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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达人

历史钩沉

军工T型台

前不久，德国国防部宣称，将加速“虎”式武装
直升机的淘汰进程，实现全面退役。

令人意外的是，取代“虎”式的是一款改装版
民用直升机——空客H145M。

去年 12月，德国军方曾与欧洲空客直升机公
司达成协议，购买 62架 H145M 直升机，并明确了

交付期限，希望于2024年接装首架、2028年前接收
全部H145M直升机，以取代现役“虎”式武装直升
机。

德国军方为什么选择淘汰“虎”式武装直升
机？作为一款改装版民用直升机，H145M 缘何受
到青睐？请看解读。

各方需求难以调和，
“虎”式升级计划并不顺利

冷战期间，为对抗华约组织装甲部

队，西方国家纷纷列装武装直升机进行

反制。考虑到现役装备性能落后，联邦

德国决定与法国合作研发一款新型武

装直升机。

1991 年，“虎”式武装直升机首架原

型机成功试飞。不久后，“虎”式武装直

升机在巴黎航展亮相。作为欧洲第一

架全复合材料打造的直升机，“虎”式配

备了玻璃座舱和当时先进的航电系统，

具有低可探测性、高机动性等优点，一

时间得到欧洲多国青睐。

随着苏联解体，欧洲地区安全形势

趋 于 缓 和 ，不 少 国 家 军 费 开 支 大 幅 缩

减 ，一 系 列 武 器 装 备 研 发 生 产 速 度 放

缓。“虎”式武装直升机也未能幸免，不

仅采购数量一减再减，服役时间也不断

延后，直到 12 年后才迎来正式量产。

法、德两国频频退单，让“虎”式武

装直升机生产成本骤增，即便西班牙和

澳大利亚加入计划分摊成本，1 架“虎”

式武装直升机单价也在 3800 万到 4800

万美元之间，这个价格足以购买 1 架性

能不错的喷气式战机。令人意外的是，

这款备受青睐的武装直升机，在服役过

程中频频暴露故障问题。

几经波折，“虎”式武装直升机还未

在战场上一展身手，便被澳大利亚、德

国接连纳入退役计划。“虎”式的机龄并

不长，整体性能也较为出色，那么德、澳

两国为何要将其退役呢？

无论武器装备多么先进，用得上、

维护得起，才是决定武器装备能否长期

发挥效能的关键。2022 年，德国媒体曾

对外宣称，51 架在役“虎”式武装直升机

中能够出动的数量只有 9 架，完好率不

到 20%。据报道，德军拟对“虎”式武装

直升机实行全面退役。

无独有偶。在 2004 年底列装澳大

利亚军队后，“虎”式武装直升机很快出

现 性 能 不 佳 、维 护 运 营 成 本 攀 升 等 问

题，澳军不得不采购 29 架“阿帕奇”武装

直升机替换 22 架“虎”式。

2018 年，为解决“虎”式武装直升机

出现的问题，法国推出了一系列升级方

案，不仅招揽了空客直升机公司、泰雷

兹公司和欧洲导弹集团等品牌供应商，

还邀请西班牙、德国一起参加。当法国

和西班牙签署了“虎”式升级计划后，德

国却单方面选择退出。

外界分析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

方面，法、德、西 3 国试图对升级项目进

行个性化定制，各方需求难以调和；另

一方面，“虎”式武装直升机项目分工、

总体成本和升级时间不断变化，最终升

级 成 本 高 达 7190 万 美 元 ，而 单 架

H145M 直升机只需 3700 万美元，升级 1

架旧飞机比买 1 架新飞机还要贵得多，

这明显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合理利用有限军费，
采购 H145M满足当前防
务需要

