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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互联，异质融合

泛在互联，是指在架构开放、协议通

用的全域互联的网络信息体系支撑下，

数量庞大、功能多元、异构智能的多域作

战力量能够随遇入网、松散耦合。智能

化海空联合杀伤网所依托的网络信息体

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容纳以海

空作战力量为主要作战节点的多域作战

资源，通过统一的协议和接口，海上、空

中作战系统、平台、要素能够无缝链接、

随遇入网，使海空作战体系能够根据作

战需求进行动态调整优化，并可实现信

息共享和平台互操作。

异质融合，是指异质作战资源的多

维接入和多源力量的有效融合。海空

作战力量具有不同的作战方式，作战特

点、能力优长各不相同，依托泛在互联

的作战体系，利用异构数据融合、大数

据分布处理和网络资源智能管理等技

术，多源异构信息自主处理、信息链路

自主构设效率大幅提升，通过智能支撑

的分布式作战管理和作战任务在线协

同规划系统，消除和弥补了海空作战力

量异质节点在指挥控制、作战行动、支

援协同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实现了海空

作战力量之间的跨域高效融合。

目标驱动，敏捷反应

目标驱动，是指智能化海空联合杀

伤网以打击目标为触发因素，围绕目标

精选海空作战力量，形成针对性杀伤路

径。目标感知是杀伤链的首要环节，是

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快速响应、高效

闭合、精准杀伤的前提条件。在天基侦

察力量的支援和战场超算系统的支撑

下，综合运用海空作战力量侦察手段，

实施广域探测预警、区域跟踪监视、近

距识别定位，一旦发现目标立即激活智

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使目标与打击手

段紧密耦合。

敏捷反应，是指智能化海空联合杀

伤网一旦发现打击目标，依托网中现有

功能节点迅速闭合杀伤链路，夺取以快

打慢的非对称作战优势，达成即时聚优

的作战目的。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发

现目标后，立即以位置、规模、型号、载荷

等目标信息为行动轴线，以绝对快、相对

好的原则，就近、就快选点建链，驱动“发

现—定位—跟踪—瞄准—交战—评估”

