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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澎湃凸显“速度

美学”

捕猎于九天之上

如果说，常规的歼击机是与敌机贴
身厮杀的战士，那么，截击机无疑就是
长驱直入、招式凌厉的刺客。

作为从战斗机中分化出来的专业
机种，截击机在高速度、高升限、强火力
等方面可谓“一骑绝尘”。

就米格-31来说，苏联对它的投入
算得上是不遗余力。当然，这种投入与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阴云笼罩
全球。在美苏双方都制订了大量核武
器作战计划的情况下，建立能有效应对
核打击的防御体系势在必行。当时，陆
基弹道导弹和战略核潜艇的发展还处
在起步阶段，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和投放
工具是战略轰炸机。

与常规轰炸机不同，携带核武器
的战略轰炸机不用动辄派出上百架进
行“地毯式轰炸”，一两个架次的打击
能力就足以摧毁一个战略目标，所以
大多数采用“小群多路”的打击方式。

此外，由于 B-52 战略轰炸机的速
度、升限大幅提高，当时的高射炮对它
已经无能为力，加上高空远程防空导
弹的技术也不成熟，“以地制空”的成
功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擅长高空、
高速作战的截击机，成了苏联极为重
要的准战略性防御武器，迎来了大发
展的“春天”。

谈到战机的“速度与激情”，当时的
米高扬飞机设计局最有发言权。他们
研发的米格-15、米格-21 等机型都以
速度见长，米格-25“狐蝠”更是凭借超
过 3马赫的极速，一度甩掉过“响尾蛇”
导弹的追击。作为米格-25的继任者，
米格-31在动力和速度上的表现也堪称
抢眼。

米格-31延续了米格-25的上单翼
双发双垂尾气动布局，两个巨大楔形进
气口格外醒目，凸显了其“速度美学”。
它装备有 2台加力涡扇发动机，单台最
大推力超过 93千牛，加力后可超过 150
千牛，这一数据明显优于美军同期类似
型号 F-15“鹰”式战斗机。虽然“冲刺”
性能比不上配备涡喷发动机的米格-
25，但米格-31加大了机身结构强度，降
低了油耗，能长时间开加力超音速飞
行，这显然比单纯追求“冲刺”时的极速
更有实战价值。

米高扬飞机设计局的设计师们还为
米格-31配备了一个容量约 20250升的
大油箱，以保证它有足够的油料实施长
途奔袭。如此的“心脏”与“脚力”，使得
“猎狐犬”能够扬威九天之上的捕猎场。

后续的改进型号在这些方面更进

一步，有的增加了可收放空中加油探
管，有的改进了飞行控制系统和导航设
备，米格-31由此成为冲劲更猛、“跑”得
更远的“猎狐犬”。

长枪短刀造就“飞行

的导弹部队”

牙尖爪利强者恒强

俄罗斯地广人稀，依靠地对空火力
织起防空网，难度很大。“猎狐犬”因此
找到了施展拳脚的舞台。目前，俄罗斯
空天军和海军航空兵拥有不少于 10个
米格-31截击机中队，今后其数量很可
能还会增加。

这种数量上的递增，一方面基于米
格-31有过硬的“看家本领”，如外挂力
强悍等；另一方面，则源于机载设备及
所使用弹药的性能一直在不断改进。
这使得“猎狐犬”的“獠牙”更尖、爪更锋
利，捕猎能力更强。

米格-31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相控
阵雷达的量产型截击机，它装备的“掩
体”无源相控阵火控雷达搜索距离较
远，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在缺少地
面预警雷达和空中预警机支援的情况
下，米格-31依然能够依靠自身雷达，独
立拦截敌方轰炸机、高空侦察机和低空

