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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垂直起降无人机

2022 年 9 月，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

局启动“助手”计划，目的是开发一款不

需要发射与回收辅助设备，可在多数天

气条件下从舰船甲板或地面进行起降的

新型垂直起降无人机。今年 5 月底，该

局宣布“助手”计划进入下一竞标阶段。

事实上，自 2004 年以来，美军关于

垂直起降固定翼飞行器的研究从未停

止，积累了相关技术与工程经验，为开

发垂直起降固定翼飞行器提供了重要

支持。“助手”无人机能够在有限空间内

进行起飞和降落操作，无需辅助设备。

这种垂直起降无人机与飞翼型无人机

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在速度与经济

性方面也超过大多数无人直升机，可以

遂行复杂任务，减少辅助人员，降低生

产和运营成本等。

根据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早期

发布的“助手”无人机渲染图，该无人机

使用流线型外形、可变机身和可折叠机

翼。机翼后面环形通道中安装 3 个螺旋

桨，尾部单元呈 Y 形。机头下方搭载一

个球形光电侦察载荷，机身中部有一个

小型内部货舱，可搭载炸弹，具有火力

打击能力。

起飞时，“助手”无人机无需辅助设备，

借助螺旋桨产生的升力垂直起飞，到达一

定高度和速度后，机身转为水平状态，机翼

打开进入平飞模式。降落前，机体再次转

为垂直状态，缓慢降落在地面上。

从图上看，“助手”无人机包括 3 组

螺旋桨和可折叠主翼，能随全机整体偏

转。动力方面，“助手”无人机放弃常规

燃气轮机，采用混合电力系统以及高密

度电池或燃料电池作为动力。由于电

池产生的能量较小，因此轻量化设计是

这种垂直起降无人机设计的关键。对

此，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认为，可以

通过先进的结构和制造技术实现这一

目标。该无人机预计将在 2026 年进行

飞行测试。

打造无人机母舰

“助手”无人机与水面舰艇结合后，

有 助 于 提 升 水 面 舰 艇 的 海 上 作 战 能

力。这种无人机能够在舰船甲板上进

行稳定起飞和着陆操作。舰上人员在

完成无人机组装后，可通过平板电脑操

作无人机起飞，并通过无人机头部下方

搭载的光电载荷获取情报信息。一艘

军舰上部署多架“助手”无人机后，即变

身为无人机母舰，可实现对舰艇周围较

大海域范围的侦察和火力覆盖。

另外，无人机母舰具有较高的效费

比。单架无人机的研发和制造费用远

低 于 有 人 机 的 研 发 及 飞 行 员 培 养 费

用。由于“助手”无人机对于基础设施

依赖性较小，美海军只需对原有水面舰

艇进行适当改造，即可打造出可承载大

量无人机的母舰。美国防部认为，“无

人化”可以赋予舰艇编队更强的“反介

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借助“助手”无

人机，舰艇对于一些危险的、枯燥的、恶

劣的和深入腹地的任务，具有更强的适

应能力。

存在技术挑战

目 前 ，大 部 分 大 中 型 军 用 无 人 机

对 起 降 场 地 都 有 一 定 要 求 ，一 些 大 中

型军用无人机还需要辅助装置才能完

成 起 降 作 业 ，从 而 限 制 了 这 些 无 人 机

的 实 战 运 用 。 为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美 国

防 研 究 计 划 局 启 动“ 助 手 ”计 划 。 当

前 ，与“ 助 手 ”无 人 机 尺 寸 相 近 的 现 役

无人机中，例如美军德士隆 RQ-7“阴

影”、波音 RQ-21“黑鹰”等无人机，都

采 用 涡 轮 机 作 为 动 力 来 源 ，并 且 需 要

使 用 跑 道 进 行 起 降 。“ 助 手 ”无 人 机 要

求采用电动马达和燃料电池作为动力

来源，同时具备垂直起降能力，而目前

电 池 提 供 的 动 力 比 涡 轮 机 小 得 多 ，这

意味着该机机身重量和结构设计将面

临挑战，计划前景难以预料。

尽管如此，这一项目带来的长远影

响值得关注。俄罗斯科学院拉美研究

所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大·斯捷帕诺夫认

为，美海军的无人化发展理念可能将导

致未来航母在形态、功能和作战运用方

面发生改变。基于此，美海军正在研究

的一些航母舰载机部署方案，已经开始

由传统甲板跑道起降和电磁弹射等复

杂昂贵方式，转向直接使用这种高度自

主的海上模块化平台。

美 国 海 军 认 为 ，如 果“ 助 手 ”计 划

顺 利 落 地 ，他 们 将 能 够 大 量 使 用 这 种

无 人 机 组 建 超 视 距 情 报 网 络 ，提 升 在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作 战 能 力 。 由 此 可 见 ，

