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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牵引，瞄准多域作战

2018年，为推动“第三次抵消”战略
落地，美陆军提出“多域作战”概念。在
《2028多域作战中的美国陆军》文件中，
美陆军提出，近年来，其他国家在先进
传感器网络、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一体
化防空系统等新型作战力量方面取得
进展，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尤
其重型地面火炮重新焕发活力，在精确
度、火力密度以及打击范围方面有明显
改善，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抵消美军作
战优势。为此，美国必须重视远程精确
火力建设。

多域作战内涵是指通过同步跨域
火力，在所有域内机动，实现火力优
势，进而实现陆军向空中、海洋、太空
及网络领域拓展作战目标。在多域作
战概念中，美陆军认为必须建立能够
进行半独立作战的弹性编队，实际上

要求美陆军一线部队具备情报侦察、
火力、持久力和机动能力，即综合运用
远程精确火力、信息战能力、特种力
量进入对手战略纵深，保证火力系统
能够瞄准、削弱或摧毁潜在对手的反
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为美军联合部
队创造更大的行动自由，最终实现全
空间域内火力和机动能力的同步协
调与联动。

战术、战役、战略层面
全面推进

在“远程精确火力项目”中，美陆军
不仅要求加强战术层面火力，还立足战
略和战役层面，推动武器装备系统全面
发展。为此，美陆军计划对炮兵部队的
榴弹炮、制导火箭炮和导弹系统进行现
代化改造，使射程从当前 30至 300千米
提升到 70至 500千米，并于未来 5年投
入部署。其中，榴弹炮用于前线部队近

距离交战，制导火箭炮用于深入敌后的
增援兵力及补给线，导弹则用于对敌方
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在战术火力方面，首先，研发新一代
“帕拉丁综合管理系统”，对服役25年的
“帕拉丁”火炮进行系统升级。新一代帕
拉丁火炮采用全新底盘，装备数字火控
系统、导航定位系统、战术数据链以及具
备自我诊断功能的检测计算机，进一步
提升数字化和网络化，提高火炮行动效
率。升级后的火炮射程从 22千米增加
到 30千米，改装火箭增程榴弹，打击性
能显著提升。

其次，推进“增程加农炮系统”项目
发展。其中，M109A8自行火炮计划于
2025年投入现役，未来作为师、旅级火
力重要组成部分。改进后该炮射程超
过 70千米，使用新型火箭弹时射程可
达100千米。该炮还将采用全自动装填
系统和可在全球定位导航系统拒止环
境中运行的通信系统。

“增程加农炮系统”项目将加入美
陆军反介入/拒止作战，为陆军部队提
供远程精确火力支援，集中打击对手装
甲车队、补给线和作战人员。另外，美
陆军还计划对其他自行火炮进行升级，
使其具备在全球定位导航系统拒止环
境下摧毁敌方“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
能力，进而使美陆军在未来战争中重新
具有竞争力。

在战役和战略层面，美陆军大力
发 展“ 远 程 精 确 火 力 导 弹 ”，计 划 于
2023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远程精
确火力导弹”是一种精确制导战术导
弹 ，射 程 499千 米 ，瞄 准 高 危 作 战 环
境下复杂作战目标进行打击，例如敌
方司令部等。“远程精确火力导弹”战
斗部仅 90千克，弹头采用集束弹药，
在有效控制附带毁伤前提下可保证
单弹头毁伤效果。目前，该弹仅用于
打击陆上固定目标，未来将发展陆基
反舰版，打击陆地移动目标和水面舰

船 等 ，为 海 、空 军 提 供 有 效 火 力 支
持，满足多域作战需要。

另外，美陆军还将目光投向高超声
速武器，研制射程 1600千米的“战略
远程加农炮”即“超级火炮”，谋求对对
手战舰的打击能力。不过，考虑到技术
局限，现役火炮射程超过 100公里后很
难有较大提升，“战略远程加农炮”未来
很可能是一款远程火箭炮，而射程 1600
公里的“超级火炮”相当于一款中程弹
道导弹。

由此可见，在未来多域作战中，美
陆军并 非 追 求 传 统 作 战 中 的 远 距 离
导弹齐射，而是着眼组合使用战略、
战役、战术层级的远程火炮和其他作
战装备，通过发展“远程精确火力”，
提高打击强度、精度和范围，推动火
力智能化和隐身化，与空中力量、地
面力量和一体化防空系统相互依赖、
相互支援，共同推动美军作战能力的
整合，构建美军“无缝”打击能力。

3月27日，印度宣布成功进行首次
反卫星试验。就在印度举国欢腾之
际，美国国防部和宇航局先后批评印
度反卫星试验制造大量太空碎片，称
已检测到 400块碎片，并对其中 60块
进行监视。美国高调批评盟友的做
法，在过去很少见。

