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用战略性新兴材料构筑军队“驻

地”？2 月 26 日，科技日报记者在专访全国特

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主任、北京新材料技术

协会名誉会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罗益

锋时开门见山。

罗益锋说：“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区域的

自然环境各有差异，并且四季分明，和平时期

与战争环境下又有所不同，这需要我们充分

认识区域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

特殊材料修筑。对边防哨所而言，往往条件

比较艰苦，有必要逐步改善士兵的居住条件，

提供人性化住所，有利于提高部队的战斗

力。”

指挥要地 构筑铜墙铁壁

在和平环境下，军事大楼首先要确保足

够的牢固，预防突如其来的袭击，包括自然

灾害如地震破坏，还要求严格保密，防止敌

人窃听。

罗益锋说，据地震专家预测，现在全球进

入第五期的地震活跃期。由此，可在重点军

事工程方面加强抗震防御。对于既有的房屋

可以用碳纤维或芳纶在外围加固，而新建的

房屋可考虑在混凝土当中添加短切的碳纤

维、芳纶或玄武岩纤维，加固混凝土建筑材

料，可达到防震和高精度防水的目的。

一般军队办公大楼有很多重要的指挥系

统、技术人员等，特别需要防范在突发情况

下，如发生着火等如何迅速逃生，便于人员安

全撤离。可在各个楼层适当位置，安放一种

用芳纶编织的可收缩性长圆筒装置，发生火

灾时，可有顺序地一个人接着一个跳入圆筒

中，安全快捷地撤离。

还有一些重要的保密室、会议室，需要采

用电磁波屏蔽材料，一种廉价的中空微纳米

陶瓷粉体或者碳纤维的墙体材料等，都具有

电磁波屏蔽效果。

毋庸置疑，在战争时期，司令部是防御保

护的重中之重。罗益锋介绍说，首要一点是

要确保指挥要地安全保密，不让敌人监听到，

可用电磁波屏蔽材料，将重要的指挥部门进

行安全屏蔽；如用吸波材料和超材料等，也可

以让敌军发现不了其所在之处，起到隐身遁

形的效果。

一般在战争片中，常会出现指挥官在一

个简易指挥所，其顶部铺设着网状迷彩的帐

篷中运筹帷幄，那是用阻燃网格和其他防护

材料制作而成，网格可以阻挡周边炮弹碎片

的袭击。

对现代防御工事来说，要求有防弹功能，

一方面可用碳纤维增强混凝土，提高防震能

力，还可与防弹材料混合使用。

行军越野 保障安营扎寨

古代作战时，临时安营扎寨，军营大帐用

牛皮、布幔或者以竹、藤为主，为了防雨、防

潮，在布幔表面涂满桐油或油脂。这些帐篷

大多比较沉重、易燃，不太安全。

罗益锋介绍说，采用芳纶制作的帐篷，可

起到阻燃、轻量化，对供一二个人使用的帐篷

可折叠成被子大小，便于收纳携带。在一些

高寒地带，可选用防狂风、疾雨和暴雪而不破

损的高强材料制作帐篷。冬天为了御寒，需

要加一层保温材料，可有助于防寒。而在热

带地区，需要保温和防紫外线的材料，可用含

紫外光吸收剂纤维制作的帐篷，起到防晒的

效果。

行军作战、越野拉练，往往要带上军用方

舱，就地快速组装成战地医院，或用帐篷搭造

供军官作指挥。根据不同的用途，方舱对材

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如果是指挥舱，作战时要

求防弹，可采用芳纶Ⅲ等复合材料；如果用于

携带仪器设备，可选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最大

限度地满足轻量化的要求，做承载必要的所

需装备，还可吸收部分振动能，保持舱内仪器

设备的相对稳定。

与传统钢制舱体结构相比，碳纤维或芳

纶复合材料可减重 50%—60%，起到两种效

果：在同样重量下，因节能可以延长连续行驶

的距离，减少耗油量，或者存放更多的军用设

备和物资。

御寒保暖 优化边防哨所

“在和平时期，对常年驻扎在海拔 5000多

