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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今，我国以引进前苏联 544 型反舰导弹（即“冥河”

式反舰导弹）为基础，结合自主技术创新，共发展了“上游”，“海鹰”以及“鹰击”

三个系列数十种各式反舰导弹，按照最初的编号规则，这三个名称分别用来称呼舰载

反舰导弹，岸基反舰导弹和空射反舰导弹三个类别，但随着反舰导弹的一弹多型化，

上述规则逐渐变得混乱，比如本来作为岸舰型发展的海鹰系列反舰导弹，最终取代上

游系列而成为一个时期内我国反舰导弹的主力型号，而出现更晚的鹰击系列，则因为

其采用技术更新，通用化更强，最终取代了上游和海鹰两个系列的反舰导弹，使得后

期我国反舰导弹序列中“鹰击“系列一枝独秀，最终几乎成为中国反舰导弹的“名片”。 

 

而在鹰击系列这个大家庭里，又以鹰击－6系列服役最早，个头最大，射程也相对

同时期其它型号更远，从而作为中国空军主力远程反舰武器，一直服役至今，鹰击－6

系列作为我国最早一个空射反舰导弹系列，对我国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技术实践与储备作用，其研制、装备的历史，恰似一部中国空射巡航导弹发展史，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绵绵延续至今。 

故事的开端故事的开端故事的开端故事的开端----鹰击鹰击鹰击鹰击----6666 型大型空射反舰导弹型大型空射反舰导弹型大型空射反舰导弹型大型空射反舰导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全面中断了对中国的军事技术援助，并撤走了所有



的专家，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中国军队一系列重大军工项目或下马，或者处于停滞状

态，其中，受到波及最大的，则是技术含量较为密集的空军。而很不巧的是，这个时

期恰恰是军事航空平台与武器技术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崭新的武器装备概念，诸如雷

达制导中距拦射空空导弹，空对地／对海巡航导弹等新式武器装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而苏联技术援助的终止，则如同从天而降的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中国空军阻拦在了这

些装备与技术的大门之外。 

此时中国空军的对面打击手段，还停留二次大战时期的技战术水平上，受限于基

础工业水平的薄弱和相关技术的缺乏，中国的军工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为空军

提供一款能够满足要求的空对面战术导弹，大量装备部队的轰-5，轰-6 型轰炸机只能

依靠自由落体炸弹和火箭助推鱼雷执行对面打击，在当时的防空系统面前，这种落后

的攻击方式无论是突防能力还是毁伤效能上，都已经无法适应日益严峻的战场现状，

如若开战，这些近乎“老掉牙”的打击手段所能为中国空军带来的，除了不断上涨的

损失数字以外，就只有几乎可以忽略的战果了，严酷的现实呼唤着一款属于中国的空

对面导弹的到来。 

1965 年，中国空军向中央军委提交报告，称现行装备部队的轰-6中程轰炸机只能

遂行高空轰炸，已无法安全的在地空导弹的威胁下遂行对地打击任务，因此请求安排

研制空地/空舰导弹，空军在上交的文件中还说明了技术指标要求，即射程不应小于 150

公里，而重量不应大于三吨，空军提交的报告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随即安排

各个单位进行相关预研讨论工作。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以当时还在试飞的“海鹰”2 号导弹作为母型研制新型空

地/空舰导弹，1966 年，飞航导弹研究院的总体设计部组建了空舰导弹研究室，并向国

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呈报了《改装海鹰二号导弹为空舰型号的总体方案》，全武器系统

代号为 371 工程，意为三机部和七机部协同研制的第一项工程，导弹型号为风雷一号。 

在此之前，我国还从未系统的研制过空地/空舰导弹，仅仿制并改进过 455 型“冥

河”导弹，加之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资料匮乏，风雷一号初期的研制和实验工作困难

重重，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国恰逢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狂热的政治运动使得

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几乎限于停顿，风雷一号的研制自然也难以幸免，1969 年，随着

轰-6导弹载机项目申请停止研制，风雷一号的研制工作也随后停止了研制。 

1973 年，我国南海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而此时的空军却发现手中的现有装备根本

