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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场上，具身智能体可以自主

感知、决策和打击，并能够根据战场态

势变化实时调整作战策略，实现了思维

智能和行动智能的有机融合，将打造出

更加灵活高效的作战体系。具身智能

在军事上具有广阔应用前景，或将成为

智能化作战中的颠覆性力量。

助推态势感知向自
驱动转型

具身智能在与战场环境的交互中，

通过融合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模

态信息，能够更全面地感知和理解战场

环境，驱动智能体对战场态势进行主动

感知。

沉浸式动态交互。在人工智能发

展初期，科学家主要聚焦于符号处理和

逻辑推理的离身智能研究，试图让计算

机通过程序算法实现人类的智能行为，

但离身智能在处理现实世界复杂问题

时会遇到种种困难。之后，人们发现通

过“身体”与环境交互产生的智能，对解

决这类问题具有突出作用，由此具身智

能的理念逐渐形成。20 世纪 80 年代，

美国机器人制造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

提出行为式机器人概念，并设计出六足

步行机器人，通过简单行为模块组合实

现了稳定的行走。具身智能不仅源于

算法和计算，还紧密关联于机器自身结

构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正逐渐具备“创

造、理解、推理和交互”能力。具身智能

在人与智能体、智能体与环境之间建立

起互动通道，推动战场态势感知从“被

动”到“主动”的转变。

跨模态感知融合。具身智能将遥

感系统、轨迹跟踪系统等态势感知单元

以及图神经网络等模型进一步集成，融

合处理来自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不

同感知模态的信号，以统一标准的实时

动态数据呈现目标状态变化情况。实

验数据显示，跨模态感知信号通过多模

态融合互补，降低了单一模态信号失效

的风险，实现了对复杂战场环境更深层

次的理解。通过整合不同模态信号，数

据处理效率可以提升数倍。

自学习认知迭代。具身智能正突

破“算法迭代”的传统范式，向“物理具

身—环境耦合—群体协同”三位一体的

认知进化跃迁。具身智能通过强化学

习、模仿学习等方法，依靠“感知—推

理”的紧密循环来处理外界信息，这与

人类认知过程高度相似，能够根据变化

的信息源实时认知和推理，与传统人工

智能认知固化于训练数据相比，具有经

验可塑以及认知即行动等优势。具身

智能着眼短期毫秒级运动控制、中期任

务级策略制定和长期场景级认知形成，

推动认知从“经验固化”发展为“动态演

化”。同时，多个智能体之间还可以互

相分享学习经验，从而使群体协同有效

促进认知增长。

加速智能决策向战
术端延伸

具身智能体通过传感器实时获取

环境数据，结合行动反馈，理解问题并

作出决策和行动，形成动态的“感知—

行动”闭环，使人工智能真正从观察者、

思 考 者 变 成 与 人 类 并 肩 作 战 的“执 行

者”，加速智能决策向战术端延伸。

任务即时规划。具身智能通过自

身多模态大模型，可高效分析处理战场

各个维度的传感数据，将传统以打击为

主的作战单元升级为规划、打击并重，

实现了作战任务的即时规划。其本质

是将决策周期压缩至极限，推动从预先

计划到涌现策略的转变，达成“以算力

换时间”的效果。外军认为，未来战争

的胜负，将在第一个 0.1 秒的规划周期

内决定。具身智能体在行动过程中，通

过对态势的自驱动感知，能够不断修正

自身模型和策略，从而避免规划失效或

任务中断，改变了以往战术端动作通过

远程操控或预设程序的行动模式，将行

动规划前置到战术端即时发生，大幅提

升了行动规划实效性。

打评一体执行。传统人工智能通

常部署在后台，运用强大数字运算能力

整编、处理前端采集、传输的数据，而具

身智能体实现了前端与后台一体、数据

采集与处理一体、打击与评估一体。具

身智能体在实施打击任务的同时，多模

态采集目标状态、破坏程度、环境变化

等打击效果数据，打击数据信息不需要

回传指挥中心进行评估，具身智能体本

身就可以进行比对、分析、处理，实时评

估打击效果。打评一体执行，实现了单

次行动周期内同步完成目标打击与效

果评估，减少了在强电磁压制环境下对

外部侦察体系的依赖，具有明显优势。

