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据《简氏防务周刊》近日报道，3月 15日，乌克兰总统彼得·波

罗申科宣布，本国国防工业将发展自主研发的双发、多用途战斗机，将采用国产设计的发

动机及与国外合制的航电设备。

这是波罗申科在参观位于乌克兰南部的伊夫琴科—进步设计局时宣布的，而该局与

前苏联最大航空发动机总装厂之一——马达西奇生产厂共处一地。

乌克兰新型战斗机的概念，是本月初由乌克兰经济发展和贸易副部长尤里·布罗夫琴

科在接受采访时首次提到。他说：“谈及军用航空，今天我们正在审查本土自主研发战斗

机的可能性，而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个设计团队在开展工作。”

目前，乌克兰航空设计团队完成了一个新型战斗机的“草图”，该项目被命名为“轻型

战斗飞机”（乌克兰语缩写：LBL）。该机与前苏联设计的米格-29战斗机相比，在外观上具

有很强的相似性，但飞机的机载系统将不是产自俄罗斯。

米格-29战斗机是前苏联上世纪 70年代开始研制的超音速、全天候、高性能、多用途、

有单双座型双发战斗机，既可用于执行制空和截击任务，同时也可实施对地攻击。而这个

由乌克兰新设计的战斗机与最初米格-29 战斗机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将是其发动机和

航空电子设备。报道称，该机的两台发动机将由乌克兰基于 AI-322F航空发动机设计，航

空电子设备由西方国家和乌克兰制造。

发动机设计似乎是这个概念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波罗申科称，乌克兰将很快能够制

造出自己的战斗机的发动机。他还指出，乌克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5 个能独立研发航

空发动机的国家之一。

乌克兰研制
形似米格-29新型战斗机

近期，继“辽宁舰”和据传正在刷漆的中

国首艘国产航母 001A 之后，中国的第三艘航

母成为国外媒体争相热议的焦点，甚至有网

友设计出第三艘航母的效果图。

“型号为 001A 的第二艘中国航母将于

2017 年完工，第三艘是 002 型，2021 年完工，

而且其排水量将更大，达到 8.5万吨。”俄罗斯

《今日经济通讯社》近日称。

“继通过改造前苏联航母得来的‘辽宁’号

航母之后，中国在大连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也

即将下水。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也正在上海建

造中。”日本《朝日新闻》网站同期报道。

第三艘航母究竟长什么样？科技日报记

者带您一起掀开第三艘航母的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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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至 19 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依次出访日

本、韩国和中国。当地时间 20 日，特朗普赶快听取了蒂勒森

对中日韩三国的访问成果报告，还讨论了朝鲜大功率火箭发

动机试验的问题。

简单回顾一下，上周三，蒂勒森首先到了日本，陆续见了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首相安倍，也都不停地谈到朝鲜。他说，

