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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敏文

目前，以美国空军 F-22、F-35和俄

罗斯空天军苏-57为代表的第五代战机

中，最早批量生产和投入实战的 F-22，
服役已近 20年。按照空军主战装备大致

20 年左右更新一代的特点，不少国家，

比如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都在

独立或者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目前，

世界上第六代战机的研发呈现群雄并起

的局面。

基本特征

在人类航空史上，战斗机的分代

是进入喷气式时代后才逐渐产生的。

一般来说，美制 F-111、F-104以及俄

制米格-21 等被称作第二代战机。美制

F-14、F-15，苏制米格-23、米格-25，法
制幻影-2000 等被 称 作 第 三 代 战 机 。

第四代战机则大致包括美制 F-15EX、

F-16，俄制苏-27、米格-29 等，典型的

第五代战机则包括美制 F-22、F-35 和

俄制苏-57等。

需求牵引、技术支撑是武器装备更

新换代的普遍规律。空战对战斗机性能

的要求与时俱进，驱动战斗机升级换代

的主要是技术突破。第一代战斗机的产

生，缘于喷气动力技术的突破。战斗机结

构的改进和加力涡喷发动机等一系列技

术突破，为二代机提供了技术基础。混合

流型结构、加力涡扇发动机、电传飞控、

综合航电等技术，推动战斗机进入第三

代。而第四代机战机的跃升，主要体现在

隐身技术上。

第五代战斗机的技术推动主要是信

息网络对抗技术的综合推动。隐身技术

的本质是信息的获取与反获取，信息网

络对抗技术的实质是信息的传递与反传

递，电子战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综合对抗，

贯穿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环

的全过程。

从军事技术推动和作战需求牵引的综

合视角看，第六代机大致包括以下特征：

一是网络化的结构特征。第五代战

机如 F-22 虽然具有一定的一体化信息

融合能力，能够利用先进的机外传感器

网络和机载火控系统，在敌机的探测距

离外发现、摧毁来袭敌机或导弹。但是，

由于 F-22设计于 20世纪 80年代，F-35
的设计时间在 1994年，而美国防部向国

会提出《网络中心战》报告是在 2001年 7
月，这就决定了 F-22、F-35等第五代战

机在网络中心战、融入一体化网络信息

体系方面的能力先天不足。

海湾战争后美军开始加强军事信息

网络的一体化建设，迄今已经建成基本

成熟的军事信息网络体系，在网络信息

体系中，每一个作战单元、作战平台都是

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由于一些此前设计

制造的作战平台不具备网络能力，必须

对其进行改造才能适应作战需要。而作

为最新设计制造的第六代战机，必然在

设计阶段即融入网络信息体系，与作战

网络中的其他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互操

作，实时共享战术信息。

二是智能化的技术特征。战斗机代

际更新，基于显著的技术更新，但也不会

完全淘汰原有技术。第六代战斗机的出

现，正当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

和深入运用。在普遍使用第六代航空发动

机，以及在结构上采用全翼身融合、大升

阻比设计等技术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是

第六代战斗机的典型和标志性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第六代战机的航

电、飞控等基础电子信息系统，基于大模

型的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技术大量使用

在信号情报综合处理、辅助决策、自动控

制等环节，以及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OODA）的全过程。

三是有人无人协同的战术特征。空

军历来是高技术军种，目前，以空军为主

角（而非单纯的无人机之战）的空战尚未见

无人机的加入。但是，无人加油机和作为

“忠诚僚机”的无人机已经出现并逐渐成

熟。在无人加油机、“忠诚僚机”和其他无人

机加入空战之后，有人、无人机之间的协同

将成为空战的基本战术特征。

各国进度

率先研制出高水平第六代战机的国

家，无疑将取得未来空战中的主动权和战

机发展的主导权。当前，军事大国凭借其技

术、经济等资源优势先行一步，已经取得明

显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是最先考虑研制第六代战机的。

早在 2010年 11月，美国空军即开始就“下

一代空中优势（NGAD）”战斗机应具备的

能力征询意见，并预计新研下一代战机在

2030年左右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2016 年 5 月，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批

