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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群 策 集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

固军政军民团结，就能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凝聚起强大力量。作为国家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强烈的国防观念和国防意

识是每个国民必备的素质，也是应尽的

职责，更是一道看不见的坚固屏障。新

时代，我们要建设同国际地位相称、同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

强大军队，必须下大气力推动国防教育

向深处走向实里落。

在牢记历史中夯实国防观念。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

多次被打断，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悲惨的屈

辱史一次次警醒世人落后就要挨打！

没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没有人民

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没有一个巩固强大

的国防就没有人民的和平安康生活。

124年前甲午兵败后，李鸿章曾哀求日

本首相伊藤博文：赔款数额能否再减

些？对方回绝：无可再减！任何的乞求

在侵略者的铁蹄面前只会激发起他们

愈加贪婪的欲念。九一八事变后，300

万东北人民陷入颠沛流离的悲惨境地，

南京大屠杀几十万同胞遇难。在民族

危亡时刻，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挽狂澜于

既倒，带领各族人民英勇斗争，推翻三

座大山、打败日本侵略者，并经历了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艰苦卓绝考

验，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才真正站立起

来。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今天，我们

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四

大危险”“四大考验”将长期存在，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要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赢得胜

利、赢得未来，必须牢记历史，勿忘国

耻，勠力同心建设好国防。

从家国情怀中增强国防责任。今

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

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百年沧桑，中

国之巨变，体现在综合国力的跃升，体现

在国际地位的彰显，也更需要建设同我

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应充

分发挥好国防教育的“凝固剂”“清醒剂”

作用，从点滴入手培铸好国民的责任感、

危机感和自豪感。强化国民的担当意

识，使全体国民自觉将个人前途与国家、

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紧盯建设世

界一流军队这个战略目标，增强追赶时

代、领跑潮流的意志。

从国民自觉中深化国防涵养。全

体国民高度自觉的国防观念，是现代化

国家的显著标志。承平日久的生活环

境，使得一些人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淡

化，甚至娱乐历史、戏说英烈。对此错

误行为必须予以坚决驳斥。应从点滴

入手培养民众内在的国防意识，使之成

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筑牢

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国民之魂，文以

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鲜明的国

防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是制止

战争、威慑敌人的持久因素。构建国防

文化，应旗帜鲜明地弘扬优良传统、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关心国

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价

值追求和社会风尚。

从环境考验中创新教育内容形

式。当前，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

变、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意识形态

斗争激烈激荡激变，尤其是铸魂与蛀

魂、固根与毁根的博弈日趋复杂，国防

教育必须进行全方位创新，不断提高吸

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应善用新媒

体，让政治课题“鲜”起来。紧扣当代大

众的心理特征，用“互联网+”思维创建

新媒体网络平台，使政治理论教育生动

化、大众化，将舆论引导潜移默化到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中去。善用

新技术，让红色课堂“活”起来。广泛引

进现代科技手段和新技术，尤其注重增

强青少年参与教育、接受教育的兴趣与

爱好。善用新机制，让教育氛围“燃”起

来。改变一台电脑、一本教材讲到底的

做法，主动探索国防教育方式方法，把

研学活动和“军营开放日”打造成开放

性国防教育大课堂，让广大群众在社

会、军营接触体验中升华感知认识，点

燃爱党爱国爱军的火苗。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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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边界已逐渐清晰。为推动军
事智能化向更深层次发展，应客观分析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边界条件与前景，
努力寻找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

当前人工智能以概率统计为核

心，需要解决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战争

中提高可信度和可靠性的问题。基于
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主要利用概率的
“黑箱”处理方法寻找规律，由于缺乏
“可解释性”，即便初始信息有微小错
误也可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果，这与
真正的人类智慧存在本质区别。这些
缺陷使人工智能容易受到攻击或欺
骗，导致其无法独立承担重要军事任
务，人机深度协同也因缺乏信任而难
以实现，阻碍了人工智能在军事上更
深入的应用。因此，需要在军事科研
中加大人工智能原创性研究，加大模
糊逻辑、抽象演绎、复杂认知等方面的
攻关力度，主要解决“不可理解性”、脆
弱性等缺陷，加快推动安全、可靠、可
信的第三代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同时
注重与数学、脑科学、生物学、仿生学、
军事学等基础学科协同发展，激发体
系合力、突破边界限制。

