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庞清杰 张文文 E-mail:jfjbtxjs@163.com 天下军事

军眼观察

近来，俄罗斯频频向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展示“肌肉”——

“锆石”“匕首”“波塞冬”“海燕”

“佩列斯韦特”等“超级武器”频频

亮相。这些“高大上”的武器不仅

令人眼花缭乱，也使人不禁好奇名

字背后的故事。

“各显威名”的神话人物。俄军

在给武器装备命名时，通常会赋予

其大量希腊神话元素。俄“波塞

冬”无人潜航器，能够深水行进、

航程跨越大洲、速度数倍于现有舰

艇。波塞冬是古希腊神话中手持三

叉戟的海神，主宰着海洋和水域中

的一切，用他命名体现了俄军对该

新型装备寄予的厚望。此外，俄海

军955型核动力洲际弹道导弹潜艇也

是以古希腊神话人物“北风之神”

的名字命名，选择这样一位常被描

绘成生有双翼、留有胡须、极为强

壮的人物来“代言”，无疑为游走于

深海的俄海基核打击力量平添了几

分神秘感。

“鼓舞士气”的民族英雄。俄新

型激光武器系统“佩列斯韦特”，历

经“犹抱琵琶半遮面”后，终于呈

现在世人眼前。“佩列斯韦特”引人

关注的同时，其名字也成为一个

“网红名称”。佩列斯韦特是俄古代

民族英雄，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库

利科沃之战中英勇战死沙场，此后

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便经常被用在

各类武器上。日俄战争期间，沙俄

军中就有以“佩列斯韦特”命名的

战列舰。俄军这种以英雄、先烈命

名武器装备的传统，除以示纪念

外，更有提振士气的意味。如世界

上唯一一艘现役非航空母舰核动力

水面作战舰艇——“彼得大帝”号

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就是以彼

得一世这位带领俄国走向强盛的帝

王命名。

“咄咄逼人”的兵器战甲。俄军

武器名录中自带“腾腾杀气”的“刀

枪剑戟”常常赫然在列。去年胜利日

阅兵式上，一款通体白色的新型导弹

引起人们关注，这便是俄总统普京多

次提到的“能够以 10马赫速度飞

行”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俄军将这

款长空利器形象地命名为“匕首”，

让人从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杀

气”——有把握突破所有现有防空和

反导系统。这种以古代冷兵器命名的

武器装备还有很多，除了耳熟能详的

“针”式、“箭”式防空导弹，还有大

名鼎鼎的“圆锤”潜射洲际弹道导

弹。一些防御型武器系统也以此命

名，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铠甲”弹

炮合一防空系统。

“神形俱似”的动物植物。俄军

“超级武器”中，有一款“可低空飞

行、不易被发现、航程几乎无限，

现有和未来反导和防空系统难以拦

截”，这一灵动的形象与高尔基笔下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

般高傲飞翔”的海燕颇有几分相

似，这就是被命名为“海燕”的新

型核动力巡航导弹。同时，用植物

为武器装备命名也是俄军一大特

色。如“白杨”系列洲际弹道导

弹，白杨是在俄分布较广的高大落

叶乔木，易使人联想起导弹架设时

那震撼的画面。俄制武器中也有一

些“另类植物”的存在，如以“康

乃馨”“风信子”等花命名的一系列

自行火炮，让人在思考鲜花与枪炮

关系的同时不禁感慨“战斗民族”

