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富汗: 新式武器试脸场
口李文盛 /文

几乎在每次战争中
,

崇尚武器和技术的

美国人都能推出几种新鲜玩意儿
,

这次美英

对阿富汗动武也不例外
。

美国各军种都想借

机检验一下自己手中的新武器在战场上灵光

不灵光
,

于是阿富汗战场又成了美军的武器

试验厂
。

10 月20 日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甚至

洋洋得意地宣称
: “

我们将会让大家看到更多

的惊喜
。

我们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
。 ”

从

目前情况来看
,

美国在阿富汗使用的较具代

表性的新式武器有以下几种
。

锁定本
·

拉登的
“

捕食者
”

RQ
一lB

10 月 17 日
,

美军出动
“

捕食者
”

无人驾

驶飞机对阿富汗进行轰炸
。

外界媒体评论一

致认为
,

这种攻击型的
“

捕食者
”

无人机是

美国在对阿战争中最具创意的新型武器
。 “

捕

食者
”

在美军内的代号实际是 R Q 一 1
。

其实

就
“

捕食者
”

来说
,

也并不是什么新式武器
,

但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将装有反坦克导弹的
“

捕食者
”

用于目标攻击
,

却是无人驾驶飞机

首次携带武器用于实战
,

代表了未来战场上

无人武器发展趋势
,

因此其在阿富汗战场上

一露面就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

R Q 一 1 机长 8 2 2 米
,

高 2
.

1 米
,

翼展

1 4
.

8 米
,

总重 1
.

02 吨
,

实用升限 7. 62 公里
,

巡航速度70 节
,

最大航程 4 00 海里
。

其续航

蕊黔箫盼

时间长达咒小时
,

通常采用常规轮式起飞和

软式着陆
,

紧急情况下也可用降落伞回收
。

“

捕食者
”

主要用于战场侦察和监控
,

整套系

统具体包括 4 架带有传感器的飞机
、

一个地

面控制站和一套卫星通信链路等
。

在这次打

击中
,

美军就是在国内通过卫星链路
,

按照

阿富汗上空的
“

捕食者
”

通过卫星传送到国

内的实时电视图像对目标进行打击的
。

19 9 4年7月
, “

捕食者
”

进行了首次试飞
。

10 月首架
“

捕食者
”

交付美国海军
,

被授予

代号 R Q 一 IA
。

由于
“

捕食者
”

体积较大
,

而

且尚未使用隐形技术
,

因此其被发现的几率

较高
;

加之其控制链路长而复杂
,

导致事故

时有发生
。

19 95 年夏天
,

4 架
“

捕食者
”

被

空运到阿尔巴尼亚的美国空军基地
,

负责对

波黑地区的空中侦察任务
,

在 12 0 天中总共

执行了 13 0 次任务
,

飞行 85 0 小时
。

北约利

用
“

捕食者
”

拍摄到了塞族武装的弹药库
、

指

挥中心等位置
,

以确定精确轰炸的目标
;

在

轰炸后
,

再由
“

捕食者
”

进行战场破坏评估
,

以确定是否需要补充打击
。

但在这
“

捕食者
”

的第一次使用中
,

美军就损失了两架
“

捕食

者
” 。

第一次发生在 1995 年 8 月 H 日
,

一架

装有Ku 频段卫星通讯系统的
“

捕食者
”

在波

黑执行首次任务时被炮火击落
,

而这架
“

捕

食者
”

的总飞行时数才不过 40 小时
。

美军在

第二天又紧急空运了一架
“

捕食者
” ,

但 8月

14 日这架
“

捕食者
”

发动机在 6 0% 米高空突

然停车
。

飞机在空中滑行了 30 分钟后
,

确定

其已无法支撑到基地
,

于是地面控制人员不

得不引导这架飞机撞山
,

以防塞军获得有关
“

捕食者
”

的机密资料
。

此后
,

美军又迫不及待地对其进行了改

进
,

终于在 19 99 年美军推出了 R Q 一 lB 型
“

捕食者
” 。

B 型机增大了机身
,

采用了 Y 型

尾翼和涡桨发动机
,

进一步提高了起飞重量
,

增强了续航能力
。

和 A 型相 比
,

R Q 一 lB 的

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都有所提高
,

使之具有

快速到达战场
、

提供侦察和指示目标的能力

以及具有更高的生存能力
。

B 型的起飞重量

为 2. 9 吨
,

能携带 34 0 公斤的负载在 巧
.

