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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启明介绍，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计划于一周内完成在轨轮换任务，返回东
风着陆场。

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任务安排饱满，是
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的“最忙乘组”。任务
期间，乘组与地面配合完成了空间站“T”字
基本构型组装建造，经历了9种组合体构
型、5次交会对接、2次分离撤离和2次转位
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站平台巡检测试、设
备维护、维修验证、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等
工作，进行了两个实验舱多个实验机柜的解
锁安装，按计划实施了多项科学实验与技术
试验，完成了1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

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了中国载人航

天史上多个“首次”：一是首次实现两个20
吨级的航天器在轨交会对接；二是首次实
现空间站舱段转位；三是航天员乘组首次
进入问天、梦天实验舱，开启中国人太空

“三居室”时代；四是首次实现货运飞船 2
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了世界纪
录；五是首次利用气闸舱实施航天员出舱
活动，并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3次出舱的
纪录；六是首次使用组合机械臂支持航天
员出舱活动；七是航天员乘组首次在轨迎
来货运飞船来访。

按照计划，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前要
把空间站设置为六人在轨模式，为新乘组
入驻做好准备。

中国人九天揽月的梦想将成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在28日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具备开展载人月
球探测工程实施的条件，中国人九天揽月的梦想将在
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月球是人类拓展和开发利用地外空间的理想基地
和前哨站，月球探测也一直是当今世界载人航天发展
的热点和焦点。

季启明表示，中国载人航天探索的脚步不会只停
留在近地轨道，一定会飞得更稳、更远。按照我国政府
批准的发展战略，我们已经完成了载人月球探测关键
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突
破了新一代载人飞船、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月面着陆
器、登月服等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登
月任务实施方案。这些工作为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已经具备开展工程实施的条件。

第三批航天员将陆续执行任务
我国于2020年10月完成第三批18名预备航天员

选拔，包括7名航天驾驶员、7名飞行工程师、4名载荷
专家。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开展8大
类、近百项、400余个科目的训练。

季启明介绍，第三批航天员经过两年多刻苦训练，
目前已完成了全部基础科目和大部分专业技术科目的
训练内容。按照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规划，
部分第三批航天员已开始后续飞行任务的针对性训练。

季启明表示，不久的将来，部分第三批航天员将会
陆续加入空间站任务的飞行乘组，逐渐成为主力军。

准备培训国外航天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

局共同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相
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陆续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季启明说，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后，中国
将继续秉承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致力于和平利用
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开展更多、更深入的务实合
作，让中国空间站的科学技术成果造福全人类。

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
验，我们一直持欢迎态度。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向我们
提出了选派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需求，
我们与相关方面正在开展对接协调。同时，正在积极
进行培训国外航天员的相关准备工作。

（综合新华社报道）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不少欧洲国家追随美
国外交政策，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其反噬效应日
益明显。凛冬已至，面对飙升的生活成本和看
不到头的能源危机，一些冷静下来的欧洲人开
始反思，是否还应继续随美起舞？牺牲和平与
繁荣后，欧洲到底得到了什么？

西班牙前外交大臣何塞普·皮克近日在西班
牙《外交杂志》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俄乌冲突
中，美国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欧洲人应该扪心
自问：是否应该让美国人来决定冲突进程？是否
应该让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听命于美国的利益或
骄横恣肆？欧洲承担后果是否有意义？”

面对困境，不少欧洲政要、学者和普通民众
开始反思。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
表示，北约在美国主导下不断东扩是造成俄乌冲
突的根源之一，而冲突的代价却主要由欧洲承

担。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受能源供应紧张影响，
欧洲多地天然气价格屡创新高，加剧通胀压力，
加重民生负担。欧盟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10月通胀率按
年率计算达10.7％，再创历史新高。欧盟委员会
近日发布的2022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欧盟、
欧元区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
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继续萎缩。

相比政要和学者，很多欧洲民众更加旗帜
鲜明地反对美国拱火。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
日刊登了题为《反战抗议活动席卷欧洲》的报
道，报道说在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不少民众举
行反战集会表达不满。一名德国抗议者抱怨，
他收到的账单越来越多，但很快找到工作的希
望越来越渺茫，“是美国要干涉俄罗斯，但德国
普通百姓却要为此埋单”。

抗议者所言非虚，这场战争获益最多的无疑
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石化能源企业等利益集团。
据美国雅虎新闻网站报道，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
来，欧盟国家已承诺购买价值约2300亿美元的武
器装备，鉴于美国军火商是欧洲的主要供应商，
他们会拿到这些订单中的最大份额。欧洲人付
出的真金白银就这样流进了大洋彼岸军火贩子
的口袋里。当欧洲深陷能源危机时，美国则“趁
火打劫”，抢占欧洲能源市场并高价兜售。金融
信息服务提供商路孚特公司数据显示，美国9月
出港货船装载的液化天然气近70％运往欧洲。
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公司每艘驶往欧洲的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可赚取超过1亿美元利润。

