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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媒体报道，10月 14日，日本
自卫队举行阅兵式。日本共出动260 辆
陆上装备和 40余架飞机，其中包括 10式
坦克、16式突击炮、C-2运输机和 V-22
“鱼鹰”倾转旋翼飞机等，可谓精锐尽
出。在众多装备中，有一款其貌不扬、
但对日本自卫队而言有特殊意义的装
备，那就是日本以高价从美国引进的
AAV7A1型两栖突击装甲车。

2013 年，为加强两栖作战力量，日
本以 30亿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 2.44亿
元）高价，从美国采购 4辆 AAV7A1型两
栖突击装甲车。尽管该车是AAV7型两
栖突击装甲车改进型，但服役时间已超
40年，被日本媒体嘲讽为“老爷车”。日
本为何愿意高价采购这款“老爷车”，大
概有两点原因。

一是 AAV7A1 型两栖突击装甲车
确实有“过人之处”。该车长 8.2 米、宽
3.3 米、高 3.3 米，重 21.8 吨，最多可搭载
24人，陆上最高时速达 70公里，海上最
高时速 13 公里。武器装备方面，由于
AAV7A1型两栖突击装甲车的炮塔尺寸
加大，可安装 40毫米MK19榴弹发射器
和 12.7 毫米 M2重机枪。防护力方面，
该车加装由以色列研发的 EAAK 波纹
形附加装甲，足以抵挡 14.5毫米穿甲弹
的攻击。

二是日本面临无车可选的尴尬。
放眼全球，当今能够研制和生产两栖
战车的国家仅有中、美两国。美国是
日本的唯一选择，AAV7A1 型两栖突
击装甲车则是美国能提供的最好产
品。另外，对日本而言，尽管自行研制
一款两栖作战车辆的技术难度不大，
但美国对日本自主研制武器进行全面
压制，绝不会放任其自行研制一款“攻
击性武器”，因此，日本的唯一选择就
是从美国购买这款两栖突击装甲车。

2014年，日本防卫省着手从美国采
购 52辆 AAV7A1型两栖突击装甲车，其
中包括 42辆人员运输车，5辆通信指挥
车和 5辆搬运回收车。在此基础上，日
本陆上自卫队组建水陆机动团。不过，
这支由 2700 人组成的两栖作战力量是
否拥有美海军陆战队那样的强悍战斗
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日本自卫队缺乏在两栖作
战中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有效力量。
日本空中自卫队的战机大多不具备攻

击能力，只有十几架“长弓阿帕奇”能够
承担前期打击与掩护任务，但数量远远
不足，且不说打击效果如何，其自身安
全甚至都无法保证。

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用于
立体登陆的两栖气垫船和直升机数量
也不足。据相关资料显示，日本海上
自卫队拥有 8艘登陆艇、2架中型运输
直升机、31 架“黑鹰”直升机以及 15 架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另外，日
本近年来开始采购“鱼鹰”倾转旋翼飞

机，数量仅 17 架，这些装备远远不足
以支撑一场立体登陆作战。在这种情
况下，想要让水中行驶速度仅 13 公里
的 AAV7A1 型两栖突击装甲车发起攻
击，无异于使其成为反登陆作战一方
的“移动靶标”。

以上种种问题，凸显出日本在两栖
作战方面面临的尴尬。有分析认为，日
本的两栖作战能力如同AAV7A1型两栖
突击装甲车一样，看似坚实无比，其实
只能防御14.5毫米机枪子弹罢了。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军事方面的
应用正在逐步改变传统战争理念。精
准定制杀伤作为一种应运而生的新型
作战方式，兼有精确制导与人工智能
技术的特点，推动作战手段向智能化
方向飞速发展。

精准定制杀伤融合了多种快速
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包括高
效情报检索、精准锁定目标、实时自
主规划、灵活战术集群、精确引导控
制 5个方面，其原理是利用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以及综合机器视觉相关技
术，进行筛选、检测、追踪打击目标，
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在态势认知、运算
速度方面的巨大优势，引导武器指挥
系统根据实时情况快速决策和精准
评估，并根据打击效果实时调整任务
和战术。

相较传统的精确打击技术而
言，精准定制杀伤具备四大特点：目
标攻击锁定点位、手段谱系多能扩
展、破坏效果集约可塑、打击流程趋
于自主。

首先，与传统精确打击不同，精准
定制杀伤在锁定目标时可以“化整为
零”，选取目标的关键部件和点位，以
更小粒度的杀伤方式实施打击，实现
精准“点穴”制敌。例如，打击一艘敌
舰，先将其“拆解”为舰体结构、雷达、
通信、动力、推进、武器、载机等目标
“点集”，再根据各部分的体系作战能
力贡献率和预期打击效果，确定杀伤
权重和优先级，选择目标点位、确定攻
击组合。

其次，精准定制杀伤系统综合利
用多种小型、微型甚至纳米武器协同
作战，在多重维度全面施行打击。

再次，精准定制杀伤根据目标
的不同性质和杀伤要求，自主确立
相关的攻击组合、时序与方法，达成
警告、干扰、压制、降级、失能等多种
损伤效果。

最后，传统精确打击是“一锤子买
卖”，往往打一发弹就要建立一次杀伤
链路。精准定制杀伤武器投送至目标
区域后，武器系统能够根据周边环境
和杀伤要求，自主建立和调整杀伤链
路，从而大幅缩短作战循环周期，提升
战场适应能力。