当前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为根本支

撑，需要解决如何在以小样本数据为主

的战争中获取信息的问题。人工智能
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数据充

足、多样、准确。但军事数据来源于战
场对抗环境下，数据质量差、价值密度
低、可用类型少，且战争中人的主观活
动很难通过大数据典型方式进行建模
学习，所以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大量获
取用于迭代学习的样本数据，也就无法
完成更有价值的数据识别分析等智能
化作战任务。因此，需要加强军事大数
据建设，建立分级分类的军事大数据
库，发展由海量数据资源、“云端”计算
能力以及大数据管理和分析系统组成
的数据装备；探索抽象数据向具体数据
的转换与表述的新方式，重点研究大数
据分析挖掘、模型算法、数据可视化等
领域；统一数据标准、信息格式、功能架
构等，健全完善数据收集、融合、分析、
共享的流程机制。

当前人工智能以确定性为必要条

件，需要解决如何适应战争“迷雾”的问

题。从基本工作原理看，人工智能解决
的任务需要具有确定的演化规律。但
是战场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几乎
所有战争行为都是在“不完全信息”条
件下产生的，这使人工智能在战场上做
出任何决策都非常困难，可以说这是战
争不确定性特征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
的天然冲突。因此，需要谨慎研判人工
智能发展趋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一方
面加大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和语音识
别两大优势领域的拓展应用，另一方面
在军队建设资源投向投量上，适当加强
3D打印、纳米技术、量子信息、物联网、
区块链、基因编辑、脑科学等其他高新
技术的应用。

寻找人工智能新突破点
■闫晓峰

无人系统的快速发展及广泛运用，
使其不但在预警探测、侦察情报、电子
战、火力战方面优势突出，而且在后勤
保障领域也发挥着独特作用。由于无
人系统“平台无人”且续航时间长，可在
危险环境下连续不间断进行适时、适
量、适当的精确保障，尤其是对一线作
战部队进行弹药、食品、燃料、装备器材
等物资的末端补给，既可有效解决保障
链“最后一公里”难题，又可极大地减少
保障人员伤亡。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军
队都在尝试开发无人后勤装备运用于
战场保障，在提高后勤保障效率的同
时，又节约用于非战斗任务的战斗人员
数量，将其从繁重、重复的保障工作中
解脱出来，专注于作战任务的完成。

更灵活—

分散前送式补给

分散前送式补给，是指利用运输型
无人作战平台，由后方保障基地或前进
基地、物资补给站等物资集中配置点，
辐射、送至一线各作战区域内遂行任务
的部队。此种方式，以无人运输车、无
人运输机为主，通常在环境危险、地形
条件受限，其他运输手段难于实施的情
况下，用于扩大运送补给范围，满足前
线部队作战所需。在实施过程中，地面
无人运输系统一般采取“跟随”模式，即
由士兵驾驶运输车在前“领航”，无人运
输车编队随后跟进。通常用于距离远
且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向各个相对集中
行动的部队实施物资补给；空中无人运
输系统一般采取“自主”或“遥控”模式，
即无人运输机按预设航线自主行进，或
由后方操作员遥控控制行进。通常在
地形、敌情复杂的环境下，用于向相对
独立、高度分散行动的小分队实施物资
补给。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为避免简易
爆炸装置对地面运输车辆的威胁，美军
曾运用 K－MAX无人直升机向前沿基
地和驻守哨所的陆战队进行物资补
给。该机能根据 GPS系统进行定向飞
行，也可由地面人员通过遥控装置远距
离操控飞行，并在人员辅助下完成物资