无法满足遂行空中反舰以及对地攻击的需求，战争中的实际需要呼唤着国产空射反舰

导弹的到来，但是，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后期，动乱的余波使得各个部门的运转速

度异常缓慢，直到 1975 年的 9 月，中央军委才批准同意恢复轰-6丁飞机挂载导弹武器

系统的研制。同年 11 月国防工办提出应以 6 年前停工的风雷一号导弹原设计方案为基

础，尽量选用现成的成品设备，以最快速度提供部队装备。一个泱泱大国有近 30年没

有空对地和空对舰导弹，需要迅速填补这个空白。至此，空舰导弹的研制工作又重新



启动，已经散到各处的原风雷一号的科研人员开始集中。1976 年又是一个动荡的年头，

接二连三的重要领导人逝世和政治斗争，研制工作几乎名存实亡。 

1977 年 4月，三、四、五机部、八机部总局和海军所属近 60个单位遵照中央军委

的批示，在青岛联合召开系统方案审定会及配套定点协调会。这次会议意义重大，明

确了研制程序和研制配套生产分工，使结束共和国没有空舰导弹的工作真正进入实施

阶段。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导弹正式命名为鹰击 6 号舰空导弹，同时在轰-6 甲型基

础上改装轰-6丁载机，方案是在轰-6 机翼下挂载两枚鹰击-6导弹，中国空舰导弹的研

制工作，终于走上了平坦通顺的康庄大道。 

 

1982 年 6月 19 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参与鹰击-6 号打靶测试的一架轰-6丁飞

机在渤海锦西附近上空截获了模拟目标，并且立即自动形成了导弹射击诸元，飞机在

2000 米高度发射了第一发空舰导弹。导弹射出后，向下滑翔到 800 米左右高度自动点

火，天际间划过一道闪光。导弹按照装定诸元自动转向射击航向和将高度降低到 100

米改为平飞，呼啸的超低空飞行，将平静的海面激出一片细碎的波纹。在到达预定航

程后，弹上末导雷达开机自动搜索，不到 2 秒即捕捉到了海上的标靶，监测末导雷达

的仪器听到了嘟嘟的搜索雷达信号变成了急促上升的呼哨声，弹上自动驾驶仪随即控

制导弹加速俯冲，直接命中了这个靶标。在导弹炸起 180 多米高的水柱的同时，本来

聚集在海岸上鸦雀无声紧张地注视着试验海区的试验人员也全部如同爆炸一样猛然跳

起欢呼，狂喜的人们将帽子、毛巾、衣服、本子等手头上的东西抛向空中。渤海湾中

的一声巨响，宣告了共和国 33年没有空舰导弹历史的终结。试射成功之后，鹰击-6 号

随即宣告正式服役，并迅速批量装备部队。 

由于中间经历了风雷 1 号的下马和 10 多年的研制历程，最终定型的鹰击 6 号弹已



经与最初确定的空舰导弹母型海鹰-2 号有了几乎本质的不同，全新设计的鹰击 6 外型

依旧保持着与海鹰系列类似的常规气动布局，该弹弹体长 7.36 米，直径 0.76 米，梯

形的主弹翼翼展 2.4 米，其面积较大，使得该弹升阻比较大，滑空性能相当不错，尾

部为二次曲线旋转体。在弹体腹下有一腹鳍，内装电缆和导管等，三个尾翼安装在弹

体尾部，它们之间的夹角为 120 度，每一尾翼后缘都有一个操纵舵。 

鹰击 6号空舰导弹秉承我国反舰导弹重视威力的一贯作风，安装了适合攻击有一

定防护能力的大中型舰艇的 500 千克聚能爆破型战斗部（不同于反坦克导弹的聚能装

药，聚能爆破型战斗部前部有一半球形金属聚能罩，炸药起爆后因受到聚能罩限制，

爆炸威力被束缚向目标方向，从而达到增强威力的作用），其引信系统包括两套电引

信和一套机械引信，三套引信均为触发式引信，且都有三级安全保险装置，从而保证

了导弹的安全性和作战效能。据测算，只需要一到二枚鹰击 6 号导弹，就能将一艘 6000

吨级的大型水面舰艇送入海底。 

鹰击 6号上技术进步最大的当属其导航/末制导系统，其末制导雷达采用了新型的

单脉冲体制末制导雷达，而不是上游 1 号和海鹰导弹初期的圆锥扫描雷达（圆锥扫描

体制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一束与天线中轴线成很小角度、宽度只有 1~2 度的笔形波束围

