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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空军某部的歼击机部队完成连续飞行
10 小时的挑战，创下我军歼击机单次飞行时长
新纪录，此前，我国空军歼击机最长单次飞行时
长为8小时30分钟。中国专家表示，这个数字，
放在世界战斗机飞行历史来看，都应该是名列前
茅的。歼击机长航时飞行需要克服装备保障和人
员训练两大困难，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战斗机完成 10 小时左右的长航时飞行，对
战斗机本身、保障装备、飞行员都是很大考验。
要求战机保障特别可靠，飞行员的飞行技能特别
娴熟。从战机来看，这种10小时的长航时飞行
要求战机非常可靠，而且能够进行空中加油。从
央视播出画面来看，执行此次任务的疑似是苏-
30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最大载油量超过9吨，自
身航程就比较远，而且相对于基本型苏-27，它
还多出空中加油探管，可进行空中加油，进一步
延长航程。另外该机是双座型，这一点也有利于
战机进行长航时飞行。因为两名飞行员在一些区
域可以轮流操纵飞机，有利于降低飞行员负担。

从公开报道来看，这种战机装备中国空军已
有大约 20 年时间，能保证飞机连续飞行 10 小
时，而且在海洋上空飞行，说明日常维护保障非
常到位，战机也是让人信得过的。毕竟战斗机不
是客机，各国战斗机很少进行连续10小时左右
的空中飞行。除了战机本身以外，对其进行空中
加油的加油机也非常重要。由于苏-30飞机载油
量很大，以前中国空军装备的轰油-6加油机自
身载油量较小，所以很难为其进行有效空中加油
保障。通常只有伊尔-78这类大型加油机才适合
为苏-30这种重型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这一点

来看，中国大型加油机的运用也十分成熟。
从飞行员角度来说，长航时飞行确实非常考

验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和意志力。飞行 10 小时，
飞行期间肯定会进行多次海洋上空的空中加油，
对飞行员空中加油技术要求非常高。此外，飞行
员的能量补充也很重要。10 小时飞行对飞行员
的精力消耗非常大，特别是在战斗机狭小的机舱
里，只要抬抬手臂就会碰到舱门，脚掌活动的范
围以厘米计算。为了让飞行员保持体力，为其配
发了专门的长航时食品，这种食品通常体积小、
能量高，以保证飞行员任务期间的体力。另外，
吸氧保障也是一个问题。有些三代机使用机载制
氧系统，对飞行员的供养几乎无限量。而俄式三
代机仍使用液氧供养系统，10 小时的飞行远超
常规飞行的供氧量。从这次飞行来看，空军有效
解决了这类飞机长航时飞行的供氧问题。

从公开报道来看，这支部队的主要作战任务
在南海，前往南海岛礁警巡一次需要 10 小时。
因此，这项挑战对南海海域全覆盖警巡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这意味着该机可以从所在基地起飞，
在空中加油机保障下，不落地直接进入南海执行
各类作战任务，提高了执行相关任务的灵活性和
突然性。而苏-30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机型，既可
以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对地面、海面目标实施打
击，也能用于争夺制空权。作战时，它既可用于
掩护轰-6系列轰炸机进入南海执行任务，也能
与同型机“组团”实施警巡、打击任务。同时，
具备这种长航时飞行能力，也可以使得该部队具
备多个方向的应对能力，而不局限于南海方向。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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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航空工业集团沈飞，人们会说它是歼击
机的摇篮，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沈飞大批量制造
的第一个产品竟然是小小的副油箱。

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援助我国100架米格-
15战机，但这些战机没有配备副油箱。

缺图纸、少材料，在这种艰难条件下，国营
112 厂 （沈飞前身） 毅然受领了这项艰巨任务。
时任国营 112 厂厂长熊焰立下“军令状”——3
个月内完成制造3000多个副油箱的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喊出了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争分夺秒地投
入到试制副油箱的任务中。

他们从苏联获得了样品开展仿制设计，经历
了一轮轮艰苦攻关，他们成功绘制出米格-15副
油箱的图纸。当时，制造战机的铝板原材料极度
匮乏，他们利用白铁皮代替铝板，通过 “白铁
皮加焊锡焊接”方法成功解决了原材料和加工工
艺难题。经过反复试验，工厂成功制造出了第一

