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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稳中有升，重

在苦练“内功”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改装工
作，从 2012年启动至今，已经断断续续
进行了 8年。这是因为，随着俄罗斯海
军其他舰船项目的推进，用于这艘核巨
舰的费用相对紧张和有限，难以强有力
地支撑其快速完成升级计划。同时，改
装工程量大、相关技术要求高，也是其
进程较慢的原因之一。不过，作为俄海
军具有改装价值的大型战舰之一，它的
升级会继续推进。俄国防部官员预计，
该舰将于2023年重新入役。

结合俄海军实际和未来作战需求，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改装体现出
强烈的务实作风，即在经费紧张的情况
下，主要通过运用现有成熟技术实现战
斗力提升。由此，可以初步判定其升级
完成后的总体效果为：“颜值”微升，苦练
“内功”，“耳”聪“目”明，“拳头”更硬。

海军舰艇的升级改造，一般主要
集中在舰载武器、雷达系统、指挥控制
系统等软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上，很
少会对舰体“伤筋动骨”。如此操作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舰体结构安全
和航行稳定性。因此，升级改造后的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在舰体方面可
能变化不大，上层建筑会进行微调，看
上去仍然“像一名粗犷威猛的战士”，
而不会变身为像朱姆沃尔特级驱逐
舰、45 型驱逐舰那样的极简审美流
派。不过，俄罗斯相关造船厂会对舰
体主要结构和管线、线缆进行全面排
查，更换老化的构件和线缆，维护保养
核动力系统，想方设法延长舰体寿命，
以帮助“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再战大
洋 10几年甚至 20年。

作为“火力制胜”的忠实践行者，
俄罗斯会延续“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
强大的火力。从改装现场的照片和披
露的信息看，该舰前甲板原有的“花岗
岩”反舰导弹装置，将更换为俄海军现
行的通用型垂直发射装置，可发射“口
径”系列巡航导弹，携弹数量增加至以
前的 4倍。防空系统全面升级，“鲁道
特”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和“铠甲”弹
炮合一近程防空系统，将为该舰构筑
更为可靠的对空防御力量。反潜力量
也得到增强，除可以发射潜射“口径”
巡航导弹外，还将配备“纸袋”-NK 反
潜/反鱼雷系统，对近距离的鱼雷和潜
艇进行拦截和打击。

此外，随着高超声速“锆石”反舰导
弹服役，它也将成为“纳西莫夫海军上
将”号搭载的“撒手锏”武器，对战略对
手的航母战斗群形成强大威慑。

舰载电子系统是俄罗斯老战舰最
为薄弱的环节，昔日因高大复杂而显
得威风凛凛的雷达天线，如今已经成
为“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在这方面落
后于时代的象征。近年来，俄罗斯研
发并列装了一些新型舰载雷达，例如
22350 型护卫舰上的“5P-20K”X 波段
有源相控阵雷达，“刻赤”号驱逐舰上
的MR-650L 波段远程警戒雷达等，技
术已经比较成熟。此类新型雷达一旦
移植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上，将

使这艘老战舰在对海、对空探测能力
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使它的战场态势
感知能力明显跃升。

“身宽体胖”“心脏”

好，潜力较大

目前，在俄罗斯海军装备序列中，
像“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这样
的大型战舰已经不多。作为苏联采用
核动力推进的水面战舰，同属基洛夫级
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和“彼得大
帝”号巡洋舰满载排水量都在两万吨以
上。凭借强大的核动力，和“彼得大帝”
号巡洋舰一样，升级后的“纳西莫夫海
军上将”号服役后，可以长期在海上部
署，成为俄海军在远洋遂行打击任务的
战略平台。

在一些专家眼里，“纳西莫夫海军
上将”号已经“垂垂老矣”，特别是其高
大的上层建筑、庞大的舰体，基本没有
采用任何隐身设计，噪声也比较大，即
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也难以改变其根
本的落后面貌。事实果真如此吗？恐
怕未必全然如此。

这牵扯到一个如何衡量武器装备
先进或落后的标准问题。对武器装备
尤其是战略性的武器装备来说，它的设
计是否优秀，不完全取决于它问世时间
的早晚，而是取决于它当时能否高效遂

行战略或战术任务，取决于它的未来升
级接口有多少，可以挖掘的潜力有多
大。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服役 65年如
今仍在天上飞，就是因为它有可赖以立
身的优势与潜力。

在这一点上，“纳西莫夫海军上
将”号巡洋舰与 B-52 战略轰炸机有相
同之处。虽然它“岁数”已经不小，但
胜在空间充裕，使用的是核动力，巡航
力强，是良好的海上武器搭载平台。
依靠多达数百枚的先进舰载防空导
弹、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它可以变身
为威力更大的“武库舰”，让俄罗斯拥
有一定的海上区域防空能力和远程对
陆打击能力。