米严寒地带的边防哨所，官兵最要克服的莫

过于缺氧和温差大的问题。”曾到那里进行考

察的罗益锋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

对于缺氧问题的简易解决办法之一，哨

所里可在室内存放添加六环石粉体的涂料、

墙纸或画像，它会自动释放负氧离子和远红

外，有益于身体健康。如果室内潮度较大，其

可激活水蒸气，释放出更多对身体有益的负

离子。还可在室内用城市汗蒸房里常用的电

气石，即一种硅酸岩矿物，在缺氧的环境下释

放出负氧离子。

他说，有些地方夏天炙热，冬天酷冷，能

达到零下 40 摄氏度，即便是在室内都不宜久

待。解决的方法有两种，在有电源的场所，可

采用碳纤维或陶瓷粉体等发热体，达到同样

的热度可节能达 20%—40%。在没有电源的

场所，可利用太阳能发电将电存在储能装置

里，或在房顶上安装采用相变材料等制作的

储热装置，把白天的热量存入其中，这样可以

根据需要提供热能。

在海岛驻扎的边防部队，个别地方仅几

个人，所居住的哨所需要扛住大的台风，还要

耐海水长期的腐蚀，这可选用各种耐腐蚀性

的材料。而对于简易的哨所，在没有空调相

对密闭的空间，可用超高吸水吸湿纤维和其

他材料，吸收过量湿气，保持干爽，以防止久

坐而产生的关节炎。

沙漠上天气非常炎热，部队的驻扎之地

需要采用导热系数小的隔热材料阻挡外面的

热量进来，起到隔热效果，而冬天可以不让室

内的热量对外消散，起到保温节能的作用。

如果发生核战争时，作战部队驻扎的受

害地方，有可能遭受核辐射，需要靠被称作

“黄金纤维”的聚酰亚胺材料来抵御辐射，或

者采用聚苯并咪唑纤维、间位芳纶等，也可起

到防辐射的作用。

近日，一张V-22“鱼鹰”倾转旋翼机的“惊

险”照片“爆红”网络。照片显示这架“鱼鹰”挂

在了飞行甲板上，两个主起落架都悬空在外，

非常惊险。飞行员当时似乎想斜着进入飞行

甲板，但是没有判断好降落位置。科技日报记

者查阅发现，这起事故发生在2015年。当时一

架MV-22直升机在降落“新奥尔良”号两栖舰

时发生了事故，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实际上，近期以来，这款具备当代运输直

升机高技术水准的直升机事故不断——去年

12月，一架驻日美军 V-22在冲绳北部沿岸坠

海，原因是其在与一架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

训练时，螺旋桨碰到了输油管，导致其飞行失

去平衡。今年一开年，又有一架 V-22在也门

坠毁，原因是因粗暴着陆导致。

那么，为什么“鱼鹰”会事故频发？是人为

操作还是前沿的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呢？针对这

些问题，记者对军事专家张文昌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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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韩国军方和乐天集团正式签署了“萨德”用地

的交换合约。美韩两军现在不择手段地想要加快“萨德”的部

署，所以换地之后，韩国防部会立即把乐天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在今年夏天变成“萨德”的老巢，那个时候，这里将会充斥着美

国和韩国的大兵，还有无尽的雷达辐射波，并成为周边国家导

弹的瞄准目标。

去年 9 月，当韩美把“萨德”部署地确定在乐天集团的星

州高尔夫球场的时候，由于中国明确反对在韩部署“萨德”，乐

天顾忌在华业务，签署计划一度陷入僵局。

如今，无视中国的多次劝阻，乐天集团一意孤行。事已至

此，双方似乎都无退路，中国外交部也说了，中方会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来反制，一切后果都应美韩自己承担。