绕天线中轴旋转来确定目标空间位置，扫描范围类似一个圆锥的目标扫描方式。这种

扫描方式最早是纳粹德国应用于"维茨堡"高射炮火控雷达跟踪，优点是结构相对简单，

缺点是无法对抗角度欺骗干扰，因此，逐渐被单脉冲体制制导系统所代替）事实上，

我国在 70年代初，就成功地研制出了弹用单脉冲末导雷达，并开始改装在海鹰导弹进

行试验。但是在研制鹰击 6 导弹时，这些单脉冲雷达并都还没有完全成熟，不过由于

这些雷达的研制进展相当顺利，因此还是作为现成产品入选。但由于文革多年荒废基

础研究，缺乏预研储备，很多哪怕是细小的问题都得从头试验，研制进展很慢。从 1977

年到 1979 年才研制了 9套 DM1A 单脉冲末导雷达进行试验，1981 年改进了抗干扰电路

后命名为 DM1C，经过 1982 年的几次试验后，整机终于定型。并最终成为鹰击-6号导

弹的末制导雷达系统，这也是我国第一种实用化的单脉冲体制末制导雷达。 

鹰击 6导弹上采用了小型逻辑部件构成的数字化指令机构，这种机构比之我国早

期反舰导弹使用的电子管模拟机构，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提高，机构体积也减小很

多。这也是大陆最早的具有程序指令和逻辑判断式的射程控制指令功能的弹上机构设

备。 



 

鹰击 6导弹的弹载控制系统还包括一套 773 多普勒雷达，但其作用主要是测速而非探

测目标。这是由于高空投放已经具有初始状态，各种气流对导弹航向、姿态和高度随机影

响非常复杂。空舰导弹速度慢，飞行时间相对较长，这些因素使导弹在进入自控段后，侧

向纵向都会出现很大的散布，严重影响弹上末导雷达捕捉目标。而使用 773 型多普勒雷达

之后，弹载控制系统就能精确获得飞行地速，大幅度提高了导弹命中精度，对于飞行高度

的测量也同样采用了精确的无线电高度表取代原有的气压膜盒式高度表，这种高度表精度

高，能够控制导弹超低空飞行。 

与鹰击-6型反舰导弹共同组成对海攻击武器系统的平台则是我国在图 16 型轰炸机基

础上自行改进发展的轰-6丁型轰炸机，之所以采用该型号作为导弹载机首先是因为其载弹

量大，是当时我军装备序列中载弹量最大的作战飞机，而鹰击-6型导弹单弹重量就重达 2.4

吨左右，在当时我军作战飞机中只有轰-6 系列的飞机能够携带两枚遂行作战任务，而且，

用于鹰击-6 型导弹的火控设备体积重量也不小，同样只有轰-6 这个级别的飞机能够搭载。

轰-6丁的机载火控系统主要由 ZJ-6 型射击指挥仪，245 轰炸雷达搜索目标，航向基准陀螺

导航系统组成，其作战流程如下：首先，由 245 型雷达进行目标搜索，当发现目标后，指

挥仪参照航向陀螺指示自动计算射击的舷角，并给出前置提前角。航向姿态系统和机身机

翼的陀螺稳定平台确定导弹发射的初始姿态，使导弹投射后结合射击指挥仪装定的目标参

数自动调整飞行，导弹经投射后的二次降高，降低到距海平面 100 米左右的高度，保持向

目标大致区域平飞，当进入目标大致区域以后，弹载末制导雷达开机搜索目标，在捕获目

标后，导弹即转入对目标的俯冲攻击，直至最后命中目标。 

鹰击 6号的成功研制，使得我军的打击半径向外延伸了百余公里，而更重要的是，由

于鹰击-6的长射程，我国空军的轰-6 丁型轰炸机可以在敌方水面舰艇防空圈以外投射鹰击



-6 型导弹，从而保证了载机的基本安全，由此可见，这一系统的服役，使得我军的对海打

击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空军从此具备了行之有效的对海打击能力，但是，在鹰击

-6 号研制成功的时候，世界上各主要军事大国的舰载防空系统已经迈入了远程区域防空的

时代，舰载高空防空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 100 公里左右，与此同时，近程防空系统技术的

飞速更新也使得反舰导弹的突防变得更加困难，鹰击 6 号较高的巡航弹道，加上相对呆板

的弹道特性，在服役之初就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从鹰击-6 出口型号 C601 在历次局部

