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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一跃”
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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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见证英国
离开“霸主宝座”

大国重器 坦然示人

2019

    火箭军体现着一种对立统一。火箭

军既是战略打击之矛，也是战略防御之

盾。作为终极打击力量，它可以远程摧毁
敌方坚固堡垒、重兵集团、战略导弹阵地、

重重设防的指挥部乃至大中城市，它的冲
击波、电磁杀伤作用还可以在很多特殊作

战空间发挥奇效。作为根本防御力量，它
的存在，特别是报复性打击能力的存在，

使潜在敌人不敢妄动。它本身的隐蔽与防

护，也成为国防最根本、最要害之一。
从火箭军装备建设看，他们既努力

提升力量，又力求永远不要用到这个力

量。火箭军总是拥有强大的假想敌和超
乎寻常的作战场景，必须不断跟上时代，

从前沿技术、尖端装备、高级人才到先进
作战理念，容不得落后于人。火箭军每天

都相当于在作战，即使是日常值班、
检测，也都是在与看不见的

对手较量谁的状态更好。但同时，人们也

都真心希望永远不要实战启用，不要把那
些末日场景变成现实。这种和平希望激励着

一代代火箭军人，砺剑不已，坚守不懈。
这种对立统一，正如中国传统思想

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火箭军作为战
略军种，与国家发展道路和大战略紧密

相连。20世纪的大国冷战争霸，导致美苏
战略导弹力量过度膨胀，浪费太多资源，

给自身发展带来无可挽回的负效应。后
来，美苏都不堪重负，不得已建立起军控

体系，不时给战略稳定体系修修补补。但
今天这个体系已千疮百孔，《反导条约》

《中导条约》相继废弃，单边主义、霸权政

治仍在国际生活中作祟，中国以强大的
和平捍卫者身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火

箭军越是强大，中国乃至世界和平才越

有保证。 石宏

    火箭军的作战武器主要是地地导弹，特点是核常兼备。近些
年，火箭军的地地导弹发展很快，不断有新型号列装。在 2019年
里，首次公开亮相的火箭军新型地地导弹有三款之多，而且类型还
都不一样，标志着火箭军的作战能力正在得到大幅跃升。

核常兼备 全域慑战
    根据今年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

防》白皮书指出，火箭军在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按照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战略要求，火
箭军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

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增强
战略制衡能力。今年首次亮相的武器都明

显体现出这方面的特点，像东风-41就是

增强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而长剑-100和
东风-17则强化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核威慑和核反击方面，火箭军近些
年的装备建设除了刚露面的东风-41，还

有东风-31、东风-31甲改、东风-5B远
程/洲际导弹，这才是比较完整的战略力

量。白皮书强调“可信可靠”，意味着远
程/洲际导弹不但要具备一定规模，还要

不断提高突防能力。就中国周边而言，域
外国家出于打破战略平衡的意图，大肆

扩散反导武器系统，像部署在驱逐舰和

陆上基地发射井内的标准 SM-3 拦截
弹，在靠前部署的情况下，已初具对洲际

导弹的拦截能力。因此，中国火箭军想形
成可信可靠的战略威慑能力，就必须保

证导弹武器具备足够强悍的突防能力。
常规打击能力方面，火箭军将建设

重点放在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上，

这是因为其他军种攻防作战能力有了飞

跃性提升，大大减轻火箭军近程战术导
弹的火力支援压力，能将更多精力放到

中远程精确打击方面。近年来，火箭军列
装的最新战役战术导弹射程均在 1000

公里以上，可有效维护我国内陆和近海
大片区域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火箭军的常规中远

程精确打击能力不只是打击陆上纵深高
价值目标，还能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尤其

东风-26多用途中远程导弹既能携带核
弹头打击敌方战略目标，也能携带常规

弹头打击敌方地面目标和海上大型移动
目标，显著提升了火箭军的作战灵活性。

战略之矛 战略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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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军首度公开的东风-41陆基机

动发射型洲际弹道导弹“极具气场”，它
采用八轴运输 -起竖 -发射三用车

（TEL），由于弹体长度和直径较大，以至
于车辆驾驶室设在车头两边，中间留出

凹坑来容纳导弹贮运发射筒的头罩。要
用又大又长的发射筒来容纳，意味着东

风-41的射程和战斗部载荷无疑达到国

产东风导弹家族的新高度。按照西方的
划分，只要超过 5000公里射程的导弹即

有“洲际”头衔，但在更多国家，这一指标
显得太“小家子气”，洲际导弹射程应在

8000余公里以上，一般为多级推进，适
合打击全球大部分目标，同时作为“战略

撒手锏”，它的载荷应达到常规导弹无法
企及的程度，像最大射程 1.2万公里的

俄罗斯“亚尔斯”洲际导弹能携带 3-6

枚分导核弹头。照此推测，东风-41的威

力，所有人都充满信心。
和东风-41一样以“又远又狠”著称

的长剑-100陆基巡航导弹，则是“另类
撒手锏”。据公开报道，与之前露面的长

剑-10陆基远程巡航导弹相比，长剑-

100采用五轴重型越野车底盘，且只携

载两个导弹发射箱，而长剑-10是用四

轴越野车底盘，携载三个发射箱，这种

“大块头”的视觉冲击背后，寓意长剑-

100尺寸和重量都大得多，为携带更多

燃料和采用新式发动机提供了条件。央
视解说词提及该导弹“突防能力强、命中

精度高、作战半径大、反应速度快”，说明
它不仅射程更远，而且命中精度也很高，

尤其对比只是高亚音速飞行的长剑-

10，长剑-100极有可能进行全程超音速

飞行，好处是大幅压缩敌方反应时间，甚

至来不及组织实施拦截。

和东风-41、长剑-100都采取“筒装

导弹，不露真容”方式不同，央视仅用“常

规导弹”形容的东风-17以完整弹体曝
光，迅速成为“网红”。从侧面看，东风-

17的头部与传统导弹不一样，既不是尖
锥形也不是卵圆形，而是像鸭嘴兽的嘴

巴一样又长又扁，从正面看，这个头部呈
现出底部平滑的三角形截面。这种气动

外形的学名叫乘波体，就是采用三角流

线形结构，在高速飞行时形成附体激波，
飞行器前缘平面与激波上表面重合，如

同骑在激波波面上滑行，依靠激波的压
力产生升力，看起来就像冲浪一样。乘波

体非常适合进行五马赫以上的高超音速
飞行，所以外界将乘波体飞行器称为高

超音速滑翔飞行器（HGV）。战时，东风-

17通过固体火箭发动机助推加速到高

超音速，然后释放出高超音速滑翔飞行
器，在大气层边缘进行高超音速滑翔飞

行，弹道剖面就像是在大气层“上下翻
飞”，轨迹难以判断，

因此现有的反导

系统均无法

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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