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欧盟新协议

为内燃机为内燃机汽车续命汽车续命

日本加速日本加速““战斧战斧””巡航导弹上舰巡航导弹上舰

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数量也同样没有公
开。根据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核
武器储存在美国11个州和5个欧洲国家的
24个保密地点。“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完全由
F-15E战斗机携带的B61系列重力核炸弹
组成，总数约230枚。其中约150枚B61-3
和B61-4重力核炸弹被部署在欧洲五国的
6个基地，其余的部署在美国本土。”目前美
国还在加紧制造新型B61-12核炸弹，它的
当量在 300 吨到 5 万吨之间可调，可以用
F-35隐形战斗机携带，未来将取代美军现

役的其他重力核炸弹。
尽管明面上的美军战术核武器数量

不多，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认为，随着美
国新一代核弹头的研制，美军的战略核弹
头与战术核弹头的差别正在缩小甚至消
失。例如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携
带的“三叉戟II D5LE”潜射洲际导弹已经
开始配备 W76-2 低当量核弹头，它的当
量仅有 5000 吨，远低于 W76-1 核弹头的
10万吨。美国媒体也承认，美军研制这种
低当量核弹头的目的就是“在威慑和实战

时有更多选择性”。
同时美军 46 架 B-52 轰炸机配备了

AGM-86B 空射巡航导弹，未来还将配备
新型 AGM-181 远程巡航导弹，它们也都
可以配备战术核弹头。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的分析称，把新型低当量核弹头计算在内，
美国此类核武器规模庞大。本报综合消息

美军战术核武器在升级美军战术核武器在升级

美俄各有哪些战术核武器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3月25日透露，日本政府
已决定最晚到 2027 年度对海上自卫队的全部 8
艘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改装，使其可搭载从美国引
进的“战斧”巡航导弹。据称，自卫队此举意在

“提升摧毁他国导弹基地的攻击能力，并尽量增
加远程导弹的部署地点”。不过日媒也承认，部
署宙斯盾驱逐舰的基地也有可能“成为对方国家
的攻击目标”。

日本共同社称，相关人士透露，日本计划引
进美国最新的“战斧 Block 5”，其射程约 1600 公
里。日本政府已在 2023 年度预算案中列入 2113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10 亿元）的采购费用，总
采 购 数 量 为 400 枚 。 按 照 防 卫 省 规 划 ，将 从
2026 年开始部署，并考虑与美方磋商以进一步
提前部署。

按照计划，这些“战斧”巡航导弹主要配备在
8艘宙斯盾驱逐舰上。目前在海上自卫队横须贺
基地和舞鹤基地各部署2艘，在佐世保基地部署
了 4 艘。报道称，为了安装“战斧”巡航导弹，日
本将对这些驱逐舰搭载的垂直发射系统进行专
门改造。当前日本最新的“摩耶”级宙斯盾驱逐
舰的垂直发射系统最多可搭载 96 枚各型导弹，
但由于该舰还负责拦截弹道导弹和舰队防空，因
此实际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数量有限。但值
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还计划最晚到2032年新建
2 艘配备陆基宙斯盾系统的大型驱逐舰，预计它
们也将配备“战斧”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日
本防卫省之前已决定将把陆上自卫队的 12 式反
舰导弹射程延长至 1000 公里，并研制 2000 公里
的新型“高超音速滑翔弹”。但考虑到这些国产
导弹项目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此决定先行引进
美国“战斧”。 本报综合消息

在2月份，欧洲议会通过2035年禁售新的内
燃机汽车决议后，围绕“内燃机禁令”的讨论在欧
洲展开。其中，以德国为首的一些与汽车产业紧
密相关国的反对意见强烈，要求欧盟对此禁令做
出修改。3月25日，德国与欧盟之间就“内燃机禁
令”谈判有了新的进展。据美国《纽约时报》25日
报道，德国已与欧盟达成协议，欧盟将允许在2035
年后销售使用可再生能源燃料的汽车。

