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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俄罗斯军队装备的反无

人机电磁枪“Stupor”在俄乌冲突中首

次使用，引起广泛关注。当今时代，随

着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频繁使用，各国

军队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反无人机能力

建设，不同种类的反无人机武器装备

不断亮相。

总的来说，对无人机的反制可分

为硬杀伤和软杀伤两类技术手段。硬

杀伤手段主要是指物理动能类攻击，

如通过高射炮、防空导弹等对无人机

进行硬毁伤；软杀伤手段主要包括针

对无人机的光、热、声、电等特性研发

出来的识别和攻击技术。

由于硬杀伤手段在应对无人机特

别是无人机蜂群时反应速度较慢且打

击成本高，各国正日益将研发重点和

方向放到软杀伤手段上，以提高反无

人机武器的反应速度和经济性。

俄 军 此 次 使 用 的 反 无 人 机 电 磁

枪“Stupor”便是通过释放干扰，阻断

无 人 机 和 操 控 者 之 间 的 信 号 传 输 ，

从而使无人机迫降或迷失航向。早

在 2018 年 ，俄 军 就 在 叙 利 亚 战 场 上

使 用 了 卡 拉 什 尼 科 夫 公 司 研 制 的

REX-1 便 携 式 反 无 人 机 电 磁 枪 ，有

效应对了叙反政府武装发起的无人

机 攻 击 ，并 成 功“ 击 落 ”多 架 无 人

机。利用软杀伤技术的反无人机武

器 不 只 有 电 磁 枪 。 2011 年 ，伊 朗 曾

运 用 车 载 电 子 战 系 统 ，成 功 诱 捕 了

美军一架 RQ-170 无人机。

近年来，随着软杀伤反无人机技

术不断投入实战运用并取得理想效

果，各军事强国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和

投入不断增加，理念更先进、功能更强

大的反无人机武器相继问世。

针对无人机作战样式的特点，俄

军依靠在防空武器系统方面的深厚积

淀，成立了全球首支反无人机电子战

部队。根据公开报道，俄军现已披露

约 20 款新型反无人机电子对抗装备，

其最新研发的“瓦尔代”反无人机系统

和“狼-18”无人机拦截器，一经亮相

就引起广泛关注。

“瓦尔代”反无人机系统具备一体

化攻击能力，同时搭载光电侦察、雷达

探 测 与 电 子 干 扰 等 多 种 设 备 。“ 狼 -

18”无人机拦截器具备高速机动能力，

可以通过发射捕网来捕获无人机。一

系列新型反无人机武器的陆续列装，

让俄军的反无人机能力不断增强。

无人机的出现对现代战争产生了

重大影响，使得现有的作战理论、作战

样式、作战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战场上

如何有效防范无人机成为新的课题。

由于无人机种类繁多、战法多样，各国

反无人机力量建设都面临着不小的挑

战。为了应对迅速增长的无人机威

胁，各国在对近年来实战经验进行总

结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反无人机能力

发展的战略规划与理论指导，反无人

机理论体系日渐完善。

目前，反无人机武器的发展还面

临着远距离探测跟踪困难、电磁干扰

信号复杂、破解数据加密门槛高等亟

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见，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内，围绕无人机攻与防的

角力还将继续上演。

各国反无人机力量建设方兴未艾
■周嘉政 茅蔚业

厄 勒 海 峡 亦 称“ 松 德 海 峡 ”，长 约

100 公里，最狭窄处约 4 公里，最深处约

20 米，是连接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的主

要通道。海峡两岸，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和 瑞 典 第 三 大 城 市 马 尔 默 隔 海 相 望 。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厄勒海峡一向被欧

