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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美陆军正推进代号
“造雨者”的数据网络架构研发项目，
并希望通过编拟通用标准程序，链接
全部网络，实现全网数据共享。所谓
数据网络架构，是一种数据组合结构
和一系列数据访问服务，主要是通过
简化不同存储环境中的数据管理程
序，提供统一云数据服务，有利于数据
访问和控制。

美陆军将数据网络架构解释为一
系列通用技术标准和应用程序接口，
可使原本不兼容的系统间实现数据共
享，主要包括5个方面。一是数据共享
自动化。即在机器、系统之间自动共
享全部数据，无需人工重复导入，减少
耗时且避免出错。二是数据共享全网
化。从在轨卫星、中央数据库到单架
飞机、各型车辆和前线部队，所有网络
单元、体系均可共享数据。三是数据
共享普惠化。不同安全等级用户可共
享数据，降低对非敏感数据的访问限
制，避免因权限问题无法访问整个数
据库。四是数据共享完整化。避免因
数据属性、传输速率、带宽分配等限
制，使用户仅可获取数据摘要和部分
数据，确保各类用户可获取所需详细、
完整数据。五是数据共享安全性。为
不同用户提供特定智能访问服务，阻
止用户使用特定数据单元，确保数据
共享安全。

美陆军认为，数据网络架构是实现

全网链接、数据共享必不可少的组成。
目前，各国军事指挥机构跨系统导入数
据的办法是手抄、再录入。这种办法不
适用于导入大量详细数据。另外，即使
现有系统能够相互通信传输，也无法发
送完整、详细的报告内容，只能发送摘
要和部分元数据。对此，美陆军认为，
如果不能充分共享武器系统所需的详
细数据，就无法为其所谓的联合全域作
战野心作支撑，建立跨陆、海、空、天和
网络空间的大型网络。因此，美陆军力
推“造雨者”数据网络架构项目，希望构
建一种无缝收发数据的程序机制，实现
跨系统共享数据。

该项目由美陆军未来司令部下属
机构牵头，美通用电力公司和另一家科
技公司负责研发程序和设备。美陆军
在不久前举行的“融合项目”演习中对
该项目成果进行了测试。演习中，该项
目的原型程序和设备成功将目标详细
数据从刘易斯堡旅级模拟战术作战中
心发送至尤马试验场的一个营级战术
作战中心。从组成形式看，美陆军将载
有原型程序和设备的计算机装入一个
集装箱内，形成一个可投放至战区的云
计算中心。目前，该项目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如何通过有限的带宽和不稳定的
链接线路，将大量数据快速传输到前线
部队。为此，该项目成果暂时不提供部
队，预计将于 2023年完成研发后投入
使用。

美陆军“造雨者”项目

谋求全网数据共享暴露野心
■成高帅

从“铁鹰”到“天弓”

韩媒称，“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于
2012年开始研制，但其研发历史最早可
追溯至1998年。

1998年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后，
韩国启动 M-SAM计划，开发射程为 30
千米至60千米的地空导弹系统，以代替
韩国空军装备的老旧的美制“霍克”中
程地空导弹系统。该计划后被称为“铁
鹰”-2项目。

这一时期，俄罗斯开始以军事技术
偿付苏联时期拖欠的韩国债务，俄韩军
事技术交流因此热络起来。1999年，韩
国从俄罗斯购买导弹技术，支持“铁
鹰”-2项目启动。2005年双方签署多项
协议后，俄金刚石-安泰公司开始向韩
国提供地空导弹系统技术。在俄罗斯
的协助下，韩国选择在俄 S-400地空导
弹系统9M96E拦截弹基础上，研发中程
地空导弹系统。

2010年 7月，在完成第二阶段研发
任务后，“铁鹰”-2项目进行试射并取得
成功。随后，该项目转入量产准备。
2012年，韩国开始对“铁鹰”-2系统进行
国产化，项目名称也改为“天弓”-2。与
此同时，俄国防部在观看金刚石-安泰
公司的演示后，要求在“铁鹰”-2系统基
础上研发一型俄军自用款中程地空导
弹系统，即S-350“勇士”地空导弹系统。

2017年，“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进

入最后测试阶段，2018年量产，2020年
年底开始交付韩军。

俄式设计风格明显

“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的俄式设
计风格明显。该系统主要由拦截弹及
其 8联装垂直发射装置、多功能雷达和
火控系统等组成，核心是一部 X波段固
态有源相控阵雷达。该雷达具有较好
的抗干扰能力，能够快速搜索和精准跟
踪范围内的弹道导弹，对小目标也有较
好的探测跟踪能力。