“助手”计划不仅仅是寻求技术上的突

破 ，还 反 映 出 美 军 在 全 球 军 事 战 略 布

局 上 的 前 瞻 性 和 灵 活 性 。 对 此 ，值 得

持续关注。

美海军加快舰载机无人化进程
■张昕宇

北京时间 7 月 10 日，欧空局阿丽亚

娜 6 型火箭迎来首飞。该型火箭在法属

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点火升空后，起初

工作正常并顺利分离 9 颗卫星，之后火

箭二级辅助动力系统工作异常，导致最

后两个载荷未能进入预定轨道，火箭发

射任务部分成功。原计划在阿丽亚娜 5

型火箭退役后，扛起欧洲航天运输系统

大旗的阿丽亚娜 6 型火箭性能如何，其

未来发展何去何从？

欧空局于 2010 年提出研制阿丽亚

娜 6 型火箭，用于取代阿丽亚娜 5 型火

箭，解决后者发射成本高、发射任务不

灵活等问题。阿丽亚娜 6 型火箭的最大

目标是降成本，号称比阿丽亚娜 5 型火

箭成本降低 30%以上。同时，为增加任

务灵活性，阿丽亚娜 6 型火箭的固体助

推器数量由阿丽亚娜 5 型火箭的 2 枚改

为 2 至 4 枚。然而，阿丽亚娜 6 型火箭自

2014 年 开 始 研 制 到 2024 年 首 飞 ，历 时

10 年，世界航天发展出现巨大改变，可

重复使用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使得阿丽

亚娜 6 型火箭面临“出生即落后”的尴尬

处境。

阿丽亚娜 6 型火箭在阿丽亚娜 5 型

火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被认为质量可

靠。然而，首飞故障打破了这一看法。

阿丽亚娜 6 型火箭的主承包商是法国阿

丽亚娜集团，其供应商遍布欧洲 13 个国

家，此次没有按计划点火的二级发动机

来自法国赛峰集团，直接发生故障的辅

助动力系统来自德国某公司。不同公司

产品集成在一起，如果缺少过硬的质量

把控环节，很难保证成品的可靠性。未

来，阿丽亚娜 6 型火箭能否像阿丽亚娜 5

型火箭那样成功，要打上一个问号。

阿丽亚娜 6 型火箭的最大问题并非

来自成本和质量，而在于研制理念。由

于继承了阿丽亚娜 5 型火箭技术，阿丽

亚娜 6 型火箭未按照可重复使用研制。

然而，就在其研制过程中，可重复使用成

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核心技术，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凭借可重复使用火箭，

