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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敏文

5月 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

将花费 1750 亿美元建造“金穹”导弹防御

系统，并称此系统将在 3年内实现“全面运

转”。“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意在“保护美国

国土免受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

弹、无人机的袭击”，包括“保卫美国盟国以

及前沿部署的美国部队”，这个庞大的系统

是否可以如期建成呢？

是什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建的“金穹”导

弹防御系统，缘起以色列的“铁穹”反火箭

弹、反短程导弹系统。“铁穹”系统在针对以

色列周边哈马斯、胡塞武装及伊朗的火箭

弹、短程导弹的防空反导作战中，展示出优

良战绩，这引起特朗普的高度关注。第二次

就任美国总统后，他签署建造“美国铁穹”

系统的行政令，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

斯在 60 天内提交美国下一代导弹防御系

统的计划，以便在编列 2026年政府预算及

国防预算时，为其配置资源。

由于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是针对

火箭炮、火炮、迫击炮，以及近程无人机、导

弹的近程防空系统，而美国下一代导弹防

御系统并非是以色列“铁穹”系统的美国

版，因此，2月 25日，美国国防部决定将这

一系统命名为“金穹”系统，特朗普批准了

这一命名。

平时我们往往将防空反导视为同一

种作战行动，其实，防空作战指防备、抗

击、反击空袭的作战行动，而反导作战指

使用反导武器拦截来袭导弹或使其失效

的作战行动。提到导弹防御，自然会联想

到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战略防御倡议”

和“星球大战”计划。那么，特朗普的“金

穹”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是里根政府“星球

大战”计划的翻版吗？

首先，从系统结构上看，“金穹”导弹防

御系统计划包括 3 个层次。第一层是对来

袭目标的探测、监视、发现、锁定和预警的

传感器系统，遍布从海底到太空的各层空

间，具体有“机动目标指示器”、超视距雷

达、E-7“楔尾”预警机和“综合海底监视系

统”等，对潜艇、水面舰艇、飞机和导弹进行

探测和跟踪；第二层是对来袭导弹的拦截

和攻击的反导层，用于对配备分导多弹头、

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弹头和轨道轰炸系统的

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和攻击；第三层是

防空层，用于对来袭飞机、无人机和巡航导

弹的防空作战。

其次，从作战领域上看，“金穹”系统是

一个遍布多维空间的系统，即不仅其探

测、侦察、预警设备遍及陆、海、空、天、深

海等多维空间，而且其拦截、反击手段同

样遍布陆、海、空、天、深海等多维空间。和

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相比，它

不仅重视太空领域，更加强调多维空间的

跨域协同。

最后，从建造目的上看，“金穹”系统的

首要目的虽然是“保护国土免受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的袭击”，

但也包括“保卫美国盟国以及前沿部署的

美国部队”。事实上，在美国及其庞大的盟

友体系仍然存在，美国驻军仍然遍布全球

盟国、海外领地、属地数百个军事基地的情

况下，美国单独建设“金穹”系统并将盟国

“摘”出来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为什么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防空系统、

反导系统不是号称天下无敌吗？海湾战争

中，“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的战例，经过视

频传播，加上军火公司渲染，几乎都成了神

话。后来，“萨德”系统更是被报道得“神乎

其神”。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还要在推行国内

减税、外贸加税，削减政府预算的情况下，

花费巨资研发“金穹”系统呢？

一是特朗普好大喜功的个人风格使

然。美国总统是法定的三军总司令，在一个

任期内不搞出点动静，是不符合特朗普性

格的。在特朗普的上个总统任期内，先后将

网络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提升为一级作战

司令部，使得美国的一级作战司令部从原

来的 9个上升为 11个。但是，至今网络司令

部司令仍由国土安全部司令兼任，太空部

队的预算也仍在美国空军部内编列。毫无

疑问，网络司令部、太空司令部，和其他一

级作战司令部相比，其职、权都不可相提并

论，这是美国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特朗普此次就任总统还不到半年，已

经命名美国第六代战机为 F-47。而事实

上，第六代战机的诸多战技性能指标尚未

确定，技术和系统研制还处在招投标阶段，

F-47 能否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研制出

原型机都是未知数。但是，F-47一经命名，

就与特朗普作为第 47 任美国总统的历史

联系起来了。

二是新的空中威胁确实已经产生。当

然，特朗普建造新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想法

也并非完全心血来潮。早在他第一个总统

任期内的 2019年，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案就

要求美国军方着手研制用于导弹探测的新

预警卫星，以及能够从太空摧毁弹道导弹

的武器。2024年 7月，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

表示，他若再次当选，将下令建造类似以色

列“铁穹”系统的防空系统来保卫美国。

新的空中威胁至少有高超音速导弹和

无人机群。早在 2018 年俄罗斯成功试射

“先锋”高超音速导弹之后，俄罗斯总统普

京就声称“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撕开世

界上所有的防空和反导网，精准打击预定

目标。2022 年 3 月 19 日，俄罗斯就声称向

乌克兰发射了一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此后，俄罗斯在实战中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

