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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技术发展

近年来，韩国不断探索有人/无人机

编队技术。2023 年 2 月，尹锡悦政府发

布《国防改革 4.0》基本计划，提出重视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加速发展

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有人/无人机编队

作战体系。在该计划的指导下，韩国于

2023 年 9 月成立无人机作战司令部，推

动“AI科技强军”建设快速发展。

韩国认为，在未来空战中，有人/无

人机编队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一方

面，无人作战飞机将执行高风险任务，

降低飞行员的伤亡风险。另一方面，无

人作战飞机与有人作战飞机协同作战，

将使有人作战飞机的作战效能倍增。

有人/无人机编队技术不仅可以用

于作战飞机，也可用于地面车辆等其他

无人系统。在民用领域，有人/无人机编

队技术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消防、

搜索、救援、危险品处理和执法等。

明确项目时间

为了实现有人作战飞机与无人机协

同作战，韩国空军制订了详细的项目计划。

根据规划，首批 KF-21 战斗机将于

2026 年 6 月交付使用。该机的双座型将

加入有人/无人机编队技术项目，探索由

前座飞行员操控 KF-21 战斗机，后座飞

行员控制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模式。

具体来看，有人/无人机编队技术项

目 将 分 为 4 阶 段 推 进 。 第 一 阶 段 已 于

2023 年启动，预计于 2025 年结束。在此

阶段，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韩国空

军合作开发直升机与小型空射无人机

编队协同的相关技术。一旦相关概念

成为现实，韩国空军将与韩国航空航天

工业公司开启下一步研究，探索直升机

与体积更大、续航时间更长、可回收使

用的“适应性空中平台”无人机协同作

战的可能。

项目第二阶段将于 2025 年至 2028

年展开。此阶段将测试 FA-50 轻型战

斗机同时与 4 架“适应性空中平台”无人

机的协同作战。无人机将执行诱骗、干

扰、监视和侦察等任务，FA-50 轻型战斗

机负责打击任务。

第三阶段计划于 2037 年结束，此阶

段将实现有人/无人机编队技术应用于

KF-21 战斗机。在这一阶段，韩国航空

航天工业公司研制的一款无人战斗机

将进入制造阶段，作为 KF-21 战斗机的

“忠诚僚机”。该型“忠诚僚机”可以指

挥控制 4 架“适应性空中平台”无人机，

KF- 21 战 斗 机 可 以 依 托 该 型“ 忠 诚 僚

机”，指挥控制 20 架无人机。根据设想，

无人机机队不仅可以支持有人作战飞

机执行任务并为其护航，还能够独立执

行监视、电子干扰和精确打击等任务。

第四阶段将于 2038 年开始，韩国空

军希望在此阶段充分掌握有人/无人机

编队技术，并将其应用于下一代空中和

太空作战系统。

韩国还计划在 KF-21 战斗机的基

础上，开发第五代、第六代战斗机，并逐

步实现后续机型与卫星、预警机和无人

机等平台的连接，以打造下一代空中和

太空作战系统。

寻求国际合作

目前，韩国正在为有人/无人机编队

技术项目寻求外国投资者。2 月上旬，

韩国国防部长申元植访问中东地区国

家，分别会见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防部长，与他们讨

论无人系统技术等领域防务合作。

韩国之所以急于将有人/无人机编

队技术用于 FA-50轻型战斗机和 KF-21

战斗机，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武器装备出

口。目前，FA-50 轻型战斗机已获得印

度尼西亚、伊拉克、马来西亚、菲律宾、

泰国和波兰等国的订单。同时，韩国航

空航天工业公司对 KF-21 战斗机的出

口前景十分乐观，其认为 KF-21 战斗机

的潜在出口数量可达 800 架。上述两款

战斗机实现有人/无人机编队技术后，将

获 得 更 多 的 出 口 机 会 ，有 助 于 其 实 现

“军火出口大国”梦想。

外界认为，韩国在相关项目建设中，

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关键核心技术的

引进等都存在难度，未来走向仍需观察。

韩国公布协同作战发展路线图
■王雪松 刘浩旸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近日，

英国国防部宣布，正式启动新的中型

