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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有人无人作战平台

美国媒体称，第 66 特混舰队此前担

负第 6 舰队范围内的反潜战任务，装备

P-8A 反潜巡逻机，驻地在意大利那不

勒斯，主要在地中海方向开展行动。美

海军第 6 舰队新闻处称，改组后的第 66

特混舰队将拥有“全域式”火力配系，主

要任务包括无人侦察与反潜、海域态势

感知及推动各领域力量融合等。

目 前 ，这 支“ 全 域 特 混 舰 队 ”配 备

至 少 80 套/件 无 人 技 术 装 备 ，包 括

MQ- 9、“ 幽 灵 -4”无 人 机 以 及“ 探 索

者”等多款无人艇和“斯洛库姆滑翔者”

无人潜航器。美海军还计划将首批大

型无人舰船优先部署该部队。近期在

地中海举行的“奥班加姆快车 2024”多

国 联 合 军 演 中 ，第 66 特 混 舰 队 首 次 派

出 代 号 为“ 人 鱼 海 神 ”的 水 面/水 下 双

模 无 人 航 行 器 。 该 无 人 航 行 器 长 4.4

米，可自主航行超过 3 个月，下潜深度

达 200 米 。 报 道 称 ，美 海 军 为“ 全 域 特

混 舰 队 ”配 备 了 技 术 成 熟 的 无 人 舰 船

和 无 人 机 系 统 ，该 部 队 实 行 任 务 统 一

分 配 和 管 理 ，能 够 参 与 反 潜 战 等 多 种

作战行动。

第 66 特混舰队除配备无人技术装

备外，还保留了多架 P-8A 反潜巡逻机，

并“超编”配备导弹驱逐舰和多艘登陆

艇。通过强化有人与无人作战平台间的

协同作战，可增强对海上目标的侦察、定

位和追踪能力。外媒分析认为，通过水

面与水下、远海与近岸力量的整合配置，

该部队的反潜侦察范围及态势感知覆盖

区域得到拓展。

“全域特混舰队”另一特点是整合了

网络和太空元素，并与空军和陆军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美海军负责网络空间作

战的第 10 舰队抽调部分技术人员加入

该部队，并计划未来派遣网络作战任务

小队以特遣部队身份进驻“全域特混舰

队”。美太空军第 18 和第 19 德尔塔部队

也向其增派兵力，主要提供情报和空天

防御技术支持。

塑造一体化火力优势

根据美军方的声明，改组后的第 66

特混舰队将综合运用陆、海、空、天、网资

源，塑造一体化火力优势。由于建成时

间较短，目前其主要依托人工智能和网

络技术，执行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

卫队的相关任务，包括海上威慑、以陆制

海作战、海洋执法和反潜行动等，以实现

任务层面的“跨域”转型。

报道称，第 66 特混舰队的兵力运用

和技术支撑核心，分别为海军“分布式杀

伤”作战概念和“海军超越”项目。两者

都是在美军“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框架下

实施的“海军作战部长工程”。

其中，“海军超越”项目于今年 3 月

取得关键技术突破。该项目提出以 3 艘

大型作战平台作为网络枢纽，建立覆盖

舰队作战海区范围内任务部队的网络架

构。这些网络枢纽相当于“母船”，可实

时向分布在各任务区的“子船”发送指

令，相关信息通过“作战云”传输，各单位

依据权限进行访问。倘若“母船”遇袭或

毁坏，其枢纽功能可由特混舰队司令部

分配给其他作战单元。美军认为，这种

基于网络技术建立的分布式杀伤链，能

够增强兵力部署的灵活性，形成多重火

力打击效果。

充当海军转型“试验田”

报 道 称 ，“ 全 域 特 混 舰 队 ”的 概 念

产 生 于 2020 年 ，是 美 国 国 防 部 长 奥 斯

汀“一体化威慑”战略在海军的具体实

施。美军已在第 5 舰队组建第 59 特混

舰 队 ，即 无 人 作 战 舰 队 ，并 计 划 在 第 7

舰队组建印太版“全域特混舰队”。第

66 特 混 舰 队 作 为 首 支“ 全 域 特 混 舰

队”，其架构和运行模式可能成为美海

军转型的一次试水。

该部队计划与“海军颠覆性能力办

公室”合作，推动武器技术试验和原型设

计；与“海军研究生院海军创新中心”合

作，推动海上无人和深海智能技术解决

方案的开发。此外，新成立的 BRAVO

人工智能战斗实验室计划以该部队为试

验基地，推动无人水面与水下舰艇、新型

无人航空器和作战机器人等智能作战平

台的战术应用。

接 下 来 ，第 66 特 混 舰 队 还 将 参 加

“波罗的海行动”“达西亚”“弯刀快车”

