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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

司 新 闻 处 发 布 消 息 称 ，俄 罗 斯 从 零 开

始建造的全新图-160M 战略轰炸机当

天顺利完成首次飞行。这款改进型轰

炸 机 保 留 了 图 -160 的 外 形 ，但 使 用 了

大 量 数 字 技 术 和 全 新 制 造 工 艺 ，安 装

了新型电子对抗系统和先进的导航系

统，配备新型武器和航电设备。

有“白天鹅”之誉的图-160由苏联设

计制造，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变后掠翼超声

速战略轰炸机。有数据显示，其体积比美

国的 B-1轰炸机大将近 35%，航程多出近

45%。然而，由于苏联解体，图-160一共只

生产了 25架。苏联解体后，由于生产线被

乌克兰继承、大量科研人员流失等不利因

素，俄罗斯想要独立制造图-160面临诸多

困难。2015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恢复，

俄罗斯开始研制图-160的改进型。

相比之前的图-160，图-160M 在性

能上有了较大升级，在载弹 40 吨时，仍

然 有 1.4 万 公 里 的 航 程 。 俄 军 为 图 -

160M 配备的主要武器是“匕首”高超声

速导弹，以及 KH-55SM 远程核巡航导

弹。这意味着，图-160M 具有强大的防

区外打击能力。

图-160M 的首飞，表明俄罗斯已具

备战略轰炸机的独立制造能力。按计

划，全新的图-160M 将于 2023 年开始量

产，总共生产 50 架，未来俄空天军将每

年 装 备 3  4 架 。 据 报 道 ，每 一 架 图 -

160M 都将有自己的名字。

图-160M 的量产对俄罗斯具有极其

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战略轰炸机部队规

模在持续萎缩之后，终于迎来新的补充。

近期，围绕乌克兰局势、北约东扩等

一系列安全问题，俄罗斯与美国、北约进

行密集对话，但都无果而终。舆论认为，

只要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不发生根本

转变，俄与西方关系就难以看到破局脱

困的曙光。俄罗斯将不断加强军力建

设，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

（文：赵红运、张泽武）

左图：图-160M战略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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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60160MM：：““白天鹅白天鹅””重获新生重获新生

俄军“匕首”高超声速武器系统在北

极顺利完成测试、美国海军开始在约旦

附近海域测试无人帆船……岁末年初，

美俄等军事大国在新型武器装备研发领

域动作频频。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近年

来，随着全球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大量

尖端技术被运用到军事领域，新一轮世

界军事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战争形态正

在悄然改变。

高超声速武器发展迅速

高超声速武器主要是指以高超声速

飞行技术为基础、飞行速度超过 5 倍声

速 的 武 器 ，包 括 导 弹 、轰 炸 机 、侦 察 机

等。这种以快见长的新型武器，被诸多

军事专家认为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未来

战争模式。近年来，美俄等世界军事大

国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展开激烈角逐，

启动了多个高超声速武器研发项目，一

些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俄罗斯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处于领

先地位。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就

开始研制代号为“X-90”的高超声速巡

航导弹。目前，俄罗斯拥有的高超声速

导弹主要包括 3 种，分别为“锆石”“匕

首”和“先锋”。其中，“匕首”高超声速导

弹的速度高达 10 马赫，由米格-31 战机

挂载发射，能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是

俄军最先投入使用的高超声速武器。“先

锋 ”高 超 声 速 洲 际 导 弹 速 度 超 过 20 马

赫，足以轻易穿透对手精心构筑的防空

反导网。2019 年底，俄军首个陆基“先

锋”导弹团加入战斗值班。“锆石”是俄罗

斯首款海基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于 2020

年 10 月试射成功，飞行速度可达 9 马赫，

可从战舰或潜艇上发射。

美国同样十分看重高超声速武器。

目前，美军各军种在研高超声速武器项

目中，主要包括海军的“常规快速打击”

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陆军的“远程高超

声速武器”、空军的 AGM-183“空射快

速响应武器”和“高超声速攻击巡航导

弹”等。不过，美军高超声速武器的发展

之路并不顺利。2021 年，美空军对新型

高超声速导弹进行了 3 次试射，均以失

败告终。

此外，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亦有各

自的高超声速武器发展计划与项目。可

以预见，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发领域，各国

激烈竞争的态势将愈发明显。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广泛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军事变革的

核心技术之一。近年来，为抢占军事科

技制高点，各主要国家在把人工智能研

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同时，也在不断推

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美国是最早研发人工智能技术并将

其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国家。目前，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了“下一代

人工智能”项目，主要内容包括：促进国

防部关键业务流程自动化的技术更新，

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增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

