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讯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 17 日报道，叙拉塔基亚省省会拉塔基亚市当

晚遭导弹袭击，袭击造成一处设施爆炸并起火。

据报道，沿海城市拉塔基亚 17 日晚响起多声爆炸，当地一处技术机构设施遭袭

后发生爆炸，伤亡情况尚不清楚。电视画面显示，该设施在爆炸后燃起大火，现场浓

烟弥漫。

叙国家电视台援引叙军方消息说，袭击导弹发射自地中海，其中多枚导弹在击中

目标前被叙防空系统拦截。一位退役军官在接受叙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导弹很有

可能是以色列发射的。”

另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导弹袭击目标是拉塔基

亚市一处政府技术机构的弹药库。

以色列媒体本月 4日援引以国防军一名高级军官的话说，在过去一年半内，以军

共发射 800多枚导弹和迫击炮弹，打击叙利亚境内逾 200个军事目标。据叙利亚媒体

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国际机场 15日晚遭以色列导弹袭击。

以色列长期指认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认为伊朗在叙利亚建立军事基地，对

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则否认伊朗在叙利亚有驻军，称只有应叙

政府邀请派出的军事顾问。

叙利亚拉塔基亚市遭导弹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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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御用摄影师有点忙，忙

着跟踪拍摄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军演的俄罗斯

军舰。其实早在 9 月 1 日晚，日本海上自卫队就发

现了一支由 28艘各型军舰组成的俄海军庞大舰队

从宗谷海峡东北 210公里处海域向西航行，随后进

入日本海，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俄海军穿越日本海

战舰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包括 1 艘光荣级导弹

巡洋舰、3艘无畏级反潜驱逐舰、1艘现代级导弹驱

逐舰。

没 错 ，这 俄 罗 斯 在 为 他 史 无 前 例 的“ 东

方-2018”军演做准备。大家可能感到奇怪，21 世

纪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战争时代，为啥俄罗斯还要

搞二战时期那样规模宏大的军演呢？真枪实弹的

军演威慑作用非凡，但日本这次仅表示密切关注，

一反常态地没有“吭声”，据说，日本虽然对演习感

到不安，但由于俄日首脑将在东方经济论坛上会

谈，领土争端会再次摆到桌上，为了给谈判创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日本还是决定不发表措辞强烈的声

明了。

安倍在启程前，还向媒体表示，希望在所有领

域推进俄日关系，为缔结和平条约与解决北方四岛

问题切实向前迈进。

他信心满满地来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和普京见

面，在普京一贯地迟到后，两位领导人确实谈到了

领土争端的问题，没想到普京也太耿直了些。普京

说：“众所周知，这一问题双方已经讨论了几十年，

认为一夜间就可以解决，这比较天真。”

