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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现代化进程和装备采购计划，一直采取了

和美国空军一样的传统做法，即走“高低”搭配的路子。中国空军的前线战斗机和

战斗轰炸机部队陆续装备了先进的苏―27(单座)和苏―30(双座)，这两种机型使用

的都是俄罗斯“土星”公司生产的推力为 12.5 吨的 AL―31F 型发动机。不久之后，

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战机行列将再添新兵：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生产的歼―10。这

款据称绰号为“前卫”的单发动机新机型比上述苏霍伊战机的尺寸要小，但采用的

是相同的发动机。 

    美国空军当前装备的重型战斗机是双发动机的 F-15C(单座空优型战斗机)和 F-

15E(双座战斗轰炸机)，二者使用普惠公司生产的推力为 13.2 吨的 F100 型发动机。

而轻型战斗机则为单发动机的 F-16，使用的发动机则有 F100 和通用公司的 F110。

采用同样“高低”搭配战机结构的还有俄罗斯空军，但是中国空军却是在除了美国

空军以外，惟一能够负担采购新型“高低”战机的军队。  

    项目发展历史  

    歼-10 的项目验证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当时由成都飞机公司和第 811

飞机设计所基于流产的歼-9 型战斗机进行设计。原歼-9 项目是为设计一种速度达到

2.5 马赫带鸭翼的三角翼空防型战斗机，其作战目标是原苏联的米格-29 和苏 -27。

初的计划要求，后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 1988 年重新将这款新型战斗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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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在一种采用新技术的中型多用途战斗机上，以替换中国空军庞大的歼-6、歼-7

和强-5 机队，并有效应对当时同类型的西方战斗机。  

    虽然中国和以色列官方都否认双方在新型战斗机的研发上进行了合作，但普遍

的猜测认为，在美国于 1987 年向以色列施压，促其放弃了国产“幼狮”战斗机项目

后，以色列将该项目的先进研究成果转让给了中国。并且，非官方的中国媒体也声

称歼-10/“幼狮”确实从一开始就是中以两国的共同研究项目。但是，考虑到两国

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歼-10 与“幼狮”不同的作战需求，似乎又不能肯定双方存在过合

作。因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空军追求的是空防型战斗机，而“幼狮”的设

计重点是对地攻击，空战能力只是其次要考虑。同时，中国新型战斗机的设计尺寸

要大于并重于“幼狮”，以充分利用其推力为 12.5 吨的发动机。“幼狮”采用的发

动机是推力为 9.4 吨的普惠 1120 型发动机。除了以色列的“贡献”，装备了 F-16A

的巴基斯坦空军也有可能向中国提供了部分先进技术信息  

    歼-10 的首架原型机可能于 1996 年中期就首飞了，而中国官方报道的首飞日期

是 1998 年 3 月 23 日。但实际上，在后一个日子上天的是经过重大改进的 3号原型

机。为向项目发展提供样机，共生产了五架供飞行测试的原型机(机号 1003-1007)

和两架地面测试平台(机号1008-1009).两架预生产型歼-10中的首架于2002年 6月

28 日首飞成功。  

    从 2003 年 2 月开始，至少七架(机号 1010-1016)，也可能是 10 架预生产型歼-

10(可能没有装备雷达)陆续提供给了中国空军。其中的几架目前正由中国空军的作

战部队进行作战测试和评估，而其余的几架则留在位于陕西阎良的中国空军试飞训

练中心用于 后的项目发展阶段。  

    据报道，歼-10 的飞行测试于 2003 年 12 月全面完成，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首



批 50 架歼-10A 可能已经开始生产。首个装备歼-10 的战斗机团(可能归驻中国西南、

印度当面的第44航空师)将于2005年底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估计中国将生产至少300