太空碎片问题被诟病已久。根据
美国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资料，目
前，地球周围有近 12.5亿块太空碎片，
大小自 1毫米至数十厘米不等。这些
太空碎片每秒飞行速度 7公里至 8公
里，甚至10公里至15公里，相当于子弹
速度的 10倍以上，对太空飞行器造成
一定威胁。鲜有人知的是，大部分太空
碎片来自冷战时期的美苏反卫星试验。

威胁太空安全

反卫星试验中，无论采取何种手
段，目标卫星被摧毁后都会产生一定数
量碎片，这些碎片绕地球运转，对空间
飞行器构成一定威胁。至于多大碎片
会产生影响，国际上没有统一标准，通
常认为大小在1.5厘米至20厘米的碎片
具备破坏力。其中，5厘米大小的碎片
可使一颗卫星失效，10厘米大小的碎片
可将一颗卫星摧毁，小于 1.5厘米的微
小碎片威胁不大，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空间监视网是唯一公开宣布
对太空碎片进行监测、跟踪和编号的机
构，拥有十几台大型雷达，例如“赫斯台
克”雷达及其辅助雷达，号称世界上分
辨率最高的成像雷达，可以分辨5毫米
碎片，该机构的检测结果和报告在国际
上具有一定权威性。一般情况下，美国
空间监视网仅对1.5厘米以上有害碎片
进行跟踪和编号。据此推算，印度此次
反卫星试验共产生的400块碎片中，大
于1.5厘米的碎片共60块。

初步解决办法

根 据 美 国 空 间 监 视 网 的 报 告 ，
2013年运行在地球轨道上的空间目
标，包括正常运行卫星、飞船、空间
站、失效卫星、运载火箭残骸以及太空
碎片共计 2.3万块。其中 1.5厘米以上
的太空碎片约占 57%，即 1.4万余块。

各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这 1.4万余块
碎片主要来自美苏冷战时期的反卫星
试验。

冷战后期美国初步解决卫星碎片
问题。方法之一是采用新型反卫星导
弹，当导弹与卫星“相遇”时，展开一张
巨大的聚酯板拍打卫星，使卫星内部
仪器失灵，卫星仍保持完整外形，不产
生碎片。二是在卫星上安装机械手

“擒拿”目标卫星。不过这一方法的作
用距离太短，实战意义不大。

苏联的早期反卫星试验也产生大
量碎片，据美国杂志报道，从1968年至
1982年，苏联共进行20次反卫星试验，
产生碎片736块。此后通过改进反卫星
技术，逐渐减少产生的碎片数量。

印度科学家称，此次印度进行反卫
星试验的空间高度仅300千米，产生的
太空碎片将在45天内坠落。这一说法
有一定道理，因为300千米位于临近空
间，含有极稀薄空气，对碎片有微小阻
力，碎片高度将随着时间逐渐下降，直
至坠入大气层被烧毁。

“终极”解决之道

无论是直接碰撞，还是用聚酯板

拍打，仅仅是初步解决碎片问题，隐
患 仍 在 。 激 光 和 微 波 杀 伤 卫 星 技
术，无需碰撞就可使卫星失效，一劳
永逸地解决碎片问题，但要把激光
武器放在飞机或卫星上很难，原因
在于功率大的激光武器重量也大，
飞机和卫星无法承受，重量轻的激
光 武 器 功 率 小 ，达 不 到 杀 伤 要 求 。
美国空军曾研制出机载激光武器，
并 以 波 音 747飞 机 作 平 台 ，进 行 多
次 试 验 ，但 最 终 于 2011年 下 马 ，原
因是激光武器功率不足以摧毁对方
导弹。

衡量激光武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是重量/能量，投入实战的机载激光
武器这一比值至少要达到 5千克/千
瓦，即输出功率为 100千瓦激光时，激
光设备的总重量不得超过半吨。然
而目前的技术只能实现 50千克/千
瓦，距离实战要求还很远。

自 特 朗 普 上 台 以 来 ，美 国 特 别
重 视 激 光 技 术 发 展 。 2018年 美 国
导弹防御局局长公开表态，加大对
高功率激光武器投资，并预言近年
内激光技术将有重大突破，届时武
器和战略、战术概念或将有重大改
变，我们将拭目以待。

想成为精英狙击手，必须接受
艰苦训练和实战锤炼，但以色列一
家公司偏要说“不”。该公司称，已
成功研制一款“黑科技”数字化瞄准
镜，可以帮助射击水平一般的射手

“秒变”百步穿杨神枪手。
据介绍，这款数字化瞄准系统由

两部高分辨率摄像机和一块显示屏
操作界面组成，使用“皮卡汀尼”战术
导轨配装在步枪上。该公司称，这是

“史上第一款全连接型武器瞄准镜”，
通过蓝牙或无线网络与其他电子设
备连接，上传、下载或共享数据。另
外，借助这一功能，射手还可以对射
击数据进行储存和分类，以积累射
击经验。甚至，“只要愿意，可以用
它进行射击直播……”一位军事发
烧友称。