几乎席卷西方航天发射市场。多个航天

大国纷纷改变发展策略，研制可重复使

用运载火箭。欧空局在阿丽亚娜 6 型火

箭研制前期投入巨大，加上管理协作繁

琐不易“掉头”换道，因而选择继续研发

阿丽亚娜 6 型火箭。在利用可重复使用

技术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发射次数的趋

势下，未来阿丽亚娜 6 型火箭能够在发

射市场上抢下多少订单，不容乐观。

阿丽亚娜 6 型火箭的首飞，对于欧

空局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弥

补了阿丽亚娜 5 型火箭退役留下的运力

空白，忧的是其前景不被看好。未来几

年内，欧空局仍会使用阿丽亚娜 6 型火

箭执行一些重要的发射任务，但要想争

夺商业发射市场，欧空局还得有更快、更

新的动作才行。

欧洲新火箭首飞受挫
■少 谋

上图中，一门 MK45 型 127 毫米舰

炮调转炮身 ，炮口直指自家舰桥——

这 种 举 动 实 不 多 见 ，究 竟 是 怎 么 一

回 事？

MK45 型 127 毫米舰炮是在 MK42

型舰炮基础上，升级而来的一款高平两

用舰炮。MK42 型舰炮由于炮身笨重，

故障率高，加上自动化程度低等问题，

难以满足作战需求。特别是随着反舰、

对陆打击和防空作战的“导弹化”发展，

舰炮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MK45

型 127 毫米舰炮的出现，部分挽回了这

一局面。该型舰炮的设计聚焦对地、对

海攻击能力，在系统结构简化和自动化

方面下足了功夫，使其可靠性、易维修

和耐用性大幅提升，不仅实现全自动运

行，还十分皮实耐用。该型舰炮在海水

掠 过 火 炮 装 置 和 阵 风 速 度 达 85 节 以

上，以及结冰等极端环境下，仍能正常

使用。

自服役以来，MK45 型 127 毫米舰

炮历经多次技术改进，先后推出多种型

号。其中，Mode4 型作为最新改进型变

化明显。例如，该炮炮塔外形和底座挡

板进行隐身化处理，炮塔经过加强，能

承受更大的发射后坐力；身管由 54 倍

提升到 62 倍，使得炮口初速度有了较

大提升，射程和精度也相应增加。该型

炮可发射包括高杀伤破片榴弹、半主动

激光制导炮弹和红外制导炮弹等 8 种

弹药。使用非增程常规弹药时，对地射

程达 24 至 37 千米、射高 15 千米、射速

16 至 20 发/分。储弹量根据舰艇平台

不同，在 400 发到 600 多发不等。

Mode4 型舰炮的高低射界为-15°

至 + 65° ，水 平 射 界 为 舰 艏 0° 至 ±

170°。射界越大，意味着舰炮的射击

盲区越小，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和较长时

限内对海上 、陆地和空中目标进行拦

截、打击。上图所示的舰炮位于其最大

水平转角，可对舰艇左右舷 170°射界

内的目标进行射击。同时，由于其正后

方存在 20°射击盲区，加上后方舰桥进

行内倾处理，因此舰炮“回头”后并不能

打到后部舰桥。

近年来，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舰

炮在射程 、速度和打击精度上不比前

者，舰炮“无用论”等观点甚嚣尘上。事

实上，以 MK45 型 127 毫米舰炮为代表

的 大 型 舰 炮 具 有 导 弹 无 法 取 代 的 优

势。大型舰炮可以进行长时间连续射

击，对敌方阵地进行火力覆盖等，仍然

是目前最有效的对岸火力打击武器。

随着智能增程炮弹、一体化海上作战系

统的应用等，高性能舰炮将在海战中继

续发挥作用。

舰 炮“ 回 头 ”
■张晓璟

近日，美国防高级研究
计划局宣布，其推进的“先进
无地面设施发射和回收无人
机”（ANCILLARY）项目（中
文称“助手”计划），目前已选
定两家公司的设计方案进入
下一阶段竞标，此举标志着
两年前启动的美国海军航母
舰载机无人化进程向前迈进
一步。俄媒援引智库人士分
析称，在军事技术的推动下，
美海军的发展理念正在发生
变化。美海军尝试最大限度
利用空中和海上（水面及水
下）无人技术，改变有人机作
为舰载机的传统航母形态，
重塑海上作战格局。

欧洲阿丽亚娜欧洲阿丽亚娜 66型火箭型火箭。。

装备动态装备动态

美 试 飞 高 超
音速试验台

据 美 防 务 新 闻 网 站 近 日 报 道 ，

美国导弹防御局日前宣布完成代号

HTB-1 的 高 超 音 速 试 验 台 首 飞 任

务 。 报 道 称 ，飞 行 试 验 是 在 美 国 弗

吉尼亚州瓦罗普斯岛进行的。试验

过 程 中 ，美 导 弹 防 御 局 发 射 的 2 颗

“高超音速弹道跟踪天基传感器”卫

星成功探测并跟踪飞行器的飞行轨

迹 ，收 集 的 数 据 正 在 评 估 中 。 美 导

弹 防 御 局 项 目 负 责 人 表 示 ，此 次 试

验成功将使美军拥有一个高超音速

试验台。

报道称，执行此次高超音速试验

台飞行任务的，是美国一家民营公司

研制的“厄里倪厄斯”高超音速试验

飞行器。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款

飞行器耗资不到 1500 万美元研制而

成，目的是为美国防部高超音速测试

提供一款成本较低的飞行器，缓解其

相关试验设施成本高昂的困境。单

个“厄里倪厄斯”飞行器的成本约 500

万 美 元 ，不 包 括 火 箭 发 动 机 等 。 目

前，该公司正计划与美导弹防御局进

行第二次飞行试验。

立 陶 宛 进 行
FPV无人机训练

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

立陶宛武装部队已经开始训练士兵

使用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这

些训练课程为期两周，共 10 名士兵参

加，训练完毕后，这些士兵将返回部

队训练其他士兵。

FPV 无 人 机 是 近 年 来 出 现 在 地

区冲突中的一种无人机。这种无人

机 配 备 一 个 视 频 摄 像 头 ，可 将 拍 摄

到的视频无线传输给操作员。无人

机 通 常 搭 载 炸 药 ，可 远 程 控 制 或 自

动飞行。

据介绍，立陶宛武装部队用于训

练的无人机可以携带 4 千克炸药，在

10 千米距离上操作。其训练课目是

基于俄乌冲突中双方士兵和军队的

作战经验设定。

伊朗海军轻型
护卫舰倾覆

据外媒报道，7 月 7 日，伊朗海军

波浪级轻型护卫舰 3 号舰“萨汉德”号

在阿巴斯港维修时倾覆，仅舰体右侧

和声呐罩露出水面。伊朗媒体称，倾

倒 原 因 是“ 维 修 期 间 的 技 术 故 障 ”。

该舰在船厂码头维修时油箱进水，失

去平衡后向左舷侧翻倾覆。

伊朗“萨汉德”号轻型护卫舰服

役 仅 6 年 ，舰 长 95 米 、宽 11 米 、吃 水

3.25 米，排水量约 1500 吨；配装 4 台柴

油机，最大航速 30 节，续航力 3700 海

里/15 节。近年来，伊朗海军舰艇曾

多次发生事故。2018 年 1 月，波浪级

2 号 舰“ 达 马 万 德 ”号 搁 浅 后 沉 没 ；

2021 年 6 月，伊朗“哈尔格”号补给舰

在阿曼湾起火沉没；2021 年 12 月，波

浪级 5 号舰在干船坞中倾覆，目前正

在修复。

（子渊整理）

采用垂直起飞方式、在空中平飞的“助手”无人机（渲染图）。

“厄里倪厄斯”高超音速试验飞

行器（效果图）。

伊朗“萨汉德”号轻型护卫舰

在港维修时倾覆。

立陶宛士兵进行 FPV无人机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