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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设计别具特色

“北德文斯克”号艇长罗曼?萨纳
塔鲁克告诉记者，该艇可搭载“口径”
巡航导弹、“宝石”反舰导弹、650毫米
多用途鱼雷发射管等武器，未来还将
装备“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我们
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外出执行任务的战
略导弹核潜艇，如果把它们比作重型
轰炸机的话，我们就是护航的战斗机
和攻击机。”

与其他型号潜艇不同，“北德文斯
克”号核潜艇的鱼雷发射管并非安装
在艇艏，而是后移至第二舱段，艇艏位
置让给了一部巨大球状声呐，具备更
灵敏的环境感知能力。另外，该潜艇

的自动化、电子化程度更高，生存能力
更强——配备特别设计的逃生吊舱。
萨纳塔鲁克说：“如果不是为补充食
物、轮换人员并接受必要维护，我们几
乎可以在海上无限期部署。”该艇医疗
官德米特里?巴巴诺夫告诉记者，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该艇专门设置一处
独立于潜艇总循环系统的隔离舱，并
配置相应医疗检查设备。

艇上生活张弛有度

在被问到“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
是否携带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时，萨
纳塔鲁克微笑着表示：“这群训练有素
的潜艇兵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密武
器。潜艇兵是决定潜艇能否充分发挥

作战潜能的关键，幸运的是，我们拥有
这样一群小伙子。”他表示，俄罗斯潜
艇兵的日常训练非常辛苦，除作战课
目外，还包括救生、应急等内容。“我
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把战斗和求生技能
刻进骨子里，以便关键时刻作出本能
反应。”

记者了解到，在紧张的工作和训练
之余，俄罗斯十分重视潜艇兵的心理放
松，以“北德文斯克”号为代表的核潜艇
均配备电视和其他娱乐设施。餐厅每
天提供4次餐饮服务，品种丰富。“有时
为调节紧张气氛，我们会开一些无伤大
雅的玩笑。”萨纳塔鲁克说，“比如命令
新兵去某个舱室拿一张根本不存在的
照片，他翻箱倒柜之后一无所获的无奈
样子，经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探访俄“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
■张世鑫

打造新型指挥体系

新 型 作 战 指 挥 体 系 的 建 立 和 完
善 ，是 俄 军 战 力 成 倍 跃 升 的 重 要 体
现。其中，创立于 2014年、拥有先进装
备和全新架构、下设多个层级的国家
防御指挥中心，已成为具有俄式特色
的最高指挥枢纽，被视为对接战场的

“战争之屋”。
2014年至2016年，俄国家防御指挥

中心打破原中央指挥所的传统编组，按
职能任务统一重组，设立战略核力量指
挥中心、作战指挥中心和日常行动指挥

中心，并筹建部分区域防御指挥中心。
2017年以来，俄军将指挥链不断向末端
延伸，完善集团军乃至战术级指挥所建
设，如2018年7月，为应对北极方向面临
的安全威胁，在北方舰队设立第45空防
集团军区域防御指挥中心。绍伊古把国
家防御指挥中心的组建和运转称为“俄
军成立以来最大的创新成果”。

该型指挥体系彻底理顺了俄军军政
军令间关系，形成“防御指挥中心-军
区/军兵种-集团军（舰队）”的部队管理
体制和“防御指挥中心-战役方向司令
部-战役兵团”的作战指挥体制，区分明
确又相互关联，有助于战斗力提升。西
方智库评估，俄国家防御指挥中心将俄
军指挥层的决策周期缩短 2/3左右，军
事行动效率提升约40%。

俄媒称，新型指挥体系实现了“决
策-打击”的快速联接，对于打赢现代战
争和处置突发情况意义重大。在叙利亚
战场，这种指挥体系表现出明显优势，实
现了战场资源的高效利用。此外，不断
下延的指挥链也有助提升战术打击单元
的响应能力，比如，“伊斯坎德尔”弹道导
弹系统已接入指挥中心，可在 1分钟内
完成攻击准备，效率较 7年前提高 90%
以上；战略核力量指令可在10秒内传至
担负相关任务的战略轰炸机和战略核潜
艇等一线单元，战略威慑和制衡能力大
幅提升。

调整力量结构布局

在打造和完善作战指挥体系的同

时，俄军还根据实际效果和建设需要，在
部队层面对力量结构进行重新布局，主
要是对“新面貌”改革过程中部分过激举
措进行调整，创建对接现代战场的新型
作战部队。

针对此前陆军全面“师改旅”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俄军逐步恢复部分作战
师的组建工作，比如，在西部、南部和中
部军区组建 7个作战师，包括 2个坦克
师和5个摩步师，采用崭新编成，融入无
人机和电子对抗等力量。今年年底，将
有另外3个摩步师进入俄军序列。空天
军恢复部分基地，新建 20多座机场，其
中 12座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克里米
亚、北极和南千岛群岛等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也顺利推进。海军从2016年起，通
过在各舰队“嵌”入步兵统合海军陆战
旅与其他海军岸防力量，提升联合作战
能力。

