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吕德胜 谢菲 天 下 军 事

（点评专家：滕建群 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新闻事实：美国政府近日宣布批准向日本出售最多 400 枚“战斧”巡

航导弹。这批武器原计划于 2026 年开始交付，但美日决定将部分导弹

改为旧型号，并将交付时间提前至 2025 年。美方表示，此次军售旨在提

高日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

点 评：日本自 2022 年底修改安保战略以来，不仅对其自卫队进

行了全面改革，在作战样式、兵力编成、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由

防卫转向进攻，还不断强化与美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一步步突破“和

平宪法”，在强军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提前采购和部署美制

“战斧”巡航导弹暴露美日两国各自算盘：对美国来说，此次向日本出

售导弹，意在借盟友之力在亚太地区打造攻防兼备导弹体系，进一步

实施“太平洋威慑计划”，威慑亚洲国家；对日本而言，加速引进“战斧”

可以尽快提升自身远程打击能力。日本相关动作引起地区国家和国

际社会高度警惕。

日本提前采购美“战斧”导弹

新闻事实：据报道，韩国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天弓”-2 防空导弹

系统。不久前，韩国总统尹锡悦会见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武

器采购是双方会晤的重要议题。这项协议一旦达成，其交易额可能会超

过去年韩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署的价值 35亿美元的“天弓”-2合同。

点 评：抢 占 世 界 军 火 市 场 份 额 ，是 近 年 来 韩 国 政 府 的 战 略 目

标。目前，韩国是全球第九大武器出口国，并且制定了成为世界第四

大军火生产国家的目标。为此，韩国已不满足于坦克、装甲车辆和火

炮等传统武器出口，希望大量出口包括导弹在内的“高端武器”。韩国

企图成为全球防务市场主要参与者的雄心，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

“网开一面”。比如，美国放开了韩国的“导弹主权”，允许韩国发展各

种型号和不同射程的导弹。不过，从历史上看，当盟国军事工业能力

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美国就会进行打压。未来，韩国能否如愿扩大军

火出口，成为世界军火市场的主供货商之一，值得各界持续关注。

韩国拟向沙特出口防空系统

新闻事实：近日，一架“莫哈韦”军用无人机首次在英国“威尔士亲

王”号航母上起降。这架无人机来自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机长 30 英尺，

重量超过 1.5 吨。随着试飞成功，英国海军采购这种短距起降察打一

体无人机的兴趣更加浓厚。

点 评：这是“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首次起降大中型固定翼舰载无人

机，标志着英国皇家海军航母战斗群向混编无人机作战力量的方向又迈

进了一步。同时，这也是近年来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力量建设方面趋向一

体化的又一重要标志。美国部分航母舰龄较老，新建造的福特级航母一

时难以满足美海军全球部署的需要。因此，美将目光转向英国，不断帮

助英军航母强化打击能力，希望其能够为维护美国霸权出力。“莫哈韦”

续航时间长、能携带最多 16枚“地狱火”导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威

尔士亲王”号缺少舰载机导致的“有枪无弹”的问题，提升作战能力。因

此，此次无人机试飞成功，将使英国海军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受益。

英国航母首次起降大型无人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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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天弓”-2防空导弹系统。“莫哈韦”无人机进行起降测试。美国军舰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在地区冲突中

的频繁亮相，无人机作战俨然已成为战

场上的重要作战样式。尤其是无人机

蜂群等技术的应用，大幅提高无人机的

作战能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

有矛就有盾。面对无人机的“凌厉

攻势”，一些国家纷纷发布反无人机战

略，研究新的反无人机措施，推动反无人

机系统在智能化、一体化、便携性、机动

性方面取得较大进步。与此同时，相关

国家军队也加强对官兵的反无人机能

力培训，以更好地适应战场变化。

提升探测能力，解决
发现难题

相比有人机，无人机往往具有“低、

慢、小”的特点，容易被传统的防空手段

忽视。在研究反无人机作战时，如何及

时发现“低、慢、小”的无人机，就成为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对无人机的探测技术主要有电

