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偵10隱身偵察 聯通海陸空
12月下旬，中航無人機系統公

司展示了 「翼龍」 無人機家族，以慶
祝公司重組五周年。在中國的軍用無
人機陣容中， 「彩虹」 和 「翼龍」 是
兩個最大的體系。前者隸屬於中國航
天科技集團，後者隸屬於中國航空工
業集團。

從2012年翼龍-1亮相以來，
「翼龍」 家族形成了龐大的產品譜
系。體量從1噸級到6噸級，速度從
120公里／時至620公里／時，任務
能力涵蓋偵察、攻擊、
通信中繼、應急救援等
不同任務場景。

其中，飛行高度最
大的是翼龍-10高空高
速無人機，服役後定名
無偵-10。起飛重量
3.2噸，實用升限達到
了16000米，最大速度
則為620公里／時。無
偵-10是一款直面中高
烈度戰場環境的隱身無
人機。機頭光電探測窗

口、前起落架艙門邊緣都有鋸齒形修
形設計，發動機進氣道則在機背後部
隱藏，整機正面雷達反射截面積僅有
0.1平方米。

無偵-10有優秀的遠距離偵察能
力，能在敵火力範圍之外進行偵察任
務。可在數百公里外截獲電磁目標，
進行測向定位，並通過數據鏈實現與
天基、海基、空基多種作戰平台的高
速率信息共享。雖然定位是偵察，無
偵-10可掛載武器，承擔打擊任務。

▲早前在航展中展出的無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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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機有 「空中指揮所」 「空天
中軍帳」 「戰力倍增器」 之稱，肩負
信息感知與指揮調度的雙重使命，涵
蓋電子偵察探測、信息綜合處理、情
報共享分發、空中警戒預警、指揮控
制協調等綜合任務，是空中作戰體系
中不可或缺的樞紐力量。

21世紀以來中國第五型預警機
近日，一款新型預警機天線，出

現在相控陣雷達試驗台上。從外觀
看，新型預警機的圓盤狀的大口徑雷
達罩，遠遠大於旁邊的空警-500，尺
寸類似於空警-2000，但布局則不同
於空警-2000、空警-500使用的三角
陣列相控陣雷達，而是採用了兩面陣
天線。這將是踏入21世紀來，繼空
警-2000、空警-200、空警-500、空
警-600之後，中國第五型固定翼預警
機，外界一般稱之為空警-3000。

在現役預警機 「三劍客」 中，空
警-2000體型最大，但空警-500經過
了全機電子信息系統數字化、網絡化
升級，在探測定位、數據處理、網絡
中繼等方面的綜合能力更為突出，可
以同步跟蹤監視多批次目標，並能夠
同時引導多批戰鬥機進行差別化精確
打擊。而空警-2000借助大平台，擁
有速度優勢。

新型預警機之所以採用新的雷達
天線設計，是為了適應空戰新趨勢的
需要。雷達探測能力，主要取決於天
線孔徑、輻射功率兩個關鍵要素。空
警-2000和空警-500的三面陣雷達，
實現了360度全向掃描，能夠快速捕
捉、鎖定目標，特別適合探測蜂群式
飽和攻擊，以及高速機動的目標。但
由於在整流罩內要容納三面雷達，相

應地雷達孔徑尺寸就要受限，影響探
測距離。

隨着隱身戰機和電子戰機的發
展，加大雷達天線尺寸，在空戰中發
揮越來越重要的突擊利劍作用，拓展
預警機的探測距離就更為重要，以應
對隱身戰鬥機、隱身戰略轟炸機、隱
身無人機的攻擊。空警-3000採用兩
面陣雷達天線，雖然無法進行全向掃
描，但是實現了更大的孔徑，探測距
離更遠、更敏銳，抗電磁干擾能力更
強，在探測隱身目標方面具有更大優
勢。

具備反隱身能力和超強續航力的
新型預警機，可加大預警體系的縱
深，能夠搶先探測出對方位置，判別
型號、距離、位置、軌跡，將信息回
傳分發指揮所及相關作戰平台共享，
進行作戰部署調度和兵力運用，掌握
主動權，引導殲-20、殲-35或防空導
彈先發制人，有效組織空中攻擊和防
禦。

國產大型平台機取代伊爾76
另一方面，國產運-20戰略運輸

機的大規模列裝服役，也為新型預警
機提供了最佳平台。

長期以來，解放軍的大型特種機
都倚賴於進口機型，如伊爾-76平台
的空警-2000預警機，以及伊爾-78加
油機。以運-20為改裝平台的運油-20
已經服役，取代伊爾-78，成為主力
加油機，也驗證了運-20的卓越適用
性。比伊爾-76更大體量和載荷的
運-20，不僅可承載更大孔徑的雷
達，機艙內可以容納更多電子設備，
供電能力也更強，為新一代大型預警
機提供堅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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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最新型預警機近日曝光。這款被外界稱為空
警-3000的預警機搭載超大孔徑天線，有效增強遠距探
測能力，尤其是可更為精準探測識別隱身目標，在空戰
對抗中奪得先機，引導殲-20或導彈先發制人；且空
警-3000或將採用國產運-20戰略運輸機為平台，