架歼-10，但这一数量仍只能是其空军装备的数千架歼-6、歼-7 和强-5 中的一小部

分。据称，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的歼-10 月产量为两架。  

    作为单座歼-10A 基本型的补充，一种双座的改型(歼-10B)也于 2003 年 12 月进

行了首飞。改进机加长了机身，以容纳后座舱和增大机内油箱的载油能力。改型机

的外观特征表明该机并不是教练机，而是意在发展一种新的打击型战斗机，或者是

歼-10 的电子战和防空压制型号。  

    和印度的“光辉”一样，中国也计划发展新型战斗机的海军型(歼-10C)，。据

称，中国海军更希望装备一种双发动机舰载战斗机。因此，歼-10 有可能重新设计，

并使用两台俄罗斯克里莫夫公司的 RD-93 型发动机。考虑到海军型战斗机的采购量

有限，因此该方案无疑效费比欠佳。中国海军为此更倾向于使用俄罗斯的苏-33。 

    除了满足中国空军自身的需求，歼-10(外销型)极有可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找到

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从目前来看，中国没有将歼-10 推向国际市场的明显迹象，该机

也没有在国际航展上露过面。  

 总体布局  

    歼-10 沿袭了“幼狮”式战斗机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设计时的气动布局，

但为了满足中国空军的要求而进行了修改，采用了中国新型战斗机 初设计时的

大尺寸和大重量。  

    在对“幼狮”战斗机的近耦合鸭式布局进行改进之后，歼-10 放弃了“幼狮”

的水平尾翼，而采用大三角翼加鸭翼布局(翼展比后者长一米多，翼面积增加 

15～18%)。但同时，歼-10 保留了“幼狮”(还有瑞典的“鹰狮”)采用的活动翼



面技术：外翼前缘为机动襟翼，固定内翼在全动鸭翼的配合下产生绝佳的气动性

能。常规飞机的水平尾翼位置被三角翼后缘的四块活动副翼所占据。翼尖部分没

有设置用于轻型空空导弹的挂架，这一点与“幼狮”和“鹰狮”不同。  

    歼-10 布局 为称道之处是它的翼身融合。通过精心设计主翼与机身中部结

合处的曲面，既增加了机内容积(用于载油、装备，以及为尔后发展预留空间)，

也有效利用了它带来的空气动力增升效果。主翼后部机身两侧没有安排其他结

构，这再次体现了翼身融合的设计理念，只是在尾喷管前端机腹下加装了两片外

斜腹鳍。这两片腹鳍用于战机大迎角飞行时，配合高大的垂直尾翼保持飞机的稳

定性。与“幼狮”相同的是，歼-10 也设计了四片减速板，其中两片位于机身上

部主翼后方，其余两片仅位于机尾下部腹鳍之间。  

    除了机翼，歼-10 与“幼狮”的另外一处重大不同在于进气道。“幼狮”的

进气道与 F-16 类似，为固定几何形状。而歼-10 采用的是带中心激波锥的二维

可调式进气道，这种带调节板的进气道布局与 F-4“鬼怪”Ⅱ有些类似。只是歼

- 10 将“鬼怪”的进气道平移至机腹下，由调节板(位置在边界层分离板的后方)