的浪漫主义情结。

“无坚不摧”的金石利器。作为

飞行速度达9马赫的新型高超音速巡

航导弹，诞生之初便被俄军冠以“锆

石”名字。锆石是盛产于乌拉尔、化

学性质稳定、耐受高温的矿物质，以

它命名无疑体现了俄军对其性能的期

待。用矿石来命名武器装备成为俄一

大军事文化，如P-500、P-700和C-

10三款重型反舰巡航导弹分别被称

为“玄武岩”“花岗岩”和“石榴

石”，之后发展装备的P-800型超音

速反舰巡航导弹被称为“红宝石”。

可以说，俄反舰导弹的发展史就是一

本沉甸甸的“石头记”。

总而言之，俄军武器装备品类

繁多、数量巨大，其命名规则相对

来说也较为复杂，舰艇、飞机、战

略导弹等各类武器均有自己特有的

命名习惯，甚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军事文化，除上述几款最新型武器

所体现出的命名规则外，山川地

名、天气现象也都是俄军武器装备

的名称来源。这些或神秘、或形

象、或深藏故事的名称都与俄政

治、军事、历史和文化有着紧密联

系，更蕴含着命名者对敌方震慑、

对战争祈胜的心理状态。

透过俄军“超级武器”—

聊聊名字背后的那些事儿
■张文茹 徐 翀

从 2010 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灭
火行动，到近年来北高加索的反恐行动，
再到叙利亚和乌克兰东部战场，都活跃
着一支特殊的俄军保障力量——管道
兵。他们不仅扮演着“救火队员”角色，
还是俄“混合战”重要因子。

管道兵，作为俄联邦武装力量独有
兵种，其职能主要是铺设战地干线管道，
并通过管道向部队仓库输送燃料。管道
兵的发展上溯至苏联红军时代，可谓俄
军“元老级”部队。1933年 12月，苏联红
军油料供应局着手设计拆装式战地管
道，以满足大规模、机动化战场行动对油
料供应的急剧需求，并由此催生出第一
批管道兵分队。

二战期间，管道兵分队因立下功勋
而“一战成名”。1941 年的列宁格勒保
卫战中，管道兵分队在 50天内冒着敌人
的轰炸，沿拉多加湖底部和沿岸铺设 30
余公里管道。该管道为此后残酷的反围
困作战输送了约 4.5万吨燃料，成为拯救
列宁格勒的“生命之路”。这是管道兵分
队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其机动化专业
保障能力丰富了苏军燃料补给方式。
1952 年，苏军正式组建管道兵，在之后
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亚美尼亚地
震救援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其保障能力
也不断提升。

管道兵这一经历战火“洗礼”的功勋
部队，在苏联解体后得以保留，直属于国
防部中央燃料管理总局。目前，俄编制
2500多名管道兵，常态担负 2000多公里
战地管道的运维，确保战区、机场和舰队
燃料供应稳定。其装备现代化水平也不

断提升，不仅拥有各式管道及配套安装
设备、高性能越野车、通信设备等，还新
研发了高强度复合材料拆装式管道，可
将输送效率提高20%。

在近两场局部战争中，管道兵“崭露
头角”，成为连接现代战场后勤的“神经
枢纽”，确保“血液”及时通达。在乌克
兰东部战场，2014年乌克兰政府下达对
克里米亚“断水”指令后，管道兵部队在
2 天内完成 48 条通往克里米亚干线管
道的铺设，总长达 372 公里，保证了当
地用水安全。今年 3月底，管道兵部队
在俄副防长布尔加科夫领导下，完成克
里米亚苏达尔地区水管道工程建设任
务，总计 2300 根管道长达 14 公里，从
“源头”上解决了该地区水源紧张问
题。对此，克里米亚当地媒体称，管道
兵部队在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后“两

次拯救了该地区居民”。
在叙利亚战场，管道兵部队成为首

批入叙作战力量，并在当地基础设施近
乎瘫痪情况下，搭建起俄军独立后勤体
系框架，保障了俄空天军战机燃滑油料
供应。此外，管道兵部队还担负起从塔
尔图斯海军港至赫梅米坶机场的设施防
护、人道救援和应急救难等战场任务。

未来，随着俄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
管道兵以军事人员身份进驻，既可充当维
和、人道救援等配合力量，还能协同展开反
恐行动。管道兵在补给保障效能上安全、
高效和低廉成本的优势，以及其平战一体
的战备特点，使其成为俄国家安全不可或
缺的一员。正如俄防长绍伊古曾指出，管
道兵在国家防务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下图：在森林中演练燃油补给的俄