起初，对于购买 H145M 直升机计

划，德国军方内部出现不少反对声音，

一些德军高层认为，采购 H145M 是一

个无视军事需求的决定，H145M 的前

身是民用直升机，攻防能力与真正的武

装直升机相差甚远。

这种考虑不无道理。此前，德国空

军和陆军虽然装备了 H145M 直升机，但

其主要用途是执行救援、运输等任务。

此外，放弃“虎”式武装直升机升级

项目，转而采购 H145M，可能导致法国

“虎”式武装直升机升级方案流产，从而

影响两国的防务合作关系。

对此，空客直升机公司给德军吃了

一颗“定心丸”：作为一款多用途直升

机，H145M 可以安装模块化、增量式的

武器系统，实现向武装直升机转变。

据悉，德军订购的这批 H145M 直

升机，不仅加装了大口径机枪、机炮和

激光制导火箭弹，还配备“长钉”空地导

弹。通过这套武器系统，H145M 直升

机具备了在敌方近程防空火力区域外

精确打击地面目标能力。

作为“树梢杀手”，武装直升机光有

出色攻击能力还不够。在 H145M 直升

机防护能力上，空客直升机公司也进行

了升级完善。一方面提升“硬防护”，

H145M 直升机的内部油箱、机身框架等

部位增加了轻型防弹装甲，驾驶舱也升

级为透明防弹玻璃；另一方面强化“软

防护”，电子对抗系统完成更新换代，并

加装了跟踪告警系统、导弹来袭系统和

红外干扰弹发射器等。此外，空客直升

机公司还表示，改装后的 H145M 直升机

飞行噪声极低，能够依托地形的遮蔽来

突防和隐身。

有德国媒体分析，即便 H145M 直

升机升级后，其综合性能也赶不上传统

武装直升机。实际上，2022 年，德国联

邦议院批准了一项高达 1000 亿欧元的

军事现代化特别基金，德军升级“虎”式

或购买“阿帕奇”等武装直升机，军费压

力并不大。那么，德军为何要执意改装

一款多用途直升机呢？

其实，改装计划并不是德军一时兴

起，而是权衡利弊后作出决定——选择

H145M 直升机而非继续依赖“虎”式武

装直升机，可能是基于当前国际军事格

局考量。虽然 H145M 直升机攻防能力

不如传统武装直升机，但可靠性更高、

运营和维护成本更低。空客直升机公

司发言人表示，与“虎”式武装直升机相

比，德国 H145M 机队的可出动率高达

99%，更适合快速响应和短期部署，在低

强度冲突和非对称战争中的应用潜力

较大，这对于现代战争至关重要。

此外，采购 H145M 直升机决策不

仅涉及对未来战场需求的预判和应对，

也 关 系 到 国 家 防 务 预 算 的 有 效 利 用 。

1000 亿欧元军费看起来“盘子”不小，但

超过一半资金用于海军、陆军采购舰艇

和升级坦克，空军大部分资金则优先购

买 F-35 战机、“苍鹭”无人机。这意味

着，德军投入升级“虎”式武装直升机的

资金会大打折扣。

建立 H145M 机队只
是“过渡性解决方案”

