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5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苏艳红 16OLAN

博览B 科技

美军新一代隐身武器有多神美军新一代隐身武器有多神

延伸阅读

隐身武器为啥受追捧

美军隐身战机屡建战功，大出风头，被誉
为来无影去无踪，看不见的空中神奇杀手。美
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试验隐身武器。
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隐身战机第一次投
入战斗，很快就摧毁了大量的战略、战术目
标，使美军尝到了甜头。在以后历次局部战争
中，隐身飞机都发挥了开路先锋和主攻手的作
用。此后，美军又推出B-2隐身战略轰炸机，
新一代DDX型隐身战舰以及隐身坦克等。隐
身武器成了美军炫耀武力、重返亚太的重要威
慑力量。

目前，世界各军事大国都认识到隐身武器
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因此不遗余力地发展
隐身武器，据说有的还推出了陆军战士用的隐
身衣。

一些国外媒体对美军新一代隐身武器吹捧
有加：如有的说，F-22 的“雷达反射截面
积”仅 0.1 平方米，隐身效果相当于一只飞
鸟；偌大的朱姆沃尔特号战舰，其隐身效果相
当于海上一艘小帆船，可以静悄悄地驶向对方
海岸，突然向岸上进行猛烈的炮火和导弹袭
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还有的说，美军隐身
战略轰炸机 B-2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
B-52的万分之一，“对方直至听到炸弹的爆炸
声，才知已大难临头！”

但是，隐身武器也不断遇到挑战。1999
年科索沃战争中一架F-117隐身战机就被俄罗
斯的老式地空导弹击落；前几年美国和英国竞
争荷兰战斗机的订单时，英国曾揭露美军的
B-2飞到欧洲时曾被英国的常规雷达所发现。

的确，至今世上任何武器都不可能做到绝
对的隐身，隐身指标“雷达反射截面积”
（RCS）不可能等于零，只能做得非常小。隐身
水平就是反映地面雷达发现它的难度，RCS小
了，就能使对方雷达发现它的距离，即对方雷
达的实际作战距离大大缩小。这一点对于战争
取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要探测朱姆沃尔特
号，那么其发现距离已被缩小到80～100公里
左右。这个距离已在朱姆沃尔特号舰上的海麻
雀防空导弹射程之内，已经对该舰构不成多大
威胁了。所以说隐身武器有很好的实战意义。

隐身武器“软肋”在哪里

“有矛必有盾”——有隐身也必有反隐
身。近年来隐身武器的发展也遇到一系列问
题：如遇到反隐身技术的严峻挑战；隐身武器
并非越隐蔽越好，因为隐身效果常常以牺牲武
器或其他作战性能为代价；隐身必须与其他突
防技术，尤其是电子战技术结合，才能提升武
器总体隐身水平和作战能力。

其实，美军的隐身技术并没有他所宣传的
那样神。根据国内外相关资料来看，自从隐身
武器出现，一直主要用两种手段来减小武器的

“雷达反射截面积”。一是外形设计，二是采用
隐身涂料。以B-2A机为例，设计人员可谓绞
尽脑汁：B-2A 的整体外形光滑圆顺，没有

“褶皱”，避免出现较大的平面；尤其是头部的
驾驶舱呈圆弧状，照射到这里的雷达波就会向
四面八方漫射，而不会由原来方向反射回去。
它的机翼后掠 33度，机翼后半部两个W形，
这样就使从上、下方向和来自飞机后方的探测
雷达波无法反射回雷达入射的方向。另外，所

有作战导弹连同它的挂架，统统要求封在弹仓
内，或埋入平滑的机翼下，从而避免了雷达波
的反射。整个机身大部分用碳纤维和石墨等复
合吸波材料构成，机体都喷涂上了特制的吸波
油漆。这些材料能够吸收照射的雷达电波，将
其转化为热能。

