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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潜艇疑似配备
反无人机防护罩

据印度媒体报道，近期，俄罗斯

电视台播出一段俄海军德尔塔-Ⅳ级

“图拉”号攻击型核潜艇的画面。画

面显示，该潜艇的指挥塔上方安装了

一个简易笼状装置，与常用于坦克和

装甲车上的反无人机防护罩极其相

似。国外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该装置

可为对抗小型商用无人机提供一定

帮助，也有一些军事专家对潜艇安装

此类防护罩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提出

质疑。

分析认为，这种非常规防御措施

的 出 现 ，凸 显 出 现 代 海 战 的 持 续 演

变，即便是潜艇也无法免受当前的空

中威胁。这个防护罩是否将成为俄

海军潜艇的常规防御措施，或是一次

性装备，还有待观察。

日本搜救机器狗
首次亮相

据外媒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

卫队计划引进的视野-60 机器狗，在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后的支援活动中

首次亮相。

视 野 -60 是 美 国“ 幽 灵 ”机 器 人

公司设计的一款四足步行类军用无

人 平 台 ，主 要 执 行 情 报 搜 集 、监 视 、

侦察任务和后送支援行动等。其行

走速度较慢，约 9 千米/小时，活动半

径 10 千米，但机动性和灵活性较高，

能够在多种地形环境下使用。与轮

式机器人自主车辆相比，视野-60 机

器 狗 的 机 械 复 杂 度 较 低 ，持 久 性 和

敏 捷 性 明 显 较 高 ，在 灾 后 救 援 现 场

可承担多种任务。

视 野 -60 机 器 狗 的 另 一 特 点 是

可以远程操作和自主行动，借助搭载

的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能进一步拓

展操作人员视野，相关视频通过网络

实时与后方人员共享。未来，视野-

60 机器狗还将承担目标识别、判断等

工作，日本自卫队主要将其用作基地

警备等。

美推出“灰鲭鲨”
高超音速导弹

据外媒报道，近日在美国华盛顿

举行的“海空天 2024”国防工业研讨

会上，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次

公开展示其为五代机研发的空射高

超音速导弹——“灰鲭鲨”，引起外界

关注。

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研讨会

上 透 露 的 信 息 ，“ 灰 鲭 鲨 ”导 弹 的 最

大速度超过 5 马赫，具备多模制导和

多种目标打击能力。该导弹是为竞

标美空军“替代攻击武器”项目的产

物 ，目 前 该 项 目 前 景 不 明 ，但“ 灰 鲭

鲨 ”导 弹 已 通 过 各 项 测 试 ，可 以“ 立

即投产”。

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未公

布该导弹细节。外界根据“替代攻击

武器”项目要求，评估出“灰鲭鲨”导

弹的部分性能。该导弹体型可能与

挪威康斯伯格公司的 NSM 反舰导弹

相似，射程约 300 至 500 千米，采用非

吸气式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复合制

导头等，具备一定的反辐射和反舰作

战能力，可由 F-22、F-35、F-15、F-16

和 B-2 等飞机搭载。此外，该公司还

表示该导弹并非只有空射型号。

（曹亚铂 吕丰田）

重视机器人作战建设

在近年来的多场地区冲突中，无人

装备作战优势不断凸显，因此，美陆军

越来越倾向于在下一场战争中使用机

器人“打头阵”，为部队扫清障碍，减少

一线人员伤亡。

受此理念影响，美陆军加大对机器

人作战系统的研究投入。2020 年 9 月，

美陆军颁布《小型无人机战略》指出，美

陆军在 2 至 3 年内列装 4 款小型无人机

系统和 1 款运输机器人车辆。同时，美

陆军大力推动“下一代战车”项目，研发

地面无人战车。

目前，美陆军已经建成两个机器人

排，一个部署在第 82 空降师，另一个部

署在美陆军卓越机动中心用于作战实

验。另外，美陆军还计划为装甲旅战斗

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装甲旅战斗队引入

机器人排。目前，美陆军尚未公布一个

装 甲 旅 战 斗 队 将 部 署 机 器 人 排 数 量 。

按照每个旅配一个排计算，至少需要部

署 16 个机器人排。

在 推 进 机 器 人 建 设 过 程 中 ，美 陆

军还寻求广泛支持。例如，五角大楼通

过与相关行业合作，解决陆军机器人战

车在自动驾驶、软件集成等方面的技术

难 题 。 美 陆 军 在 2025 财 年 预 算 申 请

中 ，首 次 为 人 机 编 队 研 发 项 目 申 请 资

金，用于开展作战试验。预算文件称，

美陆军希望新编队中的机器人能够“减

轻 风 险 ”，为 士 兵 提 供“ 用 于 决 策 的 附

加信息”。

建立机器人“先遣队”