至于隐身性能不佳等短板，虽然俄
罗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纳西莫夫海军
上将”号的这一先天缺陷，但在现代战
争体系对抗中，即使最先进的武器装
备，也无法以一己之力获胜。只要把该
舰更深地纳入俄军现有的作战体系，借
助体系的力量来完成防御与攻击任务，
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武库舰”和海上战
略威慑、指挥平台等作用。

以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为例，
虽然要打击的对象大多集中在陆地，但
俄军也曾出动中小型护卫舰和老式驱
护舰，实施过对叙利亚恐怖分子的远程
打击。这份“还算不错的成绩单”，从一
个侧面印证了“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
在现代作战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继任者”何时来到，

短期内尚无法预言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无论如何升级
改进，都改变不了“纳西莫夫海军上将”
号巡洋舰的舰体与舰龄。考虑到其设
计寿命，俄海军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基
洛夫级巡洋舰的“继任者”。

10几年前，借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
的东风，俄罗斯经济复苏。与此相应，俄
海军的武器装备也拉开了更新换代的序
幕，先后装备了以22350型护卫舰、11356
型护卫舰、20380型护卫舰等为代表的一
批中小水面战舰，但大型战舰迟迟没有
“露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并
没有放弃对大型水面战舰的设计与研究。

长期以来，俄罗斯战舰设计一直自
成一派，但近年来逐步向西方战舰设计
潮流靠拢。这一趋势在公开展示的领
袖级驱逐舰设计上已经有所体现。领
袖级驱逐舰设计相当现代，性能指标不
俗。据有关报道称，它将采用核动力，
满载排水量将近 2万吨，具备覆盖 1000
千米半径海域内目标的打击能力。

由此推测，俄海军基洛夫级巡洋
舰未来真正的“继任者”应该也具备现
代战舰的一些共同特点。首先，它会
延续俄罗斯舰船设计方面的“暴力美
学”，吨位大概率在万吨以上，搭载的

武器种类齐全，导弹垂直发射模块数
量一定过百，以实现单舰火力对西方
舰艇的优势；其次，在舰体设计方面，
会追求简洁明快，大量采用隐形技术；
此外，它的舰载电子系统会更加先进，
以提升海上态势探测感知能力和反应
处置速度。

不过，随着近年来石油价格的长期
低迷，以及遭到西方国家“组团”制裁和
打压等原因，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依旧不
很乐观，能够用于武器装备改造的费用
不会很多。加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开支不菲，海军装备又是“吞金”大户，
所以除核潜艇这种战略威慑性装备能
够持续推进外，俄罗斯大型战舰建造很
可能有所减缓，对老式舰艇的升级改造
节奏也可能不会太快。

所以，展望未来几年，可以预期的
是，“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一旦
完成升级改造，将很快带甲出征，成为
驰骋大洋的主力。而它的“继任者”何
时露面，将仍然是一个很难在短期内拉
直的问号。

面对越来越复杂、严峻的海上安全
形势，建设远洋海军、实现海军复兴，已
经成为俄军清晰而紧迫的任务与目
标。相信随着俄海军的持续努力，基洛
夫级巡洋舰的“继任者”定将来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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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巨舰改装升级剑指远海大洋
■刘征鲁

前不久，俄罗斯媒体公布了基洛夫级核动
力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在北德文斯
克造船厂进行改装的照片。从画面看，这艘 2
万多吨的战舰已经拆除了大部分舰面装备，遍

布全身的脚手架显示着其改装工程量巨大。
那么，这艘计划重出“江湖”的战舰会有哪些升
级？能否胜任俄海军未来的作战需求？本文
试做分析——

说起“翼装飞行”，相信很多人都不

陌生。电影《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

的队员就是运用这种方式突入战场

的。电影《变形金刚》中，也有特种兵进

行“翼装飞行”的桥段。但电影毕竟是

电影，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军队将

“翼装飞行”运用到实战中的相关报

道。那么，“翼装飞行”能不能用于实

战？若能，它距离作战还有多远？

一般来说，任何具有军事潜力和战

术优势的新兴事物都有可能被用于作

战。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翼装飞

行”距离用于大规模作战目标尚远。首

先，是它的安全性得不到充分保证。

“翼装飞行”风险性很高，事故多发，从

事此类飞行的运动员堪称“刀尖上的舞

者”。以目前的条件和水平，还无法确

保能完全规避其中的风险。

其次，是培训成本太高。从事“翼

装飞行”运动的门槛据称是500次以上

的高空跳伞，但要用于作战，仅入门肯

定不行，必须达到“精通”的程度。要精

通这项技能，必须进行更多的训练。这

些经历和训练，无疑得用惊人的经费投

入和飞机出动架次来换取。过高的成

本，往往会让军队对其进入日常训练和

大规模作战“说不”。

再次，“翼装飞行”虽然有一定的军

事潜力和战术优势，但它的功用不是无

可替代。随着隐形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直升机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兵力