打完巴掌后，普京又给出了一个大大的甜枣！

12 日，东方经济论坛的一场会议上，安倍正坐

在普京旁边，普京突然说：“我们已经谈了 70年了，

所以我刚刚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让我们今年

年底前签署和平协定吧，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

况下。”一旁的安倍只能尴尬地笑笑。

普京还一再表示：“我不是在开玩笑。”双方首

先签署一项条约，然后再解决领土争议。

这里就要说说俄日领土争端问题了。日本北

海道以北的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被日本称

为北方四岛，在俄罗斯被称为南千岛群岛。这些

岛屿二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领。日苏

两国 1956 年签署《日苏共同宣言》，结束战争状

态，恢复外交关系。宣言规定，双方将继续就缔

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条约缔结后苏联将归还齿舞岛和色丹岛。但此后日本一直

主张四岛必须全部归还，导致和平条约谈判陷入僵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继

承国实际控制四岛。

领土问题谈判进行了 70 多年，安倍觉得已经看到希望的曙光了，普京是俄罗斯

有史以来最强势的总统，安倍同样是日本最有魄力的首相，他俩解决领土争端，那是

历史的必然啊，现在不做，何时来做？为了这一目标，安倍态度放得很低，又是小跑见

普京，又是投其所好送狗狗，又是一揽子经济项目的，安倍也算使出了洪荒之力，奈何

对手是普京，打一个外交太极，安倍就只能空手而归。

这次更是如此，日本政府的立场一直是先解决日俄领土问题再缔结和平条约。

普京说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签订和平条约，这实际上是双方搁置领土争

议，优先缔结和平条约，和日方立场正相反。普京这一招釜底抽薪，安倍打算怎么

接？当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强调“日本政府的方针不会改变”，即先解

决领土争端，再谈和平条约。

可日本真的能毫不动摇吗？曾经有一份协议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将来后悔

都来不及。在苏联解体的动荡时期，日本曾有机会收回北方四岛，但是日本犹豫了，

没有抓住机会，就导致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确实是一大功绩，可领土归属问题就不

好说了，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美日安保条约下，日本能擅自决定和俄罗斯交

好吗？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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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新进展

前述报道称，帕尔丽提到了美国总统特

朗普前不久下令要组建新的“太空部队”，以

维护美国的太空主导地位。她说：“我认为

这是一个对抗即将来临、太空越来越重要的

一个信号。太空正在军事化，我们不会袖手

旁观。”

美国是太空战的先行者。今年，美国参

联会发布新版《太空作战》条令进一步聚焦联

合作战，将太空作战任务领域调整为太空态

势感知、太空控制、定位导航与授时、情报监

视与侦察、卫星通信、环境监测、导弹预警、核

爆探测、太空运输、卫星操作十大能力领域，

细化了条令中太空力量运用领域。

如果俄罗斯卫星监听属实，这应属于“情

报监视与侦察”。实际上，法国防部长的这番

表态也被外界认为是其对特朗普的一种跟

随。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在为推进“太空防

御战略”所作的铺垫。据称，法国总统马克龙

承诺要为法国制定一项“太空防御战略”。对

此，易芳表示：“法国虽然有雄心，但是实力有

限，法国太空计划更多是加强与德国、美国、

瑞典、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合作。”

2017年，法国联合太空司令部司令布雷顿

将军在议会发言中称，有外国航天器靠近法国

卫星进行“检查”。他呼吁法国国会向太空军

事领域增加拨款，以应对这种新的威胁。据

称，法国对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深感忧虑。法

国 2018 年的国防预算中，用于太空军事项目

的预算已经达到3.25亿欧元。

易芳介绍：“法国目前拥有 12枚在轨运行

的军用卫星，正在进行的卫星更新计划要求

在未来几年内将其中 8 枚全部替换为新型

号。同时，发展纳米卫星等新型装备，并计划

在 2020年具备天基电子情报能力。”

法或借此推进“太空防御战略”

“太空间谍活动一般会依据自身太空实

力和技术，按照选择、侦察、分析、确定并长期

跟踪监听和军事应用的步骤展开。对相关国

家而言，一般会依据掌握的情报信息初步选

择需要监听的卫星，通过一系列侦察活动和

信号分析活动后，确定监听的必要性，从而最

终确定并长期跟踪卫星，最后将所搜集的电

子情报信息进行军事化运用。”易芳说。

太空作为具有战略性影响的高边疆，太空

间谍活动必将强化双方的敌对关系，并刺激太

空强国在太空军事化上的竞赛。面对新技术

的战略威慑，各国不得不考虑技术跟进和反制

威慑。帕尔丽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

“我们将在卫星上安装监控摄像头，以便知道

谁正在接近我们的卫星。”

对此，易芳表示：“事实上，安装摄像头可

能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做法，在太空中实际作

用有限，而到底接近到什么程度算接近也难

以评判。针对类似事件，防御方法是多样

的。”例如，提高电磁技术能力，减少电磁辐射

的信号特征；提高加密技术，增加破解难度；

采用电磁欺骗的方式，平时使用一种电磁信

号特征，战时采用另外一种电磁信号特征。

当然，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发展量子通信技

术。“量子通信技术信息传递的安全性最好，

但仍处于初步应用阶段，离大规模应用还有

一段距离，不过目前已经可以让间谍卫星部

分‘失灵’了。”他说。

量子通信可让间谍卫星部分“失灵”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情速递

本报记者 张 强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

项目局（DARPA）近日公布了针对俄罗斯高超

声速武器的“滑翔破坏者”拦截器概念图。据

称它是一种小型飞行器，可进行动能拦截，即

直接撞击目标。

对此，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

库王群教授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动能拦截

是当前拦截导弹的一种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先

进的技术，美国现有的反导系统基本都是动能

拦截，而小型飞行器的概念又很宽泛。高超声

速武器对空动外形要求苛刻，即便是受到一点

点阻碍，比如小如子弹的撞击，其飞行轨迹都

会立即改变，甚至解体，就如飞鸟撞击飞机一

样。大致进行判断，这可能是一种依托其他系

统发射的小型动能拦截飞行器。”