与无人机强劲发展势头相比，现代

武装直升机发展空间有些局促。有德

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建立 H145M 机队

只是新一代无人机和巡飞弹做好可长

期部署准备前的“过渡性解决方案”。

过去，武装直升机凭借在阿富汗战

争 和 海 湾 战 争 中 的 出 色 表 现 ，获 得 了

“树梢杀手”的美誉。正是凭借强大的

火力输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武装直升

机在激烈对抗的战场上始终占有一席

之地。武装直升机的列装数量、先进程

度以及技战术水平，已成为衡量陆军战

斗力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

然而，随着便携式防空导弹日益普

及，武装直升机执行任务的风险和成本

显著上升。纵观世界范围内几场军事

冲突，不难看出，无论是刚刚入役还是

成名已久的武装直升机，都在单兵防空

导弹的攻击中“翻船”：一枚 12 万美元的

“毒刺”导弹，可轻易摧毁 1 架价值数千

万美元的武装直升机。

雪上加霜的是，武装直升机缺乏弹

射救生能力，被导弹击中后，飞行员不

能选择跳伞逃生，而培养 1 名优秀飞行

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

这些年，有关“武装直升机过时”的

论断引人关注。不少人认为，有人驾驶

的武装直升机已不再适应日新月异的

现代战场，其任务完全可以由无人机来

代替。

有专家认为，相比无人机，武装直

升机存在 3 个缺陷：

一是航速慢、高度低。武装直升机

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 400 公里/小时，一

般在 300 米以下的低空飞行，容易被敌

方雷达等探测设备发现，遭到敌方防空

武器攻击。

二是油耗大、续航差。武装直升机

动力系统大多采用涡轮轴发动机，耗油

量 较 大 。 此 外 ，武 装 直 升 机 载 油 量 有

限，只能飞行数百公里，需要经常补给，

作战半径有限。

三是成本高、维护难。武装直升机

技术复杂、故障频繁，研制、生产和维护

难度系数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相比之下，1 架无人机的售

价往往只有武装直升机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更低，且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可以

执行更多高风险任务。

此 外 ，无 人 机 的 应 用 领 域 非 常 广

泛，可执行空对空、空对地、空对海等多

种作战任务，还可以与其他无人和有人

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目标分配、火力配

合，提高作战效率。

当 然 ，发 展 无 人 机 也 不 是 一 好 百

好、一本万利。在军事冲突中，无人机

的一些关键性能指标与武装直升机相

差甚远：受限于机身尺寸，无人机难以

承受单重 250 千克以上的弹药，而武装

直升机的挂载能力要高得多，米-24 武

装直升机甚至能投放单重 500 千克的

航 空 炸 弹 。 此 外 ，无 人 机 依 赖 于 指 挥

车 和 预 设 的 卫 星 导 航 航 路 点 控 制 ，但

卫 星 导 航 极 易 被 干 扰 ，指 挥 车 和 无 人

机 通 信 距 离 也 有 限 ，而 武 装 直 升 机 基

本 不 存 在 这 方 面 的 问 题 。 可 以 预 见 ，

在 相 当 长 的 一 段 时 间 内 ，武 装 直 升 机

和无人机将在战场上共存。

当 前 ，不 少 欧 洲 国 家 军 用 直 升 机

将 达 到 服 役 最 高 期 限 ，各 项 性 能 大 幅

下 降 ，保 养 维 修 费 用 极 高 。 而 要 研 制

一 款 新 型 直 升 机 难 度 不 小 ，需 要 不 断

优化设计、攻克核心技术难题、变更性

能指标，如果项目进展不利，就会出现

无 机 可 用 的 尴 尬 局 面 ，导 致 武 器 装 备

发展出现断层。

对德军来说，在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日益复杂、未来武装直升机发展受限的

背 景 下 ，研 发 一 款 新 机 型 似 乎 并 不 可

取。而选择购买 H145M 直升机是否物

有所值，能否满足现代战场需要，仍有

待观察。

上图：H145M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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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虎”式，德选择改装版民用直升机
■张卫东 沈业宏 邢 开

“修理工李刚夺冠了！”