2 公里

的高度以 370 公里 /小时的速度飞行
。
R Q 一

IB 能够携带多种载荷
,

包括合成孔径雷达
、

光电摄像机
、

红外成像仪
、

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和惯性复合导航系统等先进的高科技设备
,

甚至包括武器
。

今年 2 月 16 日
,

一架
“

捕食

者
”

第一次从 61 0 米的高度发射一枚
“

地狱

火
”

导弹命中了一辆距离 5. 6公里的坦克
。

这

使
“

捕食者
”

成为世界上第一架攻击型无人

机
。

在这之后
,

美军就一直想寻找机会实验

其这种新型武器
。

今年春季
,

美国的无人飞机曾拍摄到本
·



拉登在阿富汗的行踪
,

但是由于当时飞机上

没有武器装备
,

所以错过了干掉本
·

拉登的大

好机会
。

美国军方不禁扼腕叹息
。

从那以后
,

美方愈来愈认识到无人机的重要性
。

因此在

这次美英对阿战争中
,

美军匆忙从国内调来

了
“

捕食者
” ,

希望以此来搜集情报
,

甚至利

用其携带的
“

地狱火
”

反坦克导弹直接杀死

本
·

拉登
。

但由于指挥失误
,

美军在展开大规

模轰炸前一天夜里再次错失良机
。

在美英首

次对阿富汗实施打击前一天夜里
,

在喀布尔

上空飞行的美
“

捕食者
”

发现了奥马尔准备逃

离喀布尔市的车队
。

当时这架
“

捕食者
”

上装

备着两枚反坦克导弹
,

但由于当时美军尚未

接到展开总攻击命令
,

控制飞机的中情局人

员无法下令对奥马尔进行打击
。

美国中央司

令部司令法兰克斯将此情况报告给了一位军

法官
。

军法官认为不应这样作
。

这样美中央司

令部就没有采取立即打击的行动
。

中央总部

决定先把奥马尔停在这所建筑物前面的车队

作为目标攻击一下
,

看看是否可以把奥马尔

吓出来
,

结果打击完一会儿奥马尔果真从建

筑物里出来了
,

这时中央总部才调集战斗机

来进行轰炸
,

在F/A 一 18 型战斗/攻击机把这

座建筑物夷为平地后
,

已经为时太晚了
。

据

说
,

当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听到这一

消息大为光火
,

甚至摔掉了水杯破门而出
。

由于
“

捕食者
”

在在阿富汗战场的卓越表

现
,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其在这场反

恐怖战争中重要作用
。

可以预见
“

捕食者
”

在

美英对阿的战争中将会有
.

更厂泛的应用
。

“

空中战列舰
”

A C 一 13 OH /U

在美军 10 月 16 日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

中
,

首次使用了A C 一 13 0
“

空中战列舰
” 。

外

界媒体纷纷猜测这标志着美军攻打塔利班目

标的行动进人了新阶段
。

这种新式武器的使

用说明美军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地面战扫清地

面障碍
。

那么这种不太常见的飞机究竟有什

么魔力让美军对其给予如此厚望呢?

其实
,

从 A C 一 13 0 的编号上我们就可以

推断出其出身
、

主要用途
。

首先
,

其编号中

的首字母是英文
“

攻击
”

的缩写
,

也就是说

其主要功能是对地支援和攻击
;

而第二个字

母C则说明其是从运输机改装而来
,

因为C是

英文
“

运输
”

