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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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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升级 防不胜防

战场呼唤反无人机兵器

上可翱翔九天，下可贴地飞行；大
如展翅巨鹏，小如蜻蜓蜂蝇。战场上，
无人机的类型、功能林林总总，带来的
威胁几乎是全方位的。

2017 年 4 月，美国陆军发布《反无
人机系统技术》报告称，随着近 10年来
无人机系统及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扩散，
无人机对美陆军作战、联合作战、多国
作战均形成威胁，而且防不胜防。

其实，对任何国家和军队来说，无人
机的飞速发展，都意味着喜忧共至、利害
参半。毕竟，无人机技术不仅仅掌握在
自己手里，无人机也并非自家独有。

难以避开的还有一个事实：无人机
发展速度越快，它所带来的威胁就越
大。在当前战场上，这种威胁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首先，军用无人机带有各类传感
器，在其强大环境感知能力下，战场近
乎透明，战场上重要目标和军队几无藏
身之地。挖空心思策划的行动，经无人
机一飞一拍，“剧情”就全部被“透”。如
何防范无人机侦察与监视，让各国军队
头疼。

其次，无人机攻击频现，威胁升
级。今年以来，在叙利亚战场上，俄罗
斯驻叙基地已经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
事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也遇到
多起武装分子使用无人机投放简易爆
炸装置的活动。规模不定、形式不定、
方位不定、时间不定……无人机灵活多
变的攻击方式，客观上拉升了其威胁等
级，也增加了对其反制的难度。

再次，无人机作为搭载平台，除执
行侦察预警、军事打击、信息对抗、精确
制导、中继通信等任务外，功能仍在不
断拓展。这种拓展也在形成新的现实
威胁，比如被用于“发动宣传攻势”。
2017 年 1 月《简氏防务周刊》网站转载
的“IS”发布的视频，以及 2016年 10月塔
利班发布的自杀式袭击视频，都是用无
人机拍摄的。

有威胁，必然就有反制。威胁越
大，战场上对反无人机兵器的渴望与
需要就越强烈。近年来，反无人机武
器及系统的研发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
重视。尤其是大国，纷纷将其列为信
息化时代维护国防安全的新“科技盾
牌”。显然，这种普遍性的格外看重，
既来自于各国对战争形态演进的理性
前瞻，更来自于现实中愈演愈烈的无
人机威胁。

见“机”行事 手段多样

反无人机武器雏形初现

纵横战场的无人机名目繁多，类型
功能、大小尺寸、飞行高度、作战方式皆

有不同。这就决定了在反无人机武器
及系统研发、选用上，必须见“机”行事、
手段多样。

当前，各国研发、应用的反无人机
武器及系统雏形已经初现，大体可分为
常规手段与非常规手段两大类。

常规手段方面，一是由常规武器
“变身”反制利器。即通过改造常规武
器使其担当“无人机杀手”。俄罗斯无
线电工厂与伊斯托克公司联手推出的
“反击中小型无人机作战系统”，就是现
有地空导弹和空空导弹加装专门信息
模块的结果。同时，俄军还对装甲车所
用榴霰弹进行了改造，使其可在目标无
人机附近爆炸，以上千枚破片有效杀伤
集群无人机。

二是以“机”制“机”。当前，无人机
已经成为反无人机的利器。2018 年 7
月，美国雷神公司宣布，美国陆军已经
选用“郊狼”无人机系统，来应对日益上
升的敌对无人机威胁。该系统的多任
务雷达，能够在战场上跟踪、辨识各种
尺寸的无人机，并用所配备弹头打击敌
方无人机。

三是“撒”网抓捕。用网抓捕无人
机无疑是最传统的反无人机手段。这
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荷兰一家公司研
发的名为“无人机捕手”的反无人机
枪。使用时，操作手将反无人机枪自带
的网弹发射至目标无人机的斜上方，瞄
准系统会跟踪锁定目标，自主发射捕获
网捕获目标。

非常规手段方面，一是以电子战攻
击。实践表明，这是应对大型无人机、
大规模集群无人机攻击的有效手段。
伊朗在 2011年捕获美国“哨兵”无人机、
俄军 2018 年 1 月在驻叙赫梅米姆空军
基地成功抵御 13架无人机集群攻击，都
显示出实施电子战的威力。

二是用定向能武器摧毁。目前，以
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为主的定向能武
器已经用于反无人机。美国陆军在
2017 年进行的一次演习中，使用“相位
器”高功率微波发射器击落了 33架无人
机。2018 年他们又用安装在小型全地
形车上的激光武器系统击落了 12架无
人机。由此可见，定向能武器能够有效
对抗大规模无人机集群。