和灵活性，创新下一代人工智能的算法

和应用。同时，美军将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纳入国防部信息化计划。据报道，美

海军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因采

用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已具备对抗敌

方未知雷达的能力。

俄罗斯军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历了

实战检验。在协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反

政府武装的战斗中，俄军就使用了战斗

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化指挥系统等。

目前，俄罗斯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陆战

机 器 人 包 括“ 平 台 -M”“ 阿 尔 戈 ”等 型

号，可执行巡逻、侦察、排雷、近距离火力

支援等任务。此外，俄军还研发了外形

类似军犬、能够快速奔跑的机器人，用于

担负向火线运送弹药给养等任务。

英国、德国、以色列等国也纷纷将人

工智能技术研究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

英国宣称已经研制出一种名为“智人”的

军用机器人。德国的“台风”战机已成功

实现与遥控载具的相互联通。以色列军

方正在进行智能坦克的研发，该型坦克

可实现自主规划任务、自动驾驶、自动使

用武器。

无人作战武器方兴未艾

当今时代，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迅

猛 发 展 ，战 争 形 态 正 加 速 向 智 能 化 演

变。为了打赢未来战争，各大国纷纷加

速发展无人作战武器，积极探索人机协

同战法。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计划，俄军正

在组建首支由攻击型机器人组成的无人

作战部队。该部队包括 5 套“天王星-9”

机器人系统和 20 辆无人战车。“天王星-

9”是一款多功能战斗平台，装备有 2A72

型 30 毫米自动火炮、7.62 毫米机枪、反

坦克导弹等武器。目前，俄罗斯陆军、海

军和空军都列装了无人作战平台。俄陆

军每个师旅级单位均编有无人机连，俄

北方舰队编有无人机团。

美国陆军各级作战单位大都编有

无人机分队。美海军正在实施“幽灵舰

队”计划，准备打造一支包括 10 艘无人

舰 艇 的 部 队 。 目 前 ，美 海 军 已 经 完 成

“流浪者”号和“游骑兵”号两艘无人舰

艇 的 双 艇 测 试 。 这 两 艘 舰 艇 将 加 装

Mk41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或 Mk57 先进

垂 直 发 射 系 统 。 根 据 美 海 军 今 年 1 月

初发布的一份指导文件，中大型无人水

面作战舰艇及其编队将是他们今后发

展的重点。

法国、英国等国也都努力在无人作

战武器研发领域寻求突破。英国国防部

计划于 2025 年开始制造第一架无人战

机。该战机配备导弹和电子战装备，将

成为英国首款能够击落敌方飞机、抵御

地空导弹威胁的无人战机。英国国防部

宣称，这款无人战机能够发现并躲避敌

人的防空系统，即便是在遭到网络攻击

的情况下，也可持续执行任务。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

学院）

上图：俄海军舰艇试射“锆石”高超

声速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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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俄等军事大国纷纷将最新科技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随着一系列新型武器装
备的问世，战争形态正在悄然改变——

新一轮世界军事科技革命风起云涌
■吴敏文

军眼聚焦

近日，第八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相关方谈判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

行。尽管各方在本轮谈判中取得了一

些共识，但美国和伊朗仍在不少方面

存在重大分歧，谈判能否打破僵局尚

待观察。

作为事关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

议题，伊核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 7月，

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伊核协议。2018 年 5 月，美国

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

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 年 5 月以

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去年 4 月，伊核协议相关方开始在

维也纳启动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

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随后的 10

个月中，谈判走走停停，历经了伊朗政府

换届以及 5个多月的停滞。分析人士指

出，尽管谈判时断时续，但能延续至今至

少说明各方都有对话的意愿。

第八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

谈判期间，伊朗、欧盟、俄罗斯等方面释

放出积极信号。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

说，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伊朗

的倡议使谈判在建设性气氛中重回正

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谈判

的确有所进展，“主要是伊朗和美国的确

有意愿去理解具体的关切和如何在一揽

子方案中考虑这些关切”。

尽管多方发出积极信息，但综合现

有情况来判断，谈判要达成协议仍面临

诸多难题。正如伊朗光明通讯社最近

的一篇报道所说：“对目前谈判进程的

分析表明，在不太复杂的争端问题上，

进展已经加速，但仍存在更困难的分歧

领域，各方必须以更大的‘主动性和权

威性’来谈判。”

在伊核问题上，美伊两国的核心诉

求差异巨大，“谁先走第一步”的问题至

今也没有解决。伊朗坚持要求美国和欧

盟国家先取消对伊制裁，并强调伊朗不

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美国则要求伊朗先

恢复履行伊核协议规定的义务，限制或

冻结相关核活动。此前，美国还提出新

协议，要求增加限制伊朗导弹项目及其

地区活动的内容，而这些都是伊朗不能

接受的。

有评论指出，美伊都有达成协议的

动机，但随着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任何一

方“都不想显得过于急于妥协”。双方最

近的一些表态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美

方仍在对伊方施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称，决定美伊能否恢复履约“仅剩数周”，

一旦谈判失败，美方将同盟友一道审视

其他方案。伊方则多次表示，不会迫于

压力仓促让步。光明通讯社发表报道

说，如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更愿意采

取明智的决策，而不是政治活动和虚张

声势，那么就没有必要重复“时间限制”

