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成功试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

拦截导弹和敌方导弹“头碰头”

2月4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预
期目的。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

军事专家韩东认为,中国再次成功实施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此前已成功进行三次,多次
成功表明该技术成熟度达到了比较高的状态,可能很快将列装部队。

据了解，本世纪初，我国的
反导技术研究进入新阶段，科
研团队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
术。2010年1月我国首次成功
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
验，2013年1月，我国第二次陆
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又取得成
功。其后，我国又多次进行拦
截试验，并取得成功。目前，世
界上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进
行过类似中段反导拦截试验。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认
为，这次中段拦截试验非常成
功。它的意义在于大幅提升了
我们的反导能力，维护国防安
全。有了中段反导拦截技术，
就可以对来袭的导弹进行提前
预警和拦截。因此，它的意义
在于使我们对核武器这种战略
导弹的拦截能力有了大幅度
提升。

“反导被誉为世界上最尖
端的技术对抗。这是在不少大
国积极发展战略反导技术的国
际背景下,取得新战略平衡的
重要举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研究员姜春良少将此
前向记者表示，“中国已经成功
进行了多次陆基中段反导试
验,说明中国这一战略技术越
来越成熟。”

“从2010年至今,我国中段
反导试验经历了十多年时间,
并且四次试验都获得成功,这
次试验之后很可能会根据国防
需求进行部署,实战部署中段
反导系统对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军事专家韩东
指出。

韩东分析指出,“虽然我国
中段反导试验多次成功,但也要
清醒看到,随着《中导条约》失
效、高超声速导弹实战部署以及
美国推进反导系统部署,我们面
临的反导压力依然比较大。”

据《成都商报》《济南时报》

什么是中段反导？
在敌方导弹中段飞行段时将其拦截

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
统，是从陆地发射平台对敌
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跟
踪，然后发射拦截器，在敌方
弹道导弹处于中段飞行阶段
时将其拦截。弹道导弹中段
飞行是指导弹发动机关闭后
在大气层外以惯性飞行的阶
段，这时它的弹道相对平稳
和固定。反导系统计算出它
的弹道后，就可以准确引导
拦截导弹进行一次或者多次
拦截。

弹道导弹的飞行分三个
阶段，即“上升段”、“中段”、

“末段”，反导弹拦截技术主
要是针对这三个不同飞行阶
段进行拦截。目前比较成熟
的反导系统主要集中在中段
和末段拦截上。

上升段是导弹从地面发
射车、地下发射井或水下潜
艇起飞，凭借发动机的推力
向上飞行的过程。

中段是指导弹飞出稠密
大气层，在空气稀薄的外大
气层甚至更高的宇宙空间飞
行的过程。

中段反导的好处是在敌
方导弹尚未到达本土前，对
其拦截并将其战斗部摧毁，
避免了在末段拦截时，敌方
携带有核弹头的来袭导弹造
成本土上空核污染，或因拦

截产生的碎片掉在本土上造
成经济损失。因此，目前，世
界上一些军事大国都在研究
和试验中段反导技术，其作
战效能突出，但技术门槛很
高，来袭导弹会释放诱饵和
变轨，所以最大的难题是目
标跟踪和识别。

来袭导弹进入中段飞行
后，助推段的发动机已脱离，
只剩下弹头在飞行，由于体
积变小，因此需要高性能大
型相控阵雷达才能发现和
跟踪。

末段是指来袭弹头在重
力作用下再次进入稠密大气
层，并再次回到地面的飞行
过程。末段拦截是对来袭导
弹突破中段拦截后实施的再
次拦截，以增加拦截概率。
仅就拦截过程本身，末段拦
截的难度仍然很大。

导弹拦截系统按其发射
的载体不同可以分为陆基、
海基和空基：陆基反导拦截，
也就是以陆地导弹基地为发
射平台的反导系统。海基拦
截系统，主要部署于舰艇上，
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全球范围
内的快速部署，在拦截潜射
导弹时可做出快速反应。

此外，空基拦截系统是
装 备 在 战 斗 机 上 的 拦 截
系统。

有何重要意义？
我们对核导弹拦截
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

那么，陆基中段反导拦
截技术的难度有多大？

中段拦截主要是指在大
气层以外飞行的这一段，这一
段的速度由于非常快，而拦截
弹要进行动能的撞击，就是发
射的拦截弹要和对方发射的
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要对撞
在一起，所以这个难度非常
大。而且这种拦截方式它首
先要识别，就是你要有雷达，
来识别这个发射的来袭的弹
头，还要判断它的轨迹、速度，
然后还要对它进行跟踪，然后
再发射，这个拦截弹对它进行
这种动能的撞击，所以难度非
常大。

根据对公开资料的整
理,这是中国官方第四次披
露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
验。官方曾披露了五次成功
进行的反导试验,但2014年7
月23日的反导试验未公开是
否为中段反导。前三次中段
反导试验进行时间分别是
2010年1月11日、2013年1月
27日和2018年2月6日。

反导弹拦截技术按照拦
截时机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助
推段反导,指在来袭导弹的助
推阶段进行拦截,一般是导弹
起飞后的数分钟内；二是中段
反导,即在弹道导弹的飞行中
段,也就是在大气层外实施拦

截的技术,中国此次陆基中段
反导弹拦截技术即属于此类；
三是末段反导,指在导弹弹道
飞行最后阶段,即来袭导弹重
返大气层后或进入俯冲阶段
时进行拦截。

“中段反导技术复杂程
度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难
的。首先是在这一阶段导弹
已经飞出大气层，高度高,距
离远,飞行速度很快，速度往
往在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声
速以上，需要研制专门的拦
截弹，这需要高性能的固体
火箭发动机技术和制导技
术，技术水平一般的国家很
难搞定。”北京航天情报与信
息研究所战略信息咨询中心
主任吴勤表示。

“中段反导这一阶段，导
弹通常还会释放各种诱饵，因
为没有大气层阻力，一些充气
诱饵和真弹头信号在速度及
信号特征上非常相似，拦截难
度也非常高，是少数大国才能
玩转的技术。”

既然中段反导技术非常
复杂，为何中美俄三国还要
研制这一技术呢。“这是因为
在弹道导弹三个飞行阶段
中，中段飞行时间比较长，拦
截窗口时间长，可进行多次
拦截，拦截附带损伤少等特
点。”吴勤表示。

难度有多大？
在大气层外拦截中远程或洲际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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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2020年6月,美国发布了2.0
版导弹防御体系架构,强化发
展洲际导弹拦截能力。

目前,美国是拥有类型最
多、数量最多中段反导系统的
国家。陆基中段反导系统方
面。命名为GMD系统从2004
年开始部署,迄今为止,共在加
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和
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部署了44
枚地基拦截弹(GBI)。2017年1
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导弹防御
评估》报告,报告提到将为阿拉
斯加格里利堡增加20枚GBI导
弹,到2023年,美国将拥有64枚
该型拦截弹。

俄罗斯正在将A-135反导
系统升级为A-235,系统包括战
略预警系统、多种反导拦截弹
和指挥控制系统等,其最近一
次发射试验在去年11月进行。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去年11月
26日报道,当日俄成功试射一
枚53T6M新反导拦截弹,导弹
按预设精度成功拦截目标,验
证了导弹的性能。 本报综合

世界防空反导系统
呈现稳步推进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