美国过去 20年谋求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已经失败，需要研

究新思路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此次访问亚洲就是为了就新

思路与各方交换意见。

在日本待了两天后，蒂勒森紧接着在周五上午直飞韩国，

刚刚抵达，就直奔韩朝三八线去了。他参观了韩朝非军事区

南部边界的军营，慰问当地的韩美官兵，与他们共进午餐，还

特意在三八线旁远眺朝鲜。

在韩美外长联合记者会上，蒂勒森再次就朝鲜问题继续

着“语出惊人”第二弹，他说，美国上一任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对

朝“战略忍耐”政策已经失败，必须到此为止。

还有一个更重磅的信息：蒂勒森暗示核武进入日韩。当

蒂勒森被问及韩国和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作为防卫手段

时，他说，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使日本无需拥有核武器，目

前华盛顿在分析各种可能性，但美方没法预测未来。

蒂勒森此言一出，俄罗斯那边立刻跳了起来，俄罗斯高级

官员们纷纷怒摔道：不能容忍！你要是这么做，我们必将设法

加强自身核安全。

这下好，大家都搞核竞赛，那还得了？所以美国在这个问

题上，一定不要过头。

蒂勒森在韩国只待了一天，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中国。

这是蒂勒森此行最看重的压轴，也是世界最瞩目的一站。

蒂勒森访华的前一天，特朗普还在推特上“放炮”，说中国

“没有努力约束朝鲜”，不少人因此担心东北亚。但当蒂勒森

真的来到中国后，所有人发现蒂勒森语调异常友好，敏感话题

闭口不谈。

记者会上，蒂勒森均提到了一句话——美方愿本着“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

这句话，正是我国领导人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开的蒂勒森在华谈话内容，他两次主

动地提出这句话。

这是美国高级别官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评论中美关系时

正式使用“相互尊重”一词。要知道，“新型大国关系”的 14字

原则中，“相互尊重”极其重要。

蒂勒森的这一句话，听得中国人心里舒坦，但是让美国一

大批人集体抓狂了。抓狂的还有韩国。在中美外长会后的记

者会上，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国反对部署“萨德”的立场，但

是蒂勒森却对“萨德”只字不提。这让韩国媒体和推动“萨德”

部署的政府那帮子人一众懵圈。

重要的是，中美元首会晤就近在眼前了。根据美国媒体

的报道，特朗普正准备 4 月份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歌庄园

欢迎习近平主席访美。蒂勒森访华，也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做铺垫，说“要为中美关系未来

50年的发展确定方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 20日还专门就蒂勒森访华的内容做了回应，说蒂勒森的措辞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问题，他希望与中国建立合作，而在分歧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没有转

变。也就是说，4月的中美元首会晤不会回避中美分歧。

很多人都担心，特朗普和蒂勒森，这可都是出了名的大商人，商人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方法都可以，所以蒂勒森现在更可能是生意谈判前的烟幕弹，中国千万别被忽悠了。

当然，蒂勒森这种温和积极的论调肯定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

如今，美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中国友好，在经济贸易上进行合作。现在是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势在必行。

看看蒂勒森，在三八线表现得很强硬的样子，为什么到中国软了？因为中国强大了，

以前两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一切的问题都是要自己强大，才能让

别人信服。当然军事准备一定要有，让你知道我不怕，你也别来。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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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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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陆海空的决胜陆海空的““幕后推手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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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早在 2016 年年底，中国国防大学教授金

一南少将曾透露，中国第三艘航母——002型

航空母舰，已经于 2015 年 3 月在江南长兴造

船厂开工建造。

海军军事专家李杰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002 型的航母，外形看起来与过去

的中国航空母舰不一样。他透露，002型看起

来会更像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的航空母舰。

那么，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会不会像美国

一样，也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呢？“核

动力航母对技术的要求远比常规动力航母要

复杂得多。由于船体规模有限，不仅要能设

计和研制大功率、紧凑型的反应堆，而且需要

具备制作高浓缩燃料棒的能力，还要考虑它

的安全性。”李杰说。

据介绍，相比具有多个反应堆，且常可以

检修和更换燃料的地面民用核电站，船用反

应堆 20 年左右才换一次料，换料时需将整个

堆芯从船体中取出，而且这期间是不能使用

的。美国船用反应堆的燃料浓度在 93%以

上，超过武器级的浓度，这样才可保证使用几

十年不换料。比如美国“企业”号航母装备 8

座反应堆，不仅占用大量空间，而且在使用过

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李杰说，船用反应堆对核安全性、密封措施

的要求较高，因为几千名舰员就生活、工作在反

应堆附近，一旦发生问题，灾难是不可想象的。

船用反应堆对控制技术也要求很高，民用反应

堆启动后一般是平稳运行的，如果舰船要高速

航行或停泊入港，则需要对堆芯热能精确控制。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

中心军事专家王群教授也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设计制造航母核反应堆对技术要求非常

