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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天

3月 13日，美国 《防务新闻》 周刊网

站报道称，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支持继续

开发“先进中型战斗机”（AMCA），即印

度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此举表明，

拖延已久的印度五代机计划再次被提上

了印度军工业的议事日程，全面重启迫

在眉睫。

纸面数据优异的“先进中
型战斗机”

今年 3 月初，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

准了总计 1500 亿印度卢比（约合 18 亿美

元）的项目资金，用于双引擎印度五代机

的全面设计和开发、飞行测试及认证。而

在此之前，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从 2022
年开始，一直拖着没有批准该项目，导致

这个隐身飞机项目一度“隐身”，几乎被

外界遗忘。

印度军事分析人士将内阁安全委员会

定性为印度国产五代机研发计划的“头号

阻碍”。此次出于多方面原因，印度内阁

安全委员会态度发生了大转变，不仅快速

通过了该项目，还批准巨资保障，对印度

五代机计划给与强有力的支持。

按照设计，“先进中型战斗机”总重

约 20 吨，将集空中优势、对地打击、轰

炸、截击等多种任务于一身，具备超音速

巡航、隐身、超视距打击等多种作战能

力。对标当前流行的五代机配置，该型机

主要通过菱形机翼、内置武器舱，以及机

体表面涂抹隐身涂层来达到隐身效果。该

机整个机身长 17.6 米，翼展 11.13 米，最

大飞行速度 2600 公里/小时（2.15 马赫），

作战半径为 1620公里。

在动力系统上，其临时选用美国通用

公司的 F414 发动机，作为世界上最先进

的中等推力发动机，其单台推力可达 90
千牛；在武器配置上，机身共设有 14 个

内外挂点，可用于挂载专用吊舱、空空导

弹、空地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等武器弹

药；在航电系统上，其将包括有源相控阵

雷达、综合航空电子系统、头盔显示器、

数据链系统、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等一系

列电子信息系统。

不仅如此，印度空军还要求该型机具

备有人/无人双驾驶模式，而这已经是第

六代战斗机的性能指标。也正因如此，

印度媒体广为宣传，称“先进中型战斗

机”是采用了许多未来技术 ， 非 常 接

近六代机的五代半战斗机。在该机模

型一在“印度航空航天展 2021”国际航

空展览会上亮相，就被印度媒体炒作为一

款能够“全方位超越”中国歼-20的隐身

战斗机。

根据规划，“先进中型战斗机”的研

发将由印度航空发展局和印度斯坦航空有

限公司组织领导。按照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的说法，该机原型机最快将于 2026年前完