军部队。 本报资料图片

俄特种管道部队—

“幕后英雄”的成长史
■宋国萃 初 颖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投入了最

新的“涅列赫塔”战斗机器人，试验

表现良好。该机器人通过大功率蓄电

池供电，浑身披挂有外骨骼并有多个

武器挂载点。此前，俄媒体称已经过

叙利亚战场测试的“天王星-9”战

斗机器人将列装俄罗斯军队。这意味

着俄罗斯正在打造的“智能军团”又

往前进了一大步。

近年来，俄军大力发展战斗机器

人，并把研发和运用战斗机器人作为

人工智能优先发展方向。2014年，

俄国防部成立机器人技术科研试验中

心，主要开展军用机器人技术综合系

统的试验。俄国防部还发布了《军用

机器人综合系统使用构想》《2025年

前先进军用机器人技术装备研发专项

综合计划》等多个文件，指导俄军无

人作战装备的研制、发展和使用。

俄军对战斗机器人研发的高度重

视，与战斗机器人具有的特殊作战优

势不无关系。战斗机器人是在战斗条

件下具备人工智能的自动化设备，即

在士兵尽可能少地参与下，在发现敌

人目标后立刻予以毁伤。现阶段，这

些战斗机器人仍是配合人类士兵作

战的重要角色，具有显著优势——

减少作战中的人员伤亡，不会受到

人类生理极限的限制；执行特殊的

作战任务，比如火线排雷、渗透侦

察、多地形运输等；高度智能化，

能够进行复杂的运算和分析，保证

行动准确性和火力精度；拥有强大

学习能力，通过系统数据更新等方

式迅速提高“本领”。

在俄军工单位的无人装备研发

项目中，首重陆军机器人研制，经

费拨付也侧重这一领域。其中，“天

王星”系列履带式机器人战车，是

俄军战斗机器人技术装备的“明

星”武器。它配有光电目标监视、

探测系统和制导武器系统，用于执

行侦察任务以及对反恐分队进行火

力支援。在目前的技术发展阶段，

俄工程兵部队主要装备有用于清理

反步兵地雷和爆炸物的“天王星-

6”系统，以及用于灭火的“天王

星-14”系统。俄作战部队使用的主

要是“天王星-9”履带式机器人系

统。俄“天王星-9”侦察与火力支

援机器人战车、“天王星-6”扫雷机

器人，均在叙利亚战场经受了检

验。目前，俄专家正根据暴露出的

问题，对这两款机器人进行深度改

进，以加速将其正式装备俄军。

毋庸置疑，为适应人工智能技术

的新发展和作战任务的新需求，俄军

战斗机器人部队也将趋于完善。俄罗

斯“智能军团”将加大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力度，帮助机器人对物体、环

境、语言、作战计划等进行更好理

解。同时，俄军也将研发先进的传感

设备，使机器人拥有“千里眼”和

“顺风耳”，提高机器人对外部环境的

感知能力，从而在战场上做出更快速

的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更加坚固、有

更强抗损能力的材料技术，也将成

为俄军战斗机器人发展关注的重

点。在俄军的积极推进下，这些

“钢铁战士”不仅能够辅助人的行

动，还能在标准环境下独立定下决

心并执行毁伤任务，在未来战争中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俄
﹃
智
能
军
团
﹄
再
进
一
步

■
庄

林

日前，俄罗斯总统网站公布文件
称，俄将于今年 6月制定人工智能领域
的国家战略。其中，军用人工智能得到
特别关注。俄罗斯近年来研制的多种
无人武器装备时常出现在媒体聚光灯
下。特别是，在俄总统普京发表声明称
“谁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谁
就可能主宰世界”之后，俄不断加快将
人工智能系统与无人机、导弹等相结合
的步伐，俄军迎来“智能化战争”时代。

奋起直追，争夺战略

“制高点”

随着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信息
技术迅猛发展，军用人工智能的研究迎
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各军事强国都
把军用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游戏规则”的
颠覆性技术，积极争夺在该领域的战略
“制高点”。美军推出的“第三次抵消战
略”认为，以智能化军队、自主化装备和
无人化战争为标志的军事变革风暴正在
来临。当前，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军事技
术领域拥有优势地位，俄罗斯则在全球
人工智能竞争中处于下风。为扭转这种
不利的局势，俄罗斯奋起直追，将人工智
能发展置于重要地位，不断加大对该领
域的投入，以期实现“弯道超车”。

在这种背景下，军用人工智能快速
涌入俄方视野。从 2014年俄国防部制

定 2025年前俄军无人系统装备计划，到
2016年召开“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机器
人化”军事科学会议，再到 2018年俄罗
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发布《人工智
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现状以及应用前
景》，俄罗斯已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间
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俄国防部还牵
头发布了“人工智能十点计划”，对未来
俄罗斯人工智能的研究工作以及各部
门、各机构的协调分工作出了指导性安
排。

