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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凶狠的
“水下狼群”激发了战后各国对水下作
战的重视。美苏冷战期间，悄无声息
的水下较量更是促进了水下战力的军
备竞赛。由于技术进步的限制，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海军强国都把
发展水下战力的重点放在降低潜艇噪
音、提升潜艇携载武器种类和数量、
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上。但近些年来，
水下战有可能产生质的飞跃和颠覆性
的作战理论，使传统作战域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关注水下作战发展

趋势

水下战是指使用海面下的武器装
备实施的作战行动。这一传统作战域
的经典武器装备有潜艇、鱼水雷、潜
射导弹及水下特种装备等，但未来水
下战的武器装备家族将快速发展且越
发庞大，战力更是将大幅提高，甚至
未来可能颠覆海战模式。只有立足现
有技术条件，前瞻发展可能，科学预
见水下战的发展趋势，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

水下战将实现智能化。世界上智
能水雷已有多年长足发展，可以通过
预先安装打击目标特征信息数据库，
来自动判别敌我甚至追踪到预定打击
的目标，在防止误击无关目标、防止
被敌欺骗干扰等方面具备了初步智
能。由鱼雷改进而成的自航式水雷，
可以进行有效路径规划，避开敌之防
御，自主航行到重要而又是敌防御软
肋区域，伺机攻击。另外，近些年智
能无人潜航器更是异军突起、飞速进

步。据英国 《简氏防务周刊》 报道，
美国正在研制“虎鲸”号超大型无
人潜航器，具有大尺寸、超远续航
力、能搭载各种传感器和武器等特
点，最重要的特征是具备自主判断的
人工智能。预计 2022年就能执行多种
作战任务，可从己方港口航行到战
区，执行布雷、水下侦察任务；可潜
伏在敌航母等水面战舰航线下方，
伺机发动自主攻击；可与有人潜艇
配合，充当诱饵和“僚机”，监视和
打击敌潜艇，且完成任务后能自主返
回基地。因此，水下战智能化是重要
的发展方向。

水下战将走向深海化。水深每增
加 10米，就会增加 1个大气压。水下
压力长期阻碍着人类活动走近深海。
由于水下探测能力的制约，水下一直
是强国也无法获得绝对优势的作战空
间，深海更是迄今为止军事力量鲜有
涉足的崭新领域。随着深海技术的发
展，世界强国海军正在试图向深海进
军，占领新的军事制高点。据报道，
美军正在研制的下一代战略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下潜深度将达到 800—
1000 米，将成为世界上下潜最深的潜
艇。世界上一直没有能在水下大深度
执行打击任务的武器，但最近俄罗斯
宣称研制成功了能打击水下 1000米潜
艇的鱼雷。可是，如何准确探测、识
别如此大深度的潜艇又是一道世界性
难题。深潜技术的进步让人们脑洞大
开，开始设计起深海海军基地、深海
智能化武器库等未来战争新武器，以
期抢先占领深海这一新领域，控制
“深海边疆”。

水下战将形成体系化。战后几十
年来，受到水下通信距离限制和综合
反潜能力大幅提升的影响，潜艇几乎
无法进行体系作战，仅以单打独斗为
主。然而，随着一系列水下技术装备

的发展，水下作战的特有体系将可能
逐步建成，成为难以应对的新质作战
能力。水下战体系将以深海基地为中
心、以深海武器库为支撑、以水下警
戒和通信系统为依托、以各深度层机
动的潜艇和潜舰为骨干、以各型无人
智能潜航器为前哨、以水下雷阵为防
御阵地、以隐蔽突然的综合打击行动
为手段，消灭敌传统舰队于无形，彻
底颠覆传统海战模式。

水下战将呈现多功能化。据悉，
美国的“海狼”级核攻击型潜艇，虽
然只有 3艘，却是目前已知功能最多
的潜艇，既可以发射巡航导弹 （可携
核弹头）、鱼雷、水雷，还可以释放
UUV、无人机以及特种作战输送器，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特种小队
送上敌人海岸。随着水下作战新武器
越来越多，其可执行的任务和作战行
动样式将大大拓展。对舰、对潜、对
陆打击，封锁敌港口基地，进行特种
作战，实施核威慑核打击等等，最为
致命的是这些打击比传统方法打击要
更加可靠和难以防御，呈现出无可比
拟的巨大优势。

可见，在不远的将来，水下战的地
位作用将空前提升，以深海为重点的水
下空间将成制胜海洋最重要和最有效空
间。先知才能先建先用，才可能制敌制
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积极发展水下作战

颠覆性技术

面对水下战技术突飞猛进的发
展，军事强国都集中人力、财力、物
力，加强联合攻关，找准未来水下战
的关键技术项目，兼顾研究可行性，
打造水下战利器。尤其是加强深海兵
力和兵器、各型智能UUV、水下通信
和指控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应用，以缩

