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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华顾问
的“神秘另一面”

热点聚焦

新型装备不断涌现
武器装备是军队作战的物质基础。过

去一年，人民空军在装备建设方面继续取

得重大进展，并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为人
熟知的新装备正快速形成规模；二是首度

公开的新装备进一步完善装备体系。
我空军的“颜值担当”———歼-20、歼-

16歼击机、运-20大型运输机、空警-500预

警机、红旗-9B远程防空导弹等，2021年的
“出镜率”进一步提升，尤其权威发布显示

它们的装备量达到新的层级。据央视报道，
歼-20已列装“王海大队”“强军先锋飞行大

队”等多支英雄部队，人们常说量变引起质

变，歼-20的普及，说明隐形机对人民空军
不再是点缀，而是形成规模，开始发挥强大

的性能优势。作为世界上第三款隐形机，
歼-20 的批量服役标志着中国空军进入

“以优胜优”的时代，而且也说明该机在技
术成熟度、可靠性等方面趋于稳定。运-20

的装备量也被证实持续增加，特别是在

2021年各类军事演习和训练中表现突出，
甚至包括向友好国家输送新冠病毒疫苗，

在国际抗疫斗争中彰显“中国之翼”的实力
与毅力。

关于年内首度公开的新装备，都集中
于第十三届中国航展上，计有歼-16D电子

战飞机、歼轰-7A2歼击轰炸机、无侦-7和
无侦-8无人机等，它们表明人民空军装备

体系化方面变得日益完善。实事求是地说，
现代空军实力不是光靠某一机型单打独

斗，而是体系对抗，例如遂行远程突击，要
由多种机型组成混合编队，预警机提供不

间断空情保障和实时指挥，作战飞机根据

预警机指挥对目标突击，而加油机提供伴
随加油保障，延长战机作战半径，而电子战

飞机对敌防空系统实施电磁压制，显著降
低威胁。

公开信息显示，歼-16D以歼-16重型

歼击机为基础衍生而来，拥有多种先进电
子战系统，包括电子战吊舱、反辐射导弹及

相关电子战软件，能伴随攻击机群出战，能
有效减小作战飞机战损。无侦-7和无侦-8

是两款新颖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其中无侦-

7采用独特的联翼设计，还采用背负式进气
道，具有较好的隐形性能，能携带雷达、光

电设备等执行广域侦察任务；无侦-8则是
高空高速隐形无人侦察机，飞行高度可能

远远高于目前已知的其他高空侦察机。可
以说，无侦-7和无侦-8的出现，使中国空

军的战略侦察能力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战略空军能力所在
战略空军的标志，实际上由能遂行战

略任务的装备体系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能

力，如战略预警、战略侦察、战略防御、战略
进攻、战略投送等等。近些年，有关方面在

构建战略空军上有句简洁明了的概括用
词，即“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其中“攻防兼

备”主要体现战略能力。

很长时期，人民空军注重国土防御，进
攻是一大短板，但近些年随着装备改善及

国家安全需求变化，我空军重点强化攻击
能力。像新装备的轰-6K轰炸机就具备强

大的远程打击能力，不但航程远、作战半径
大，还具有较大载弹量，两翼下共有 6个挂

架，均可挂载远程空射巡航导弹。不仅如
此，轰-6K还保留机腹弹舱，载弹量明显超

过战术飞机。歼-16、歼轰-7A等战术飞机

在航程、作战半径、载弹量上也大大超过以

往的歼-7、歼-8飞机，尤其歼-16具备空中
加油能力，航程和作战半径能进一步延长，

挂载防区外精确制导武器后，歼-16实际有
强大的战略打击能力。

战略空军不仅需要强有力的装备支
撑，还需要人民空军在思维、理论、编制、战

术、训练等方面进行重大转变。战略空军在

体系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作战范围更
是空前扩大，必然推动自身加速变化。例如

遂行远程打击任务，对中国空军还较陌生，
特别是组织指挥上十分复杂，因为它不像

国土防御那样依托本土预警、指挥、通信体
系，而是远离本土去打击敌方严密设防的

战略目标，具体实施时涉及不同机型的编
队、空中护航、电子战、预警指挥、情报保

障、对地/海目标的搜索和识别等一大堆新
鲜事物，这需要空军不断探索，摸索适应战

略空军需求的理论、编制和战术体系，并通
过不断的演训来进行检验和调整。

不断强化实战训练
中国空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近年来可概括

为“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
航”，而且这些活动业已常态化。2021年，中

国空军进行相关行动的频次进一步增加，

尤其在台岛西南空域的巡航空前加大。央
视曾报道我空军歼-16歼击机飞行员用双

语驱离外机的“硬核喊话”、轰-6K 飞行员
谈绕岛巡航时的“谁还不在自家院子里转

一转”表态，令人热血沸腾。
我空军频繁巡航，展示出娴熟的技战

术水平，这又来自空军长期进行的严格的

实战化训练。围绕“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
战略目标，空军紧贴实战要求练兵，以创新

驱动军事训练转型，向训练要战斗力。如
今，“金头盔”“金飞镖”“红剑”“蓝盾”“擎电”

等已成为空军实战化训练的标签，一大批
“金头盔”“金飞镖”飞行员及“蓝盾尖兵”等

打仗人才脱颖而出，成为部队战斗力建设的
中坚。部队飞远海、打实弹、练极限成为常

态，训练质量效能全面提升。在空军宣传片
《天空之上》里，还首次出现运-20大型运输

机投掷干扰弹的画面，可见中国空军实战化
训练程度之高。今天，中国空军实战化训练

还在不断向大海、远洋和高原、山谷延伸。
除了空军自己实施实战化训练外，还

加大与外国空军的联合演练，其中常态化
的有中巴“雄鹰”系列、中泰“鹰击”系列等，

而外界关注的中俄空军交流活动虽没有固
定代号，但常态化举行已非常明显，像中国

空军常态化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国际军事竞
赛，还与俄空天军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2021年 8月，中俄在宁夏青铜峡举行“西
部 ·联合-2021”演习，我空军歼-20、歼-

11B、歼-16战机与俄空天军苏-30SM歼击
机同场竞技。同在 8月，中国空军派出歼-

10B、歼-16、轰-6K、运-20、运-9共 5型 11

架战机，赴俄罗斯梁赞州参加“航空飞镖”
比赛，其中歼-10B、歼-16是首次亮相国际

赛场。11月 19日，中国空军两架轰-6K轰
炸机和俄空天军两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

组成混合编队，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
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这些联演联巡，不仅

增进中国空军和外国友军的情谊，也开阔
了中国空军的视野，进一步提升中国空军

组训能力，增强了中国空军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实力。 石宏 张韶华

    2021年，中国空军最重要的变
化是历史性迈入战略空军新门槛，
这也是实现第一个阶段性目标。众
所周知，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
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中国空军迈入战略空军
门槛，就是建起战略空军的架构，开
始具备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能力。

中国空军2021
初长成战略雄鹰

■ 新式战机飞行员切磋战术技巧

■ 无侦-8高空无人侦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