直升机项目招标工作，预计在 2025 年

签订价值 15 亿美元的采购合同。本次

采购的中型直升机，将为英军的未来

作战提供重要的装备支撑，并影响英

军转型与发展。

据悉，本次招标计划采购新的中

型直升机数量为 44 架，将取代英军现

役 的“美 洲 豹 ”、贝 尔 -412、贝 尔 -212

和“海豚”等多型直升机。新的中型直

升机将用于执行原先由不同机型直升

机担负的多种任务，具备运输、战术投

送、伤员后送等能力，并可以帮助英军

进入特定区域遂行特种作战、在多种

复杂环境下执行多样化任务等。

英国国防部认为，以单一机型取代

老旧的多种直升机将带来诸多便利。

原有直升机仅能执行有限的几种任务，

不能做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不同使用单

位之间也缺乏配合机制。新的中型直

升机将在现代战场上发挥“多面手”功

能，其模块化设计和多用途能力，将有

助于加强英国空军和陆军的合作，同时

提高日常保养和战场维修保障效率，降

低后勤保障成本。

为贴合英国依靠“小型、专业、快

速”的特战力量保持其国际影响力的策

略，本次采购计划重点强调直升机的最

大起飞重量、运载能力、受限区域飞行

和改造拓展能力等。英国国防部认为，

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将大幅提升英国

陆军的快速机动、远程投送能力，有助

于打造“行动灵敏、功能融合、海外影响

力强”的现代化陆军。

英国国防部还表示，新的中型直

升 机 是 否 具 备 向 其 他 国 家 出 口 的 潜

力，是英国在招标评估时考虑的一个

重 要 因 素 。 英 国 希 望 可 以 掌 握 关 键

技术，并以此促进国内军工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

报道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及其子公司西科斯基公司、欧洲空中客

车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都将参

加此次竞标。西科斯基公司计划为该

项目提交“黑鹰”直升机，为了加强竞

标，该公司考虑在英国设立“黑鹰”直升

机总装线；空中客车公司与波音公司合

作，为该项目推销 H175M 商用直升机

的军事化版本，并承诺在英国国内制

造；莱昂纳多公司决定用 AW149 直升

机参与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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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无人技术快速发展，多

国开始探索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模式。

美国空军重点发展“协同作战飞机”

项目，计划打造由200架“下一代空中优

势”战斗机、300架F-35A战斗机及1000

架无人“协同作战飞机”组成的机队。

欧洲多国联合研制“未来空中作

战系统”，意图打造下一代战斗机、无

人机蜂群、卫星等战场单元相结合的

作战体系。

日本现行《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建

立“云作战”体系。日本防卫省计划于

2035 年部署无人战斗机，推动实现由

1 架有人战斗机控制多架无人战斗机

的协同作战模式，并逐步向无人战斗

机中队完全自主作战转变。

澳大利亚空军与波音公司合作研制

开发MQ-28A“鬼蝠”无人机，并计划将该

机作为“空中力量编组系统”项目的“忠

诚僚机”使用，与有人飞机协同作战。

协同作战渐渐成形

近日，美国陆军技术网站报道称，

未来 5 年，捷克年度国防预算将以 9%的

幅度增长，预计到 2028 年超过 1817 亿

捷克克朗（约合 77.8 亿美元）。在此背

景下，捷克国防部将加速推动武器装备

现代化升级。

装备全面升级

地面武器装备方面，捷克陆军将重

点更新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过去两

年，捷克共接收德国制造的 14 辆“豹”

2A4 主 战 坦 克 ，并 与 德 国 达 成 初 步 协

议，计划购买 77 辆“豹”2A8 主战坦克，

以 替 换 现 有 的 T- 72 系 列 主 战 坦 克 。

2023 年 5 月，捷克与瑞典签订 597 亿捷

克克朗的采购合同，计划在 2030 年前

接收 246 辆 CV90 多功能履带式步兵战

车。有报道称，捷克陆军还考虑从澳大

利亚购买 50 辆轮式步兵战车。

空中武器装备方面，捷克空军寻求

与美国展开合作。2023 年 9 月，捷克宣

布斥资 1500 亿捷克克朗从美国采购 24

架 F-35 战斗机，该机将于 2035 年完成

部署，取代从瑞典租赁的 14 架“鹰狮”

