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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交战区域为前线运送燃料，
即便是美军，也认为这异常危险。统
计显示，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每执
行 24 次油料保障任务，就有一名士兵
阵亡。何况每次油料保障任务所供
给的能源，在战争期间动辄数百万吨
燃料需求面前微乎其微。日前，美国
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战略能力
办公室发布一份小型移动式核反应
堆项目的信息征询书，旨在为美国陆
军寻找一款可在前线部署的移动式核
电站。

一旦战场版“核能充电宝”部署完
毕，将彻底改变美军前沿基地当前主要
依赖柴油发电机供电现状，从源头解决
其在全球部署中的后勤保障难题，有力
助推美军实现真正的全球化部署。

根据战略能力办公室名为“二锂项
目”要求，参与竞标的小型移动式核反
应堆总重不超过 40 吨，应当能通过卡
车、货船或C-17运输机运往前线，在不
更换核燃料前提下连续 3年产生 1到 10
兆瓦电力。部署时间上，小型移动核反
应堆的安装应在 3天内完成，停堆和拆

除装置总时间不应超过 7天。为配合战
场环境，即便发生堆芯熔毁失去电力，
按照安全性要求也不能丧失冷却能
力。可以说，美军目前对小型移动式核
反应堆的总体要求是体积小、部署快、
运用灵活，符合“打赢明天的战争”这一
战略部署。

据介绍，小型移动式核反应堆的
关键技术并不复杂。所使用的燃料是
低富集度的非武器级铀，且用一块整
钢封装组成堆芯。从上世纪 70年代开
始，这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技术，就
在地球和太空得到广泛应用。小型移
动式核反应堆一旦部署完成，能在 3天
内完成发电准备，整个反应堆系统可
在 7 天内关闭、冷却、断开和推出。由
于反应堆堆芯和其他关键设备都被安
置在特殊的装甲层中，小型核反应堆
不仅能确保反应堆系统免受攻击，还
可避免人员和环境在运行和运输期间
遭到辐射。

美陆军对于小型移动式核反应堆
的探索始于上世纪 50年代。早在 1952
年，美陆军就启动“陆军核电计划”，并

相继研制出各种不同尺寸的核反应堆
堆芯。当时，研究已初具成效，美国几
家主要核能企业开发出十余个小型核
反应堆产品，总功率在 1.25到 10兆瓦之
间，虽然可通过卡车、驳船运输，但只能
运行数百小时，实际意义不大。其他
试验产品要么功率不达标，要么安全
性不够。再加上当时石油价格低廉，
美军掌控着石油供给基础设施，战争
导致的经费紧张又拖后腿，美陆军遂
于 1966 年结束对上述核电项目的资金
支持，最后一座试验核反应堆于 1977年
停堆。

阿富汗战争后，美军对小型移动式
核反应堆再次展露兴趣，美国国防部高
级研究计划局于 2011 年启动为前沿基
地开发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项目，但由
于经费问题不了了之。

到 2016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一
项研究明确指出，小型移动式核反应堆
是“颠覆性创新的典型例子”，是减少石
油需求的可部署、可靠、可持续之选，能
充分支撑美军作战行动。同时，该研究
还建议首先在科罗拉多州施里弗空军

基地和阿拉斯加州的空军基地安置核
反应堆。

目前，爱达荷州国家实验室和洛
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正致力于模
块化核能的设计研究。其中，洛斯阿
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西屋电力公司
共同研发的新型小型核反应堆，能持
续 10 年以上供应 1 兆瓦的可靠电力，
足以为 1500 至 4000 名士兵规模部队
供电。更重要的是，该反应堆体积
小，堆芯和街边的垃圾桶差不多大，
整个小型核反应堆可以安装在卡车
或船上。借助这样的小型移动式核
反应堆，就能把燃料运送至偏远地区
和岛屿，进而有效规避派遣燃料车队
带来的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美陆军再次盯上小
型移动式核反应堆，说明其总体后勤保
障思维未变，尽管不存在难以攻克的技
术瓶颈，但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在实际运
用中打消士兵和基地所在区域居民的
安全顾虑，且停用后的处置问题也亟须
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小型移动
式核反应堆才能走上战场。

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尔丽
近日表示，法国决定研发高超音速武
器。法新社评论称，此举表明法国政
府对军事航空航天事业的持续重视，
法国新版太空战略也将呼之欲出。

保证太空资产安全

帕尔丽在访问空客公司总部时曾
透露，太空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
域，法国政府近年来对该领域关注度不
断提高——预算从 2008年的 3亿欧元
增至 2014年的 6亿欧元，并从 2019至
2025年财政预算中划拨36亿欧元。突
破防务网站称，这些投资已收到成效。
2018年 12月 19日，法国成功发射首颗
CSO军用侦察卫星。按计划，2020年
还将发射 3颗 CSO系列卫星，2020至
2022年发射两颗通信卫星。