成设计，第一批“先进中型战斗机”MK-1
战斗机的生产工作将在 2030年左右开始，

后继改进型号“先进中型战斗机”MK-2战
斗机将是一款标准的六代机。

印度航空发展局该项目主管克里

希纳·拉金德拉表示，初步计划制造 5 架

原型机，首飞将在 2028 年年底前进行。

而印度前海军航空试飞员和航空评论员

K.P. 桑吉夫·库马尔则对媒体表示：“‘先

进中型战斗机’获得最终作战许可的乐观

时间将是 2040 年或更晚。”印度空军未来

计划采购超过 200架“先进中型战斗机”。

印度五代机研发走了不少弯路

实际上，印度对五代机的研制起步很

早，但由于自身技术水平问题，在是同其

他国家合作研发还是独立自研问题上，有

过长期的纠结，走了不少弯路。

印度尝试过合作研制第五代战斗机。

2007 年，印度与俄罗斯启动了“未来前

线战斗机项目”，两国达成协议基于俄罗

斯的 T-50原型机合作研发五代机。俄罗

斯方面考虑通过合作获得印度强大的资金

支持，印度方面则考虑借助这一五代机项

目提高自己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能

力，更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带动整个航空工

业的发展。

但是，印度在该项目中先后投入 120
亿美元巨资，却始终没有接触到五代机的

核心技术，于是 2018 年退出该项目。而

俄罗斯却最终研制成功苏-57隐身战斗机

装备部队，让印度望洋兴叹。

在 2023 年班加罗尔开幕的第十四届

印度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负责俄军工

出口的俄技集团宣布将和印度空军讨论关

于接纳其加入俄航苏-75“绝杀”第五代

战斗机联合开发工作的事宜。该集团

CEO 米赫耶夫称，“俄方会继续与印度合

作生产战斗机，包括第五代战斗机。与印度

斯坦航空公司签订合同后，就可以开始着

手生产方面的工作了，这完全取决于印度

方面的决定。”尽管双方已有在印度建立四

代机生产线的良好基础，但是过去惨痛的

合作教训让印度始终难以释怀，进退两难。

在独立研发上，早在 2009 年，印度

五代机项目就启动了初始设计。当时，印

度计划打造一款拥有 DSI 进气道和内部

弹舱的单座双发隐形战机，要求空重达

25 吨，可携带 1.5 吨的内部有效载荷和

5.5 吨的外挂载荷。紧接着在 2010 年，印

度按照这样的指标正式推出“先进中型

战斗机”计划，印度空军希望这款第五

代中型隐身战斗机能够替代米格-29 和

“幻影”-2000 等现役战机，同时弥补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和苏-30MKI 重型战

斗机之间出现的型号空白。

然而，印度空军的五代机梦想实现起

来困难重重。一方面，印度国内的航空航天

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很难满足“先进中型战

斗机”项目的高标准和高要求。对于连

LCA“光辉”轻型战斗机研制都难以完成的

印度军工行业来说，该项目的指标技术难

度太大，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预

算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印度政府无法给予

“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足够的资金。

众多原因导致该项目一直没有取得实

质性进展，只是在各种航展上展示了一些

模型和概念图，生生把五代机研发搞成了

“图上作业”。鉴于此前的情况，外界对印

度号称要在短时间内造出首架原型机，并

计划配置自研的涡扇发动机，战机综合性

能达到五代半等目标，始终持怀疑态度。

印度空军对尽快装备五
代机非常乐观

随着美国、俄罗斯、中国相继研发成

功五代机，连土耳其都成功试飞了自己的

五代机，这让印度空军心理上实在难以接

受。其高层意识到，如果印度不尽快开发出

自己的第五代战斗机，那么他们将在空中

失去战略平衡。因此，印度空军开始不断向

印度政府和国防部施压，要求加大对“先进

中型战斗机”项目的投入和支持，以期能够

在 2028年之前完成该项目的研发和试飞。

对此，印度国内批评的声音也不少。

2019年 11月，印度陆军特种部队退役中将

卡托什在印度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严厉

批评了印度空军司令部代表关于“印度将

独立制造第五代战斗机”的一系列声明，

对印度媒体频繁在报道中称“印度将在

2030 或 2032 年之前利用自己的技术制造

最新型战斗机”感到恼火。他指责印度国

防部领导层经常改变计划，且对突兀的举

动不做任何解释。在不与其他国家合作的

情况下，印度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很多最新

项目都以失败告终，包括自主研制的枪械

等轻型武器。

2023 年 4 月，印度《欧亚时报》更是对

这一“雄心勃勃”的五代机计划泼了一盆冷

水。其报道直言，“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按

照现在的规划，即便能造出来也不算五代

机。特别是将该机与歼-20 相比，至少在

“超音速巡航、超机动和超信息优势”3 个

方面的功能落后太多。因此，结合真正五代

机的技术需求和印度的技术实力，该报纸

得出结论：当前的印度，并不具备制造五

代机的能力。

印度空军在近 70 年的历史中累计坠

毁了近 2400 架飞机，还不包括教练机和

直升机。这些事故导致超过 1300 名飞行

员丧生。就在今年 3月 12日，印度空军一

架 LCA“光辉”战斗机在训练中当着印

度总理莫迪的面坠毁，不啻于对印度航空

工业的一次重大打击。

尽管如此，印度空军始终对于尽快装

备五代机非常乐观。2022年 9月，印度空

军参谋长、空军元帅乔杜里在 《欧亚时

报》 刊文，提出要组建 7个“先进中型作

战飞机”中队来对抗中国。同年 11 月 25
日，印度空军元帅阿尼尔·乔普拉在“印

度防务评论”网站以 《印度空军的战备优

先事项》为题刊文，阐述了印度空军当前

的规模状态、未来发展目标和国防工业部

门的发展重点。

他提出，印度空军是世界第四大空

军。主要任务是确保印度领空安全，并在

武装冲突期间进行空战。它必须做好同

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准备。为此，到

2030 年，印度空军可能拥有约 37-38 个

战斗机中队，2038 年达到 42 个中队。最

终状态可能是 14 个苏-30MKI 中队、2 个

“幻影”-2000 中队、2 个米格-29 中队、12
个 LCA“光辉”中队、2个“阵风”中队，4个

“先进中型作战飞机”中队以及 6个新型战

斗机中队。只要及时作出决定，这些数字是

可以实现的。

由此可见，在印度空军高层的眼里，

短期内装备五代机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实，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把它尽快研制

