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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制造厂在哪里？

生产出来的各种导弹

足以毁灭美国十几次

沃特金斯克是俄罗斯国宝级作
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故乡。在今天的
沃特金斯克，柴可夫斯基仍然是该
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然而早在柴
可夫斯基诞生之前，沃特金斯克就
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从1837

年至1848年的11年里，柴可夫斯基
的父亲就曾担任沃特金斯克炼铁厂
的厂长。时至今日，以沃特金斯克
机械制造厂为标志，该市已经成为
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总装地，更
是坐上“俄罗斯国防工业心脏”的
第一把交椅。

冷战期间，沃特金斯克机械制
造厂是美国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因
为该厂生产的各种中程和洲际弹道
导弹，足以将美国毁灭十几次。在
1987年美苏达成销毁中程导弹协议
之后，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成为
美国重点监控的目标。

沃特金斯克和盐湖城

“姐妹城市”相互监视

当时，美苏双方都信不过对
方。美国认为，苏联的沃特金斯克
机械厂同时生产SS-20和SS-25两种
导弹，前者是该销毁的中程导弹，
后者是保留的远程洲际导弹。两者
外形相似，而且是同一个工厂的产
品。为了确知沃特金斯克机械厂是
否遵守协议，不再生产S S - 2 0导
弹，美国专门设了常驻视察员监视
沃特金斯克机械厂。

前苏联也不含糊，他们最不放
心的是美国继续生产“播兴I式”导
弹推进器，于是也派人常驻在美国
犹他州盐湖城制造大力神导弹的工
厂附近，以便确认这家工厂不再生
产条约禁止的推进器。

当然美苏的监视人员只能在厂
外观察成品的运出情况，不许进入
工厂内部，而且要常驻13年之久，
即便他们发现疑点提出检查要求，
也不能任意行动而是要首先向一个
核查委员会提出疑点，如果不能从
委员会得到满意答复而又有充分证
据证明对方有欺骗行为，可以保留
退出条约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沃特金斯克和犹
他州盐湖城还结成“友谊姐妹城
市”。这可能是冷战对峙给这两个
城市留下的意想不到的“关联”。

生产的导弹有多牛？

“飞毛腿”导弹：

真正走量的出口品牌

俄罗斯最著名的洲际弹道导
弹，就是“白杨-M”导弹，沃特
金斯克机械厂也是“白杨-M”导
弹的重要组装基地。但“白杨 -
M”导弹毕竟是战略性武器，采购
有限，沃特金斯克机械厂真正走量
的“出口品牌”，是曾经困扰了西
方世界几十年、被誉为弹道导弹中
AK-47的“飞毛腿”导弹，而且一
生产就是30年之久。

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沃
特金斯克机械厂就开始生产R-17

“飞毛腿B”导弹，总共产量估计
有7 0 0 0套，除了前苏联自己用之

外，还出口30多个国家。而且由于
“飞毛腿B”导弹设计简单可靠，
技术起点低，还可以携带常规高爆
的核武器或化学武器(加料的VX)弹
头，因此被多个国家仿制，并且成
为穷国手中的战略威慑武器。在伊
拉克的“侯赛因”导弹上，就能发现

“飞毛腿”的影子。“飞毛腿”导弹的
影响力是如此之广泛，以至于美国
用“飞毛腿”来指代任何非西方的弹
道导弹。直到现在的叙利亚内战，
仍然有人在使用这种导弹。

“白杨”导弹：

老军工座谈会延续了50年

当然在沃特金斯克机械厂内
部，“飞毛腿”的技术档次就显得
低了。沃特金斯克机械厂真正的技
术实力，体现在生产“白杨”系列
洲际导弹和新一代“亚尔斯”洲际
导弹、“布拉瓦”潜射导弹上。这
次某媒体记者在采访后写的文章中
特别提到了“白杨”导弹已经成为
这个厂最稳定的产品之一，并展示
了其总装厂的相关画面。

俄罗斯老军工人的存在，为
“白杨”导弹质量的稳定起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据记者采访得知，每次
对最新型号的“白杨”M导弹升级改
造定型之前，工厂管理层都要召开
老工人座谈会，向老军工们进行通
报，得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请老军
工们谈一谈当年生产中的经验和教
训，这样的座谈会延续了几乎50年。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些
老工人当时可能都是苏联时期“白
杨”导弹的生产建造者，拥有丰富的
经验，他们的建议必然会让现在的

