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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波兰国防部日前宣布

与本国斯塔沃瓦拉 公 司 签 订 采 购 框 架

协 议 ，计 划 采 购 约 1400 辆 新 型 步 兵 战

车及配套同款底盘支援车。这将成为

近 50 年 来 波 兰 国 防 工业最大的一个项

目，也是波兰继采购多国主战坦克等武

器后，对陆战装备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新步兵战车性能不俗

波兰国防部拟采购的“獾”式履带

型步兵战车，由该国自行研发。它采用

通用化平台设计，具备两栖能力，能够

满足波兰陆军多样化的任务需求。2014

年，波兰正式提出相关研发计划，并于

2018 年公布首辆原型车。

该型步兵战车长 7.5 米、宽 3.5 米、高

2.7 米，重约 28 吨，搭载一座 ZSSW-30

无人炮塔。其主要武器包括一门 MK44

“大毒蛇”Ⅱ型 30 毫米机关炮、7.62 毫米

UKM-2000C 机枪和两具“长钉”反坦克

导弹发射器。炮塔配备了独立的双轴

稳定观察装置和带广角潜望镜的备用

观测装置，同时融入波兰自主研发的最

新火控系统和从国外引进的主动防御

系统。该型步兵战车可以根据任务需

要采用不同的模块化装甲，在战场上具

备较强的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

除步兵战车车型外，采用模块化设

计的底盘还可以改装成侦察车、指挥车

或医疗输送车等。所有车型均使用德

国 MTU 公司的发动机和英国帕金斯公

司的传动系统，并配备新型复合橡胶履

带系统，最大公路时速可达 70 公里/小

时，泅渡速度为 8 公里/小时。

欲达成多重目的

如果采购框架协议顺利实施，波兰

将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中步兵战车数

量最多的国家。新协议也反映出波兰

的多重考量。

首先，摆脱苏系装备影响。此次采

购 计 划 是 为 更 换 波 兰 陆 军 现 有 的 约

1100 辆 BWP-1 步兵战车。该型步兵战

车于 1966 年至 1988 年以苏制 BMP-1 步

兵战车为原型生产，目前已严重老化。

随着“獾”式步兵战车的逐步列装，苏系

步兵战车将从波兰陆军中消失。

其 次 ，融 入 北 约 装 备 体 系 。 近 年

来，波兰加大了在北约通用框架下的陆

战武器采购力度。波兰从美国采购了

两批共 366 辆 M1A1“艾布拉姆斯”主战

坦克、96 架 AH-64E 武装直升机和 500

套 M142“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从韩国

采购了兼容北约标准的 1000 辆 K-2 坦

克、672 辆 K-9 型 155 毫米自行火炮和

288 台 K-239 远 程 多 管 火 箭 炮 。 未 来

“獾”式步兵战车将与这些装备配合，执

行不同类型的作战任务。

再次，恢复国防工业发展。波兰国

防部副部长斯库尔凯维奇表示：“在一

系列武装部队技术升级计划中，国防部

将尽可能向本国国防企业下达订单。”