两部高分辨率摄像机中，其中
一部可将目标图像放大1.3至20倍，
用于日间射击；另一部可放大 1至 6
倍，用于微光或夜间条件下射击。
使用时，摄像机将捕捉到的目标画
面传送到显示屏操作界面上，射手
在目标瞄准时可以两眼全睁，缓解
眼部疲劳。工作电源采用内置式电
池，可连续工作 8小时，还有一块外
置电池备用，工作时长12小时。

尽管外观不起眼，一旦启动，这
款数字化瞄准系统展示的性能令人
惊叹。

射击前，显示屏操作界面上显
示出目标简化形象，内嵌的弹道计
算机对传感器获得的目标数据进行
运算，获得最佳瞄准点。随后，射手
输入距离等基础数据，帮助瞄准镜
做最后校正，然后击发，命中。

射 击 时 ，射 手 不 需 要 考 虑 风
速、风向、弹道下降等干扰因素，
因为该系统内置具备射程感应、
卫星导航、姿轨控制以及红外照
明等功能的软件，自动排除种种
干扰因素。

据称，这款数字化瞄准系统还
能与手机连接。将该公司开发的专
用程序安装在手机上，射手可通过
手机对设备进行查看和控制。“军事
时报”网站认为，如果这款数字化瞄
准系统批量装备部队，将大大提高
士兵的射击效率，在作战中获得更
多优势。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目前开始在西部
地区加里宁格勒州部署“摩尔曼斯克-
BN”电子战系统。该系统可对8000公里
范围内通信设施实施干扰，压制战舰、飞
机和部队指挥部之间的通信联络。俄罗
斯此举意在“回应”美国和北约在该地区
的挑衅行为。

“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系统是一
套自动化短波通信无线干扰系统，该系
统有效干扰距离5000多公里，在理想信
号条件下，可增加到8000公里，而目前各
国装备的电子战系统有效干扰距离仅
300公里。机动时，全套系统被安置在7
辆“卡马斯”重型卡车上，天线杆伸展高
度达 32米，标准部署时间 72小时，可在
自动状态下收集短波范围内所有信号，
进行分类，迅速判断“以何种方式、多强
信号进行压制”。俄军事专家称，装备

“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系统后，位于
加里宁格勒州的俄军电子战部队能有
效干扰在东欧、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
北约舰船、飞机以及地面军事部门之间
的通信信号，提高俄海军在该地区作战
能力。

近年来，北约加强对俄军事挑衅活
动。前不久，美国派出 B-52远程战略
轰炸机模拟对俄波罗的海海军基地实

施核打击，美军各型侦察机也经常光顾
这里。为有效保障这一地区安全，俄罗
斯认为，有必要在该地区部署强大的电
子战系统，应对北约挑衅。

俄罗斯知情人士表示，“摩尔曼斯
克-BN”电子战系统是俄罗斯对美国和
北约“统一通信和网络指挥”作战理念的
不对称回应，该系统可摧毁敌方信息场，
阻止其指令和目标信息的接收与传输。
由于美国国防部下属指挥机关、美国与北
约飞机、舰艇之间通信使用美国全球短波
通信系统。这意味着“摩尔曼斯克-BN”
电子战系统将给对方带来很大麻烦。

除干扰信号外，“摩尔曼斯克-BN”
电子战系统还能搜集各类情报。例如
搜集北约战机与地面站通信内容，掌握
规律后，随时阻止双方通信。从这一
点上说，俄罗斯部署该系统相当于警告
美军侦察机“不要乱飞，否则有可能找
不到回家的路”。

俄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在加里宁
格勒州部署“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
系统的做法“合乎逻辑”，使俄罗斯有效
应对北约挑衅。西方媒体也承认，俄罗
斯此举将对北约通信带来沉重打击。
目前为止，北约并没有与其对抗的有效
措施。

瞄准多域作战，
美陆军谋求“火炮发威”

■戚苏源

近日，美国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表示，美陆军正在开发“增
程加农炮系统”，进一步提升炮弹射程，实现战术或战略打击目
标，另外，还设定“超级火炮”射程目标，要求最大射程达1600公里
以上。

“增程加农炮系统”隶属美陆军“远程精确火力”项目。近年
来，为推动多域作战，美陆军提出“六大现代化优先事项”。其中

“远程精确火力”作为优先发展项目之一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支
持。该项目旨在研发更精确、更具杀伤力、射程更远的新型武器，
如火炮、火箭炮和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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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太空碎片问题

““摩尔曼斯克摩尔曼斯克-BN-BN””电子战系统电子战系统

能够发射远程精确火力导弹的能够发射远程精确火力导弹的MM142142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平台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平台

这款数字化瞄准系统用这款数字化瞄准系统用““皮卡丁尼皮卡丁尼””战术导轨安装在不同型号步枪上战术导轨安装在不同型号步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