战斗机。捷克曾于 2019 年从美国采购

4 架“蝰蛇”和 8 架“毒液”直升机，近日，

捷克与美国达成采购协议，将两款直升

机的数量都增至 10 架。

其他武器装备方面，捷克重点关注

支援保障类装备的升级与采购。2022

年，捷克加入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意

图采购更先进的防空系统。2023 年，捷

克国防部宣布将从巴西采购两架 C-

390 运输机，并为捷克陆军采购新型轻

机枪、自行迫击炮等装备。

受到国内质疑

捷克 2024 年国防预算达到 1512 亿

捷克克朗，是其自 1999 年加入北约后，

首次达到北约所要求的军费支出 GDP

占 比 超 过 2% 的 要 求 ，并 允 诺 持 续 达

标。捷克作为曾经的华约成员国，主要

武器装备为苏式标准，弹药口径等与北

约标准不一致，维护保养成本较高。捷

克通过换装“豹”式坦克、美制直升机，

完成了一部分装备的北约标准化。

捷克国内批评观点指出，捷克当前

的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仅是用北约武器

替换华约武器，难以应对未来战争。批

评人士认为，“豹”2A4 坦克、“蝰蛇”直

升机是北约盟友淘汰的过时武器，捷克

军队应采购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新

型装备。

捷克陆军认为，捷克国防部的现代

化升级方案过于偏重空军，严重挤压陆

军发展空间，陆军的远程精确火炮、地

面指挥控制系统等关键装备的更新也

将受到影响。

捷克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升级
■王昌凡

演习课目复杂多样

据报道，此次演习以红蓝对抗形式

展开，约 8000 名美军士兵参演。美国陆

军第 11 空降师所属第 1 旅在演练中扮演

“蓝军”，第 2 旅扮演假想敌“红军”。“红

军”火力约为“蓝军”的 5 倍，并装备防空

系统和通信干扰设备等，是一支“加强版

敌军部队”。“蓝军”在模拟战斗中必须精

准识别目标，对其实施快速打击及后撤，

否则打击分队将遭受毁灭性火力覆盖。

演习中，美军演练了极地地区大纵

深突入式打击。“蓝军”武装直升机群以

超低空飞行的方式避开“红军”防空系统

的探测，深入敌后对目标实施打击并安

全返航。该课目旨在检验“蓝军”面对严

密的防空体系时，对敌人发起先发制人

式打击的能力。

极地行军是此次演习中的另一个重

点课目。该课目主要锻炼的是美军士兵

乘坐“寒冷天气全地形车”在极地地区穿

越雪原、泥地和积水的能力。

强化极地作战能力

报道称，此次演习是“太平洋多国联

合战备中心”成立以来，组织的最复杂的

实战演练活动。

目前，“太平洋多国联合战备中心”在

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州拥有两处固定训练

场，并在印度尼西亚设有一处移动式训练

场，可以模拟热带丛林和极寒地带作战环

境。该中心在阿拉斯加组织大规模实战

演 习 ，表 明 美 国 陆 军 对 极 地 作 战 的 重

视。美国陆军在 2021 年发布北极战略

后，将极地作战列为未来重点关注方向，

并于 2022 年重建驻阿拉斯加州第 11 空

降师，专门负责北极地区作战任务。

此次演习中，美军邀请了 1 个蒙古

步兵连、600 名加拿大士兵及来自瑞典、

芬兰、韩国等国的人员参与，目的是加强

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提高美军与

盟友部队在北极地区联合行动能力。

寒冷是最大的敌人

美国陆军第 11空降师师长埃弗勒表

示，在为期两周的演习中，美军士兵对通

信设备、车辆、滑雪器材等 40余种不同类

型的极地装备进行了验证，发现他们面临

的最大敌人是寒冷。极寒天气导致部分

器材无法正常工作，“在低温环境中，电池

可能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流失所有电

能。”埃弗勒强调，在极地作战环境下，士

兵应做好以人工或机械化装备替代高新

技术装备的准备。为此，演习特别设置了

人工传递命令的课目。

此外，在极地作战中，无人机将成为

重要威胁。据悉，在此次演习中，“红军”

大规模使用小型无人机对“蓝军”部队实

施侦察和攻击，“蓝军”在极端作战环境

下，未能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有效侦测和

追踪，因而出现较大“损失”。

上图上图：：美军士兵进行摩托雪橇越野美军士兵进行摩托雪橇越野

训练训练。。

美军大规模演练极地作战
■魏军民 王 权

韩国韩国 FA-FA-5050战斗机与战斗机与““适应性空中平台适应性空中平台””无人机协同作战场景模型展示无人机协同作战场景模型展示。。

据外媒近日报道，随着
韩国国产 KF-21战斗机即
将进入批量生产阶段，韩国
正在寻求发展有人/无人机
编队技术，使无人机与KF-21
战斗机等有人驾驶飞机在未
来实现协同作战。

据外媒报道，近日，
美军“太平洋多国联合战
备中心”在阿拉斯加州组
织了一场以极地作战为
背景的大规模实战演习，
旨在对美国陆军的极地
作战理念、战术运用、装
备性能等进行验证。

捷克陆军装甲部队参加北约组织的联合军事演习捷克陆军装甲部队参加北约组织的联合军事演习。。

英军现役英军现役““美洲豹美洲豹””直升机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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