各环节紧密链接，实现快速响应、快速决

策、快速行动，推动作战链路高效闭环。

必要时，可适当减少杀伤链闭合环节，缩

短杀伤路径、压缩信息传递时间，达到迅

速精准把握战机的目的。

算法赋能，智能增效

算法赋能，是指针对智能化海空联

合作战的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遗传

算法、蚁群算法、粒子群优化算法等智能

算法融入战场超算系统，强化智能化海

空联合杀伤网的“大脑”，使其在判断、决

策环节的速度和准确度大幅提升，进一

步提升杀伤网的边缘决策、自主决策、临

机决策能力。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

利用迁移学习、认知计算等先进算法和

智能技术，能够针对某一具体作战场景，

在极短时间内深度学习相关海空战例，

快速完成基础积累，同时生成行动方案、

分配任务平台、进行方案推演，完成辅助

指挥甚至直接决策。

智 能 增 效 ，是 指 智 能 系 统 全 面 融

入 海 空 联 合 杀 伤 网 功 能 节 点 ，使 其 具

有 智 能 化 作 战 能 力 ，能 够 利 用 数 据 挖

掘 等 技 术 对 数 据 进 行 抽 取 、剖 析 、整

理，深入发现数据间的复杂逻辑、隐性

关 联 和 潜 在 价 值 ，基 于 数 据 分 析 做 出

最优判断，精准选择侦察手段、打击方

式、协同对象、评估模式，使交战行为

与 打 击 需 求 高 度 匹 配 ，从 而 推 动 杀 伤

链 路 高 效 闭 合 。 随 着 智 能 、无 人 作 战

力量的普及和运用，无人精确战、无人

消耗战等无人作战行动成为智能化海

空联合杀伤网在遂行作战任务时的主

要 作 战 手 段 。 智 能 增 效 ，一 是 增 强 了

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对无人作战力

量 的 操 控 规 模 和 运 用 方 式 ，大 幅 提 升

了“蜂群”“鱼群”等无人海空群体作战

力 量 的 作 战 效 能 ；二 是 实 现 了 作 战 经

验 的 传 承 和 积 累 ，智 能 化 海 空 联 合 杀

伤 网 中 的 智 能 节 点 ，在 作 战 行 动 中 可

对作战指令、打击阵位、交战方式等作

战 行 为 和 动 作 进 行 自 主 采 集 、深 度 学

习，并实时将学习数据回传数据库，使

智能化作战平台的作战经验能够不受

战损影响且持续提升。

弹性冗余，韧性抗毁

弹性冗余，是指智能化海空联合杀

伤网将尽可能多的海空作战资源纳入

网中，使其全时待战，发现打击目标后，

根据具体作战任务、作战场景、作战需

求，在精确选点、精准建链的前提下，本

着料敌从宽的原则，适当多地激活海空

作战节点、构建杀伤闭合路径，实现适

量冗余、有效备份，确保打击任务高效

完成。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每完成

一次打击任务，负责该任务的杀伤网中

各作战节点迅速脱离链接状态，根据自

身情况完成弹药补给或进行模块更换，

而 后 重 新 成 为 自 由 节 点 进 入 待 机 状

态。这样做，一是便于释放网络带宽资

源，二是便于网中功能节点完成二次闭

合准备，进而增加杀伤网建链时节点资

源的可选范围。因此，智能化海空联合

杀伤网每次进行杀伤路径闭合时，将同

时坚持“放量”和“适量”的原则，前者是

指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对关键节点

和主要闭合路径进行备份激活，必要时

多点多向构建数条主动、佯动相互协同

的杀伤路径迷惑敌军，以达成战役突然

性；后者是指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控

制每次作战任务的节点激活规模，以避

免激活节点过多所造成的决策压力和

网络传输效率下降。

韧性抗毁，是指网中某一节点遭到

打击或干扰，使既定闭合路径阻塞时，

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可根据战场态

势变化，充分利用网中节点星型网状的

网络结构特点，灵活调整和重新规划闭

合链路的节点配置，进行临机组合、动

态重构，继续执行作战任务，同时以快

速检修和更换保障的方式，迅速恢复故

障节点，保持杀伤网的抗毁韧性。智能

化海空联合杀伤网在打击目标时，智能

系统全时融入信息整编、指挥决策、任

务规划等环节，类似“网约车”平台，能

够发挥大模型算力，随时根据突发情况

进行最优决策，实现即时、精准派单。

如 杀 伤 网 的 闭 合 过 程 为“A 看 B 控 C

打”，但在 C 距离较远、携带弹药不匹

配、遭敌干扰时，杀伤网可迅速反应，以

“A 看 B 控 D 打”代替原杀伤路径，确保

打击任务继续进行。

迅捷闭合，以简胜繁

迅捷闭合，是指智能化海空联合杀

伤网在锁定打击目标后，在网中优选建

链节点，迅速确立杀伤路径完成链路闭