这个关键词。

当前，伊核协议相关方谈判已经进

入“临门一脚”的关键期，这一阶段是谈

判中“最乏味、最耗时、最困难的部分”，

同时也是达成协议必不可少的步骤。一

些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双方如果要达成

协议，就需要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尤其是美国方面。

作为令伊核问题陷入困境的始作俑

者，美国一方面表示愿意重返伊核协议，

一方面又继续对伊追加制裁，表现出一

贯的蛮横霸道。如果美方不改变其强硬

立场，伊核谈判前景难言乐观。

伊核问题谈判：走走停停 前景难料
■张文文

1月初，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

夫请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决定在哈短

期部署维和部队。随着集安组织维和

部队的进驻，哈萨克斯坦局势迅速稳

定。作为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的主体，俄

罗斯空降兵此次赴哈出击迅速、目标精

准、行动高效，赢得了诸多军事专家的

称赞。这次维和行动也让人们领略到

俄军高超的快反力量运用之道。

此次赴哈执行维和任务，俄军出

动的兵力主要来自第 98 近卫空降师、

第 31 空 中 突 击 旅 和 第 45 独 立 特 种

旅。1 月 6 日，集安组织宣布向哈派遣

维 和 部 队 后 ，俄 军 相 关 部 队 迅 速 集

结。紧接着，70 余架俄军用运输机从

契卡诺夫空军基地、乌里扬诺夫斯克

东机场、伊万诺沃北机场等多地起飞，

同步开始兵力投送。

6 日下午，俄军两个精锐特种空

降连携带轻武器和轻型车辆率先抵达

阿拉木图机场并展开行动，为后续搭

载大部队和重型装备的运输机顺利降

落 创 造 条 件 。 至 8 日 凌 晨 ，俄 军 约

2000 人的维和部队和装甲车等重型

武器全部部署到位。最远跨越 3 个时

区、空中机动 4000 多公里，先遣部队

24 小时内到位、其余兵力 3 天完成部

署，整个行动零伤亡。

俄 军 对 以 空 降 兵 为 主 的 快 反 力

量建设高度重视，这次赴哈的出色表

现正是得益于此。近年来，俄罗斯的

周边并不稳定，北约东扩、阿塞拜疆

和亚美尼亚爆发军事冲突、阿富汗境

内恐怖主义势力北移等，都引起俄罗

斯的高度警惕。为有效应对地区突

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俄军持续调整优化空降兵力量建设

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力求打造一

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在国家利

益所及的任何地方执行任务”的远征

部队。

为实现这一目标，俄军在大力推

进空降兵部队武器装备现代化、不断

提高其机动作战能力的同时，对快反

力量进行了模块化整合，将各军兵种

所辖快反部队的指挥权交由快反作战

司令部统一行使，提升了联合作战指

挥效能。在此基础上，俄军注重通过

频繁的实战化演训活动，锤炼空降兵

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在 2019 年举行的“中部-2019”演

习 中 ，俄 军 整 建 制 空 投 了 一 个 团 。

2000 多名空降兵和 200 多辆各型战车

在 20 分钟内从天而降，充分展示出俄

空降兵的实力。2021 年 7 月，俄军在

克里米亚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3 支

空降兵部队以紧急拉动的方式投入演

习，其快速机动、特种作战和火力打击

能力得到了充分检验。不久前，俄空

降兵在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边疆区举行大规模演习，演练内容包

括抵御空袭和无人机打击、夺占要地

等课目。

在科索沃战争、俄格冲突、叙利亚

战争等战事中，俄空降兵都扮演着“急

先锋”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1999 年 6 月，俄军第 76 空中突击

师的一支部队长途奔袭 7 个多小时，

成功抢占普里什蒂纳机场，让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2008 年俄格冲突中，俄空降兵部队多

次出现在格鲁吉亚军队后方，成功夺

取多个大型军事基地及机场等重要目

标，打乱了格军的部署。“哪里最危险，

哪里就会出现空降兵。”这是俄罗斯总

统普京对空降兵部队的评价。

尽管具备足够的硬实力，但俄空

降兵此次赴哈维和并没有选择简单地

“硬碰硬”。据媒体报道，俄军维和部

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护哈萨克斯坦

的重要基础设施和战略设施，防范和

应对突发事件。抵达哈萨克斯坦后，

第 98 近卫空降师主要负责保护努尔

苏丹国际机场、哈国家电信中心等要

地；第 31 空中突击旅和第 45 独立特种

旅则被派往阿拉木图和乌斯季卡缅诺

戈尔斯克，负责控制当地的机场、军事

基地、中央银行等重要目标，而平息骚

乱的任务主要由哈方负责。

分析人士指出，俄军在这次维和行

动中的力量运用十分合理，尽量避免和

骚乱人群发生直接冲突，有助于建立良

好形象，防止引发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反

感情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哈萨克

斯坦国内秩序实现总体稳定后，俄军维

和部队立即撤离，此举有力回应了西方

国家的质疑与猜测，让那些“俄军将借

机留下”的谣言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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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俄罗斯空降兵重装空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