准《空中优势 2030飞行计划》，明确下一代

战机的研制目标。第二年，美国空战司令部

司令霍克·卡莱尔在《空军》杂志上撰文，明

确下一代战机是具有穿透性制空能力的有

人驾驶战斗机。2019年 4月，美国著名智库

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在《走向大国竞争时

代的美国空军》报告中，坚持认为“需要增

强高端有人机能力，无人机系统仍然被视

为有意义但尚未完全成熟的作战平台”。

由于第六代战机项目技术复杂、工程

庞大，需要多家大公司联合研制。目前，加

入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机研制的包括波音、

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电

气和普惠公司等 5 家美国公司。2020 年 9
月，美国空军采办执行官威尔·罗珀宣布，作

为第六代战机研制工程的一部分，美国空军

已经建造并试飞一架全尺寸的演示机。

2022年 6月，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

德尔宣布，美军第六代战机项目相关技术

已基本成熟，下一步将进入原型机的设计

和制造阶段。

在研制工作进入实质性的工程、制造

阶段后，任何单项技术和整合技术都需要

进行演示验证。今年 6月 9日，美国空军宣

布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 411飞行测试中队

为第六代战机的试验部队，该试验部队曾

担任 F-22“猛禽”战机的试验任务。

作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俄罗斯在第

六代战机研发上也不甘落后。据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 2020年 7月 16日报道，俄罗斯米格航

空器集团和苏霍伊公司将联合开发第六代

战斗航空系统。俄罗斯公布的第六代战机性

能指标包括超强隐身能力和电子战能力，可

拦截和发射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在第六代

战机发展方面透露的信息较少，加之影响

因素很多，未来发展尚存在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不断衰落的老牌帝国，英国

在五代机的发展上缺席，却又想在第六代

战机的发展上刷存在感。2022年 7月，在两

年一度的英国范堡罗航展上，英国展出了

其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暴风”战机的模型。

时任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宣称，英国的

第六代机“暴风”将在 5 年内实现首飞。但

是，英方一方面宣称将与日本三菱公司合

作，另一方面又宣称与美国的合作计划正

在商讨之中。这说明英国的第六代战机发

展计划明显底气不足，

作为欧洲战略自主的体现，共同研制

第六代战机显然是一个良机。2021年 8月，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共同宣布将联合研制