最近，东北亚的局势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搞不好就会

出事。

在韩国草率地上了“萨德”的贼船之后，日本也趁机跟

上。以前日韩是冤家路窄，慰安妇问题、领土争端问题，都让

这两个国家互不待见，结果现在韩日签订了情报交换协议，美

国悠哉悠哉，一边是一根筋没搞清楚状况的韩国，一边是右到

没朋友趁机和稀泥的日本，美国成了最大的获利者。

日本早就想部署“萨德”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契机，结果

朝鲜在关键时刻，射了两枚导弹，让日本找到了机会。

“萨德”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侦察监视，一部分是导弹，

还有一部分是指挥控制，2014 年日本先部署了“萨德”的一

部分——X波段雷达，现在日本开始研究整个“萨德”的引进。

因为朝鲜的动作，给美日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战略配

合”。从战略上来看，现在世界上有三大战区，一个是欧洲，北

约带着一帮人跟俄罗斯作对；一个就是东亚；在欧洲和东亚中

间的中东，叙利亚、伊拉克一天到晚打。

如今欧洲那边的反导已经形成体系，靠近俄罗斯周边的

已经部署完了，就是亚洲这边，之前因为中韩关系不错，日韩

犹豫不定，推进缓慢。结果去年朝鲜搞的核试验、导弹试验，

一家伙就促使韩国转向，促使日本下决心，部署“萨德”。

特朗普在上任之前就多次“表扬”朝鲜，还要请金正恩到

美国。这段时间美方一直在为朝鲜的 6人代表团旅美进行安

排，计划 3 月初朝鲜代表团就要去美国打前站。眼看特朗普

执政后的首次朝美接触就要开始了，结果，朝鲜代表团的同志

饶有兴致地把护照递到美国大使馆，被拒签了。按美国媒体

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拒绝给朝方此次的最高级代表发放签证，

理由不详。

但是“萨德”是板上钉钉需要马上解决的事。现在日韩部

署“萨德”就好比一座大山，山的这面是中俄，背面是美国，中

国的两个邻居，一个是韩国跟中国一块住在山底下，还有一个

日本住在半山腰。中俄如果要往山那头发导弹，日本和韩国

这俩倒霉邻居就开启双重拦截，让中俄的导弹打不过去，但山

背后的美国往这边打导弹就很顺畅，山这边还有日韩这俩倒

霉邻居帮着打，这不是耍赖吗？

韩国部署“萨德”，俄罗斯表态很简单：你“萨德”只要敢

来，我就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瞄准你韩国。日本也要部署，俄

罗斯就要派一个陆军师直接部署俄日争议岛屿。这两手牌，

一个是军事上保持反击态势，再一个拿争议岛屿戳心窝子。

那中国怎么办？外媒一直在说，中国正在研制高超音

速导弹，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等中国有了高超音速导

弹，美国的这套“萨德”就全废了。目前在高超音速导弹还

没形成战斗力的时候，东风-11、东风-15，直接就送到韩国

了！除了高超音速导弹、东风系列导弹，我们还有能打到一万公里的洲际导弹。

3 月初，美韩 30 万人史无前例的大军演就要开始了，“卡尔·文森”号航母、F-22、

F-35、B-1B 都在周边对着半岛虎视眈眈。美国还新增了两个新的演习项目，一是首

次演练应用“萨德”，二是针对马来西亚发现的 VX 神经毒剂，要进行防化学武器作战

的演练。

以前借着军事演习直接发动战争的战例很多，因为它先把这些战争机器都发动起来，

演习又是真枪实弹，在这个时候半岛要是捣腾点事，有可能就会出现战争。

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多好，非得弄得乌烟瘴气，何必呢？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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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鹰鱼鹰””咋就咋就
成了成了““寡妇制造者寡妇制造者””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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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盘我作主我的地盘我作主
——战略性新兴材料如何提升军队战略性新兴材料如何提升军队““衣衣、、食食、、住住、、行行””（（三三））

V-22“鱼鹰”倾转旋翼机是由美国贝尔

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设计制造的，是目前世

界上唯一一款具备实用价值的该类航空器。

V-22 不仅具备直升机的垂直升降能力，而且

具备固定翼螺旋桨飞机高速、航程远及油耗

较低的优点，时速高达 582 公里，是世界上飞

得最快的直升机。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V-22 翼尖的两台可

转动的发动机带动两具旋翼。在固定翼状态

下，V-22 好像是一架两侧翼尖有两个超大螺

旋桨的飞机；在直升机状态下，V-22 又好像

是一架有两个小旋翼的直升机。

“‘鱼鹰’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前

飞、侧飞、倒飞、悬停，也能像固定翼螺旋桨飞

机那样滑跑起降、爬升、巡航、俯冲。同时，两

种飞行状态可以互转。”张文昌说。

“‘鱼鹰’的产生是作战需求和技术推动

的结果。”他介绍，上世纪 70年代，苏联常规军

事装备发展较快，一批直升机崛起，尤其是

米-24 武装直升机，给了美国很强震撼。同

时，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发的 XV-15 倾转

旋翼机技术验证机也表现出了成熟的趋向。

于是，为了对抗苏联在直升机领域已占有的

优势，美国国防部于 1981年在 XV-15基础上

提出了发展“多军种先进垂直起落飞机”计

划，其发展结果就是今天所说的“鱼鹰”倾转

旋翼机。

这样前沿的设计也使其研制费用暴涨，

高达 380 亿美元，而 MV-22 的制造单价高达

4400万美元。

V-22在 1989年 3月 19日首飞成功，经历

长时间的测试、修改、验证工作后，2006 年 11

月 16日其美国空军型 CV-22服役，2007年其

美国海军陆战队型 MV-22服役，同年开赴伊

拉克、阿富汗进行实战部署，至今已有超过

200 架 V-22 生产下线。当前，美国正在研究

“鱼鹰”的预警机与加油机型号与垂直起降战

斗机配合使用。

作战需求和技术推动的结果

“V-22 集合了固定翼和直升机的优势，

因此，同时具备多种环境的运用能力、灵活迅

捷的机动能力、快速远程投送能力。所以，该

机特别适合抢滩登陆、渗透偷袭、前沿突袭、

战场搜救、缉毒反恐等任务。”张文昌说。

那么，它在设计上真的无懈可击吗？

对此，张文昌指出：“‘鱼鹰’虽然看上去

光鲜亮丽，但其实是一型优缺点同样明显的

飞机，一直疾病缠身，问题很多。也正因为

如此，它从 1981 年开始，到 2005 年才形成战

斗力，研发周期远远超过其他飞机。”