多点开花，重视“军

用机器人”

俄罗斯的军用人工智能主要由国
防部负责研发，国家支持力度大，体现
出政府主导、军用为先的特点。在国防
部和国内工业的全面支持下，俄罗斯在
人工智能、机器人及自动化控制等无人
军事平台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具体来
看，俄罗斯军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军用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成
为俄防务领域优先发展方向。俄罗斯自
主研发的陆战机器人主要是无人驾驶的
履带装甲车，小到 1吨重、大到约 14吨
重，可在遥控下完成巡逻、侦察、追踪、阻
截、攻击等任务。此外，俄军还有形似军
犬、快速奔跑的机器人可供火线运输弹

药给养，还有铲车式机器人可将战场上
的伤员用铲斗送回后方。在 2015年底
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战斗
中，俄军就动用了战斗机器人、无人机和
自动化指挥系统参与作战。

无人潜航器正在成为俄罗斯战略
威慑的关键力量。无人潜航器可组团
侦察水面下及海底环境，观测可疑物
并用炸弹摧毁敌目标。其中，“波塞
冬”核动力潜航器的功能最为强大。
“波塞冬”可携带 200 万吨当量的核战
斗部，足以摧毁大型沿海城市、海军基
地和其他设施。2018 年，俄海军开始
对“波塞冬”核动力潜航器进行水下测
试。此外，俄罗斯海军也将装备“自主
学习”雷场系统，这种高技术弹药能依
靠噪音、磁场等“特征”来识别舰艇、潜
艇甚至气垫船。

在防空和反导防御系统中推广人
工智能。目前，俄电子战部队、防空兵
和俄空天军下属航空兵等武装部队均
配备了先进的自动指挥系统，可将各种
渠道获取的情报汇总后，用人工智能技
术进行整理分析，自动提出战术建议供
指挥员决断。而且，俄罗斯部分导弹已
装有人工智能设备，在导弹飞向预定目
标时，若人工智能设备在途中甄别出价
值更大的目标，导弹可自动转向攻击后
者。此外，俄军“树冠”太空目标监视雷
达等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已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

未来发展，挑战重重

变数多

近年来，俄罗斯在军用人工智能领
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有“后来居上”
之架势。但受研发资金不足、道德质疑
以及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权竞争等因
素掣肘，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未
来，随着新技术军事化步伐的加快，各
国或将加剧智能化军备竞赛。

资金掣肘限制俄罗斯挑战全球人
工智能领导力的能力。俄罗斯的人工
智能计划旨在 2025年时实现 30％的军
事力量的远程控制以及全自动化的机
器人平台，这意味着俄罗斯需要为军用
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但受国防研究资金潜在不足的影响，俄
军大力发展军用人工智能的雄心或将
受挫。例如，备受关注的“时代”无人战
车虽已成型，却无法成规模投产。

俄罗斯将面临来自美国等国家的
竞争。美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
军事应用，美国国防部曾表示，未来人
工智能战争不可避免，美国需要“立即
采取行动”加速人工智能战争科技的开
发工作。美军计划 2035年前初步建成
智能化作战体系，对主要对手形成新的
军事“代差”，到 2050年前美军的作战平
台、信息系统、指挥控制全面实现智能
化甚至无人化，实现真正的“机器人战
争”。面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
优势和高强度投入，俄罗斯虽也在开发
多个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项目，但不可
避免将受到美方的“打压”。

俄罗斯还将面临机器系统参与军
事行动伦理层面的质疑。军用机器人
有能力执行更困难的任务，但冰冷机器
无法权衡道德后果。机器智能目前仍
有许多弱点，神经网络容易受到网络的
欺骗攻击（发送虚假数据），使其相信一
个图像是另一个图像，甚至会错误地攻
击平民。因此，机器人的滥用，可能引
发人道主义灾难。今天的机器智能是
脆弱的，缺乏人类智能的稳健性和灵活
性。毕竟，战争中的许多决定没有简单
的答案，需要进行权衡，但机器无法衡
量人类的生命价值。正如俄国内反对
人士所指出，让机器人负责人类的生命
是不合理的。

左图：俄罗斯战斗机器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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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近年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及自动化控制等无人军事平台—

俄军开拓人工智能“新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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