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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个子”击败“壮汉”

志愿军空军创造空战奇迹

志愿军空战英雄王海驾驶过的米格-15战斗机，其所在大队被命名为“王海大队”。

舱门机枪，通常是指加装在直
升机上的重机枪，用来为地面上的
步兵提供空中掩护和火力支援。从
现在来看，一挺舱门机枪要充分发
挥作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火力
够猛、设置合理、精度较好等。

如比利时FN Herstal公司生产
的 M3M 舱门机枪，就采用了 12.7
毫米口径，配备穿甲燃烧爆炸弹药
等，威力可想而知。

它的中型旋转枪座可以方便地
安装到一些直升机机舱地板上，机
枪通过可旋转的垂直枪架固定在一
个摆臂装置上。这样，机枪就能够
较为轻松地完成伸出和收回动作。

特制的枪架能吸收后坐力，不
会将后坐力全部传递到机枪握把
上。轻型枪管、带孔隔热套、狭长
开槽消焰器等设计，可有效保证射
击精度。显然，并不是所有舱门机
枪都符合这些条件，这些条件的提
出，是舱门机枪在各个时期特别是
在历次实战中不断改进的结果。

休伊直升机是世界上第一款大
规模投入实战的直升机，它较早的
舱门机枪是M60D机枪。这种舱门
机枪的优势是射界大，机枪、弹箱
不占舱内空间，但射手座位在舱门
处的设计，也令休伊直升机上的机
枪射手在越战中伤亡较大。

鉴于此，世界主要军事国家对直
升机舱门机枪的“定型”反复进行了
探索。机枪固定在机舱内部、机枪固
定在舱门外部、机枪可经舱门推出推
进等设置方式都有国家尝试。

对火力的追求，是舱门机枪永
恒不变的“爱”。囿于直升机机体
的限制，机枪射击的“窗口”一般
不大，加上移动射击本身就难以确
保精度，所以，舱门机枪选择了靠
高射速“泼水”来弥补精度上的不
足。休伊直升机舱门机枪，从起初
的M60D换成后来的“米尼岗”加
特林机枪；德国的NH90直升机舱
门机枪，从加特林换成了后来的
M3M舱门机枪，都是为了在射程和
弹药威力方面更上一层楼。这期
间，舱门机枪更加“钟情”大口径，用
弹更加“钟情”增强性能弹药等变
化，也体现着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制造出“堪用”的舱门
机枪需要达到的条件还有很多。机
枪的火力首先应当建立在保证直升
机安全的基础上。比如，法国“超
级美洲豹”直升机上的舱门机枪，
就有完整的旋转底座、机枪手座
椅、弹链弹箱和弹壳收集器。弹壳
收集器能通过收集弹壳，避免其被
吸入涡轮发动机或打到螺旋桨。

为保护舱门机枪射手的安全，
一些直升机设置有专供机枪射手使
用的机载机枪射击窗口，并设计有
机体防弹钢板进行重点保护。如
今，穿防弹衣、戴防弹头盔，也正
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舱门机枪射手
的标配。 据中国军网

“低空杀手”
舱门机枪

近年来，高超声速武器已经成为世
界各大国军事战略及装备发展博弈的焦
点之一。

目前所说的高超声速武器，是指以
高超声速飞行技术为基础、飞行速度超
过五倍声速的武器。除各种导弹外，比
较普遍的看法是，它还包括高超声速制
导炮弹、轰炸机、侦察机等。这些武器
装备具有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打
击精度高、航行距离远、发展潜力大等
特点。可以预见，随着科技发展以及各
国高度重视，在未来战场上，更多的高
超声速武器将不断现身并发挥作用。

高超声速武器作为21世纪的新锐武
器，和常规武器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有
可能颠覆现有的打击方式和传统防御体
系，大大拓展作战空间。

颠覆现有打击方式。高超声速武器
可在短时间内对敌方重要目标实施打
击。凭借其极具穿透力的打法，它很可
能被用作“踹门”利器，以“读秒”的
速度对重点区域、重点目标进行远程清
除，为后续大规模打击扫清障碍。

其作战运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
高速突防，“直拳式”冲击。研究表明，
当导弹飞行速度达到 5～6 马赫以上时，

仅依靠速度就足以达到非常高的突防概
率。二是侧向迂回，“勾拳式”摆击。一
些高超声速导弹能够“打水漂式”飞行
或者全程变轨飞行，绕过敌方主要拦截
集群，以迂回侧击方式打击敌后方的关
键目标。三是混合编组，“迷踪拳”重
击。高超声速武器若和无人飞行器编组
行动，以大量分布式无人机形成诱饵和
干扰机阵列，可以有效延迟被敌方发现
的时间，大大提高打击成功的概率。