飞行的巡航导弹。
在新改进的米格-31BM 上，相控

阵雷达的探测距离进一步增加，可以同
时跟踪 24个空中目标，并引导导弹攻击
6个目标。甚至，它还能用来为友机提
供预警服务和空情信息。

得益于宽大的机身和强劲动力，米
格-31的武器外挂能力出众，甚至有“飞
行的导弹部队”美誉。全机有 8个外挂
架，机身下的 4个可挂载远距空空导弹，
两侧机翼下各有 2个挂架，可挂载中距
或近距空空导弹。

R-33远程空空导弹是米格-31的
一柄“重剑”，超过 4米的弹长和超过半
吨的重量令人很难将它视为一枚空空
导弹。它的战斗部重约 47千克，单发即
足以摧毁一架大型飞机。必要时，它甚
至能选装核战斗部。

受限于米格-31机载雷达的性能，
R-33的最大射程一度被限制在 120千
米。后续改进的 R-33S增加了主动雷
达导引头进行末端制导，并提高了机动
性，作战能力倍增。

R-37M 远程空空导弹，则像是米
格-31 腰挂的“长枪”。该导弹研制于
20 世纪末，多项性能指标超过 R-33。
导弹发射后采用惯性制导和中段无线
电修正方式，沿高抛弹道飞向目标，末
端打开主动雷达导引头进行精确制导，
能在数十千米外锁定相关目标。

R-37M 的机动性更好，其末端飞

行速度能达到 6马赫，可击中小型机动
目标。据称，在 1994年的一次试验中，
R-37M 还击中过 300 千米以外的目
标。由此看来，米格-31 在装备 R-
37M 后，有能力对躲在后方的敌加油
机、预警机等高价值目标进行“点名”
狙杀。

除了“重剑”“长枪”，米格-31还有
用来近战的“短刀”。其机翼下方挂载
的R-77中距空空导弹和R-73近距格
斗弹，能够覆盖 100千米内的空域，增强
了“猎狐犬”对付低空目标的能力。

新型弹药助力变身

“多能杀手”

“口味”更重“食谱”更杂

凭借截击机与生俱来的“硬件”，米
格-31即使现在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武
器搭载与发射平台。在米格-31的强力
“推送”下，多型武器弹药的效能实现质
的飞跃，其中就包括高超声速武器。从
另一方面来说，因为这些新弹药的加
持，“猎狐犬”的“口味”更重，“食谱”名
单也在变长。

2017年底，“匕首”空射高超声速导
弹开始在俄罗斯南部军区执行试验性
战备值班任务，其搭载与发射平台选择

的就是米格-31的某改进型号。
从高速飞行的“猎狐犬”上发射，

“匕首”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10马赫，
能够有效突破对手防空反导系统。而
且，“匕首”导弹可以换装多用途战斗
部，不仅可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也可
以打击航母战斗群等海上机动目标。
“匕首”导弹本身就拥有 2000千米的射
程，再加上米格-31本身的作战半径和
速度，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新弹药的助力下，昔日以高空截
击为主要任务的“猎狐犬”，正由“空中
刺客”变身为可对陆、海、空、天诸多目
标进行攻击的“多能杀手”。

近年来，为确保在空天领域拥有抗
衡战略对手的能力，俄罗斯重启了反卫
星武器研究。2018年 9月，在莫斯科郊
外茹科夫斯基航空研究中心上空，一架
米格-31挂载一枚神秘黑色导弹进行了
试飞。有专家分析称，这一神秘导弹可
能是俄罗斯在研的一种新型机载反卫
星导弹。这种反卫星导弹能探测到数
百千米外卫星发出的信号，自动追击直
至摧毁目标。

在“截击机+反卫星导弹”的组合
里，米格-31无疑扮演了第一级火箭的
角色。这样一来，该导弹就不用携带更
多的推进剂，灵活性也大大提升。

美国的 F-15“鹰”式战斗机，与米
格-31“互怼”了 40多年，如今也面临着
类似的处境。F-15虽然没有截击机的
“头衔”，但高空、高速、大载荷的特点，
让它同样获得了成为高超声速武器搭
载发射平台的机会。