等一系列军事演习，演练有人/无人防

空作战、特战支援等课目，加速提升作

战能力。

然而，不少外媒对该部队的发展前

景提出质疑，认为美海军此举更多是想

“蹭热度”，仿效空军和太空军的做法。

美海军还被批评“发展思路不清”，一方

面改组新的部队，强调其战场运用和实

际部署，另一方面将其定位为“试验田”，

用于进行技术应用试验，这种建设理念

可能影响部队能力的提升。

美海军筹组“全域特混舰队”
■刘 澄

澳大利亚国防部公告信息显示，澳

大利亚政府近日批准了为 6艘柯林斯级

潜艇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这 6艘潜艇

建造于 1990 至 2003 年，原计划从 2025

年起陆续退役，现计划将每艘潜艇的服

役时间延长 10 年，使得最后服役的“兰

金”号潜艇可于 2048 年退役。此举目的

是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前，

保持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威慑能力。

此次延寿项目预计耗资 40 亿至 50

亿澳元（约合 26 亿至 33 亿美元）。从

2026 年开始，澳大利亚潜艇公司将在奥

斯本海军造船厂，对首艘进入维护期的

“法恩科姆”号潜艇进行延寿，预计每艘

潜艇的延寿工作需要两年时间。

早在 2007 年 ，澳政府就宣布了建

造新潜艇并按期退役所有柯林斯级潜

艇的计划。2009 年，澳国防白皮书明确

提出，将从 2011 年开启 12 艘新潜艇的

设计工作，2016 年开工建造，预计 2025

年陆续服役。然而，直到 2012 年澳大

利亚军方才敲定新潜艇的初步指标和

预算，项目整体进度延后至少 5 年。为

避免水下力量出现断档，2013 年出版的

澳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将对 6 艘柯林

斯级潜艇进行延寿维护。

在新潜艇项目悬而未决的情况下，

柯 林 斯 级 潜 艇 的 延 寿 方 案 一 度 被 搁

置。2016 年，法国“短鳍梭鱼”方案获得

澳大利亚 500 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计

划从 2025 年开始交付。在此情况下，

澳大利亚对柯林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

持消极态度，考虑仅对 3 艘柯林斯级潜

艇进行延寿。

澳大利亚审计署在 2020 年的报告

中指出，由于澳大利亚与法国在新潜艇

项目上沟通不畅，新潜艇无法在 2025

年按时交付，首艇至少到 2034 年才能

服役。因此，柯林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

被提上日程。

2021 年 9 月，澳大利亚宣布终止与

法国的合同，转而加入“奥库斯”协议，

寻求装备核潜艇。柯林斯级潜艇的延

寿 计 划 再 次 面 临 调 整 。 根 据 最 新 方

案，澳大利亚不打算按原计划为柯林

斯 级 潜 艇 装 备 具 有 战 略 威 慑 能 力 的

“战斧”巡航导弹，也不会为其换装集

成多种传感器的光电桅杆，而是选择更

新推进系统、冷却系统和配电系统等非

战斗单元。

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 2040 年前无

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柯林斯级潜

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海

军的主要水下力量，其最新的延寿方案

受到多方关注。澳国防工业部长康罗

伊表示，“延寿计划将使潜艇部队具备

持久、强大和可靠的作战能力”。澳国

防部认为，延寿计划有利于澳本土造船

业培养熟练技术工人，发展成熟的供应

链，为未来的核潜艇项目打基础。

澳国内一些媒体对该项目提出质

