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全世界能够自行研制相控阵战略预警雷达的国家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今年，中国国
家航天局空间碎片监测与应用中心成立，近日网上又出现了一组疑似国产陆基相控阵战略预警雷达
的图片，该型雷达体积庞大，高度大概和12层楼相当。那么，预警雷达对一个国家的意义究竟有多
大？我军的预警雷达又走过了哪些历程？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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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

无痰饮之患。 ——《丹溪心法》”

我军预警雷达捷报频传

镇守国门利器自造

从仿制到自研“文革”也未停工
解放前，中国雷达工业几乎是空白。抗战胜利后，国

民政府接收了日军 100 多部雷达，在南京建立了“特种电
信器材修理所”。解放后改为雷达研究所，只有100多人，
后又改名为“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属军委通信部领导。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雷达工业基本就是“修”：修捡到
的日本雷达，修缴获的美国雷达，修援助的苏联雷达。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在十余所高等院校和一批中等
专业技术学校开设了雷达专业课，建立培养雷达专业人才
的摇篮。这十年间，在苏联援助下，我们主要仿制苏式雷
达，包括海军警戒雷达、舰艇搜索雷达、搜索攻击雷达、导
弹制导雷达、鱼雷快艇攻击雷达和鱼雷潜艇攻击雷达等。

后来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我国开始走自主研发
之路。20 世纪 60 年代成立了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即军事
无线电电子学研究院，领导雷达和有关电子技术研究。当
时已有十几家研究所，对雷达研制形成了从元器件到雷达
整机的综合研制力量。

“文革”期间尽管破坏严重，但雷达工业没有完全停
止。此期间，雷达部门围绕着“两弹一星”等战略武器和陆
海空军常规武器装备现代化配套，进行了各种雷达的研
究、试制和生产。包括战略反导大型超远程跟踪雷达，大
型相控阵雷达和超视距试验雷达，还有为武器配套的机载
火控雷达、导弹制导雷达、轰炸瞄准雷达、多普勒导航雷
达、测距雷达、导航雷达、无线电高度表和轰炸雷达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雷达工业执行“军民结合，平战结
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此期间我国研制成功多
种新型国土防空雷达，具有全方位、全高度、全天候的脉冲
多普勒机载火控雷达及机载多功能轰炸雷达，并开展了机
载预警雷达的研制。另外，为舰船研制成功了舰载相控阵
三坐标雷达和舰艇综合火控雷达系统。为兵器配套研制
成功了炮位侦察校射雷达等。

多次击落侦察机 歼灭越南炮兵旅
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雷达的支持，所有的中远程武

器都将成为半瞎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诸多战
果，也都少不了国产雷达的功劳。

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防空雷达对美军战机的预警就
有力支持了我空军的战斗。20 世纪 60 年代，依靠雷达搜
索，我军更是多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抗美援越中，我
军装备有炮瞄雷达和指挥仪的防空部队，共击落敌机600
多架。

在 1984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向松毛岭疯狂
反扑。双方的炮兵隔着山头猛烈“对话”。然而越军万万
料不到，我军采用了新型的炮位探测雷达，直接根据空中
的越军炮弹轨迹，精确定位其火炮位置。根据雷达指引，
我军炮兵准确地压制了越军炮位。不到八小时，将越军一
个炮兵旅全部歼灭。此后，再无牵挂的我军炮兵，更是在
越军潮水般的攻击中筑起一道“火墙”，切断其增援，最终
使其惨败而去，从此再无反扑之力。

预警雷达领域 我军捷报频传
7010 雷达之后，中国战略预警雷达的消息渐少。然

而到了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的提升，
这个家族又有新人出现。我军早于2008年之前就在福建
安置了一台大型相控阵雷达，距台湾花巨款从美国购买的

“铺路爪”战略预警雷达200多公里。这台雷达有10层楼
高，与“铺路爪”相当。

除了陆基战略预警雷达外，我军在其他预警雷达领域
也捷报频传。在珠海航展上，YLC-20双站测向无源探测
系统、VLC-2V 雷达、YLC-8B 雷达、新型三坐标引导雷
达、JY-26 雷达排排矗立，吸引着眼球和惊呼。其中
JY-26 雷达是一种全新设计的米波 UHF 波段三坐标雷
达，探测距离达到 500 公里，其数据传输率高、速度快、具
备反隐身能力。据专家介绍，战略预警事关国家空天安全
和战略利益拓展，为抢占军事领域的战略制高点，争取军
事战略主动，中国必然会积极发展和建设完善的战略预警
体系。