外军演习数据显示，具备打评一体能力

的无人机集群，弹药消耗量降低 57%，

任务完成率提升至 92%。由打击效果

数据回传指挥中心评估到具身智能体

本身自动评估，突破了传统作战流程的

线性局限，极大提高了作战评估的时效

性和精确性。

行动全程优化。具身智能打破了

传统人工智能囿于虚拟环境中的困境，

使人工智能具备了与人类类似的感知

和应变能力。在战术行动实施中，具身

智能可以将多领域传感器数据融合处

理为行动图像，运行模拟作战的模型来

确定最佳部署方案。同时还可以优化

兵力使用估算、消除用户路线冲突、完

成火力控制等，为战术打击单元提供更

全面的信息输入，全程优化打击路径或

行动路线，能够充分减少误伤和资源浪

费，确保打击行动在复杂和变化的环境

中依然高效执行。实施战术端打击任

务的具身智能体，不再只是接受命令的

“战斗员”，而是能够依据外部变化适时

作出调整和干预的“指战员”，大大增强

了作战行动适应性。

促使无人作战向多
场景拓展

具身智能使信息域和物理世界深

度融通，进一步拓展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边界，提升了智能体的智能和自主行动

能力，将无人作战从“工具延伸”转向

“认知共生”，促使无人作战向多场景拓

展。具身智能体不再只是“会思考的机

器”，而是同时成为“会行动的机器”，是

由静向动的重大突破。

重构无人作战边界。具身智能体

是机电系统和智能系统的跨界融合，通

过训练和学习，能够使其迅速掌握通用

技能和特定技能，表现出面向任务的超

强塑造性。例如，可对真实世界进行抽

象 总 结 ，并 将 其 特 征 记 录 在 集 环 境 感

知、形势估计、决策规划为一体的网络

模型中。通过该模型训练具身智能体，

能够大幅降低数据采集成本，持续提升

算法迭代速度。更重要的是，可以设计

出理论上无限多满足多样化作战任务

需求的行为模式，将加速具身智能体无

人作战任务场景的边界重构。外军的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划》等文件中，着

重强调了具身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潜在

价值，明确指出具身智能技术的突破将

极大地增强军队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突破人类生理极限。具身智能能够

推动构建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智能体，赋

予智能体更强大的任务执行能力。具身

智能将认知过程锚定物理交互，打开了

为智能体赋予“身体经验”这一新的维

度。通过“身体—环境—任务”的协同，

推动智能体在感知、学习、决策、执行等

方面实现质的突破。这种从“离身”到

“具身”的转变，不仅是技术路径的创新，

更是对智能体能力的指数级赋能。具身

智能体在无人作战中，突破了人类生理

极限，在感知精度、行动耐力、群体规模、

决策速度等方面将实现明显超越。

驱动独立智能打击。具身智能的

发展，对于提升智能体在极端战场环境

中 的 自 主 决 策 和 执 行 能 力 意 义 重 大 。

具身智能主动感知、应变，使打击决策

真 正 由 智 能 体 发 出 并 实 施 ，实 现 了

“OODA”的战术端高效循环。具身智

能体实施的无人作战，改变了“远程操

控+人工智能末端自主”的智能模式。

具身智能体将在云平台支持下，完成从

感知到思考、由思考驱动行动的独立智

能打击。具身智能体现了从数据到行

为的跃迁，把思维智能和行动智能完美

融合，也许将成为贯通智能化作战最后

一公里的关键。

具身智能推动智能化作战新发展
■东升利 张海勇 赵 虎

具身智能是一种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机器人、无人平

台等物理实体，使它们能够自主感知、学习并与环境进行动

态互动的技术。与依赖数字计算的离身智能不同，具身智

能使智能体既可以通过传感器感知物理世界，又能够借助

大模型理解任务、自主决策并执行，打开了人工智能从数字

世界到物理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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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决策的韧性，是指指挥决策系

