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庞清杰 孙琦 E-mail:jfjbtxjs@163.com 天下军事

军眼聚焦

据外媒近日报道，美国空军负责采
购事务的阿诺德·邦奇中将表示，美空军
研制的两种高超声速武器预计于 2022年
具备初步作战能力。事实上，高超声速
武器只是美空军发展的一个方面，还有
多项举措正在美空军加速推进。然而，
美空军的发展目标背后也有重重挑战，
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远征化——

跨域协同联合作战

远 征 化 一 直 是 美 空 军 的 发 展 趋
势。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都是
美军远程机动打击别国。为强化这方
面能力，美空军组建了 10支航空航天远
征部队，并将大多数作战部队和作战支
援部队编入其中。每支远征部队 1.5 万
人左右，编有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等
作战飞机约 180 架，以及预警机、加油
机、运输机等支援保障飞机若干架。航
空航天远征部队并非行政编制，而是联
合作战编组，以保证联合作战司令部能
获得来即能战的空军部队。10 支航空
航天远征部队编成 5组，日常保持两支
处于战备值班状态，以提升空军的快速
反应能力。

近年来，为顺应美军联合作战“跨域
协同”要求，空军提出“多域指挥与控制”
概念，并着力推进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和
武器装备等方面完善，期望使各作战域
之间能够互补增效，从而获得完成任务
所需的行动自由。前不久，美空军宣布
把负责网络战的第 24航空队和负责天基

情报侦察的第 25航空队，合并为新的第
16航空队。这实际上是对信息作战力量
的一次整合，也是落实“多域指挥与控
制”概念的一项举措，目的是更好地利用
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作战优势，强化空中
作战能力。

智能化——

有人与无人机编组

在军事智能化加速发展的今天，美
空军作为高技术军种，始终位于智能化
浪潮的前沿。此前，由于担心无人机抢
了自己的“饭碗”，美空军飞行员曾一度
抵制发展无人机，但“捕食者”“死神”“全
球鹰”等无人机在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
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使得无人化趋势不
可逆转。当前，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还
不太高，多数无人机要靠人来遥控操作，
比如阿富汗战场上的有些无人机，就是
由美空军第 432 联队的操作人员控制。
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无人机
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目前，美空军已开始探索有人与无
人系统协同编组和无人系统自主编组
的作战方式，主要有“忠诚僚机”、无人
机“蜂群作战”等项目。“忠诚僚机”项
目致力于实现五代机 F-22、F-35 与无
人战斗机的协同作战，通过五代机飞
行员控制无人机，并进行半自主或自
主化的协同作战，提高编队的整体作
战效能和五代机的生存能力。美军研
制的“女武神”无人战斗机具有高隐
身、长航时、低成本的特点，将成为五
代机遂行作战任务的“左膀右臂”。未
来，美空军无人机可能从中小型向大
型发展，如正在研发的新一代 B-21 战
略轰炸机，就具备有人与无人两种操

控模式，既可以由飞行员驾驶，也可以
无人自主遂行任务。

谋突防——

隐身和高超声速武器

为提高在未来战争中的生存和突防
能力，隐身技术已经成为美空军新型战
机的标配，从五代机 F-22、F-35，到现役
的 B-2和正在研发的 B-21战略轰炸机，
都具有隐身能力。为了进一步保持和扩
大空中优势，美军《2030年空中优势飞行
规划》提出发展“穿透型制空”战机。该
机型也被称为“第六代空中优势战斗
机”，不仅将具有更好的隐身能力，同时
具备更高的智能、更大的航程和更强的
火力。

高超声速飞行器是指飞行速度大于
5马赫的航空航天飞行器，在技术实现方
式上主要分为吸气式（航空发动机推进）
和非吸气式（火箭发动机推进）两种形
式。美国陆军、海军、空军都有高超声速
武器研发项目，其中空军占的份额比较
大。美国空军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联
合研发的X-51A“驭波者”高超声速飞行
器，已多次进行发射试验。

美空军还在推动高超声速武器项目
发展，主要有高超声速常规打击武器“钢
锯”和空射快速反应武器“箭”,也就是本
文开头提到的那两种武器。据报道，今
年 6月美空军使用 B-52H 战略轰炸机，
对“箭”进行了飞行试验。美空军还计划
将现有的B-52H、B-1B等飞机改装为可
携带高超声速武器的“武库机”。