第六代战机的原型机，并承诺在未来几年

投入数十亿欧元。这一动议显然不为美国

所乐见，宣称由于法、德之间根深蒂固的矛

盾，欧洲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机前景不乐观。

美国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和地缘格局下，

美欧应当在研制第六代战机上“保持一

致”，避免“内耗”。

在此复杂背景下，今年 3 月 16 日，日

本、英国、意大利三国的国防部长在日本东

京会谈后宣布，三国就共同研发第六代战

机进行密切合作达成一致。具体承研的三

国承包商为日本的三菱重工、英国的航空

航天公司和意大利的莱昂纳多航空公司。

各军事强国纷纷投入第六代战机的研

制，但走在最前面，并最有希望取得实质性

突破的是美国空军及其相关承包商。俄罗

斯、日本、英国，以及欧洲国家处在商讨、制

订计划和取得单项成果的阶段。基于研究

基础、战略环境和需求迫切程度的不同，与

日本、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俄罗斯

独立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更大。

未来发展

主战飞机是夺取制空权的主要力量，

也是国之重器。在制空权变得越来越重要，

争夺制空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战争

中，新一代主战飞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

于呼之欲出的第六代战机来说，未来发展

将具有以下三方面趋势。

一是第六代战机本身将成为功能综合

的超强作战平台。战斗机最先的作战功能主

要是近距格斗和投掷航弹。随着战斗机自身

性能的提高和航弹的多样化发展，开始具备

空射导弹、电子战等功能。发展至第五代战

斗机，隐身性能和网络化能力大幅提高。

第六代战机将在态势感知、电子战、网

络战及隐身能力方面产生质的飞跃。在态

势感知方面，第六代战机不仅装备高水平

电扫描相控阵雷达，而且能够融合入网作

战平台传感器数据，具备超强态势感知、信

息融合能力。在电子战、网络战方面，第六

代战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认知电子战技

术，能够精确发现突然出现的电磁辐射源，

并对其进行精确定位和参数分析，从而进

行电磁攻击和电磁掩护。通过网络战和电

子战的融合，实现网电一体化作战。此外，

第六代战机采用雷达规避设计和新一代隐

身涂层等，隐身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机载弹药方面，第六代战机将普遍

具备发射和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这

使得第六代机不仅置身在一体化网络作战

体系之中，而且自身也成为具有超强综合

作战功能的空战平台。

二是第六代战机必须具备与无人机联

合作战的能力。智能技术是第六代战机的

标志性技术，在提升第六代战机自身功能

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各种无人机加入作

战，这客观上推动了空战场有人、无人机共

存共生生态的形成。

无人智能化“忠诚僚机”可执行困难且

危险的任务，如在敌方防空系统尚具作战

能力时的前出侦察任务，识别并摧毁敌方

的防空系统，或在高对抗和危险的空域与

敌方战斗机交战。鉴于“忠诚僚机”的特有

优势，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忠诚僚机”。如美

国奎托斯国防和安全解决方案公司研制的

“空中狼”、XQ-58A“女武神”和 UTAP-22
“灰鲭鲨”、波音公司的“幽灵蝙蝠”，印度斯

坦航空有限公司研制的“勇士”，韩国大韩

航空宇航分部研制的“鳐鱼-X”，俄罗斯苏

霍伊公司和俄罗斯飞机公司研制的 S-70
“猎人-B”等。

每一代战斗机都有舰载型，如第四代

战机中的 F-18，第五代战机中的 F-35B。
第六代战机也必然会产生它的舰载型。美

国海军已经成功研制出 MQ-25A“黄貂

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并组建第 59 特遣队

进行有人、无人协同试验。也就是说，第六

代战机的舰载型同样必须具备与无人加油

机协同作战的能力。

三是推动空战向有人、无人协同作战

的方向演变。飞机诞生和空战出现以来，基

本上是参战各方有人作战飞机之间的较

量。近年来，虽然无人机作战飞速发展，并

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基本上都是作

战双方或多方无人机、无人集群之间的对

抗。无人机的主要作用，是担负战场侦察、

弹药投送等任务。虽然无人加油机和“忠诚

僚机”已经出现，但尚处在试验、完善阶段，

也就是说，有人、无人机之间的协同、联合

作战，在实战中尚未出现。

但是，随着“忠诚僚机”和无人加油机，

以及后续涌现的其他无人机走向成熟，无

人机必将加入实战，与有人驾驶飞机协同、

联合作战。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的协同、联

合，包括有人机与有人机之间、有人机与无

人机之间、无人机与无人机之间的协同、联

合。这将导致空战的协同、联合更加复杂，

必须借助智能化指挥、管理、控制系统的协

助，因此也将深刻影响未来空战的面貌。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第六代战机什么样

□ 孙 飞 范 坤

损管堵漏争分夺秒，战伤救护紧张严

密，配合灭火迅速有效……连日来，海军第

44批护航编队千岛湖舰，利用护航间隙组

织开展全员额实战化共同课目比武，促进

官兵基础技能提升。

“从 8月中下旬开始，每名官兵都参与

进来。”该舰副舰长窦伟介绍说，比武采用

逐级淘汰制，极大调动了全员练兵热情。

补给通道内，电工兵、上等兵王印浦抽

到的题目是“伤员左胸受弹片伤呼吸困难，

疑似气胸，头部软组织损伤，左前臂骨折”。

这个课目要求卫生员仔细观察战场环境，

采取安全隐蔽方式对“伤员”进行救护。

现场裁判、该舰军医黄伟泉刚一下令，

王印浦立即上前开展救治，但情急之下直

接从“伤员”身上跨过。黄伟泉立即扣掉 4
分，并备注“未注意观察战场环境”。王印浦

完成救治后，黄伟泉告诉笔者，“他采取站

姿对伤员进行救护，缺乏敌情观念。”

“这次比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敌情观

念贯穿始终，成为判分的重要依据。”该舰

舰长顾红庚表示，“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

零。只有训练中始终树立敌情观念，官兵才

能磨炼出临敌不乱的实战本领。”

后甲板上，机电兵郭志斌和郦宇超正在

联合对破损管道进行“堵漏”，只见郦宇超麻

利地用快速堵漏器盖住一个破口，紧接着和

郭志斌一起封堵另一个破口。没想到水柱压

力突然加大，一个螺丝还没拧紧，另一个螺

丝已被水冲飞。水柱喷涌而出高达数米，两

人一下子全身湿透，视线模糊不清，始终拧

不紧螺丝，最终被裁判扣掉一半的分数。

“这才是逼真的战场环境。”“败下阵

来”的郦宇超感慨说，“你要考虑到所有可

能的突发情况，每个因素都可能带来致命

的影响。”