战争中的表现来看，鹰击 6 号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其装备数量相当

有限，仅配备海航与空军沿海一些轰炸航空兵部队的轰-6 丁型中型轰炸机，等到九十年代

中期，鹰击 8号空射反舰导弹与歼轰-7重型歼击轰炸机的组合批量服役以后，鹰击-6 号逐

渐让出了其主力空射反舰导弹的位置，而作为轰-6丁轰炸机的专属配置，逐渐退居了二线

位置。 

角色的转换角色的转换角色的转换角色的转换----K/AKDK/AKDK/AKDK/AKD----63636363（（（（空地空地空地空地----63636363））））大型空地导弹大型空地导弹大型空地导弹大型空地导弹 

鹰击-6 号导弹的故事本应该到此结束，不过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连续几场局部

战争给中国军方带来了相当大的刺激，在这些局部战争中，空地导弹均作为主战装备之一，

攻城略地，表现上佳，而此时的中国空军，虽然已经装备了多种空射反舰导弹，但采用主

动雷达末制导的反舰导弹，并不适合用于攻击地面固定目标，因此，空军又提出了研制中

远程空地导弹的要求，大致要求如下：新导弹射程要达到 200 公里以上，必须能够用于攻

击地面固定高价值目标，并具备相当的抗干扰性能与精度，同时，又要求在尽量短的时间

内完成。 

 

轰六 H轰炸机携带两枚鹰击 63空地导弹 

承担新型导弹设计任务的海鹰机电研究院的设计人员们面对如此之短的任务周期，第

一时间内将视线转向了已经装备部队的两型空射反舰导弹-鹰击-8和鹰击-6身上，但鹰击

-8 因为研制之初过分强调轻量化，导致其射程提升受导弹体积局限很大，同时，鹰击-8

相对较为轻小的战斗部，在攻击地面目标时也有威力不足之嫌，而鹰击-6 则有体积大，内

部空间充裕，方便改装等优点，于是，设计人员便决定在这款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一款新

型远程空地导弹。 



研制工作随即展开，设计人员首先换掉了鹰击-6上的不适合长距离飞行的液体火箭发

动机，并以一台 WP-11 型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作为替换，通过换发，新导弹的射程轻松突

破了 200 公里大关，并且对其弹载飞控系统进行了修改，使用了数字式飞控装置，修改了

控制率使其可以适应更加灵活的任务剖面，并且对导弹的气动外型做了针对陆地低空气流

特性的适当修改。 

在新型中远程空地导弹研制中，最大的技术难点就是没有合适的制导系统，在当时我

国所能投入使用的制导系统中，能够适应远程对面导弹的就只有冷却红外制导系统和单脉

冲主动雷达制导系统，而当时中远程空地导弹经常使用的地图匹配制导制导系统，则因为

我国暂时还不具备区域卫星定位能力和高精度电子地图绘制能力，而导致无法使用，而单

脉冲主动雷达末制导系统只适合在海上用于搜索目标，在攻击陆上目标时，由于地面远比

海上复杂的低空杂波环境，使得单脉冲主动末制导雷达根本无法有效搜索与锁定目标，至

于红外制导，由于地面目标普遍温度较低，红外制导也变得不切实际。 

严酷的现实和军队迫切的现实需求使得设计人员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经过一番考察，

最终，设计人员决定突破常规，在新型空地导弹上采用类似俄罗斯 KH-59 型空地导弹上所

采用的电视制导，人工遥控的制导模式，但是，要知道 KH-59 的最大射程不过 115 公里，

而任务书上所规定的新型空地导弹的射程则需要超过 200 公里，设计制造如此射程的电视

制导大型空地导弹，在世界各国之中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严格来讲，我国军工科研人员

本无意创此“世界记录”，但苦于严重滞后的战场支持系统建设和基础工业能力，不得不

勉强“为天下先”，这也是中国军工研发史上无数个此类“世界记录”之一，这一个一个

的“世界记录”，不但铭刻着中国军工人的汗水和艰辛，也记载了中国军工研发早期科研

条件的艰苦与简陋）。 

将电视制导系统应用在中远程空地导弹上，最大的技术难点就是如何实现目标搜索，

诸元装定和末制导段的操控问题，通常情况下电视制导导弹采用的制导方式是目标影像匹

配制导，但这种制导模式对前期侦查工作的要求很高，一旦前期战术侦查出现差错，就会

导致整个打击任务的失败，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定在新型中远程空地导弹上使用“人在

