310 架次，

相比尼米兹级提高了 25%，未来美国海军 11 艘

福特级航母的作战能力相当于 13.75 艘尼米兹

级航母，而 EMALS 的装配就是其中最主要的

核心影响因子，其对航母战斗力的提升足以对

作战对手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作者单位：海军装备研究院）

航母舰载机起飞方式大比拼

电磁弹射，到底牛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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