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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战斗力新质战斗力：：无人机系统无人机系统

为缩短起飞滑跑距离，一些军
用飞机可在机身上加挂火箭助推器
（如上图），实现短距起飞。

苏联伊尔-28轰炸机配用的火
箭助推器型号为PSR-1500-15，3
名地勤人员在 10 分钟内就可安装
完毕。该型火箭助推器的工作时间
为12秒至14秒。不要小看这十几
秒，在助推器帮助下，伊尔-28轰
炸机的起飞滑跑距离能从 1140 米
缩短至710米。有趣的是，为适应
不 同 季 节 的 气 温 情 况 ， PSR-
1500-15火箭助推器在夏季使用直
径 75 毫米的喷嘴，在冬季使用直
径70毫米的喷嘴。

虽然火箭助推器的效果很好，
但需缩短起飞距离的情况较少，所
以这些火箭助推器大多闲置。苏联
空军内曾有传说，两名地勤人员将
一部 PSR-1500-15 火箭助推器绑
在一辆挎斗摩托车上。然后，他俩
将摩托车推上跑道，点燃助推器。
后来，大家在跑道尽头发现了摩托
车的残骸。

据《中国国防报》

火箭助推摩托车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 9月 3
日发布消息表示，该集团下属技术
动力控股公司顺利完成陶瓷装甲板
的冲击试验，这种陶瓷装甲板将是
俄罗斯未来的复合装甲的一部分。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表示：
“技术动力控股公司顺利完成了陶
瓷装甲的冲击试验，作为复合装甲
的一部分，其可以为人员提供保
护，也可以配装陆海空三军装备。
这种由氧化铝陶瓷制造的装甲板展
现了高强度防护性能，堪比钢制装
甲，但尺寸更小，重量更轻。该产
品计划近期开始量产。”

据俄国家技术集团介绍，氧化
铝陶瓷是一种超强材料，硬度超过
钢，子弹命中后弹芯在装甲表面变
形，被第二防护层轻松拦阻。

据人民网

俄罗斯成功研制
陶瓷防弹衣

俄罗斯士兵穿着新式防弹衣。

人类驯化使用犬类的历史相当悠
久。早在1924年，苏军就开始在军队中
成建制地装备和使用军犬，军犬们的主
要任务是提供救护、运送急救药品、巡
逻搜索和传递情报。

20世纪30年代，苏军开始考虑用军
犬运送爆炸物。当时的设想是让军犬背
负爆炸物送到特定目标附近，然后军犬
释放爆炸物，并返回训导员处。爆炸物
则会通过定时器或遥控设备来起爆。但
训练工作进行了半年后，苏军发现军犬
无法掌握使用爆炸物释放机构的技巧。

苏军着手改进了爆炸装置，爆破目
标也改为敌军坦克。改进后的爆炸装置
重 10~12 公斤，威力相当于一颗反坦克
地雷。爆炸物不需要卸下，上面连接一根
20厘米高的木制触发杆，军犬钻进坦克下
方的同时，触发杆会碰撞坦克底部钢板向
后转动，地雷立即起爆。训导人员让军犬
保持饥饿状态，然后把食物放在坦克的下

方，让狗狗自己钻下去找寻。1935年，反
坦克军犬正式编入苏军部队。

1941年夏，就在德国发起侵苏战争
之后不久，首批30只军犬和40名训导员
被派往前线参战。然而，炮火纷飞的战
场让这些军犬惊惧异常，大多数军犬完
全不敢冲向敌军坦克纵队，少数军犬虽

然冲了过去，但很快被德军机枪火力射
杀，即便接近德军坦克，也无法钻进高
速行进的坦克底部。更糟的是，有些被
吓懵的军犬背着炸药跑回了苏军战壕，
在跳入战壕时意外触发了炸药，炸死了
不少苏军士兵。有记录显示，全部30只
反坦克军犬中，只有 4 只成功炸毁了德
军坦克，另有 6 只返回苏军战壕时发生
了爆炸，有3只被德军击毙。