事物总是有双重性。隐身武器依靠外形设
计和涂覆材料获得隐身效果，但这两种措施都
只对一定的雷达频段有效，主要局限于厘米波
雷达。当雷达频率变低，如米波雷达，效果就
大打折扣。米波波长1～10米左右，与现代作
战飞机的尺寸相近，当电波照射到飞机表面的
时候，会出现谐振现象，武器的“雷达反射截
面积”值会迅速提高。而在涂覆吸波材料方
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要想达到较好的
隐身效果，对米波雷达波而言，涂层厚度需要
达到 1～3米左右，这无论是对高速战机还是
导弹，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依靠外形设计来获得隐身效果的战舰或飞
机，不可能做到所有外表都光滑圆顺。所以在
设计外形时，主要保证武器前行方向的“雷达
反射截面积”满足要求。而在其他方向，譬如
背后，“雷达反射截面积”就会迅速提高。所
以在当前，米波雷达、无源雷达和多基地雷达
（雷达网），以及预警机、高分卫星等，可以从
各个角度探测到隐身飞机，他们就成了隐身武
器的克星。

隐身性能有得必有失

事实证明，过分追求隐身，有得必有失。
以美军朱姆沃尔特号隐身战舰为例，它号称

“未来战舰”，确实集合了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

科技成果。但它为了满足隐身要求，采用了非
规范的斜角式船舷。一些船舶专家坚持认为，
从稳定性来看，这种设计完全是开倒车，因为
它有悖于正常水面舰只的稳定性设计。

2013年在美国国内曾引起一场争论。持反
对意见的专家认为：朱姆沃尔特号如遇恶劣海
情，波浪从船的后面涌来，船尾被波浪抛悬在
空中，很可能会失去横向稳定力而导致翻覆。
有位议员还画了张讽刺漫画，建议在甲板上竖
一根100多米高的桅杆，张起一面大帆，以便
在恶劣天气时扬帆出海作战。虽然这些反对意
见后来被否定，但持反对意见者撂下话：真正
的考验还要看它将来在实际海战中的表现。

由于追求隐身，朱姆沃尔特号船体结构非
常“古怪”，两门火炮占据很大空间，使实际
能装其他武器的空间大大缩小。而这两门船载
的榴弹炮，根本不适合于打敌方的船只。为了
保证船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舰上的导弹垂直发
射系统采用围绕船体分散布置，结果就减少了
垂直发射装置的数量，实际上也等于减弱了舰
船的火力。此外最受质疑的是，舰上居然没有
装备中远程防空和反导系统，其反导能力还不
及普通的宙斯盾舰。

再如，据报道美军最新式 F-35 隐身战
机，为了隐身，导弹全封装在内置弹舱内。一
旦海上发现敌舰，需要用上鱼叉反舰导弹时，
由于这种导弹弹体长，装不进弹舱，只能在事
前把它挂在机翼下的挂架上，这样一来整机的
隐身效果立刻下降。最近美国五角大楼宣称，
由于至今已发现 F-35 机的缺陷高达 931 处，
该机何时服役还遥遥无期。有专家怀疑，这
931处缺陷，恐怕就有一部分是因过分追求隐
身而造成的。

1991年海湾战争中，隐身战斗轰炸机立
下了汗马功劳，完成了战略总目标任务的
40%，共投弹 2000多吨，其精确制导炸弹的
命中率达80%以上，可以让炸弹轻易地从楼顶
上的烟囱里投进去。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要
求美空军装备向全方位隐身化方向发展，尽快
研制B-3隐身战略轰炸机和B-21新型隐身轰
炸机。在实战中，如何对付一架美军第五代隐
身飞机呢？

潜心研究空袭作战规律

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之所以能把隐身
飞机击落，不完全靠的是运气，主要归功于
巴尔干地区长期的战事和不稳定的战争因
素，致使南联盟自海湾战争结束后，不得不
潜心研究美军空袭作战的特点和规律，寻找
自己对付隐身飞机的“撒手锏”。特别是英美
联军发动“沙漠之狐”行动之后，南联盟还
派专家前往伊拉克，共同研究对付隐身飞机
的招法。战时，南联盟立足现有武器装备，
对苏式第二代防空武器系统进行改进，并在
战前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反空袭演练，总结了
几套打隐身飞机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战时发
挥了灵活机动战术，一举将其击落。