值得关注的是，X-51A“驭波者”采
用的是吸气式技术，其试验成功，表明美
军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制方面已取得了
一定的突破。超燃冲压发动机将来装备
空军后，不仅会使巡航导弹高超声速化，

也可能使作战飞机迈入高超声速时代。

路坎坷——

分家和经费掣肘

一是“太空军”分家带来的挑战。美
“太空军”将来独立成军，会分走空军很
多国防预算和人员资产，也会使空军在
军种间的地位作用大幅下降。空军内部
对“分家”计划有不少的反对意见，但恐
怕难以阻挡这一趋势。美空军部队曾作
为陆军航空兵隶属陆军，独立后借着信
息化的光环，风头一度超过“老大哥”陆
军，而“太空军”的独立，可能会让历史
重演。

二是经费问题带来的挑战。美空军
现在虽然有五代机 F-22、F-35，但 F-16、
F-18等四代战机仍占多数，主要原因是
五代机价格昂贵，面临有技术但没钱买
的尴尬。目前，F-22 已停产，F-35 只能
以中低速逐年采购列装，五代机要完全
替代现役的四代机，还需要较长时间。
虽然在特朗普政府“重建美军”的背景
下，包括空军在内的各军种都提出了雄
心勃勃的扩军计划，但以美国如今并不
算高的经济增速，能否长期保持国防预
算较快增长，很值得怀疑。

三是颠覆性技术的挑战。以量子信
息技术为例，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目前都在加紧研发这方面技术，以尽快
将其运用于军事实践。采用量子信息技
术的雷达，可以发现现有隐身飞机和隐
身导弹，让其无所遁形。美军一直想用
颠覆性技术来颠覆对手，当然也存在被
对手颠覆的风险。将来如果有国家装备
了这样的量子雷达，美空军如今苦心研
制装备的隐身战机将不再隐身，其未来
空中作战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两种高超声速武器预计于2022年具备初步作战能力—

美空军扩军加速推进
■伏小涛

军眼观察

欧盟近日召开国防部长会议，

批准13个联合防务项目，包括打

造海上无人反潜系统以及开设支

持欧盟特种作战部队的医疗培训

中心等。至此，欧盟“永久性结构

合作”（PESCO）框架下的合作项

目总数达到47个。作为欧洲防务

一体化的“旗舰”项目，“永久结构

性合作”正在引领一体化进程务实

推进。

“永久结构性合作”是 2009

年生效的欧盟《里斯本条约》的

重磅条款之一，也是欧盟对冷战

后防务一体化道路上的成功与挫

折进行反思的产物。

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面临一

些重大障碍，其中最敏感的涉及

到成员国的主权问题，最棘手的

涉及到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最

紧迫的则涉及到欧盟自身的军事

实力。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高

歌猛进式的发展并不现实，2003

年法德等国倡导组建的“欧洲安

全防务联盟”和者寥寥，就是个典

型例证。

此后，欧洲防务一体化走上

了一条明显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

道路。其实用之处一览无遗：不

要求成员国在可见的将来让渡防

务主权而组建“欧洲军”，也不将

北约视为泾渭分明的“他者”，而

是踏踏实实提高欧盟自己的军事

实力。其逻辑遵循也一目了然：

没有现实能力支撑的政治高调只

会沦为空谈，欧盟在没有足够能

力保卫自己前将北约拒之门外并

不明智。这一逻辑在《里斯本条

约》中得到了体现，其核心便是

“永久结构性合作”。

“永久结构性合作”允许有意

合作的成员国将其共同意愿通报

给欧盟理事会和高级代表。随

后，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宣布建

立合作并确定参加国名单。在此

环节，欧盟理事会要对参加国的

军事领域资格进行审查，看其是

否达到了《里斯本条约》第十附

加议定书中列出的防务能力指

标。合作建立后，其他成员国也

可向欧盟理事会通报其参加意

愿，欧盟理事会则对其是否具有

资格进行确认。此外，如果已经

参加的某成员国不再符合第十附

加议定书列出的标准，或是无法

继续兑现其参加时的承诺，则欧

盟理事会有权中止其继续参与。

简而言之，参加这个合作的欧盟

成员国必须是防务领域的“优等

生”，或者“积极上进者”。

“永久结构性合作”着眼于一

项项具体的防务能力，虽然不怎么

轰轰烈烈，但扎实稳健。新批准的

13个项目便展现出这一特点，例

如，“欧盟网络学术和创新中心”项

目着重加强网络防御和安全教育；

“机载电子攻击”项目旨在帮助欧

盟国家的空军在欧洲上空实现更

安全的飞行；“海上无人反潜系统”

