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意见 

相关报道 

编辑热线 

各期杂志 

  

MODERNSHIPS2000.6

 美国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陈雪松 

最近，美国一些著名报纸和期刊的专栏作家纷纷写文章，赞成将装备
“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军舰用于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作为设想中
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将会成为设在
阿拉斯加及北达科他州的陆基反导系统与设想中的空间导弹防御系统
之间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到底什么是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呢？ 

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一种以军舰为作战平台的导弹防御系统，是
以海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ＮＴＷ）为基础而加以改进的防御体系。
ＮＴＷ防御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战斗区域，它为战区反导系统提供了最
大的防御空间，可以在高空实施导弹拦截。 事实上，在弹道导弹上升
段实施拦截的海军战区导弹防御将会有以下好处： １  减轻生化武
器爆炸引起的“地面效应”； ２  将拦截范围扩大至战区范围， 
能大大增加防御区域内的可跟踪目标； ３  可以进行陆上拦截，
从而将以色列和日本等全球战略地区纳入海军导弹的防御范围； ４  
提供再拦截机会。 

因此， 要对现有的 “宙斯盾”舰队进行改进，进而发展成舰基国家
导弹防御系统，必须提高拦截导弹及其战斗部的性能，改进战斗管理
／指挥、控制、通信系统， 研制性能更为先进的雷达。此外， 还必
须将“宙斯盾” 型巡洋舰和驱逐舰部署在预想的弹道导弹路径上。 
但是， 要想研制成功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不是像有些人宣称的那
样简单、 迅速、 廉价，因为舰基国家导弹防御在战略防御应用中主
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性。 

一、技术水平有限 

首先，与海军战区反导系统相关的技术要求纷繁而复杂。要想成功地
拦截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就必须能够把拦截导弹以足够大的初速发射
至外大气层。 现在的海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使用ＳＭ－３型导弹，
但这种导弹的防御能力有限。它虽然在拦截中程或短程（即战区级
别）导弹时表现尚佳，但不太可能成功地拦截一枚性能先进的洲际弹
道导弹。而舰基国家导弹防御需要的这种高速拦截导弹现在还没有问
世。 

其次，拦截导弹的战斗部还需要非常敏感的红外传感器、精密转向和
姿态控制系统、 重量大而且坚硬的杀伤装置以及与改进后“宙斯盾”
军舰相联络的系统。直到现在， 杀伤装置既没有研制也没有资金支
持。把海军战区导弹防御Ⅱ型拦截系统中的ＳＭ－３型导弹改进成用
于战略防御的舰基国家导弹防御导弹将是工程技术上的一大难题。 

第三，ＡＮ／ＳＰＹ－１型雷达的现有性能难以满足舰基国家导弹防
御的要求。这种雷达从未用于弹道导弹搜索，因此需要改进以实施对
高速目标的侦察、识别和大气层外拦截。现在设计的洲际弹道导弹在
外大气层飞行时能够释放干扰物，雷达要是不能分辨来袭目标与干扰
物，那就将使任何拦截这类导弹的计划失败。美国国会已经意识到了



 

对于这种高性能雷达的技术要求，因此在《１９９９财年授权法案》
中同意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改进ＳＰＹ－１型雷达，这表明海军的弹
道导弹防御计划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美国国会和政府能否在
未来几年内为雷达和相关武器控制系统的改进投入资金将决定这种雷
达的研制能否成功。 

第四，如果将传感器和战斗管理／指挥、控制、通信系统（ＢＭ／Ｃ
３）应用到作战系统当中，就可能不需要ＳＰＹ－１型雷达进行弹道
导弹的搜索与拦截了。而要想迅速准确地分析远程卫星数据、敌情报
告以及有关目标的最新情况，就需要对舰载ＢＭ／Ｃ３系统进行较大
范围的改进。 因此， 这将会改变目前 “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配置， 
尤其是 “宙斯盾”的指示、 指挥、 决策系统以及武器控制系统计算
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与 “宙斯盾” 作战系统联网的外部
系统的发展情况。 

第五，卫星信息必须实行野战化向舰载反导防御体系的火控系统提供
作战数据，在技术上支撑整个舰基反导防御武器系统。卫星对整个舰
基国家导弹防御的支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独特的协作需要将
会成为一大限制因素。比如，如果卫星系统的研制没有与舰载武器的
研制同步发展，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御系统便可能会大打折扣。 

最后，舰基国家导弹防御将脱胎于海军战区防御系统的Ⅱ型拦截系
统，即现在ＮＴＷⅠ型拦截系统的改进系统。按规划，Ⅰ型拦截系统
最早用于实战是２００７年，Ⅱ型拦截系统要想用于实战将会更晚，
有人估计最早也要到２０１０年。舰基国家导弹防御并不能在短期内
实现。 

二、作战体系和部署限制 

美国海军只是在最近几年的航母战斗群作战中才开始考虑弹道导弹防
御的问题。首次航母战斗群规模的弹道导弹防御演习是１９９４年的
“小鹰”号航母战斗群演习。在演习中，仅仅在“提康德罗加”级
“宙斯盾”巡洋舰“文森斯”号、“考佩斯”号和“小鹰”号航母之
间简单地进行了建立跟踪管理和相关报告通信传输演练。美海军虽然
已经把弹道导弹防御的概念运用到了作战任务当中，但也仅仅是战区
级别的作战。作为一个战争共同体，美海军没有深入探讨未来战略规
模的舰基防御问题，其作战水平总体上来说只是比其他部队稍微先进
一点。美海军需要制定在航母战斗群作战的背景下实施国家导弹防御
计划的训练方案，通过从这些训练方案中吸取经验，水面舰艇将能够
形成一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术，而这套战术最终将为国家战略导
弹防御学说奠定基础。 

