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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战要求设置障碍

赛道路况复杂，障碍难度大是这
一届挑战赛的一大特点。赛前，不少
参赛方表示，本届挑战赛设置的障碍
对无人车考验很大，稍不留神就可能
发生意外。

以 A 组“野外战场自主机动与侦
察比赛”为例，无人车从起点出发后，
需要依次通过线路巡逻、烟幕路段、
静态障碍、卫星导航信号干扰路段等
诸多障碍设置，能平稳抵达终点绝非
易事。

比赛中，无人车一路前行，遇到
的第一关是烟幕路段。在战场上，烟
幕遮障运用极广泛，对以视觉传感器
作为“双眼”的无人车来说，弥漫的烟
幕遮挡了原本清晰可辨的环境特征，
使车辆无法根据实时感知的结果做
出判断，因此很容易偏离赛道或止步
不前。

如果顺利通过“视力”考验，接下
来的静态障碍则偏重考验无人车的
“硬功夫”。静态路障区内，除了泥泞
路段、壕沟等常见路障外，赛道上还设
置了拒马、弹坑等战味十足的障碍
物。可别小瞧“身形单薄”的拒马，由
于它一前一后各遮挡半幅路面，且颜
色与周围环境相近，每辆无人车开到

拒马面前，无一不“小心”绕行，但有的
无人车还是把自己“绕晕”了，径直开
进路边树丛里。

距终点不远的卫星导航信号干扰
路段，是无人车“通关”前最后一道障
碍。对于无人车而言，通过卫星导航
系统很容易进行准确定位，但当卫星
导航信号受干扰后，无人车不得不采
用惯性导航、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等
技术获取定位信息，这无疑更考验参
赛团队的技术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比赛公
平公正，主办方制定多项规定：参赛队
不得提前进入赛场，所有参赛车辆提
前 2 天封存，以免赛场环境信息被提
前获取；同一队的多辆参赛车辆必须
编为一组，在同一时段内先后发车，确
保后一辆车来不及“利用”前一辆车采
集的路况数据等。

国产自主技术崭露头角

在比赛准备区，笔者看到各类参
赛装备井然有序停放。这片场地不仅
是汇集众多科技成果的矩阵，更是谋
胜未来无人战场的棋局。自主技术，
则是下赢这盘棋的“神来之手”。

12 日 下 午 ，赛 场 上 激 战 正 酣 。
直播赛况的大屏幕前，参赛队员们
席地而坐，盯着大屏幕观看比赛情

况 —— 一 辆 深 绿 色 越 野 车 数 次 以
“S”形高速避障，并快速通过泥泞路
段，整套操作一气呵成，令观众赞叹
不已。

据了解，该车是由两家国内厂商合
作开发的无人驾驶越野车，也是国内第
一款由自主品牌量产越野车改装成的
无人驾驶平台。该团队技术人员介绍，
他们为这辆无人驾驶越野车配备了国
产“大脑”和“五官”——具有独立知识
产权的无人驾驶芯片和国产目标识别
摄像装置。结合自有人工智能算法，整
个系统具备优秀的战场态势感知能
力。此外，这辆无人驾驶越野车采用自
主研发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国产“心
脏”为整车带来澎湃动力，成为其冲出
泥潭的力量源泉。

相较于传统战场，未来的无人战场
更加强调装备自主可控，因此，本届挑
战赛各参赛队国产装备唱主角的意义
深远。

瞄准作战提高赛事水平

本届挑战赛共设置“技术引领”
“转化应用”“单项技术”“创新演示”4
类 12 个组别，比赛内容从单纯地面装
备竞赛发展为陆上装备比拼，并在前
两届仿生机器人、小型无人车等典型
装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低空旋翼无人

机、固定翼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以
及新概念无人系统技术展示，比赛的
广度、深度、强度全面提升。

在赛场旁的静态展示区域，有一组
数据引人注目：“跨越险阻 2014”有 11
家单位参赛，2016年时增至 44家，本届
比赛共有 61 家单位、136 支车队参赛。
更值得一提的是，参赛民企数量几乎占
参赛单位总数的一半，而 4年前这一数
字是0。

一位民企参赛队领队告诉笔者，这
一届比赛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不设门
槛。他所在的团队申报参赛后，很快通
过了资质评定，取得参赛资格。正因如
此，一大批院校、科研院所、国企、高新
民企等从事陆上无人系统研究的单位
踊跃报名参赛。

据主办方介绍，下一届挑战赛将进
一步强化军事应用背景，提高核心关键
技术的创新能力，促进成果实战化应
用，并借鉴“国际军事比赛”举办形式，
开展挑战赛国际化研究。可以预见，随
着军地技术交流平台的逐步成熟，全社
会优质技术力量的逐步投入，更多成熟
的无人装备必将成功“跨越险阻”，向未
来战场进发！