还有“锆石”和“榛树”。高超音速导弹的出现

并用于实战，无疑给现有防空反导系统提

出了新的挑战。

三是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确实存在短

板。美国现有的较为著名的反导系统是陆

基的“爱国者”和“萨德”。其中“爱国者”主

要用于拦截并摧毁各种高性能飞机、战术

弹道导弹及低空巡航导弹，拦截高度与距

离通常不超过 100千米。这是一款侧重于在

近距离内快速响应和拦截的导弹，“爱国

者”在具体使用上主要用于野战防空反导。

“萨德”主要用于拦截并摧毁高空飞行

的弹道导弹，包括在中远程导弹的末段飞

行阶段进行拦截，拦截高度可达 180 千米

以上，拦截距离则可超过 300千米，特别擅

长在导弹的末段飞行阶段进行拦截，“萨

德”在具体使用上主要用于要地防空反导。

海基的“宙斯盾”反导系统体现了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科技水平。2024 年 4 月，

美国导弹防御局称，将对该系统进行集成

太空目标跟踪能力的改造，这客观上暴露

出美国现有反导系统技术落后的问题。

除此之外，海基的“宙斯盾”系统和陆

基的“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都是独立开

发、各自为战的系统，相互之间没有网络链

接，现代条件下，它们显然无法有效应对高

超音速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超音速战斗

机、无人机集群等复合型空中威胁。

而设计中的“金穹”防空反导系统，不

仅整合“爱国者”“萨德”“宙斯盾”防空反导

系统的设备和技术，还构建包括新的预警

探测卫星、预警机、海基雷达网等组成的侦

察探测网，包括部署在从太空到深海的火

力摧毁网络系统。简要地说，“金穹”系统就

是为了实现防空反导从导弹对导弹的点对

点探测、拦截、摧毁，到反导网对导弹、无人

机群的网对群的探测、拦截和摧毁。

能成吗

就现在的预想而言，“金穹”系统的目

标宏大，能否实现预想目标、达成预定目的

还存在不确定性。从过去的事实看，美军凡

是需要跨多部门协调的计划都会遭遇巨大

阻力。如美军各军种信息系统的一体化，从

“武士 C4I”计划，到全球信息栅格计划，真

正的一体化至今没有实现。从现实情况看，

“金穹”系统计划至少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技术并未成熟。“金穹”系统已经

具备一定的技术和装备基础，例如，预警机

是“金穹”系统多维空间预警网络的空中部

分，美国空军计划以新研的 E-7“楔尾”预

警机取代已经服役数十年的 E-3“哨兵”预

警机。E-7“楔尾”预警机已经基本完成研

制，并在美军与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盟

国的联合军演中投入使用。

但是，更多的技术尚在研发之中。例

如，“金穹”系统预警网络的核心是天基部

分，它是跟踪和拦截高超音速导弹、隐身快

速变轨机动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美国导弹

防御局和太空军正探索的新技术，包括空

间传感器和拦截器。美军计划在 2029年年

底之前将超过 450 颗新型卫星送入轨

道。然而，尚有大量技术难题有待突破，

尤其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

助推段探测和拦截技术。

二是资金缺口很大。特朗普政府预

计投入 1750 亿美元建设“金穹”导弹防

御系统，其中 2026 年预计投入 250 亿美

元，照这样的力度，想要 3年完成“金穹”

系统的建造就不太现实。特朗普声称

2026 财年军费投入将超万亿美元，但

“金穹”系统也仅列入 250 亿美元，只有

计划中 1750亿美元的 15%不到，后面两

年要将年度军费投入增加到多少，才能

在“金穹”系统上再补足其余的 85%？

三是盟友合作前景不乐观。防空反导

天然需要盟友合作，美国 20世纪 50年代

建成的第一个防空系统“赛其”系统，就是

和远在欧洲的盟国联合完成的。因为只有

在欧洲设立预警雷达网，提前发现来袭的

导弹和战机，才能为美国本土争取尽可能

多的预警、防空准备时间。但是，现在特朗

普将关税大棒无情挥向包括盟友在内的

多数国家，推卸协防盟国的责任，甚至扬

言退出北约，已经寒了盟友的心。

总的来说，正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

员会新兴威胁与能力小组委员会成员蒂

姆·谢伊所言，尽管“金穹”系统计划得到

特朗普政府和国防委员会的力挺，但各

方对该计划的复杂性和潜在成本仍缺乏

充分认知。至于最后结果，也许会在现有

计划的某些部分获得进展，但完全如愿

几乎没有可能性。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
学院）

美国为什么要建“金穹”导弹防御系统
□ 邓 茺 张东杰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组织