“天弓”-2地空导弹长 4.6米，外形
与9M96E拦截弹稍有不同，取消了弹体
前部小鸭翼，依靠尾舵和矢量推进技术
获得较高机动性。该导弹采用复合制
导，射程约 40千米，最高速度 4.5马赫，
射高1.5万米至2万米，使用定向破片战
斗部对来袭导弹和战机进行打击。

“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的指控系
统集合在一个机动方舱中，通过数据链
与驻韩美军保持战术数据信息传输。
指挥方舱中设有 2个指挥席，指挥席前
有 6块综合显示屏，可显示雷达搜索和

导弹拦截情况等。

反导系统迈出第一步

在“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研发中，
韩国将俄罗斯的防空导弹技术、美国的
信息技术和韩国的微电子等技术进行
融合，使“天弓”-2达到第四代地空导弹
技术水平，具备拦截短程战役战术弹道
导弹能力，并对韩国未来防空能力产生
明显影响。

“天弓”-2防空导弹系统采用俄制
导弹常用的“冷发射”技术，导弹依靠外
力获得初速，飞到空中后再自行点火，
这种发射技术有助于提高发射系统的
安全系数。同时，该导弹发射系统采用
模块化设计，以实现快速装填。目标搜
索和导弹引导集中在一部 X波段雷达
上，最大限度减少了系统设备数量，一
个导弹连仅需很少车辆就能完成防空
阵地的布设。

不过，“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也有
局限性。首先，由于 X波段雷达天线工
作方向较高，主要应对高空战机和弹道
导弹，对掠地飞行的战机和巡航导弹探

测不足，加上没有配置低空补盲雷达，
很容易遭到超低空打击。

其次，尽管“天弓”-2地空导弹系
统迈入中程防空导弹行列，但速度、射
程和射高较小，拦截弹道导弹能力有
限。以“大浦洞”2型中程弹道导弹为
例，其飞行速度据称达到 7.8马赫左右，
进入“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拦截范围
后仅需 15秒左右就能击中目标，留给

“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的二次拦截机
会很少。

第三，“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拦
截弹采用的定向杀伤战斗部虽较传统
破片杀伤战斗部拦截率有所提升，但
面对弹道导弹时，杀伤效果有限。一
旦没有将其完全摧毁，弹头残骸沿预
定弹道坠落下来，对目标区域仍会造
成巨大伤害。

由此可见，“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
仅拥有一定反导能力，对中远程弹道导
弹的打击能力不足。不过，该导弹系统
的出现，标志着韩国在研制反导系统方
面迈出第一步。未来，该系统将与韩国
正在研制的高层反导拦截系统搭配作
战，满足韩国国土防御需求。

射程最短的反导系统
——韩国“天弓”-2中程地空导弹系统服役

■孙亚力 王笑梦

据俄媒报道，鉴于俄罗斯新冠肺炎
疫情形势严峻，俄国防部决定加快辐
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简称三防部
队）的换装进程，包括装备新型消毒喷
雾系统和运输感染者的机动设备。目
前，俄军方已完成对新型消毒喷雾系统
的测试工作。

据报道，今年底，俄军方将开始大
规模采购这一新型消毒喷雾系统。该
型系统不仅将用于军事领域，也可用于
民用领域，协助抗疫工作。俄国防部计
划，明年底前这一新型设备将交付多个

军区三防部队的独立旅、团。
新型消毒喷雾系统装载在卡玛斯

卡车底盘上，能够在 1小时内对 56件
设备进行消毒，或在 1分钟内完成 90
平方米面积的消毒工作。车辆起重设
备上配有机械臂，可对数米高的墙壁
和天花板进行消毒，还配备手持式喷
雾器，可在室内等狭小空间内使用。
目前，俄国防部已在数个军用机场使
用这种新型系统对外国人员和货物进
行消毒。

俄国防部为三防部队装备新型消

毒喷雾系统也是该部队换装计划的一
部分。俄三防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
洛夫中将表示，到 2020年年底，俄三防
部队的现代化装备比例将超过 70％，5
年 内 ，这 一 比 例 将 达 到 85％ 。 而 到
2021年，需要三防部队消毒的设施将
达 11.3万座，总面积超过 2500万平方
米，包括 200余架飞机和 1.9万件军事
技术装备。

目前，俄军共派出 1万余名军事人
员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俄军
事专家表示，俄军目前使用的喷雾消毒

