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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理论探索

报告认为，“分布式作战”提出的“联

合”概念与其他军种乃至盟军的作战要

求和经费投入相脱节，导致在实践运用

中出现 3 个方面问题。

能力冗余。因缺乏军种间有效协

调，特定军种在其主导领域执行“分布式

作战”概念，当某个计划被拒止时都会出

现问题，极易导致能力冗余。

协同困难。建立伙伴关系时，争取

盟友建立前沿基地是“分布式作战”的主

要方法。由于合适的地点有限，在建立

基地的优先次序上可能出现分歧。

标准不一。在指挥控制方面，海军

和海军陆战队已明确复合作战指挥控制

架构，但其他军种并未纳入甚至未能了

解该系统。

关于概念的调整优化，报告建议重

点做好两点。一是加快作战验证。以综

合 演 习 为 抓 手 ，通 过 演 习 验 证 部 队 能

力。特别是与盟国伙伴的演习，既建立

可信的威慑能力，又向盟友展示决心，加

强对共同威胁的威慑。二是加强工作统

筹。美国国防部需要倡导制定统一的

“分布式作战”联合愿景，利用新的联合

作战理论确立相关概念，加强综合演习

以完善概念，促使各军种融入联合作战

规划当中。

加快实践运用

通过观察美海军近期动态不难发

现，除理论探索外，美海军在“分布式作

战”概念实践运用上也动作频频。

一方面，依托联合演训验证核心能

力 。 美 海 军 太 平 洋 舰 队 称 ，“ 卡 尔·文

森”号航母搭载的战机 8 月 26 日与美海

军 陆 战 队 和 英 皇 家 海 军“ 伊 丽 莎 白 女

王”号航母打击群联合操练。在美英航

母联合互操作性飞行期间，战机执行验

证 联 合 集 成 技 术 、战 术 和 程 序 的 任 务

（包括空中加油等）。这是“卡尔·文森”

号航母打击群和英皇家海军航母打击

群的首次联合作战。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指

挥官西蒙·多兰表示：“英皇家海军和美

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与美海军

F-35C 战 斗 机 一 起 飞 行 ，进 一 步 加 强

F-35 战 斗 机 的 战 术 灵 活 性 和 互 操 作

性。”该任务展示美英两军协同遂行“分

布式作战”的能力，其包括信息化作战能

力、单元作战能力和体系作战能力等。

另一方面，加快装备研发推进体系建

设。美国雷神公司副总裁恩内泽近日透

露，为强化“分布式作战”能力，美海军正

推 进 相 关 武 器 装 备 建 设 ，如 研 发 AN/

SPY-6型雷达、协同交战能力传感器网络

和改进型“战斧”导弹等。

其中，AN/SPY-6 型雷达与传统雷

达相比，具有探测范围广、灵敏度高、识

别清晰等优势。值得关注的是，协同交

战能力传感器网络可生成实时复合航迹

图像，美海军正在美军及盟军中推广应

用。改进型“战斧”导弹可打击海上移动

目标和多样化陆地目标。

影响值得关注

未来，“分布式作战”概念或将进一

步提升美军作战能力，同时也给地区安

全局势带来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

首 先 ，战 力 提 升 或 将 进 入“ 快 车

道”。美海军高层普遍认为，“分布式作

战”概念能在“不对技术做过多改进，不

大幅增加预算投入和军舰数量”的情况

下，提升美海军水面部队的作战能力。

同时，“分布式作战”概念正改变美海军

水面部队的作战文化。即水面部队军官

通过训练掌握“分布式作战”概念的战

术、技术和程序，打造水面部队“进攻型”

作战思维和文化。

其 次 ，战 备 建 设 或 将 面 临“ 拦 路

虎”。“分布式作战”设想为美国海军所有

水面舰艇装备进攻型武器，而为航母护

航等防御任务势必受影响。“分布式作

战”设想各水面部队舰艇在海面上分散

部署，将加大后勤补给难度。美军要在

作战海域建设众多分散式补给基地，必

然增加预算开销。此外，“分布式作战”