能提供超強續航力，亦可加大預警體系
的縱深。功能更強大的 「空天中

軍帳」 ，將有效提高指揮
調度效能。

馬浩亮（文）

反隱身加大雷達探測 運20平台超強續航

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蘇正浩

由爭氣機到登艦 空中力量飛躍
中國的預警機發展歷程極不平

凡。1971年，以蘇聯製圖-4轟炸機為
平台研製了第一代預警機空警-1，但
只生產了1架，並未實際服役。其後長
達40多年，中國一直缺乏預警機，制
約了空軍和海航部隊力量的發展。

直到2003年，以伊爾-76大型運
輸機為平台研發的空警-2000首飛，
並於2007年服役，被譽為解放軍的
「爭氣機」 。

稍晚於空警-2000，基於運-8平
台研發的空警-200於2005年首飛，
2009年服役。二者一大一小，形成了
梯次搭配。空警-200分為空
軍型和海軍型。

2015年，同樣以運-8/9
為平台的空警-500預警機服
役。空警-500實現了 「小平
台、大預警」 ，成為解放軍現
役最為先進、探測性能最高的
預警機。2022年，加受油型
空警-500A在珠海航展期間
首次公開亮相，延長了滯空執

勤時間。
2020年8月，首款艦載型固定翼

預警機空警-600首飛，未來將裝備於
福建艦電磁彈射航母。載機平台是以
運-7為基礎改造的，體型更為集約，
以適應艦上起降需要。空警-600令遠
洋海軍如虎添翼，增強航母戰鬥群的
綜合攻防戰力。

在天線布局上，空警-200採用平
衡木式雷達；空警-2000和空警-500
採用了圓盤整流罩三面陣雷達，空
警-600則採用了半圓對稱布局的旋轉
式機械掃描雷達。

▲中國第一代預警機的空警-1只生產了1架，
並未實際服役。

德國開建全球首艘萬噸護衛艦
德國海軍F126

型護衛艦首艦去年
12月初開工，預計2028年交付。這
不僅是德國自二戰後建造的最大噸位
艦艇，也是全球第一艘萬噸級護衛
艦。

F126型護衛艦全長約166米，滿
載排水量達1.1萬噸。這超過了絕大
多數驅逐艦的噸位。但其武器配置仍
是護衛艦水平，包括一套16單元
Mk41垂直導彈發射系統，最多可搭
載64枚改進型 「海麻雀」 Ⅱ型防空導
彈。還裝備有NSM反艦導彈、 「海
拉姆」 近程防空導彈系統，以及1門

127毫米主炮和2門27毫米機關炮。
作為護衛艦，F126型護衛艦將安裝
兩套反潛任務模塊，用於遠程反潛和
海底測繪等任務。機庫可容納2架艦
載直升機。

F126型護衛艦採用柴電聯合動
力，艦炮、相控陣天線等高度集成，
以提高隱身能力。在信息探測方面，
配 備 法 國 泰 雷 茲 公 司 的 APAR
Block Ⅱ X波段多功能雷達、 「看門
人」 紅外／電視監視系統、Mirador
Mk2光電跟蹤系統和衛星通信系統。
其具有極高的自動化程度，因此全艦
僅需配備114名官兵。

外軍動向

▲德國海軍F126型護衛艦製造商發布的構想圖。

▶近日，一款新型預警
機天線，出現在相控陣
雷達試驗台上。

資料來源：解放軍報

一、探測隱形機
隱形戰機及具有隱

形功能的導彈壓縮預警
機的警戒範圍，危及其
戰場生存力，只有具備
對隱身目標進行探測的
可靠能力，才能在未來
戰場上生存。

二、走向無人化
無人化的預警機一

方面能提升預警偵察單
元的分布數量，增大預
警距離；另一方面能在
有效降低成本同時，擴
大己方攔截線，降低人
員傷亡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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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化
未來預警機會在深

度人機交互中，應用機
器學習、大數據、人工
智能等技術，從而縮短
從觀察到行動的環路周
期，提升指揮決策速

度，提升戰力。

▲空警-3000或將採用
圖中的國產運-20戰略
運輸機為平台。

▶空警-500是解放軍現役
最為先進、探測性能最高
的預警機。



預警機研製難點
研發任務系統

打造預警機任務電子系統，首先要研
發出比地面固定雷達難得多的機載預警雷
達，其次要解決敵我識別的難題，然後是
與己方各作戰單元的任務通信系統。此
外，任務電子系統還需要整合輔助雷達、
衛星通信、電子對抗等系統。

▲空警-200的 「平衡木」 式雷達已逐漸落
伍。

整合軍工體系

預警機涉及從電子工業到飛機工業的
完備國防工業體系，對專業人才、技術儲
備和工業基礎要求極高，目前世上具有預
警機研製生產能力的只有少數幾個國家，
其他國家裝備的預警機主要從這些國家引
進或嘗試自主研發。

▲中國正在研發的空警-600艦載預警
機。

改裝載機平台

發展大型預警機首先要有合適的大型
載機平台，其需擁有強大發動機以為大量
增加的電子設備供電，而改裝成時在機身
外加裝雷達等設備還會改變氣動特性。此
外還要對艙內進行重新規劃，顯控台與各
類設備機架會佔據大量空間。

▲空警-2000以伊爾-76大型運輸機為載
機平台。

空天中軍帳
引導殲20先發制人

HAPPY NEW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