DARPA认定，“滑翔破坏者”将提高美国防

范所有级别高超声速威胁的能力。然而目前的

各种信息都显示，高超声速武器对当前反导体系

提出了全新挑战。比如，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飞

行器是一种将弹道导弹与无动力高超声速滑翔

技术相结合的飞行器。其飞行轨迹类似“打水

漂”，不仅在水平方向上速度快，而且在水平方向

上的机动范围宽，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当前反导系统都是针对固定弹道的弹道

导弹设计的。弹道导弹的再入速度通常也非

常快，很多都超过高超声速武器最低要求的 5

个马赫，而洲际弹道导弹的关机速度都能达到

20多个马赫。因此，高超声速武器飘忽不定的

弹道才是拦截难度的关键。”王群说。

据称，令美国人尤其担忧的是俄罗斯的

“匕首”和“先锋”这两种高超声速武器。对此，

王群指出：“人们都将‘匕首’导弹称为高超声

速导弹，实际上它是一款空射弹道导弹，只是

可能有一定机动飞行能力。按照当前严格的

定义，不应被称为是高超声速武器。而‘先锋’

尚可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声速武器，属于

助推滑翔型，其速度接近 20个马赫，而且在大

气层内的轨迹不定。”

“美军自称已可拦截洲际弹道导弹，但面

对这种飘忽不定的高超声速武器，其现有防空

反导系统却力不从心。因为它无法有效发现

和跟踪高超声速武器，并对其轨迹进行预测和

推算。”王群说，“拦截高超声速武器的前提是

能发现它、追踪它，然后才是发射所谓的‘滑翔

破坏者’小型飞行器，对其进行动能撞击。”

“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们很难判断‘滑翔破坏

者’采用了什么过人的先进技术，它只是采用了

当前所认为的拦截高超声速武器最好的动能拦

截方式。当然，除了全新开发外，它也有可能是

在现有反导系统上进行增强的一种装备，既能拦

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高超声速武器。这种方式

显然已成美国目前条件下的首选。”王群判断。

美公布针对俄高超声速武器的小型飞行拦截器概念图

“滑翔破坏者”有何过人之处

我们经常可以在战争电影里看到，狙击

手利用狙击枪对敌方进行精准打击，造成巨

大威胁。那么，如果有一款最新型、威力巨大

的狙击枪，再配上让其枪口“寂静”的消音器，

这种搭配无疑可以说是狙击枪中的极致。

近日，在俄罗斯“军队—2018”论坛上，

Shipunov 仪表制造设计局展出了 MTs-116M

系列狙击步枪。MTs-116M 狙击步枪最早是

为执法机构设计的，已有 20年历史，是一种久

经考验的栓动武器，有效范围为 700米。本次

展出的该型狙击步枪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原有

7.62 毫米口径枪型的基础上，最新设计定型

的 12.7毫米亚音速大口径无声狙击步枪。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军教

系 副 教 授 高 博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

“MTs-116M 狙击步枪为手动操作，旋转后

拉式枪机。枪管为浮置式安装，并有消焰

器 。 供 弹 具 为 5 发 或 10 发 可 拆 卸 盒 形 弹

匣。枪托为木制，有可调托底板和贴腮板。

折叠式两脚架装在前托底部。光学瞄准镜

通过专门的快拆镜架实现迅速安装。新型

大口径 MTs-116M 保留了老版本的基本设

计，仅把枪管子弹转换为 12.7 毫米。”