“白杨”导弹生产少走弯路。

“布拉瓦”导弹：

差点把上上下下搞崩溃

实事求是来说，“白杨”系列
洲际导弹实际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

技术。这种成熟的技术，只是我们
这些老百姓看起来高端，但对于沃
特金斯克机械厂来说可未必，真正
的挑战在于“亚尔斯”、“布拉
瓦”这些新一代战略导弹上。

“亚尔斯”这种陆基导弹还好
说，潜射型的“布拉瓦”导弹差点
把沃特金斯克机械厂上上下下搞崩
溃。从 2 0 0 4年到 2 0 1 5年，“布拉
瓦”导弹总共进行了2 4次试验发
射，失败了7次，特别是2004年至
2009年，“布拉瓦”12次发射6次失
败，令俄军高层震怒，甚至一度要
严办相关责任人。不过2 0 1 0年以
后，“布拉瓦”导弹的质量开始稳
定，这说明沃特金斯克机械厂狠抓
产品质量了。

导弹列车有多神？

被称为“死亡列车”

可搭载十多个核弹头

在这次采访沃特金斯克机械厂
过程中，记者还介绍了新型列车战
略核导弹发射系统的生产状况，称
这是一个叫“列尔巴津”的项目。
这 里 可 能 有 翻 译 问 题 ， 实 际 是
Barguzin“巴尔古津”。

据介绍，在冷战时期，前苏联
配备了可以发射SS-24战略核导弹
的列车。这种导弹列车可以搭载十
多个核弹头，被美国及北约称为“死
亡列车”。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2005

年退役了所有铁路机动洲际导弹。
但近年俄罗斯又计划恢复建造

这种导弹列车。2013年根椐俄罗斯
总统普京的要求，莫斯科热工研究
所设计的新型“导弹列车”通过方
案审定，由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
承担新型号铁路机动导弹作战系统
的建造，这是一个区别于上世纪轨
道发射列车的新系统，它能以150公
里的时速，在24小时1500公里范围
内执行战斗巡逻任务，既可以在停
车期间发射弹道导弹，也能在行进

时发射。
俄罗斯建设“巴尔古津”系统

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突破美国的
反导系统，恢复战略平衡；另一方
面是震慑美国的全球快速打击系
统，令其不可轻举妄动。

之前，外界猜测俄罗斯在导弹
列车上使用的导弹包括白杨-M导
弹、SS-24“解剖刀”导弹、“布
拉瓦”导弹或者一些原有潜射导弹
的改进型号。但是在2015年2月，俄
军方对塔斯社透露，确定将在战略
核导弹列车上使用“亚尔斯”导
弹。

列车重量更轻

能在普通轨道上发射

据悉，与以前的弹道导弹发射
列车相比，新研发的导弹列车重量
更轻，总重量只有47吨，而且它可
以在普通轨道上实现导弹发射。这
可能是让“亚尔斯”导弹入选的主
要原因。因为原来前苏联的SS-24

战略核导弹的列车发射总重量高达
上百吨，只能在特殊的重载铁轨上
运行。这等于限制了导弹列车的机
动性能，降低了系统在战时的生存
性能。

而新的“亚尔斯”导弹总重在
4 9吨左右，如果经过一些技术改
进，就可以达到47吨的设计指标。
这种更轻的“死亡列车”能在普通
轨道上发射，从而具有更广泛的机
动性。而美国要想先发制人对俄罗
斯发动战略打击，就得更加顾及这
种导弹列车的存在。

不过美国一些专家认为俄罗斯
此举意义不大。因为在冷战期间，
除了前苏联，美国也搞过类似的导
弹列车，即铁路机动的“和平守卫
者MX”导弹。但是美国后来停止
了这一项目，一方面是因为冷战的
结束，另一方面是美国认为这类导
弹的生存性能有限，比不上潜射导
弹。但俄罗斯和美国的情况并不相
同，俄罗斯其重启导弹列车项目也
是有自己的考虑。

