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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头不小
上世纪 50年代初，能快速打击莫斯科

的美国洲际核弹道导弹即将问世，感到威

胁的 6位苏联元帅联名致信部长会议，要
求考虑反导问题。1956年，苏联在中亚巴

尔喀什湖畔建设靶场，作为发展反导系统
的第一步。1961年 3月 4日，试验性的 A

反导系统在此完成首次拦截，信心大增的
苏联人立即以此为基础，在莫斯科近郊构

建第一代战略反导系统，代号 A-35，而操

作它的正是第 9师的前身无线电技术中心
司令部（代号 RTTS-81）。

1962年 1月 22日，苏联国防部四部

成立 RTTS-81，专管 A-35，1965年初改隶
莫斯科防空区反导部队司令部，1972年改

称二部，1976年转隶国土防空军，改称反导
部队司令部第二部。1978年 5月，升级的

A-35M战略反导系统服役，该部改编为独
立反导（特种任务）第 9军，总部位于莫斯

科州奥金佐沃区的阿库洛沃村，1995年又
转到莫斯科州普希金区索夫里诺镇索夫里

诺-1小区，以便在 1996年操作集成新式“顿
河-2N”雷达站和拦截弹的A-135反导系统。

1998年10月1日，全军缩编为第9师，隶
属第3特种航天防御集团军。2011年12月1

日，俄罗斯组建空天防御部队兵种，担负全
国、周边邻国和宇宙空间战斗值班，第9师

加入第1特种防空反导集团军战斗序列。

以核制核
尽管高度保密，但第 9师的消息仍能

在媒体上偶露峥嵘。2012年 1月 21日，该

师邀请退役老兵来索夫里诺营区举行建师
50 周年庆典，客人们乘车参观该师所辖

03523 部队维护的“顿河-2N”雷达站及
51084部队驻守的拦截弹发射阵地，在保密

的前提下感受部队发展的新面貌。2021年

5月 18日，现任师长谢尔盖 ·格拉布丘克少
将率全师军官到索夫里诺-1部队俱乐部，

总结冬训工作，并向驻守官兵赠送爱国主
义书籍，祝福他们今后服役顺利。

目前，第 9师下辖导弹预警中心、空间
态势监视分中心和 A-135战略反导系统，

专职负责莫斯科地区反导防御，确保克里
姆林宫等重要战略目标免遭敌核导弹袭

击。依托先进计算系统，预警中心能在半小
时内完成对来袭目标的判断和定性，并将

基本结论推给 A-135，后者按照指令，组织
特定拦截弹发射阵地在 1分钟之内完成摧

毁。监视分中心是 2019年才组建，是从空
天军第 15特种任务集团军转隶过来，目的

是同反导部队共享情报信息，对可疑太空
目标实施监测，分中心组建头一年就对 300

余个太空目标进行常态化侦测。

A-135是全球唯一在役的战略反导系

统，由 KVP-135指挥所、“顿河-2”雷达站、

数据链和井基拦截弹阵地组成，各阵地沿

莫斯科环城路分布，形成“无死角防御圈”。

发射阵地原有 51T6远程和 53T6（亦
称 PRS-1）近程等两种拦截弹，但随着前者

在 2006年退役，第 9师废弃了扎戈尔斯
克、克林、努多利、纳罗-福明斯克等发射阵

地，连配套的“多瑙河-3M”雷达站也撤销了，
只剩下 53T6低层拦截弹，可它的“厉害之

处”是安装了火炬设计局研制的核弹头，弹

重约 9吨，初速 3000米/秒，拦截距离 100公
里，拦截高度 40公里，之所以装核弹头，是

为了保证在外层空间摧毁来袭洲际弹道导
弹，避免其对地面造成污染影响，这种“以

核制核”的拦截思路着实“简单粗暴”。
第 9师所属的“顿河-2N”雷达站由维

克托 ·斯洛卡研制，它像截短的白色金字塔，
高度超过 30米，底座长达 140米，上部平台

长 100米，巍然矗立在索夫里诺区，侧面安
装相控阵天线，可以全自动运转，持续监测 4

万公里高度以下的空天形势，同时跟踪 100

个弹道目标，可对战斗部进行分类、引导拦

截弹摧毁来袭目标。雷达站哪怕遭遇导弹袭
击，也能独立供电供水致冷，战斗编组人员

可使用备用水和食品坚持工作。
近几年，俄国防部加快第 9师换装，尽

快把 A-135反导系统升格为 A-235，它的
“眼睛”换成了“冻原”系列卫星和“沃罗涅

