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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兵器新展台

陆战装备篇

当前，不确定性增大的阴
霾笼罩着不少国家和一些行
业，而军事领域却依然沿着技
术赋能的道路笃定前行。纵
览世界武器装备发展现状，我
们不难发现，近年来“陆海空
天电网核”等多领域战场上出
现诸多新兵器，它们不断向着
刷新人类活动记录、改写交战
规则甚至颠覆胜负标准的方
向狂飙突进。关注环球兵器，
聚焦前沿展台，瞭望战场动
态，近期本刊将陆续推出特别
策划——环球兵器新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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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以来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
争，颠覆了人们对作战的传统认知，也使
陆军地位受到巨大冲击。但是，阿富汗
和伊拉克战争后漫长的维稳行动，却让
全世界再度认识到陆军不可替代的作
用。随之而来的是，最近几年陆军装备
发展逐渐度过低潮，转而驶入快车道，不
论传统平台还是新兴领域，装备发展都
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陆战装备即将迎
来“新的时代”。

坦克战车演进

老树新花重塑“陆战之王”

近来，以坦克为代表的装甲战车发
展势头强劲，各军事强国不惜投入巨资，
为其主战平台进行升级换代。

老牌“战车豪门”俄罗斯加速推进
装备全新一代主战坦克 T-14“阿玛
塔”。“阿玛塔”率先装配有源相控阵雷
达，还整合了无人炮塔、新型隐身涂
层、独立防护隔舱等多项尖端成果，智
能化水平大幅跃升。据俄罗斯媒体
称，无人驾驶型“阿玛塔”已在研制，有
望于今年面世。此外，俄罗斯还以“阿
玛塔”底盘为基础，研制出装备无人炮
塔、拥有强大反装甲火力的 T-15 重型
步兵战车。目前，这两款装备都已开
始测试并不断完善，未来将组成俄军
装甲车族的“绝代双骄”。

美军“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不断
升级，目前M1A2 的最新型号已经装备
了新热成像控制系统和数字化指挥、控
制、通信装备，而近期美军又公布了其下
一代主战坦克 M1A3 的项目设计。另
外，此前美制主战坦克在中东战场的高
战损率，使重型坦克的战场适应性备受
质疑，轻型化成为坦克发展的新趋势。
美陆军正在计划研制一款具备较强防护
能力和远程网络化精确直射火力的轻型
坦克，力图在 2025年装备首个新轻型坦
克作战部队。

西欧各国按照自身对安全形势和
近期战争经验的理解，也对其主战坦克
的信息化水平、火炮威力、城市作战能
力等进行重点强化。法国的“勒克莱
尔”XLR改进型主战坦克已经亮相“欧
洲防务展”，据称其信息化程度实现了
巨大跃升，号称首型“第四代主战坦
克”；德国也加快了其 130毫米新型坦克

炮的研制。
从在研或投入测试的产品看，下一

代坦克应该具有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指挥
控制系统、威力更大的主炮、主被动结合
的综合防护系统、隐形结构设计和隐身
涂料等，同时战斗全重会适当降低，以满
足快速部署和战场机动的需要。

单兵装备革命

钢筋铁骨助力陆上尖兵

摧毁敌军可依托重装远程火箭炮，
征服敌国却难免单兵近战。近年来，为
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陆战场，各军事
强国加紧发展全新单兵作战系统，着力
打造陆上尖兵。

美国数字化单兵系统“陆地勇士”已
被广泛应用，该系统采用热成像仪、数字
摄像机和激光测距瞄准器，其信息系统可
以对目标进行自动测定和攻击，使普通士
兵瞬间变身神枪手；而其防护系统不仅具
备信息优势、机动优势、火力优势，而且配
备性能卓越的防护装具，除隔热、阻燃、保
温、防红外探测外，还能防弹、防激光和防
核生化。难怪美国军方豪言，“陆地勇士”
系统使得“美军单兵战斗力提升 20倍”。
在此基础上，美军不久前发布了未来“超
级战士”方案，其实战能力值得期待。