高，尽管我国早已可以制造核动力潜艇，但将

常规动力航母改为核动力航母，涉及很多关

键问题，并不能一蹴而就。

由此可见，从技术成熟的角度考虑，第三

艘航母的设计很可能采用常规蒸汽动力。

很可能采用常规蒸汽动力

去年 6月，时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舰船电磁弹射装置的研究专家

马伟明少将打伞的照片在网上引起热议，随

即一些媒体与观察家一度认为，中国将会在

第三艘航母上采用电磁弹射方式。

对此，李杰认为，中国航母的发展在有些

不大可能采用电磁弹射方式

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势头迅猛。据统

计，截至 2016 年，中国海军舰船总数超过 300

艘，且一半以上都是 2000年之后的新式舰船，

尤其是作为航母编队核心舰艇的驱逐舰和护

卫舰，八成以上都是 2010年之后新建造。

但如果按照现在航母服役期 50 年的话，

那么至少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航母仍是世界

海上霸主，依然是各国海军，尤其是大国海军

的重要利器。

“未来中国海军拥有三艘以上航母是形

成初级作战能力的基础保障。一艘作战、一

艘训练、一艘在维护，这样一旦有事，可保证

最少有一艘航母能够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

区，或在事关重大的海上战略方向发挥突出

效能。”李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中国军事专家尹卓少将则表示：“为了维

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需要在重要的太平洋、

南海至印度洋的海域各部署两个航母战斗

群，将来需要部署 5至 6艘航母。”

李杰称，中国不仅在山东青岛有航母母

港和驻泊点，而且还将在中国南部海南省建

有航母母港和驻泊点。

专家分析，现代战争的主力是导弹和航

空战力，因此中国需要在尽可能远离本土的

地方部署战力，拓展作战空间。目前，航母战

斗群活动的预想地点包括有事时美国海军等

通过的、对中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太平洋，以及

围绕岛屿和岩礁的主权紧张度越来越高的南

海和作为主要海上物流航线的印度洋。

去年 12 月下旬至今年 1 月，辽宁舰穿越

第一岛链上的宫古海峡，首次进入太平洋，

在南海举行了远海训练。李杰称，今后，国

产航母部署后可能会更多地以南海为中心

开展活动。

三艘以上是形成初级作战能力基础保障

关注军工新材料

战略性新兴材料的出现和应用为国防安

全提供了有力保障。有人称，将新材料注入

到海、陆、空的军队装备之中，如同“幕后推

手”刷新了战争规则。那么，它们是如何“亮

大招”的呢？就相关话题，科技日报记者近日

专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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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轻装蓄载超强战斗力

“地面部队车辆轻量化、远程化和节能，

以及综合运载能力等，是陆军为之努力提升

的目标。”罗益锋首先指出。

他说，不同的运载对象，将采用不同的新

材料。对于运送部队来说，车辆的轻量化、安

全性和隐蔽性至关重要；对于运载战略导弹等

庞大的武器系统而言，要求运载工具的平台除

了具有足够的运载能力外，还要有抗冲击、耐

高低温、阻燃和隐身等特性。其轮胎可采用芳

纶等作为骨架材料，取代通用的钢丝胎。

同时，可采用中国独有的发明专利“中空

微纳米陶瓷粉体”掺入轮胎的橡胶中，全面提

升轮胎的抗冲击、耐磨、阻燃和耐高低温等特

性，而且可进一步实现轻量化和降低成本。

对军用车辆来说，提高安全性和延长续驶

距离相当关键。未来的军车可采用新型动力

电池，如媒体报道的石墨烯电池，在研发阶段

就可实现充电 8—10 分钟，可跑 1000 公里；还

有固体钒动力电池，车辆跑 1000公里，这种电

池体积只有 78立升，质量仅 176 公斤左右，而

采用现在最先进的锂离子电池达到同样的里

程，体积需要 1340 立升，且质量为 1080 公斤，

而且更换钒粉的时间只需三五分钟，就可以继

续行驶。这对部队战车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罗益锋强调，有一种超高性能碳纤维，其

强度和模量比 T1000 碳纤维提高 10 倍，改变

了过去碳纤维的脆性缺点，当其复合材料用

作坦克和装甲车的结构材料时，防穿甲弹能

力可提高 6倍。

海军：潜艇变身静隐“黑鱼”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濒海作战环境，许多

军事强国不断强化材料的综合性能，以提升

舰船、潜艇的作战和防御能力。

罗益锋介绍，目前航母正向大型化方向

发展，如美国新一代 10万吨级福特号航母，大

量使用各种新材料、新型武器装备和电子系

统。它可装载更多的舰载机，因此其夹板和

船体需采用特种钢材、复合钢板等新材料，达

到防弹、抗冲击、阻燃、耐高低温和耐磨等综

合要求。

对潜艇而言，所用结构材料，既要耐深海

的水压，又要防海底声呐、鱼雷、水雷及反潜

武器的攻击，又要尽可能轻量化、节能。因

此，美国的先进试验潜艇在特种钢制艇身的

表面，先缠绕轻量而又防弹的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纤维预浸料，再用碳纤维缠绕包裹。