将为欧盟国家海军的反潜作战开

发一套先进的指挥、控制和通信服

务系统。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这批新

项目的推出，正值法国总统马克

龙 发 表 北 约“ 脑 死 亡 ”言 论 之

际，个中微妙关系隐约可见。一

方面，美国已经向欧盟施压，要

求能够平等参加“永久结构性合

作 ”，以 防 止 该 合 作 框 架 成 为

“脱缰野马”；另一方面，德国绿

党主席哈贝克强烈建议德国将

精力放在发展欧盟防务上，德国

左翼党议员诺伊更是直言，美国

和土耳其利用北约获取自己的

而非集体的利益，是北约真正的

“掘墓人”。

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欧洲防务一体化涉及领域

之敏感，应对关系之复杂，以及

面对矛盾之尖锐。无论如何，冷

战后经历了诸多风雨，即将迈入

而立之年的欧盟共同防务及其所

承载的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已

经摒弃了急躁冒进，选择了务实

之路。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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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纵览

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报道，美
海军计划 2021年在“普雷贝尔”号导弹
驱逐舰上配备“太阳神”高能激光炮，
用于拦截小型水面艇和无人机。该舰
届时将成为美海军首艘搭载具备实战
能力高能激光炮的驱逐舰。

近年来,美国为了实现“第三次抵
消战略”提出的颠覆性创新制衡目标，
并继续保持未来战争中先进武器装备
和关键技术能力的优势地位，不断加
大激光武器发展力度，并重点将舰载
平台作为大型激光武器的发展方向,
使得舰载激光武器发展最为迅速，并
不断走向实战化。

美海军此次计划配备的“太阳
神”高能激光炮，又被称为“高能激光
与综合光学杀伤监视系统”。其与先
前的舰载激光武器不同的是，首次在
一个武器系统中集成了三种作战功

能：第一种功能是“硬杀伤”功能，主
要通过一种高能光纤激光器，发射 60
千瓦级的高能激光束，令对方小型舰
船或无人机瘫痪或毁坏；第二种功能
是“软杀伤”功能，主要通过功率较低
的激光，使对方无人机上的光电/红
外传感器“目眩”或被迷惑，精确瘫
痪后者的情报、监视及侦察设备，适
用于执行一些高敏感任务；第三种功
能是除了“软、硬”杀伤目标外，利用
相关光学系统收集有关舰艇周围广
大区域的情报、监视和侦察信息，与
基于雷达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共享，
让战舰在获得更强的态势感知能力
的同时，具备更强的反导能力。

此次美国方面公布的“太阳神”
高能激光炮项目，是其长期以来一直
推行的“水面海军激光武器系统”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军为加快
高能激光武器计划研发与部署进程
而推动的关键项目。今年 3月，美国
海军水面作战部门负责人罗纳德·博
克索尔在定向能峰会上表示，美国海

军将在两年内在导弹驱逐舰上批量
安装“太阳神”激光武器系统，并不断
完善相关技术，最终在 2020至 2022年
实现不需要对战舰进行大规模改装
就可以进行快速部署的目标。可以
预测，上述目标一旦得以实现，将会
极大推动美水面舰艇激光武器实战
化的进程。

从未来发展看, 舰载高能激光
武器作为一种“新概念”武器装备，
具有光一般的攻击速度、强大的多
目标交战和迅速再瞄准能力、取之
不尽的“载弹量”以及极低的发射递
增成本等特点，正被越来越多的国
家所重视。美海军在批量生产和安
装舰载激光武器后，可获取一种新
型海上作战能力，不仅将为水面舰
载平台提供高效和负担得起的点防
御能力，还可改变目前美国海军拦
截对方导弹的规则，增强应对海空
挑战的能力，从而改变未来海上作
战模式。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美海军尝试为驱逐舰配备高能激光炮—