俄军“武士”单兵综合战斗装备由

10个模块化系统构成，包含武器、瞄准
系统、个人护甲、通信和导航设备等 40
多个部件，可根据作战环境进行调节。
目前，该系统已经分批交付俄军，且已在
实战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据悉，该系统
的升级版“武士-3”已于近期完成研制
工作，各项技术又有较大提升。

还有不少国家的单兵系统可圈可
点。德国的“未来步兵”系统包括10个组
件，可根据不同士兵的任务进行组合，并
可为德国陆军指挥信息系统提供北约标
准数据链；英国的“重拳”通过语音控制代
替士兵扣动扳机；南非的“非洲勇士”可支
持单兵持续作战 36小时无需睡眠；以色
列的“阿诺格”能识别伪装和转弯射击。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初，解放军
某侦察营战士展示数字化单兵作战系统
出现在新闻画面中，这意味着备受关注
的中国自主研制定型的单兵综合作战系
统已经开始列装。

陆航空前发展

低空域新装备为虎添翼

陆军航空兵是军事强国优先发展的
陆军作战力量，近期各国除了持续对现役
装备升级改造之外，更加着力寻求颠覆性
技术突破。原本“一树之高”的陆战空间，
已经隐约传来天翻地覆的变革惊雷。

在传统直升机设计和空气动力学
方面，俄罗斯表现优异。在俄制米-24
武装直升机 基 础 上“ 魔 改 ”出 来 的
米 -24PSV 试验直升机，飞行时速已
经 达 到 400 千 米 ，且 仍 在 继 续提速
中。该机预计在 2022年投入量产，有望
使传统直升机“因时速偏低而造成战损
率较高”这一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

在新机的发展方面，美国遥遥领
先。去年底，美制 V-280“英勇”倾转旋
翼机已经完成首飞，并计划在 2019年前
后进入工程制造阶段。与此前的 V-22
“鱼鹰”相比，V-280在低速灵活性、高速
大过载机动性能、燃油效率等方面都有
所突破。“英勇”在 35℃的环境中，无地
效悬停高度可达 1830米，在保持 519千
米巡航时速条件下作战航程最高可达
1480 千米，具备出色的全球自部署能
力。此外，由波音公司开发的 X-50A
“鸭式旋翼机”已经试飞，试验时速达
740 千米，与固定翼飞机已经非常接
近。一旦该机型技术成熟，将可能刷新
陆航作战方式。

速度的突破不是陆航新技术的唯一
亮点，打击力和信息力的提升同样夺人
眼球。美国陆军近期在 AH-64“阿帕
奇”直升机上成功试射高能激光武器。
这项技术如果投入实战，可使直升机的
打击距离、作战用途和灵活性大幅跃
升。同时，美国还在研制新的通信和控
制设备，以期“阿帕奇”机组人员能够控
制各军种装备 C波段、L波段、S波段战

术数据链的无人机，使美军有人/无人直
升机协同作战能力全面提升。

此外，新兴国家的陆航装备发展速度
也不容忽视。韩国、土耳其等国家都通过
投入巨资外购或自主研发，加速升级换代
本国陆航装备。

目前，中国不仅有武直-10、武直-19、
直-18A等大量新机型定型甚至入役，而且
新概念直升机发展后劲十足。

无人平台突破

智能装备驰骋未来战场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无人化作战已
经成为未来战争不可逆转的趋势。有美国
专家断言“20世纪地面作战的核心武器是
坦克，21世纪则将是无人作战平台”。经过
多年的探索，无人运输、无人侦察甚至无人
打击装备开始陆续走上陆战场。

无人运输装备的探索起步较早，种
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大狗”机
器人，它负重奔跑和连续被冲击却屹立
不倒的视频曾风靡一时。目前，美军已
开始大量测试“大狗”与士兵协同作战性
能。“大狗”距离实战还有一步之遥，而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自主移动应用
系统”（AMAS）已于去年配发美军部队
试用。它的主要驱动功能都受电子控
制，安全性能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前者

