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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４００ “凯旋 ” 防空系统是
在Ｓ－３００防空系统基础上改进而
成的俄第四代、 也是已列装俄军
的最新型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其任务是摧毁各种先进空天攻击
武器———战略战术飞机、 战役战
术弹道导弹等， 每套系统可同时
制导７２枚导弹打击３６个目标。 目
前这一系统已部署在俄罗斯莫斯
科州、 远东地区、 波罗的海附近
等区域。 俄媒体报道， 驻守在克
里米亚的俄空天部队也部署了这
一防空系统。

去年底， 俄一架战机在叙利

亚执行任务时被土耳其击落， 俄
随即在叙空军基地部署了Ｓ－４００
防空系统。 俄防空和反导领域专
家霍达连诺克认为， 俄在叙利亚
部署的Ｓ－４００防空系统， 已在实
战中充分展示自身性能， 其达到
４００公里的射程范围对叙利亚国
土形成强有力覆盖， 事实上将叙
利亚领空变成了 “准禁飞区”。

自 ２００７年开始列装俄军以
来， Ｓ－４００防空系统就受到广泛
关注。 俄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主
任鲁斯兰·普霍夫说， 在这一系
统开始生产时， 就有许多国家表

达购买意愿， 但俄国防部坚持将
其先装备本国部队。

根据军购合同， 伊朗从俄进
口了４套Ｓ－３００系统。 由于受到国
际制裁，历时数年，直到本月俄罗
斯才向伊朗交付全部防空系统。

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
专家瓦西里·卡申表示， 与其他
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相比 ， Ｓ－
４００防空导弹系统在射程、 能够
同时打击的目标数量、 对抗弹道
导弹的能力上都有很大优势， 其
可达４００公里射程范围更是吸引
众多外国买家的亮点。

俄加紧打造防空利器角力美国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访问印度期间， 俄印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军事技术领域协议， 其中包括长期以来广受关

注的俄制Ｓ－４００ “凯旋” 防空系统的供应合同。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俄多年来着力打造的防空利器受到众多国家
青睐， 主要原因在于战斗性能优越； 更为重要的是， 加紧发展本国防空体系， 是当今国际局势多变的情况下， 俄
维护国家安全和应对美国及北约威胁的现实选择。

早在２０１１年， 俄罗斯政府就
提出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０年向军队拨
款２０万亿卢布 （约７０００亿美元 ）
采购武器装备， 计划２０２０年前现
代化装备数量达到俄军装备的
７０％。 虽然近几年经济不景气 ，
但俄领导人多次表示， 军队装备
现代化不会受经济形势影响。 卡
申说， 防空体系是俄军事力量的
关键组成部分， 发展先进防空装
备一直是俄军现代化改革的优先
方向。

从苏联时代到 当 今 俄 罗 斯
都 十 分 重 视 本 国 的 防 空 武 器
研 制 和 防 空 体 系 建 设 ， 研 发
了短 、 中 、 远程多系列导弹。

除Ｓ－３００、 Ｓ－４００系统之外 ， 在
国际上知名度比较高还有 “山毛
榉 ” 和 “托尔 ” 系列等 。 相 当
长 时 间 以 来 ， 很 多 国 家 从 俄
进 口 防 空 武 器 打 造 本 国 的 多
梯次防空网络。

为了在新的条件下最大限度
发挥俄罗斯防空系统能力， 俄于
２００６年出台了 《俄联邦空天防御
构想》， 其中明确指出防空系统
是俄空天防御体系的基础 。 俄
《国家防务》 主编科罗特琴科表
示， 现代战争中， 首先动用的武
器将是洲际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等精确制导武器， 因此发展本国
反导系统和空天防御体系一直是

俄军方努力的方向。
科罗特琴科介绍， 俄目前所

研制的第五代防空系统Ｓ－５００已
进 入 收 尾 阶 段 。 这 一 系 统 的
最 大 优 势 在 于 可 以 在 近 太 空
直 接 对 目 标 实 施 拦 截 ， 也 就
是 可 以 精 确 拦 截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 俄媒体报道 ， Ｓ－５００系统
能 够 发 现 并 同 时 打 击 １０个 超
音速飞行目标 ， 其射程可达６００
公里。

霍达连诺克透露， 对于防空
系统的通信系统来说 ， 隐蔽性
和 抗 干 扰 能 力 是 两 大 重 要 指
标 ， 而 Ｓ－５００系统在这两方面
都性能优越。

Ｓ－５００反导系统被俄方称为
“普罗米修斯”， 这一名称很容易
使人联想到美国现役的 “宙斯
盾” 反导系统。 正如普罗米修斯
与宙斯在神话中的结怨情节， 俄
美在反导领域的较量也是俄着力
发展防空反导力量的最大动力。

“宙斯盾”是美国海军主力防
空系统， 也是美国在欧洲部署的
反导系统。 今年５月，美国设在罗
马尼亚南部的陆基“宙斯盾”反导
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设在波兰北
部的陆基“宙斯盾”反导基地几乎
同时动工，预计２０１８年完成建设。
俄对此拿出多个应对措施， 包括
在靠近北约国家的西部边境增
兵 、将 “伊斯坎德尔－Ｍ”导弹部
署在与北约国家波兰和立陶宛接
壤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 加紧研
发下一代弹道导弹等。