疑 。 一 方 面 是 对 潜 艇 战 斗 力 表 示 担

忧。澳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柯林斯级

潜艇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

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

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

级效果一般，仅 2012 年该级潜艇就在

演习中发生 3 次发动机故障。目前除

一艘柯林斯级潜艇正在进行定期维护

外，还有两艘因外壳严重腐蚀而进行紧

急维护，导致 2024 年只有 3 艘潜艇能执

行任务。此外，最新的延寿方案未包括

加装巡航导弹和现代化光电桅杆，进一

步削弱了外界对该级潜艇的信心。

另一方面是对政府推动该项目诚

意的质疑。首先，时间设置不合理，前

澳潜艇部队艇员、现任参议员帕特里

克表示，澳政府一直未给予柯林斯级潜

艇延寿项目足够的重视，现在突然决定

让每艘潜艇在两年内完成延寿，这与潜

艇的定期维护时长相同，未考虑这些潜

艇已接近设计寿命的尾期，显得非常仓

促。其次，经费划拨偏少，澳工业界此

前预计该项目需要约 100 亿澳元，但澳

政 府 宣 称 只 需 约 一 半 经 费 。 专 家 指

出，考虑到未来与英国合作建造新潜

艇后，两个项目将由同一建造公司在同

一地点进行，澳方很可能优先保障核潜

艇建造项目，随时调整甚至放弃柯林

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

澳大利亚为柯林斯级潜艇延寿
■王 艳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装备厅

日前宣布，已与法国和德国签订电磁炮

合作分工协定。此前，日本也与美国签

订 一 份 为 期 5 年 的 电 磁 炮 联 合 研 发 协

议。一系列合作表明，日本正试图组建

电磁炮研发联盟，以加速电磁炮的实战

化研究与开发。

电磁炮又称磁轨炮或轨道炮，是利

用电磁发射技术制成的一种动能杀伤

武器。日本已将电磁炮列为未来 10 年

的武器研发重点项目之一，并不断推进

技术验证和原型试验。根据日本方面

的说法，其电磁炮主要通过发射高速弹

丸打击海上和空中目标，与传统火炮相

比 ，电 磁 炮 具 有 高 初 速 、远 射 程 、低 成

本、连续发射和精准打击等特点，能够

拦截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多种海

上和空中威胁，可弥补其现有导弹防御

系统的不足。

报道称，日本推进电磁炮研发目标

明确、进展较快。2016 年，日本防卫装

备厅开始主导“电磁加速系统”的研发

试验，建造了装备大口径炮塔基座的验

证原型机；2018 年，改进后的成品被安

装在运输船上，完成海基射击测试；2023

年 10 月，防卫装备厅公布的视频显示，

日本已完成中口径电磁炮的海上试射，

该炮可发射重达 320 克的钢制弹丸，初

速约 6.5 马赫（约 2297 米/秒），炮口动能

5 兆焦耳，能够实现 120 连发。防卫装备

厅表示，其最终目标是将炮口动能提升

至 20 兆焦耳。

2022 和 2023 财 年 ，日 本 防 卫 省 分

别投入 65 亿日元（约合 4135 万美元）和

160 亿日元（约合 1 亿美元）用于电磁炮

研发，2024 财年又将研发经费增至 238

亿日元（约合 1.5 亿美元）。目前，日本

电 磁 炮 研 发 完 成 了 验 证 阶 段 ，已 进 入

实 用 化 推 进 的 第 二 阶 段 ，所 面 临 的 主

要挑战是解决高耗电量电磁炮的小型

化问题。

早前，美国曾花费 10 余年研发电磁

炮，但未实现实用化，并于 2022 财年决

定停止经费投入。相比之下，法国和德

国在电磁炮小型化和车载技术方面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在 2017 年法国国防采