所属潜水员在南海某海域，开展为期多天

的大深度潜水训练。

训练现场，该支队救生打捞船南漪湖

船两舷潜水战位，3 名即将下潜的潜水员

在号手的辅助下正快速穿戴装具，红色潜

水服紧紧包裹住他们健硕的身体，然而沉

重的潜水装具和身后的各种管线让他们

“步履蹒跚”。

此次训练，南漪湖船辗转多个海域，模

拟不同的战场救援环境，针对性设置水下

课目，锤炼潜水员遂行大深度潜水救援任

务能力。

“报告，三号战位着装完毕。”“好，潜水

员走向潜水梯。”现场潜水监督李刚口令坚

决果断。右舷三战位潜水员郭山林乘坐潜

水梯缓缓下降，入水，检查气密。报告水下

感觉、报深度、压缩空气啸叫声此起彼伏，

现场忙而不乱。

李刚根据潜水进度不断下达口令，适

时地提醒现场号手听清潜水员水下对话、

掌握水下状态。在支队的潜水员队伍中，李

刚是出了名的严格：“潜水事关任务成败，

也关系潜水员自身安危，来不得半点懈

怠。”李刚是 480米饱和潜水亚洲纪录的保

持者，多年来参加数十次重大任务，从潜水

员到指挥员，他深知下潜就是战斗，穿上这

身潜水服，就要向深海的黑暗和未知发起

冲锋和挑战。

李刚所在的支队作为南海方向重要的

一支海上防险救生力量，援潜救生、水下沉

物打捞是他们的核心使命，潜水员则是援潜

救生的中坚力量。近些年，看着支队新晋潜水

员不断拔节成长，在一些重大演训和救援任

务中崭露头角，李刚非常欣慰。

此时下潜到 80米深处的郭山林，就是新

晋潜水员中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入伍两

年，他从众多潜水员中脱颖而出。沉稳细致

是战友和领导对他最多的评价，而这恰恰也

是成为优秀潜水员的必备素质。

“报告，供排气管连接完毕。”水下电话

传来郭山林尖锐的氦语音声音。这是氦氧

混合潜水的特征——呼吸气体中混合一定

比例的氦气，以确保潜水员身体安全，这也

导致人说话声会变得尖锐模糊、晦涩难懂。

此时其余战位潜水员相继完成各自的

作业任务，一时间各种信息汇总到指挥组，

为后续“救援”提供信息支撑。

“准备上升至第一停留站减压米，用

时 5 分钟。”李刚对郭山林的成绩很满意，

从水下电视能清晰地看到郭山林的水下

动作。“他是这个深度训练中水下操作最

流畅的上等兵，很难得。”李刚给予他很高

的评价。

下潜容易上升难，难的是精准控制减压

时间，难的是潜水员要在水中停留减压数小

时，单独面对水下的孤寂，还要对抗身体的疲

劳，这也是大深度潜水的挑战和难度所在。

“减压不当会对潜水员的身体造成不

可逆转的伤害，甚至危及生命。”潜水军医

张庆元正聚精会神地汇总记录郭山林的各

种减压数据，他的职责就是制订潜水减压

方案并按照程序严格执行，减压过程中随

时监测潜水员的生理指标。

此时的郭山林正抓住入水钢缆“悬挂”