合，闭合速度越快，作战效能越高，在杀

伤网对抗中的优势越明显。杀伤网的

主要打击对象是出现窗口较短的目标，

包括无活动规律的重要目标，高速移动

的高威胁目标，以及突然出现的固定目

标等。因此，杀伤网的闭合速度直接影

响其作战效能，闭合越快，杀伤网能量

输出越快，越能够把控战机、消除隐患、

扭转战局。作战杀伤网闭合速度，主要

体 现 在 三 个 方 面 ：一 是 杀 伤 链 路 解 耦

快。杀伤网中各节点，从激活耦合连点

成线，到断链解构重回待机状态称之为

解耦。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面向联

合海空作战，适用场景多，一点多链、一

网多链、一专多能的特征尤为明显。杀

伤网中各节点在完成打击任务后第一

时间回归待战状态，并完成再次链接准

备。二是杀伤链路重构快。杀伤路径

重 构 ，是 杀 伤 网 在 完 成 一 个 打 击 任 务

后，根据下一打击任务迅速选择网中处

于 待 战 状 态 的 作 战 节 点 ，贯 通 闭 合 链

路。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能够针对

同一目标产生多条杀伤路径，因此重构

快，还体现在对闭合路径的快速选择。

三是建链节点交互快。智能化海空联

合杀伤网中各节点打破海空平台壁垒，

通过统一数据接口、数据制式、交互协

议，紧密耦合、高效衔接，确保闭合路径

上各点间信息传输顺畅、流转快速。

以简胜繁，是指智能化海空联合杀

伤网中每个节点的功能，应聚焦主要职

能领域，去除非主要职能功能和非必要

辅助功能，使其“轻车简从”，以增强整

个杀伤网的专业性、实效性、稳定性、经

济性、抗毁性。首先是闭合路径越短，

伤害输出越快，作战响应越快，敏捷特

征越明显，战机捕捉能力越强，稳定性

和抗毁性越强。在杀伤网对抗中，能够

实现以短打长、以快打慢、以稳打不稳

的非对称作战优势，以先发制人的高效

打击夺取战场主动。其次是简化杀伤

网 建 链 节 点 的 冗 余 功 能 ，聚 焦 主 要 职

能，促进杀伤网中节点模块化、体系化

发展，既是节点资源以多胜少的客观要

求 ，又 是 节 点 功 能 以 简 胜 繁 的 外 在 体

现。功能的减少使节点的故障率降低，

从而有力提升整个杀伤网的稳定性。

试析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内在机理
■王克强 孔庆宇 朱艳妮

谈兵论道

“ 不 落 人 后 谓 之 先 。”《兵 经》言 ：

“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

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

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筹，能先手

也 ；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

先机也 ；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

未然而寝消之，是云先天。”先，表现为

一 种 积 极 进 取 意 识 、竞 争 观 念 。 对 于

军 事 范 畴 而 言 ，应 当 注 重 下 好 先 手

棋。深刻把握“四先”的制胜要求，着

眼形成“备胜”“速胜”“谋胜”“心胜”等

作战优势，是赢得作战主动、实现制敌

胜敌的重要基础。

塑造“备胜”之势，强“先天”，不打

无准备之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备胜”思想是军事理论中的重要原则，

其要旨在于通过充分的作战准备获取

战场主动权。“备胜”之道，重在未雨绸

缪。在现代战争中，“备胜”不仅体现在

物质准备上，更体现在思想准备、能力

准备和战略预判上。一要强化备战思

维，厚实思想准备。通过强化官兵的战

备意识和忧患意识，引导官兵深刻认识

充分准备是赢得作战胜利的前提，从思

想上高度重视作战准备，树立“宁可备

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理念。二要

抓实军事训练，做好能力准备。军事训

练是提升战斗力的基本途径，也是最直

接的作战准备。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

促战，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强

化官兵的战术素养和应变本领，全面提

升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三要注重战

略预判，实现精准准备。要深入研究对

手的作战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方

案；充分预想战场态势的变化，搞好作

