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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不已
由于2020年美方退约在先，从军事透

明度看，俄方若留在条约，势必允许其他仍

履约的北约国家飞机入境，也意味着相关

情报会给美国分享。面对“不公平”，俄罗

斯只能一了百了。

其实，俄罗斯非常需要OSCE，撇开情

报搜集不谈，单就缔约产生的军事互信关

系而言，就很有价值。前俄军飞行员安德

烈说：“考虑与北约在卫星侦察和地面探测

方面的技术差距，因此我们每年一次（有时

两次）对北约国家主要军事目标进行高质

量拍摄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这种飞行

任务不能叫“侦察”，而是带有绅士性的“观

察”，依托精确的领航、导航和通信保障，一

次飞行持续4个多小时，可飞遍大半个欧

洲，拍下沿途一切东西，从沿海海军基地、山

区核武器仓库直到飞机厂或指挥中心，可动

态了解掌握缔约国一年内的军事建设、军工

发展方向以及某些战略目标的变化。

多年来，俄方机组到北约欧洲国家执

行观察飞行，通常只需5天，其中实际任务

飞行一两天就够了。相较而下，由于幅员辽

阔，到美国和加拿大开展观察飞行，时间至

少要两周。2017年8月9日，俄方观察机飞

临美国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和白

宫等目标上空，这在条约生效后尚属首次。

“欧恭国倨”
对待俄方观察机组上，北约欧洲国家

和美国有天壤之别。欧洲人比较友善，这

是出于维护双方军事外交的需要，像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接待俄罗斯同行时

都彬彬有礼，从饮食、礼节到文化项目均以

最高规格接待，从不公开设障、拆台作梗。

“观察飞行时，东道国调度员都接到通知，

航线上一律开‘绿灯’，很少出现争议。”俄

军老机长帕维尔说。

但到了美国，情况截然相反，特别是特

朗普执政时期，美方对俄观察机的限制近

乎刁难，有时干脆是公然挑衅。帕维尔记

得：“我最后一次去美国执飞，美国地勤在

图-154M-LK-1观察机马上要起飞时，故

意用舷梯损坏机门，把对美国北部的观察

飞行计划全打乱了，但美方仅用一句‘纯属

偶然’敷衍。我们都明白，美国人不打算在

家里多陪我们一小时，故意用背信弃义的

手段隐瞒秘密。”

据统计，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挖

空心思阻挠俄机升空观察。2016年，美方

拒绝为俄机提供中转机场，迫使其因航程

限制自行放弃观察。2017年，美国又取消

罗宾斯和埃尔斯沃斯的休息站，不让俄机

组夜间休整。2018年，美军以俄方图-

214ON观察机所用光电相机不符合条约

规定而拒绝入境。同时，美方不断指控俄

方违约，如俄方限制在加里宁格勒、莫斯

科及毗邻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的

俄北高加索边境纵深10公里范围内观察

飞行，俄方还指定美机只能使用克里米亚

机场加油，迫使美方事实接受“俄罗斯对克

里米亚的主权”……不管美俄相互如何斗

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时候，美方对

俄观察飞行次数总是俄方对美飞行次数的

三倍，像2002-2016年，美机对俄领空飞行

196架次，而俄方仅为71架次，呈现出明显

的不对等。

帕维尔从技术角度理解，美方之所以

率先废约，“主要是它的卫星侦察技术优

异，基本满足战略情报需求，加上美国内部

有‘反俄狂热’，切断了OSCE这一俄罗斯和

北约为数不多的军事外交渠道，就成了一

种‘政治正确’”。

“到点送客”
俄技术专家列别德称，按照条约规定，

缔约方不能携带超出规定的技术设备实施

观察，即只能用光学器材，任何雷达、辐射

传感器和多余的天线都被禁止。飞机一抵

达受观察国，东道主就对航空器进行最严

格的检查。“如果说欧洲国家检查飞机时充

满信任，在近乎私人氛围下喝着茶就把事

办了，那么美国人的检查时则充满‘鹰犬般

的警惕’，没有人做表面文章，从X光机、传

感器到内窥镜，他们把飞机的每颗螺丝钉

都翻了遍。”但这样做带来危险，“有一次，

美国人差点用内窥镜把飞机硬着陆传感器

弄坏，连惰性气体都自动充到气瓶里了，我

们不得不把那个蛮干的美国检查员拦住”。

另一名专家奥列格说，其实俄制监督

观察设备和飞机比西方落后多了，直到条

约失效前夜，俄机组才拥有比较好的图-

214ON观察机，此前他们使用的图-154M-

LK-1飞机无论安全性还是舒适性都没法

跟美国OC-135B飞机媲美，毕竟人家是为

跨大西洋飞行而设计的正宗洲际飞机。即

便在欧洲执飞，俄方用了快50年的安-30

飞机简直像丑小鸭，而欧洲人用的美制

OC-130H观察机又大又快，能搭载全自动

化观察器材，让俄方机组羡慕妒忌恨。

总体上，成员国之间的观察飞行都比

较诚实，但所获情报往往要看运气，并非所

有参加者都能如愿拍下预期的一切。毕

竟，以光学为主的拍摄，天气决定着一切，

比如机组必须准时准点飞临计划地点，但

如果规定的航线出现天气恶化，导致目标

被云层遮蔽，那只能自认倒霉，东道主可是

“到点送客”，绝不宽容。

命运待定
随着退出OSCE，俄方原有机组和飞机

该怎么办呢？目前，可谓喜忧参半。飞行

员安德烈透露，俄军可能会损失那些宝贵

的专家，因为观察飞行特殊，普通军事飞行

员或领航员无法胜任，可退约后，这些技能

就没有用武之地，90%的此类人才会退役

另谋职业。据悉，参加过OSCE的俄方分队

都驻扎在莫斯科近郊契卡洛夫和库宾卡机

场，隶属第8航空师特种大队，拥有一架

安-30、一架图-154M-LK-1和两架图-

214ON，飞机的前途可能更暗淡，由于改造

花销大，没人打算对它们“动手术”，但飞机

又不能闲着，最好的情况下是去跑运输，至

多去帮财大气粗的电影公司搞航拍。

不过列别德持乐观态度，称特种大队

除了OSCE任务外，还承担许多其他任务，

飞行员有的是地方发挥才能。从俄国防部

传来的消息，部分飞机将移防到斯摩棱斯

克州的沙塔洛沃机场，“飞机不会消失，有

许多任务可以在俄罗斯国内进行，训练场

和科研任务不少，但不会改造成运输机，我

们的运输机数量足够”。 常立军

“关闭”天空 实属无奈
俄罗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内幕

去年12月，俄罗斯正式完成退出《开放天空条约》（OSCE）的法律
程序，这份1992年签署、2002年生效、34国参加的国际军控条约在美
俄相继退出后已宣告“脑死亡”，也意味着经典的“先相信，后确认”军
事互信核查体制就此瓦解。最近，具体执行条约观察飞行任务的俄
空天军和科研院所代表接受塔斯社专访，介绍了俄罗斯履约与退约
的诸多秘辛，读来颇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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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뿕쳬军ퟮ쿈뷸口
临달的뚼쫇쓃룉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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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国 OC-135B

临달的뷸죫图싞
场的뎡，行놸뷸탐
行닩량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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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청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