日-M”雷达，指挥远中近多型导弹，其中高
层拦截弹最大射程 1500公里，射高 800公

里，中层拦截弹射程也有 1000公里，拦截

高度 120公里，这都是别国无法比拟的，更

重要的是，这些拦截弹不再用核弹头了。俄
军事专家克努托夫认为，“新拦截弹会像子

弹一样从井里发射出去，因为提高计算处
理能力，它们的准头要高得多，或许赫鲁晓

夫当年吹嘘的‘用

导弹打中苍蝇’将

变成现实”。常立军

张口 吞咽 戴耳塞
趣谈炮兵听力防护

俄军第9师：用核弹拱卫莫斯科苍穹

战场科普

外军掠影

    不久前，俄军实施
了陆基反卫星系统的测
试，震惊了世界。在西方
军界眼里，他们普遍相
信此举系俄空天军反导
第 9师（也称轨道拦截
第 9 师，对外称 75555

部队）所为，长年以来，
只有它承担国家空天防
御任务，特别是莫斯科
“空天壁垒”的强弱
仍由第 9 师
“说了算”。

    爱看战争片的朋友，想必会发现一有炮

兵开火镜头时，这些“战争之神”往往张大嘴，
咽口水，并不在乎开炮时的气浪会把地上的

土卷进口腔。为什么宁愿吃灰也要张嘴？原
来，这跟听力防护有关。

何为爆震伤
别看炮弹落地时能杀伤敌人，在它击发

出膛时，也会对自己人造成损害。
弹丸飞出炮口瞬间，可释放巨大能量，使

爆心处的压力和温度急剧上升，并借周围介

质（如空气、水、钢板等）迅速向四周传播，从
而形成高压高速波，这就是冲击波。冲击波由

爆心向四周传播中，会形成超压和负压区，超

压和负压相互作用，会使机体受到损害。冲击

波能作用于心脏、肺脏、颅脑等，特别是炮弹

射击产生的冲击波，会以 3000米/秒的速度在
空气中传播，作用于耳朵时，使耳组织发生血

液动力变化，造成耳廓、鼓膜、听小骨、中枢听
觉系统等部位损伤，出现耳鸣、耳痛、眩晕等

症状，即爆震性声损害。
除瞬间强冲击波，开炮还会有间断的脉

冲效应，产生巨大噪声，而强烈的涡流进入耳

道后会在内耳道和外耳道产生巨大的气压
差，导致鼓膜撕裂，周围毛细血管震裂出血。

炮击就有多大声响呢？据测算，经典的 122毫
米口径炮射击噪声有 100-120 分贝，155 毫

米炮为 150分贝。那么，100-120分贝是什么
概念呢？如果人在 100-120分贝的环境下不

采取防护，一分钟内会出现鼓膜破裂穿孔，因

为耳朵里的鼓膜只有 0.1毫米厚，受到强大冲

击时很容易破裂，引发耳痛、耳鸣甚至听骨链
损伤。在美军，炮兵坐在自行火炮密闭舱室里

射击，现场经受的噪声可达 200分贝，对其中
耳和内耳都造成损伤。

预防是关键
既然炮击有如此大的听力损害，炮兵们

又该如何预防呢？

有经验的炮兵开火时，大多会背对射击

方向，张开嘴，此举能让鼓膜之后的耳道内气
压与外界保持接近，当声波引起气流激变后，内

外耳道气压差较低，就算噪声很大，也能保持耳
朵不受伤。今天，我军炮兵有标准的操作流程，

如果露天阵地射击，都会戴耳塞，穿防震背心

等，根据旗语、指挥员手势、口令等开火，如果在

车内开火，则戴上通信头盔，所戴耳机有降噪
功能，能过滤掉一部分噪声，保护耳朵。

如今，拾音降噪耳机、防弹防震背心、凯

夫拉头盔是我国炮兵的“贴心三件套”。特别
是操作崭新车载加榴炮的炮兵大多配备无

线通话耳罩降噪耳机。这种耳机的防护性能
更好，它能够通过降噪系统产生与外界噪声

相等的反向声波，将噪声中和，从而实现降

噪的效果，一方面保护听力，另一方面过滤战

场噪声，更清晰地听到通信内容。
江海湾 刘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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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手在密闭的自行
火炮战斗室里装填弹丸 ■ 战士们操作火炮进行大威力平射

■ 第 9师官兵参加阅兵分列式

■ 第 9师成立 50周年庆典仪式

■ 第 9师为发射井装填 53T6拦截弹

■ “顿河-2N”雷达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