统 在 动 态 战 场 中 稳 定 高 效 运 转 的 能

力。提升智能化指挥决策韧性，重在通

过人机认知互补、全域信息融通、生态

自主进化，稳固关键能力并不断迭代适

应能力，进而在科技赋能与战场变化的

博弈中，始终把握指挥决策的主动权，

确保智能化手段运用的可控性。

创新人机互补的决策模式。智能

化指挥决策韧性不仅源于人机系统的

结构稳固，更在于认知维度的优势协

同。智能化指挥决策时，指挥员依托

经验直觉、创造性思维等，能够破解认

知局限、把握决策时机，在信息残缺、

规则冲突等情况下展现出独特价值；

机器则可凭借其强大计算能力，在短

时间内完成多源数据融合、战场态势

建模、威胁等级评估，并行处理多维战

场特征变量，生成多样化作战方案备

选 库 。 换 言 之 ，指 挥 员 善 于“ 创 造 未

知”，机器长于“计算已知”。若将决策

权完全让渡给机器，指挥决策系统容

易陷入算法路径依赖，丧失应对非常

规威胁的灵活性；而若排斥机器介入，

则难以适应“秒杀级”的战场节奏。为

此 ，首 先 要 坚 持“ 机 器 为 用 、人 智 为

本”，常态对抗时可由机器完成基础决

策支持，指挥员则更多聚焦战略规划

与目标校准；非常态时则可适情切换

至人工主导模式，以指挥员的认知优

势突破算法局限。其次，要注重明确

人机权责边界，既通过算法透明化增

强决策过程的可解释性，又设计增量

学习框架，实现指挥员经验向机器模

型的持续转化。再次，要强化人机协

同训练，通过兵棋推演与实兵对抗，优

化人机协作流程，融合人机差异化能

力，释放协同决策效能。

构建全域联动的信息网络。智能

化指挥决策韧性不仅取决于信息节点

的全域覆盖，更在于数据网络的深度整

合。现代战场信息呈指数级增长，高分

辨率的遥感影像、高精度的电磁频谱探

测以及高频率的数据采集更新，为指挥

决策带来更加可靠依据的同时，也对信

息网络的稳定性和数据整合利用效率

提出更高要求。若信息链路存在传输

迟滞，将导致态势生成与实际情况不

符；若数据标准互不兼容，则会使模型

预测偏差率激增，即使获得海量信息也

难以形成有效决策支撑。为此，应构建

“形散神聚”的信息网络，“形散”即通过

多节点分布式布局，实现多域信息全维

采集；“神聚”即将多元化的数据整合为

统一态势图。同时，注重强化信息网络

生存防护能力，加强数据溯源与完整性

验证，打造防窃密传输通道，形成集物

理防御、逻辑校验等功能于一身的信息

安全屏障。

形成开放进化的指挥生态。智能

化指挥决策韧性不仅体现为静态稳健

的体系作战能力，更表现为对抗环境变

化的进化能力。传统指挥体系依赖固

定架构与预设规则，通过层级化权限配

置与线性化流程控制实现功能运转。

现代战争的多域融合与复杂博弈，要求

指挥决策系统具备开放式架构与自适

应调节机制，能够按需动态接入标准化

功能组件，并在博弈对抗中自主发现架

构脆弱点，实现系统持续修复补短、迭

代升级。若采用封闭式技术体系，将导

致系统功能更新滞后于战场形态演变

速度；若放任技术无序升级，则可能因

组件兼容性问题引发指挥链路断裂风

险。应建立“双轨制”进化框架，在基础

层固化经过实践检验的核心功能模块，

确保最低限度的决策可靠性；在应用层

构建开放技术生态，通过军事需求牵引

机制对接前沿技术成果，推动新组件新

功能快速集成。除此之外，要同步开发

智能化管理系统，对新增的决策支撑模

块实施三重验证，即逻辑层检查决策流

程合规性，数据层监控信息交互完整

性，安全层防范数据注入欺骗性，从而

在保持技术敏捷性的同时，筑牢系统进

化的安全边界。

提升智能化指挥决策韧性
■姜兴安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能

够以劣势装备战胜各路强敌，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作战思想上善于灵活用兵、

机动制胜。在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加速

发展的今天，如何运用新域新质力量实

现机动制胜，让传统作战思想焕发出新

的活力，是需要人们深入思考的现实问

题。本文通过古今中外兵家常用的三

个比喻，将抽象的思想具象化，试着揭

示机动制胜的精髓要义。

机动制胜像“柔道”。在竞技场上，

柔道的精义在于借力发力、使用巧劲，

利用对手的力量将其放倒，而非靠蛮力

将对手推倒。那么如何借力？一是利

用对手弱点，避强击弱，避实击虚。柔

道讲求抓住对手弱点，使其失去重心，

巧妙地将其放倒。作战体系如同人体

一样，也存在难以避免的“阿喀琉斯之

踵”，只要善于发现并利用其要害和关

键弱点，就能够实现巧战制敌。然而，

战争是活力对抗，战场上敌对双方都会

刻意掩盖自身弱点，避免让对手发现。

如果对手没有明显弱点或找不到对手

弱点怎么办？答案是没有发现弱点就

制 造 弱 点 ：或 是 通 过 巧 妙 机 动 示 形 造

势，诱使对手暴露弱点；或是通过实施

欺骗，误导对手犯错，进而利用对手失