回路”的遥控式末制导模式，即在末制导阶段，由载机武器操作员遥控操作导弹进行最后

的目标锁定与攻击。 

在导弹的基本技术特性确定以后，载机平台的研制工作也随即同步展开，90 年代中期，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把一架轰 6D进行了针对导弹搭载的改装，拆除了原有的轰炸导航雷达和

交联的轰炸瞄准具，加大了机头雷达罩以容纳新的多功能对地攻击大型数字化雷达。同时

在机尾增加了一个圆形数据链天线罩，用于制导导弹命中目标和接收弹上电视摄影机图像，

并拆除了已经无用的 7门 23 毫米自卫机炮；增加了新的有源、无源自卫电子干扰系统；增

加了武器操作手的位置和相关控制系统及电视制导所需的显示器，并且改用新的翼下挂架

用于挂载空地导弹。最终该原型机于 1998 年底首飞成功，试飞进程十分顺利，最终于 2002

年与配套的鹰击 63空地导弹同时定型投产。  



 

KD-63 虽然和其原型鹰击-6 在用途以及制导模式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但其基本

外形相比鹰击-6 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该弹仍旧采取类似小型飞机的常规布局,弹长 7.0

米，弹径 760mm，梯形主翼翼展 2.4 米，尾翼采用 X 型布局，四片尾翼彼此垂直安装，这

样的气动布局更加适合地面低空的气流环境，由于改变了结构和材料构成，使得该弹全重

较 YJ-6 有相当程度的降低，为 2000 千克，同时威力却没有任何降低，该弹仍然使用了 500

公斤爆破杀伤战斗部，在导弹最前端有小型光学窗口，用以安装电视制导系统的光学探头，

该弹制导系统工作寿命 100 小时，贮存寿命 10 年，电视引导头全重 50公斤。 

与 KD-63 配套使用的轰炸机平台为 H-6H 型，该型轰炸机系西飞集团在老型 H-6 导弹

载机 H-6D 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在机体结构上照之前的 H6并无太大变化，但在其扩大了的

机头雷达罩内安装了大型目标搜索/火控雷达，用于搜索目标并对导弹实施中继指令制导，

与此同时，该型轰炸机在机翼外侧增加了一对大型武器挂架，使得其在对航程要求不大的

前提下可以同时挂载 4枚 KD-63 型导弹升空执行打击任务，从而加强了火力打击密度，提

升了任务灵活性 

KD-63 型导弹采用了惯性/无线电指令制导和末段电视制导的复合制导模式。一般作战

流程为：载机在使用雷达发现目标大致方位以后。调整高度在 200~~5000 米范围内，发射

导弹，发射模式为自由落体发射，发射后，导弹脱离载机下坠约 70~120 米后，发动机点火

并进行爬升或俯冲，同时校正航向开始巡航段飞行。巡航段既可以依托弹载惯性制导装置

实施自动控制，也可以人工控制。巡航飞行速度 900 公里/小时。巡航高度 7米~~1000 米，

典型任务巡航高度 600 米，根据发射和巡航高度，导弹有效射程最大可达 180 公里，最大

动力射程 240 公里，最小射程 20 公里。当导弹飞抵目标区域范围后开始启用电视制导系统

对目标进行最后的截获和锁定，该系统对于某典型目标（机堡、工事等），最大目标截获



距离 18 公里，最大锁定距离 12公里，最小制导距离 6 公里，自动状态下对目标的截获概

率为 98%，人工状态为 99%。锁定目标后，导弹随进转入俯冲对目标实施攻击，其命中概率

为 90%以上（理想气象条件），命中精可达 2~6 米。 

KD-63 的服役标志着我国空军在 21世纪的最初几年，终于迈进了中远程精确打击的门

槛，具备了防区外精确火力投射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的实现过程中透出了诸多的无奈，

而且 KD-63 导弹由于其制导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其作战效能受到多方局限而非尽善尽美，

但作为我国空军所装备的第一款大型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其对我军打击能力的贡献仍然

是巨大而毋庸置疑的。 

不是结局的结局不是结局的结局不是结局的结局不是结局的结局----鹰击鹰击鹰击鹰击----62626262 大型通大型通大型通大型通用用用用反舰导弹反舰导弹反舰导弹反舰导弹 

 