投送任务，达到“翼装飞行”的突袭效

果。而且，常见的无动力翼装飞行服有

其巨大缺陷，就是无法负重。这种情况

下，让其“参军”就意味着使用者必须赤

手空拳深入敌后，而这一点对空降突袭

作战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缺点多多，是否就可以断定

“翼装飞行”无法应用于作战？那也未

必。前不久，德国特殊降落伞和物流联

盟研发的“‘狮鹫’下一代降落伞系统”

给了人们更多希望与信心。

这种降落伞系统的主体构成之一

就是准硬壳式飞翼。机翼和机身内，有

用于放置武器装备和物资的空间，降落

伞背包也集成在翼身之内。它的空重

约30公斤，翼展比为5∶1，使用者从高

空跳下，能够滑翔15分钟及40千米左

右的距离。

“狮鹫”降落伞系统的部件还包括

导航系统、供氧系统和带显示器的头

盔，这些部件使它能较容易地实现“高

跳高开”“高跳低开”等飞行和伞降方

式，增加飞行隐蔽性和安全性。据称，

研发公司下一步还计划为它安装微型

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

照此方向发展，如果“翼装飞行”的

安全性、成本问题能够解决，在未来的

军队日常训练和作战中，人们也许真能

看到插翅的“蝙蝠侠”现身。

“翼装飞行”距离实战还有多远
■梁 晨

兵器漫谈

■本期观察：赵炫竹 胡益鸣 滕 飞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制空权》一书中指出：“在未来战争

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但是对于

战机来说，它的攻击对象绝不只是空中

的目标。根据不同的用途，战机可分为

多个机种，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歼击机、

攻击机和歼轰机。可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战机之间的这种界限

正趋于模糊。本期“兵器控”就为大家介

绍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3款战机。

苏-57是俄空军列装的单座双发隐

形多功能重型战斗机。但在研发早期，

它的定位却是“前线战斗机”。

歼击机主要用来歼灭空中敌机，其

特点是机动性好、速度快、火力强。T-

50作为苏-57的原型机，其设计初衷就

是为了与 F-22等第五代战斗机相抗

衡。无论是其初期定位还是如今的实际

性能，都深深打着歼击机的烙印。

在延续苏-27升力体设计基础上，

苏-57更加重视高速飞行和超音速拦截

能力。它的发动机推重比超过10，具备

矢量推力技术。武器舱室主要装载远

距和中距空对空导弹，还有一门30毫米

的航空机炮。所装备的NO36“松鼠”雷

达系统、无线电系统、电子战系统等，使

它在空战时如虎添翼。后来，它的设计

开始像其他歼击机一样朝着多用途方

向发展，并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对地攻击

能力。

苏-57战斗机

和纯粹的攻击机苏-25和A-10相

比，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美洲虎”攻

击机容易给人形成“三心二意”的印象。

因为起初设计时，它还肩负着成为“教练

机”甚至是舰载战斗机的重任。

但是，英法两国之间较为曲折的研

发经历并没有影响到它作为攻击机的基

本定位。像其他攻击机一样，“美洲虎”

简单、结实、耐用。它的机体采用了铝合

金结构，在发动机舱等关键部位使用钛

合金。它的气动布局简单、固定翼设计

简单、航电简单，所用的武器也简单，大

多数为炸弹和火箭弹，后来才具备了使

用激光制导炸弹的能力。

它的一些重要部位有防弹钢板装

甲，这使它可以有效履行攻击机的职责，

即从低空、超低空攻击敌人浅近纵深目

标，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美洲虎”攻击机

歼击轰炸机也称战斗轰炸机，主要

用于空中打击、轰炸地面和水面目标，

并具有一定的空战能力。法国达索飞

机制造公司研制的“阵风”战斗机具有

歼轰机的鲜明特征，也体现着当前各国

采用多用途战斗机来遂行歼击轰炸机

任务的趋势。

“阵风”战斗机是海空军通用的战斗

机。与一般的歼击机相比，它的载弹量

较大，可攻击的目标范围更广，外部挂载

点多达14个，外挂载荷超过9吨，种类上

既包括空空导弹、反跑道武器、防区外巡

航导弹，还可挂载制导炸弹、反舰导弹、

中程核导弹等。与一般的轰炸机相比，

歼击轰炸机的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对机

场要求更低、机动性更好。因为功能相

对全面，所以歼击轰炸机也被称为“全能

通用型战斗机”。

“阵风”战斗机

绘图：周 凯

图①：升级前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图②：升级中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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