误巧胜。当前，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运

用为制造并利用敌方弱点提供了新思

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强调打击敌方

体系少数关键节点，但是关键节点往往

受到严密保护、难以破击。而无人智能

“蜂群”并行作战不再寻求少数关键节

点，转而攻击敌方整个体系，不只是谋

求发现敌弱点而是通过并行攻击主动

创造敌方新弱点，进而“蜂拥而至”、饱

和攻击。二是利用对手心理预期。包

含相反相成的两种形式：或顺势而为、

顺 详 敌 意 ；或 逆 势 而 动 、反 其 道 而 行

之。我军经典战例七亘村伏击战正是

综合运用了这两种形式。第一次伏击，

我军准确预判日军辎重部队输送军需

物资的必经之路，于是顺势设伏并成功

伏击敌军。第二次伏击，我军利用敌人

认为同样招数不会用第二次的心理，再

次成功伏击。

机动制胜若“洪流”。中华兵学经

典《孙子兵法》里有很多以水喻兵的妙

喻，如“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

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

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

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在战场上，机动制胜不是涓涓细流，而

是滚滚洪流。洪流的特点是既有水的

灵动，更有水的冲击力。水的灵动体现

在进攻时无孔不入、寻弱而击。水的冲

击力体现在发起进攻前汇聚“决积水于

千仞之溪”的势能，发起进攻后如瀑布

般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当

前，无人智能等新域新质力量的加入，

使机动作战的流动性增强，为实现机动

制胜提供了新手段，开辟了新途径。其

中，小型无人作战平台具有体积小、机

动灵敏、信号特征不明显等特点，行动

更加隐蔽突然，在发现敌方作战体系薄

弱 环 节 后 ，可 以 利 用 敌 方 空 隙 秘 密 渗

透，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后方或关键

目标附近，在己方主要进攻发起前塑造

有利态势、破坏敌方重要目标，达成行

动突然性，令对手防不胜防。大型无人

智能作战集群可以从多领域多方向同

时对敌实施饱和攻击，依靠数量规模优

势击垮敌防御能力，像洪水一般瞬间冲

破对手防线。其特点是作战集群广域

分布、动中集优、跨域联动，形成多域分

布的多个攻击群队，从广域多维同时攻

击目标，给敌方制造多重困境，使敌方

既无法辨别主要进攻方向，也无法确定

打击重点，更无法组织有效防御，进而

陷入混乱。

机动制胜似“杠杆”。物理学的省

力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撬动较重的物

体。在作战领域，“杠杆”是以己方最

小 代 价 夺 取 最 大 胜 利 的 力 量 倍 增 器 ，

精 要 在 于 制 造 并 利 用 非 对 称 优 势 ，达

到“四两拨千斤”的巧胜效果。省力杠

杆的原理在于动力臂大于阻力臂。这

一原理运用于作战领域，表现为“迂曲

增力”。“迂曲”表现为机动路线的迂回

曲 折 ，实 质 是 谋 略 思 维 和 作 战 艺 术 的

体现。在活力对抗中，“迂曲”遵循不

守常逻辑，以迂为直，与“直线思维”相

对。“迂曲”之所以能够增力，关键在于

出 敌 不 意 、攻 击 敌 方 翼 侧 或 后 方 等 弱

点，抑制敌方优势的发挥，相当于变相

增 加 己 方 力 量 。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 迂

曲 ”效 果 随 迂 回 纵 深 和 弯 曲 度 的 增 加

而增大，即两翼迂回弯曲度越大，越能

够在敌翼侧和后方造成突然性和震惊

效 果 。 原 因 在 于 ，大 弯 曲 度 迂 回 在 地

理 上 距 离 敌 方 更 远 、与 敌 方 形 成 更 大

时空差；一旦成功，给敌方造成的心理

打 击 也 更 大 。 当 敌 方 发 现 后 路 被 切

断 、陷入包围时，心理上会发生动摇，

进 而 产 生 连 锁 反 应 ，甚 至 不 战 自 溃 。

但 是 ，大 弯 曲 度 迂 回 的 成 功 需 要 具 备

一定条件，如行动隐蔽突然，使敌方难

以察觉。如果敌人及时发现翼侧受到

威胁并企图从尚未闭合的包围圈中撤

出 ，那 么“ 迂 曲 ”的 效 果 则 难 以 实 现 。

因为敌方直接向后退却要比己方翼侧

迂回的机动距离近、时间短，体现了防

御 方 的 内 线 优 势 。 这 从 反 面 证 明 ，成

功运用“迂曲增力”艺术的关键在于隐

蔽突然、使敌无备。当前，有人与无人