其实相比“亚尔斯”，“布拉
瓦”导弹的重量和体积更小，也更
符合导弹列车减重的要求。虽然
“ 布 拉 瓦 ” 的 射 程 不 如 “ 亚 尔
斯”，但通过改进可以弥补这一缺
陷。然而“布拉瓦”导弹的质量不
够稳定，如果把这种潜射导弹改为
铁路发射，难免不出问题。俄罗斯
可没有财力和时间浪费在这里，还
不如走“亚尔斯”这条更为稳妥的
技术路线。

两大著名导弹厂

现在命运却迥异

这次有关沃特金斯克机械厂的
报道实际上还有个小问题，报道称
该厂是著名的“撒旦”核导弹系
列、“白杨”系列的诞生地。但实
际上，“撒旦”导弹可不是沃特金
斯克机械厂的产品，而是前苏联另

一个著名导弹厂——— “南方机械
厂”的产品。这两大企业，在前苏
联时期都是著名的导弹生产厂，但
是苏联解体后，又陷入了迥然不同
的命运。

弹道导弹生产史：

“南方机械厂”更胜一筹

从建厂历史上追溯，位于乌克
兰的南方机械厂没有沃特金斯克机
械厂来得久远，但在弹道导弹生产
历史上，南方机械厂却更胜一筹。

从1954年开始，南方机械厂就
开始生产液体弹道导弹，而沃特金
斯克机械厂则是在1957年才开始生
产导弹武器。而且在产品线上，南
方机械厂也更胜一筹，其主要生产
液体洲际弹道导弹，SS-18“撒旦”导
弹就是典型代表。该厂高峰时期，一
年可以生产120枚洲际弹道导弹。在
上世纪80年代末，现在的“白杨”洲际
弹道导弹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南方机
械厂。而沃特金斯克机械厂在冷战
期间主要生产中短程固体战术弹道
导弹，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生产陆
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

被迫转型期：

“沃特金斯克”生产起洗衣机

在前苏联最后的日子里，高度
畸形的军工企业不但把国家压得喘
不过气，也不得不被迫转型缓解压
力。在这方面，沃特金斯克机械制
造厂比南方机械厂要灵活一些。

相对于南方机械厂加班加点生
产洲际导弹，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
厂却在军转民上努力尝试。有资料
显示，在1990年沃特金斯克机械制
造厂就已形成了年产40万台洗衣机
和26万台儿童车的生产能力。直到
现在，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仍然
保存油气开采、机械制造加工等民
用制造领域。而在苏联解体后，俄
罗斯不可能指望乌克兰的南方机械
厂，因此逐渐把战略导弹的生产转
移到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

但南方机械厂的境遇就开始差
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根本无法
维持这样一个巨无霸一般的导弹生
产厂。尽管这个厂出了一个后来当
上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但仍然无
法摆脱其衰落的态势。该厂各种导
弹的敏感技术和国外合作也困难重
重。而且，南方机械厂不稳定的生
产质量根本无法应付商业火箭市场
激烈竞争的挑战。

如今经营状态：

一个发不出工资

另一个生产任务排到明年

随着近期乌克兰问题的出现，
南方机械厂更是每况愈下。2 0 1 4

年，南方机械厂的收入缩水到2011

年的四分之一。2015年2月，俄罗斯
宣布断绝和乌克兰的航天合作，包
括对南方机械厂的投资。而这时南
方机械厂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
了，差点启动破产程序。

2015年10月，南方机械厂再度
惨淡开工，但工人每个月只有一个
星期的班可上。相对于沃特金斯克
机械制造厂生产任务已经排到2017

年、工厂24小时三班运转的状态，
南方机械厂只能是欲哭无泪了。

(据《北京晚报》)

探秘俄罗斯核武工厂背后的故事
近期某媒体称，被誉为“俄罗斯脊梁

骨”的俄最高机密核武工厂——— 沃特金斯克

工厂首次向来自中国媒体的外国记者敞开大

门。和朝鲜宣布氢弹试验的“真假”争议不

同，俄罗斯这座核武工厂可是正经生产洲际

核导弹这类“真家伙”的地方。众所周知，

核武器是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维持大国

地位的重要战略依仗。那么透过这次核武工

厂的“曝光”，我们能获得什么有用信息

呢？

▲沃特金斯克工厂被誉为“俄罗斯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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