个米格-15战机的国产副油箱。
副油箱生产工艺敲定后，工人们马上投入到

紧张生产中。他们与时间赛跑，按时完成了生产
3000多个副油箱的任务。之后，国营112厂又陆
续生产了近万个副油箱，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空军前线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据中国军网

我国自制战机副油箱

工人们制造副油箱的场景。

据外媒报道称，美国圣
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
表示，已掌握利用蝗虫嗅觉
系统辨别爆炸物气味的技术，
在机械蝗虫嗅探炸弹项目上
取得重大进展。此项研究是
该大学机器昆虫传感器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人员
希望利用蝗虫嗅觉系统研发
新型生物嗅觉传感系统，用于
爆炸物探测等安全领域。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研
究人员掌握了蝗虫在不同环
境下对不同气味的反应。随
后，研究人员发现蝗虫的神
经元对三硝基甲苯 （TNT）、
二硝基甲苯 （DNT） 和硝酸
铵等爆炸物产生的气体反应
各不相同，这说明蝗虫可以
嗅探和区分不同爆炸物气味。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进
一步考察蝗虫辨明爆炸物气
味来源方向的准确性。研究
数据显示，暴露在爆炸物气味
中的蝗虫在500毫秒内即会产
生反应。

从项目发展过程看，将蝗

虫作为炸弹嗅探器并投入实
际应用，需要解决三项技术难
题：如何进行嗅探、如何读取
嗅探结果、是否可嗅探爆炸
物。自2016年以来，该项目研
究人员通过对蝗虫嗅觉系统
进行仿真，并记录、解读蝗虫
大脑对特定气味的反应，研发
出生物嗅觉传感系统。同时，
研究人员通过在蝗虫翅膀上
加装纳米材料制成的“纹身”，
遥控蝗虫向特定地点移动。
这些“纹身”还可收集附近挥
发性化学物质样本，使研究人
员能够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二
次分析。这就解决了前两项
技术难题。此次研究突破第
三项技术难题，使该项目朝实
际应用更进一步。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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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形匿声、隐蔽突击，
是特种作战的制胜精髓。特
别 是 在 一 些 特 殊 军 事 行 动
中，拥有一把微声枪械可以
大大减小暴露风险，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想要研发一款性能
优良的微声枪械，并不是一
件容易事。知其声所来，明
其声所往，才能有效抑制噪
声产生，达到微声效果。

普通枪械噪声主要来源
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膛口冲击波。弹
丸出膛的瞬间，会引起周围
空气剧烈震动，形成巨大噪
声。其次，超音速的弹丸在
飞行过程中，会突破音障产
生激波，造成尖锐呼啸声。
还有一部分噪声来源于枪械
自身的机械作用。想有效降
低枪械噪声，就必须“量体
裁衣、对症下药”。

主要的消音方式是加装
消音器，它可将骤然喷发的
火药气体在枪口处变为“细
流”，进而逐渐消减声音。消
声器尽管原理不复杂，但工
艺不简单。常见的消音器内
紧密排列着许多隔板。隔板
材质不同、形状各异，隔板
中间留有供弹头通过的通道。

为进一步增强消音效果，
许多消音器采用偏心结构，子
弹穿过消音器的位置不在其
几何中心，而是偏向一侧。这
种结构可以制造更长的排气
通道，提高降噪效率。

除了隔板，多孔材料也
是“噪声克星”。利用孔洞缝
隙增大火药燃气膨胀阻力，
减缓其膨胀速度，并吸收其
能量，也可以达到消音目的。

尽管消音器优点多多，
但并非完美无缺。消音器在
消音的同时，会大量吸收火药
气体的热量，持续射击后，便
会“酷热难耐”，导致其寿命缩
减；加装消音器后，还会给枪
械增加一定重量，给射手瞄准
精度带来一定影响。

另辟蹊径，柳暗花明。
从弹药入手消声降噪，不失
为一种有效选择。因此，无
声子弹应运而生。

与普通弹药相比，无声
子弹飞行速度慢，普遍低于
音速，因此被称为亚音速子
弹。该类子弹装药量小、弹
头质量大、射程较近、精度
一般，然而在近战、夜战，特
别是对付没有防护的重要目
标时，它绝对是斩首擒敌的首
选弹药。当无声子弹与消音
器“双剑合璧”时，不仅能将射
击噪声降至最低，还可有效
延长消音器使用寿命，可谓
珠联璧合。 据《解放军报》

如何让开枪“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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