此次演习是机器人排成立后的一

次高级别演习。演习设定为沙漠中的

一处村庄被占领，美陆军派出一支由士

兵和机器人混合编组的步兵连试图将

其夺回。演习中，步兵连先放出一架小

型黑色无人机前出侦察，随后派出空中

和地面机器人配合行动。其间，空中一

架八轴无人飞行器连续朝敌方藏身地

投掷炸弹。在地面上，装有 M240 机枪

的机器人战车自主朝敌方阵地持续开

火，为进入村庄的士兵提供掩护，一只

四足机器狗来回穿梭进行侦察。

演 习 结 束 后 ，美 陆 军 高 级 军 官 兰

迪·乔 治 表 示 ，美 陆 军 所 有 单 位 ，包 括

徒 步 巡 逻 队 都 将 配 备 无 人 机 等 无 人

作 战 辅 助 装 备 。 而 美 陆 军 士 兵 与 地

面 机 器 人 组 成 混 合 编 队 ，预 计 也 不 会

太远。

分 析 认 为 ，此 次 演 习 作 为 美 陆 军

探索如何在战场上使用士兵和机器人

合 作 的 一 次 重 要 尝 试 ，一 定 程 度 上 体

现了美陆军的未来作战设计。负责此

次行动的美陆军未来司令部负责人詹

姆 斯·雷 尼 表 示 ，陆 军 未 来 部 队 将 与

无 人 系 统 高 度 集 成 ，确 保 不 再“ 用 鲜

血换胜利”。

机器人上战场挑战重重

目前来看，美国陆军用机器人“打

头阵”，与士兵一同上战场的努力，至少

面临以下挑战。

技 术 不 足 。 此 次“ 项 目 融 合 ”演

习 ，主 要 测 试 机 器 人 在 逼 真 的 战 场 环

境下的表现，没有让机器人面对实弹射

击。目前，这些机器人还不具备周视能

力，不能像人类一样转动头部就能向左

或向右观察。另外，美陆军的战场通信

网 络 无 法 保 证 数 百 架 无 人 机 同 时 升

空 ，甚 至 不 能 分 辨 空 中 的 无 人 机 是 敌

是友。

采购缓慢。在推进装备无人化进

程 中 ，美 陆 军 面 临 的 最 大 困 难 不 是 技

术 问 题 ，而 是 现 有 繁 复 的 采 办 流 程 影

响新装备的交付速度。按照美军现行

制度，即使相关工程通过验证，制订实

施方案也需要很长时间。而全新的无

人作战编队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投

入 作 战 使 用 ，到 那 时 新 技 术 恐 怕 已 经

落伍。

伦理风险。随着机器人大规模走

向战场，外界对于无人作战带来的伦理

风险也高度关注。英国科学家诺埃尔·

夏基对军用机器人计划表示担忧：机器

人今后将自行决定何时“扣动扳机”，而

“机器人对于为什么这样做没有判断能

力”。他建议为战斗机器人设定道德规

范，并呼吁各国政府和军用机器人研究

者重新考虑研发计划。此外，国际社会

对于完全自主的杀人机器是否违反国

际法也存在争议。

2023 年，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

心”发布报告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中

有 两 种 结 构 性 趋 势 正 在 发 生 变 化 ，其

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尤为引人

关 注 。 人 工 智 能 在 军 事 领 域 的 应 用 ，

可能加深地缘政治竞争并增大战略风

险 。 在 商 业 人 工 智 能 浪 潮 下 ，军 事 人

工 智 能 已 悄 悄 投 入 大 规 模 生 产 ，将 对

未来战争产生深远影响。在未来几年

内，美军计划进一步加大投入，加速推

进 尖 端 军 事 机 器 人 的 实 战 化 进 程 ，力

求在新一轮的全球军备竞赛中占据主

导地位。

美《外交政策》杂志称，美国陆军推

动机器人走上战场是一次大胆尝试，也

是对未来战争形态的一种探索。而如

何真正掌握这一颠覆性力量，是美军面

临的重大课题。

下一场战争中—

美陆军欲用机器人“打头阵”
■沐 宸 孙 杰

上图中 ，一架法制“阵风 ”战斗机

正在进行低空飞行训练。战机从山间

呼啸而来，掠过谷口边缘，并以大角度

转弯，随后再次向谷底俯冲而去。巨

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久久回荡在山谷

之间……

“阵风”战斗机是法国达索公司研

制的一款第四代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

1.8 马赫，具备对空、对地和对海打击，

以及核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低空突防

更是“拿手好戏”。

低空突防并非“阵风”战斗机的“独

门绝技”，而是包括“阵风”在内的第 3、4

代战斗机的常用战法。在非隐身作战

时代，第 3、4 代战斗机常常采用低空飞

行方式，以躲避敌方雷达的探测和防空

导弹的打击，完成突防作战任务。因

此，各国空军普遍重视低空突防战术训

练，同时因地制宜，借助峡谷等有利地