“‘鱼鹰’兼容了直升机和固定翼螺旋桨

飞机的优点，但同时也部分牺牲了两种飞机

的优点，特别是放大了两种飞机的缺点。”他

说，比如直升机的旋翼和固定翼飞机的螺旋

桨，在转数、直径、桨叶角等许多方面要求都

是有差异的，现在让一套系统兼顾两种要求

不一样的系统的功能，必然要做出一些牺

牲，也会带来危及安全的问题。如当旋翼处

在螺旋桨状态，桨叶太长，容易剐蹭到其他

物体。

与此同时，V-22 还有着其他难以避免

的问题。他告诉记者，V-22 创造性地运用

了许多新技术，但成熟度不高。如因飞行

控制软件问题，就曾发生过坠机事故。而

是 否 有 自 旋 着 陆 能 力 ，也 没 有 经 过 考 核 。

其次，结构复杂，设计考虑不周，不可预知

的隐患太多。如动部件太多无疑会降低整

机的可靠性，滑油、燃油管路复杂、排布不

科 学 ，无 疑 会 降 低 飞 机 的 抗 枪 弹 打 击 能

力。第三，操作复杂、限制太多，往往让飞行

员手忙脚乱，留给飞行员自由操作的空间太

小，特别是战时更容易出现操作失误。如该

机对直升机状态的下降速度有严格要求，一

不小心就会使飞机失速、进入涡环状态，甚

至会机毁人亡。

设计放大了两种飞机的缺点

尽管有着众多设计问题，但美国军方仍

将其称为最安全的飞机。2011 年 2 月 18 日，

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詹姆斯表示，美国海军陆

战队部署到阿富汗的 MV-22 飞行超过 10 万

小时，并指出 MV-22已成为最安全或接近最

安全的飞机。MV-22 在过去十年每飞行小

时的事故发生率大约只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飞

行机队平均事故率的一半。

事实是，“鱼鹰”确实事故累累，特别是

机毁人亡的事故相对较多。其 5 架原型机有

3 架发生意外，研制过程发生 4 次坠机事故

致 30 人死亡。这在航空史上都是罕见的。

由于事故频发，这种体型怪异，标榜可靠安

全的“鱼鹰”直升机被一些人戏称为“寡妇制

造者”。

“应该说，‘鱼鹰’事故较多有着操作和设

计两方面的原因。”张文昌指出，“从历次事故

来看，其原因都能与设计制造挂上钩，一些是

因设计上的不完善、技术上的成熟度不高直

接导致；一些是因试图综合两种飞机优点而

必然出现的缺点导致；还有一些是因操作上

的失误导致，但追根溯源，也因技术上对操作

的限制太多而导致。”

因此，美军也正在寻找 V-22 的替代产

品，如 V-44四发倾转旋翼机，专家估计 V-44

的价格至少比 V-22高出 70%。

而早在 2013 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

划局就已经发起垂直起降“X-飞机”项目，他

们希望“X-飞机”能超越现有的装备，例如

V-22“鱼鹰”倾转旋翼机。而研制的原因就

是希望新型飞机能克服过去的设计障碍。当

时的报道指出，美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使用的

V-22 倾转旋翼机成本严重超支，而且在使用

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坠毁事故。

究竟是最安全还是最危险

关注军工新材料

科技日报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华凌）据《简氏防务周刊》2 月 24 日报道，土耳其已

与俄罗斯政府谈判试图购买 S-4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但是，目前，双方尚未签订合同。

据外媒称，S-400最大亮点是系统自动化程度极高，采取集中控制、分散部署的策略，

以团为作战指挥建制单位，可以同时对 8 个 S-400 防空导弹营实施指挥，对半径 500 公里

范围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上到近程弹道导弹，下到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巡航导弹，都是其

打击的对象。

土耳其国防部长菲克里·厄舍克表示，与俄罗斯之间有关采购 S-400 系统的会谈“取

得了相当进展”。S-400系统看起来是目前土耳其最可能的选择。“谈判在进行中，筹措资

金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

同时，厄舍克首次公开土耳其新兴战略，即购买现成的武器，同时当务之急是本土研

发一个能长期保护土耳其免遭任何袭击的系统。但自主开发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他

们仍然是优先考虑从外购买。

土耳其战区级防空系统长期依靠北约布置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在 2015年北约先后

撤离“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土耳其的战区级防空门户大开，急需补充。

土耳其曾与许多国家谈判意图获取新的防空系统。2007 年 3 月起土耳其国防工业

秘书处第一次发出了竞标信息，最终从中国的红旗-9 防空导弹系统、欧洲导弹集团的

紫菀 30 防空导弹和美国雷神公司的爱国者 PAC-2 系统中，选择了红旗-9，但在 2016 年

又撤销了以 34 亿美元购买红旗-9 的订单。尔后，据传其对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表示了兴趣。

土耳其与俄罗斯谈判
试图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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