三是用猛禽拦截。猛禽反应迅速、
凶猛强悍，用来对抗无人机也是一种选
择。早在 2016年，荷兰国家警察局就曾
发布视频，演示如何训练老鹰从空中对
抗目标无人机。同年 12月，法国空军则
进行过用金雕拦截无人机的展示。

功能融合 灵巧便携

一体多维是未来发展方向

尽管当前反无人机武器及系统种
类、功用令人目眩，但有一点难以否认，
这方面的武器研发刚刚迈出第一步，今
后的路会更长而艰难。

其中，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无法快
速、有效地识别出具有威胁性的无人
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小型无人机属
于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常常混迹于
所处环境。它们“人小鬼大”，发动集群
攻击时，对其探测、识别和跟踪难度更
大。

2014 年，韩国军方就曾因此“看走
眼”，部署的低空雷达竟将数架小型无
人机误判为鸟群。

这也就预示着今后反无人机武器
及系统的研发应用，会日益体系化、灵
巧化、多维化，朝着有效应对“低、慢、
小”目标、大幅提升探测识别和跟踪能
力方向发展。

一是走向体系化。反无人机的先
期实践表明，将多种探测手段融合在
一起综合运用，能快速发现无人机；将
探测、跟踪、瞄准、干扰和摧毁等功能
有机整合，能实现对敌无人机的有效
应对。这就启示人们，构建一体化反
无人机系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大
趋势；而构建好这个系统，则有利于提
升反无人机的整体效能。当前，反无
人机技术大潮涌动，一浪更比一浪高，
这无疑给反无人机系统一体化提供了
可能。

二是走向灵巧化。一方面，为有
效应对单个小型无人机威胁，反无人
机武器将变得更加小巧便携。如澳大
利亚一家公司推出的两型“无人机干
扰枪”，均可由单兵携带。美国锡拉丘

兹研究公司研发的“沉默弓箭手”反
无人机系统，经过改装后可“移植”
到多型战术车辆甚至是皮卡车上。另
一方面，未来反无人机武器及系统将
更加机敏。高度智能化的反无人机装
备将能够实现自主快速组网、自动生
成处置方案、智能分配应对目标，大
大提升反制效能。

三是走向多维化。无人机的发展
如雨后春笋，反无人机武器及系统的研
发应用水平也必须随之“节节拔高”。
把现有手段充分调动起来，让新型反制
武器及时加盟其中，实现对无人机的多
维反制也是一大趋势。尤其是采用新
机理的攻击手段，总能出奇制胜。当
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手段有两种：一是
运用网络技术实施攻击。即经由无人
机指控网络的漏洞和开放端口，渗透进
无人机操作系统，获得完整控制权，直
接在战场上空接管敌无人机；二是运用
声波实施攻击。韩国有关试验表明，从
外部施加声波，可以使无人机陀螺仪发
生共振，进而扰乱其正常飞行甚至使其
坠落。

可以预见，随着未来新理论新技术
应用按下“快进键”，反无人机兵器及系
统将不断“添丁进口”，进而发展为庞大
的反无人机家族，在维护国家安全尤其
是军事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制图：姜奇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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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克星初露锋芒
■王 鹏

提起布设水雷，不少人脑海里可能会

浮现这番情形：一架大型军机徐徐掠过低

空。到达指定水域，水雷便被“插秧”似地

投抛而下。拖着降落伞的水雷在空中四

散开来，或隐或现在一大片水域中。

但如今，对布设水雷，人们脑海里可

能要增加一个场景：转眼间，从天而降的

大批水雷已一晃而过、布设完毕。很难

看见飞机，能看到的只有水面上转瞬即

逝的水花。

近日，美军用一架B-52“同温层堡

垒”轰炸机和一架P-8A“海神”海上巡

逻机，联合进行了新型“快速打击增程精

确制导水雷”部署实验。由“海神”进行

布雷区域的水文扫描和空海情侦察，规

划最佳布雷航线和GPS定位点，再由

“同温层堡垒”释放新型航空水雷。

与传统意义上的“快速打击水雷”不

同，新型航空水雷可以在几十公里外投

放，“射后不管”。根据GPS定位点，它

会凭借良好的飞行和制导系统自行前

往，精准到位。

严格地说，新型航空水雷并不能算

研发新品，而更接近于对现有装备的改

造。确切地说，它就是增程型“杰达姆”

