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 13日在纽约州一处军事基地签署国会参议院和众

议院通过的 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达 7163 亿美元，再创阿富汗和伊拉克

战争以来新高。

这是美国国会 20 年来最快一次通过下一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包括 6390 亿

美元的“基础预算资金”和 690 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其中，“基础预算资金”用于发

放美军工资、购买武器装备以及研发投入等，“战争资金”是美军海外作战专用款项。

由于国会“慷慨解囊”，美军准备在 2019 财年全面提升服役人数、工资水平和武

器配备。根据法案，美军将扩军 15600人，为服役人员平均涨薪 2.6％，并采购 13艘军

舰以及 77架 F－35战斗机。

此外，法案禁止美国与俄罗斯开展两军合作，要求加强对外国投资是否构成美国

安全威胁的审核、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增加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延长对乌克兰军事

援助，并授权五角大楼研发适用于潜艇的新型低当量弹道导弹弹头。

特朗普签署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近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2019年度国

防授权法案》，此前众议院已于 7月 26日通过

了该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字后将正式具

备法律效力。在该法案中，美国将取消根据

此前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

SA）对印度进行的制裁。几乎与此同时，美国

还 宣 布 将 授 予 印 度 战 略 贸 易 许 可 地 位

（STA-1），这将使得印度成为继日本和韩国

之后第 3 个获得 STA-1 地位的亚洲国家，从

而为向新德里出售高技术产品铺平了道路。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军事、经济、科技实力

最强大的国家，因为长期使用贸易来限制、惩

罚、威慑和削弱对手，形成了世界上出口管制

法规制度最发达、最严密、最复杂的一个国

家。当然，这种手段也能通过反向操作促进

‘盟友’的发展。”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易芳对

科技日报记者表示，“美国要取消 CAATSA法

案对印度进行的制裁，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战

略层面讲，美国主要调整的是美国‘印太战略’

和遏华战略的需要，只有争取印度的支持，才

能确保美国两项战略的实施。美国必须将印

度发展成为忠实的‘盟友’，而其中最大的吸引

力就是一般国家获得不了的 STA-1 地位，这

是美国给印度的一份大礼，也是一种态度。”

早在今年 4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呼

吁美国国会，紧急向印度提供国家安全豁免，

以避免受到 CAATSA的制裁。CAATSA法案

规定，如果另一个国家从俄罗斯购买军事装

备，那么美国就不会出售给他们军事装备。

然而，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国已成为印度

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出售

了 150多亿美元的武器。

“从武器装备本身讲，美国武器装备性能

已经发展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特别是美军网络

中心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美国生产的每

一件武器装备，不管属于哪个国家，都可能成

为美军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一个节点。”易芳举

例道，美国宙斯盾基线9作战系统，可以接管空

中的“战斧”巡航导弹，重新安排作战任务，而

不管由谁发射。因此，对美国而言，出口的武

器装备越多，越能实现美国的军事企图。

“这种方式表明，当今的美国，已经从寻找

‘文件式’同盟向寻找‘技术式’同盟转变，注重

的不再是一纸条约，而是实战控制能力。”易芳

表示，印度的根本战略目标，是成为继美俄之

后世界第三的“有声有色大国”，成为地区的主

导性国家。美国此举，一方面不仅间接承认了

印度的重要地位，更使印度有了后盾和依靠，

间接放大了印度在印太地缘政治当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为印度军事实力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路径，为印度成为军事大国提供了根本保

障。“此举也是印度军工的救命稻草。印军

90%以上的武器装备都是清一色‘万国牌’，但

是靠买买不来核心技术和装备。”易芳指出，在

印美关系改善以前，印度武器装备主要向俄罗

斯进口，但与俄罗斯做军火生意，印度实在占

不到便宜，比如经常延迟交货、通过各种手段

和方式“切香肠”式的抬高采购费用，更可气的

是还经常买不到想要的装备，“因此，印度想要

发展自身军工，必须借助美国的技术打基础。

比如在印度建设 F-16 生产线，印度就视为提

升国机生产能力的重要步骤。”