力量相互配合 、奇正互动，为巧用“杠

杆 ”实 现“ 迂 曲 增 力 ”提 供 了 新 途 径 。

比如，以有人力量为正兵，沿正面牵制

佯动；以无人力量为奇兵，从翼侧实施

纵 深 机 动 。 用 无 人 力 量 这 个 隐 秘 的

“杠杆”突然撬动敌防御体系，破坏其

稳 定 性 。 作 为 一 种 活 力 对 抗 ，战 争 充

满了不确定性，“迂曲增力”的实际效

果 因 具 体 条 件 而 定 ，而 不 局 限 于 一 定

是 大 曲 度 迂 回 ，战 史 上 有 很 多 小 曲 度

迂 回 的 成 功 例 子 。 实 际 作 战 中 ，选 择

曲 度 多 大 的 迂 回 行 动 ，一 定 要 视 战 场

情况而定。

浅析机动制胜精髓要义
■刘 鹏 曹佳敏

所谓动态思维，顾名思义就是非

固定、非规则思维。相对于静态思维，

它更注重灵动性、多变性和创新性，是

快速适应形势、及时预见变化、有效破

解困局的一种思维形式。从一定意义

上讲，静态思维看到的是现状、更关乎

眼下，动态思维看到的是演变、更关乎

未来。世间万事万物尤其是战争无时

不在快速变动之中，战局的流转及时

空 的 切 换 就 如 同“ 拔 足 再 濯 ，已 非 前

水”；当我们刚看清当面的对抗态势开

始进行筹划对策时，形势又立马发生

新的变化。面对这种瞬息万变的战场

局势，指挥员是固守静态思维还是充

分激活动态思维，往往决定着战争的

走势甚至胜负。

春秋时期有个“楚人渡河”的故事，

恐怕就是一种典型的静态思维表现：楚

军谋划渡河去偷袭宋国，特意提前测量

河水的深度，不料之后河水突然大涨，

夜间渡河的楚军不知所变，依然按照原

来的标记渡河，致使大量兵马惊慌失措

而落水，最终损失惨重。如果说这一事

例讲的是人与自然打交道，那么下一个

人与人对抗的事例，则更显得动态思维

可贵。1942 年 9 月的北非阿拉曼战场

上，英军在实施代号为“轻盈”的反攻战

役之前，让工兵在灌木稀少的旷野中修

筑几个野战炮兵团阵地，并进行了必要

的伪装。德军经过侦察得知这是些假

阵地，不再注意它们。然而，在反攻开

始时，从这些假阵地上突然喷出猛烈的

“火舌”，打得德军猝不及防。原来，英

军趁对方不注意，已经将假目标悄悄换

上了真家伙。

正所谓“任何事都没有它表面看起

来那么简单，战争永远与你的心理预期

唱反调”，置身于复杂多变、异常残酷的

作战对抗中，若以静态思维看待战场的

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必将受到战争的

无情惩罚。我们常说“兵无常势，水无

常形”，其实很多时候，战场胜负的分野

就孕育于常势的动态变换之中，在常人

看不到的地方，恰恰蕴含着决定战争走

势的关键因子，潜伏着各种难以名状的

玄机。尤其是当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战

争，其日新月异的战场质变超乎许多人

的意料，巨大的科技威力颠覆不少人的

认知，对此如果依然按照传统战争思维

来应对，以为“万变不离其宗”，想着“以

不变应万变”，那么在未来战场上制定

的方案就可能是过时的方案，拿出的战

法一定是效果不彰的战法。

战争看起来是行动的胜利，但首先

是思维的胜利。应对未来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迫切需要我们的思维“动”起

来、理念“新”起来。一方面，应加强知

识更新。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一

个人掌握知识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他思

维的边界、思想的境界。在当今这个高

速发展的社会，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

层出不穷，我们唯有不停顿地学习，保

持对知识的更新迭代，才能跟上战争发

展的步伐。另一方面，要加强训练实

践。训练实践是检验思维状态、激发思

维活力的沃土，训练强度越大、险度越

高，就越能把思维张力逼到极致。要切

实加大训练难度强度，加大训练“含智

量”“含新量”，有意识地布设各种危局、

僵局、残局，逼着指挥员动脑筋、想办

法。人的思维都有偷懒和安于现状的

习惯，采取措施让思维活跃于战场、洞

见于诡道、争先于对手，将是制胜未来

战场的管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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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战争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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