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陸基中段反導試驗報捷
國防部強調不針對任何國家 專家稱顯示技術漸成熟

中 國 公 開 反 導 試 驗 詳 情中 國 公 開 反 導 試 驗 詳 情
■■ 20102010年年11月月1111日日，，中國在境內進行了首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中國在境內進行了首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

■■ 20132013年年11月月2727日日，，中國在境內再次進行了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中國在境內再次進行了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美國軍美國軍
方也在同日試射了方也在同日試射了「「地基中段防禦地基中段防禦」」反導系統攔截彈反導系統攔截彈。。

■■ 20142014年年77月月2323日日，，中國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反導技術試驗中國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反導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該試驗未公開屬該試驗未公開屬
於哪一個攔截階段於哪一個攔截階段。。

■■ 20182018年年22月月55日日，，中國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中國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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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國 部 分 較 先 進 反 導 系 統各 國 部 分 較 先 進 反 導 系 統
國家 型號 攔截階段 特點

美 國美 國 「「愛國者愛國者」」系系列反導系統列反導系統 末段末段 對來襲目標的探測距離和分辨精度高對來襲目標的探測距離和分辨精度高

美 國美 國 「「薩德薩德」」反導系統反導系統 末段末段 機動能力和系統生存性較強機動能力和系統生存性較強，，破壞威力大破壞威力大

美 國美 國 「「地基中段防禦地基中段防禦」」反導反導系統系統(GMD)(GMD) 中段中段 攔截高度高攔截高度高，，攔截效果好攔截效果好

中 國中 國 「「紅旗紅旗」」系列系列反導系統反導系統 中段中段//末段末段 涵蓋涵蓋中遠程中遠程、、中高空到近程超低空的火力範圍中高空到近程超低空的火力範圍，，已形成龐大家族已形成龐大家族

俄羅斯俄羅斯 「「凱旋凱旋」」S-S-400400/S-/S-300300防空導彈系統防空導彈系統 中段中段//末段末段 採用同一發射車混裝不同類型攔截導彈採用同一發射車混裝不同類型攔截導彈，，對付不同目標對付不同目標

以色列以色列 「「箭箭」」系列反系列反導系統導系統 末段末段 最大攔截距離為最大攔截距離為9090公里公里，，已初步具備應對伊朗中短程導彈的能力已初步具備應對伊朗中短程導彈的能力

法 國法 國 「「紫苑紫苑--3030」」反導反導系統系統 末段末段 能同時跟蹤和攔截更多目標能同時跟蹤和攔截更多目標，，發射僅需發射僅需66秒秒

印 度印 度 「先進防空導彈」/「大地防空導彈」反導系統 中段中段//末段末段 以以「「高低搭配高低搭配」」模式分模式分別應對大氣層內外目標別應對大氣層內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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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官方第三次披露成功進行陸基中段反
導試驗。據澎湃新聞網報道，中國官方曾披

露了四次成功進行的反導試驗（詳見表）。
「反導被譽為世界上最尖端的技術對抗。這是在

不少大國積極發展戰略反導技術的國際背景下，取
得新戰略平衡的重要舉措。」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
事科學院研究員、姜春良少將告訴澎湃新聞網，
「中國已經成功進行了多次陸基中段反導試驗，說
明中國這一戰略技術越來越成熟。」

需備早期預警雷達 僅中美俄擁有
知名軍事戰略專家洪源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國

此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達到預期目的，表
明中國戰略反導能力在進一步提升當中，無論是遠
程預警雷達探測、搜索與引導雷達，還是數據傳
輸、指揮控制系統到反導導彈，都與過去有了質的
提高。
反導彈攔截技術按照攔截時機可分為三大類：一
是助推段反導，指在來襲導彈的助推階段進行攔
截，一般是導彈起飛後的數分鐘內；二是末段反
導，指在導彈彈道飛行最後階段，即來襲導彈重返
大氣層後或進入俯衝階段時進行攔截；三是中段反
導，即在上述兩者之間的廣大區域進行攔截——中
國的陸基中段反導彈攔截技術即屬於此類。
「中段反導技術非常複雜，難度也非常高，需要

遠程預警系統、攔截系統和指揮管理三個主要的分
系統密切配合，」 姜春良表示，「這三個分系統
也是大國才能玩轉的複雜技術。」
早期戰略預警雷達是遠程預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
分，它的作用是在幾千公里外發現來襲的導彈，為
後續的預警、研判與攔截提供實時信息。目前，只
有中國、美國和俄羅斯裝備了早期戰略預警雷達。

攔截秒速至少7公里 應對敵彈變軌
許多人將中段反導技術比喻為子彈打子彈 ，但
姜春良強調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對方打過來的「子
彈」有可能會改變飛行方向（變軌），可能還有
「替身」（誘餌），並不是一顆老老實實直線飛過
來的子彈。
對於中國此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所使用
的具體武器，洪源推測，其攔截速度應在每秒7公
里以上，攔截高度可超過數倍大氣層，中國這次試
驗使用的應該是「紅旗」系列導彈的改進型。