形设立训练基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

国的马赫谷。

马赫谷是一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

狭长山谷，也是北约成员国的低空飞

行训练基地。在这里，战斗机的平均

飞行高度仅 76 米，特殊情况下达到 30

米，几乎是贴地飞行。低空加上高速，

对飞行员的精准操纵能力提出很高要

求。国外研究表明，飞行员要达到低

空突防作战要求，至少需要经过 100 小

时以上的专项训练；而要保持对这种

战法熟练运用，每年还需要投入大量

训练时间。

严酷漫长的训练，带来巨大的实战

效益。在世界空战史上，借助低空突防

战术赢得胜利的例子不在少数。英阿

马岛海战期间，阿根廷飞行员驾驶“超

军旗”战斗机，采用超低空突防战术，成

功突防至英军舰队附近，将导弹射向

“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再比如，以色列

空军在多次中东战争中，借助超低空突

防战术对阿拉伯国家军队进行打击，特

别是在长途奇袭伊拉克核设施的“巴比

伦行动”中，将超低空突防战术发挥到

了极致，取得了突出战果。

近年来，低空战场态势发生改变。

在红外制导防空导弹的威胁下，“阵风”

等第 3、4 代战斗机的低空突防作战面

临极大挑战。尽管如此，对于各国空军

中普遍装备的第 3、4 代战斗机而言，低

空突防仍是重要的战术训练课目。

飞 越 山 谷
■西 南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爱德华

兹空军基地的一架 F-22 战斗机，挂载新

型隐身油箱和红外传感器吊舱进行试

飞。报道称，这是美国空军针对 F-22 战

斗机的一次重要升级，将缩小 F-22 战斗

机与后继机型的差距。

F-22 是美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研发的一款隐身战斗机，其设计目标是

与苏制战斗机争夺空中优势。当时，无

论是隐身性能、机载设备、还是火控系

统，F-22 战斗机均对苏制战斗机构成明

显优势。因此，在当时已经具备相关技

术条件的情况下，F-22 战斗机并未安装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IRST）。

近年来，随着后续机型的发展，F-22

战斗机原有的机载配置逐渐落伍。特别

是俄制战斗机大都配备红外搜索跟踪系

统，而 F-22 战斗机除隐身性能领先外，

其它方面的优势已不明显。更麻烦的

是，由于当时设计并未预留改装空间，该

机的后续升级颇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美空军仍然执意对

F-22 战斗机进行升级。究其原因，一方

面，自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以来，

由于五代机航程普遍较短，美空军迫切

需要对其进行升级，以满足远距离作战

需求。另一方面，美空军有意用 F-22 战

斗机为“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计划

验证新技术，充当后者的“技术孵化器”，

这样既能提升 F-22 战斗机的作战能力，

又可以为“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验证新

功能。

美媒称，预计未来十年内，世界上最

先进的战斗机需要具备更明显技术优势，

才能应对数量众多且增长迅速的新兴威

胁 。 当 前 ，美 空 军 正 加 速 推 进 这 一 进

程。在美空军 2025 财年预算申请中，单

独列出一项 F-22 战斗机“传感器增强计

划”，其中明确包括“先进红外搜索跟踪传

感器”。目前，该计划正在实施当中。

F-22 战斗机的新功能如果测试成

功，可能为 F-22 战斗机保持空中优势地

位提供帮助，直到“下一代空中优势”战

斗机到来。

美为F-22升级新传感器
■徐秉君 武传玉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
国陆军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举行

“项目融合”大规模演习，
其间展示了人机一体化新
型编队，并进行人机作战
试验，进一步验证其无人
作战理念，探索如何在下
一场战争中更好地使用机
器人作战。

上图上图：：美士兵在美士兵在““项目融合项目融合””演习中安装演习中安装““幽灵幽灵””-X-X无人机无人机。。

左图左图：：美陆军装备的四旋翼小型无人机美陆军装备的四旋翼小型无人机。。

“灰鲭鲨”高超音速导弹。（示意图）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视野-60机器狗。

俄罗斯海军“图拉”号攻击型核潜艇。

F-22战斗机挂载隐身油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