构成进气道的前部，这为发动机提供了不同飞行状态所需的气流，更加适合高性

能空空作战。此外，可调节进气道所增加的高效整流压缩能力(在 1.5 马赫时为

5%，在 1.8 马赫增加至 15%，在 2马赫时为 25～30%)极大地提高了飞机超音速飞

行时的发动机推力，从而使飞机获得更好的爬升和高速性能。这种进气道布局的

不足主要包括隐身效果欠佳(这也是所有机腹进气道布局飞机的通病)、重量偏大

且结构复杂(F-16 为此增重 80～100 公斤)和生产费用增加，同时调节板的动力

和调节系统还加大了飞机的维护负担。  

    适合超音速飞行的气动布局、强劲的发动机和可调节式进气道使歼-10 大

速度能够达到 2.2 马赫，大于“幼狮”宣称的 1.8 马赫。歼-10 的高超性能集中

于空空作战，因此无论是执行空防还是截击任务都将是一把利器。  



    考虑到中国明显地将美国战斗机视为其主要空中威胁，加之美国的战斗机设

计一直强调夺取空中优势的能力，因此不难理解中国要将空空作战能力(包括进

攻和防御)视为其战斗机发展的主要需求。同理，歼-10 在结构设计上强调机动

过载要达到 9G(所有 新型战斗机都追求的目标)，这无疑体现出中国空军要求

这款新型多功能战斗机要在制空作战中技压群芳，至少要达到 F-16 新型号的

性能。  

    歼-10 为放宽静稳度设计，并采用四余度线传飞行控制系统。这是中国战斗

机首次采用这种当前 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中国空军使用一架经过特殊改制的

歼-8Ⅱ技术验证机测试经过重新设计的线传飞控系统，这显示出歼-10 的线传飞

控系统应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产物。  

    至少歼-10的首批生产型将采用久经考验的俄制AL-31FN涡扇发动机。苏-27

家族也采用了 AL-31 系列发动机，不过 FN 型增加了一个经完全重新设计的检修

舱。这一检修舱的设置是标准的俄式风格，在 初的 AL-31 型号中位于发动机上

方，还包括部分压气机上部机壳的外侧位置，但 FN 型的检修舱则调整到与西方

战斗机发动机检修舱同样的位置，位于发动机和压气机下部机壳外侧的位置。  

    除了歼-10 原型机和预生产型使用的发动机外，据称俄罗斯于 2001 年一次

性向中国提供了 54 台 AL-31FN(另有渠道报道说是 100 台)。这些发动机用于首

批生产型歼-10。但俄罗斯拒绝向中国提供该型发动机的生产许可证。基于这个

原因，中国正在研制可以替代 AL-31FN 的国产发动机。不过，即使所有的歼-10

都将使用 AL-31FN，中国也将寻求一种更加先进的改型，其 重要的技术要求当

是配备轴向 360 度矢量喷管，以提升飞机的机动性能和发动机与机身有效配合带

来的推进效能。这种发动机曾经在 1998 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露面，俄罗斯明显