的首字母
。

这说明 A C 一 13 0 是

从 c 一 13 0 运输机改装而来的对地攻击和支

援飞机
。

实际上
,

这种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根

据洛克希德公司的产品改装而来的
。

在上个

世纪初
,

人们对战争中的火力十分迷信
,

于是

出现了集各种火力于一身的战列舰
,

使战列

舰成为舰艇之王
,

直到航母的出现才改变了

这种情况
,

而战列舰在人们心 目中仍然是猛

烈火力的体现
。

目前来看
,

A C 一 13 0 已经过

美国休斯等多家公司改装
,

具备了当今侦察
、

火控
、

武器等方面的最先进技术
,

在飞机侧面

安装有 40 毫米炮和 105 毫米炮
、

25 毫米炮等

各种机炮和和机枪使其成为有史以来火力最

为强劲的飞机
,

其火力的核心是M 102 型 10 5

毫米炮
,

其每分钟可以发射 10 发炮弹
,

A C 一

13 0U 型还加装了一座 25 毫米加特林机关炮
,

其每分钟几乎可以发射令人难以至信的 1800

发炮弹
,

因此其无愧为
“

空中战列舰
”

之称
。

A C 一 13 0
“

空中战列舰
, ,

与 C 一 130
“

大

力士
”

一样
,

有 4 台T5 6 一 A 一 巧 涡轮螺桨

发动机
,

每台可以提供 3
.

61 兆瓦
,

飞机全长

29
.

8 米
,

高度 n
.

7 米
,

翼展 40 .4 米
,

可见
,

这

是一种横向发展的庞然大物
。

美军之所以选

择C 一 13 0 进行改装
,

也是看中了其良好的低

空低速性能
,

其在海平面只有 482 公里 /小时
,

也就是近 0. 4 倍音速
,

但其航程却丝毫不小
,

可以达到约2407 公里
,

而如果进行空中加油
,

A C 一 130 则几乎可以飞到全球任何地方
,

这

有十分利于其完成远程奔袭的任务
,

非常适

合美国全球战略的要求
。

其飞行最高可达到

75 86 米
,

这有利于其在进人作战区之前躲过

地面炮火的打击
,

因为防空炮一般在6公里以

下最为密集
。

另外
,

其承袭了 c 一 13 0 大力士

的特点
,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69
.

75 吨
,

这使其

本身就成了一个大军火库
。

A c 一 130 共有 14

名乘员
,

其中5名军官分别为驾驶员
、

副驾驶

员
、

领航员
、

火控官
、

电子战官
。

另外 8名为

各负其责的军士
。

他们是飞行工程师
、

电视操

作员
、

红外探测操作员和几名炮手
。

大家可能发现
,

美国空军公布的 A c 一

13 0 对地攻击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倾斜的
,

这

是因为A C 一 1 30 可以利用其低空低速的特

长
,

通过作环形飞行而集中火力攻击一个目



标
。

A c 一 13 0 由于有先进的火控系统
,

其在

作倾斜转弯时依然能够准确射击
,

其一次盘

旋打击可以夷平一个足球场大的区域
。

从实

战经历来看
,

其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中
,

也可

以实现多种武器的协调动作和精确打击
,

这

与其机载的先进机械及电子设备密不可分的
。

据说
,

在A C 一 13 0火控系统的计算机软件 中

仅任务规划程序就有60 多万行
。

A C 一 13 0 的

武器和各种传感器基本都安装在其侧面
,

导

航设备和火控系统可以进行精确瞄准和在很

大范围内进行区域性饱和攻击
。

传感器系统

由电视传感器
,

红外传感器和雷达等组成
。

这些传感器使A C 一 13 0上的机组人员可以目

视或电子识别友邻地面部队的情况
,

这使其

能够适应不同天候和地形
。

AC 一 13 0U 还装

备有先进的合成孔径进攻雷达
,

其可以完成

对远程目标的探测和识别
。

A c 一 13 0 的导航

设备包括惯性的导航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两

种
,

A c 一 13 o u 型装备有当今最新的技术
,

并

能够同时攻击间隔1
.