据了解，堵漏课目模拟实际破损环境，

从破口喷出的水都是临时从海里抽上来压

进去的。舰上还根据舱底吃水深度不同设置

相应水压，参赛官兵根据破口类型、直径等

临机确定链条、卡箍等不同堵漏器材，重在

检验真实环境下官兵的应急损害管制能力。

“实战化环境才能练出真功夫。”补给

通道另一侧，雷达兵、下士张月第一个穿戴

好防化服后，立即绕着通道冲跑。一圈下

来，现场裁判、二级上士赖登朋上前检查面

罩处严密性防护等内容。检查结果显示，女

兵张月的防护服穿戴牢固，而同组其他 3
名男兵，有两人因后面罩脖颈带松脱导致

防护不严密，被赖登朋直接扣掉 20分。

“必须意识到，等你真正需要穿这套防

护服的时候，面对的可能就是火海、火浪。

如果有裸露在外的皮肤或是面罩气密性不

良，在敌方使用核生化武器攻击时会有辐

射感染风险。”赖登朋说，“提高敌情意识，

按标准穿戴防护服，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为

了更好地完成任务。”

“战斗中左前臂遭受炮弹袭击，开放性

骨折伴喷射状大出血；左肩软组织损伤，伤

员开始自救。”这是补给兵、下士覃波抽到

的比武题目。听到指令后，覃波迅速展开

“自救”。

据了解，千岛湖舰要求每名官兵都要

具备自救互救能力，在实际战场条件下，官

兵们遵照先自救再互救的原则进行救护，

最大程度保证战斗力。

消防呼吸器如何穿戴，如何在浓烟环

境下灭火……千岛湖舰参赛官兵连日来奋

战在各个比武场上，检验着前期训练的效

果。据介绍，此次比武，百余名官兵围绕 8
个课目，将激烈角逐近 20天。

敌情观念
贯穿比武始终

□ 王俊锋 张泽阳 马勇韬

“问题切入”学理论、“以事说理”抓教

育、“知行合一”重实效……今年以来，武警

河南总队瞄准官兵“活思想”、找准教育突

破点，积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体系，切实在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教育质

效、推动部队发展上聚力用劲，官兵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问题切入”学理论

“针对中队训练内容不贴近任务实际

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习主席是怎么要求

的……”近日，在武警河南总队安阳支队

某中队的课堂上，该中队指导员韩朝军抛

出问题，随后他带领官兵从 《习近平论强

军兴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等书籍中

品读原文，对照问题分析原因，制订具体

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

课堂上他们一改往日“填鸭式灌输”

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带着问题学理论，用

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真理，边寻找

答案边自我教育，在学做结合中找到了理

论学习的“金钥匙”。

“过去的理论课上，一些干部习惯照

本宣科，官兵往往听得云里雾里；现

在，官兵带着问题思考，干部再有针对

性地领学，问号拉直了，道理也入脑入心

了。”该总队领导介绍，为提升理论学习

组织力、吸引力、实践力，他们从找准理

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入手不断探索，总结归

纳“问题切入”式学理论方法，形成“找

问题——学观点——研举措”的闭合学习

回路。

“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实践的方

向。”日常工作中，他们灵活运用多种载

体打开官兵“心锁”、聚力找到问题“源

头”，通过谈心交心、问卷调查、开展

“给党支部的一封信”等活动，常态收集

官兵身边的现实问题。同时，利用思想骨

干碰头会等时机进行问题会诊，并在强军

网开设“首长信箱”“建言献策”“交流互

动”等专栏，做到“人人都参与、问题大

家找”，让学理论的“突破口”“切入点”

更具针对性。

找准问题是基础，学懂弄通是关键。如

何定准个人发展方向、骨干的威信怎样树

立、如何将训练与任务实际有机结合……

翻阅武警信阳支队 《理论学习问题清单》

可以看到，他们将 15 个基层大 （中） 队

搜集到的 27个典型问题汇总成册，下发各

单位供其参考借鉴。

而武警平顶山支队则从“当前部队内

部关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扎实落实

“要深入开展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培

养官兵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巩

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

系”的指示要求，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

举措，打通了沟通链路、营造了和谐氛围、

密切了官兵关系。

“以事说理”抓教育

“面对挫折，他毫不所馁、继续冲锋，近

年来 4 次荣立三等功，2022 年被总队表彰

为‘十大优秀警士’。”前不久，结合部分考

生因军考失利情绪低落的实际，武警河南

总队鹤壁支队某机动中队指导员吕聪结合

中队一级上士杨润磊的成长故事，以“失意

不失志”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堂别开生面

的教育课。

故事讲完，官兵们陷入了沉思。今年军

考失利的上等兵黄炜权在讨论交流时说：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下一步，我要

全力以赴把每项工作都干出彩……”