联合制导攻击炸弹与“快速打击水雷”功

能套件的“合体”。

“快速打击水雷”与“杰达姆”本就是

“孪生兄弟”。两者都由MK80系列“低阻

力通用炸弹”加装套件形成。加装磁感

器、水压感器、航空尾翼和降落伞，就成了

航空水雷；加装控制尾翼、GPS、惯性测量

装置及增程飞行系统，就成了“杰达姆”。

“快速打击增程精确制导水雷”，其

实就相当于将增程性“杰达姆”触发装置

换成水雷的触发装置。这就使新型航空

水雷继承了“杰达姆”的气动外形和飞行

距离、打击精度等性能。

如此“组合”功用不小。一方面是新

型航空水雷可自己飞行数十公里，载机

再无需深入敌防空区，就能轻松完成布

雷任务；另一方面是它的布设精度相当

于“杰达姆”的精度，这样就可以合理规

划水雷阵型和走向，以最少数量获得最

大覆盖能力。

水雷会飞会认路

前不久，在阿富汗反恐战场上，英

军特种部队的狙击手使用一挺M2重机

枪，一枪击毙了一名远在1.6公里外的

“IS”指挥官。

一般来说，机枪主要用于射击集

群的有生力量、火力点、轻型装甲目标

和低空飞机。大口径机枪的射程非常

远，以12.7毫米口径机枪为例，有效射

程1800米，最大射程超过5000米。但

是，射击距离超过 1000米时，机枪就

只能对付车辆、建筑物等大型目标，而

对人体这类小目标通常无能为力。

难道英军使用的M2重机枪有什么

特别之处，竟能摇身一变成了远程狙

击利器？

其实，重机枪能否“变身”狙击利

器，完全取决于其射程、精度等性能。

M2重机枪的重型枪管锻铸时提升了加

工精度，沉重的机枪座有较好稳定

性。其使用的子弹是12.7×99毫米的

子弹，枪口动能是AK47自动步枪的 9

倍，这让M2重机枪拥有了非同寻常的

远射程和高精度。

战场上“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

到”。M2重机枪搭配远程瞄具，还真能

“客串”狙击枪。在越南战场上，美军

也曾用M2重机枪创下2194米的狙杀

纪录。

即便如此，拿M2重机枪当狙击枪

来使，也是不容易的事。因为，M2重机

枪加上三脚架超过25公斤，相当笨重，

瞄准的时候需要使用机械装置调整枪

身，这很耗时间。当目标移动时，M2重

机枪很难进行持续稳定的跟踪。可一

旦目标相对静止，就会给这款重机枪

创造奇迹带来可能。

据报道，被英军特种部队狙击手

狙杀的敌方指挥官，当时恰好在对部

下长篇大论地训话，足足讲了 20分

钟。正是这20分钟，为英军提供了充

分的瞄准狙杀时间。

重机枪咋变成了狙击枪
■杨 飞 白光杰

在对方密如雨点的无人机“蜂群攻击”下，己方战机接
二连三拉着长烟坠地。突然，己方激光武器现身，道道强光
掠过天空。顿时战场形势逆转，对方无人机大面积失控、坠
落。这一反无人机场景，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当前，随着无人机应用领域拓展、威力提升，很多国家
在持续挖掘无人机战斗力的同时，也在全力研发和获取克敌
制胜的反无人机技术及系统，不断推进其武器化，确保己方

在此领域保持绝对优势，抵消和化解敌方无人机战力。
据《防务快讯》网站近日报道，美国陆军正将超过 50%

的科技预算用于研制激光武器，并预计从 2023年起装备激光
防空系统，以反制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诸多飞行器。

那么，当前反无人机武器及系统研发进程如何？有哪些
反制无人机的有效手段？今后其发展又会走向何方？请看空
军工程大学专家的解读。

通常，起飞后的无人机会自己“赶

路”。动力不外乎内燃机、电动机等几

种。但出于对作战效能的考虑，有的无

人机也可以“不走寻常路”，变主动为被

动。比如，被火箭炮炮弹“推”着赶上那

么一段路。

据俄《消息报》报道，俄“合金”科学

生产联合体正在研制一种用重型火箭炮

发射的侦察用特种无人机。目前，这家

公司已经研制出该型无人机样机，并开

始飞行试验。

其实，运用火箭炮发射无人机的想

法并非始于现在。研制类似无人机并取

得成功，也并非首次。

“埃尼克斯”设计局的专家早在1990

年就开始设想“直接用火箭炮弹向预定

目标发射一次性小型无人机进行侦察”，

并在本世纪前十年末期，研制出了可用

“龙卷风”火箭炮发射的T90无人机。

为便于用火箭炮发射，T90无人机直

径只有20厘米，发射后翼展达2.5米，可在

预定目标上空500米处盘旋25～30分钟。

与“埃尼克斯”设计局的早期“作品”

相比，俄“合金”科学生产联合体研制的

新型无人机，功能势必更加强大。

至于为何会研制这型特种无人机，

专家称，随着火箭炮射程越来越远，末端

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该型无人机可即

时发射、即时侦察，为提升火箭炮末端精

度提供实时数据。

另外，“门对门”速递至任务区、侦察更

具突然性、调用权限低等，也可能是让无人

机借力火箭炮的原因。

用火箭炮发射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