战预实践，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

主要方向、关键区域和重点领域，提前

预置力量、预储物资，确保在关键时刻

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应对。

塑造“速胜”之势，下“先手”，把握

战机先发制人。“兵贵神速。”“速胜”强

调的是先发制人，以速度优势获取战场

主 动 权 ，通 过 快 速 行 动 形 成 压 倒 性 态

势。这一思想的重要价值在机械化战

争时代得到充分显现，而在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背景下，速度优势更成为制胜的

关键因素。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依

托新技术支撑，传统意义上的“速度压

制”将成为新的制胜方式，能够实现先

敌一步、快敌一手。一是打造快速行动

能力。围绕打仗，高强度、高难度、高质

量极限实施训练，反复钻研演练战术战

法，做到枕戈待旦、箭在弦上，保证在战

事开始后做到先发制人、掌握主动。二

是强化综合作战保障。作战保障既是

后方也是前线，需要具备组织战斗和保

障供应两种能力，特别是要注重打造多

元多维多能的快速作战保障能力。三

是极大压缩“OODA”循环。通过技术

赋能提高各个环节内的信息处理速度，

发展更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和更具辅助

决策功能的智能化平台，提高作战人员

获取信息、判断威胁、作出决策、执行行

动的速度。

塑造“谋胜”之势，抢“先机”，先胜

而后求战。“兵者，诡道也。”“谋胜”之

道，贵在以谋略克敌制胜。谋略对于作

战 具 有 先 导 性 、全 局 性 和 持 久 性 的 作

用。从古至今，谋略始终是战争中不可

替代的关键变量。无论是冷兵器时代

的“背水列阵”，还是人工智能战争中的

“算法欺骗”，谋略的运用始终贯穿于战

争发展的全过程。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是“谋略+科技”的综合较量，谋略的运

用将更加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需要

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一

要提升指挥素养，夯实谋略基础。谋略

的生成和运用，离不开指挥员的智慧和

经 验 。 要 通 过 模 拟 实 战 ，研 究 战 争 规

律，扩充军事理论、科技发展、国际局势

等知识储备，为谋略生成和灵活运用提

供坚实基础。二要善用智能平台，提升

谋略效能。在智能化战争时代，谋略离

不开科技赋能。要通过大数据分析、算

法模拟等智能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筛

选、分析与处理，实现智能决策支持，辅

助指挥员快速生成最优谋略方案。三

要强化信息保障，强固谋略支撑。谋略

的成功运用，需要情报信息的精准高效

掌握。要拓宽信息收集渠道、手段，收

集作战关键情报，针对敌方弱点和重要

节点，实施谋略进而打开突破口。

塑造“心胜”之势，发“先声”，不战

而屈人之兵。“心胜则兴，心败则衰。”

“心胜”不仅是精神力量的体现，更是战

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心胜”，既

要有良好的心理品质，也要有强大的心

理战能力、心理防护体系。作战中，顽

强的心理意志可以使作战人员奋战到

底，强大的心理战能力可以进行心理威

慑、打击，高效的心理防护体系可以有

效防护敌人的心理攻势，对取得最终作

战胜利有重要作用。随着战争形态的

演变，心理战的手段更加多样、高效，心

理战的制胜价值也不断彰显。未来战

争，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

的 深 度 运 用 ，将 会 使 心 理 战 更 具 精 准

性、渗透性、破坏性。因此，要占据未来

作战的主动权，就要着力塑造“心胜”优

势。一是加强战斗精神培育。积极探

索军事训练中战斗精神培育新途径，磨

砺 官 兵 意 志 品 质 ，进 一 步 塑 造 战 斗 精

神、战斗作风和团队精神，确保部队始

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二是构建多域

心理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时空限制，向

物理域、信息域等多域拓展，形成覆盖

战场内外、贯穿平战一体的心理防护体

系 ，确 保 能 够 有 效 抗 击 敌 人 的 心 理 攻

击。三是提升心理战能力。充分利用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开 发 智 能 化 心 理 战 工