俄军还紧跟现代战争形态，筹建新
型作战力量。如在北方舰队组建师级
编制的“深水部队”，下设 3至 5个潜航
器大队，实现“水下技术优势向作战优
势的转换”；空降兵打造直升机空降突
击排，大幅提升战场快反能力，为俄军
执行复杂军事任务提供更多选项；在近
40所院校和研究所设置军事教研室，并
在各军种组建“科技连”。

绍伊古就装备建设情况进行总结
时表示，目前联邦武装力量装备完好
率保持在 94%左右，今年年底前，部队
现代化武器和技术装备配备率将达
到 70%，战略核力量现代化武器占比
达到 87%。

提升战场对抗能力

俄军将战场对抗能力作为衡量战备
状态的重要指标，2012年以来，围绕训
练与实战两个层面进行战斗力培塑。

其中，跨军种训练强度逐年增长
10%至 16%，对抗性演习数量逐年增长
8%至 14%，陆军机动作战能力和空天军
防 空 火 力 毁 伤 能 力 较 2012年 提 升
50%以上。“东部”“高加索”等战略战役
演习和“雷霆”系列核演习趋于常态，俄
军应对大规模军事冲突的能力得到进一
步检验。俄国防部自 2015年开始研究
信息战场仿真环境，模拟太空、空中、地
面和海上战场环境，创设战略、战役和战
术层级虚拟作战空间，推动指挥效率和
实战能力大幅提升。

俄十分重视信息战场建设，2012年
以来完成 100多颗军用卫星更新工作，
天基预警、导航、通信系统初具规模，部
署“沃罗涅日”等数百座各谱系雷达，战
场“透明度”发生根本性改变。

俄将叙利亚战场作为转型建设的
“磨刀石”。通过人员轮换任职，使各级
指挥官积累了战场指挥、各兵种协同作
战等实战经验。2018年起，俄开始组织
军事科研单位赴叙利亚学习，并将获得
的经验教训列入军事院校教学大纲。俄
大量新型武器在叙反恐战场进行了实战
检验，包括苏-57战机、“天王星-6”机器
人等。俄军表现赢得国内民众认可，统
计数据显示，92%的俄罗斯人给予军队
积极评价。

破解俄军战破解俄军战力翻倍密码力翻倍密码
■■李锡宁李锡宁 刘磊娜刘磊娜

企业是重要动员对象

文章称，特朗普已宣布将在必要时
激活《国防生产法案》，要求相关企业为
满足国家需要调整生产线，这是美国国
防动员体系调整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作
为三军总司令，总统不仅可以依据法律
要求相关企业生产急需民用物资，而且
有权在战时状态下要求他们生产战争物
资。也就是说，在未来国防动员体系中，
企业将成为重要动员对象。”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
简森?邓普西认为，将企业作为重要动员
对象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未来战争将
是先进技术和复杂装备的较量，要保持
战场优势，就必须迅速补充消耗。在政
府统一指挥下，企业的研发能力、创新能
力和生产能力将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保
证国家安全和战争消耗。

文章指出，将企业列为动员对象可
能会面临诸多困难，比如，缺乏规划和现
代化的组织机制、跨国公司不服从政府
指挥等。尽管美国政府曾有过接管煤
矿、铁路等战略部门的经验，但能否尽快
摸索出一条“企业动员”的合理方式，仍

有待观察。

设立特殊战略储备

美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杰奎琳?施内
德表示：“未来战争的高技术特性表明，
专门技术和专业人才是重要资源。未来
国防动员将愈加强调征召人员的专长，
比如网络技术、医疗护理等。为此，美国
国防动员体系应设立一项特殊的战略储
备，即各学科专家和拥有专门知识与能
力的特殊人才，这意味着智力动员将成
为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内容。”

文章称，五角大楼正在进行智力动
员方面的探索。“网络空间阳光房委员会
（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组建的智
库组织）已倡议建立‘军事网络后备役’，
以便五角大楼在必要时能够迅速征召高
技术人才。”前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
内勒表示，对这类储备人才可以适当放
宽体能和训练要求。“我们需要的是他们
的技术，而不是开枪杀人的能力。”

施内德建议从现在开始改革适龄青
年登记制度。她表示，尽管美国兵役登
记局记录了 18岁至 25岁青年的基本情
况，但并未掌握详细信息。有关部门可

以展开一次调查，详细登记在册人员的
技能、职业背景或作战经历，以完善人才
储备记录，为智力动员打好基础。

培养更多准军事人员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库鲁
拉克表示：“未来，加入军队不一定是被动
员者的唯一出路。在紧急状态下，我们的
国家需要得到各种类型的服务。兵役登
记局应该清楚，他们的征召对象不一定全
部进入军营。相关部门应根据年轻人的
特长分配他们的去向，在满足军事需要之
外满足其他需要，比如退役军人发挥军事
特长，充任地方性质的‘青年军事教官’，
培养更多合格的准军事人员。”