报道称，德国交通部长沃尔克·维辛表示，德
国已从谈判代表那里获得保证，欧洲将保持技术
中和，允许使用碳中和的合成燃料，即电子燃料
（如电子甲烷、电子甲醇、电子煤油等）。德国的立
场得到了包括保时捷在内的一些汽车制造商的支
持，它们正在积极倡导电子合成燃料，希望通过这
类“二氧化碳排放中和型燃料”给内燃机“续命”。
但也有其他汽车制造商对此不满，因为这些制造
商已经开始投入巨资，将生产转向电动汽车，以应
对该禁令。

一段时间以来，业界高度关注欧盟可能从
2035年起禁止销售燃油车的动向。2021年7月，
欧盟委员会推出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方案，
计划到2035年停止新的燃油车注册。去年10月，
欧盟就“2035年起欧盟市场所有在售乘用车和轻
型商用车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的计划达成一致，
此举亦被广泛解读为欧盟市场将从2035年起禁售
燃油车。今年2月份，欧洲议会通过2035年禁售
燃油轿车决议。不过，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和传
统汽车工业强国，德国一直强烈反对欧盟搞燃油
车一刀切禁售。今年早些时候，德国牵头意大利、
波兰等其他6国“组团”反对2035年欧盟非净零排
放车辆禁售计划。

报道称，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也
已在社交媒体上确认，欧盟已同德国就未来汽车
使用电子燃料达成协议。针对欧盟同德国达成上
述协议的有关消息，绿色和平组织痛斥道，这是气
候保护工作的“倒退”。

一些相关产业界人士则对欧盟的妥协表示支
持。总部位于德国、致力于推广电子燃料技术应
用的“eFuel合成燃料联盟”发表声明称，使用电子
燃料的汽车跟使用绿色电能的纯电车具有相同的

“气候友好性”，意大利、波兰等国支持德国的立场
说明针对某种技术搞“封杀”的做法不得人心。该
联盟表示，在欧盟做出该决定基础上，产业界将积
极推进后续发展规划。 本报综合消息

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3月25日表示，应白俄罗

斯 总 统 卢 卡 申 科 的 要

求，俄罗斯与白俄罗斯

已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

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

这个消息不但让外界对

俄 乌 冲 突 走 向 深 感 担

忧，更对未来世界核平

衡态势充满忧虑。

全球关于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的
具体划分并没有明确规定。时任美国国防
部长马蒂斯在 2018 年曾宣称：“我不认为
存在‘战术核武器’这回事。任何时候使用
任何核武器都会改变核战略游戏规则。”

美国“全球安全”网站称，美军将战略
核武器定义为“旨在打击敌人的作战能力
和发动战争的意愿，包括摧毁对手的工业

能力、基础设施、运输和通信系统以及其他
目标”。战术核武器也被称为“非战略核武
器”，主要针对有限的、更直接的军事目
标。通常而言，战术核武器在尺寸、打击范
围和爆炸当量上都明显偏小。如今战略核
武器主要配备在可以飞行数千公里、打击
跨洋目标的大型洲际导弹上，而战术核武
器包括近程导弹、空投炸弹甚至炮弹，“但

上述许多平台也可以运载战略核武器”。
据介绍，战术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可以在

1000吨以下到约10万吨之间，而战略核武器
的当量可达100万吨以上。但这并不意味着
战术核武器的威力就能忽视——它们的爆炸
当量可以比二战美国投放在日本的两颗原子
弹更大。美国核历史学家亚历克斯·韦勒斯坦
的评估称，即便使用美国生产的最小战术核武
器——20吨当量的“大卫·克罗基特”战术核无
后坐力炮攻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街区，也
将导致3270人死亡、3620人受伤的惨重伤亡。

战术核武器有什么不同战术核武器有什么不同

美国“大众机械”网站称，战术核武器
概念是美国率先推动的。在 20 世纪五六
十年代，战术核武器是北约维持欧洲军事
平衡的最有效方法。当时苏联在常规武器
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
这些战术核武器被寄予厚望。“即便苏军坦
克可以有效地抵御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
辐射，但对于没有遮掩的其他车辆和人员，