为了让潜艇能长期潜伏海底，其动力系

统都使用核动力，那么，其发动机叶片和壳体

要求耐高温、抗辐射的碳化硅纤维等复合材

料。士兵的军服也需要防辐射的面料。

而为了不被雷达反射和探测到，潜艇就

得如同一条安静又隐蔽的“黑鱼”，这需要采

用特殊的隐身涂层。我国研究人员成功研发

了一种类似变色龙的陶瓷型材料，能够巧妙

地处理与之发生接触的声波。这就意味着，

负责分析潜艇声波图的声呐操作员，会误以

为目标潜艇是一条鲨鱼，或是庞大的鱼群，甚

至是友方潜艇。

为了提高军船耐海水腐蚀，航母、舰队及

潜艇都须采用重防腐涂料。若采用添加石墨

烯、碳纳米管及纳米氧化锆等涂料，造价昂

贵，而选择中空微纳米陶瓷粉体也可达到上

述目的，因为其自身可耐高温达 1500℃，耐低

温和保温性也良好。当两只船相遇擦边时，

耐划伤性优良。更重要的是，这种涂料可以

避免船体附着贝壳类等海上生物。

空军：战斗机隐身防弹样样行

“现在的空军，作为性能优良的战斗机、

歼击机，要兼备攻击型和防御性。在空中格

斗，上下翻滚，要做到机动性强、轻量化、远程

化，还要具有隐身、防弹和屏蔽电磁波的性

能。”罗益锋说。

他说，为了达此目的，军用飞机上采用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越来越多，例如，美国的 F16、

F12、F35 这些数字代表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军

机身上所占的大体比例，碳纤维用量越大，就

越轻质高强，可实现远程化、机动化和节能

等。军用无人机、侦察机等也是采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并且，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周边要

采用耐高温氧化性的碳化硅纤维复合材料，

而它的喷气口需用耐高温烧蚀材料。

与此同时，其机身外表为达到隐身目的，

采用超材料或特殊的吸波及透波涂料。

他指出，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为防止敌

方破坏卫星指挥系统，可在距离地面 20 万—

40 万米高的平流层，用“空中飞龙”或飞艇代

替卫星进行数据传输、卫星定位、侦察等，在

作战情况下，还可携带武器攻击敌方的军事

设施，而在和平时期，可以定点投放救灾物

资。当然，对它的膜材料要求非常高，首先要

气密性好，防止里面比空气还轻的氦气散

逸。其次要耐高低温差，从白天 50℃到晚

上-60℃，其热膨胀系数要非常小，而其骨架

采取碳纤维复合材料，确保这些飞艇有足够

的驻空时间和携带足够多的仪器装备，而且，

可通过遥控返回地面。

关键技术方面虽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要想

达到工程化和实用化的程度，还需要大量的实

验和磨合；如果从更稳妥的角度来考虑，我国

第三艘航母有可能采用蒸汽弹射方式。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第三艘航母项目

与电磁弹射器项目的立项时间大体一致。对

于像航母这样重要的武器装备，其子系统的

成熟度必须远大于总体开始设计的时间，才

能进行总体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否则完全

无从进行总体设计，甚至连综合立项论证都

无法开展。

一位曾经从事过海军装备研发工作的消

息人士称，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完全没有配备

电磁弹射器的可能性。如果第二艘国产航母

要采用电磁弹射器，那么就意味着这艘航母的

总体设计要从头开始，科研人员五六年来的心

血将完全推翻重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此前针

对第二艘航母投入的科研资金将完全作废，这

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据香港《南华早报》2月 13日报道，中国

第三艘航母将采用常规蒸汽弹射的起飞方式，

会配备至少 3部蒸汽弹射器，而非更为先进的

电磁弹射器。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也撰

文称，中国 002 型航母即将面世，这将是采用

蒸汽弹射的航母。

前不久网上的照片也印证了中外媒体报

道。照片上显示湖北武汉的陆基航母模型正

在进行改建。这表明中国下一艘航母 002 型

将与第二艘航母 001A 型，存在较大幅度的改

进。最显著的是甲板前段滑跃起飞跳板，在模

型上已被拆除，这让此前关于中国第三艘航母

将安装弹射器的估计更显确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