一个武器系统，集成三种作战功能
■方晓志

兵史地志

11 月以来，韩国海军与美国、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国海军，连续举行反潜、
扫布雷、反特种作战等内容的联合演
习。参演兵力主要依托镇海海军基地，
并以其为支点，突出东、西向与浦项、釜
山和济州基地的联动运用。在一系列演
训行动中，镇海基地显示出其在航道遏
控、危机响应和补给保障方面的地理优
势和军事价值。

镇海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
昌原市。1910 年，日军占领朝鲜半岛
后，将镇海打造成“临近日本列岛最近
的文化入口”和“樱花城”，并据此实施
殖民教育、推广日本文化。二战后，韩
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去殖民化举措，
包括针对镇海的“去樱花运动”，但接
管镇海基地的美军却对营区内的樱花
“以环境之名”予以保护。此前，日本
海上自卫队舰船曾在参加美日韩三边
联合演习时，在美方默许下悬挂旭日
旗进出镇海港，引发韩民众强烈抵

制。外媒评价称，美韩对待镇海基地
历史的态度，侧面反映了美日韩三国
间微妙的关系。

镇海是韩国海军的创始地，见证
了其海军的起步发展和不断演变。韩
国上世纪 70年代末依托美驻韩基地设
施，开始组建自己的海军。其中，作为
美驻韩海军司令部所在地的镇海，因
地理位置、设施条件及“便于美韩海军
作战行动协调”等原因，成为韩海军多
个职能机构及军事力量的驻扎地，也
是韩国境内唯一一座美韩共用的海军
基地。美军兵力主要以分遣队形式保
持地区存在，并阶段性派遣战略核潜
艇和航母泊港显示在半岛的战略存
在。今年以来，至少 3 艘次美军战略
核潜艇以演习、补给等名义进驻镇海
基地。

在军政军令分离体制下，镇海先
后成为韩海军本部一级指挥机构镇
海基地司令部，以及韩海军作战司令
部、教育司令部和军需司令部的所在
地。2015 年 2 月，韩海军又依托该基
地，在第 9 潜艇战团基础上，组建了担
负指挥海基战略力量作战职能的潜

艇司令部。
实力方面，占地 34公顷的镇海基地

综合作战与保障能力比较强，常驻各类
舰艇 50余艘，可驻泊包括航母、潜艇在
内的各型舰艇 100 余艘。其中，韩海军
第 5 混编战团担负战场和军需支援任
务，所属 11艘布雷舰、扫雷舰每年与美
军开展例行军事演训活动，具有丰富的
航道管控能力。第 72战队则拥有“栗谷
李珥”号宙斯盾舰等多艘韩海军主力战
舰，常年担负监视朝导弹发射和赴印度
洋演训等远海任务。此外，海洋情报团
和特战战团、海军军官学校等都以镇海
为主要驻地。

近年来，韩海军加大南部方向基
地建设，突出快速响应和纵深防御能
力，逐渐形成了以镇海为支点，西部有
木浦、平泽，东部有蔚山、浦项及东海，
南部有济州的海军基地网络群，负责
对 3 大舰队及沿海岛屿实施支援、补
给运输，并对东、西海域进行战时机动
支援。以潜艇战队为例，其可在 35 小
时内隐蔽前出至日本海中部水域待
命。镇海已成为韩海军兵力指挥和运
用中枢。

镇海基地—

韩国海军基地网络群中枢
■李雨茜 刘磊娜

为期3天的第五

届海湾防务和航空

展12月10日在科威

特国际展览中心开

幕。来自 31个国家

和地区的212家国际

防务和军事公司参

展。科威特军队总

参谋长穆罕默德·胡

德尔在开幕式上说，

本届海湾防务和航

空展汇集世界国防

工业领域杰出厂商

和专业人士，旨在展

示该领域最新发展

成果，促进各国高级

军官进行经验交流。

图为10日，在科

威特哈瓦利省，人们

参观第五届海湾防务

和航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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