在俄罗斯新版军事学说中 ，
北约东扩、 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
建军事基础设施、 美国在欧洲部
署导弹防御体系等被列为俄面临
的主要威胁。 此外， 美国和韩国
计划在韩部署 “萨德” 反导系统
也引起俄强烈反应。

卡申说， 对于任何一个发展
中国家来说， 保护本国安全的有
效方式是投入大量资金发展防空
体系。 可以预料， 俄罗斯未来仍
将大力发展本国防空力量 ， 用
以抗衡主要对手美国和应对其
他威胁。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据叙利亚国家
电视台报道 ， 叙反对 派 武 装
人 员 １９日 晚 开 始 从 被 围 困
的 北 部 重 镇 阿 勒 颇 东 部 地
区撤出 。

报道未说明撤出的武装人
员隶属于何组织。 除反对派武
装人员外， 一同撤离的还有一
些伤员、 病患和老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１８
日表示， 俄空天军和叙利亚政
府军于当天上午１０时停止了对
阿勒颇地区的空袭。 他说， 提
前停止空袭是为了配合１０月２０
日实施的 “人道主义临时停
火”。 在 “人道主义临时停火”
开始前， 叙利亚政府军将从阿
勒颇后撤， 以便武装分子可以
携带武器无障碍地从两条专门
通道离开阿勒颇。

新华社电 美韩外长防长
“２＋２” 会议１９日在华盛顿举
行。 美国国务卿克里称， 美国
“将尽可能快地 ” 把 “萨德 ”
反导系统部署到韩国。

克里还说， 不应怀疑美国
保卫其盟国的决心。 美国国防
部长卡特也在会议上重申美国
所谓 “延伸威慑” 承诺， 声称
朝鲜核试验和发射弹道导弹对
美国及其盟友的集体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

“延伸威慑 ” 指美国将在
盟国遭到核威胁或攻击时提供
“核保护伞”， 动用常规武器和
导弹防御系统， 像保卫本土一
样保卫盟国。

今年７月 ， 美韩不顾包括
中国在内有关国家的反对， 宣
布将在韩国部署 “萨德” 反导
系统。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方认为， 部署 “萨德 ” 无助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不利于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 与各方对话
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背道而驰，
并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
地区国家安全和战略平衡。

新华社电 欧洲航天局１９
日晚宣布， 欧洲和俄罗斯合作
的 “火星太空生物” 项目此前
发射的 “微量气体轨道器” 已成
功进入环火星轨道。 原定于当天
自动降落火星表面的试验登陆
器 “斯基亚帕雷利” 暂时处于
失联中， 具体状态仍待确认。

欧航局介绍说， “微量气
体轨道器” １９日经过长达１３９
分钟的入轨燃烧， 调整运行速
度和方向， 最终抵达环绕火星
的椭圆形目标轨道 。 这是继
２００３年升空的 “火星快车” 轨
道探测器后， 欧航局成功发射
的第二个火星轨道探测器。

今年３月１４日 ， 由欧航局
和多家俄罗斯航天机构联合研
制的 “微量气体轨道器” 携带
试验登陆器 “斯基亚帕雷利”
搭乘一枚 “质子－Ｍ” 运载火
箭发射升空， 在抵达火星前总共
在太空中飞行了约４．９６亿公里。
轨道器将利用约一火星年 （约
６８７个地球日） 的时间为火星
拍照并探测其大气成分， 寻找
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证据。

欧俄火星探测器
已抵达目标轨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称
将尽快部署“萨德”

叙反对派武装人员
开始从阿勒颇撤出

广受青睐的“凯旋”

着力打造防空利器

与美较量反导领域

10月19日 ， 在巴西巴西利
亚， 巴西前众议长爱德华多·库
尼亚 （左二） 在警方护送下准备
登机。 因涉嫌巴西石油公司腐败
案， 巴西前众议长爱德华多·库
尼亚19日被警方逮捕。

新华社发

巴西前众议长
因涉腐败被捕

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１９日晚，
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和特朗普在内华达大学拉
斯维加斯分校举行第三场、 也是
最后一场电视辩论。 特朗普在辩
论中出人意料地拒绝承诺接受选
举结果， 这一态度遭到希拉里严
词斥责。

当天的辩论分为６部分，每部
分约为１５分钟， 主题分别为最高

法院、 移民政策、 社会福利和债
务、经济、国际热点问题以及候选人
是否适合当总统。 两位总统候选人
围绕所谓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
特朗普“录音门”丑闻、各自基金
会的资金问题，以及移民、堕胎和
枪支管控等话题展开激烈交锋。

在被主持人问及是否会接受
选举结果时， 特朗普说： “到时
候再说。 我会保留悬念。” 他还

重申大选对其不公的论调， 指责
“不诚实”、 “腐败” 的媒体已经
“毒害” 了美国选民的心灵， 并
称受 “邮件门” 事件牵连的希拉
里不应有资格参选。

希拉里称特朗普的这一表态
“令人恐怖”， 并对一个美国主要
政党总统候选人持此立场感到
“震惊”。 她还表示， 这种态度拉
低了美国民主的水准， 这不是美

国建国以来民主的运行方式。
这次辩论是１１月８日大选日

之前特朗普与希拉里正面交锋的
最后机会。 在此前的两次电视辩
论中， 两位总统候选人间的相互
攻击远远多于严肃的政策辩论。

多家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显
示 ， 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特朗
普， 有些民调中两人差距超过１０
个百分点。

特朗普在“终辩”中拒绝承诺接受选举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