小与海军强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为赢
得未来海战奠定坚实基础。

努力创新水下作战

的作战理论

技术领先发展，并不代表就有了领
先的战力。1624年荷兰物理学家科·
范·德贝尔来到英国展示了他设计的世
界上第一型潜艇样艇，揭开水下战神秘
面纱的一角。到 1776年却是英国首先
制造了用于实战的“海龟”号潜艇，首
次执行了水下作战任务。然而，真正让
世人感受到潜艇巨大威力的，却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海上狼群”战
术。技术转化为武器装备，武器装备转
化为战力，需要再发明、再创造。在这
个水下战技术正从量变走向质变的时
代，更加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思
维，不但要找到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装备
优势的“路”，更要找准将装备优势转
化为作战胜势的“桥”。这个“桥”就
是水下战理论。

重点关注反水下作战

的技术发展

世界上有矛就有盾。在水下战技
术飞速发展的同时，反水下战技术也
在长足进步。必须在加强研究水下战
的同时，格外关注反水下战技术的发
展。美军是传统反潜作战强者，P-8反
潜机、水面舰、潜艇等反潜能力都很
强。然而，近些年在智能反潜等方面
世界上涌现出不少新成果。俄罗斯最
新公布了新的反潜“三剑客”——Za-
gon-2 智能深水炸弹、“无人机+无人
艇”的全无人化“空海猎潜”组合、
90R1型反潜导弹。时不我待，唯有急
起直追，才能不落后于时代，才能挤
身世界强国海军之林。

水下作战未来向何处去
■张岳良

战役战术训练是战法创新的重要

平台和有效手段，战法创新是战役战

术训练的核心内容和有力抓手，两者

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战役战术训练和战法创新必须

“同频共振”。服务于共同的使命任

务，切实把战役战术训练与战法创新

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协同组织，充

分融合，防止和杜绝“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调”。瞄准相同的作战需求，

把“打仗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与

“打什么仗，就研练什么战法”有效统

一起来，使战役战术训练与战法创新

瞄准共同的作战需求，切实解决影响

和制约战斗力生成提高的一系列现实

问题。基于信息化战争的制胜机理，

充分体现信息主导、体系对抗和精兵

制胜等思想观念。聚焦“能打仗、打

胜仗”，加强谋划，改进作风，紧贴实

战，务求实用，共同致力于提高打赢

信息化局部战争的核心能力。

战役战术训练必须要以战法创新

为核心内容。加强和改进战役战术训

练必须要以战法创新为核心内容。充

分发挥战法在战役战术训练中的“灵

魂”作用，把战法创新在战役战术训

练中突出出来，并将战法创新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和关键任务抓出成效，以

期最大限度提高战役战术训练的质量

效益。可依靠战役战术训练最贴近实

战、对指挥员历练最全面、对部队整

体作战能力提升最直接等优长，孕育

催生、实验论证一大批紧贴实战、有

效管用的新战法。可利用战役战术训

练对战法所具有的增益功能，不断检

验评估和完善改进创新出的战法，努

力实现战法“合理、适用、可操作”

的要求。

战法创新必须要贯穿战役战术训

练的全过程。战法创新向来是练兵打

仗、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和生生不

息、永无止境的重大课题，它依附于

作战和训练实践，并伴随科技进步、

时代发展而发展，是一项常抓见长

效、用力管长远的系统工程，不可一

蹴而就。战法创新必须融入到实战化

训练实践当中去，尤其要贯穿战役战

术训练的全过程。一方面，莫把战法

创新与战法研究混为一谈。战法创新

是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总和，具

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而战法研

究对于一个新战法的产生是远远不够

的。这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理论

与实践双重属性决定了战法不仅需要

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

实践来创新并检验。把构思出的战法

构想置入计算机模拟系统或沙盘等进

行反复摆练和深入研究，设计出比较

合理的战法行动要点，解决如何行

动、指挥和保障等问题。把战法行动

要点等研究成果纳入实战化训练中不

断检验、丰富和完善，解决战法适不

适用、好不好用等问题，这是战法创

新成效的保证。

训练与战法切莫“两张皮”
■冯伟华

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电磁环
境对军队的作战、通信、指挥、控
制乃至整个战争的进程与结局都有
重大影响，争夺制电磁权已成为必不
可少的作战行动。通过突出高电磁威
胁情况下的体系对抗训练、组织复杂
电磁环境下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创
新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模拟训练和
强化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基地训练，
能够系统全面地检验和提高复杂电
磁环境下的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
战能力。