从成本上看，精准定制杀伤打击
手段多为小型、微型杀伤技术，成本低
廉，而且其所需发射、投送平台可由现
有装备改造而成，极大降低了研制费
用和生产周期。

不过精准定制杀伤技术的成熟
运用目前仍存在诸多阻碍。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的可
靠性仍有待考量。在目前大多数情
况下，人工智能往往比人类更容易出
错，尤其当敌方试图干扰或欺骗人工
智能系统时，后者往往容易得出错误
结论。应用到精准定制杀伤系统上，
自主决策过程一旦出现错误，其后果

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精准定制杀伤系统主

要依赖于机器识别和自主规划两大
人工智能技术，就目前而言，其基础
理论仍不够成熟，不足以应用到军事
领域。

不过，随着现代科技快速发展，
传统战争形式无疑将朝着更加智能
化的方向转变。而精准定制杀伤作
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产物，或将
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各国军队研究的
重点。

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去年底，
美国在内华达州核试验场进行了一
次亚临界核试验，目的仍是其一贯
标榜的“收集具体数据，确保美国现
有核武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自
1997 年以来，美国共完成 27 次同类
试验，上一次试验是在 2012年 12月 7
日。也就是说，时隔 5 年后，美国在
步步紧逼朝鲜弃核之时，又进行新的
亚临界核试验，难怪激起世界反核团
体和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纷纷指
责美国政府的虚伪与“反常”——一
边公开要求别国无核化，一边暗中
强化自家核武器。

那么，亚临界核试验与真正的
核爆炸试验有何不同，为何引起高
度关注？

众所周知，核武器在漫长的贮存
期内面临老化问题，带来失效与安全
隐患。如何对库存核武器进行检验
与评估？核爆炸试验是最直接有效
的手段。不过 1996 年 9 月联合国通
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禁止各
国通过核爆炸的方式，检验和评估核
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拥核
国家只能采用其他手段试验和评估
核武器。

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主要有 3
种非核爆炸的方式检验核武器的有
效性。

一 是 在 实 验 室 进 行 物 理 模
拟，二是用超级计算机模拟核试验，
三是实施亚临界核试验。从技术角
度看，尽管这 3种非核爆炸试验各有
所长，但亚临界核试验最接近核爆炸
效果，正因如此颇得美国青睐。

亚临界核试验是采用非核爆炸
的方式，研究核材料在高能炸药或其
他方式的冲击下，不发生自持链式

反应时的物理和化学反应与行为。
亚临界核试验所使用的核材料，其
质量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低于核爆
炸所要求的临界反应条件，因此不
会发生真正的核爆炸。同时，为追
求接近真实核爆炸效果，亚临界核
试验对实验条件要求非常高，例如，
需要在设施完善的核武器试验场完
成，有十分充足的前期核爆炸试验
和模拟核试验数据，拥有超级计算
机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和数学物理方
法完成——这些条件绝非普通拥核
国家能达到的。

与真正的核爆炸试验（又称“超临
界核试验”）相比，亚临界核试验不会
对环境造成太大的放射性污染，且可
多次重复、安全可靠、隐蔽性强，难以
被外界察觉和监测，正因如此，美国才
能屡屡掩人耳目进行试验。

作为世界上核技术最强、核武器
最先进、核试验水平最高的核大国，
美国每隔几年进行一次亚临界核试
验，表面上称是为了“收集具体数据，
确保美国现有核武器的安全性与可
靠性”，实则是为保持强大的核威慑
能力提供保障。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具
备全球最强亚临界核试验能力的同
时，仍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
更先进核试验设施，例如三维模拟
超级计算机、大功率 X射线模拟器、
激光核聚变装置（国家点火装置）
等，试图依靠它们形成新的非核爆
炸试验手段，并构建多元化非核爆
炸试验体系，以便更好地模拟核爆
炸，研究核武器性能，同时开发新型
核武器，从而保证美国能在彻底摆
脱核爆炸试验的情况下，继续保持
核优势。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戴高乐”号核
动力航母8月底完成大修升级，近日离开
土伦军港展开海试。“戴高乐”号航母在进
行一系列加装新设备海试检验后，将于
2019年1月3日重返法国海军战斗序列。

大修归来亮点不少

“戴高乐”号航母标准排水量 3.5万
吨，满载排水量 4.2万吨，采用全通式斜
角甲板弹射起飞模式，舰岛位于甲板右
前侧，是典型的现代航母设计。“戴高
乐”号航母采用法国上一代克莱蒙梭级
航母舰体，并在其基础上向外延伸，使
整个飞行甲板面积扩大为 1.2 万平方
米，能够搭载 40 架“阵风”多用途舰载
战斗机和 4架 E-2C空中预警机。舰岛
上安装有二维远程对空搜索雷达、三维
对空搜索雷达、二维对海搜索雷达和相
控阵雷达，配合舰岛前方的 32 单元垂
直发射中近程防空导弹，具备较强的自
卫防空火力。