购局（DGA）主办的“DGA 创新”活动中，

法德联合研制的卡车式电磁炮模型亮

相，并进行 5×5 毫米炮弹的实弹试射，

初速达每秒 120米。

日本希望通过与法国和德国开展

合作，解决电磁炮小型化及搭载平台的

供能问题。据介绍，电磁炮的能源消耗

大 ，对 搭 载 平 台 的 能 源 供 应 能 力 要 求

高。日本曾展示一款 40 毫米口径中型

电磁炮，其电源体积有 4 个集装箱那么

大。未来，要实现电磁炮的舰载或车载

部署，就必须拿出便携且高效的供能解

决方案，预计日本防卫省将推动日法德

三国企业就此展开合作。

日本防卫装备厅希望在 2035 年前

后 部 署 电 磁 炮 ，预 计 其 将 作 为 防 空 舰

炮 和 岸 防 火 力 ，用 于 对 海 上 及 空 中 目

标 进 行 精 确 打 击 ，并 可 能 与 天 基 卫 星

系统配合，实现太空对地攻击能力。

上图上图：：日本电磁炮效果图日本电磁炮效果图。。

日法德联合研发电磁炮
■子 歌

美国陆军加强
地道战训练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新一轮巴以

冲突中，地道战这一传统作战方式再

次映入人们的眼帘，事实上，近年来

美军也加大了对地下空间作战的研

究与准备。2017 年 11 月，美国陆军发

布《地下环境小规模部队训练条令》，

用于指导部队如何在地下环境中作

战。同时，美军开始从装备和训练两

个方面，加强地下空间作战和地道战

的能力建设。

传统上，美军夺取重要地下设施

或地道的任务，由“三角洲”或“游骑

兵”等特种部队承担。随着美陆军在

《地下作战手册》中将城市地下作战

训练调整为主要针对拥有庞大地下

军事设施的国家，这一任务逐渐由常

规部队承担，美陆军为此建立多个训

练中心。其中，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自

由堡军事训练基地的地道战训练设

施，主要模拟东欧某地村庄的地道网

络环境。该地道全长约 1 公里，设有

多个出入口和分支。训练时，美陆军

主要检验在地下空间的导航、通信、

对敌攻击和清除障碍等能力，同时也

包括对各级指挥官确定编组和制订

地下作战计划的训练。

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还启动“地下挑战”等项目，意图通过

开发新技术来提高美军在地下环境中

的侦察探测、通信和快速补给能力。

北约成立海底
基础设施安全中心

据英国媒体报道，为应对海底基

础设施安全挑战，北约在位于英国诺

斯伍德的北约海事司令部内，专门成

立 了 北 约 海 底 基 础 设 施 安 全 中 心 。

该中心已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将专注

于保护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底能源管

道和电缆、光缆等通信管道的安全，

同时协助北约海事司令部在决策制

定、部队部署和协调配合等方面的工

作。下一步，北约还计划在布鲁塞尔

总部现有的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协调

小组基础上，建立一个战略中心，以

全面支持海底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

任务执行。

新加坡陆军关
注智能化城市战

据外媒报道，新加坡陆军正为其

城市战训练引入虚拟现实和智能目

标等新技术手段，为士兵提供沉浸式

的训练体验。

新加坡陆军出于对作战环境和

作战需求的考量，一直将城市战作为

重点训练内容之一。为提升城市战

训练的智能化水平，新加坡陆军最近

在其城市战模拟训练设施中安装了

2D 和 3D 人体目标。其中，2D 人体目

标具备快速翻转或突然转身的能力，

旨在模拟城市巷战中突如其来的遇

敌 交 战 ；3D 人 体 目 标 安 装 有 4 个 轮

子 ，可 以 以 每 小 时 10 公 里 的 速 度 移

动，模拟敌方巡逻或增援行动。

此外，新加坡陆军利用虚拟现实

技术，构建了包括人质救援和近距离

巷 战 在 内 的 多 种 复 杂 城 市 作 战 场

景。城市战模拟训练设施使用的智

能 目 标 系 统 可 以 模 拟 热 信 号 ，以 便

参训人员使用夜视设备进行作战观

察。该设施内还设有模拟烟火发射

装置，用于模拟炮兵攻击和枪械声，

从而提升训练的逼真度。目前，首批

受训部队已开始使用这套系统进行

训练。

（李 俊）

防务资讯防务资讯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自由堡军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自由堡军

事训练基地的地道战训练设施事训练基地的地道战训练设施。。

参训士兵瞄准参训士兵瞄准 33DD人体目标人体目标。。

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和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和 MH-MH-6060RR““海鹰海鹰””直升机进行联合训练直升机进行联合训练。。

近日，美国欧洲和非
洲司令部宣布，美国海军
第 6舰队所辖第 66特混舰
队已完成力量调整与改
组，成为美海军首支“全域
特混舰队”。美军表示，这
一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
部队拥有“集合海军优势
资源构建的全新火力配
系”，是美海军一体化火力
转型的“试验田”。

美海军美海军““探索者探索者””无人艇无人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