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軍空軍多架戰機日前再次繞寶島台灣演訓。中國空軍新聞發言
人申進科大校12日發布消息稱，中國空軍11日開展了例行性常態化體系
遠洋訓練，多架轟炸機、偵察機 「繞島巡航」 ，錘煉提升了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能力。據介紹，此次空軍出動了轟-6K、蘇-30、殲-11
和偵察機、預警機、加油機等多型多架戰機，成體系飛越宮古海峽、巴
士海峽，實施了 「繞島巡航」 等訓練課題，提升了遠洋機動能力，檢驗
了遠洋實戰能力。

大公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據中國空軍官方微博12日消息，申進
科大校是在空軍高中級幹部學習貫徹黨的
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班上介紹上述情況的
。另據觀察者網消息，日本自衛隊統合幕
僚監部網站11日亦發表通告，稱當天中國
空軍多架飛機經過宮古海峽向太平洋方向
飛行，自衛隊出動F-15J戰鬥機緊急起飛應
對。這次公告中，自衛隊再次用了 「推定
戰鬥機」的說法，表明未能拍攝到對手的
清晰畫面，可能意味着在對峙過程中發生
較為激烈的機動。

蘇-30和殲-11首次搭配
據日方公報，11日通過宮古海峽的中

國空軍機群包括2架轟-6型轟炸機、1架
運-8電子偵察機和1架圖-154電子偵察機
，2架型號不明的 「推定」戰鬥機。日媒
稱可能是蘇-30MKK戰鬥機。在通過宮古
海峽後，轟-6、運-8與圖-154轉折向南，
通過台灣以東，估計完成一次 「順時針」
繞台灣飛行後返航。而戰鬥機在完成護航
大型飛機通過宮古海峽任務後，原路返航
。台灣《自由時報》也證實，11日解放軍
空軍再次繞台演訓。

此次中國空軍遠海遠洋訓練，既包括
偵察機，也包括戰鬥機、轟炸機、預警機
等，這實際上形成了多個機種之間相互配
合的完整的體系作戰能力。其中，蘇-30
和殲-11是首次搭配，這是制海型戰機和
多用途戰機之間的一種搭配。

針對輿論關切，申進科大校回應稱，
空軍着眼提升新時代打贏能力，開展了一
系列遠海遠洋訓練，戰機航跡不斷遠伸，
體系能力越練越強；空軍開展遠海遠洋訓
練，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實踐，這是空
軍的使命所在、職責所在、擔當所在，合
法、合理、合情，還要按照既定計劃一如
既往，飛得更遠更深。

向全疆域作戰軍種邁進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空軍作為有效塑

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
的重要力量，正圍繞 「空天一體、攻防兼
備」戰略目標，向全疆域作戰的現代化戰
略性軍種邁進。

東部戰區空軍司令員黃國顯中將，見證
了空軍體系遠洋訓練和東海防空識別區管控
走向常態化，深懷戰略憂患，常思打贏之責
。他表示， 「打贏能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戰
略能力。要在常態化體系遠洋訓練和東海防
空識別區管控等軍事實踐中，提高打贏本領
，做到一旦有事能快速應對，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南部戰區空軍司令員徐安祥中將，則
見證了空軍體系遠洋訓練和南海戰鬥巡航
走向常態化， 「開展遠海遠洋訓練，是深
化海上方向軍事鬥爭準備的重要支撐，
是大國空軍和強國空軍的通行做法，更是
中國空軍走強軍之路的必然選擇。」徐安
祥說。

【大公報訊】綜合央視網、國防科技信息網
報道：12月11日，海南三亞，由我國自主研製，
已通過中國船級社認證的 「會飛的船」─翔州
地效翼船亮相三亞崖州灣海域進行動態展示。當
日，海南三亞市崖州灣海域迎來了一艘特殊的船
：在海面上，它能既像隻燕子翩然飛過，輕盈掠
海，又能像一隻鴨子在水中嬉戲。如此景象，似
乎只在荷里活科幻電影裏看到過，但是，它卻實
實在在的出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這就是我
國自行研發的海上商用地效翼船 「翔州1」。

有專家表示：它雖然叫船，但是實際上，它
的速度比普通的船快得多，航行速度大概在每小
時160公里和210公里之間，這也是普通艦船的
8-12倍，比一般的快艇、氣墊船也要快3-5倍左右
。從三亞到三沙的首府永興島數小時可到達。

三亞到永興島僅數小時
因為它大多數是從海面起飛以後，升空以後

，再到海面降落，所以不受什麼地面、冰雪、灘
塗地面等影響，它的機動性非常的好，可以自由

轉彎。
中船重工702所下屬中船重工（海南）飛船發

展有限公司研製的 「翔州1」於2013年5月首飛成
功，是國內首型擬入CCS級的地效翼船。

「翔州1」總長12.7m，總寬11m，總高3.9m，
最大起飛重量2500kg。全船採用組合翼總體布局
，單發動機驅動推力槳高置，船身設有水密艙，
艙內布置4排座椅，可乘坐7名乘員。

該船性能先進，成本低，可用於旅遊娛樂、
公務執法、短途客運、駕駛員培訓等。

國產空中飛船驚艷亮相南海

▲12月11日，國產 「空中飛船」 ─翔州地效翼船亮相
三亞展示 網絡圖片

成體系飛越宮古巴士海峽 傳與日機激烈對峙

中國戰機群繞島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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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自如 海空軍繞島常態化
近年來，中國空軍頻繁