去年 2月，“戴高乐”号航母开始进
行为期 18 个月的大修，这次大修升级
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对“戴高乐”号
航母内外进行整修除锈，并为核反应堆
装填新核燃料；二是全面更新作战系
统、导航系统和通信情报系统；三是全
面翻新蒸汽弹射器以及替换一些老旧
设备等。

其中，更新作战系统方面，“戴高
乐”号航母是法国第一批装备“第八代

战术信息整合处理系统”的作战舰艇，
如今略显老旧，本次大修中，“戴高乐”
号航母换装“第九代战术信息整合处理
系统”升级版，并着重在协同数据链方
面进行优化，为未来融入法国版“协同
交战能力体系”做好准备。此外，对与
作战系统相配套的一系列通信数据链、
敌我识别和导航系统也一并进行升级
替换，并在战术指挥中心增加 25个触控
大屏幕式显示交互系统。

升级舰上雷达设备方面，为应对日
益严峻的低空不明目标和海面快艇威
胁，“戴高乐”号航母换装新型泰雷兹多
波束相控阵雷达，并在舰体四周增加 16
组红外监视与预警装置以及光电/微光
摄像监视装置，能够将周边 360 度高清
影像以无缝衔接的形式传递到指挥中
心，提高对低空和海面复杂目标的掌控
能力。

替换老旧设备方面，全面拆除航
母上适配“超级军旗”战机的相应设
施，围绕“阵风”战斗机上舰作出改
装。另外，航母上新增 NH-90 直升机
的相关附属设备，甲板上加装激光进
场辅助系统和自动着舰辅助系统，并
换装和福特级航母上相似的光学着陆
系统，提高舰载机全天候操作能力和
着舰成功率。

“光环”挺多顽疾仍在

作为世界上除美国海军现役 10艘

尼米兹级航母外的唯一一艘核动力航
母，“戴高乐”号航母自服役以来，频繁
活跃在世界多个热点地区，不但为法国
海军“赚足了面子”，还被法国媒体形容
为强有力的“四万吨级外交”。然而，在
“戴高乐”号航母十余年的服役期，也暴
露出许多令人诟病的问题，即便经过大
修依旧无法解决。

第一，“戴高乐”号航母的动力不
足。“戴高乐”号航母在建造之初，法
国出于经费和便利性考虑，为其动力
系统选用了两组凯旋级战略核潜艇上
使用的阿尔斯通 K-15 反应堆及蒸汽
轮机。这种潜艇用反应堆的功率较
小，提供动力严重不足，甚至不及排水
量 9000 吨 的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
舰。“孱弱”的动力导致其最高航速只
有 25 节，成为航速最慢的航母，极大
地制约了“戴高乐”号航母的响应速度
和机动能力。

第二，“戴高乐”号航母上采用尼
米兹级航母上使用的蒸汽弹射器，
但由于吨位不足，甲板的长度远不
及尼米兹级航母，因此法国人在安
装时不得不将弹射器行程缩短，实
际装舰的航母弹射器行程只有原长
度的 3/4。 缩 短 后 的弹射器刚刚够
用，但在弹射如 E-2 预警机等更大战
机时，会导致飞机准备时间较长、挤
占 出 动 效 率 等 问 题 。 再 加 上 航 速
慢，“戴高乐”号航母上的舰载机很
难像美军航母舰载机那样，获得航

母 高 速 航 行 时 带 来 的 甲 板 风“ 加
持”，从而影响其作战效率。

“独苗”航母暴露使用尴尬

“戴高乐”号航母开工于 1987 年，
建造过程中遭遇苏联解体引发的欧洲
裁军浪潮，法国原本计划建造两艘新
航母，以便“一对一”替换两艘克莱蒙
梭级航母，但经费削减导致另一艘建
造计划被搁置。最终“戴高乐”号航母
成为了克莱蒙梭级航母退役后法国唯
一一艘航母。

在各国海军中，至少两艘航母同时
服役这一点非常重要，能够保证至少有
一艘航母维持战力。2007 年 8 月，“戴
高乐”号航母第一次维修，耗时 16 个
月，期间法国海军处于无航母可用状
态，大大限制了法国对外出动战力水
平。本次耗时 18 个月的大修同样如
此，有媒体称，此前一直在叙利亚问题
上持强硬态度的法国，为此不得不降低
武力介入力度。

不过，法国还是在今年 4 月配合
美国派出一艘护卫舰向叙利亚政府军
发射了多枚舰载巡航导弹。此举让外
界得出这样的推断：一旦明年“戴高
乐”号航母重返战斗序列，届时如果叙
利亚局势再生变数，法国极有可能派
遣“戴高乐”号航母开赴叙利亚进行实
战打击，作为沉寂 18 个月以来的法国
航母首次“出场秀”。

法航母归来，亮点与顽疾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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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群

美完成第28次
亚临界核试验遭众议日本两栖突击装甲车战力如何

■苏鹏宇

日本自卫队装备的AAV7A1型两栖突击装甲车

海试期间的“戴高乐”号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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