在水中，第一站停留减压后，呼吸气体换成

正常的压缩空气，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然

而长时间的停留使他手脚有些僵硬，行动

变得更加迟缓。

“水下的每一秒都是淬炼，练胆量、练

耐力、练抗压……挑战身体极限，打破自己

的深度纪录，才能潜得越来越深。”李刚看

着水下电视屏幕说。

“潜水员出水！”经过漫长的减压，郭山

林快速爬上潜水梯，随后在号手的帮助下

褪去潜水装具，快速走进加压舱再次进行

水面减压，潜水头盔呼吸罩在他额头上勒

出一道深深的勒痕，那是潜水员突破自己

深度纪录留下的印记。

潜向深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胡 强

海拔 3600 多米的雪域高原，晨曦初

露，西藏军区某部考核场上引擎轰鸣，来自

四川、青海、西藏等地的 100余名保障尖兵

整齐列阵，在这里展开为期两天的行业专

业考核。

5月 19日至 20日，西藏军区某部组织

所属单位 11 个专业领域近百名骨干开展

重点行业专业考核，通过“理论笔试+实操

演练+日常评估”三位一体模式，全方位检

验高原保障官兵实战能力。

这是一场托举战力的能力比拼，该

部领导表示：“战场需要什么，考核就练

什么！今天比的是手上功夫，更是脑中的

打赢意识！”

冻土上开出钢铁运输线

三级军士长余小启俯身调整运输车胎

压时，指尖在金属表盘上短暂停顿。他敏锐

地注意到，2.8kPa 的数值比平原标准低了

0.3，这个细微差异是他在高原行车 12年形

成的肌肉记忆。与平原驾驶不同，在海拔

3600米的高寒地带，任何细微的操作都可能

影响一支车队的安全。这次驾驶专业考核正

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连续急弯的“N”形

路、“S”形路间灵活穿梭和模拟爆胎特情等

课目，考验着 10余名汽车兵的实战能力。

运输车引擎的轰鸣声中，二级军士长

马冠强单手握住方向盘的动作引起考官的

注意。他的右臂保持着 15 度夹角，这是高

原行车手册里未记载的经验——海拔超过

3500米时，转向助力衰减会让常规握姿偏

移 2厘米。

行车过程中，右后轮突然泄气的警报

响起，马冠强立刻刹车并拉好手刹，与此同

时，拇指已扣紧千斤顶，随后跳下车辆。右

后轮还在震颤，卸胎扳手在螺栓上划出火

星，新胎入位的闷响与备胎架复位声几乎

重叠——这套行云流水的动作，曾让他在一

次暴风雪的山路上救下整支车队。有一年

的演训任务，4辆运输车被困狂风暴雪中，

正是他在低温中用同样的节奏完成抢修。

相邻考区的 90度急弯处，余小启的左

脚悬在离合器上若即若离。车载海拔仪跳

至 3600米时，他突然松开踏板 0.3秒，利用

惯性让 10吨重的运输车滑过弯心，后视镜

边缘与标线仅差不到 3 厘米。一边擦拭着

挡风玻璃上的灰尘，余小启一边解释说，

“发动机功率衰减 18%不是数字，而是手上

多转的 5度方向。”