车辆是苏联时期研发的，服役时间过
长，技术落后。在目前疫情形势下，对
新型消毒车辆需求特别大。新型消毒
喷雾系统主要用于在使用化学或细菌
武器的场所中，对人员、设备和建筑物
进行消毒，还用于在人为事故中对被污
染物和人员进行消毒。该系统采用自
动化操作，灵活简便，可针对特定任务
采取专门行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
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俄军方
在协助其他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
曾使用这种喷雾消毒系统。在疫情流
行初期，根据俄罗斯与意大利政府达成
的协议，俄罗斯向该国受疫情冲击最严
重的地区派出约20台喷雾消毒系统，发
挥了重要作用。

俄三防部队的职责是在发生使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条件下有效
减少军队损失。此外，他们在和平时
期也参与消除和污染有关的大规模人
为灾难。此前，俄三防部队曾多次参
加抗击流行病和应对核辐射灾难行
动。2016年，俄三防部队参与亚马尔-
涅涅茨自治区消除炭疽热行动。切尔
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俄三防部队全
力参加消除核污染工作，并参与在被
摧毁的核电站上建造第一个石棺的行
动。俄三防部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
及时检测区域病原体、辐射和化学污
染。为提高效率，该部队还装备无人
侦察机和遥控机器人等。目前，其主
要力量是隶属各军区的独立旅，下辖
三防分队。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中则编
制一个三防团。这些部队除执行三防
任务外，还能对敌人实施打击和协助
己方防御。为此，这些部队还配备履
带式 TOS-1A重型喷火系统，同时已
开始装备新型 TOS-2喷火系统。

俄三防部队装备新型消毒喷雾系统
■柳 军

据外媒报道，英军在最近的“陆军
作战实验 2020”中演示了对流层散射
大容量超视距通信技术。

对流层散射通信是指利用大气对
流层对无线电波的反射作用进行通信
的一种技术。对流层是大气层的最底
层，包含大量不均匀介质，如空气涡流、
云团和水汽等。它们对无线电波的折
射率不同，当无线电波从其中通过时，
会发生散射现象。部分无线电波被反
射到远处地面，即所谓对流层散射通
信。在试验中，对流层散射通信的有效
作用距离达上千千米。

除可进行超视距通信外，对流层散
射通信还具有以下优点。

抗干扰能力强。由于散射通信通
常采用大口径抛物面天线，波束较窄，
方向性较强，因此通信信号很难被窃取
或干扰。另外，对流层散射通信主要依
赖涡流和云团等传播介质，与电离层无
关。因此，只要设备本身无损，即便发
生核爆，也不会影响通信质量，这也是
对流层散射通信的独有优势。此外，太
阳黑子、磁暴和雷电等现象对其影响也
不大。

通信容量大。对流层散射通信的
通信容量虽比微波通信和卫星通信小，
但比短波通信大，既可传送海量语音信
号，又可传送高速数据和电视信号，且
可靠度较高。

通信距离远。对流层散射通信距
离一般约 300千米，最远可达 1000千
米，可跨越高山、湖海、沙漠等自然障
碍，采用多站接力时，通信距离可达数
千千米。

鉴于对流层散射通信的巨大价
值，近年来各国在该领域投入不小精
力。去年 5月，美国雷神公司宣布，将
向美国陆军提供新的对流层散射通
信系统，确保美军能够在竞争环境下
获得安全通信数据。据报道，此次英
国展示的对流层散射通信系统被称
为紧凑型超视距移动远征终端，可为
超视距通信提供大容量、低延迟数据
链路，且不依赖卫星或多个视距中继
器。据称，这套移动远程终端仅重
25.4千克，数据传输速率在 5兆至 60

兆，一名士兵用 15分钟即可安装完毕
并投入使用。这套移动远程终端将
与英军装备的战术通信系统一起，构
成一套完整的移动通信装备，提供超
视距通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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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报道，根据韩
国防卫事业厅 11月 26日的
声明，韩国国产“天弓”-2中
程地空导弹系统（以下简称

“天弓”-2地空导弹系统）首
次交付韩国空军，将进一步
增强韩国对弹道导弹的防御
能力。

分析认为，“天弓”-2地
空导弹系统射程仅 40千米，
射高不超过 2万米，在冠以
反导之名的各类防空导弹中
几乎都是最短的，却符合韩
国国土防空的实际需求。

新型消毒喷雾系统装载在卡玛斯卡车底盘上新型消毒喷雾系统装载在卡玛斯卡车底盘上

““天弓天弓””--22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右上图为发射效果图右上图为发射效果图

美陆军希望构建一种通用标准程序美陆军希望构建一种通用标准程序，，实现全网数据共享实现全网数据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