子侦测、光电探测等。多数无人机在使用

过程中，需要将数字信号搭载在电磁信号

上，与控制站进行频繁的数据传输。因

此，可以通过分析空间中的陌生电磁频

率，利用无线电逆向协议解析技术发现陌

生频率的使用者，继而发现无人机。

在今年 9 月北约反无人机系统技术

互通性演习中，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

ARDRONIS 无线电监测系统通过了测

试。该系统可在较大范围自动检测和识

别无人机对应的无线电频段信号，并将传

感器、网络数据等信号转化为通用语言，

可用于要地防空等场景。

光电探测即利用光电产品视觉成

像精度高的特点，捕捉无人机的红外反

射 信 号 与 视 觉 信 号 ，发 现 空 中 的 无 人

机，再辅以三维测距技术，进而确定无

人机位置。美国阿森特视觉技术公司

的 CM262 和 CM202U 地面成像系统即

是以光电手段实现对无人机的探测。

此外，传统雷达对无人机探测也并

非毫无办法，将合成孔径雷达安装在无

人机上，便是很好的无人机探测手段。

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将“鹰眼”多功能监

视雷达系统装在“灰鹰”25M 无人机上，

可识别出小型木制无人机。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单一探测手段

都无法保证百分百发现目标，往往需要

多手段同步使用。比如英国布莱特监

控 系 统 公 司 的 AUDS 系 统 、以 色 列 的

“无人机穹顶 ”系统 ，均结合了电子侦

测、光电探测等多种探测手段。

面对反无人机技术的进步，有些无

人机也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比如，

应用双向射频静默技术的无人机，可在

特定时间内既不接收又不发射数据，使

电子侦测失去作用，但这对无人机的自

主飞行能力、信息存储能力都提出了较

高要求，导致技术难度与成本急剧上升。

升级杀伤手段，提高
打击效果

摧毁无人机手段也是多样的。高射

炮、防空导弹等传统防空武器虽然对没有

装甲防护的无人机有极大的杀伤力，但存

在灵活性差、性价比低等缺陷。目前各军

事强国都在研发激光武器、电磁武器和微

波武器等，以克服传统防空武器的不足。

激光武器的概念已经存在多年，目

前部分国家已研发出较为成熟的激光武

器，可以安装在飞机、舰艇乃至车辆上。

目前，美国海军在多艘导弹驱逐舰上部

署“光学眩目拦截器”和 60 千瓦级的高

能激光器。今年 4 月，日本三菱重工公

开展示了一款 20 千瓦级激光武器系统，

可在 2至 3秒内击落 1.2千米外飞行的无

人机。不仅如此，用激光武器反无人机

已经取得了战果。据报道，2022 年 3 月，

沙特阿拉伯军队使用“寂静狩猎者”车载

激光武器击落 13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除了激光武器，电磁武器也是有效

的杀伤手段。俄罗斯研发的“汽车场”

电子对抗系统，可以通过发射电磁干扰

信号，破坏无人机与控制站之间的通信

链路，甚至可以直接对某段特定频率实

施干扰，确保没有漏网之鱼，但其代价

是可能会影响己方正常通信。

针对电磁武器反无人机存在误伤风

险且干扰正常军用或民用频率等不足，一

些国家开发了定向能微波武器。美国研

发的“墨菲斯”移动式无人机系统压制器，

可搭载在己方无人机上，对目标无人机发

射高功率微波将其击落。今年 6月，该系

统通过了美国国防部的相关试验。

另外，干扰压制对方无人机的导航

和控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无

人机确定自己的位置需要利用 GPS等导

航系统，可以通过干扰导航信号使无人

机失去位置信息，甚至诱使无人机飞向

错误的位置。伊朗就曾利用这种手段捕

获了美国 RQ-170“哨兵”无人机。2020

年，以色列发布了一款名为 EnforceAir

的新型反无人机系统，可利用网络攻击

技术侵入目标无人机控制系统，切断其

与背后操纵者的联系，进而实现接管。

强化培训训练，促进
能力提升

反无人机作战与传统作战大相径庭，

现有的人员培训方案已经很难满足需

求。因此，在加快装备研发的同时，还需

要通过有针对性地培养提升军事人员的

反无人机能力。

据报道，北约拟于今年底出台反无人

机条令，涉及人员培训、将反无人机作战

纳入统一防空体系等条款。现有防空装

备的操作人员拦截小型无人机将是相关

培训的重要内容。

早在 2020 年前后，美国陆军就在尤

马 试 验 场 建 立 了 一 所 反 无 人 机 学 校 。

2022 年 5 月 31 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向国会提交了最新的《国防部反无人机

系统》报告，其中提到美军将于 2024 财

年建立一所联合反无人机大学，为各军

种提供反无人机训练。按照规划，这所

大学将对陆军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并为

不同部队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把反无

人机训练整合到演习中。这所学校已

经在今年 10 月 16 日于俄克拉荷马州的

锡尔堡火力卓越中心开始授课，目前开

设有操作员课程和规划员课程，每门课

程为期两周。

演习也是提升部队反无人机能力的

重要途径。今年年中，法国海军在大西

洋布雷斯特海军基地附近举行了首次海

上反无人系统演习。演习中，舰上人员

在公海测试了干扰和压制设备，对抗了

不同类型的空中和水面无人系统。今年

7月，美国空军在卡塔尔举行的反无人机

演习，邀请了英国、法国等国军队参加，

以检验和完善应对无人机的战术。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图①：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研制