前不久，第 76 集团军组织群众性

岗位练兵比武活动，某旅修理技师、三

级军士长李刚一路过关，获得装甲装

备维修组综合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

圆了自己的“冠军梦”。

这一刻，他足足等了 19 年。

入伍以来，李刚参加过大大小小

比武数十次，却始终与冠军无缘。每

当看到有身边战友夺冠，登上冠军领

奖台，李刚羡慕不已，时常在梦里见到

自己夺冠的模样。得知比武消息的那

一天，他平静的内心再起波澜，鼓足勇

气报名，誓要拔得头筹。

此次比武，上装维修课目是考核

重点。作为一名主攻底盘修理的技

师，上装维修并不是李刚的强项。装

备上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数字化的火控

系统让他头疼不已。

坚持还是放弃？李刚坚信，虽然

起步比别人晚，但只要足够努力，一样

可以实现赶超，甚至领跑。为弥补自

身能力短板，拿到比武“入场券”，李刚

憋着一股劲儿——一遍遍抄写背记电

路图，熟记零件构造；一有时间就钻进

修理工间，反复拆解零件，研究修理方

法；遇到不懂问题，主动向有经验的战

友请教……渐渐地，李刚的上装维修

能力明显提升。

然而，在选拔赛中，李刚因为一味

追求维修速度，接错了线路，在小组中

一度成绩排名靠后。“难道这次又要失

利？”李刚的信心受到打击。

“ 上 装 维 修 考 验 的 是 细 心 和 耐

心。我相信，只要你潜心练习，就一定

能突破自我、实现赶超。”指导员的一

番话，让李刚重燃斗志。备赛期间，李

刚每天往返于修理工间、饭堂和宿舍，

三点一线的工作和生活，让他感觉自

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加速奔跑，只为离梦想更近。在

此后多轮选拔赛中，李刚稳扎稳打、步

步为营，排名逐渐靠前，最终登上了集

团军的比武“擂台”。

比武当天，各旅“技术大拿”轮番

登场，现场激烈的比拼氛围，激发着李

刚的求胜心。

李刚深知，赛场如战场，任何一个

小失误都可能败北。他凝心静气，不

断给自己鼓劲：“决不放弃，要做就做

到最好。”检测、维修、调试……在逼仄

的坦克战斗舱内，李刚聚精会神地操

作，很快找到故障点，一番熟练操作下

来，装备性能恢复正常。

“ 装 甲 装 备 维 修 组 冠 军 获 得

者 ——李刚。”成绩公布后，全场一片

沸腾，战友们向他连连祝贺。“鸡蛋从

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才是成长。”

李 刚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部 队 是 个 大 熔

炉，要想将自己这块铁锻造成钢，必

须把压力变为动力，沉下心来学、稳

下心来干，在实践淬炼中快速成才。

上图：李刚正在调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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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近代史中，意大利海军的实

力始终位居世界前列。二战时期，意大

利拥有维内托级战列舰，在当时顶级战

列舰中占有一席之地。二战后，战败国

意大利深刻反思自己走过的弯路，在完

成对海军遗留舰艇的修理和重建工作

后，开始了新舰建造计划。

20 世纪中期，随着冷战升级，作为

西方对抗苏联的先锋，意大利海军以担

负“地中海防务”为名，迈出重建第一

步，建造出战后第一型猛烈级驱逐舰。

该级舰长 127.6 米，宽 13.2 米，标准排水

量为 2775 吨，满载排水量可达 3810 吨，

最大航速接近 34 节，16 节时续航力为

3000 海里。该级驱逐舰共建造 2 艘，分

别是 D558 号和 D559 号，于 1958 年先

后服役，其主要武器为 2 门双联装美制

127 毫米舰炮和 4 门 4 联装美制 40 毫米

防空炮。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末，

意大利海军还提出一项现代化升级计

划——为猛烈级驱逐舰装备轻量化的

Mk42 型 舰 炮 ，并 在 舰 艉 处 增 加 美 制

“鞑靼人”防空导弹。“鞑靼人”防空导弹

射程 32 千米，最大射高 20 千米，采用半

主动雷达制导，并拥有更远射程。

猛烈级驱逐舰体现出美制装备对

意大利海军的影响。但从整体来看，该

级驱逐舰在船体设计和武器装备等方

面坚持融入意大利本土元素，并没有采

用美式舰艇设计。

一方面是总体布局实现优化。船

型采用了较高的干舷，且前甲板上升明

显。主要武器则集中于前后甲板，并在

中部位置安装了动力系统。与意大利

同期小型护卫舰相比，猛烈级驱逐舰的

总体设计更为舒展。

另一方面是武器研发独立自主。

在反潜武器研发这条路上，意大利坚持

完全不同的道路。尽管美国大力主张

装备“阿斯洛克”反潜导弹，但意大利坚

持选择自行研发具备自动装填功能的

“梅农”3 管反潜迫击炮。后来，这种设

计逐步出现在其新研发的主力军舰上，

如不惧级驱逐舰等。

诸如此类创新，彰显了意大利海军

坚持“和而不同”打造国产战舰的理念，也

为后来船舶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下图：意大利猛烈级驱逐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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