皮克指出，在当前紧张局势下，欧洲各国政
府应该首先考虑谁最需要帮助，一味听从别国

“指挥”，导致引火烧身，并不值得。（据新华社）

随美起舞是否值得
欧洲对乌克兰危机的反思

神舟十五号今日23时08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于11月29日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这是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28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神十五：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季启明说，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瞄准北京时间11月29日23时08分发射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
龙、邓清明和张陆组成，费俊龙担任指令
长。航天员费俊龙参加过神舟六号载人飞
行任务，邓清明和张陆都是首次飞行。

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
六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
一次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
活6个月，任务主要目的为：验证空间站支
持乘组轮换能力，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在
轨轮换；开展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

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安装与调试，进行空
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进行空间站日常
维护维修；验证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常态化
运行模式。

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
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
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
合体，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
总质量近百吨。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五
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计划于
明年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十四：一周内完成在轨轮换，返回东风着陆场

▲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费俊龙、邓清明、张陆3名航天员将
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由费俊龙担任指令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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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系化对抗增强、新威胁纷至、作战形态
发生根本性变革等新情况下，未来的防空导弹
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发力：

提升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作战能力。防空导
弹将不得不在适应复杂战场环境方面再进一
步，如提升反应速度、增强抗毁性和抗复杂电磁
干扰能力等。

进一步一体化、通用化。一体化既指对防
空导弹弹载设备进行一体化设计，使导弹在“瘦
身”同时搭载更多有效载荷，大幅提升发射效
率。通用化，则指实现军种间通用和导弹部件
通用，改变弹族种类繁多的局面。如俄罗斯S-
300实现了海、陆、空三军通用；以色列的“铁穹”

系统新近推出了舰载版等。
借助智能化和多能化提升抗击效力。在智

能决策方面，防空导弹或将实现目标自动识别，
并具备目标切换、动态规避等功能；在体系贡献
度方面，未来防空导弹还可能被赋能用作探测
器，获取最前沿信息回传后方，或作为运载平台
将多枚子弹药“快递”至预定空域；在多目标打
击能力方面，未来防空导弹或将实现多类目标
智能应变打击、跨介质追击目标等；在协同方
面，防空导弹或将通过网络联通“组团”作战，在
多套防空系统数据支援、接力制导下，实现多枚
导弹协同攻击目标。

（摘编自《解放军报》）

导弹发射方式——

“冷”“热”发射优势互补

根据发射动力不同，导弹发射方式分
为自力发射与外力弹射，又称“热发射”和

“冷发射”。
目前，以色列箭-2反导拦截导弹采用

的就是“热发射”方式——通过控制系统点
燃导弹装药，产生高温高压气体，形成高速
射流产生向上推力。当推力超过导弹起飞
重量和阻力时，导弹飞离发射台。

“热发射”有两个优点：一是省去了弹
射动力装置、发射筒以及相关保障装备，
结构简单、方便好用；二是减少外动力源
工作、隔离装置分离、导弹空中点火等工
作环节，发射可靠性高。

相对“热发射”而言，“冷发射”是借助
发射载具外力进行发射。事实上，“冷发
射”与“冷”扯不上任何关系，这里特指导
弹脱离发射载具的过程。发射载具借助
外力将导弹“弹飞”，达到一定高度后，导
弹开始点火飞行。

一定程度上讲，“冷发射”弥补了“热发
射”的一些不足：一是导弹在发动机点火前
能够获得一定初速度，减少导弹发动机克
服阻力的动力消耗；二是导弹装在发射筒
内，能改善贮存条件；三是发射流不会对发
射装置及周围环境造成影响。俄罗斯防空
利器S-400便采用“冷发射”方式。

不过，“冷发射”也有不足：工艺结构
复杂、发射环节繁琐、可靠性有待提高。
此外，大部分“冷发射”的发射筒被设计为
一次性使用部件，造成一定资源浪费。

“热发射”与“冷发射”相辅相成，优势
互补。具体使用哪种发射方式，往往需要
结合实际作战任务而定。

（摘编自中国军网）

防空导弹：在矛盾交锋中“突围”