几乎是在 KD-63 型空地导弹完成定型实验的同时，我国空军的战术侦察与战场控制体

系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多型海上巡视/预警控制飞机和新式雷达的批量入役，我国

已经具备了为远程反舰导弹提供中继制导的能力，条件的成熟使得我军远程反舰导弹的发

展已经正式走上了康庄大道。 

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同时也催生了我军战术思想的转变，九十年代末，我军开始了由本

土防御型军队向攻防兼备型军队的全面转型，新的战术思想急切呼唤着一款 300-400 公里

以上射程的远程反舰导弹的到来。 

在军队的迫切要求面前，我国科研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现有装备上进行改进以在短

时间内满足军队的迫切需求，在当时来讲这个想法也相当具备其现实意义和实现条件，我

军大量装备的空射型鹰击-6 号反舰导弹和岸舰/舰舰型海鹰-2号反舰导弹基本结构相近，



且其体积空间较大，具备相当大的改进潜力，因此，设计单位决定在这两款型号的基础上，

设计一款新型的通用型远程反舰导弹，以满足部队的现实需要 

但是，在新型通用反舰导弹的设计过程中，由湖北三江集团研制的远程攻陆巡航导弹

完成了设计定型，这为新型反舰导弹的设计带来了新的设计思路，于是，设计单位又决定

在新型反舰导弹的设计中引入新型远程巡航导弹的相关技术和设计思想，最终导致新型通

用反舰导弹的基本结构产生了相当的改变，并最终使得该弹设计定型通过的时候，已经完

全脱离了鹰击-6 号的范畴，并最终自成一系，开创了我国中远程反舰导弹的新纪元 

全新改进的远程反舰导弹据推测于 2001-2003 年间完成试验，并随即定型批装，最初

装备这型导弹的平台即是海军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而该弹的岸舰型号则于随后不久即批量

装备我军岸防部队，该弹的空射型号则跟其老前辈 YJ-6 一样，装备轰-6 轰炸机的后续改

进型号。 

鹰击-62 型反舰导弹在设计之初虽然基于我国第一代空射反舰导弹研制，但由于其在

研发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新型远程攻陆巡航导弹的相关技术，使得其改动量之大已经使得其

完全可以被当做一个新的系列而自成一系，作为我军远程对海打击的主力，鹰击-62 型反

舰导弹具有以下特点： 

1：威力巨大，精度优良 

鹰击-62 秉承其前辈鹰击 6 号的传统，其设计思想中相当突出的一点就是追求大威力，

该弹总重量为 1350 公斤，其中战斗部重量 400 公斤左右，由此可见开发这种导弹的主要目

的是攻击海上具备相当防护的重型目标，其战斗部类型为半穿甲爆破型，引信为迟延接触

电子式，可以保证战斗部装药在穿透目标壳体后在其内部爆炸，据测算，一枚鹰击-62 即

可使一艘 5000-7000 吨级的重型驱逐舰重伤并丧失战斗力。 

 



170、171 舰上的鹰击 62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由于鹰击-62 具有比鹰击-8 系列更大的体积和更大的弹体直径，使得其可以装备更大

孔径的主动雷达末制导天线，并且有足够的空间装备更多的电子设备，鹰击-62 安装了具

有频率捷变技术的主动单脉冲雷达末制导导引头，该导引头同时也具备目标搜索功能，使

得鹰击-62 可以在没有精确目标信息的情况下盲射到目标大致区域，然后依托搜索距离达

45KM，水平扫描角正负达 40° 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搜索目标并进行自主攻击，而小型化的

鹰击-8 系列则囿于弹体直径的限制，其主动导引头的作用距离仅 20KM，且扫描角狭窄，故

而无法完成此类攻击 

2：射程远，弹道多变 

鹰击-62 安装了一台低油耗的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并对发动机进气道进行了针对掠

