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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唏嘘的是，今天不时响起空袭警报的

莫斯科和基辅，在苏联时期却同属一个防空体

系。原苏联部署在基辅的独立防空第8集团

军，不仅保卫基辅，也是莫斯科防空区外沿，两

者互为倚靠，互相保护，但苏联解体后，这一切

化为乌有，两座欧洲名城都出现探测盲区和防

空弱点。在莫斯科，俄军投入庞大的特种防空

反导第1集团军，用8个地空导弹团、2个雷达

团、5个战略反导发射系统组成3个同心圆对空

防线，特别是俄乌冲突升级后，俄军在莫斯科

花园环路附近的3幢高楼楼顶预置“铠甲-S1”

近程弹炮综合系统，进一步保护克里姆林宫的

安全，形成高空达到5万米，低空低到25米的

“绵密火网”。但“百密一疏”，原俄空军总司令

科尔努科夫透露，正因为苏联解体，俄罗斯战

略预警纵深大大压缩，尤其同乌克兰反目成仇

后，莫斯科西南方向的防空压力骤然加大，由

于俄军经费有限，只在莫斯科外环建有雷达监

视网，环内的雷达站分布十分稀疏，即便集探

测、锁定、打击于一体的“铠甲-S1”系统承担

“最后绝杀”，但它的火控雷达探测距离近，若

无大功率警戒雷达保障，仍无法做到“滴水不

漏”，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屡

屡从西南方向突入莫斯科市区。

与莫斯科相比，基辅的防空能力更吃紧

了。战前，乌军老旧的200多套S-300PMU/PS

远程地空导弹发射车、72套“山毛榉-M1”中程

地空导弹发射车有三分之一配置在基辅周边，

但经一年半的消耗，还有战斗力的不到一半，

尤其这些地空导弹主要针对传统固定翼飞机，

面对俄军大量射来的巡航导弹、无人机、巡飞

弹有些力不从心。今年初以来，乌军获得美欧

军援的爱国者、NASAMS、IRIS-T等防空系统，

用于维持基辅最基本的对空防御。5月初，乌

军宣称用爱国者在基辅拦截了俄军“匕首”高

超音速导弹，创造全世界防空战史的纪录。乌

军用两个NASAMS导弹连和一个IRIS-T导弹

连，充当总统府、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贴身保

镖”，乌方称其拦截战果高达100%，击落过数枚

俄制Kh-101隐身巡航导弹，但“双拳难敌四

手”，随着2023年3月以后俄军加大无人机和

巡航导弹空袭力度，基辅军事设施被毁的消息

屡见报端。乌军承认，他们只能保护基辅“极

为有限的精华地带”。

权威点评

各国国情和国力不同，首都防空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长期享有制空权的美国，便对首都华盛顿的防空问题

不那么重视。冷战期间，华盛顿连专有的首都防空司令部都

没有，而是由美加两国共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且防御重

点不是飞机轰炸，而是洲际导弹袭击。很长时间，华盛顿周边

部署的雷达和地空导弹远少于莫斯科，北美防空司令部更喜

欢用战斗机而非地空导弹去对付“不速之客”。

但“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反思如何防范从美国本

土发起的“空袭”，2005年起在华盛顿部署反应速度较快的

NASAMS地空导弹，成为首都圈内固定部署的唯一地空导

弹。为应对无人机等“低慢小”目标威胁，美军又专门在白

宫部署复仇者机动式近程地空导弹。事实上，美国首都防

空是建立在“御敌于国门之外”思想上，真正为华盛顿撑起

“防空天幕”的是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任何靠近美国国境的

可疑目标都会被提前拦截，华盛顿周围的防空兵器只需应

对类似“9·11”的恐怖袭击，不具备抗击高强度空袭的能力。

美国的首都防空战术不可能在别国复制，大多数国家

的首都防空必须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威胁，尤其加强抗击精

确制导武器饱和攻击能力。近年来，中小国家首都防空圈

面临的最大压力，已由传统飞机空袭升级为制导弹药的“精

确打击”，客观上要求防空装备升级换代。如2020年1月美

国威胁空袭伊朗德黑兰时，伊朗革命卫队提前部署“雷神-

M1”野战防空系统，可还嫌不够，正寻求配备能更好抗击无

人机“蜂群”攻击的激光武器。

对美俄之外的国家而言，首都防空需要根据威胁程度

和预算多寡来安排，特别是本国首都举办重大活动时，能快

速部署、廉价高效的近程地空导弹是强化防空圈的得力工

具。2014年，巴西为保证足球世界杯比赛安全，耗资1260

万美元从瑞典购买16套RBS-70激光驾束制导地空导弹，

能更有效地对抗轻型无人机等“低慢小”目标，对大型目标

的毁伤能力也要优于传统无线电制导地空导弹。

事实上，小国首都防空圈有些发展思路与超级大国颇

为一致——在引进地空导弹的同时，并未放弃小口径高

炮。像叙利亚防空军在保卫首都大马士革的战斗中，经常

用“山毛榉-M1”、S-200等中远程导弹与30毫米、57毫米口

径的高炮协同作战，保卫卡西翁山总统府、基斯沃国际机场

等重要目标，虽然以色列军队空袭发射的导弹屡屡突防，但

破坏程度被大大降低。专家认为，如果叙军能对外延伸雷达

预警网至少100公里，其导弹拦截效率至少能提高50%。

很显然，大马士革遇到的“防空难题”和莫斯科如出一辙。

目前，无人机技术扩散与实战应用，令各国首都防空部

队感到比较棘手。今年2月，伊朗德黑兰发生不明国籍无

人机袭击，革命卫队曾用部署在楼顶的高射机枪拦截，虽击

落了少量无人机，却存在较大的附带伤害风险。而俄乌冲

突爆发后，莫斯科和基辅的高楼设施都发生无人机撞击事

件，究其原因，一是苏联时期大密度、高成本的梯次配置防

空作战部队已不复存在，俄乌两国防空部队都只能为首都

提供“重点防御”；二是俄乌大多数防空系统的主要对象并

非无人机，加上两支军队都未能开发出适合打击小微型无

人机的防空兵器，也未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战法。

从发展趋势看，各国把反无人机作战的希望更多寄托

在新概念防空武器上，其中最有希望的是大功率固态激光

武器，因为它照射无人机时不会产生冲击波和破片，附带损

伤较小；它可以快速射击集群目标，射程足以满足反无人机

作战需求。美军就希望未来使用激光武器替代部署于白宫

的复仇者导弹，因为该导弹对小型无人机的锁定效果并不

理想，只是应对无人机一类目标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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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军部署在莫斯科重要目标楼顶的
“铠甲  1”弹炮综合系统（红圈内）

■ 美国华盛顿白宫附近楼顶
上的复仇者防空系统（红圈内）

■ 俄军在莫斯科外围部署了不同类型的警戒雷达

■ 英军在伦敦郊区部署的近程防空系统

首都通常是一国政治、军事、
经济中心，自然是国土防空作战的
关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首
都屡屡遭袭，进一步引发各国军界
对首都防空课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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