吊装或投送，每次可吊装运送物资2吨，
每天可送达13.6吨左右。美国海军陆战
队驻阿富汗地区总部发言人曾透露：从
2012年底至 2013年 5月，K－MAX无人
机在阿富汗的飞行时间超过 30000 小
时，执行了 145万余千克的物资运送任
务，相当于 600台卡车的运送量。此外，
在水下作战中，大型水下无人潜航器也
可担负物资前送补给任务，它既可以为
秘密执行任务的特战分队或其他海上平
台提供装备、给养等物资器材的保障，也
可以输送、补充或撤离少量的战斗人员。

实施分散前送式补给，应根据战场
情况，合理规划无人运输平台前送路线
或航线，尽可能避开敌威胁区域。在机
动作战中，应加强与前线部队通信联
络，实时掌握其位置和物资消耗情况，
以便及时调整、规划无人运输平台路线
或航线，并适当、适量配送所需物资。

更安全—

机动预置式补给

机动预置式补给，是指根据作战计
划，在预定时间将作战所需物资提前运
送到己方能够掩护的预定临时会合点或
补给位置，为部队持续作战提供不间断
的后勤保障，以减少有人保障力量预先
前置补给可能带来的伤亡。此种方式以
空中运输型无人机、海上无人运输平台
为主，通常在作战部队机动途中和进攻
方向上的适当位置预先送达，进行跳跃
式的连续集中性补给；有时也可配合其
他保障力量，在作战部队后方一定距离
上，跟随机动、随机设点，而后再实施分
散前送补给。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敌情
威胁情况或补给对象，按照作战进程和

物资消耗预计，无人后勤保障力量稍早
于作战部队进至预定补给区域，卸载或
待机补给；如果该区域敌情威胁较大，
可与作战部队沟通后调整补给点位置，
或由无人保障力量在相对安全区域机
动待机，待作战部队夺控该区域后迅速
进入预定补给点。比如，空中无人加油
时，无人加油机往往先于有人作战飞机
进入到敌前沿地带的预设加油区，待机
飞行，为往返的作战飞机进行不间断的
空中加油保障；如果敌威胁较大，无人
加油机则在有人作战飞机编队的伴随
掩护下逼近战场前沿，在适当空域为其
加油后自行返航。在战场环境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无人后勤保障力量可根据
保障平台续航能力，进行超前长时间预
置，为途经保障区或在该区域执行任务
的其他作战力量进行连续补给。再比
如，大型水下无人潜航器，可秘密潜至
距敌岸适当位置的海域建立补给站，为
长期在此执行侦察、监视任务或途经该
区域的其他无人潜航器进行充电、弹药
补充，同时也可将其他平台获取的情报
信息进行转存带回；也可为将要在该海
区或近岸执行任务的特种部队进行物
资、器材预置以及在行动中的再补给。

实施机动预置式补给，应根据敌情
和战场环境，合理选择预置补给位置，并
与被补给部队搞好协同，把握好会合与补
给时机；准确预计作战物资消耗的种类和
数量，确保补充的有效性；重视其他作战
力量对无人后勤保障力量的支援掩护。