目前所有隐身战机仍然无法实现全方位和
全电磁波段的所谓“全隐身”，特别是当战机在

执行任务时，虽然没有外挂装置，但其发射导
弹瞬间以及爬高时，都会反射电磁波。加之隐
身战机要发射导弹时，必须把发射架从机内伸
出来，一旦如此，就会增加该型机的雷达信
号，此时“狐狸的尾巴”就可能露出来。不
过，这个时间很短，对方必须分秒必争地进行
作战准备。

抗击隐身飞机，除了一边加紧研制和装
备超视距雷达、光学雷达、米波雷达等反隐形
装备，也要积极主动探寻隐身飞机的盲点，才
是制胜之道。基于此，外军正在加强对米波雷
达改进的力度，诸如采取新的八木天线设计，
运用先进数据传输与处理技术，减轻米波雷达
的重量、缩小体积和提高扫描速度等。

掌握隐身飞机性能原理

从隐身飞机在几场局部战争中运用，不
难看出具有以下特点和规律：隐身飞机通常
是在夜间执行首批攻击任务，且多以电子干
扰为前奏，在巡航导弹攻击的配合下实施轰
炸；通常没有战斗机护航，单独执行攻击和
侦察任务；在执行作战任务过程中，通常不
得不停止与控制中心的无线电联络，而只能
按预定作战方案飞行。同时，为了防止在作
战中与己方作战飞机相撞，它通常只能由单
机在指定空域和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行动。

隐身飞机采用的是吸波涂料和隐身结
构，主要是针对厘米波雷达，而对米波、长
波、毫米波、红外波段的雷达和传感器，其
隐身效果则不灵。具体来说，隐身飞机对普
通雷达反射信号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在雷达
屏幕内显示的回波是一个不断跳动的小亮
点，时隐时现。因此，防空部队要挑选精干
的雷达号手，使每个雷达号手都能掌握隐身
飞机在雷达不同显示器的回波波形。

雷达号手要把握加大发射频率的时机。
如果时机过早，由于雷达跟踪目标时间长，发
射频率大，容易暴露目标，易被敌反辐射导弹
攻击和被敌电子战飞机干扰。海湾战争中，伊
拉克的雷达曾发现过F-117隐身飞机的踪迹，
只是当时多国部队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制电
权，使伊军没有还手之力，才使它侥幸逃生。

此外，隐身飞机难以在速度上占优势，
因此在飞行中一旦被对方战斗机发现或跟
踪，便很难死里逃生。从近年来几场局部战
争来看，隐身飞机实际上是攻击机，因为该
型机没有进行过一次空战，一直进行的是对
地攻击。因此，该型机的空战能力一直令人

怀疑。

加强防空部队雷达号手训练

根据防空部队目前装备的雷达性能，其
训练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驻地训练，识别回波。利用驻地周
围的地物、云层、气流等和附近的机场进行昼
间和夜间训练，要求雷达号手熟记周围不同高
度、不同距离的回波，特别是那些弱小、跳动
快、时隐时现的回波。二是定期考核，选拔号
手。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发现隐身飞机的回
波多、发现的速度快和辨别快，并能快速报出
回波地物的方位角、高低角和距离，对活动的
目标还要报出速度。将成绩优秀的号手，选拔
出来作为对付隐身飞机的专业人员，担负对隐
身飞机的预警。三是强化夜间训练。可模拟隐
身飞机在夜间飞行，培养雷达号手夜间快速搜
索隐身飞机的能力。隐身飞机要想对目标实施
精确攻击，就必须降低飞行高度，采取海湾战
争时的成功手段，向目标发射激光束，然后制
导激光炸弹飞向目标。因此，隐身飞机在实战
中是能打掉的。 据《北京日报》

实战如何打掉隐身飞机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加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据媒体报道，美军先是派一个中队的F-22隐身战机进
驻亚太，其中4架已进驻在韩国某基地；接着美国战略
司令部宣布将派3架B-2隐身战略轰炸机进驻亚太；最
近又宣布，新建造的隐身战舰朱姆沃尔特号在海试后，
将“着力于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方直至听到炸弹的爆
炸声，才知已大难临头！”——隐身武器真有传说中那
么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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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美军F-F-2222隐身战机隐身战机。。

美军美军B-B-22隐身轰炸机隐身轰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