2 公里以上的两个目标
,

其载弹量也是A c 一 130 H 型的两倍
,

因此其

火力更强大
。

最早的
“

空中战列舰
”

是 A c 一 47
。

随

后在19 72年美国为解决越南战场上的燃眉之

急
,

将当时最先进的 C 一 13 0
“

大力神
”

运输

机改装成 A C 一 13 0H
“

空中战列舰
” ,

并赋以
“

妖怪
,,

(Sp e c tre ) 之称
。

到 1 99 0年 12 月
,

为

了将美国最先进的电子和机械技术融合到这

一系统中
,

美国又推出了 AC 一 13 0 U
,

并于

19 95 年正式服役
,

由于其火力更为强大
,

适

用 性更为广 泛
,

因 此被称为
“

恐惧
”

(S p o o勺)
。

u 型已经是 e 一 130 改装而成的

第 3 代
“

空中战列舰
” 。

从美军手册来看
,

这种飞机的主要任务

是担负近距离对地空中支援
、

空中阻断或对

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护卫
。

A c 一 13 0在越南战

场曾大显威力
,

但也曾遭到越南人民的沉重

打击
。

在越南战场上
,

其摧毁过一万余辆各

种装甲和运输车辆
,

多次完成对地面部队的

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
。

19 83 年在哥林纳达的

突袭中
,

A C 一 13 0对敌防空系统进行了压制
,

并攻击了地面部队
;

在其协助下
,

美军成功

袭击哥林纳达机场
,

并协助运输部队着陆和

空投
。

在 19 59 年突击巴拿马的
“

Ju st Cau se ”

行动中
,

A C 一 13 0 大露其脸
。

当时其摧毁了

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和许多指挥控制设施
,

机组人员也因此获得了美军和国家的各种奖

章
。

这次行动成为一次典型的特种作战战例
。

在
“

沙漠风暴
”

中
,

A c 一 13 0 为地面部队提

供了近距离空中支援和部队的保护 (空基防

御 )
,

在稍后的索马里
“

持续希望
”

和
“

联合

盾牌
”

行动中也有 A C 一 13 0 的身影
。

最近一

次使用是在波黑战争中
,

为北约部队提供重

要支援
,

A C 一 13 0H 在萨拉热窝地区曾参与

了重要目标的打击
。

19 97 年
,

A C 一 130 从意

大利出动
,

为美军和盟军地面部队中的非战

斗人员在阿尔巴尼亚撤退提供了空中支援
。

以后A C 一 13 0还曾参与了美军为恐吓伊拉克

遵守联合国武器核查而进行的部队集结
。

当然
,

由于飞行高度低
、

速度慢
,

A C 一

13 0 也存在着生存率相对较低的缺点
。

迄今

为止
,

已有 8 架飞机被击落
,

其中 6 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越南和老挝战场
,

两架在科威

特和索马里
。

另外
,

19 94 年还发生过 10 5 毫

米福博兹炮在飞机飞行中爆炸的事故
。

可以说
,

近期每次局部战争中都可以看

到 A C 一 13 0 的影子
。

美国目前有 8 架 A C 一

13 0H 和 13 架 A C 一 13 0 u 在佛罗里达州的空

军第 16 特种作战中队服役
。

其已经是美军进

行对外干涉的一种重要武器
。

钻地先锋 G B U 一 28

这次美国对阿战争中
,

媒体关注的另一

个焦点就是美军使用了重达到 2. 27 吨的重磅

激光制导钻地炸弹
。

这种炸弹的正式名称是

G B U 一 2 8 (G U ID E D B OMB LJN IT 一 28 )
。

这种炸弹最初是为打击伊拉克深层地下指挥

中心而开发设计的一种特殊武器
。

G B u 一 28 是一种激光制导常规弹药
,

全

重 2
.

27 吨
,

其弹体重两吨
。

该种炸弹改装于

重2
.

1吨的陆军火炮的炮管
,

其中装填的高爆

炸药 2 86 公斤
。

在炸弹的前端装配有 G B U 一

27 炸弹的激光制导组件
。

全弹最大直径约

44 0 毫米
,

长约 5
.

7 米
。

该型炸弹之所以这么

长是由力学原理所限制
。

C B U 一 28 在钻地武

器发展中相对较早
,

还没有使用现在已有的
“

随进
”

