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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美联合示强

2月以来，顿巴斯地区交火事件和人
员伤亡有所增多，乌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
装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4月3日，
乌政府军对顿巴斯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
乌东部民间武装4月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的机会渺茫，已
作好进攻准备。4月8日，乌总统泽连斯基
视察乌东部前线。据乌媒体统计，迄今为
止共有25名乌克兰士兵在冲突中丧生。

在乌东部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 4
月初申请加入北约再次被拒，但是美国
持续向乌发出“战斗准备”信号。美总统
拜登表示，美国将在乌东部冲突中给予
乌克兰“毫不动摇的支持”。美海军飞机
近期频繁在黑海上空实施抵近侦察，以
监视俄罗斯的海上活动和俄军在克里米
亚半岛的动向。此外，美国宣布将在

2021财年向乌克兰提供1.25亿美元的军
事援助。据美联社报道，美军4月9日起
与乌军进行联合演习，以共同应对“入
侵”威胁。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
有美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国正考虑未来
几周向黑海派遣军舰。

俄强力回击

对于乌美的强硬态度，俄罗斯多次
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顿巴斯
等地局势升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4月9日表示，基辅当局的好战态度
使顿巴斯局势有恶化的趋势，乌克兰政
府不该有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乌东部问
题的幻想。

一方面，俄罗斯部署重兵。据乌克
兰军方宣称，自 3月底以来，有近 2万名
俄军士兵向乌边境机动。乌社交媒体
上也出现俄罗斯向该地区运送重型武

器的视频。乌武装力量总司令霍姆恰
克表示，近期俄军“以准备演习为名”在
靠近乌克兰边境的3个州和克里米亚半
岛部署28个营级战术群，预计还将增加
部署25个。美国情报机构称，俄罗斯在
俄乌边境地区部署的军队人数创历史
新高，为此美国驻欧军队已提高警戒。
英国广播公司 4月 8日援引卫星照片报
道，俄军在距乌 170千米的沃罗涅日新
建野战军营，部署坦克等重型武器装
备、帐篷、食堂和战地医院等。

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近期频繁与
相关大国首脑通话。4月8日，普京在和
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中指责乌克兰近
来的挑衅行为有意煽动东部局势，乌总
统前往顿巴斯地区视察部队的举动，在
俄罗斯看来无异于“玩火”。4月9日，普
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阐明解
决乌克兰境内危机的途径，重申明斯克
协议是解决乌东部问题的重要基础。

未来走向何方

乌东部冲突表面上是乌政府军与
民间武装之间的冲突，实际关乎美俄博
弈。从当前形势看，乌东部局势持续发
酵，未来或将使乌国家安全、美俄关系、
北约前景等面临重大考验。

目前，乌国内不少人对乌东部局势
持悲观态度，认为在没有北约参战的情
况下不会赢得战争。

美国新闻周刊称，随着乌东部紧张
局势升级，美国内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
施的呼声越来越高，俄也准备好应对美
俄关系的“最坏情景”。英国路透社评
论认为，乌东部乱局让原本紧张的美俄
关系更加复杂，拜登政府如无法妥善处
理乌东部问题，将使美俄关系进一步恶
化，重启双边关系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在乌克兰问题
上存在内部分歧。虽然，美国力邀乌克
兰加入北约，但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
反对北约继续东扩，更无意卷入乌东部
冲突。德国认为，如今俄罗斯的核武器
等军事装备始终对准德、法等欧洲国
家，倘若北约接纳乌克兰，无疑是在冒
险，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出现核战
争的可能性急剧提升。俄罗斯《观点
报》4月 9日称，乌东部乱局已导致北约
分裂为两个阵营，随着乌东部冲突的持
续发酵，北约内部的裂痕或将进一步加
大，联盟体系面临严峻考验。

实际上，虽然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
保持克制态度，但在实力对比明显占
优、决心意志较为坚定的情况下，俄罗
斯明确透露乌克兰如果不停止挑衅，俄
罗斯不排除将复制“克里米亚模式”，直
接控制顿巴斯地区。鉴于目前各方情
况，该地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但
也要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乌克兰东部局势再度恶化
■杨忠洁

抢占“制脑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美军
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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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作战人员需强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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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强调，
人机协作、自主武器、机器辅助决策等
是未来获取作战优势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脑机接口技术被美军认为
是提升人机协作能力的关键，也是美国
商务部限制对外出口的技术之一。据
兰德公司 2020年为美军提供的报告显
示，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日益成熟，未
来各类军事装备的操控、信息技术的交
互，将因“人机直连”变得简便、高效。
基于上述认知，以 DARPA为首的美军
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加大在脑机接口技
术领域投入，试图以此增强士兵在战场
环境中的感知能力与学习能力，抢占多
维空间“制脑权”。