突出高电磁威胁下的体系对抗训

练。复杂电磁环境下，电子攻击、电
子防御与火力打击行动的协调与配合
是生成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环节。信
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体系，其核心是
广域分布的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确保
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稳定、高效是实
施体系对抗的关键。联合训练应增强
信息战演练课目的比重，重点演练综
合电子信息系统受到威胁情况下如何
实施联合作战行动等问题。从重视机
动力、火力训练，转变到高度重视精
确打击、对时间敏感目标打击的联合
作战能力的训练。注重提高综合电子
信息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对一些
“瓶颈”问题进行检验和改进，通过组
织针对性较强的演习，突出对侦察预
警、指挥通信、精确制导、定位导航
系统等关键系统的专项演练，重点解
决影响综合电子信息系统运用的难点
问题。在联合实兵演习中，以电子战
贯穿训练的始终，对雷达、通信设施
和指挥控制系统实施电子干扰，在对
抗中寻找对策。

创新开展强电磁环境下的模拟训

练。利用强电磁环境中的高技术手
段实施针对性强的模拟训练，可以
给训练对象以实战的感受，同时，
这种训练方法也是最有效益的。模
拟训练设施的规模可大可小，小到
可以通过各种训练的模拟装备进行
单兵的技能训练和专业训练，大到
可以组织大部分或全部的共同训练
和综合演练的模拟训练，甚至可以
将实兵演练搬到模拟作战上来。目
前作战部队的模拟训练不少，但复
杂电磁环境下的对抗训练差距很
大，按照打仗的要求，营造复杂电
磁环境，展开对抗化的模拟训练还
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积极创
新开展强电磁环境下的模拟训练的
研究和探索，模仿敌装备及战术构
建复杂电磁环境，生成与未来作战
电磁环境高度仿真的作战环境，使
部队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进行训
练，切实提高部队与敌进行电子对
抗的能力。

组织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兵种联合

训练。组织各军兵种综合演练，适应
联合作战通指一体保障需要，打破体
制机制性障碍，将参战的各军兵种信
息化武器平台纳入一个近似预定作战
环境的有限空间，以联合战役或合同
战术演习为依托，采取“作战移位、
边情内设、课题牵引、实兵检验”的
方法，构设复杂电磁环境，以预定作
战进程为牵引，按照实际作战程序进
行训练，从而使参战的各个军兵通信

有机地融入一体，统管统训、合训合
练，增强实战化训练针对性。各军兵
种综合演练，依据作战预案将作战、
侦察、通信、炮兵等进行作战编组，
突出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指挥与控制
训练，提高利用现有侦察、对抗、导
航、制导、遥感、通信、控制手段实
施稳定高效指挥的能力；突出协同训
练频谱管理与指配、电子侦察与辐射
武器的措施，摸索军兵种间电磁协同
规律，提高协同效率，从而加速生成
和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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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环境是军事对抗发生、发展
和存在的前提，敌我双方对抗总是在
特定的时空环境下进行。时间要素不
断升值，作战节奏和进程明显加快，
谋求体系支撑下关键空间和领域的势
差对抗，成为非对称战场设计的重要
方面。

把握节奏，塑造非

对称战场

把握节奏、塑造战场，主要体现
在对作战时间运用的非对称性。

在有利于己的时间内实现非对称
作战。选择有利于己、不利于敌，我
有准备、敌无准备等有利时机，对敌
发起突然攻击或迫敌与我交战，使敌
来不及做出反应或行动失效，陷敌于
被动挨打的境地。1983 年美军入侵格
林纳达，选择在凌晨，不久即控制了
岛上局势。

在以快制慢中形成非对称优势。
以快制慢成为未来作战制胜的基本法
则，以快制慢，就是要求改变过去顺
序作战为并行作战，强调在单位时间
内将作战效能集中释放。美军快速决
定性作战理论、并行作战理论，就是
运用了以快制慢的非对称作战机理。
战争进入信息时代，信息获取、传
输、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侦察预警
链、指挥控制链、武器打击链、导航
时频链、综合保障链紧密铰链，作战
节奏明显加快，行动周期明显缩短。
作战中，谁能够在战场上目标发现
快、指挥决策快、部队行动快、作战
转换快，谁就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在快慢结合中创造非对称战机。
快慢结合，就是通过控制作战进程，
主动寻找战机，突然攻击敌人。需要
审时度势，见微知著，扬长避短、强
化优势、寻敌之短，准确把握集中力
量的时机。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不仅
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去捕捉战机，还
要具有快速机动应变能力和精准把握
战机的能力。

掌控时空，强化非

对称造势

作战潜力与战斗力效能的发挥与
时空环境密不可分。随着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时空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武
器作战能力对时空的反作用也越来越
强。准确掌控时空转化趋势，是设计
非对称战场的重要方面。