洲国家视为战略要地，被称为“欧洲的

颈动脉”。

15 世 纪 ，地 中 海 被 奥 斯 曼 帝 国 占

据之时，欧洲人将目光投向了大西洋，

厄勒海峡就此逐渐成为欧洲国家展开

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厄勒海峡地处

西风漂流区，适合行船，丹麦人率先认

识 到 厄 勒 海 峡 的 关 隘 优 势 ，在 海 峡 沿

岸 建 立 了 堡 垒 与 海 关 ，对 来 往 船 只 征

收“海峡税”，获得了巨大收入，也因此

引发了与周边国家的种种矛盾。

16 世纪，瑞典因不满丹麦征收“海

峡 税 ”的 行 为 ，对 其 开 战 但 遭 到 失 败 ，

这让丹麦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厄勒海峡

收税。17 世纪，丹麦胃口越来越大，为

了占有更多港口，获取更多收益，主动

向 德 意 志 地 区 出 击 ，结 果 铩 羽 而 归 。

直到 1857 年，迫于欧洲各国的压力，丹

麦才放弃了饱受诟病的“海峡税”。

一战期间，处于中立国地位的瑞典

控制着厄勒海峡。出于自身利益考量，

瑞典拒绝为英国舰队指引航路，还在海

峡水域布设大量水雷，从而缓解了德国

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战略压力。二战前

夕，波兰海军自知实力不敌德国，便秘密

将 3 艘驱逐舰从厄勒海峡撤往英国，从

而为后续与盟军并肩作战保存了实力。

从 1886 年 开 始 ，不 断 有 专 家 提 议

建 立 一 条 连 接 厄 勒 海 峡 两 岸 的 纽 带 。

直到 1991 年 3 月，丹麦与瑞典两国正式

签 订 协 议 ，决 定 共 建 厄 勒 海 峡 跨 海 工

程 ，西 侧 为 海 底 隧 道 ，东 侧 为 跨 海 大

桥，中间由人工岛相连。2000 年 7 月，

耗资约 30 亿美元的厄勒海峡大桥正式

通车。

厄勒海峡大桥全长 16 公里，其中西

侧海底隧道长 4050 米，由 5 条管道组成，

分别是两条火车道、两条双车道公路和

一 条 疏 散 通 道 ；中 间 的 人 工 岛 长 4055

米，将两侧工程连在一起；东侧跨海大桥

全长 7845 米，上为 4 车道高速公路，下为

对开火车道。

如今，厄勒海峡依然是世界上最具

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之一，它与横跨海

峡的大桥一起，扼守着波罗的海的咽喉。

下图：厄勒海峡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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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俄罗斯

反 无 人 机 电 磁 枪

“Stupor”。

右图：俄罗斯

“狼-18”无人机拦

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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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初，“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正

式入列俄罗斯海军。作为俄“波塞冬”