军事领域应用

2002年以来，随着计算机算力提升
和人体医学研究不断取得进展，DARPA
对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兴趣愈加浓厚，并
资助了“认知增强”“人类辅助神经设
备”等一系列科研项目。

有分析认为，DARPA每年在脑机
接口技术项目上投入达数百万美元，

从选取的项目类型来看，重点关注两
方面。

一 是 利 用 脑 机 接 口 的“ 人 机 结
合 ”特 性 ，增 强 使 用 者 的 认 知 能 力 。
据媒体报道，DARPA设立的“神经工
程系统设计”项目，试图通过植入装
置与士兵大脑中超过 100万个神经元
进行连接，将脑电波和电突触信号转
换为可被电脑读取的二进制代码，用
以 实 现 对 电 子 设 备 的 控 制 。 此 外 ，
DARPA还 上 马 了“ 下 一 代 非 手 术 神
经技术”项目，试图通过可穿戴设备
的非侵入性神经接口，记录和刺激士
兵大脑的动态感知，使士兵与军事装
备进行交互，提升士兵的战场信息认
知能力。目前，植入式采集脑电信号
的技术难点，是研制性能先进的神经
接口元器件。

二是修复士兵心灵创伤与行为功
能。与战争中的身体外伤相比，战争
综合征是战争对军人生理与心理的双

重创伤。DARPA试图通过脑机接口技
术破解这一长期困扰美军高层的难
题。近年来，DARPA相继开展“恢复记
忆”“弥合差距+”等项目实验，试图利
用脑机接口技术修复士兵心灵创伤与
行为功能。其中，“恢复记忆”项目主要
帮助创伤性头部损伤的士兵修复神经
系统，同时为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神经
性 疾 病 患 者 恢 复 记 忆 。 而“ 弥 合 差
距+”项目旨在通过植入式和自适应装
置为士兵治疗脊髓损伤，目前项目仍
处于实验阶段。

面临诸多挑战

尽管 DARPA在脑机接口技术方面
不断投入，但其技术突破、伦理制约和
实际应用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技术突破尚需时日。比如怎
样从复杂的生物脑电信号中准确提取
信息、如何确立大脑心智信号与实际

行为之间的准确关系、如何厘清疾病
修复与性能增强之间的界限等都是未
解难题。

其次，伦理挑战也是制约脑机接口
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脑机接口技术本
质上是打通机器与人体大脑思维之间的
直接链路，必然指向人机的共生与融
合。然而，不论是人脑趋于机器化，还是
机器趋向拟人化，这一人机融合的走向
势必造成传统“人-机”类属关系的模糊
和混乱，恐将引发深层的伦理危机。

最后，在作战应用方面，脑机接口
技术面临作战体系脆弱性、责任界定难
等问题。战争中的网络攻击或将使信
号传输受到严重干扰，对手也可能通过
入侵方式向士兵大脑发送认知指令，造
成认知障碍。此外，如何界定脑机接口
技术触发的事故责任，也仍然是悬而未
决的问题。因此，尽管 DARPA对脑机
接口技术抱以期待，但诸多技术难题使
其距离实战化还有差距。

美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研发
■龙 坤 程柏华

据《简氏防务周刊》报道，作为英
国和卡塔尔于 4月 1日签署的军事合
作协议的一部分，英国将与卡塔尔合
作为“鹰”式高级喷气教练机组建联合
作战单位，该单位将驻扎在英国皇家
空军利明基地。两国扩大防务伙伴关
系是双方战略考量的结果。

建立军事合作

4月1日，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
和卡塔尔副总理兼国防事务大臣哈立
德?本?穆罕默德?阿提亚共同宣布扩
大两国空军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签署
军事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卡塔尔政府承诺提供
60亿英镑（1英镑约合 9元人民币）的
一揽子计划，包括向英国购买 24架

“台风”战斗机和 9架“鹰”式喷气教
练机。

此外，该协议强调为两国空军提
供交流和培训的机会，在技术和训练
等方面实现合作共享。同时，英国皇
家空军“旅行者”号喷气式飞机将部署
至卡塔尔，以便定期为卡塔尔埃米里
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部队提供空中加
油培训。