上图：正在参加野外战场自主机动

及侦察比赛的无人驾驶车辆。该车具有

无人驾驶、自主巡逻与侦察等功能，分布

在车身四周的激光雷达及顶部侦察球等

核心部件均为国产设备。

本版图片由王在宇、万东明摄

图①：参赛的无人驾驶车辆正在
通过高度为1米的断崖。该无人驾驶

车辆具有8轮可自主伸缩结构，越障

性能尤为突出。

图②：参赛的无人驾驶车辆刚通
过宽约 1.2米的壕沟，正向纵坡疾

驰。通过壕沟时，该车右前轮意外发

生爆胎，但其机动性能并未受到影

响，最终顺利完成比赛。

图③：参赛的无人驾驶车辆正在
通过砂石路面。该无人驾驶车辆采用

6轮式结构，在砂石路面上如履平

地。另外，宽阔的内舱使该车运载能

力非常突出。

图④：参赛的无人驾驶车辆正
在通过宽约1米的壕沟，该车拥有8

个可调节高低的车轮，外加腹部履

带式结构，使该车具有良好的全地

形通过能力。

图⑤：在仿生机器人伴随保障比
赛中，参赛仿生机器人采用电池动力，

具有良好的隐蔽性，机身采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制成，整体重量非常轻，活动

非常灵活轻盈。

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打算斥
资 240亿美元升级美军核武库，但升级
名单中不包括一款新型武器——B61-
12 核航弹。据悉，该弹刚刚结束不同
战机投掷试验，2020 年 左右开始量
产。美军称，B61-12 核航弹是美军追
求的“适用性”更好的小当量核武器，它
让美军的核攻击变得“更清洁”。外界
评论则认为，B61-12 核航弹的出现降
低了美军使用核武器门槛，增加了美军
从事军事冒险活动的可能性，所以称其
是美军核武库中最危险的核武器。

在公开报道中，美军关于 B61-12
核航弹的介绍轻描淡写，称其不过是
B61 核航弹家族中其他 4 型核航弹的
延寿和升级。但实际上，这是美国为
规避相关核武器发展限制条约、掩盖

其研制新型核武器的一种说辞，美国
为 B61-12 核航弹的研发投入巨资，并
寄予厚望。B61-12 核航弹无论从设
计理念、标准化要求，还是采用技术
上，与其他核武器相比，都有明显变
化，绝非是对普通核航弹延寿和升级
那么简单。

首先，B61-12核航弹个头更小，智
能化水平更高，美军几乎所有现役战斗
机和轰炸机都可携带和投送，甚至包括
北约盟国装备的“狂风”战机等。这意
味着该弹在作战中能被大量携带。

其次，B61-12 核航弹兼具战术和
战略核武器特点，最大当量大大降低并
可调，目前有 0.3千吨、5千吨、10千吨和
50 千吨 4 个可选当量，作战应用更灵
活，战场使用限制更少，打击目标类型

更多，适应任务多样。
再次，B61-12 核航弹取消了内置

降落伞，采用类似“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的可动式制导尾翼组件，制导方式为惯
性+GPS，强化了投掷后的飞行稳定性，
命中精度从原来的 110~180米，提高到
5~30米，打击效能成倍提升。

最后，B61-12 核航弹上安装有对
称的自旋火箭发动机，能在可动式制导
尾翼组件配合下自主飞行，改变了以往
依靠重力滑行靠近目标方式，有效延长
了飞行距离，拥有一定的防区外目标打
击能力。

作为世界上第一款制导核航弹，
这些技术改进意味着 B61-12 核航弹
将成为美军实施核打击的首选武器，
并可与反导系统配合作战，进一步增

强美军的核威慑与核战略优势。在实
战中，B61-12 核航弹能以极高的打击
精度，大幅增强美军的精确打击和杀伤
能力，且打击目标更广，既能针对装甲
集群、舰艇编队或部队集结地等重要战
术目标，又能以更小当量攻击导弹发射
井、移动发射车或地下指挥中心等重要
战略目标，兼具战术打击和战略打击双
重能力。

可以说，B61-12 核航弹实现了弱
爆炸威力与高打击效能相结合，它的
出现模糊了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的
界限，可能开启美军在常规战争中使
用小型核武器的恶劣先例，进而促进
战争向有限核战争方向发展。因此，
各国不得不对其提高警惕，并寻找应
对之策。

“跨越险阻2018”：无人装备向未来战场进发

9 月 18日上午，第三届“跨越险阻 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
赛举行高机动无人车山地输送比赛。本组比赛分山地机动、物
资输送、极限越障 3 个课目，全方位考察无人车辆的越野、越
障、输送能力。

■夏 昊 秦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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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群

B61-12核航弹：最危险的核武器

９月 22日，历时 10天的第三届“跨越险阻 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在京郊某训练场落下帷幕。相比 2014年、2016年两届挑战

赛，本届挑战赛更加强调军事需求导向，设置了一系列典型作战任务背景下的比赛课目，各队参赛无人车离开公路、街道等城市环境，

开进山区、林地等典型作战环境进行激烈角逐，接受“实战”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