尽管法国太空事业稳步推进，但
帕尔丽仍表示担忧。她认为，由于无
法在太空领域及时跟上其他大国步
伐，法国军事活动、电信通信甚至日
常生活都将受到严重限制。报道称，
早在 2010年，法国就呼吁制订一份由
法国主导、欧洲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
计划，推动太空能力现代化发展，但
由于缺乏紧迫性和资金，该计划一直
裹足不前。

随着军事活动越来越依赖太空设
施获得稳定通信、可靠导航和持续不
断的侦察及监视能力，GPS、智能手机
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也令民众对卫星
产生依赖，因此，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的
军用、民用卫星已成为法国重要的战
略资产。为确保太空资产安全，法国
政府专设工作组起草新版太空战略，
以确保太空能力持续提升。

强调感知力和自主性

负责制定太空战略的法军联合
太空司令部司令米歇尔·弗里德兰表
示，目前太空与网络领域一样，成为
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维度和大国间
较量的场所，法国太空资产面临越来
越多“物理威胁”——心怀敌意的对
手可利用各种手段实施干扰破坏。
比如，使用反卫星武器摧毁卫星，令
其脱轨或损害其太阳能板，让卫星失
效等。他说：“倘若任由此类事情发
生，我们的整个太空能力将面临瘫
痪，军队很快就会变成瞎子、聋子，几
乎毫无行动力。”

要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就必须拥
有强大、灵敏、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能
力，即探测太空目标、识别潜在威胁和
提供适当防御的能力。法国空军参谋
长费利佩·拉文称，法国新版太空战略
应以“全面提高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为
核心，更快察觉威胁、应对威胁、保护太
空资产的正常运行，同时在政治决策
上帮助法国政府实现独立自主。

报道称，法军对卫星依赖程度很
高——几乎所有海上舰只都通过卫星
通信进行对话，很快所有飞机也将如
此；法军大部分武器装备都需要借助
卫星定位系统导航。但法国目前不具
备完全独立的太空能力——卫星需要
借用俄罗斯“联盟”号运载火箭发射，
导航需要得到美国 GPS或欧洲“伽利
略”系统帮助。新版太空战略，将确保
未来法国在陆、海、空、天、电、网领域
独立执行作战任务。

仍需寻求国际间合作

帕尔丽表示，尽管目标是追求独
立太空能力，但当前法国在某些领域
研究落后于其他大国，如太空发射能
力等，因此，在力不能及的领域仍需寻
求国际合作。

在这方面，CSO系列卫星成功发
射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并非独家产
品，而是由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国合作制造，比利时和希腊也将加入
后续研制。报道称，欧洲多国在太空
领域各有所长，合作成为首选项。
CSO卫星项目合作方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最终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成为
通过国际间合作追求太空能力的范
本。正如空客公司负责防务与太空
项目的副总裁尼古拉斯·乔姆西所
言，优秀的欧洲人在一起合作，必能
事半功倍。

压题照片：法国借助俄罗斯运载

火箭发射CSO军用侦察卫星

据俄《消息报》报道，俄国防部最
近制定一份政府决议草案，涉及俄军
空降训练事宜。草案规定，对外情报
机关官兵，尤其是从事谍报和特殊派
遣工作者，须定期参加跳伞训练，不仅
可以获得优待退伍金，服役期间还能
享受额外津贴。

草案指出，文件正式生效后，无需
从联邦预算另外拨款，跳伞训练资金由
国防部支付。享受优待退伍金待遇的
包括空降兵、海军陆战队、空降（登陆）
侦察分队、特种部队官兵和飞行员。

想拿到跳伞津贴，基本训练须达

标。比如，40岁以下军官一年应跳伞 4
次，将军和年满 45 岁军官一年两次。
津 贴 金 额 为 其 薪 水 总 额 的 10% 至
40%。掌握跳伞技术的军官还可享受
提前退休权利：服役一年算作一年半。

俄空降兵协会执委会主席尤里耶
夫指出，大规模空降，比如苏联时期的
整师空投，目前无法完成，因为在防空
体系相当发达的条件下,伞降风险太
高，且俄罗斯没有足够军用运输机提
供任务支援，但侦察员等（包括秘密工
作从事者）独立完成空降任务的需求，
仍很迫切。

创新管理机制

埃斯珀指出，美陆军当前人员管
理沿袭粗放式集中管理模式，官兵任
职、调整和晋升与部队实际需求、分
队指挥官人才需求、人员专业能力运
用贴得不紧。一些希望到一线部队
成长锻炼的官兵在晋升关键期，不得
不从事“办公室工作”，否则就得离开
部队。