那么，美国取消对印度的制裁并授予其

STA-1地位，将对地区防务、“印太战略”产生什

么影响？易芳认为，“美国此举必将进一步刺激

地区军备竞赛，使地区防务关系更趋紧张和不

安。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而言，将从战略层面

走向实体层面，真正形成政治、经济、外交和军

事于一体的实际举措；对印度的‘印太战略’而

言，将使其产生过渡自信的幻觉，将进一步刺激

印度在周边安全事务上的出格行为。不言而

喻，这样‘有效性’的实际举措，值得高度警惕。”

美授印军贸特权，旨在发展忠实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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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里海要被“划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8月 12日，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市举办了第五次里海峰会，

在峰会上，里海沿岸的五个国家，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阿

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五国元首共同签署了《里海法律地位公

约》，对持续20多年的里海法律地位划分的问题画上了句号。

里海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东、北、西三面湖岸分属土

库曼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阿塞拜疆

共和国，南岸在伊朗境内。里海不仅地理位置独特，而且蕴藏

着丰富的资源。目前已经在里海探测出490亿桶石油，此外估

计还有200亿桶石油。这就注定了里海区域会产生很多纠纷，

需要有一套法律，一个公约来制约周边国家的行为。

此次里海公约特意划出了重点：非区域国家的武装力量不

得进入里海。这意味着什么？美国不能来搞事情了。

公约里规定了各国军事政治合作原则，这就是说里海仅用

于和平目的，大家一起赚小钱钱要紧，坚决不允许美国来里海

驻军搞事情。其实，关于“美国要在里海驻军”并不是空穴来

风，之前美军就在里海区域内有过驻军。

“9·11”事件之前，中亚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战略后

院”。但是随着美国意识到中亚地区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丰富的

资源，就想来分一杯羹。为了进驻中亚，美国想出了一个理由：

“反恐”，要求使用中亚的一些军事基地。

于是，美军就和中亚的几个国家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用

“以基地换援助”的方式租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机场、乌

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机场、塔吉克斯坦的库利亚布、杜尚别、

艾尼等好几个机场，用于支持美军在中亚地区的军事行动。美

军以租借机场开启了对中亚地区的“军事渗透”，而且租借了吉

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军事基地，修建了大型弹药库。由于战略

地位重要，马纳斯空军基地被称为美国插进中亚的“楔子”。

有了机场和军事基地，美国军用运输机可全天候在这机场

起飞降落，这多危险啊，所以俄罗斯出于自身地缘战略安全考

虑，坚决反对美军在此驻军，一直促使吉尔吉斯关闭马纳斯美

军基地，以消除这个潜在威胁。后来，美国和这些中亚国家老

是发生摩擦，比如说租借机场，却不支付起降费用，这些不愉快

事件的发生让这些国家政府和民众感到不满，后来这些机场就

不对美军开放了。

吉尔吉斯斯坦在2009年的时候就废除了美军租用马纳斯

空军基地的协议，但后来看在美国递过来资金的份上，吉尔吉

斯斯坦把改名后的马纳斯国际转运中心又租借给了美国。到

了2013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再次终止了美国租用马纳斯国际

过境转运中心的合同，要求驻扎于此的美军必须离开。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为什么放弃了？是因为有更好的俄罗

斯送武器来了，俄罗斯向吉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这

次，俄罗斯赢了。俄罗斯《生意人报》评论道：“这是俄罗斯在战

略区域影响力争夺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美国的“楔子”被拔，会就此罢休吗？当然不甘心。美国又将目光瞄准了里海沿

岸，想在哈萨克斯坦的里海沿岸建立军事基地。根据哈萨克斯坦和美国2010年签署的

协议，哈萨克斯坦允许美国将某些军用物资过境运送给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美军。

2017年，哈萨克斯坦与美国签署了2018—2022年军事合作计划。

这个消息一出，就有传言称哈萨克斯坦背叛了俄罗斯，美国将在哈萨克斯坦建立

海军基地，美国军舰将现身里海。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随后出来辟谣说，哈萨克斯坦不

会允许其他国家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就算是美国也不行。而且里海五国在2014年

9月就发表了联合声明，任何里海沿岸国家在里海的活动都必须遵守沿岸国家达成的

共识，其中一项共识就是不允许任何非里海国家在里海地区驻军。

这次《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出来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特意强调，里