用声光程序预警危险，后者则控制车辆、
处理紧急情况。一旦获得陆军需求监督
委员会批准，该系统就可安装到各种非
战斗车辆，随后将逐步扩大安装规模，最
终覆盖各类坦克和移动火炮。

无人侦察是近年来陆军装备发展的
重点方向。从“黑寡妇”等微型无人机
到“微型蝙蝠”等拟态“昆虫机”，陆军无
人侦察机可谓“人丁兴旺”。最近几年，
美国又大力研发“蜂鸟”超微型扑翼无人
机，使无人侦察向微型化方向再进一
步。无人侦察车也不断迭代，美国的“沙
蚤”小型无人侦察车、俄罗斯的“蟑螂特
务”等越来越贴近实战需要。

截至目前，参与陆军作战最深的当
属美军的“利剑”机器人。伊拉克战争
中，“利剑”被广泛应用于巡逻、防卫、打
击等各种任务，被视为美国大兵的“理想
伙伴”。在“利剑”基础上，美军近期又研
发了专用于特种作战的“MAARS”机器
人，它配备 1挺机枪、4个枪榴弹发射器，
能装备激光发射器及消音器；拥有 360
度视野、双向通信能力、夜视能力，并配
备雷达；支援能力方面，可以抗干扰奔跑
12小时，不仅可以引爆炸药，还可以将
伤兵拖回基地。

信息系统赋能

指控通联驱动体系对抗

现代作战的本质是体系对抗，陆战
场已经形成由传感器、通信设备、计算机
系统等组成的复杂指挥信息系统，将所
有作战节点等联成一体，统一实施作战
运筹和指挥控制。指挥信息系统之于未
来战场，就如神经、血脉之于人体，前者
决定胜负，后者关乎生死。

战场感知设备是穿透“战争迷雾”
的“火眼金睛”，近期各国此类设备新
品迭出，且联网能力日渐强大。美国
正在对其最新型 AH-64E 武装直升机
进行升级，使用新型雷达及改进型“箭
头”全天候瞄准系统，助其在夜间以及
恶劣天候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而前
文提到的俄罗斯“阿玛塔”坦克，借助
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在复杂战场环境
中，同时探测跟踪多批次目标，并具有
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通信设备是信息中枢延伸到战术
“细胞”的“经脉”。近期陆军战术通信装
备发展迅速，前线各种作战单元、班组甚
至单个士兵、各类平台间的信息传输能
力大为提升。美军去年推出“奈特勇士”
手持式视频接收装置，使士兵能实时获
取附近无人机和地面车辆发回的信息并
可随时转发，实现了视频的实时获取、实
时共享、实时利用。如此一来，指挥信息
系统的神经脉络贯穿到末端节点，为实
现作战力量深度联合、作战行动跨域协
同创造了更好条件。

指挥信息系统的终极目标具备“思
考和判断”能力，可以帮助指挥员判断战
场形势、预测战场变化、选择或调整作战
方案。美国早在十年前就启动了“深绿”
智能辅助决策研究项目，虽然总体进展
缓慢，但近期的一些研究验证了其能够
显著提高战术级指挥系统决策效率。在
俄罗斯“军队-2017”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上，俄罗斯厂家也展出了新型现代化智
能指挥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为部队有效
收集并处理雷达信息，实现防空部队及
装备的自动管理。

目前，军事强国指挥信息系统之争
逐渐趋于白热化，软件技术一日千里。
未来，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和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指挥信息系统具备决
策能力也并非遥不可及。
本版投稿邮箱：jfjbbqdg@163.com