设想在应对对手特种部队“登岛”等情况

时，美海军水面舰艇将实施“快速打击”，

弹药补给也将成为新问题。

再次，军力竞赛或将引发“多米诺效

应”。“分布式作战”试图针对潜在对手构

建进攻火力体系。此举虽增加美军在作

战中的胜算，却很难管控军事冲突的强

度和进程。实际上，早在“空海一体战”

作战概念提出时，美军内部就有人批评

称，该概念可能将小规模、低烈度的军事

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甚至核战争。相

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美海军“分布式作战”动作频频
■杨 淳

据俄媒报道，由俄罗斯未来研究

基金会主导、“机器人技术”科学生产

联合公司研制的地面作战机器人“标

识器”，8 月底在车里雅宾斯克地区自

主完成 100 公里复杂地形行军测试，表

明俄罗斯已具备研制和运用中高级智

能化地面作战机器人的能力。

此次共有 1 台履带式和 2 台轮式

“ 标 识 器 ”作 战 机 器 人 参 加 测 试 。 其

中，轮式机器人在 5 小时 41 分内连续

完成 40 公里越野行军和 60 公里泥土

及硬质路面行军。测试中，操作员在

数字地图上标注起点、若干个经过点

及终点，而“标识器”作战机器人则全

程依托激光预警系统、热传感器、红外

摄像机识别与跟踪系统等各类传感装

置和集成神经网络算法，完成独立构

建三维地图，分析判别现实路况，实现

自主克服障碍、规划路线和控制速度

等测试目标。

此外，“标识器”作战机器人还进

行驻地巡逻和无人机发射试验。驻地

巡逻，即在指定距离为 2.5 公里的环形

路线上持续移动 6 小时，进行环境监视

和感知测试。无人机发射试验，即通

过 该 机 器 人 发 射 20 架 次 多 旋 翼 无 人

机，实现地面机器人和空中无人机的

初步协同。

“标识器”作战机器人研制工作始

于 2018 年 3 月，将在 2021 年内完成 50

公里、100 公里和 200 公里的复杂地形

自主行军测试。其平坦路面续航时间

为 48 小时，崎岖地形续航时间为 24 小

时。该机器人可同时搭载 2 套武器系

统，包括轻武器、榴弹发射器、反坦克

导弹、自杀型无人机等，具备高精度射

击能力。

相 较 于 俄 罗 斯“天 王 星 ”-9 机 器

人，“标识器”作战机器人虽在体形和

火力方面稍显逊色，但其具备更高程

度的智能化水平。“标识器”作战机器

人 运 用 多 项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的 关 键 技

术，包括技术视觉、自主通信导航、自

主机动、模式识别和联动控制等，操作

员只需发布目标指示，“标识器”作战

机器人可自主判断如何接近目标、如

何克服路面障碍，并自主选定合适的

武器摧毁地面和空中目标。

此外，“标识器”作战机器人采用模

块化的设计结构，具备开放式信息架构，

可与更多技术装备快速集成。同时，“标

识器”作战机器人被俄罗斯未来研究基

金会视为可“学习进化”的实验平台，为

进一步研制先进的智能武器装备和探

索地空无人平台协同战法打下基础。

总的来看，包括“天王星”系列在

内，俄地面作战机器人的智能化和实

战化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值得一提的

是，“标识器”作战机器人此次测试的

相关视频，俄官方已上传至网络视频

平台，显示出俄罗斯在军事智能化发