创造有利的战场空间态势。创造
有利的非对称战场态势主要表现为战
场部位、战线形态、布势形式和交战
距离等。信息化战场联合作战更多地
表现为大空间作战体系支撑下的“点
战场”对抗，通过将战场空间整体规
划区分，构建远近相济、内外结合、
攻防一体的整体战场布局，并利用线
式和非线式方式灵活进行摆兵布阵。
创造有利的战场空间态势，要求各级
指挥员及时全面地掌握战场情况，精
准掌控战场态势，权衡利弊，统观全
局，趋利避害，抓住影响战局变化的
关键时空来主动设计和利用战场。

作战空间的非线性运用造势。作
战空间的非线性运用是与线性运用相
比较而言的，其突出特点：强调避强

击弱和以强击弱，采取高速的作战节
奏和行动来形成非对称优势；双方在
全纵深、全方位同时展开，主张依点
制面，整体瘫痪；机动战比例显著增
大，作战流动性强，没有严格的前后
方，前沿的意义明显下降，敌对双方
很少固定在某一地区反复争夺；作战
样式转换快，攻防一体，信息、火力
与机动一体，战场综合控制权对非对
称作战具有决定性影响；强调利用高
技术兵器的远战优势，以及战役迂
回、包围、渗透、全纵深破袭等非线
性空间造势，直接攻击对方作战体系
要害目标。当然，作战空间的非线性
运用，有时也需要稳定某段战线或者
为其他方向非线性作战创造条件而实
施局部线性作战。

强化时空环境的互动转化。时空
是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重要条件，战
斗力效能发挥是在一定时空环境中实
现的。随着军事技术飞速发展，时空
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强势一方更有利
于克服和利用时空环境，在对方全纵
深寻找弱点，实施自主作战、寻弱攻
击、“点穴”式突击或“外科手术”式
打击。而弱势一方对于时空的互动转
化，主要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或利用
空间来争取时间，表现为多点、多域
配置力量，利用有利地形来换取持久
作战或在关键时间和局部区域来创造
非对称快速歼敌态势。

打破垄断，把战场

推向敌方

面对强敌垄断的战场局面，弱势
一方必须重新审视时空因素及其所构
成的环境条件，主动打破垄断，创造
特定时空的非对称战场优势。

强化反“战场垄断”对策研究。
就是要创新“灵活自主的体系破击
战”指导，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策略，着眼体系，避敌锋芒，剑
走偏锋，专打敌手弱点、要害、软肋

和死穴，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己
方现有武器装备体系作战效能。作战
中，要细察敌限制己方优势发挥的行
动端倪，及早发现，精准研判，慎重
对待，恰当处置，切断对方潜在优势
向现实优势、现实战斗力的转化进
程；主动加强反信息垄断和反进攻性
武器攻击的对策研究；将限制敌获取
己方信息与己方获取敌方信息放在同
等重要的地位加以筹划，从对付敌天
基、空中、地基等多种信息目标和传
输手段入手，大力发展夺取战场信息
优势和打乱敌信息链的关键技术和
“撒手锏”武器装备，力避形成看不
见、打不到、打不准、处处防却防不
胜防的被动境地。

把时空战场主动推向敌方。未来
信息化战场空间既急剧扩大、又高度
浓缩，双方交战的支撑空间和领域大
大拓展，直接交战空间更加聚焦于关
键空间和领域的决定点上，太空网络
电磁领域斗争成为战场对抗新的制高
点。把战场推向敌方，不仅要有能制
衡敌人的关键性技术和“撒手锏”利
器；而且还要强调避开对手设定的空
间和领域，积极拓展具有我军独特优
势的空间和领域，谋求形成诸如以空
天制陆海、以无形制有形、以多维制
单维的不对等较量。把战场推向敌
方，就是要敢于在敌方纵深摆战场，
选准敌体系作战软肋，超常规使用关
键性技术战术手段，力求达成非对称
作战效果。

限制敌非对称优势的发挥。如何
有效限制强敌夺取或扩大战场空间与
领域的“势差”优势，是劣势一方非
对称对抗、实现优劣转换的重要内
容。在选择作战方向、地区、时间和
方式上，必须注重敌我“利害变换
线”的变化和制约，形成你打你的技
术优势，我打我的局部优势。要善于
从装备技术等角度，积极寻找能有效
限制敌非对称优势发挥的“招数”，确
保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空间和不擅
长的领域，突然在多领域、多方向打
出我一套“组合拳”。

善用时空环境设计非对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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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环境可以使力量发生增值或减值，影响战斗力发挥程
度。重新审视并利用有利的时空因素及其所构成的环境条件，
是设计非对称战场的重要方面。作战指导的重要任务，就是要
选择与特定战场环境相适应的非对称作战制胜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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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