双方各有盘算

分析认为，此次英国和卡塔尔签
署军事协议，全面扩大防务伙伴关系，

有着各自考量。
一方面，对于英国来说，意图进

一步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战略层
面，英国“脱欧”后，在军事上逐步强
化建设并扩大活动范围，以便重新作
为独立一极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
近几年，英国不断加大对中东事务的
参与力度，此次和卡塔尔的军事合作
意味着英国在中东地区的触角不断
延伸，欲通过建立防务合作关系的方
式扩大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并以此为跳板，成为影响中东局势的
重要力量。经济层面，英国自 2004
年成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以来，
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英国天然气一半左右依赖进
口，其中近 1/3来自卡塔尔，未来对
天然气进口依赖程度仍将上升。在
此背景下，英国也有以合作换能源
的考虑，试图通过维持和卡塔尔的
良好关系，确保英国能源供应的充
足与安全。

另一方面，对于卡塔尔来说，合
作有助于增强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
上掌握主动权。大国依赖一直是卡
塔尔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此次合
作不仅使卡塔尔获得空中打击力量，
一揽子培训计划更保证了未来卡塔
尔在空中作战力量建设方面的持续
性。英国的支持，为卡塔尔在沙特、
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之间谋求
地区平衡提供了一定支撑。

英国和卡塔尔
联合部署“鹰”部队

■尹江辉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
部创新日主题展览于4月7日在“时代”
科技城开幕。在 200余件国防科技创
新产品中，“变色龙”反无人机检测跟
踪系统引起广泛关注。

据悉，该系统由莫斯科科研电视
学院研制，重 45千克，可搭载于装甲
车辆，也可以安装在固定设施上，主
要用于检测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小型
目标物，有效检测距离为 3500米至
9000米。此外，该系统还具备全天候
检测和跟踪能力，可检测出无线电静
默状态下的入侵无人机，能够在多个
光谱范围内自动识别目标并跟踪目
标，同时向干扰工具或火力打击武器
发出指令。

俄罗斯为何要研制以“变色龙”为
代表的反无人机检测跟踪系统？原
因在于获得更多装备优势，并进一步
扩大其世界军贸市场占有率。

一方面，俄军拥有“摩尔曼斯克-
BN”“克拉苏哈-4”等电子战系统，具备
从近程到远程基于各功率级别的电磁
干扰能力。同时，俄构建了较为完善
的空天防御体系，对常规导弹、战斗机
和大中型无人机目标均具备快速察打
能力。然而近年来，小型无人机凭借
其隐秘性、便携性和性价比，通过实施

“蜂群”战术、分布式空中突袭、自杀式
精确爆破和隐秘战术侦察等行动，在
各类反恐、袭扰、侦察等小规模军事行
动中展现出极佳效能。目前，世界多
国均计划提升无人机在军队武器装备
中的比例。而对俄军来说，其空天防
御体系难以发现这类小型无人机，尤
其是小到厘米甚至毫米级别的无人
机。因此，为严防小型入侵者，俄罗斯
试图综合运用雷达、射频、光电和声波
技术提升反无人机检测能力，弥补防
御体系的短板。

目前，全球已列装和在研的反无
人机检测系统多达数百种。其中，丹
麦、以色列、英国、美国、韩国等研制的
多种型号已具备对厘米级别无人机进
行全天候检测和跟踪的能力。

另一方面，据美国智库“敏锐研究
和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显示，受智能化

战争发展的驱动，2015年至2026年，全
球反无人机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27.6%，2026年反无人机市场规模预计
达到 44.3亿美元。西方制裁之下，国
防工业成为俄罗斯支柱产业之一。这
也是俄多年来大力进行军事科技创新
的重要原因，俄必须持续贯彻武器装
备出口战略，以提升其经济和科技竞
争力。受此影响，面对每年数十亿美
元的军贸市场，俄罗斯势必不会放弃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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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DARPA资助研发的非植入式脑外装置资助研发的非植入式脑外装置

4月9日，美一家公司公
布一段猕猴玩乒乓球游戏
的视频，让脑机接口技术再
度引发热议。而这一技术
背后所潜藏的颠覆性潜力，
早已引起美国军方尤其是
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以下简称 DARPA)的高度
重视。

英国英国““鹰鹰””式教练机式教练机

综合外媒报道，乌克
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再
度恶化，乌美两国政府联
合对外展示强硬态度，俄
罗斯多措并举强化战略威
慑。在此背景下，未来乌
东部地区局势和大国关系
面临重大考验。

44月月77日日，，乌克兰军人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哨所警戒乌克兰军人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哨所警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