展中的自信。

自主完成百公里行军
俄地面作战机器人智能化水平再提升

■许 斌

9 月 1 日，根据法、德两国国防部长

签 署 的 空 中 运 输 合 作 协 议 ，番 号

“BA105”的联合运输机中队在法国诺

曼底埃夫勒空军基地正式成立。

新 成 立 的 联 合 运 输 机 中 队 现 有

法 空 军 2 架 C- 130J 运 输 机 和 2 架

KC-130J 加油机，后续德联邦国防军

将 投 入 3 架 C- 130J 运 输 机 和 3 架

KC-130J 加油机，共计 10 架飞机。该

中队人员编成 260 人，包括飞行员、机

械师和后勤人员。

目前，法空军 4 架飞机将承担前期

训练和保障任务。德首架 C-130J运输

机预计 2022 年 2 月抵达基地，其余 5 架

飞机将于 2024 年前入队。

困局下的选择

近年来，老式飞机因维修保养无

法 保 证 出 勤 率 ，法 、德 面 临 运 输 机 数

量不足的难题。一方面，法国虽战斗

机性能突出，但运输机数量短缺。其

计划采购的 50 架 A400M 运输机至今

只交付 18 架，其中 5 架还在技术升级

改 造 。 原 本 提 供 安 -124 运 输 机 的 俄

罗斯因叙利亚问题暂停租借方案，导

致法军现有飞机只能完成 1/3 的运输

任 务 ，不 得 不 向 英 国 、加 拿 大 临 时 租

借。此外，为应对西亚和北非可能出

现的复杂情况，法军需要其他国家运

输机的支援。另一方面，德国的需求

更为紧迫，其 29 架 C-160 运输机今年

年底已达退役年限，且无法改造延长

使用。届时，德联邦国防军只有 15 架

A400M 运输机服役。

为解决共同的难题，2017 年 10 月

法、德两国签署成立联合中队和联合

培 训 中 心 的 第 一 份 协 议 。 两 国 各 出

资 1.1 亿 欧 元（1 欧 元 约 等 于 7.7 元 人

民 币）建 造 的 C-130J 运 输 机 训 练 中

心将于 2024 年落成。可见，此次成立

联合运输机中队，既能保证法军有足

够数量的运输机投送兵力，又能填补

德 联 邦 国 防 军 中 程 运 输 机 退 役 后 的

空档。

深入合作的缩影

法、德两国认为空中运输是双方

防务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未来两军

加强装备互通的重要一步。法空军参

谋长菲利普·拉维涅表示，希望与德国

在重型运输直升机领域进一步合作。

据媒体披露，在德联邦国防军 CH-53

重型运输直升机即将退役的情况下，

未来不排除法、德成立联合运输直升

机中队的可能性。

此次成立联合运输机中队，也是

法、德航空领域深入交流的缩影。德

国上一代 C-160 运输机正是法、德合

作的产物。“虎”式武装直升机也是由

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目前，法、德两

军直升机联合训练已成常态。

作为欧盟经济的“双擎”，法、德两

国在军事领域一直倡导和推动欧洲防

务一体化。法、德未来防务合作能否

成功，有待时间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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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俄军首次展示以“先锋”陆基