的 ARDRONIS无线电监测系统。

图②：搭载“墨菲斯”移动式无人机

系统压制器的小型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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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在地区冲突中频繁亮相，反制手段持续丰富升级—

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水涨船高
■吕林峰 石汉娟 宋 超

11 月 10 日至 20 日 ，日本自卫队

举行 2023 年度联合演习。这次演习

规模号称创下历史之最，还首次大规

模使用民用机场、港口等设施，开创了

危险的先例。

日本自卫队从 1979 年开始每年

举行一次自卫队联合演习。自 2006

年新的联合运用体制建立以来，指挥

所 演 习 和 实 兵 演 习 隔 年 交 替 举 行 。

2023 年度的自卫队联合演习为实兵

演习，由统合幕僚长担任总指挥，其目

的一是通过演练陆海空自卫队在防卫

和警备方面的联合运用，维持和提高

自卫队的联合运用能力；二是通过吸

纳美军参加部分训练，提高日美兵力

的相互运用性。

参加此次演习的人员数量和武器

装备数量创下历史之最。据媒体报

道，日本自卫队共出动 30800 人以及

3500 台车辆、20 艘舰艇和 210 架战机，

规模几乎为 2021 年度自卫队联合实

兵演习的两倍。

此次演习，美军派出包括太平洋

陆军、太平洋舰队、太平洋空军、太平

洋海军陆战队以及驻日美军在内的

10200 人参加，规模同样约为 2021 年

的两倍。而 2019 年，美军并未参加当

年的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这样的变

化也折射出日美军事一体化正在不断

加速。

美国将日本视为其在西太平洋的

“马前卒”，也是推进所谓“印太战略”

的关键支点。日本则借助美国对自己

的倚重，不断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

提高自卫队与美军互动的频率和深

度，试图融入美军作战体系。统计数

据显示，2022 年日美联合训练次数约

为 108次，近 10年间增长约 4倍。而在

联合演训活动中，已经出现了由日本

自卫队指挥官负责指挥日美双方实施

相关课目的情况。今年 1月，日美外长

防长举行“2+2”会谈，双方发表的联合

声明提到，日本决定新设“统合司令

部”，以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10

月，访美的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与美

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确认要

进一步讨论“统合司令部”如何与美军

展开合作的问题，以进一步强化日美

军事一体化。日本将美军拉入自卫队

联合演习，将提高双方融合程度，增强

想定指向性，进而为日美军事一体化

提供重要的联合行动基础。

此外，今年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

使用的基础设施除了自卫队和驻日美

军基地外，首次增加了民用机场和港

口 ，以 及 18 个 市 町 村 。 日 本 政 府 认

为，在“有事”之际，军用机场和港口易

遭攻击导致无法使用，因此在 2022 年

底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提出，要

加速推进民用设施的军事化，使之发

挥“备用据点”的作用。

演习开始当天，日本陆上自卫队

和海上自卫队便租用民用船只“白鸥”

号运输车辆 50 台。11 日，参加演习的

日本陆上自卫队 16 式机动战车横穿

冲绳县那霸市内的马路向营区转移，

这是该型战车首次在冲绳本岛自卫队

基地以外的场所活动。13 日，日本航

空自卫队的 4 架 F-2 战斗机首次在大

分机场进行起降和燃料补给训练，这

是自卫队首次使用该机场。1 架 C-

130H 运输机 13 日在冈山桃太郎机场

进行卸货训练，4 架 F-2 战斗机随后

于 15 日至 17 日在该机场进行起降训

练，这也是自卫队首次在该机场进行

演习。此外，F-15 战斗机还分别在鹿

儿岛县的德之岛机场、奄美机场进行

起降训练。

日本自卫队在演习中使用上述民

用设施，创造了危险的先例。许多日

本民众担心，自卫队和美军使用民用

设施，可能增加当地被拖入战争的风

险。因此，有的民众向日本政府提出

取消演习的申请，有的民众则在演习

现场拉起横幅、举起标语反对政府企

图重走战争道路的做法，还有的民众

则坐在道路上阻挡自卫队车辆行进。

日本自卫队推进民用设施军事化，打

造“平战一体、藏军于民”保障体制，不

得不令人警惕其走向举国战争体制的

危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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