中方強調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
2010年1月11日，中國首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
技術試驗圓滿成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
上第二個掌握該項反導技術的國家。近一年時間
來，世界及地區主要大國紛紛加快反導技術的開發
與裝備部署，且多集中於中國周邊（見表）。
中國國防部發佈的消息指，中方此次試驗是防禦

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但在專家看來，中方此次
反導攔截技術試驗客觀上仍向外界釋放出了一些信
號。洪源認為，美國近期重回冷戰思維甚至冷戰思
維盛行，提出中俄為戰略對手，並與和平發展潮流
相背，出現加強核武庫的動向，中國此次的行動亦
應該是一次針對性極強的戰略宣示和有力回答。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
稱，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
策。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沒有進一步補充消息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在周邊及全球軍事強國反導建設不斷加碼

之際，中國昨日再次宣佈成功進行陸基中

段反導攔截試驗。中國國防部昨日發佈消

息稱，2018年2月5日，中國在境內進行

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

達到了預期目的。這一試驗是防禦性的，

不針對任何國家。這是中國第三次公開證

實成功進行陸基中段反導試驗。專家指

出，這說明中國相關戰略技術已越來越成

熟，整體戰略反導能力與過去相比已有質

的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核戰略專家楊承
軍6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 遠程彈道導彈的中段是在大氣層以
外飛行。在大氣層外進行攔截能有效減
少對我方地面目標附帶毀傷，攔截高度
越高對己方造成損失越小。
對於此次試驗，楊承軍認為目前世界

各國都在進行反導反衛防禦能力的建

設，此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是
按照預定規劃日程進行的試驗，是正常
和例行性的。

試驗目的多 每次不一樣
對於三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

驗」成功之間的差別，楊承軍認為，每一
次試驗檢驗的目的並不一樣，比如要檢驗

不同的攔截高度、命中精度、毀傷威力、
攔截方式等等。但毫無疑問，三次中段反
導攔截技術試驗的成功標誌中國攔截敵方
導彈的手段和能力更加成熟。

不等同實戰 勿沾沾自喜
但楊承軍也表示幾次成功不能過於樂

觀、沾沾自喜，離真正的實戰化還有一

段距離。
「目前進行的試驗我們對攔截的目標

是預知的，包括發射時間、飛行軌跡、
飛行速度等等，然後實施攔截。但是真
正到了作戰時候，很多信息都是未知
的，要對發射時間、地點、什麼性質的
導彈等諸多信息意義作出判斷，才能啟
動反導攔截程序。」

核戰略專家：
大氣層外攔截 己方損失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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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際大科學
工程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SKA）首台
天線昨日在河北石家莊正式啟動，標誌着
SKA工程由此進入建設階段。

大小約等於半個標準籃球場
SKA是國際天文界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綜

合孔徑射電望遠鏡，全球約有20個國家的高
校和科研機構參與項目。SKA計劃選址於澳
洲、南非及非洲南部國家的無線電寧靜區
域，目標是建成總計2,500套15米口徑反射面
天線。
作為SKA項目創始國之一，中國從2013年

開始與國際同行共同研發SKA天線，中國電
科第五十四研究所歷經5年時間主導研製出

SKA首台樣機「SKA—P」。
據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SKA天線總設計師杜彪介紹，SKA—P包含主
副兩個反射面，其中主反射面是一個不規則
六邊形，由66塊邊長約3米的三角形面板拼
裝而成，總面積達到235平方米，大小約等於
半個標準籃球場。

SKA工程進入建設階段
「這隻『大耳朵』還特別靈敏。」杜彪
說，在重力、溫度和風載荷影響下，在其俯
仰工作範圍內，SKA—P主反射面的精度達到
0.5毫米，副反射面精度達0.2毫米，綜合性價
比超過目前所有同類天線。它採用的高電磁
屏蔽天線座駕設計，則使「耳朵」更能專注

於宇宙聲音目標。
SKA—P昨日在現場緩緩轉動發射體，猶如

一隻靈活的「大耳朵」。它從15度到90度上
下俯仰，水平可轉動約270度左右。中國電子
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劉烈宏表示，SKA—P正
式面世，體現出中國在SKA核心設備研發中
發揮着引領和主導作用。
中國電科SKA辦公室副主任王楓說，SKA
工程由此進入建設階段，其中分為「兩
步」。首先是用三年左右時間建成130台天
線，即「試觀測階段」，然後實現大批量生
產。在第一步完成後，各成員國將按出資情
況和貢獻度的比例獲取觀測時間。「這些數
據或將顛覆人類對宇宙和基本物理定律的理
解。」王楓說。

中國造中國造「「大耳朵大耳朵」」河北啟動河北啟動 助力助力SKASKA國際大科學工程國際大科學工程■■SKASKA國際大科學工國際大科學工
程首台天線昨日在河北程首台天線昨日在河北
石家莊正式啟動石家莊正式啟動。。圖為圖為
到場外賓與到場外賓與SKASKA首台首台
天線合影天線合影。。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中國55日成功進行陸日成功進行陸
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
驗驗。。圖為中國空軍地面圖為中國空軍地面
防空兵開展實戰化訓防空兵開展實戰化訓
練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