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型战略武器，

引发外界关注。俄媒称，今年以来，俄军

战略武器建设取得一系列成果，武器装

备现代化水平、应对军事威胁的战略制

衡力均有所提高。

确保可靠的核威慑力

俄总统普京曾表示，稳定可靠的核

武装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俄军

正推动核武器及其载具的列装和现代化

升级，预计年底核力量现代化装备占比

将超过 88%。

2021 年，俄陆基战略导弹迎来密集

“换装期”。特别是新型“亚尔斯”导弹，

共 3 个导弹师全面换装公路机动式“亚

尔斯”导弹，目前担负西部军区战备执勤

任务的第 35 导弹师已换装完毕；1 个导

弹师换装井基发射式“亚尔斯”导弹。俄

战略火箭兵新闻发言人称，80%以上的

“亚尔斯”导弹团将处于高水平战备状

态，保证稳定的陆基战略威慑水平。

外界关注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

弹，即将实施第 2 次试验发射，预计 2022

年正式列装。俄军正推进战略导弹延期

改造工作，准备以每年 6 至 8 枚的速度对

“白杨”系列导弹进行更新换代。

海基和空基战略核打击力量方面，

第 2 艘北风之神-A 级战略核潜艇“奥列

格大公”号海试，另 2 艘该型艇正在建造

中。俄海军总司令称，海军以每年服役

1 艘的速度接装新一代战略核潜艇，将

确保拥有 10 艘以上的规模。

同时，3架图-95MC型战略轰炸机完

成升级改造，首架改进型图-160M2战略

轰炸机进行“国家试验”后将于年内列装，

10架图-160M战略轰炸机也将全部升级。

打造非对称制衡力

俄海军宣布，“锆石”高超音速巡航

导弹已通过 10 次岸上发射测试、3 次飞

行试验和 1 次“国家试验”，俄军将成为

世界“首个同时拥有陆海空基高超音速

攻击武器的国家”。近期俄海军“北德文

斯克”号核攻击潜艇将搭载“锆石”导弹

进行水面发射测试，加快列装进程。

同时，“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开展测试工作，其搭载“母艇”09852 型

特种任务核潜艇完成首航试验，将于年

底服役。此外，俄媒披露，“海燕”核动力

巡航导弹已开展 2 次模拟发射测试，“俄

军将具备从最隐蔽的地方对全球任何地

域进行攻击的能力”。

在“军队-2021”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期间，俄军宣布已接收 2枚“先锋”陆基高

超音速导弹。年底，南部军区首个配备

该型导弹的导弹团将实现 6 枚满编。同

时，第 2个导弹团的部署工作也已展开。

“匕首”作为最早进入战斗值班的空

基高超音速武器平台，已在南部军区战

斗值班 2 年。中部军区混合航空兵师正

逐 步 换 装 可 搭 载“ 匕 首 ”导 弹 的 米 格 -

31BM 战斗机，计划年内实施“试验性战

斗巡逻”。中部军区第 21 混合航空兵师

部分苏-34 轰炸机进行改造，近期将挂

载该型导弹进行发射测试。此外，西部

军区 2 个航空兵团和北方舰队海军航空

兵计划在年底前接装“匕首”导弹。

密织空天防御网络

据报道，俄军年内首次空天防御战

略演习，动用 A-135 战略防御系统实施

“防核打击”“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等课目

演练，其间模拟国家防御指挥中心直接

指挥和各军区按任务方向的分级指挥，

对俄军当前战略预警和反导能力进行有

效检验评估。

今年以来，俄军不断推进战略预警

体系建设，先后对 3 座“沃罗涅日”战略

雷达进行现代化改造，在北极摩尔曼斯

克及科米共和国增设 1 座雷达，并启动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雷达建设工

作。俄边境地区基本构建起全面覆盖、

相互补充的陆基战略雷达网。

空天预警体系方面，俄空天军推出

10 枚“冻土带”导弹袭击预警卫星的部

署计划，预计 2024 年前“可对全球任意

地域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作出响应”。

在提高战略预警能力的同时，俄还

加紧战略反导反卫武器测试。今年 4 月

成功试射 53T6M 新型反导拦截弹；7 月

S-500 防空系统与“圣山”新型反导反卫

武器联合实施拦截高速目标测试，并分

区域组织对战略核力量及最高指挥机关

展开防空防御。俄正不断加快新型武器

研建进程，提升空天战略防御质量水平。

俄媒盘点年内战略武器发展成就
■石 文

美海军 2014 年首次在兵
棋推演中提出“分布式作战”
概念，近年来持续推进实践
运用，并强调“将作战力量分
散部署于广阔空间范围、多个
作战领域和各类搭载平台，以
获取和维持海洋控制必需的
作战能力”。近日，美国海军
学会发布题为《共同适应：“分
布式作战”的统一视图》研究
报告，对该作战概念的核心内
容进行深入分析。

俄俄““标识器标识器””作战机器人参加测试作战机器人参加测试

俄罗斯核战略导弹部队俄罗斯核战略导弹部队

美美 F-F-1919E/FE/F““超级大黄蜂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航母上空掠过战斗机从航母上空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