网曝我国新型雷达 7010雷达旧址

雷达的原理，简单说就是利用天线对某个方
向发射电磁波，电磁波碰到目标反射回来，雷达
再接收反射的电磁波，以此来发现、判断和跟踪
目标。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雷达正式投入使用
后，已诞生了多种类型。

军用雷达如果按天线扫描方式分类，可分为
机械扫描雷达、相控阵雷达等。其中，相控阵雷
达是用大量的小型天线元件排列成一个巨大的

阵面，每一个天线元件都能发出独立的无线电
波。然后，用计算机控制每个元件的电波，最后
形成朝某个特定方向的波束。如果要改变波束
的方向，只需通过计算机调整部分相位参数即可
实现。相比机械扫描雷达，相控阵雷达反应速度
更快，目标跟踪能力更强，是当代先进雷达的主
流类型。当然，其技术要求也更高，而且更昂贵，
也更费电。

科普技术 相控阵雷达是当代主流

军用雷达如果按用途分，可以分为预警雷达、
搜索警戒雷达、引导指挥雷达、炮瞄雷达等。在各
种用途的雷达中，“陆基战略预警雷达”在现代战
略预警系统中作用巨大。当代战争以导弹为主，
导弹速度快、威力猛，尤其是携带核武器的导弹。
对于导弹的防御，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而战略预警雷达，则是防范导弹来袭的第一
道关。通过对目标空域（往往是一个很大的范

围）的监控，战略预警雷达可以监控120度、数千
公里距离范围内的敌情，尽早发现来袭的导弹，
并判断出发射点、弹着点、空间位置和速度等信
息，进而指示防御系统进行反导拦截。

如果没有优良的战略预警雷达，等着敌军的
导弹进逼到数百公里才发现，那一切就都晚了。
目前，全世界仅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
具有独立研制相控阵战略预警雷达的能力。

预警雷达 防范导弹来袭第一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两国分别在 50 年
代末和 60 年代初开始了对战略预警雷达的研
究。1965 年，中央下达了反导武器研制具体任
务即“640工程”，其中预警雷达系统工程代号为
640-4，包含两部雷达：110单脉冲远程精密跟踪
雷达（简称110雷达）和 111 相控阵预警雷达（后

称7010雷达）。一个精密跟踪，一个战略预警。
经过科研人员十多年的辛勤努力，7010 雷

达在1976年投入运转。这部雷达在河北燕山的
余脉，总峰值功率为 10000 千瓦，平均功率为
200千瓦，可以在方位120度和仰角2度至80度
空域内，边搜索边跟踪，索敌距离 3000 公里，可
连续跟踪多批目标，还配备了大中小型计算机对
全站实时控制。

这个庞然大物的相控阵列在面朝西北的山
崖上，宽40米、高20米，二十里外都能望见。据
说，当初光是安装这阵列的器件，就整整运了
500 车皮。在雷达安装阶段，科学家、工程师每
年有大半年要呆在大山里。参加过该项目的一

位院士回忆说：“冬天零下 20 摄氏度，山上的寒
风像钢针。”这个雷达阵面背后的整座山头都被
挖空了，作为雷达设备的安放地。据称，当雷达
工作时，在天线前手拿一个40瓦日光灯管，不接
线路也能亮起来，可见电波的能量强度有多大。
刘慈欣著名科幻小说《三体》中的“红岸”基地，便
是以此为原型的。

7010 雷达在投入使用后，多次完成我国导
弹、卫星观测任务，并在1979年准确预报了美国

“天空实验室”陨落，1981年7月两次探测跟踪了
苏联向太平洋方向以低弹道方式试射的多弹头
导弹，准确预报了导弹发射点及落点。1983 年
更准确预报了“苏联宇宙1402”核动力卫星残骸
的陨落，引起国外轰动。它的成功，也标志中国
雷达技术达到一个新水平。

不过，随着军事科技的进一步更新，7010雷
达于1993年退役，核心元器件已经拆除，但巨大
的钢架和水泥基座依然耸立在燕山之中，成为游
人惊叹的一个景点。

现实“红岸” 耸立燕山崖顶屡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