■李 路 王鹏飞 杨仕军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不仅是鼾声

大作的军营应战能力最薄弱之时，也是

敌人发起偷袭的“天赐良机”。从古至

今，夜战能力就是一支军队孜孜以求的

核心战斗力之一。“眼前的黑不是黑”，

在战场上，步兵总是渴望拥有穿透暗夜

的“第三只眼”。

日前，英国BAE系统公司已获得总

价值9700万美元的大订单，将向美国陆

军提供“第三代增强型夜视镜”和单兵

武器瞄准具系统。这意味着，用不了多

久，与枪械配套的“谷歌”眼镜就要上战

场了。倚仗安装在步枪上的热成像瞄

准镜和具有WiFi功能的夜视镜，士兵

可以将昼视/夜视、热成像、武器瞄准具

和增强现实合并在一起，在各种复杂天

气和无照明环境下快速获取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夜视技术的

快速发展也带动着夜战能力的快速提

升，甚至还频频出现利用夜战能力“代

差”在黑夜“致盲”对手的战例。美军登

陆冲绳岛时，隐匿在岩洞坑道里的日军

常在夜晚潜出偷袭,逼得美军把刚刚研

制出来的红外夜视仪带上战场。在越

南战场上，美军利用研制出的第一代微

光夜视仪尝到了甜头。此后，美军一直

把夜视装备当作高精尖武器，投入巨资

用于后续研发。到海湾战争时，美军已

经用上了先进的红外夜视器材，总能抢

在伊军之前发现对方。

为继续保持在敌人“熟睡”时的夜

战优势，美国陆军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

“增强型夜视镜”的研制。这种加装在

头盔上的“第三只眼”仅重几百克，却能

将多种夜视技术所取得的图像融合，可

有效配合士兵在全黑暗环境感知战场

态势。即将列装的“第三代增强型夜视

镜”具有更优秀的传感器，让士兵的夜

间可视范围从目前 550米提升到 1000

米以上。

单兵武器瞄准具系统非常轻巧，就

像手机上的摄像头，可以进行放大操

作。除了能读取热成像画面以及投射

准星外，它还能把所“看到”的画面实时

传回眼前的“第三代增强型夜视镜”中，

士兵再也不需要低头看屏幕来获取信

息了。不论你需要从什么视角“观看”

战场，有了这套“黑科技”产品，只需要

摁下不同的功能按钮，就能在夜视镜与

热瞄准具等图像间自由切换，实现高度

的数据融合。

除了能“快速锁定目标”，新一代夜

视装备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它们是通过

WiFi方式进行信息传输的。这意味着

它可以将单兵的态势感知信息在战场

上与战友分享，战场“直播”如在眼前。

过去的夜视镜并没有播放视频的功能，

而现在无线技术的进步则促成了这样

的技术升级。

打赢数字化战场上的夜战，其实也

很“烧钱”，一套这样的装备算起来要超

过16500美元。预计美国陆军最早将于

今年第三季度获得“第三代增强型夜视

镜”。到2019年初，新型夜视镜和单兵

武器瞄准具或将全部配发完毕。

别以为“火眼金睛”就一定“天下

无敌”。虽说经过多次改进，但这些高

度精密的光电设备遇到沙尘、昼夜温

差大等天气一样会工作不稳定。同

时，整个系统的供电能力也是一大短

板。毕竟，夜间摸黑换电池的“囧事”

谁都不希望碰到。

谁是你的夜战“第三只眼”？
■赵志博 张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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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穿拖鞋的武装组织，能把老旧兵

器改装得出神入化；手持欧美先进装备

的“土豪”联军，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自从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和也

门胡赛武装“杠”上以来，各种“新闻”

真假难辨：3月22日，也门胡塞武装发

布视频称击落一架沙特F-15战机，而

沙特空军却表示，确有一架F-15“遭

袭”，但该机成功完成任务并返回基

地。此前，也门胡赛武装还曾发布了

一段击中F-15的红外影像画面。让

人没想到的是，这段清晰的画面竟然

是用美制光电探测器拍摄到的。

将战机雷达火控系统和空空导弹

拆卸下来，安装在卡车上，拼凑成一套

简易防空系统，在 F-15途经路线上

精心设伏实施攻击。这种“拉着导弹

打游击”的“近快战法”再次证明，战争

中人的因素永远比武器因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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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战机遇上“魔改”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