出来，而是怎样在未来战争中用好它，特

别是在与中国、巴基斯坦的对抗中能够发

挥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取得战场胜利。

印度雄心勃勃重启五代机研发计划
□ 张永清 张一吴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展战旗！”不久前的一天，嘹亮的

口令声响彻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

五中队营区，一级上士封宇恒擎起“攻

守四〇七有功”战旗，走到队伍前方奋

力挥舞。队列前， 18 名新兵目光坚

毅，面向迎风招展的战旗庄严宣誓。

宣誓仪式结束，中队指导员刘一均

走上前，为大家讲述了这面战旗背后那

段可歌可泣的战史：1948 年，太原战

役中，中队前身部队担负攻守“四〇七

高地”的光荣任务。攻下高地后，敌人

垂死挣扎，集结数十门火炮轰了一整

夜，整个高地都被打下去一尺多，副班

长李德盛带领七班顶着连天炮火，打退

了敌人 30多次进攻……

聆听中队的光荣战史，列兵高彬洲

心中热血沸腾。他的爷爷高玉臣 1941
年入伍，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历经百余次战斗，

身上伤痕累累，被评定为六级伤残。听

着爷爷战斗故事长大的他从小便立下了

从军报国的志向。

2023 年参军入伍来到这个英雄的

中队，听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高彬洲不由得想起了爷爷对他的嘱咐：

到部队，一定要刻苦训练，当个好兵。

活动结束后，他激动地说：“我的身体

里流淌着英雄的血液，接过祖辈的枪，

我要苦练打赢本领、磨砺坚强意志，用

青春和热血为中队创造新的荣誉，让战

旗永远高高飘扬！”

据介绍，五中队诞生于解放战争时

期，前身是太岳军区的一支红色连队，

转战多地，历经百余次战火洗礼，先后

被授予“勇猛顽强，再接再厉”“以少

胜多”等 30多面荣誉奖旗。

“一面战旗承载着一段峥嵘岁月，

是一部英雄的史诗，上面写满了先辈们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铁血荣光，这些是

我们开展教育的生动教材。”刘一均介

绍，他们全面考证完善队史记载的战旗

资料，编撰 《战旗猎猎》图鉴，在新老

交替、干部调整和重大节日等时机，开

展“展战旗、秀战功”活动，引导官兵

在赓续红色血脉中坚定建功立业、奋斗

强军的理想信念。

为大力营造崇尚荣誉、珍惜荣誉、

争创荣誉的浓厚氛围，这个中队不断改

进创新荣誉激励方式，在“展战旗”环

节，开展与战旗合影、向战旗宣誓以及

重温战旗背后的红色历史等活动；在“秀

战功”环节，采取士兵讲堂、事迹报告会

等形式，邀请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的

尖子骨干上台分享成长故事，极大激发

官兵立足本职、拼搏进取的战斗豪情。

当天的“展战旗”环节结束后，在

随后举行的“秀战功”环节，二级上士

张杰“五年磨一剑，一朝展锋芒”的故

事，赢得中队官兵热烈的掌声。

张杰连续 4年参加上级举办的优秀

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但每次成绩都不理

想，多次铩羽而归让张杰有些沮丧。在

“展战旗、秀战功”活动中，指导员请

他为大家讲讲“闻息即往、活捉匪首”