然而，打着深刻时代烙印的截击机
终将迎来属于老兵的“迟暮”。一方面，
堪称截击机典范的米格-31，在机动
性、数字化、隐身能力上存在先天不足，
随着防空武器系统的不断发展，单一追
求高空高速的传统截击机在未来新一
代防空导弹系统面前势必会变得越来
越脆弱。另一方面，新一代多用途战斗
机正在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国土防空的
任务，留给传统截击机的用武之地将越
来越少。

不过，纵览各国武器研发及使用历
程可以看出，对像米格-31这样有一定
潜力的老装备进行“升级”，仍然在经济
性和稳定性上有着不小优势。照此推
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猎狐
犬”仍然会因这种“升级”，并在新型弹
药的加持下活力满满，纵横驰骋在自己
的新捕猎场上。

从“空中刺客”到“多能杀手”
■张恩坤 马 腾 夏 昊

以高空作业为主，专门用来捕杀超声速高空
战略侦察机和巡航导弹，这是被称为“猎狐犬”的
米格-31截击机的最初定位。

作为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研制的机型，米格-
31这些年来一直被委以重任。至今，它仍是俄罗
斯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

在此过程中，它开始由昔日功能相对单一的
“空中刺客”向着“多能杀手”转变，并在更多的领
域发挥作用。

5月初，俄罗斯的米格-31战机现身北极圈，
完成了与轰炸机联手击败假想敌的演习。演习
中，数架米格-31BM飞出了 1.8万米的高度，其中

有2架还挂载了“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7月初，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

将在远东堪察加地区增加部署一个升级版米格-31
大队，这将使它的捕猎范围更广，发挥的作用更大。

那么，老而弥坚的“猎狐犬”到底有何过人之
处？

俄罗斯米格-31截击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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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上的