“教育接地气、冒热气才能聚人气、添

动力。”该总队领导介绍，前期，他们围绕

“提升政治教育质效”专题调研时发现，

相较于单向式灌输“大道理”，青年官兵

更喜欢生动鲜活的“小故事”；相较于课

堂上的“你讲我听、你读我记”，官兵更

热衷于“兵说兵事、以事明理”。

该总队紧贴部队实际和新时代官兵

“活思想”，积极探索“一个故事明白一个

道理”教育新模式，通过挖掘党史军史、

先进典型、警示案例等鲜活故事素材，按

照“故事＋观点＋感悟”的形式，紧紧抓

住官兵的兴趣点、兴奋点，让思想政治教

育更加接地气、真正贴兵心。

近日，在该总队机动支队某特战中队

综合训练场，排长刘付鸿锋为新兵进行射

击演示。一阵枪响过后，他打出了满环的

好成绩。一旁观摩区里，该大队教导员尹

喜忠带领刚下队的新兵现场观摩。

演示结束后，刘付鸿峰来到新兵身

边，向他们讲述自己从餐厅服务员成长为

一等功臣背后的故事，新兵们听得意犹未

尽。随后，尹喜忠趁热打铁，一堂以“苦练

军事技能是成就事业关键环节”为主题的

教育课就此展开。

形式“活”起来，课堂“火”起来。该总队

把握社会出现热点话题、部队进行任务转

换、官兵成长进步等重要时间节点，探索出

“课题诱导式”“访谈互动式”“亲情连线

式”“现身说法式”等 10种授课模式，全

面铺开“以事说理”式教育，用身边事、典

型事、具体事提升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

说服力，广大官兵在讲故事、论观点、谈感

悟中矢志奋斗强军的理想信念愈发坚定。

“知行合一”重实效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在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就应该第一时间冲

上去……”前不久，武警三门峡支队下士付

一豪休假期间勇救两名落水群众的事迹，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连续两次下水救人”“做好事还不愿

留下自己的姓名”……在价值多元的网络

时代，面对随时都可能被夺走生命的危险，

一名普通大学生士兵为什么能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

实际上，付一豪就生活在这样“崇尚英

雄、争做英雄”的氛围中。在付一豪所在的

中队可以看到，学习室内，理论宣讲深入浅

出；训练场上，各种实战化课目接续展开，

官兵们瞄准战场所需持续固本强能。

思想引领行动，教育服务打赢。武警

河南总队坚持把学习、教育同夯实基层根

基、狠抓备战打仗、筹备大项工作有机结

合，促进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发有为的工作

实效。

“要切实把学习教育质效向保障打赢、

向战为战上聚焦。”该总队领导介绍，他们

注重在强化政治引领、聚焦向战为战上持

续用力，通过蹲点调研、调阅资料、问卷调

查、座谈了解等方式，重点对党员干部模范

带头、官兵军心士气、部队建设发展和完成

任务情况等全方位检验。

8 月初，在驻地面临洪水侵袭的紧要

关头，武警河南总队新乡支队百余名官兵

火速驰援，全力投入抗洪抢险。大堤上，各

级领导干部冲在前、干在先，广大官兵以昂

扬的精神面貌投身任务一线。

该总队领导介绍，从理论教育、军事人

力、组织建设，到野外驻训、练兵比武、战法

推演、抢险救灾，总队官兵在大项任务中经

受摔打磨练、在强军实践中勇毅前行，主动

作为、勇挑重担、敢于冲锋成为广大官兵的

行动自觉。

今年以来，该总队涌现出被中央军委

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的一级警士长郭

秦生、危难时刻勇救两名落水群众的 00
后下士付一豪、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中士段宏斌等一大批先

进典型。

形式“活”起来 课堂“火”起来

9月9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实战化训练，锤炼飞行员作战本领。图为双机编队起飞。 吕世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