技术
,

而是靠炸弹整体钻人地下
,

因

此要取得钻地深度大的效果
,

其弹体的长径

比就比较大
,

也就是现在的铅笔形状
。

而这

么大的炸弹在美军的武器库中能够携带的飞



机并不多
,

现役中只有 F 一 巧或 F 一 In 可

以装载
,

而这两型飞机都没有隐形功能
,

而

且携带了重型炸弹的飞机的机动性能又很差
,

因此在这次轰炸中就只有在前期巡航导弹和

隐形飞机将地面防空系统基本摧毁而取得制

空权后
,

携带 G B U 一 28 的飞机才开始粉墨

登场
,

对阿富汗地下深层 目标开始打击
。

美军给 G B U 一 28 的绰号是
“

堡垒摧毁

者
” ,

其是在海湾战争中为摧毁伊拉克地下坚

固目标而利用现有材料临时设计制造的一种

钻地武器
,

其设计和制造具有一定的传奇性
,

是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创造的一个神话
。

在科

威特被人侵时
,

美军甚至还没有进行过G B U

一 28 的早期研究论证
,

直到美军空袭伊拉克

的
“

沙漠风暴
”

开始后的一周
,

美国空军才

向国内的军工企业提出了其研制钻地武器的

设想
。

美国内研究单位和企业紧急动员
,

马

上给出了设计方案
,

而且边设计边制造
。

19 91 年2 月 1 日炸弹首先在实验室开始装配
。

当时美国空军的科技人员情急生智
,

将陆军

淘汰的大量 203 毫米火炮的炮管废物利用
,

将其锯短就成了现成的炸弹弹体
。

由于军方

要求在 2 月 14 日务必交货
,

所以实验室人员

不得不赶进度
,

而不顾危险将炸弹垂直埋在

纽约实验室外的地下
,

然后人工用手将炸药

装填到了炸弹弹体内部
。

首批造出来的两枚

炸弹在 2 月 16 日和 17 日交付给了美国空军
,

随后在 2月 20 日首次进行了飞行制导软件的

测试和飞机装载试验
。

这一系列的试验都十

分成功
。

在 2 月26 日进行的滑翔实验也证明

其最少可以钻人地下 6 米深的地下混凝土建

筑
。

在先前的飞行试验中
,

该型炸弹还曾创

造了钻透 30 米深土层的记录
。

2 月 27 日
,

首

批两枚炸弹终于运抵前方伊拉克战场
。

在
“

沙漠风暴
”

行动期间
,

美国空军只制造了数

量有限的G B U 一 28
,

用于打击地下多层硬目

标
。

19 91 年美军在伊拉克只投掷了两枚 G B U

一 2 8 炸弹
,

而且这两枚都是由F 一 11 1F 飞

机投掷的
,

其中一枚准确击中目标
,

从公开

的飞机电视录像来看
,

在炸弹击中目标后大

约6秒种
,

从炸弹钻人点冒出大量浓烟
。

G B U

一 2 8像其他美军新式武器一样在伊拉克战场

得到了实战检验
。

在
“

沙漠风暴
”

后
,

空军

继续对其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完善
。

至此其成

为美军武器库中的一种特殊武器
。

美军为给以后的战争作准备
,

在 19 97 年

专门拨出了 1840 万美元计划制造 16 1枚 G B U

一 2 8 硬目标钻地炸弹
。

截至阿富汗战争爆

发
,

美军已经制造并装备了12 5枚GB u 一 28
。

这种炸弹可以说是美军使用武器中研制成本

最低的一种
,

因为从美军公开的资料来看
,

其研制费用几乎为零
,

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可

以制造更多的G B U 一 28
。

因此美国空军这次

在阿富汗战场上就不像海湾战争中那样了
,

可以不太吝惜地使用这种重磅炸弹了
。

当然
,

这种武器毕竟是一个早产儿
,

存

在着先天不足
。

首先
,

这种炸弹体积太大
,

无

法装载在远程隐形轰炸机 B 一 1和 B 一 2上
,

也无法装载到航母的舰载机上
,

这不符合美

国的全球干预战略
。

其次
,

为减少设计时间
,

这种炸弹采用了拿来主义
,

使用的是G B U 一

27 现成的激光制导装置
,

而这种装置在使用

中
,

必须由操作手用激光指示器指明目标
,

然后炸弹再沿从目标反射回来的指示激光线

路飞向目标
,

也就是越南战场上所谓的
“

灵

巧炸弹
”

工作方式
,

这无形增大了操作员的

负担
,

而且也减低了飞机的生存性
。

另外
,

指

示激光还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

鉴于此
,

美军

海湾战争后又研制开发了多种钻地武器
,

其

中 G B U 一 37 就是一种专门的钻地炸弹
。

这

是一种依靠
“

全球地位系统
”