具，创新智能化心理战理论，通过实施

精准心理打击，并与军事打击等形式相

配合，形成“物理—心理”双重打击链

条，削弱瓦解敌方抵抗意志。

在把握“四先”中探求“四胜”的实践要求
■焦绍波

智能化海空联合杀伤网，是以海空作战力量为主，构建的

海空一体、全域互联、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军事物联网。外军研

究表明，在智能算法、智能模型、智能平台、智能系统的赋能

下，杀伤网将计算机算力与人类智慧有机耦合，充分聚合各环

节作战力量优长，具备边缘决策、自主决策、自动寻的、自主打

击的能力，具有适用场景多、毁伤效果好、抗毁能力强等特点。

引

言

外军纵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战争形态正从传统单一模式

向融合多元要素的方向转变，特种作

战 力 量 面 临 战 略 价 值 快 速 跃 升 与 能

力 边 界 发 展 滞 后 的 结 构 性 矛 盾 。 以

美军量子技术赋能、俄军跨域集群重

组为标志，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特种部

队正加速从传统“战术突击队”向“战

略 赋 能 体 ”转 型 ，其 建 设 逻 辑 正 在 革

命性重塑。

任务谱系战略性拓展。大国竞争

背景下，特种作战力量被赋予技术侦

察、体系破击、规则塑造等多重战略使

命，迫切需要拓展能力边界，以适应形

势发展要求。美军在 2023 年欧文堡国

家训练中心演习中，特战分队首次演练

量子雷达频谱特征采集与 AI 模型投毒

科目，旨在瘫痪对手智能化作战体系；

英国“SAS”特种部队组建数字突击队，

队员包含神经语言编程专家和机器学

习工程师，专攻敌方指挥链算法漏洞。

这表明，特种作战行动样式需从战役破

击型转向战略塑势型发展，将战术创造

力、技术革命力与新域作战力有机融

合，提升现代高强度混合战争中特种作

战打击敌战略要害节点的多任务能力。

作战能力复合化转型。在新质战

斗力生成规律的牵引下，现代特种作

战已经突破传统“非常规、非对称、非

线性”的作战范围，加速向跨域融合、

全域联动的新型作战样式演进。近期

的世界武装冲突中，远距离精确斩首

作战，展现“物理域破袭+信息域控权+

认知域攻心”的全域控场能力，这与现

代战争强调多域协同控制的理念高度

契合。这表明，特种作战能力建设需

从“专业精悍”向“跨域复合”转型，要

打破传统军种建制藩篱，以多域能力

嵌套与军种模块重组为核心逻辑，按

任务需求动态编组能力复合化特战多

域集群。

人装结合颠覆性裂变。科学技术

是军队变革转型的战略引擎。人工智

能与无人系统的快速发展，正解构特

种部队人装结合固有模式。美军“算

法特战”实验显示：配备 AI 战术中台的

12 人特战小队，可同步控制 200 个异构

无人节点，其战场感知密度远超传统

营 级 单 位 。 人 工 智 能 在 提 升 战 场 感

知、作战控制、综合保障等能力上的巨

大潜力，体现了利用前沿技术重塑特

种作战组织形态的思路。这表明，特

种作战专业训练要从培养“超级士兵”