这是实战总结出的经验，一级上士黄

凯同样深有体会。在车辆检修区，他测试改

良版防滑链，特意将钢丝帘线编织的衬垫

扣上轮胎。这是因为传统链条在零下 25摄
氏度会脆化断裂，而嵌入轮胎材质的网状

结构能承受更强冲击力。

这一特殊设计来源于雪崩抢险的经

验，类似情况在该部还有很多。在运输投送

处潘保林助理员的记录本上，罗列了 20多
条类似的高原“土发明”：双刻度胎压表的

红色指针标注着不同海拔修正值，磁吸固定

的血氧仪能监测颠簸中的生命体征，紫外线

防护后视镜则降低了强光下的误判率……

在考核现场的数据墙上，两组曲线延

伸向相反的方向——一条蓝线记录着官兵

们采集的 1000余组海拔功率衰减数据，一条

红线则代表近 5年高原运输任务的伤亡率。

“精密操控对战时投送至关重要。”该

部领导说，这是一代代汽车兵在高原钢铁

运输线上积累出的驾驶本能与打赢本领。

三尺灶台考出保障硬功

清晨 5点，炊事操作间已亮起灯光。二

级军士长闫洲杰站在案板前，左手按住

土豆，右手上的菜刀快速起落，案板上响

起密集的“哒哒”声。案头计时器的数字

不断跳动——这名有着 20 年炊事经验的

老兵，正在为马上到来的烹饪专业考核做

最后冲刺。当天，他和二级上士甘书宇要在

90 分钟内完成小鸡炖蘑菇、青椒土豆丝、

蒸包子 3 项考核，这是该部推动后勤保障

向实战化转型的重要尝试。

去年秋季的一场演练，至今让闫洲杰

记忆犹新。当时他负责的野战炊事班因展

开炊具超时 30秒，导致热食未能及时送达

训练场。“看着战友啃压缩饼干继续冲锋，

比挨批评还难受。”自此，他的作训服口袋

里永远揣着计时器，切配、烹制每个环节都

要反复掐表。

300 米外的野战炊事训练场，甘书宇

正蹲在野战炊具旁调整火力。这名擅长大

锅菜的上士为了适应考核中的小锅精细烹

饪，多次向驻地酒店厨师请教火候控制。

“蓝色火焰温度最高，泛黄就要调整进风

量。”他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详细

记录着不同灶具的操作参数。考核组组长

温涛介绍，此次评分标准新增“单兵作业时

效”“野战炊具故障处置”等指标，要求炊事

员具备独立完成全流程作业能力。

9时 30 分，考核哨声响起。闫洲杰的

刀刃贴着土豆表皮飞旋，削出的薄皮连

成长条。隔壁操作台的甘书宇正在称量

面粉——每笼包子必须保证 10个。现场随

机抽选的 10名官兵担任“战场食客”，他们

不知道哪道菜出自哪个炊事员之手，只能

根据色香味和口感打分。

意外在考核过半时发生。甘书宇的鼓

风机突然停转，青椒土豆丝灶台的火苗骤

然减弱。只见他迅速抽出送风管，抄起钢板

人工送风，眼睛紧盯锅底火焰变化。评委组

没有暂停计时，这种突发状况正是考核设

计的环节。“过去太依赖设备，现在必须掌

握最原始的保障手段。”甘书宇的作训服后

背已被汗水浸透，但锅里的土豆丝依然保

持着爽脆口感。

考核接近尾声，闫洲杰掀开蒸笼，10
个包子在笼布上整齐列队。甘书宇做的小

鸡炖蘑菇香气弥漫，“战场食客”们用筷子

轻轻一戳，鸡肉便从骨架上滑落。这些看似

平常的成果背后，是闫洲杰每天凌晨即起

练习刀工的坚持，是甘书宇在模拟鼓风机故

障情况下反复训练的记录——3个月来，他

的人工送风训练时长累计超过 60小时。

硝烟中淬炼生命守护者

在医疗考核现场，中校医师张旭背起

挎包水壶，手拿 95 式自动步枪，在模拟炮

火声中冲向 300 米外的“伤员”。顾不上作

训服被铁丝网划破、手肘渗出鲜血，这名拥

有十几年兵龄的军医始终将止血钳紧攥在

手中——前方灌木丛中，“伤员”的右股动

脉破裂伤正喷溅出模拟血液。

“敌无人机过顶！”张旭听到通报立

即扑进堑壕，以低姿匍匐穿过 20 米障碍

区。考核组记录显示，他在剧烈喘息中完

成的股动脉结扎操作，止血带压力值与

大纲标准误差不超过 3%。该部卫生处助理

员汤伟抓起沙漏计时器感慨：“从发现伤员

到完成处置，7 分 28 秒的成绩比去年快了

两分钟。”

同一时间，上校医师次仁云丹正在考

核区西侧挑战另一个极限。这名有着 10多
年高原驻训经历的军医，专门选择狂风暴

雨后紫外线最强时展开战术救护。“高寒山

地作战，紫外线强光会影响静脉穿刺精

度。”他摘下被汗水浸透的战术手套，徒手

在模拟伤员肿胀的手背上寻找血管。

夕阳西沉时，考核组亮出成绩单：两

人总评均超过 90 分，但各自也暴露出短

板——张旭在染毒环境防护操作中超时

12秒，次仁云丹的战术动作被扣 5分。该部

领导在医疗专业考核总结时指出：“卫勤保

障力直接关系战场存活率，必须用打仗标

准倒逼能力升级。”此次考核优良率较去年

同期有所提升，但仍有极少数参考人员因

敌情意识欠缺被扣分，训战衔接还有很大

的改进空间。

历时两天的考核结束了，11名参赛官

兵站上领奖台，获得“保障尖兵”荣誉证书。

赛后他们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更忙了，有的

将战伤救护流程分享给卫勤官兵学习，有

的帮着战友分析变速箱拆装录像，还有军

建专业文职人员正利用三维建筑模型，模

拟 8级地震下的应力分布……

“保障尖兵用双手托举的，不仅是专业

技能的高峰，更是面向未来战场的保障力

新标高。”该部负责此次专业考核的领导总

结说，“现代战争打的是体系，保障力必须

跑在战斗力前面。在雪域高原，保障力与战

斗力始终同频共振。”

用保障力托起战斗力

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地靶实弹训练。图为飞行员驾驶战机发射火箭弹，对地面目标发起攻击。 崔保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