更持续—

伴随支援式补给

伴随支援式补给，是指利用无人

运输平台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协助士
兵或战斗车辆携带弹药、油料、食品和
其他装备器材，有效减轻作战部队自
携负荷，使士兵以最大的体力和精力
遂行作战任务，使战斗车辆以最大的
空间携带弹药进行突击，实现以无人
作战平台的“持久性”支撑有人作战的
“持续性”。研究表明：士兵因负重增
加难以保持毁伤能力、防护能力和机
动性，作战效能明显降低。有资料显
示，如果士兵携带 46 千克载荷，行进
20千米，射击命中率会降低 26%，同时
会导致士兵身心疲惫。特别是信息化
战争中，战斗节奏快，部队机动频繁，
战场消耗大，携带物资器材多，采用无
人运输平台伴随保障，可以使部队更
加专注于作战任务。此种方式，以陆
上高自主性无人运输车辆为主，通常
以单个无人运输车伴随方式实施，即
小型车辆伴随单兵、中大型车辆伴随
班组（战斗车辆）行动，但如果地形条
件允许，也可以多台无人运输车辆编
队伴随战术分队行动，担负整个分队
的物资携行保障任务。在实施过程
中，战斗群（队）在前方机动，无人运输
车通过自身的传感器组件识别被跟随
士兵或战斗车辆的立体三维影像，对
其进行锁定和跟踪，自动在侧后适当
位置跟随机动或适时停止运动，作战
人员也可通过操控手柄遥控或语音口
令等方式对车辆进行灵活控制。2011
年 11 月，美陆军向驻阿富汗南部的第
10 山地师配备了 4台具有伴随行动功
能的“班组任务支援系统”（SMSS）多
功能无人运输车，协助作战分队完成
后勤运输任务。当前，具备“伴随”作
战能力的无人地面车辆是各国无人保
障装备发展的重点。伴随支援主要运
用于后勤保障领域，未来随着大型战
斗车辆自动化后，还有可能执行火力
伴随支援任务，战斗时前出进行先导
突击。

实施伴随支援式补给，应根据
任务和地形条件合理选择不同运动
类型 （轮式、履带式等） 的无人运
输平台，并根据需要采取自主伴随
与遥控、有人驾驶模式相结合的方
式实施。

●打通保障链“最后一公里”—

无人系统将刷新未来战场补给方式
■赵先刚

战斗简介

包座位于四川松潘县以北，山高坡

陡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红军出

川入陕的唯一通道。1935年8月，中央

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重申北

进战略方针。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

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越过茫茫草

地。右路军于8月底到达距包座100多

公里的巴西、班佑地区，准备经包座进

入甘南北上抗日。国民党军利用山险

路隘，修筑碉堡，妄图将红军逼回有“死

亡陷阱”之称的草地。包座一役，我右

路军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等战法，

经过两昼夜激战，攻克天险，毙伤俘敌

50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军用地

图及牛羊、粮食等物资，取得了红一、红

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讲评析理

包座战斗是红军围点打援、设伏诱
敌、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典型战例，体
现了红军指挥员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是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
关键一战，作战中的成功经验对新时代
练兵备战仍有诸多启示。

抵近前沿侦察，巧妙排兵布阵。

1935 年 8 月 27 日，右路军总指挥徐向
前接到中央军委攻打包座的命令，立
即组织召开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传
达中央军委指示，对敌我双方兵力、兵
器及作战能力进行了剖析。徐向前不
顾连日过草地的疲惫和抵近敌前沿的

危险，带领红 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
先念、参谋长彭绍辉等人，深入到距大
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原始森林和敌
援兵必经之路，缜密侦察敌情、现地勘
察地形；冒险引诱敌人火力暴露，获得
了第一手敌军布防和火力配置情况，
绘制了详细的作战地形图，标明了敌
援兵行进路线，定下了前方指挥所位
置，确定采用围点打援战法，歼灭包座
和来援之敌。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里

的五行指的就是任务、敌情、我情、时
间和地形。战前，总指挥徐向前和红
军高级指挥员亲自深入前沿摸清敌情
和地形，依此排兵布阵，是包座战斗获
胜的重要原因。未来战争，战场环境
复杂多样，作战装备手段先进，敌情我
情瞬息万变。各级指挥员，尤其是高
级指挥员应重视战场态势信息的获
取，培塑超前布局的指挥素养，增强善
于分析敌情、运用敌情和地形谋战打赢
的意识与本领。