普通武器的巨大噪音主要来自于从枪管

中喷出的火药气体，射弹初速越大噪音也越

大。试验表明，当弹丸速度远小于音速时，声

强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的过程比较缓慢。

一旦弹丸速度接近大气音速时,声强值显著

增加，并发出强烈的响声。“狙击步枪要实现

更远射程和更大威力往往比普通步枪声音更

大，新型大口径 MTs-116M 最大特点就是通

过降低初速实现消音效果。在亚音速弹匣

中，气体以亚音速从枪管中泄出，这有助于更

有效地利用消音器来减少可能会暴露射击者

的枪声和火焰。而大口径射弹，有效弥补了

亚音速飞行中的弹头动能，并有助于保留破

坏效果。因此，这款新式武器的独特之处就

在于它的子弹可以在无声状态下仍能发挥很

强的穿透力。”高博表示。

据报道，大口径 MTs-116M 在 300 米之

内有极大杀伤力，甚至会穿过“高质量”的防

弹 衣 。 在 测 试 中 ，配 备 消 音 器 的 新 款

MTs-116M 射击声音并不大，就像是床单被

撕裂声一样，俄罗斯军方希望把这款武器用

于特种部队。因为特种部队需要执行暗杀等

任务，要保证其隐蔽性。

狙击步枪家族的静音新星——MTs-116M

卫星当间谍卫星当间谍
太空成电子战博弈场太空成电子战博弈场

MTs-MTs-116116MM狙击步枪狙击步枪

视觉中国
视觉中国

法国防部长弗洛朗斯·帕尔丽近日表示，

俄罗斯的“射线”通信卫星“有点过于靠近”法

国与意大利联合运行的“雅典娜-菲迪斯”卫

星，“它离得太近了，我们认为它试图拦截我

们的通讯。”对此，法国将投资 36 亿欧元更新

和升级法国军用卫星，以保护其卫星通讯网

络免受竞争对手的潜在间谍活动影响。那

么，法国防部长提到的卫星监听卫星的情况

有可能出现吗？针对类似事件，我们

可以采用什么办法防范呢？

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易芳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假如法国陈述属实，从原理

上看，‘射线’卫星靠近他国卫星，是太空

电子战的一种方式。”

易芳介绍：“目前电子战方式在地基平

台和空基平台运用比较广泛。然而，一方

面由于地面和空中电磁信号衰减和防御技

术提高，对电子侦察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隐蔽差，抵近侦察受限，容易

造成双方关系紧张。发展太空电子战技术

是一种理想的选择。通过天基设备，比如

卫星、飞船等平台进行抵近侦察，可以更有

效地接收各种信号，而且又不受国界和法

律的限制，可以比地基和空基平台获取更

多的信息。”

比如，印度 2014 年发射了一颗新型电

子 战 卫 星 ，美 军 2016 年 发 射 了 NROL-37

间谍卫星。而美军全力打造的‘天基太空

监视系统’，可以对地球同步轨道上所有常

驻物体，如卫星，进行实时探测和跟踪。“因

此，用卫星监听卫星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

的。”易芳表示。

欧美国家认为，“射线”卫星是俄罗斯

国 防 部 和 联 邦 安 全 局 建 造 的 一 颗 军 用 卫

星，主要用于为俄罗斯提供保密通信以及

电子情报收集，具有极强的监听能力。有

关报道显示，“射线”卫星自发射升空后，不

断有消息称其多次在轨机动，靠近他国卫

星 。 2015 年 的 一 则 报 道 指 出 ，俄 罗 斯“ 射

线”卫星自 2014 年 9 月进入地球同步轨道

以来，被发现多次在轨机动，先后靠近多颗

卫星，其中包括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

卫星。更有消息指出，它停靠在地球同步

轨道两颗 Intelsat 卫星之间长达 5 个月，美国

政府官方为此召开秘密会议。

易芳指出：“正是由于其隐蔽性和对国

际关系的重大影响，目前没有公布相关的案

例，不过有一些事件值得关注。根据 CIA 前

雇员斯诺登爆料，2009 年的 G20 峰会上，美

方情报机构监听了梅德韦杰夫与国内的卫

星通话。卫星电话没有地面基站，直接与卫

星联通，而且使用了特殊频率和加密算法，

所以一般很难窃听，获取卫星电话终端信息

也几乎没有可能，也就是说，俄罗斯通信卫

星可能遭遇了美军的‘破解’，否则无法实现

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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