事后苏军在评估战果时也发现训练
中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中一个
严重问题是，苏军坦克使用柴油机，而
德国坦克使用汽油机。这些反坦克军犬
在训练时使用苏军坦克作为假定目标，
它们早已熟悉了柴油机坦克的味道，在
双方坦克混战的战场上，反坦克军犬很
可能专炸苏军坦克，而德国坦克则会毫
发无损。由于以上原因，自1942年以后
苏军再也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反坦克军
犬。 据《科普时报》

炸坦克的军犬战士

苏军坦克军犬在训练中钻进一辆德
军Panzer II型坦克下方。

美国“死神”无人机（资料图片）。

以色列“萤火虫”自杀式微型战术
无人机（资料图片）。

现在各类无人机系统大量出现，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那
么，何为无人机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

无人机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无人、
可飞、可控、可带载的飞行器”，能够遂
行持久、枯燥、危险的各类型任务。

发展的方向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无人机系统
任务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如信息支援类
任务、信息对抗类任务、火力打击类任
务、作战保障类任务等，越来越呈现出
专业化发展趋势。

无人机系统运用于作战领域，主要
有三方面的发展趋势：

平台两极化。一种是小型化、便携
式。一般是起飞总重量大于2.3千克、小
于25千克的无人机，制造成本较低，可
大批量生产，主要用于集群平台。另一
种是大型化、集成式。将多任务平台的
大型战略无人机作为下一步发展方向，
使其真正成为立体化战场的多面手、战
斗力的倍增器。

技术智能化。要使无人机系统作战
能力进一步提升，必须依托人工智能技
术的嵌入，快速形成“作战行为认知与
建模+机上信息智能处理+伦理知识体系
建构”模式。只有打的能力足够优越，
无人机才能真正在更多领域替代有人机

“冲锋陷阵”，成为战场的“主力军”。
作战模式多元化。首先是实现远程

作战。主要指的是续航时间在48小时以
上的超长航时无人机系统，其动力能源
问题将通过太阳能、燃料电池、氢发动
机、核动力等技术来解决。其次是隐身
作战。很多无人机本身具有一定隐身防
护能力，即能大幅度降低雷达散射截
面，让其他装备“看不见”“打不着”。

第三是高超音速突防作战。超高速无人
机速度可达20马赫，足以形成新的战略
威胁。第四是协同作战。如有的国家在
尝试“空中航母+蜂群无人机”和“猎
人+猎狗（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模
式，用以提高单次任务的作战效能。第
五是集群作战。集群作战的核心思想来
源于自然界典型生物群行为，如蚁群、
蜂群、鸽群、鱼群等，以无人机群体活
动迸发出强大的整体作战效益。

路径的思考

加强无人机系统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通过对外军相关问题探索的正

反两方面经验，其发展“路线图”更加
清晰：

加快无人机系统作战训练运用。有
效发挥无人机系统作战效能，应充分认
清其作为新质战斗力能发挥出的特殊作
用，加快向作战体系融入，在军事行动
和演训中加强运用，缩短与其他武器装
备平台以及作战人员之间的磨合期。

加快构建无人机系统作战理论体
系。研究无人机系统作战制胜机理，就
是要针对不同作战任务，开展作战规
律、运用原则、作战筹划、战术战法等
研究。如无人机与地面装备及作战人员
的空地协同作战、无人机与无人机或与
有人机的空空协同作战、无人机海上搜
救行动等。

加快建立规范化人才培养体系。无
人机作为新型作战力量平台，智能化程
度更高，需要操控人员具有良好的飞行
状态感知和专业技术背景，是“知装
备、懂操控、会监管、能指挥、善协
同”的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
可通过加强院校与部队、科研机构的协
作，构建起以生长军官高等教育为主
体、现役飞行员转改任职培训为补充的
人才培养体系。在生长军官培养方面，
可积极与飞行学员培养相结合，构建有
人机和无人机飞行员一体化培养体系。
在军官任职教育方面，可将部队因身体
等原因不适合有人机的飞行员改飞无人
机，制订相应任职培训计划，加强岗位
能力培养，使其胜任无人机操控岗位。
通过有效利用飞行学员、飞行员优质资
源，建立相应课程训练体系，为新质战
斗力建设发展提供高素质、专业化的人
才支撑。 据《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