这面战旗背后的故事。

“一发炮弹在韩廷宝脚边炸响，剧

烈的冲击把他掀翻在地，他艰难爬起咬

牙继续冲锋，就这样被击倒又爬起，连

续冲击了三四次，终于成功炸掉了敌人

碉堡……”亲口讲述这面战旗的故事让

张杰深受触动。

“特级战斗英雄韩廷宝即便身负重

伤也不下火线，作为英雄的传人，自己

只是遭受了一点小挫折，怎么能轻言放

弃？”2023年，张杰鼓起勇气再一次报

名参赛。从支队、总队讲台再到站上武

警部队赛场，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凭借

不服输的韧劲圆梦赛场，获评武警部队

优秀政治教员一等奖。

高彬洲听了这个故事，便将班长张

杰视作偶像，追着班长为自己定下了

“魔鬼”训练计划。别人一个队列动作

练两遍，高彬洲拆解组合练上十几遍；

别人跑三公里，他主动绑着沙绑腿跑五

公里……刻苦的训练换来成绩节节攀

升，他在月考核中名列前茅，成为同批

战友中的“训练之星”。

“在我们中队，以优异成绩为战旗

增光添彩是每个官兵的共同追求。”刘

一均说。

前不久，支队组织教练员集训的消

息传来，中士米书良第一个向党支部递

交了请战书。在备战的日子里，他坚持

早起一个小时跑五公里练耐力，专挑体

格健硕的队友练对抗，休息时间泡在训

练场琢磨教学法。最终，他在战术课目

比拼中，凭借过硬素质一举夺魁，兑现

了自己在战旗下许下的诺言。

“回望历史，战火硝烟散去，但先

辈们用鲜血熔铸的那股英雄气，始终

在中队官兵血液中流淌，激励着一茬

茬官兵勇往直前、奋勇拼搏。”近年

来，这个中队官兵把荣誉举过头顶，

把使命扛在肩上，出色完成了多项重

大任务，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

层建设‘四铁’先进单位”，多次荣立

集体三等功。

为英雄战旗
再添荣光

□ 何 昆 齐 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两名‘暴恐分子’作案后藏匿于郊

区烂尾楼内与公安机关对峙，上级要求

我特战分队火速赶往事发区域进行捕歼

战斗……”初春时节，武警贵州总队六

盘水支队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实战背景

下的城市街区反恐战斗演练，通过把

环境设真、战局设险、对手设强的方

式，有效锤炼特战队员反恐制胜能力，

进一步实现从“练为战”到“练即战”