是领会到了中国对发动机的潜在兴趣。实际上，被西方奇怪地忽视了的发动机矢



量控制技术却在亚洲得到了广泛欢迎，它首先被印度空军装备的战斗机采用，接

着是马来西亚，而现在可能是中国。  

    把目光投向未来，中国可能 终采用“土星”公司的 AL-41 型发动机。目前，

该型发动机正在为俄罗斯下一代的战斗机进行研制。AL-41 的体积可能与 AL-31

相同，但推力要增大 30～40%。因此，AL-41 可能成为未来歼-10 型号的潜在选

择，并使其具备与同在概念验证阶段的 F-16Block60 相同的作战能力。  

    目前，强劲且省油的 AL-31FN 为歼-10 在空战中发挥高超性能提供了有力支

持，使其无论是在高速、大爬升率飞行，还是在大过载机动时都勿须担心发动机

停?容积达 5000 升的内置油箱，这虽然比加两个保形油箱的 F-16 要少 700 升，

但战机仍能够在携带较大载荷的情况上达到一个理想的作战半径。歼- 10 还能

携带三个副油箱，虽然目前尚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据悉中国已有开发歼-10

空中受油能力的远期计划。  

    由于俄罗斯拒绝提供 AL-31FN 的生产许可证，而且考虑到中国一直在努力实

现装备采购的国产化率，因此歼-10 极有可能将在未来采用一种国产发动机，如

黎明发动机公司生产的WS-10A。但目前知道的信息仅包括WS-10A的推力水平(与

AL-31 相近)和布局(双轴小涵道比并带加力燃烧室的涡扇发动机)，并且黎明公

司已计划在该发动机上加装矢量喷管。  

  座舱和航电设备  

    歼-10 的单座座舱为飞行员提供了良好的全向视野，这比以往继承前苏联设

计风格的中国战机进步了不少。飞机的航电设备采用了符合西方机工程原理的设

计组合：大屏幕抬头显示仪、三台液晶多功能平显，油门和推杆控制系统、数据

存储系统、先进的自动航行和气象数据计算机和头盔瞄准具。虽然这些产品的提



供商目前还不能确定，但头盔瞄准具已经基本能够确定将采用国产型号，由洛阳

航空设计所设计生产。  

    歼-10 采用一种多模“边扫描边跟踪”雷达。为获得订单，以色列埃尔塔公

司推出了其 EL/M-2035 型雷达，而俄罗斯公司则为中国空军提供了一系列选择，

其中包括他们正在使用的部分雷达(如同相加速器公司的“珍珠”，这种雷达是

装备歼-8ⅡC的甲虫-M型雷达的改进型)。中国国产JL-10A型雷达也是一种选择，

但目前不知道它的研制进度是否能跟上歼-10 的服役时间。由于歼-10 的生产已

陆续展开，因此它的雷达应当已经选择完毕，但目前仍没有与雷达具体型号相关

的报道。  

    中国的歼-11(苏-27 和苏- 30)装备了一种高性能的红外搜索跟踪和激光测

距一体化系统，这为战机提供了完全被动搜索和跟踪能力。歼-10 自然也有可能

装备一种同样或者类似的系统。但在歼-10 的原型机和预生产型机上看不到用于

容纳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球状结构，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机身窗口显示有内置的该

类系统。  

    武器装备  

    歼-10 装备了一门半埋入式双管 23 毫米机炮(俄制 Gsh-23 型机炮的中国

版)，位置在进气口下方前起落架左侧。歼-10 的机身下设计了 11 个挂架：六个

在机翼下、一个在机腹下中轴线上、其余四个为机腹下方两侧半共开工的串联挂

架(与幻影-2000、“阵风”和 F-15E 的机腹挂架配置类似)。中国官方尚未公布

歼-10 的外挂载荷能力，但估计为 5500 公斤。  

    根据照片可以看出，歼-10的原型和预生产型机大多挂载两枚PL -8(以制“怪

蛇”Ⅲ)近程红外制导导弹。歼-10 的武器系统还将包括已经在歼-11 上使用的俄



制空空导弹(R-73 近程和 R-77 中程主动制导导弹)，以及中国的 PL-12 中程雷达

制导空空导弹。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歼-10 也可以携带国产和俄制的空地导

弹和激光制导炸弹(包括鹰击-8K 反舰导弹和新型鹰击-9 反辐射导弹)，以及非制

导炸弹和航空火箭弹。  

    据报道，用于歼-10 的导航和目标指示吊舱正在研发之中，这些设备可能与

机炮对称安置在进气道的右侧。  

  技术和作战考虑  

    当获得有关歼-10 的首批情报时，虽然西方国家知道它先进的气动布局和技

术直接来自以色列“幼狮”战斗机，但还是认为它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实际上直

到 近，大部分西方媒体在提供歼-10 的评估数据时仍是基于“幼狮”战斗机的

重量、尺寸和技术性能。  

    但在获得了准确的数据后，显露在人们面前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歼-10 实

际上是一种中型战斗机，在作战性能上类似于 F-16C Block50 和幻影 2000-5，

或者更准确点说，就像单发的欧洲战斗机或“阵风”。因此，说歼-10 与 新的

F-16 型号具有相当的作战能力一点也不为过，只是它的机身更大，并有更好的

发展前景。歼-10 初的设计选择中，与当前西方战斗机设计思路不谋而合的地

方得到了加强，特别是采用可调节式进气道。  

    歼-10 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国产战斗机一样，当前 现实的问题是其航电设备

和制导武器的发展进程和可靠性。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数字线传飞控系统，它

不仅存在着可靠性问题，而且在与满载现代航电系统的战斗机结合以后，它是否

能够全面发挥潜能也将令人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