战术核武器的伤
害仍非常惊人。”
当时的美国军事
理论直接提出，由
于战术核武器对
火炮、步兵和后勤
车辆的杀伤效果
非常好，因此北约
战术核武器主要
作战对象就是瞄
准苏军二线的这
类软目标，从而让

冲在一线的苏联坦克集群失去后援。 正
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在冷战期间研制
和装备了数千枚战术核武器。美国科学家
联合会的核专家汉斯·克里斯滕森表示，美
国曾一度在欧洲部署7000枚战术核武器，
但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常规军力方面已经
重新获得优势，因此相继退役了大部分战
术核武器。相反的是，冷战后俄罗斯开始

更加重视战术核武器，以抵消西方的常规
军力优势。

但现代高精度制导武器的发展，让战
术核武器投入实战变得更有可行性。以往
想要摧毁特别加固目标时，由于命中精度
不够，必须用战略核弹头的大当量爆炸威
力作为弥补，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附带平民
伤亡；而现代导弹的命中精度很高，只需要
相对较小的当量就足以摧毁目标，再加上
新一代战术核武器更加“清洁”，对于平民
的伤害相对较小，因此部分国际军事学者
认为，有限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可能引发的
政治后果相对较小，例如“使用低当量战术
核武器打击远离平民的孤立军事目标”。
但外界普遍认为，战术核武器大量列装的
结果，本质上是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
因为谁也不敢确认对手遭到战术核武器的
打击后，会不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核报复。

由于各种原因，战术核武器从未成为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主要的《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军备控制条约的一部分。其中的部
分原因是战术核武器体积较小，可以用常
规平台携带，很难进行长期监测和跟踪。

战术核武器引多方争议战术核武器引多方争议

不同于战略核武器受到核军控条约的
严格限制，俄罗斯从未具体透露拥有多少
战术核武器，西方情报部门也说法不一。
2009 年的美国政府报告称俄罗斯拥有

“3000枚—5000枚战术核弹头”，2011年美
国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米勒估计“俄罗斯
可能拥有 2000 枚—4000 枚战术核弹头”，
但美国国防情报局 2022 年的评估认为，

“俄罗斯可能拥有1000枚—2000枚战术核
弹头”，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评估认为，
当前俄军战术核弹头不超过1900枚。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相关评估认为，俄

罗斯的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储存在全
国约40个高度戒备的永久性储存仓库。俄
海军是战术核武器的最大拥有者，总量约
935枚。其中包括用于对陆攻击的巡航导
弹、反舰巡航导弹、反潜火箭、防空导弹、鱼
雷和深水炸弹。它们可由各种水面舰艇、潜
艇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携带。最让西方关
注的是最新“亚森M”级攻击核潜艇，它可以
携带多种重型鱼雷和巡航导弹，这些武器均
可以配备战术核弹头。另外俄海军大量水
面舰艇与潜艇都具备发射核常兼备的“口
径”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意味着它们都可

能发射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空天军是俄军
第二大战术核武器拥有者，总数约500枚，
可以由图-22M3轰炸机、苏-24M和苏-34
战斗轰炸机、米格-31K战斗机携带，预计新
型苏-57隐形战斗机也将具备挂载战术核
武器的能力。除了各种空射核巡航导弹和
自由落体核炸弹外，西方最关注的是由米
格-31K携带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该报告还认为，俄军拥有约70枚战术核
弹头可用于陆基“伊斯坎德尔”系列战术导
弹。此外，俄军A-135战略反导部队仍配备
有战术核弹头，意在外太空用核爆炸摧毁来
袭导弹。上世纪90年代初，俄防空军拥有约
2500枚—3000枚执行反导任务的战术核弹
头，但如今这一数量可能下降到约380枚。

俄战术核武器种类繁多俄战术核武器种类繁多

美国在冷战期间推出的战术核无后坐力炮美国在冷战期间推出的战术核无后坐力炮

俄军米格俄军米格--3131KK
战斗机可搭载战术战斗机可搭载战术
核武器核武器

美军美军BB6161--1212战术核弹头战术核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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