海高度气流特点的修形设计。该弹采用了适于低空长距离飞行的常规气动布局，在弹体中

部安装了一对总翼展 2.9 米的一字型大展弦比弹翼，这种气动布局使得鹰击-62 可以在 3-5

米的浪尖高度维持数百公里的长距离稳定飞行，改进的数字化弹载飞控系统使得其可以在

整个攻击弹道中进行多次机动飞行，进而极大的增加了突防成功的概率。 

3：潜力巨大，用途多样 

鹰击-62 导弹因为弹体空间较大，且设计之初保留的余量较多，具有相当广阔的改进

空间，如该弹可以加装 GPS/GLONASS/北斗等卫星导航系统的接收装置，从而提高其中继制

导的精度，该弹还可以换装涡轮风扇发动机，降低油耗，提高航程。而且，该弹在更换导

引设备，拆除重量较大的雷达末制导设备，安装地形匹配制导系统之后，其射程还可能有

进一步的提升，从而一跃成为一款远程攻陆巡航导弹 

鹰击-62 型反舰导弹的服役，使得我海军水面舰艇的对舰打击距离延伸至了 300-400

公里的范畴，而该弹的空射型号更使得我军的对海打击能力扩展到了我国周边上千公里的

范畴，在这个范围里，我军轰-6改型轰炸机可以在我歼击航空兵的层层掩护之下发射导弹，

在敌方舰空导弹射程之外攻击敌军舰艇，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导弹载机的安全性，比之之

前没有远程导弹的时期有了成几何级数的提高，而装备了鹰击-62 岸舰型号的我岸防部队，

则可以使用该弹控制我海岸线周边几百公里的距离，有效的外延了我海岸防卫的防卫圈，

从而保护了我国沿海最后一道大门的安全，而且，随着我军战场情报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

该弹还可以很方便的改成海基远程攻陆巡航导弹，用于我军水面舰艇编队对陆上目标的远

距离“外科手术“式打击 

鹰击-62 导弹师承鹰击-6导弹而研制，是我国远程反舰导弹研制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远程反舰导弹从此彻底摆脱了前苏联的影响，走上了具有

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也标志着我国从此拥有了自成一系的远程反舰导弹技术体系，拥有

了一套能够支持远程反舰导弹的战场体系，并在我军由本土防御型军队向攻防兼备型军队

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最早的鹰击-6，到最后的鹰击-62，鹰击-6系列的发展横贯了我国直至目前为止的

整个通用化反舰导弹发展史的始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鹰击-6系列在我国海空军战术

打击体系中担任着“长矛“的角色，其各个型号在各自的时期内，都是我国海空军射程最

远的精确制导武器，而作为我国最早服役的一个空面导弹型号，鹰击-6系列也承载了我国

空面导弹的多个关键技术节点的验证任务，诸如单脉冲体制末制导雷达，小型逻辑部件构

成的数字化指令机构，弹载实时数据传输系统，和能够整合进海空军数据传输系统的中继

制导系统等一系列新技术，都是在鹰击-6系列的平台上研制，整合，并最终走向成熟，可

以毫不夸张的说，鹰击-6系列的发展历程，完整的记录了我国反舰导弹技术从仿制到自行

研制，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凝聚了我国军工研发人员的艰辛与汗水，

也记载了共和国海军曾经的艰难与困苦！ 

 

阅兵预演上的鹰击 62 导弹 

鹰击-6 系列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我军对海侦查与情报获取体系发展的历

程，在鹰击-6服役之初，我军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对海侦查去情报获取体系，因此，

鹰击-6 号只能依托载机自身的雷达搜索系统为其提供目标标定，这也使得原本增程空间巨

大的鹰击-6 号只有百公里左右的有效射程，同样的问题也出在鹰击-6的后辈空地-63 上，

因为缺乏有效的系统支持，空地-63 只能使用严重受气象条件制约的电视制导系统作为末

制导系统，这样的问题，一直到鹰击-62 的时代才获得了圆满的解决，而人民解放军远程

对海打击的利剑，也从此铸成 

鹰击-6 系列发展到鹰击-62，已经从最初的无中继制导，中空简单弹道，惯性延伸射

程的中程空射巡航导弹发展到了装有融入海空军综合化指挥控制系统，低空可变弹道的远

程空射巡航导弹，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解放军的对面打击能力，也随着体系建设的触角



越伸越远，逐步从最初的只具备近海岸线防御性打击的能力，发展到了在系统支持下，可

以向海岸线数百公里以远的目标发起精确打击的能力，逐步完成了从本土防御型军队到攻

防兼备型军队的角色转换，而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海军航空兵实力的不

断加强，人民解放军必将最终完成全球到达型军队的最终转换，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

力量！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鹰击-6 系列的发展，到了鹰击-62，就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随着我国军工材料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已经有能力制造速度更快，体积更小，射程

更远的反舰导弹，鹰击-6系列作为我国早期反舰导弹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到此已经告

一段落，但，老兵不死，只是渐渐远去，鹰击-6系列这几位战功卓著的老兵，必将成为中

国海军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被记入中国军工发展的史册！（兵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