近年来，在一些军事热点地区，防空导
弹与来袭空中兵器对抗激烈，各有胜负。

“矛”利“盾”坚，对防空导弹来说，更多的
“对抗”则是发生在战场之外。对更高、更
快、更准的防空能力的追求，一直让各国角
力不断、你追我赶。

那么，各国为何对防空导弹青睐有
加？当前发展进程如何？今后朝哪些方向
发展？请看解读。

需求拉动
与空袭之“矛”斗法中不断升级换代

空袭之“矛”愈尖锐，防空之“盾”就愈坚
厚。防空导弹在与空袭之“矛”斗法中不断“生
长”，至今已经历了四代变化。

第一代防空导弹于20世纪50年代装备，主
要用于拦截高空轰炸机和高空侦察机，如美国
CIM-10A“波马克”、苏联SA-2等。第一代防空
导弹体积庞大、稳定性差且几乎没有抗干扰能
力，但它的出现使防空作战能力发生了质的飞
跃，其突然性和威力深刻影响了空袭样式、指挥
策略、交战规模等。

第二代防空导弹以拦截低空、超低空目标
为主，强调快速反应，采用大量新技术新体制，
在导弹推力、系统自动化、整体小型化和电子对
抗能力等方面水平明显提升，如苏联 SA-6、法
国“响尾蛇”、美国“霍克”、英国“山猫”和“长剑”
等都是如此。这一代防空导弹有的经历多次改
型后目前仍在服役。

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防空导弹转向对高

中低空和远中近程各类目标实施全方位拦截，
强调抗干扰、抗饱和攻击、全空域拦截能力。该
代防空导弹系统大都采用相控阵雷达和复合制
导体制，同时高性能固体火箭发动机、计算机技
术等得到广泛应用。比如，美国“爱国者-2”、俄
罗斯9M96E、48N6E2等弹型。

20世纪90年代起，空中舞台“高、快、远、隐”
各路新星“你未唱罢我登场”，第四代防空导弹
随之诞生。该代导弹增大了射程，提高了制导
控制精度和快速反应能力，还具备一定反隐身
目标及防空反导一体化能力，可对大气高层和
大气层外目标实施直接碰撞。其代表型号有俄
罗 斯 S- 400 使 用 的 40N6E 和 S- 500 使 用 的
40N6M导弹、以色列“箭-3”导弹等。

多头并进，防护、抗击覆盖面立体式扩大

进入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战
争形态发生深刻嬗变，空天作战高度融合。这
一严峻形势，倒逼着世界各国在防空导弹研发
上不遗余力，呈现出如下特点：

不同型号同步研制。防空导弹在覆盖低、
中、高空和近、中、远程方面各有优长。因此，不
少国家通过同步研制不同型号和对其混编使用
来扩大防护覆盖面。如美国通过“萨德”系统和

“爱国者-3”导弹实施末段高低两层防御；俄罗
斯S-300、S-400使用48N6、40N6型防空导弹等
承担中远程防空，“山毛榉”系列导弹承担中低
空、中近程防护，“铠甲”和“道尔”则承担末段防
御任务。

族谱化、系列化发展。通过模块化、通用
化、弹族化设计来增强防空导弹发展延续性和
可扩展性，已成为不少国家的共识。如“标准”
系列，先后经历了“标准-2”“标准-3”“标准-6”
等型号，弹径始终保持不变，共用一级发动机，
主要通过导引头和发动机等关键部位的更换或
改良，来满足不同作战需求。

持续推进导弹组网作战。近年来，一些国
家已开始着手发展防空导弹网络化作战统一制
导体制、互操作系统、高精度雷达组网技术等。

向“天”向“快”寻求新能力。近年来，一些
国家开始将防空导弹所打击目标扩展至空天侦
察手段、临近空间飞行器、高超声速武器等新型
威胁。2021 年，以色列和美国宣布合作研制

“箭-4”导弹以应对新型远程导弹和高超声速武
器；俄罗斯将服役的 S-500 和正在研制的 S-
550，据称都将装备77N6-N、77N6-N1导弹，可
以拦截高超声速飞行器甚至太空目标。

打造灵动之“镖”快速补位。针对无人机、
巡飞弹等“新生代势力”带来的近程低空威胁，
防空导弹也在以变制变，呈现出低成本、高精
度、强火力等新趋势。如以色列“铁穹”系统能
以卡车和拖车为“坐骑”，部署灵活。便携式防
空导弹也在因时而变，如美国“毒刺”、英国“星
光”、俄罗斯“雷霆”等，几乎可“傻瓜式”操作，能
对低空、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
造成更大威胁。

一弹多用，或将以更精准“手法”织密天网

▲以色列箭式反导系统。资料图片

▲可由S-300F及S-400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48H6E防空导弹。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