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首个载体，该潜

艇于 2019 年 4 月下水，原计划于 2020

年交付，后因测试计划受新冠疫情影

响而延后。

近 年 来 ，俄 美 两 国 虽 然 总 体 上

按 照《新 削 减 战 略 武 器 条 约》规 定 ，

少 量 削 减 了 各 自 核 武 器 的 数 量 ，但

双 方 持 续 推 进 核 武 器 的 现 代 化 升

级 ，采 取 以 质 换 量 的 方 式 不 断 强 化

核军备。

核武器推陈出新

近 年 来 ，美 国 在 核 武 器 现 代 化

升 级 方 面 动 作 频 频 ：大 幅 改 进 核 指

控 和 通 信 系 统 、加 快 研 发 B-21 远 程

轰 炸 机 、采 购 哥 伦 比 亚 级 弹 道 导 弹

潜 艇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接连在俄周边部署反导系统，持续

挤压俄战略空间。在常规力量无法与

美国、北约有效抗衡的情况下，发展非

对称力量就成为俄维护国家安全和利

益的必然选择。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入列便是

俄罗斯按照这一思路反制美国的重要

手段。该潜艇长约 184 米，排水量达 3

万 吨 ，“ 属 全 球 最 庞 大 的 核 潜 艇 之

一”。其搭载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

潜航器外观酷似鱼雷，可携带核弹头，

并能自主计算击中目标的最优路线，

毁伤范围堪比洲际导弹，足以摧毁大

型 沿 海 城 市 、海 军 基 地 和 航 母 编 队 。

在水下，“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可以每小时 200 千米的速度突防，远超

当前世界各国的鱼雷，因此它的攻击

几乎无解。

为 应 对 美 国 在 空 基 核 武 器 和 反

导 系 统 等 领 域 的 优 势 ，俄 罗 斯 近 年

来 持 续 加 大 资 金 投 入 ，不 断 在 核 武

器 技 术 上 推 陈 出 新 ，以 求 获 得 非 对

称 优 势 。 例 如 ，俄 研 发 的“ 先 锋 ”战

略 导 弹 飞 行 速 度 超 20 马 赫 ，能 够 从

任 意 方 向 和 不 同 高 度 接 近 目 标 ，有

效 规 避 敌 方 反 导 系 统 探 测 ，实 现 快

速隐蔽突防。

此外，俄还根据外部威胁变化和

国力现状，推动调整优化核力量结构，

在 保 持 陆 基 核 力 量 主 体 地 位 的 基 础

上，不断增强海基核力量比重，同时保

持 空 基 核 力 量 的 稳 步 发 展 。 有 报 道

称，2050 年前，俄可能将海基战略核力

量在其“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的比

重提高到 70%。

核博弈持续升级

俄罗斯在核力量建设上对非对称

优势的追求与美国核战略的转变是分

不开的。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形

势的深刻变化，美俄之间曾一改之前核

军备竞赛的做法，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核

裁军、核军控、防核扩散等方面。

但近年来，美国却重拾冷战思维，

大搞所谓“大国竞争”。为此，美国重

新调整了核武器的相关政策，不但任

性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

军控条约，还提出要保持核弹头数量

并提高质量，着力研发新型核弹头和

运载工具。美国还通过核演习、战略

巡航、导弹试射等日常战备演训活动

高调展示核实力，传达清晰威慑信号。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俄罗斯也

将发展战略核力量作为优先方向，且

尤其注重发展能够突破美国导弹防御

系统的核武器。此外，俄还强调增多

遏制选项，将威慑手段进一步拓展至

非核战略武器及核常两用武器。其近

年 来 研 发 部 署 的“ 匕 首 ”高 超 声 速 导

弹、“伊斯坎德尔”陆基巡航导弹等，均

可搭载战术核弹头，令美国有所顾忌。

美俄围绕核力量的博弈可谓你方

唱罢我登场，相互交织、持续升级，不

但增加了管控危机的难度，还容易让

双方产生严重的误解误判。

核军控困难重重

美 俄 两 国 拥 有 全 世 界 90% 以 上

的核武器，美俄核裁军进程一直都对

国 际 军 控 形 势 起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然而，近年来这一进程受到严重

冲 击 —— 美 国 相 继 退 出《反 导 条 约》

《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美俄两国间仅

存的主要军控条约。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并未兑现

“致力于减缓核军备竞赛”的政治承诺，

反而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未来 30 年投入

约 1.2万亿美元用于核武库现代化项目

的计划。美国 2022 财年预算申请文件

显示，用于核现代化项目的预算请求高

达 277 亿美元。作为回应，一向视核武

器为大国地位标志的俄罗斯，加速推进

“三位一体”核武库的现代化升级工作，

今年年底俄战略火箭军现代化武器的

装备比例预计将超过 86%。

目前看来，未来两国就签署新的

核军控条约达成共识可谓困难重重。

首先，美俄在地缘政治、人权、网络安

全等领域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拜

登政府视俄罗斯为“最大对手”，对俄

表态强硬。在这种氛围中，美俄推进

核军控谈判必将面临诸多难题。

其次，美俄在核军控问题上分歧明

显。例如，俄罗斯主张战略安全对话必

须要谈导弹防御问题，因为进攻性战略

武器与防御性战略武器是不可分割的，

而美国坚决拒绝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

施加限制。俄罗斯主张禁止在外空放置

武器，禁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但美国不愿在条约中限制外空的

武器化。美国想谈战术核武器问题，认

为俄罗斯在该问题上占有不对称优势，

俄罗斯则对此不予回应。鉴于俄方近年

来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领先优势，美

国还希望将高超声速武器纳入新条约。

而俄方始终对美部署在东欧地区的反导

系统顾虑颇多，同样希望在新条约中能

包含限制反导系统部署的规定。

可以预见，由于美俄之间严重缺乏

战略互信，在军控问题上的立场存在明

显差异，双方后续围绕核军控进行对话

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维护全球安全稳

定，需要双方尤其是美方拿出更多诚意。

本月初，用于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正式入列俄罗斯海军—

美核政策刺激俄罗斯提升威慑反制能力
■叶 欣

俄海军“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