根据战场态势，临机应变制敌。红
军攻打包座，既要歼灭增援之敌，更主
要的是歼灭包座守敌，打开北上通道。
敌人坚守的大戒寺，北靠五六百米的大
山，前面有银戈河，东边是包座河，当时
正值雨季，大雨瓢泼，河深水急。主攻
大戒寺的红 89师 264团几次进攻未果，
遂及时改变战法，集中兵力攻击敌防守
相对较弱的大戒寺靠西的几个外围碉
堡。经过 6个多小时激战，消灭敌两个
连守敌，扫清大戒寺外围障碍，紧接着
从西、西北和北部三个方向向大戒寺守
敌发起猛烈攻击，迫使残敌退守大戒寺
后山碉堡，等待援兵。向大戒寺增援的
敌第 49 师非常狡猾，在抵近作战区域

时，只以先头部队第 291团摸索前进，主
力并未贸然前行。红军指挥员临机应
变，对大戒寺之敌围而不攻，待援敌进
入大戒寺以南区域时，命红 263团一部
作为第一梯队，率先出击敌先头部队，
接火后且战且退，诱敌至预设阵地大戒
寺东北山区。待敌继续向北纵深前进
时，命红 265 团和 263 团主力作为第二
梯队，猛虎般杀入敌 291团阵地，将其队
形一劈两半，斩断其与主力的联系。这
一招终于触痛了敌第 49 师师长武诚
仁。大戒寺守敌频频求援，增援的先头
部队又腹背受敌，武诚仁恼羞成怒，挥
师加速向大戒寺推进，进入我包围圈。
此时红军主力全部出击，把增援敌军截
成三段，形成了分割围歼态势。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未来战
争，战场态势更加错综复杂。作为指
挥员，应研习战术但不拘泥于战术，
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尽可能
掌握未来作战对象的综合信息，在演
练演训中培养战略视野，训练辩证思
维，提高沉着应变、灵活运用战术的
指挥能力。

坚定必胜信念，勇敢顽强杀敌。刚
刚走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身体虚弱，精
神疲惫，但他们深知包座战斗是红军北
上的关键之战。面对武器精良的胡宗
南嫡系部队，红军指战员抱着视死如归
的革命信念，靠着高昂士气和不屈精

神，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杀。求吉寺守
敌凭借有利地形和明堡暗堡，设置了密
集火力网，红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
代价。部队攻击受阻，红四军第 10 师
师长王友钧挺身而出，端起机枪对着
敌阵一阵猛扫，端掉了敌人火力点，不
幸中弹牺牲，年仅 24 岁。敌援军第 49
师是胡宗南主力，有 1.2 万人，且武器
精良，训练有素。进入红军伏击圈后，
仍依托灌木丛和小山包拼死抵抗。红
军由于减员严重，师团所有预备队、通
信连、警卫连和军部的机关干部、宣传
队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拿起武器投入
战斗。他们用刺刀、手榴弹和大刀片，
在密林中，在包座河畔，同敌短兵相
接，白刃相见，展开肉搏战。敌人被这
支英雄之师所震撼，大戒寺守敌缴械投
降，求吉寺之敌被全歼，敌 49师师长被
俘。

坚定的战斗意志和无所畏惧的英
雄气概历来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力
量。它能够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变劣
势为优势，变不能为可能。未来战争，
尽管现代武器装备使得战争形式愈来
愈向非接触性转变，但战争双方你死我
活的对抗性质不会变。我们要弘扬红
军战士敢打硬拼的顽强作风，发扬“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锤炼狭
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胆魄，把部队真正
锻造成敢战善战的钢铁之师。

狭路相逢惟勇智者胜
—解析红军出川入陕之包座战斗

■冉阿丽

●无人系统“平台无人”且续航时间长，可在危险环境
下连续不间断进行适时、适量、适当的精确保障。

●利用无人运输平台跟随作战部队行动，有效减轻作
战部队自携负荷，可实现以无人作战平台的“持久性”支撑
有人作战的“持续性”。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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