海区域不允许任何外来武装势力存在，也不允许运送任何军用物资。也就是说，美国

处心积虑想要在里海驻军的美梦破灭了。在国家利益面前，这里海五国自然要联合起

来对抗美国，其中俄罗斯、伊朗更是带起头来反抗美国。

此次里海峰会，普京还宣布五国将成立里海经济论坛，加强各国企业界之间联

系。《卫报》认为公约的签订帮伊朗打破了美国的经济封锁。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里海五国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充分证明了“不

作就不会死”，美国想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但是面对的后果将是可怕的。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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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观察
本报记者 张 强

（本版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民用核电站一般有多座反应堆，可以

交替停机检修和换料。而且它们换料时只

需部分更换燃料棒，而船艇用核反应堆则要

将整个堆芯取出，十分麻烦，耗时费力。比

如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大约13年换一次料，

包括其他部分的维修一起需要35个月时间，

这期间是不能使用的，所以核动力船艇在服

役期内频繁换料是难以忍受的。”王群说。

早期核潜艇反应堆的核燃料使用周期并

不长。就拿美国鲟鱼级攻击型核潜艇来说，

它每 8年就需要换料一次，在其整个服役期

内，需要更换 3—5次核燃料。每次换料对核

潜艇来说不仅程序繁琐、风险较高、成本昂贵，

而且时间较长，对潜航在航率影响很大。

核潜艇更换核燃料基本上是建造时安

装反应堆的反过程。换料时，核潜艇要驶进

专门的换料洞库，固定并浮在水面。由于设

计紧凑，要切开核潜艇反应堆上方船体耐压

壳板、拆除堆舱内反应堆顶部的有关部件、

拆除反应堆顶盖等，然后使用专门的换料机

构一组一组取出燃料元件。整个过程几乎

要拆掉一半的耐压艇壳和大部分的反应堆

部件。更为麻烦的是需等待反应堆冷却，并

做好防止核泄漏的各项措施，换料完成后再

恢复反应堆。

美国国家核安全局负责人曾表示，核潜

艇更换核燃料，首先考虑的是成本。潜艇在

服役期间更换核反应堆成本十分高昂，其次

是潜艇在航率；更换核燃料，潜艇在很长时

间内都无法投入使用。由于具备换料大修

能力的船厂要优先保证航母维修，因此潜艇

换料大修的时间可能长达一年或更多。

核燃料更换影响成本与在航率

波波夫表示，核潜艇重新填装核燃料在

海军中被称为“头号工作”，现阶段核潜艇每

次更换核燃料需费时一个月，“永久性”核反

应堆的发明可使核潜艇始终保持战斗力，对

核潜艇整体作战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核船艇换料周期一般都尽可能与它们

本身的大修周期一致，这样能节省时间和成

本。”王群说，“即便这样，每次换料大修期

间，潜艇和航母都不能使用，就算是轮流进

行，也大大影响了船艇的在航率和出勤率。

为此，核潜艇都会最大限度的延长换料周

期，甚至采用全服役周期反应堆，实现一次

装填‘永久使用’。”

目前，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在其33年

的服役期内只需更换1—2次核燃料，而最新

一代核潜艇弗吉尼亚级不但反应堆设计寿

命更长，且在整个服役期内都无需换料。

那么，这种“永久性”核反应堆能够投入

使用的话，将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核潜艇的作

战效率和利用率呢？

王群指出，“如果可以实现服役期内无

需换料，不但能降低风险和节约成本，还必

将大大提高核潜艇的在航率和出勤率，并减

少战备值班所需的核潜艇数量。”