開展常態化、體系化、實戰
化遠海遠洋訓練，繞 「島」
飛行已經常態化。據日本自
衛隊發布的公報，今年11月

18日、19日、23日、12月7日，以及最近的
這次12月11日，中國空軍多機型編隊頻繁
進入太平洋，其航線用台灣媒體的話來說
，就是今天 「逆時針」，明天 「順時針」
的 「繞台飛行」。此外，中國海軍航母編
隊亦已創下 「繞島」紀錄。

今年7月20日，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
部曾發布路線圖顯示，4架轟-6K先後飛越
東海、宮古海峽、西太平洋和巴士海峽上
空，順時針方向繞飛台灣；另有4架轟-6K
、1架運-8電子戰機、1架運-8情報搜集機
，則選擇了先進入巴士海峽，再經宮古海
峽返回，逆時針方向完成繞飛台灣。

台媒稱，解放軍2016年11月及12月兩
次的 「東繞編隊」中，轟-6K戰機多以二
機編隊；今年1月穿越對馬海峽及7月13日
的 「東繞編隊」中，轟-6K戰機已增為6架
；7月20日的 「東繞編隊」第一次增為8架
，不但數量上持續增加，並進行多批次、
不同方向的聯合演練。

去年底，海軍遼寧艦航母率領多艘護
衛艦隻，經宮古水道進入台灣東部海域訓
練，接下來經由巴士海峽前往南海，創下
「航空母艦繞台一周」的紀錄。

（記者 葛沖）

打造戰略空軍應對海上強敵

中國空軍11日多架轟炸機、偵察機開
展例行性常態化體系遠洋訓練並 「繞島巡
航」。知名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
忠平向大公報分析，此次繞台飛行，除了
有效震懾 「台獨」之外，更多的是進行遠
海訓練，錘煉多機種體系作戰能力，打造
戰略空軍，以有效應對來自公海上，尤其
是西太平洋地區的強敵的挑戰。他說，台
軍並算不上強敵，真正對中國構成威脅的
主要是美日軍事同盟以及其他介入中國周
邊事態的地區性的軍事強國。

宋忠平稱，此次繞台飛行，除了有效
震懾 「台獨」之外，更多的是進行遠海訓
練，尤其是單一軍種的多兵種之間的聯合

訓練。此次轟-6K等戰機成體系飛越了宮
古海峽、巴士海峽，這些海峽都是中國打
造戰略空軍所必須通達的國際水道。中國
空軍打造體系作戰能力就要能夠自如地進
出這些國際水道或對這些空域進行巡航，
這表明了解放軍戰略空軍能力的不斷提升
，對於解放軍的強軍計劃大有幫助。

解放軍走向太平洋沒有界限
解放軍戰機繞台飛行，讓台當局如臨

大敵。在宋忠平看來，此次事件並沒有過
多地意味着解放軍要對台進行所謂的準備
，而實際上是解放軍在打造戰略空軍，形
成多體系作戰能力，以有效應對來自公海
上，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區的強敵的挑戰，
而台軍並算不上強敵，真正對中國構成威
脅的主要是美日軍事同盟以及其他介入中
國周邊事態的地區性的軍事強國。

國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吳謙大校此前在就空軍轟-6K繞台答記
者問曾明確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有關訓練是年度計劃內的例行性安排，類
似的訓練解放軍今後還會繼續搞下去。

在空軍轟-6K繞台之前，島內部分觀
點認為台灣東部是所謂的 「安全區」，但
軍事專家尹卓在央視曾表示，現在來看這
個 「東部安全地域」已經不成立了，從軍
事角度看，解放軍走向太平洋也已經沒有
界限了。知名軍事專家房兵大校此前亦曾
在媒體表示，解放軍不會專門為了繞台而
繞台，只是需要而已！

宋忠平指出，中國的軍事戰略現在已
經開始走向遠洋、遠空。其中一個方向是
東出西太平洋，另外一個方向是南下印度
洋。此次通過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就是
實施東出戰略的一次重要演練。這種演練
瞄準實戰，對提升解放軍未來實際應對強
敵的作戰能力會有極大幫助。

日方公布中國空軍繞島巡航示意圖
轟-6型轟炸機
運-8電子偵察機
圖-154電子偵察機

西太平洋西太平洋

宮古海峽宮古海峽

巴士海峽巴士海峽

葛 沖

時政透視

◀11日，中國空軍出動轟-6K等多型戰機成
體系飛越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實施了 「
繞島巡航」 空軍發布

灣

中國

▲中國戰機進行空中加油訓練 空軍發布

▲▲釣魚島全景釣魚島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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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戰機網上參數
轟-6K

機長：34.800米
翼展：34.189米
機高：9.850米
最大起飛重量：
75.8噸
發動機：D-30KP-2
渦扇發動機
最大載彈量：9噸
最大航程：9000公里以上
武器：可一次性掛載6枚長劍-10導彈，一次可發射108枚炸彈

殲-11
長度：21.9米
翼展：14.7米
高度：5.93米
最大起飛重量：33噸
發動機：
2台渦扇-10A發動機
載彈量：8噸
最大航程：4000公里
武器：6枚中程空對空導彈，KAB-150和UAB-500智慧炸彈

蘇-30
機長：21.9米
翼展：14.7米
機高：6.4米
最大起飛重量：
34.5噸
動力系統：
2×AL-31F加力渦扇發動機
最大載彈量：8噸
最大航程：
3000公里（無空中加油）；8000公里（二次空中加油）
武器：可攜帶多枚空對空導彈、空地導彈、炸彈

（記者葛沖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