前文提到的斯塔沃瓦拉公司，曾引进苏

联 T-72 坦克生产线，生产超过 1000 辆

坦克。目前，“獾”式步兵战车作为斯塔

沃瓦拉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能够完全

实现本土组装。此外，根据波兰和韩国

签 订 的 技 术 转 让 协 议 ，未 来 将 有 超 过

820 辆 K-2 坦克在波兰生产。

最后，配合扩军计划实施。今年 1

月底，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提升

波兰的军力是绝对的优先事项”。根据

计划，波兰将把军队员额从 14.3 万人增

加到 30 万人。为此，波兰需要大量的装

甲车辆来满足装备使用需求。

存在不确定因素

虽然波兰高度重视新型步兵战车

项目，但外界对相关采购协议的落实表

示怀疑。一方面，波兰经济情况不佳，

难以提供稳定的军购资金支持。考虑

到 波 兰 向 美 国 采 购 坦 克 时 ，只 能 首 付

15%，剩余款项要分 15 年付清，此次总金

额约为 100 亿美元的采购框架协议如何

落地令人怀疑。

另一方面，“獾”式步兵战车的后期

维 护 保 养 可 能 给 波 兰 带 来 较 大 负 担 。

其 整 车 虽 由 本 土 组 装 ，但 关 键 核 心 技

术，如发动机、传动系统和武器系统等

须从国外进口。如何妥善处理装备保

障问题，将是波兰面临的较大挑战。

波兰拟购千余辆新型步战车
■王昌凡 吴 萌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近年来，澳

大利亚越发认识到提升太空实力对于

本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价值，并确立了

太空领域的优先发展方向。

事实上，早在 1967 年，澳大利亚就

开始涉足太空领域。当时，澳大利亚建

造并成功发射了本国的第一颗人造卫

星，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 3 个将

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的国家。此后，澳大

利亚与美国等国家在航天领域开展深

度合作，包括阿姆斯特朗登月图像在内

的一系列航天数据，均通过澳大利亚的

卫星地面站传输。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出于经

费等方面的考虑，并未单独建立国家

航天机构。直到 2020 年，澳大利亚才

正式成立国家航天局，以推动该国航

天产业发展，并在国内和国际空间合

作等领域发挥指导作用。

目前，澳大利亚航天产业为本国

提供了约 1 万个就业岗位，产值约 40 亿

澳元（约合 27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卫

星制造及地面配套设备搭建等领域。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到 2030 年实现航天

产业产值增长 2 倍、为本国提供超过 2

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

澳大利亚国家航天局还积极推动

本土航天产业的转型发展。通过布局

天基通信、定位导航授时、太空态势感

知、空间对地观测、航天技术应用等相

关战略事项，进一步拓展航天技术在

澳大利亚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等能

源领域的应用。

2022 年 2 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为

本 土 航 天 产 业 注 资 6500 万 澳 元 。 其

中，约 3200 万澳元用于建设航空航天

港，另外约 3300 万澳元用于为澳大利

亚 国 家 航 天 局 采 购 太 空 飞 行 物 资 。

2022 年 6 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澳

大利亚成功发射一枚火箭，实现了澳

大利亚历史上首次商业太空发射。同

年 10 月，澳大利亚政府再次宣布将投

资 近 12 亿 美 元 用 于 本 土 卫 星 制 造 产

业。目前，澳大利亚正与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合作，计划在 2026 年前将本

土制造的半自主月球车送到月球。

澳大利亚媒体和专家呼吁，澳大

利亚应尽快制订开发和利用太空的远

景计划。报道称，虽然澳大利亚联邦

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曾发布《为澳大

利 亚 开 启 未 来 增 长 机 会 的 航 天 路 线

图》，提出通过发展航天产业实现澳大

利亚经济增长的一系列行动建议，但

这 远 远 不 够 ，如 果 澳 大 利 亚 希 望 在

2040 年从估值 1 万亿美元的太空经济

中获益，就必须制订长远的太空发展

计划，进一步推动太空领域相关机构

建设。

澳大利亚学者建议，澳大利亚需要

制定未来 10 年的太空发展战略。在民

用太空领域，重点支持机器人、人工智

能、3D 打印和采矿业等项目；在国家安

全领域，重点确保太空资产的安全，并

利用太空系统进一步增强澳大利亚的

国防能力。同时，澳大利亚应通过美日

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法德澳加新

等七国联合太空行动倡议机制，提升与

其他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共同行动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在推动

太空实力提升的过程中面临一些现实

问题。目前，澳大利亚的太空资产相

对较少，在空间发射等相关领域的基

础能力相对较弱。2022 年 3 月，澳大利

亚国防部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并发布

《国防太空战略》。然而，就目前情况

看，澳大利亚政府需要进一步协调澳

大利亚太空司令部与国家航天局之间

的关系，以整合有限的太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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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型作战概念