(G Ps) 制导的

炸弹
,

也就是依靠定位卫星制导
,

其较好地

解决了上述问题
。

据报道
,

这种新型炸弹已

经投人战场使用
。

新型集束炸弹

10 月 24 日
,

驻阿富汗的联合国
“

排雷行

动中心
”

向总部提交报告说
,

美军在空袭中

使用了集束炸弹
,

对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

极大威胁
。

美军在对阿攻击中使用的集束炸

弹有
:

MK 一 2 0
“

石眼
”

集束炸弹 由M K 6/

7Mo D Z弹箱内装 247 颗反坦克小炸弹构成
,

全重 200 余公斤
,

由作战飞机投掷后在空中

自动解体
,

分离出近 2 50 个小型子炸弹
,

对

轰炸地面坦克集群
、

火炮阵地等具有重要作

用
。

美军 /海军陆战队装备的A
一

6E 和海军陆

战队的 A V 一 S B 型攻击机可分别装载 30 枚

和平共处 8 枚
“

石眼
”

集束炸弹
。

此外
,

美

军的 A 一 1 0
、

F 一 15
、

F 一 16 和 F 一 1 11 战

斗机均可携带此类炸弹
。

C日U 一 89 型子母雷 (炸弹 ) 该炸弹是

首次投人作战使用
,

弹重 3巧公斤
,

内装近

百颗反坦克地雷和人员杀伤地雷
,

由B 一 IB

轰炸机投放
,

不仅可以引爆坦克
,

人员触发

后还可生成大量钢制杀伤破片高速飞散
,

形

成大范围杀伤区域
。

C BU 一 9 7 传感器引爆子母炸弹 (SFW )

这是美军装备使用的具有投放后不用管
、

对

地多目标攻击能力的新一代远距防区外投放

航空子母炸弹
。

炸弹重 4 50 公斤
,

内装 10 颗

B Lu 一 10 8旧灵巧反坦克小炸弹
,

可在红外

探测器的作用下准确击中敌坦克或地面机动

导弹等目标
。

B 一 5 2 和 B 一 IB 轰炸机均可

投放
。

在这次对阿军事行动中
,

这种炸弹主

要是针对塔利班的军营和临时宿营地
、

后勤

基地
、

导弹基地等大型军事设施
。

随着战争的继续
,

想必美国人还会投人

更多的新式武器
。

但从上面几种武器可以看

出
,

美国人的所谓新式武器也都是从老式武

器不断改进而来的
。

看来财大气粗的美国人

喜新也仍然恋旧
。

☆

(责编 /赵 利 )

塔季之战
199 0 年 8 月 2 日

,

伊拉克越过边界人侵科威特
。

海湾战争爆发
。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

部队于 19 91 年 1 月 17 日凌晨对伊展开
“

沙漠风暴
”

行动
。

多国部队空军在持续多日彻底

打击伊拉克空军后
,

转而放手攻击伊拉克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
。

到 19 91 年的 2月

的第 3 周结束时
,

战争舞台的重点已由双方的空中争斗转人地面攻防
。

在这场空战的最后一夜
,

即2 月 28 日与 29 日相交之夜
,

美国空军第 48 战术战斗机

联队的 F 一 1 1 1F 机群袭击了邻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塔季 (AI T aji )
,

目标是一处深达

地下30 米的重要的指挥中心
,

据信那里是伊

拉克最高军事领导人所在地
。

两架F 一 1llF

型战斗轰炸机各携带一枚名为
“

直刺咽喉
”

(D ee p T hro a t) 的特制 G BU 一 28 型激光制

导炸弹
,

重 2 注犯吨
,

其中一枚由戴夫
·

怀

特 (D av e w hi te ) 中校负责投掷
,

并由汤

姆
·

海姆斯 (T o m H im e s) 上尉负责定点

引导
。

炸弹直接命中掩体
,

先是从掩体的人

口处冒出一股浓烟
,

7 秒钟之后
,

接着又听

见第二次爆炸
。

这个掩体被彻底摧毁
。 夔莽粼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