为解决上述问题，美陆军未来将
采取“抓两头、放中间”的人才管理
模式，推行新的调配制度，即控制人
才“金字塔”最顶层和最基层 10%至
15%官兵的任职使用和调整晋升，同
时效仿企业人才竞聘模式，将其余官
兵纳入“陆军人才网”，督促其凭借
能力素质和工作业绩寻找“买家”、
获得岗位。

目前，美陆军已专设小组筹备人才
竞聘试点，细化网上人才竞聘条件标
准，力争于年底全面推进相关工作。此
举旨在进一步释放中阶官兵（上尉军
官、校级军官，中士、下士）的工作潜
能。而对于低阶和高阶官兵，尤其是将
官和高级士官，陆军领导层仍牢牢掌控
任免使用权。

改进训练模式

从近年来美陆军高官表态和美
国智库相关评估看，由于训练时间不
足、强度不够、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美国陆军目前仅有 1/3 部 队能够达
到规定的战备状态，尤其是步兵部队
战备训练较为松弛，战斗力下滑问题
突出。

针 对 上 述 问 题 ，美 陆 军 正 着 力

压缩一线部队的事务性工作和重复
性汇报，进一步强化体能训练、武器
操作训练和战术训练。 2018 年 ，美
国陆军尝试将步兵入伍基础和专业
课 目 训 练 时 间 从 14 周 增 至 22 周 。
在当年秋季的实兵实弹演习中，新
兵们的表现让人眼 前 一 亮 。 为 此 ，
美 国 陆 军 决 定 今 年 起 将 步 兵 入 伍
训 练 时 间 固 化 为 22 周 ，同 时 将 新
训 士 官 与 新 兵 比 例 从 1∶20 优 化 至
1∶12。

埃斯珀还透露，美陆军未来将进
一步强化对下士和中士等作战骨干
力量的训练力度，负责指挥和训练上
述人员的军官和高级士官将从“陆军
人才网”上作战斗志旺盛、战斗技能
高超的“应聘者”中遴选。

优化作战力量

近年来，美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
队前瞻未来作战样式，提出诸多创新
性作战理念，并以此为依据持续优化
作战编成。美陆军也不甘落后，提出

“多域战”理论，并付诸战术和战役层
面的实践。

据埃斯珀透露，美陆军成立了一
支“多域战”特遣部队“试训队”，目前
正在太平洋地区开展野外训练。该
部队以常规炮兵旅为班底，今年 1 月
增加一支全新的部队，即美陆军史
上首个情报、信息、网络、电子战部
队暨太空营。埃斯珀指出，陆军高
层对这支部队的表现“印象深刻”，
这仅仅是“多域战”的一部分，陆军未
来还会在特遣部队之外，进行其他结
构性调整。

与此同时，美陆军正推动重建电
子战部队，壮大网络战力量，并考虑
增加炮兵和机械化步兵部队。目前
已成立部队规模结构研究团队，一
方面对力量配置情况（即各兵种在陆
军部队中的适合比例和具体数量）进
行数百次推演，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作
战编组规模（即以师、旅或营为单位
遂行作战）。在研究取得阶段性成
果后，将在实战中检验相关设想的
可行性。

加大经费投入

埃斯珀指出，尽管人是战争中更为
重要的因素，但美陆军预算投入一直存
在人和武器“掐架”的问题。为此，成立
由埃斯珀、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和其
他高官组成的“夜间法庭”，对陆军约
500 个预算项目进行审查，延迟或压缩
约 100个项目，取消 80个项目，“虽然上
述项目有存在价值，但必须在所有项目
中作出取舍”。

通过延迟、压缩或取消上述项目，
美陆军节省了约 250 亿美元经费预算，
用于开展六大重点现代化项目，其中既
包括武器装备建设，也涉及部队训练、
人员管理和军事设施建设等。埃斯珀
指出，美陆军希望未来 4 年加大在人
员训练等方面投入力度，使部队战备
水平能够“达标”，即 2/3 部队在 2022
年前全时保持一级战备状态。着眼长
远，美陆军希望通过人员战备状态和实
战能力提升，助推其他现代化项目顺利
展开。

美陆军打响“人才保卫战”
■胡小刀

美军盯上战场版“核能充电宝”
■■张瑷敏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成功测试迷你核反应堆，图为其部署火星基地想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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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情报机关专设跳伞津贴

美国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
近日表示，美陆军 2020 年前将
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通过创新管理模式、改进训练方
法、优化作战力量和加大经费投
入等方式，全方位挖掘官兵潜
能，进一步提升训练水平和实
战能力，以图未来在与俄罗斯
等潜在对手的“多域战”中赢得
主动、占得先机。

美陆军举行野外训练演习

俄军空降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