波波夫也表示，根据核潜艇型号和运行

状况，核燃料每5—10年重新填装一次，而重

新填装核燃料需要约一个月时间。在此期

间，舰队作战潜艇将减少一艘。而使用这种

永久核反应堆，核潜艇利用率可提高数倍。

类似的计算可以引用美国 2015 年时的

公开报道，时值美国开发出寿命长达 40 年

的潜艇用反应堆，这应该也算是俄罗斯所称

的“永久核反应堆”。

根据计划，下一代战略核潜艇“俄亥俄

替 代 潜 艇 ”首 艇 将 在 2031 年 开 始 服 役 值

班。该潜艇服役后，预计在 40 年的整个服

役期内都无需更换核燃料。相关负责人表

示，“开发与艇同寿的核反应堆，可使美国

海军利用 12 艘战略核潜艇满足过去需要

14 艘战略核潜艇才能完成的战略威慑任

务，还可以使潜艇采办和全寿期费用降低

400 亿美元。”

核反应堆与艇同寿将提高作战能力

王群介绍，“一般来说，美国核潜艇寿命

可以达到 25—30 年左右，甚至更长，理论上

美国较新的核潜艇大都可做到整个服役期

内不需重新装填核燃料，但核动力航母目前

还不行。”

目前，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是美国

首款无需更换核燃料的核动力潜艇，其换料

周期约为 33 年，而英国“机敏”级核潜艇也

接近 30 年，基本可认为服役期内不用重装

核燃料。当然，俄罗斯亚森级攻击核潜艇的

燃料周期也能达到 25 年，基本实现了服役

期内不需更换。不过，对于弹道导弹核潜艇

来说，目前只有法国凯旋级换料周期可达

25年，而美国俄亥俄级为 15年，俄罗斯北风

之神级只有 10年左右。

“如果要延长换料周期，可以在核反应

堆结构、包壳材料、控制技术以及长寿命堆

芯设计、高性能燃料组件等方面做出优化和

改进。比如，可以采用高浓缩燃料棒，美国

船用反应堆的燃料浓度在 93%以上，与武器

级的浓度不相上下，确保了几十年不换料。

核潜艇反应堆一般选用成熟度很高的压水

堆，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反应堆的性能，延

目前无法判断该技术实际水平

本报记者 张 强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近日表示，

该公司成功研制出可用于核潜艇的“永久

性”核反应堆，“在研发核潜艇用永久核反应

堆领域超过美国”。目前这种新型核反应堆

已完成研制和国家试验工作，准备用于俄生

产的第四代核潜艇。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

王群教授表示，“‘永久性’核反应堆其实是

一种夸张的说法。不应该有一种核反应堆

中的核燃料能永久性使用，因为随着时间的

推移，核燃料中维持可控链式裂变反应所需

的核物质比重可能过低，产生的核能达不到

要求，影响到核潜艇的正常运行，此时就需

更换核燃料。”

王群指出，“俄新式核反应堆应该只是更

大程度地延长了换料周期，这符合核潜艇或

核航母反应堆当下所追求的发展理念——

‘舰堆同寿’。也就是说，核反应堆的设计寿命

与核潜艇或核航母基本一致，且在整个服役

期内不需再为核反应堆重新装填核燃料。”

长核燃料更换周期。”王群说。

对于这一科研成果，俄罗斯北方舰队前

司令维亚切斯拉夫·波波夫海军上将表示，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永久核反应堆。

王群指出，“从字面意思上看，他们应该

是在某些具体技术上做出了重要改进和创

新，大大延长了核燃料的更换周期。但因为

透露的信息非常有限，目前还无法判断在技

术上是否有根本性的变革。不过应该看到，

过去在核反应堆技术上，俄罗斯与美国，甚至

是与英国和法国都还存在差距，但此次经过

某些技术改进，俄罗斯可能已经追赶了上来。”

▶ 2003 年 2 月 14
日，俄技术人员取出已报
废核潜艇库尔斯克号中
的核燃料。

▼俄罗斯北方舰队
退役核潜艇的核反应堆
间隔设备。

俄俄““永久性永久性””潜艇核反应堆潜艇核反应堆
文字游戏还是现实版文字游戏还是现实版““永动机永动机””

20062006 年年 99 月月 88 日日，，退役的俄核潜艇退役的俄核潜艇
K-K-6060与一个反应堆被运往荷兰进行拆解与一个反应堆被运往荷兰进行拆解。。

舰堆同寿——核反应堆的设计寿命与核潜艇
或核航母基本一致，且在整个服役期内不需再为
核反应堆重新装填核燃料。

军情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