在《国防改革 4.0》基本计划中，“超

前发展军事战略和作战概念”被列为 5

个重点领域之一，并被视为韩国国防改

革的优先发展事项。这其中，有 5 个新

型作战概念受到关注。

一是“杀伤网”作战概念，旨在通过

网络攻击、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等手段，破

坏敌导弹发射指挥系统。韩国国防部表

示，“杀伤网”是一种网状指挥系统，中层

指挥官可以参与决策，以适时调整目标

打击手段，便于发挥中间指挥层的协同

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

二是“警戒”作战概念，旨在利用无

人机、机器人或无人哨所进行警戒和反

击。该概念已被韩国国防部列为重点创

新课题之一，将在 2023 年内完成相关作

战概念设计，2024 年在一线部队试点。

该概念的提出，是为应对韩国适龄入伍

人员减少、兵员数量压缩等情况。

三是“全域综合”作战概念，旨在构

建基于 AI 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体系，整

合各军兵种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实现战

场上各类武器系统互联互通，先敌一步

实施监视、决策和打击。

四是“电磁频谱”作战概念，旨在综

合运用多种电磁武器系统，谋求全域电

磁优势。

五是“混合运用”作战概念，旨在推

进新领域、新概念尖端武器系统与现有

武器系统的融合发展，最大程度提升部

队战斗力。

强化重点领域建设

根据新通过的《2023 至 2027 国防中

期 计 划》，韩 国 将 在 未 来 5 年 内 投 入

331.4 万亿韩元（约合 2519 亿美元），以

支持《国防改革 4.0》基本计划的实施。

该计划重点聚焦以下几个领域。

强化“韩国型三轴体系”。韩国将投

入 107.4 万亿韩元，加速研发和列装 KF-

21 战斗机、张保皋-Ⅲ级潜艇、新一代

“宙斯盾”驱逐舰和防空反导系统，引进

美国 F-35A 战斗机等，以建设由破坏敌

导弹发射装置的“杀伤网”系统、拦截来

袭导弹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打击

敌指挥部的“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计划”

组成的“韩国型三轴体系”，强化战略威

慑能力。

提高太空自主侦察监视能力。韩国

将分阶段建设太空预警、侦察和监视系

统，推进军队卫星通信系统-Ⅱ和海上

作战卫星通信系统-Ⅱ项目，并视情况

租用民营通信卫星；同时，强化韩美同盟

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每年定期召开“韩美

国防宇宙合作会议”，通过技术合作、联

合演习、研讨交流等方式，提高两国的太

空联合作战能力。

加大国防研发投资。韩国国防研发

预 算 将 在 2027 年 增 至 军 费 的 10% 以

上。根据《2023 至 2027 国防科技创新基

本计划》，韩国明确了国防科技中长期发

展目标和方向，并新设“国防创新小组”