的转变。

“实战化演练，既是对特战分队打赢

能力的有效检验，也是促进实战化训练

与未来战场无缝接轨的有力手段。”据该

支队包绿林介绍，他们始终聚焦使命任

务，着眼创新训法、战法、打法等手

段，加快推进训练体系融合转型升级，

把像训练一样打仗、像打仗一样训练的

鲜明导向牢固立起来，不断提升新型作

战力量遂行任务能力。

演练中，他们充分预想未来战场可

能面对的情况，落实与实战相一致的内

容标准，构设与实战相贴近的训练环

境，运用与实战相适应的方法手段，让

特战队员在压迫感十足的危局、难局、

险局、困局中想对策、谋战法、练指

挥，全面锤炼特战队员临机指挥、战场

决策、协同作战、打赢制胜等综合能力。

行动中，战局态势不停变化，现场

指挥员沉着应对，精准指挥，特战队员

灵活运用多种战法手段，依次交替掩护

隐蔽接“敌”。

“不要冲动，想想你的家人，他们还

在家里等着你……”此时，在政治攻心

组劝降“暴恐分子”之际，侦察组第一时

间 将 侦 察 情 报 回 传 ，结 合 现 场 胶 着 态

势，在锁定“暴恐分子”藏匿位置后，指

挥员召集队员研究部署战法行动。

“一组自下而上向‘暴恐分子’进行

围剿，二组从楼梯右侧向核心区域推

进，狙击组实时锁定目标等待狙杀指

令。”现场指挥员决心采取攻心诱降、隐

蔽近敌、迂回包抄、合力歼“敌”的战

法展开捕歼行动。

在政治攻心组的牵制下，特战队员

兵分多路向目标实施隐蔽接近，狙击

手占领制高观察点对“暴恐分子”实

时锁定，突击一组、突击二组采取左右

夹击的战法，同时向“暴恐分子”藏匿

位置逼近。

特战队员交替掩护、秘密抵近，随

着范围不断压缩，在对“暴恐分子”形

成包围夹击态势后，特战队员以战术手

语为信号迅速展开突击。“三、二、一，

突击！”特战队员迅速对“暴恐分子”实

施精准打击。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两

名负隅顽抗的“暴恐分子”被歼灭。

战斗演练结束，复盘随即展开。官

兵们围绕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分析原因、

制订整改措施，进一步优化战法训法，

达到了打一仗进一步的效果。

“训练场上善于破迷障、闯难关、涉

险情，战场上才能见招拆招、击中要

害。”该支队张华介绍，“刀刃越磨越锋

利，我们旨在通过实兵演练、红蓝对

抗的模式，让特战队员与强‘敌’对

手正面交锋，倒逼他们在危难战局中锻

造战训耦合的胜战能力，探寻出战场制胜

招法。”

“利刃”出击

□ 李 政 蒋雨铖 严子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降座驾驶装甲车（坦克）连续快速通过

10余种障碍、多枪型立（卧）姿对隐显靶点

射、模拟战场环境连贯对伤员进行转移救

护、在规定时间内结合“敌”情灵活利用

5 种姿势进行手榴弹使用考核……近日，

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基础课目

连贯考核，训练场上硝烟弥漫，一片热火

朝天的练兵景象。

新年开训以来，该旅严格对照军事训

练大纲，认真查摆训练中存在的问题短

板，先后梳理出险难课目训练少、极端天

气训练少、夜暗环境训练少等 10 余个制

约战斗力提升的问题，并拉单列表、定责

到人，限时整改完毕。

与此同时，该旅还专门成立训练监察

小组，深入训练场。采取不打招呼、直达

现场、全程摄像的方式，重点纠治避难就

易、避险求稳等训风不实现象，并结合交

班会、议战议训会等时机，对训练落实打

折扣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讲评，切实把

实战化标准落到实处。

走进射击场，该旅某连班长侯刚跑完

3公里后，抓紧回去披装，赶来参加步枪射

击考核。“稳固持久地据枪，正确一致地瞄

准，均匀正直地击发……”侯刚在心里默念

射击动作要领，找准起靶的时机，果断扣动

扳机，一声枪响，准确命中靶心。

据了解，这次基础课目连贯考核采取

“逐人过关”的方式组织，参考官兵需要

在 16 个小时内完成野战生存、战场防

护、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夜间行军等

8个课目的考核，单课目通过后才能获得

下一课目的考核“资格”，坚持对标实

战，树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夜幕降临，大雾使得能见度不断降低。

侯刚带领班级开始了最后一项考核——按

图行进。明确站立点、标定目标点、规划路

线……漆黑的丛林间，侯刚带领队员在微

弱的月光下艰难前进，地毯式搜索目标点

的同时，还要躲避蓝军的围追堵截。

“滴！”大约 50分钟后，侯刚带队率先

冲过终点线。“总用时 52分 38秒！”随着

考官宣布成绩，一天的连贯考核也宣告结

束。列兵王思硕累得气喘吁吁，却满脸兴

奋：“连贯作业让我找到了打仗的感觉，

我们渐渐适应了快节奏、高强度的训练，

虽然累，但很值！”

回到连队，复盘检讨随即展开。参加

考核的官兵围绕考核过程中暴露出的短板

弱项分析原因、制订整改措施，优化战法

训法，为下一阶段的连贯考核做足准备。

他们还将“四化”组训法融入基础训

练，在“专”上想办法、在“组”上下功夫、在

“练”上做文章、在“考”上求实效，通过区分

专业领域、统筹教学资源、灵活训练方式、

严把考核关口，进一步正规训练秩序。同

时，划拨专项经费，完善配套场地器材设

施，构设逼真战场，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

境中淬炼打仗本领，提高夜战能力。

“训练考核实打实，战场才能硬碰

硬。打胜仗必须筑牢基础，抓联合必须强

固‘底盘’。”该旅领导表示，“加快组训

模式创新、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只有

切实把课目训全、人员训齐、时间训够、

标准训到，真正把普通招数练到极致，把

装备性能发挥到最优，才能夯实部队能打

仗、打胜仗的基础！”

“连贯考核让我们找到了打仗的感觉”

3月中旬，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奔赴多个海区开展实战化训练，在真打实抗中锤炼官兵战斗本领。图为主炮射击。 李正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