转变为构建“智能母体”。未来智能化

战争中，特战队员不仅是传统军事技

能“兵王”，更是新质技术运用“能手”，

依靠“脑库+云库+武库”架构支撑，前

伸作战触角，控制多个无人智能作战

实体，能够对敌要害节点目标实施快

速精准破击。

刍议外军特种作战力量转型
■杨皓晖 田 琼

群 策 集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的多

寡与装备的优劣，对情报的掌控能力也

至关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压在羊尾巴

下的鸡毛信、烽火台上的狼烟、隐含密

语的药方、藏有情报的鞋底，这些曾对

战争胜负起着重要作用的“土办法”，见

证了我军传统情报活动的智慧。而如

今，卫星对地理空间的不间断扫描、AI

算法对海量数据的实时解析、网络爬虫

穿梭于数字世界等高科技手段的出现，

正在重塑情报战的格局。从过去的人

力传递，到现在的智能博弈，情报战场

始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隐秘而关键的

战场，印证着“以智胜力、以谋克敌”的

战争法则。

从“动员”到“众筹”：情报潜力的内

在逻辑。情报历来是军事斗争中制胜

的重要因素，其成功的传递不仅依靠专

业的情报人员，往往还依靠广泛的群众

之力。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技术的发展

相对滞后，我军很多情报的传递需要动

员广大群众，依靠强大的群众潜力，取

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太行山区的

儿童团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用暗号传

递敌情；冀中平原的妇女们借助纺线、

赶集等日常活动，收集日军据点动向；

我党在敌后建立“堡垒村”，通过“户户

联防、村村呼应”的机制，将普通百姓发

展为情报员，形成庞大的地下情报网

络，通过星罗棋布的交通站接力传递。

一份份写在香烟纸上的密报，一句句暗

藏玄机的家常话，一个个看似平常的小

动作，将许多关键情报信息传递到最需

要的地方，凝聚成抗击日寇的决策依

据。现代战场，开源情报平台打破专业

壁垒，网民化身“云端侦察兵”、群众通

过情报“众筹”提供重要信息；社交媒体

上的卫星图像标注、战场视频分析，让

情报收集突破地理限制；区块链存证技

术确保信息不可篡改，量子密钥分发构

建防窃听通道，暗网监控拓展情报边

界。当民众的“信息敏感度”与科技的

“智能分析力”结合，便汇聚成强大的

“全民智战”力量。从“背篓藏密信”到

“云端汇数据”，变的是载体形态，不变

的是“战争依靠人民”的潜在核心逻辑。

从“智慧”到“智能”：情报成败的关

键之钥。情报贯穿战争全局，影响战争

走向。抗战时期，面对日军先进的情报

截获技术，先辈们没有局限于常规手

段，而是另辟蹊径，运用鸡毛信、消息树

等方式传递和交换情报信息。这些“土

办法”与“巧心思”的结合，看似简陋却

蕴含深刻的智慧：将日常生活元素军事

化，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情报战力，在装

备劣势下开辟出独特的信息通道，使情

报渗透至敌后每一个毛细血管，为战争

胜利做出巨大贡献。未来战争，战场形

势变幻莫测，信息海量且瞬息万变。人

民军队需要从以往战争中汲取灵感，利

用前沿科技手段，开发出更具智能的算

法，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实现隐蔽通信与

情报传送。当面对“算法杀伤链”锁定

目标难以破解时，更多更强的智能系统

正以“数字孪生”构建虚拟战场，用虚假

电磁特征编织“算法陷阱”，并根据作战

实 际 巧 妙 地 将 这 些 战 术 智 慧 一 一 兑

现。智慧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象为

“算法矩阵中跃动的智能代码”，将智能

融入现代战争的各个环节，能在激烈的

战略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多样”到“体系”：情报安全的多

维跃升。谋成于密，情报安全关乎着战

役战斗胜负，甚至战争胜败。抗战时期

的情报保密手段往往采取多种多样的

“土办法”，这些看似很“土”的手段，却

充满“就地取材”的创造性：“消息树”通

过树干倾斜角度传递敌情方向，以树叶

捆绑方式标注兵力规模；货郎叫卖声的

韵律编译出火力坐标；儿童团借鸡毛信

翎羽数量标记信件紧急程度。这些“土

办法”的本质，是在技术封锁下以“非对

称思维”实现突破，用熟悉的文化符号

掩盖真实意图，实现了有效传递情报的

目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情报安全将

要面对的是“算法联合数据”“云网共

生”的复杂环境，战场形态与作战样式

发生深刻变革，情报安全不再是纸上谈

兵，而是诸多战场实践的“思维爆破”，

将依靠更多智能升级的“保密体系”来

实现。量子密钥分发与动态跳频技术

构建起“全域安全网”，神经网络异常检

测在电磁迷雾中精准定位威胁，元宇宙

沙 盘 通 过 虚 实 数 据 融 合 预 判 战 场 风

险。从区块链存证的不可篡改性到量

子密钥的随机生成，情报安全既要紧跟

科技前沿，以动态思维重构战场规则，

创造出属于我们新的“密码”，也要传承

我军长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优良

传统，在对抗中实现情报安全的螺旋式

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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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智能化战争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