牵头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目前已选定

量子、新能源、高超音速等 10 个领域的

30 项重点国防技术，将加大资源倾斜力

度；提出完善军、产、学、研合作模式和防

务产业法律体系，从政府层面支持军工

产品出口，实现将防务产业培育成国家

战略产业的目标。

此外，调整国防人力资源结构、扩大

地方专业性人力储备，也是《国防改革

4.0》基本计划关注的一个重点。预计到

2023 年底，韩国地方人力资源在国防人

力资源中的比重将扩大到 11.3%。

大力推进智能化转型

与此前发布的《国防改革 2.0》计划

相比，韩国国防部在新版改革计划中更

加重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

尤其是要加速推进从以兵力为中心的作

战体系，向以 AI 为基础的无人/有人混

编作战体系转变。

韩国国防部将在各军兵种选定的示

范部队中，分别组织进行无人车辆地面

战斗、无人潜航器水下扫雷、无人机编队

作战、有人/无人车辆联合登陆等作战试

验，以测试和论证未来部队的结构组成。

为有效整合分散在各军兵种、防卫

事业厅和国防研究机构的人工智能力

量，韩国国防部将建立“国防 AI 中心”。

该中心将在 AI 国防运用和发展方面发

挥中枢和牵头作用，负责建立全面的数

据收集和管理体系，以及制定 5G 技术引

进和推广战略。

总的来看，尹锡悦政府推出的《国

防改革 4.0》基本计划，主要关注战争形

态演变和国防科技发展等领域，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不过，韩国的国防改革通

常面临国内政治斗争和军种利益争夺的

制约，同时还受到美国政策立场和外部

安全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该计划

能够推进到何种程度，仍有待观察。

韩国发布新版国防改革计划
■陈 岳 张元勇

报 道 称 ，在 计 算 机 模 拟 技 术 诞 生

前，舰艇设计需要通过纸面计算来反复

验证。1898 年，美海军工程师大卫·泰

勒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建造了一个长

143.3 米、宽 12.8 米、深 4.3 米的实验模

型水池，用于模拟海洋环境，对新舰艇

的缩比模型进行测试。

该实验模型水池曾见证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美海军战列舰的改进。1912

年，英国“泰坦尼克”号邮轮在大西洋沉

没后，泰勒奉命研究如何设计出适于航

行的船体结构等问题，实验模型水池挑

起了这一重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为设计中途岛级航空母舰，用很短

时间在实验模型水池完成 10 余项独立

测试，并确定了相关设计方案。

1939 年 ，为 进 行 更 复 杂 的 舰 艇 测

试，美海军开始在马里兰州的卡德罗克

建设现代化的实验模型水池。1940 年

7 月 28 日，泰勒去世。此后不久，新的

实验模型水池建造完成，美海军将其命

名为“大卫·泰勒模型盆地”。1987 年，

经过多年发展和扩建，美海军正式成立

卡德罗克海军水面作战研究中心。

“大卫·泰勒模型盆地”是一套完整

的模拟海洋环境测试设备，主要包含 3

个拖曳水池（盆地），分别是深水池、浅

水 池 和 高 速 水 池 。 其 中 ，深 水 池 长

845.8 米，宽 15.5 米，深 6.7 米，配备模拟

巨浪的造波设施，用于测试舰艇性能。

水池上方的拖车可拖动长 9.8米、重 5吨

的舰艇模型，以 20节的速度行驶。浅水

池位于深水池的另一端，两个水池可根

据需要进行连接。浅水池长 92.4 米，深

3.1 米，其末端是一个用于测试转弯性

能的“J”形结构。高速水池与前两个水

池平行，全长 904.6 米，只有 6.4 米宽，水

深从 3 米到 4.9 米不等，其拖车可以牵

引模型以高达 60 节的速度行驶，主要

用于测试高速艇、水翼艇和水上飞机。

支持上述 3 个拖曳水池工作的是

机 动 和 耐 波 池 ，其 长 109.7 米 ，宽 73.2

米，深 6.1 米，可容纳 1200 万加仑海水，

四周使用 216 个单独控制的机电波板

来模拟任意海浪实况。这些机电波板

高 约 1.8 米 ，宽 0.9 米 ，由 电 动 马 达 驱

动。它们可沿池边从不同角度激起波

浪，模仿长短不规则的波，并按需向任

意方向传播，能够覆盖整个水池，或在

特定区域造波，还能制造漩涡。

卡德罗克海军水面作战研究中心

技术副总监史蒂夫表示：“在室内模拟

不同的海洋环境对舰艇缩比模型进行

测试，可以帮助设计师设计出更实用的

产品。”除水面舰艇外，美海军潜艇，以

及扫雷器、水雷、鱼雷和深水炸弹等武

器装备也在这里进行测试。

由 于 计 算 机 模 拟 测 试 精 度 不 够 ，

“大卫·泰勒模型盆地”至今仍然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测

试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2000 年，美海军开始推进朱姆沃尔

特级驱逐舰项目落地。其采用特殊的

干舷内倾设计，尤其是舰艏向后倾斜，

令人怀疑它在大海中航行的可靠性。

一些德国工程师认为，该级驱逐舰极易

在 8 级海况下倾覆。于是，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缩比模型先被送到美陆军阿

伯丁测试中心进行船模试验，再到“大

卫·泰勒模型盆地”进行测试。经过多

轮 测 试 ，最 终 证 实 其 设 计 的 可 行 性 。

2016 年 10 月，首艘“朱姆沃尔特”号驱

逐舰正式服役，但“大卫·泰勒模型盆

地”的相关测试仍在继续。直到 2021

年，该舰缩比模型已在此完成恶劣海况

下的多次测试。

上图上图：：美海军室内海洋测试设施美海军室内海洋测试设施

““大卫大卫··泰勒模型盆地泰勒模型盆地””。。

揭秘美海军室内海洋测试设施
■临 河

2月 28日，韩国尹锡悦政
府发布《国防改革 4.0》基本计
划，旨在利用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尖端科技，重点聚焦 5个
领域和 16 个优先课题，推进

“AI科技强军”建设。该计划
是根据韩国《国防改革法》制
定的纲领性文件，用于取代
文在寅政府提出的《国防改
革 2.0》计划，为未来一段时期
的韩国国防建设指明重点和
方向。

据美国媒体最新披露，在
美国马里兰州的卡德罗克海
军水面作战研究中心，有一个
名为“大卫·泰勒模型盆地”的
室内海洋池。它号称是世界
上设备最全的室内海洋测试
设施，被美国海军称为“舰队
出发的地方”。最初，美海军
在此使用舰艇缩比模型来进
行测试，以改进舰艇工程设
计。如今，美海军所有新型舰
艇在由图纸走向造船厂的过
程中，都必须在该室内海洋池
内进行严格测试。

波兰自研的波兰自研的““獾獾””式履带型步兵战车式履带型步兵战车。。

22月月 2020日日，，韩国韩国 KF-KF-2121战斗机战斗机 004004号原型机号原型机（（双座型双座型））首飞成功首飞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