改变传统攻防体系。高超声速武器
可实施防区外远距离发射，不需兵力前
出即可对敌实施有效杀伤，因其难发
现、难识别、难判断、难拦截，势必会
打破现有攻防体系的平衡，成为慑止敌
方发起作战行动企图的重要手段。

部分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时高度较
高，现有探测手段难以发现。它的飞行
速度处于绝大多数防空反导武器能力的
阈界外。同时，有相当部分的高超声速
武器沿非惯性弹道飞行，难以进行稳定跟
踪，这就使当前的诸多抗击手段面对它时

“有心无力”。因此，它的使用势必对传统
的兵力部署、作战模式、反导系统、作战保
障等产生深刻影响。另外，高超声速武器
的出现，也在大幅度挤压攻防的响应时
间，对指挥者尤其是防御一方指挥系统应
对的能力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大大拓展战场空间。高超声速武器
的研发和应用，促使作战空域不断拓
展，逐步形成空天一体甚至是全球性战
场空间。一是战场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高超声速武器可在数分钟内打击数百及
至上千千米范围内的目标，进一步模糊
了前沿和后方界限。二是作战区域更
大。随着高超声速武器在续航能力和速
度极限上一再突破，以及它对临近空间
和大气层的深度利用，一旦投入实战，
攻击方和反制方都必然会面对范围更大
的作战区域，过去一些未曾得到利用的
空间也会剑拔弩张。

据《解放军报》

高超声速武器“唯快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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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
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我们是
在空战中同一个厉害而熟练的敌人作
战。”这两句载入世界空战史的评价，分
别出自六十多年前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
堡和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反映出我志愿
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光辉战绩。

边打边建的创举

志愿军空军是一支年轻的队伍，相比
美军，在飞机数量、性能和飞行员经验等
方面均处于劣势。敌飞行员是拥有数百、
数千飞行小时的“老手”，而志愿军空军简
直是“小个子”同“壮汉”过招。在这种形
势下，党中央为志愿军空军确定“从实战
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方针。空军在
参战前决定，采取“先打小仗”“由少至多”

“以老带新”“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等积极
稳妥的方法，使部队在实战中成长提高。

1951年1月21日，志愿军空军大队长
李汉击伤敌F-84战斗机1架，这是我人民
空军历史上第一次击伤敌机。我军许多
飞行员都是从先打敌轰炸机、战斗轰炸机
小机群，后打F-86战斗机小机群，再参加
打大机群的作战，逐渐成长为空战王牌。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空军先是以大
队为参战单位，后发展到师级单位轮
战，大批新建部队轮番担负作战任务，
使战场成为练兵场。战争结束时，原本
年轻、弱小的人民空军已成长为一支具
有现代空战经验、较强作战能力和优良
战斗作风的空中力量。

英勇无畏的斗志

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是志愿军空
军越战越勇的动力源泉。面对强大的

“联合国军”空军，志愿军飞行员毫无畏
惧，争着打头阵、人人当主攻，出征前

立下“只有好汉、没有孬种”的誓词，
满怀“宁愿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
下来”的信念和决心踊跃参战。空战
中，我飞行员临危不惧，打出一场场精彩
战斗。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发扬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善战、敢打敢
拼，先后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理查德·费
希尔、约瑟夫·麦康内尔、乔治·戴维斯
等，涌现出“王海大队”等英雄单位。

战训一体的战术

高超的技战术，是志愿军空军取得
空战胜利的关键。志愿军空军起初虽然
没有空战经验，但当时选调的飞行员，
都是政治上经得起考验、经历过战斗锻
炼的连排战斗骨干，许多人还是战斗英
雄和功臣。他们经受过艰苦环境的磨炼
和战争考验，养成了良好的战斗作风和
不畏艰险的心理素质，非常善于在实战
中提升技战术素质。

针对技术上的薄弱环节，志愿军空
军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最急需的战斗课
目训练，快速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充

分发扬军事民主，开展群众性战术学习
和研究活动，发动飞行员“出情况、想办
法、定方案”“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
通过梳理空战正反两方面经验，针对敌

“四机流动”“鱼饵战术”“诱开战术”等战
法，志愿军空军基于我军飞行员素养，创
造性总结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
术原则，强调集中兵力于一域，保持双机、
四机作战，提高指战员战术素养。

1951年9月至1952年5月，志愿军空
军和美国空军飞机损失比为1∶1.46。到
1952年10月以后，虽然作战对象从之前
敌性能较差的飞机为主，转为性能较好
的F-86战斗机为主，但志愿军空军和美
国空军的飞机损失比仍保持在 1∶1.42。
尤其是1952年12月，志愿军空军灵活运
用“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
全月作战26天，击落美机37架，击伤7
架；我方被击落12架，被击伤14架。敌
我被击落飞机之比达到 3.1∶1。一连串
沉重打击，使美国空军不得不承认志愿
军空军“战斗力显然有了提高”，其所采
取的“钳形包围技术是很可怕的”。

据《中国国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