美国国家军事、国民和公共服务委
员会认为，未来接受动员的青年可以选
择多种方式为国效力。为此，现行美国
国防动员体系应作出适当改变，给那些
在危机、冲突或紧急情况下接受动员，但
又无法在预备役、国民警卫队和现役部
队服役的人员提供多种方案。委员会成
员、美陆军退役军官达普?邓纳多表示，
未来国防动员体系将拥有一种崭新架
构，可以向年轻人提供多种动员通道。

美欲扩大国防动员范围
■战 扬

据外媒报道，美陆军正在为无人
战车开发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以帮
助决策者搜集信息，提升人机联网能
力。根据美军未来发展规划，美陆军
作战力量将逐步向小型精干化、智能
无人化方向发展。其中，打造具备跨
越所有指挥层级、持续保障作战行动
的“非对称”网络战力，是重中之重。
未来，美陆军将着力发展以下 5种网
络能力。

一是动态传输计算能力。美军
提出，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持
下，美陆军不仅要具备全球机动能
力，还要具备与上级通联中断后的自
主作战能力，提高所有层级的敏捷
性、准确性和全局性的决策效率。为
此，陆军网络必须大力发展动态传输
计算能力，即通过发现和利用相关资
源，获取作战所需信息并预测未来信
息需求，根据作战需要和任务变化，
动态部署应用程序和相关信息。此
外，要能够根据指挥官的需求，进行
重新组网和数据传输，增强边缘设备
联网能力，为局部或联合作战提供实
时信息保障。

二是即时数据决策能力。虽然美
军已具备近乎实时的打击环链，但很
显然他们并不满足。无论是美军网络
司令部还是美陆军未来司令部，都提
出要创新系统工具，构建速度更快的
数据决策框架，减少搜集数据所需时
间，尽快将数据转化为高质量情报，并
以支持作战决策的最佳方式传送信
息，将无效数据的干扰降到最低。他
们的最终目标是，指挥员只需将单个
士兵获取的信息与整个作战单元进行
整合，就能为决策提供及时、完整、有
用的信息支持。

三是人机互通认知能力。美军认
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人机
协同作战将使部队规模大幅缩减、作
战节奏大幅加快、“集群”作战大幅增
加，分布式部署、集中式杀伤将成为常
态，这意味着作战人员须强化战场态
势 感 知 能 力 ，进 而 实 现“ 分 布 式 杀
伤”。为此，美陆军提出要加强对认知
科学理论、人机交互技术，以及有针对
性的应用模型和动态规划系统的运
用，实现人机互通认知、同步运行和对
执行复杂任务中作战资源的协同运用
能力。

四是平台自主作战能力。美陆军
指出，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越来越多
的无人作战平台投入战场，机器人正
逐步成为作战双方角力的焦点，如何
运用、管理机器人作战平台乃至机器
人“集群”战斗队，是美陆军正在研究
的课题。未来，美陆军网络能力将与
机器人技术、人员能力素质同步发展，
在人机交互基础上，实现机器人自主
分析、处理、运用海量数据，提升自主

作战能力，成为陆军动态、移动网络的
重要组成，与相关人员共同维护网络
安全、抵御网络入侵。

五是网络空间攻防能力。美军声
称，近年来，其网络遭受攻击的频率不
断上升。为此，在未来战争中，美陆军
网络必须具有自动配置、通信保障、可
信协同以及自我修复等功能，具备自
毁能力、数据备份能力和利用备份数
据维持作战的能力，增强网络弹性，确
保网络攻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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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防部长绍
伊古近日在联邦委员会
会议上表示，受益于改革
转型和高质量演训活动，
2012年以来，俄军战斗力
提升 1倍以上，使俄军得
以在军事威胁上升形势
下维持与北约的战略均
势。有分析称，绍伊古的
讲话对当前俄联邦武装
力量应对现代战争的能
力进行了盘点，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新面貌”改革
以来、特别是经历两场局
部战争后，俄军整体作战
实力实现大幅跃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5日报道，俄海军亚森级核潜艇首艇“北德文斯克”号日前在阿尔汉格尔斯
克州一处训练场进行“口径”巡航导弹射击训练，创下俄武装部队纪录。近日，俄卫星通讯社记者应邀登
上该潜艇，目睹了潜艇内部鲜为人知的若干细节及其独特之处，揭开了这艘潜艇的神秘面纱。

美国“军事”网站刊
文称，美军近期出现新
冠肺炎感染者，外界开
始对美军能否保持“健
康”表示怀疑。文章称，
如果在上述情形下爆发
战争，现行国防动员体
系恐难以应对。为此，
美国正酝酿对国防动员
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革，
扩大国防动员范围将是
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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