舰基国家导弹防御将需要加强美国海军与其他部队，尤其是与空军及
其他国家和盟国间紧密联系。在联合武器弹道导弹防御中， 几乎可以
肯定以色列和日本将是未来舰基导弹防御系统的受益者。 美海军也许
还会同韩国以及北约其他一些先进国家在数据链和导弹跟踪报告传输
通信等方面进行合作。 这些盟国的协防也许会帮助提高美海军舰船的
拦截能力， 扩大美国海军对弹道导弹甚至洲际弹道导弹的再拦截范
围。 美海军必须在现有联合武器作战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以充分利
用盟国能够提供的条件。然而今天， 美海军的思维却被限制在一般意
义上的联合武器学说以及特殊意义上的联合武器弹道导弹防御学说
上。 未来的联合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非常需要进攻性战略， 以便在武
器系统研制出来之前形成一套理论。因此， 美国海军现在就必须考虑
国家导弹防御战略的实施问题， 一旦美国政府认为舰基国家导弹防御
系统是可行的，美海军就可以马上开始实施。 

另外，作为专门战略防御力量而进行巡逻的“宙斯盾”级军舰的数量



需要增加。有人提议装备４到９艘，但这个数字需要以模拟为基础，
并且还需要进行研究。然而无论是几艘， 用于优化传感器覆盖范围和
拦截范围而配置的舰艇必须部署在洲际弹道导弹路径上，将交叉方向
和角度减少到最小，达到再拦截的最大概率。例如，在保卫美国西海
岸时，假设面临来自亚洲的威胁，那么就需要在北太平洋部署一批舰
艇。 北太平洋是美国海军到达日本的必经之地，但他们目前却很少在
那里巡逻。 

美国的水面舰队曾经一度由于前苏联的解体而被限制在海岸附近，现
在，它们又回到了不冻水域。在特定地区和一定时间内保持军舰存在
的需要也许会导致部署计划改变，导致决策者重新考虑海军现在的航
母战斗群结构，改变通常的巡逻地区，减弱或调整配备有“战斧”巡
航导弹军舰的火力装备。此外，航母战斗群还要处理其他一些情况，
如战术和战役规模的反潜战、大范围的反水面舰艇作战、地区防空指
挥作战以及特遣部队联合作战等。如果多功能舰船不能参加传统的航
母作战群，那么这些作战任务将难以完成。 

三、 费 用 高 

近几年，美国海军一些人士以及一些政策分析家公开宣称， 美国能够
在３到５年内、 用花费３０到４０亿美元的代价建成一个切实可行的
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然而，这种说法与美国国防部 “弹道导弹
防御组织” 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不一致。该报告认为，要想在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财年内把海军战区防御系统升级至战略运用的水平， 比较
准确的总费用将是１６０亿美元左右： 

９７财年用于陆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研究、发展、试验和评估）的
采购及军事建设费用估计在１３０到１４０亿美元之间。相应地，能
够保护全部５０个州并能独立运行的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估计要花
费１６０到１９０亿美元（这是大概的估算，包括３到６艘“宙斯
盾”型军舰ＤＤＧ ５１的费用以及预算中未包括的用于改进导弹的７
亿美元）。 
——摘自１９９８年５月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舰基国家导弹防御
系统的应用》 

现在，美国海军战区导弹防御Ⅱ型拦截系统仍然是一个概念性计划，
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也没有防御采购委员会的审查。因此，美国海
军必须要考虑投入比实际作战更高的费用。 

四、有关条约限制 

反导条约是美国与前苏联于１９７２年５月签署的，旨在控制反弹道
导弹系统的研制，它规定美苏均不得在本土部署全面国土反导体系，
并不得在外国领土上部署反导系统。其中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各方
都不得发展、试验或者部署舰基、机载或机动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或
者部件。”这就是说缔约国均不能使用军舰去实施反导系统的作战部
署。 虽然现在看来海军战区导弹防御符合该条约的精神， 但是随着
该系统服务于战略目的的潜力越来越大， 海军战区导弹防御将很有可
能使美国违反这一条约， 除非对条约的部分内容做修改。因此， 美
国与俄罗斯就有关战略武器问题重开谈判，讨论修改反导条约的可能
性，达到为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扫清障碍的目的。此外， 该条约不
光限制美国，将来日本用于战略目的的 “宙斯盾”级驱逐舰也可能会
被认为违背该条约，这也会与有关条约国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产生矛盾。 

美国海军部署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受到制约的另一个因素是《纽约
分界协定》，这个协定将拦截导弹的初速（全称为“主动段终点飞行



关闭本页  

  

  

©现代舰船电子版    现代舰船杂志社 

速度”）限定在每秒３千米以内，而用于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高速拦
截导弹初速超过每秒３千米，这将违反该协定。因此，如果美国要部
署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必须在《分界协定》上与其他条约国讨价
还价。 

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５日，美国举行了一次弹道导弹研讨会。会上，当
时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阐述了他对于未来弹道导弹防御的设
想：① 空间传感器提供火控信息以帮助拦截敌方导弹；② 海军舰船
建立起导弹防御前沿；③ 联合部队作战将采用美国最先进的军事技
术；④ 美国的城市对于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不再脆弱不堪。 

虽然现在美国战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赢得了国会两党的一致支持，美
国的“海军主义”、“前沿部署”和“力量投送”等传统战略以及先
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也使美国的舰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这
或许会把美国海军推向弹道导弹防御的最前沿。但是，舰基国家导弹
防御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将使该计划的研制与实施困难重重。美
国要想维持军事优势、谋求战略制高点以达到独霸全球的目的也不会
轻易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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