大火终于熄灭了。

这让一直心悬着底部燃料舱300

万升柴油安危的人们稍稍松了口气。

经过这场火灾，“好人理查德”号

内部的管线严重变形，舰上的天线、雷

达、电子战设备、近防系统受损，桅杆

坍塌，军舰甲板被烧出数个大洞，损失

惨重。

“好人理查德”号是美国海军的黄

蜂级两栖攻击舰。与航空母舰相比，

两栖攻击舰有一些独特功能与部署灵

活性。黄蜂级和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如

今号称美军远程打击群的新支点。既

然有“黄蜂”一说，它的战斗力自是不

弱。这次起火的缘起，就是因为它正

在设备升级——完成改装升级后，它

将具备起降F-35B短距起飞垂直降落

隐形战机的条件。

2018年前，“好人理查德”号很长

一段时间一直在波峰浪谷间“赶路”，

执行各种任务。

这艘两栖攻击舰上的官兵不会想

到，弦在完全放松的时候也容易断。

舰上负责升级改造的施工人员也不会

想到，在不经意间就为一场火灾准备

了条件——本来拥有完善的三防设

施，却因为是在维修期间而没有开启；

备用耗材中易燃易爆物资非常多，油、

气、电样样不少，还堆有包装耗材用的

纸箱与木板；车辆甲板上的过道里，放

置着新补充的几百加仑桶装机油；完

全开启的通风洞口，更是为火灾和局

部爆炸提供了充足的氧气。

好端端地靠在码头上却被大火烧

伤，这似乎是“好人理查德”号的宿

命。这种宿命，显然来自于管理上的

严重漏洞。

“我还可以抢救一下。”如果“好人

理查德”号能够开口，凭着17亿美元

左右的造价，它会不会在“被烧烤”时

说出这句话。但是，宿命早已注定。

灭火过程中，当更多媒体的摄影

摄像师出现在救火现场，当消防队员

开始以近乎完美的形象出现在镜头

里，“好人理查德”号就已从一艘战舰

变成了一座“摄影棚”，它身上的浓烟

烈焰也在事实上成为某部电影的分镜

头。再后来，当它仅靠几艘消防船艇

“注水”降温的形象与观光客手中的啤

酒杯站在一起，“好人理查德”号也就

变成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拍照背

景。

好在火灾发生时，舰上所有固定

翼飞机、直升机、车辆船艇都已移除，

易燃易爆且杀伤力惊人的航空燃油、

武器弹药也被清走，这才使得这次事

故显得不那么恐怖。

损失巨大但毕竟舰上人员死里逃

生，这样的结局，也算没有辜负“好人

理查德”号所取的好舰名。

一场大火“烧”出的管理漏洞
■景淑彤

兵器漫谈

“SMART”末敏弹是德国一家公司

为 PZH2000自行火炮研制的一款弹

药。在满足强度要求的前提下，它采用

了薄壁结构，其弹体壁厚不到普通炮弹

的 1/3，这使其母弹的有效载荷空间得

以最大化，同时也使自锻成形战斗部药

形罩的直径最大化。

这款末敏弹的感知装置有3个不同

的信号通道，即红外探测器、毫米波雷达

和毫米波辐射计，能够准确地辨识目标，

并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毫米波雷达

和毫米波辐射计共用的天线，与自锻成

形战斗部的药形罩融为一体。这种构

型既为天线提供了合适的孔径，也不需

要添加机械旋转装置，空间利用率较高。

“SMART”末敏弹的药形罩用材是金

属钽。与黄铜相比，爆炸后，它所形成的侵

彻体穿透力更强，能对目标造成更大毁伤。

辨识力强 薄皮大馅

“SMART”末敏弹

末敏弹，又称“敏感器引爆弹药”或

“炮射末敏弹”，是一种能够在弹道末段

探测目标位置并使战斗部朝着目标方向

爆炸的现代弹药。

它一次发射能够同时攻击多个目

标，有作战距离远、命中概率高、毁伤效

果好等优点。

它的制作成本较低，一枚反坦克导

弹的造价有时能造五六枚末敏弹，是效

费比很高的反集群装甲武器系统。

9K55K1末敏弹堪称俄罗斯末敏弹

技术发展的“代表作”。它是由一种机载

的自导式反装甲集束炸弹改进而成，用

“龙卷风”火箭炮来发射。

和其他末敏弹相同，它采用了自锻

成形的战斗部，搭载的感知装置能探测

装甲目标。不同的是，它内置的多个弹

头尺寸和重量较大，单个弹头的重量达

到15千克，穿透能力也随之提升。

弹头被抛射后，首先会释放降落伞以

延迟下降速度，同时展开传感器天线，一

边旋转，一边探测装甲目标。当找到坦克

最薄弱的部位时，自锻成形战斗部会爆炸

并形成金属射流，击穿目标的装甲。

9K55K1末敏弹用火箭炮发射，射程

相对较远。因为感知装置相对单一，它

的目标辨识率相对较低，但多弹头的设

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翩然伞降 体大力沉

9K55K1末敏弹

与俄罗斯的9K55K1末敏弹不同，瑞

典和法国合作研发的“BONUS”末敏弹，

在弹头下降段，没有采取用降落伞来保持

弹体平衡与稳定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

独特的构型。

末敏弹被抛出后，位于末敏弹一侧

的圆柱形感知装置张开，并被锁定在固

定位置。与此同时，在对称的另一侧，稳

定圆盘也张开，使弹头在下降过程中保

持相对稳定的状态。采用这种构型的末

敏弹下降速度较快，难以被干扰，打击效

率相对提升。

它的感知装置也比较简单，所以目

标辨识率较低。但是，近日有消息称，

其改进型末敏弹已成功试射，由于采用

了激光雷达制导系统，目标辨识率明显

提升。

平衡有术 稳定有招

“BONUS”末敏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