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14 年 5 月 6 日 星期二

环球军事 HUAN QIU JUN SHI

新闻热线：010-58884120
E-mail：beijingzq@gmail.com

■责编 张 强

连日来，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展开针对亲俄武装的特别行动。应俄罗斯

的要求，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俄罗斯在会上警告，如果乌克兰当局不停止对本国民众的“犯

罪行为”，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则警告俄罗斯不得以“维和部队”为理由向乌克兰用

兵，威胁更多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将会出台。那么乌克兰危机未来走向将会怎样？请看国防科技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为您解读——本期特别关注

■国际防务译点通
23磅不算重，然而，当它以声音的 7倍速度击中你，

无疑是灭顶之灾。这就是被称为“电磁轨道炮”的美国

海军武器能做到的，而且无需任何火药或火箭燃料，仅

需要电。对于许多任务来说，电磁轨道炮不仅只是比目

前的大炮，而且比海军今夏将在波斯湾测试的激光武器

都要更加适用。如今，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地面上数

以百计的测试，轨道炮终于要出海了。

近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海军上

将在《海空—航天 2014》海军协会年度大型年会上透露，

“我们正在脱掉实验室外套，迈进工程阶段。电磁轨道

炮将于 2016年安装到联合高速船。”

在这次年会上，美国海军播放了一段电磁轨道炮的

视频并发布了测试计划的新细节。两门轨道炮原型安

装在新建的联合高速船“米利诺基特”号上，今夏将在圣

地亚哥向公众展示，并将于 2016年进行海试发射。

那么，除了很酷的视频外，为什么电磁轨道炮这么

重要呢？三个词：冲击力、射程和弹药。

冲击力。电磁加速向下滑轨，电磁轨道炮因此得名，

这使 23磅重炮弹以 7马赫速度飞行，拥有 32兆焦耳的能

量。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主任马修·科隆德海军少将把这

冲击力比作“一列货运列车以时速一百英里的时速穿过一

堵墙”。它不具有爆炸性弹头，但之后几乎不需要弹头。

据五角大楼的建模，纯粹的冲击也足以满足海军和海军陆

战队炮火的“每一次任务”。有了正确的瞄准系统，轨道炮

甚至可以击落来袭的超音速导弹。激光也可以执行反导

任务，但可能不会有足够的功率应对更坚固目标。

射程。科隆德表示，轨道炮可以命中百余英里以外

的目标。其射程比现有的舰炮、甚至海军的标准反舰导

弹“鱼叉”更远。电磁轨道炮射程甚至也比激光器还远

些。即使是最强大的激光器发射笔直视距炮弹，进入太

空也最终会熄灭，而轨道炮可以发射实弹，用弹道轨迹

打击跨越地平线目标。然而，轨道炮不会成为一款适合

未来所有战争的武器，它只是互补性武器混合库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弹药。据科隆德称，导弹体积大，价格昂贵，动辄就

是成千上百万美元。而一发 23 磅重的金属弹头，轻得

令人吃惊，且价格便宜，约 25000 美元一发。海军现有

的 DDG-51 和 DDG-1000 驱逐舰可以在自己的垂直发

射系统携载约 80—96 枚导弹。有了轨道炮，海军可以

让每艘战舰拥有数百发以上炮弹。这意味着拥有轨道

炮的舰艇可以打击多个目标，从来袭导弹到敌舰艇，再

到内陆深掩体。

然而，安装电磁轨道炮的战舰是什么样子，仍然是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联合高速船主要功能是运输，美国

海军正在利用它们作为测试平台，因为可以在一个宽大

的飞行甲板上安装轨道炮，其大货位也适合放置电力等

系统。有趣的是，美国海军有争议的濒海战斗舰“独立”

号，是联合高速船的改型，具有类似的特征，它设计有一

个巨大的飞行甲板和空余房间可用于即插即用执行不

同任务的设备“模块”。然而，濒海战斗舰因没有足够的

火力而遭致攻击，这是五角大楼不断审查该项目是否应

继续下去的一个主要因素。

同时，在现有的驱逐舰上很难改装轨道炮，目前需

要一款比濒海战斗舰更大的舰船。充分利用轨道炮，可

能将需要一个新级别的、具有更多电力的舰船。这个目

标比轨道炮本身，将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更多的资金。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美电磁炮原型将亮相 装载舰船仍悬而未决
□ 柯江宁 编译

乌克兰东部局势不断恶化，示威者占领了多个东部

城市的重要机构。4月 17日，美俄欧乌四方在日内瓦同

意采取措施缓和乌克兰局势，但示威者并未退出被占领

的机构，乌军恢复展开军事行动。

那么，针对乌当局采取的高压政策，强调不能坐视

俄裔居民受到侵犯的俄罗斯，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

措施？被普京称作“逾越底线、歇斯底里”的西方国家，

面对外交战场的丢分失利、国内民调的徘徊低迷、经济

制裁的尴尬无力，是否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应对措施？

预测一：俄不会入侵乌克兰
东部，也不会公开支持其独立建国

虽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不久，俄国防部立即宣布

在南部军区进行军事演习，并接管了克里米亚的一些重

要设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虽从上院

获得了动武的权利，但迄今为止，其武装力量并没有进

入克里米亚，更没有进入乌东部各州。当然，无论是演

习还是上院表决，其意图和针对性十分明显，正如中国

古话所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俄乌之间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情感上都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俄罗斯的三大古都之

一，也是俄罗斯的民族起源地。换句话说现在的基辅即

是俄罗斯的发源地，因此无论是在民族、宗教、文化、历

史的认同方面，俄乌千百年来不可分舍，兄弟同室操戈

的可能性不大。

将乌克兰彻底分裂更是西方各国无法接受的事

实。针对乌克兰东部三州的独立呼声，白宫首先表达

了对俄入侵乌克兰东部的担忧，国家安全局也迅速发

声，指责俄罗斯在事件背后的运作，北约更是在俄乌

边境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的卫星侦察。进一步讲，乌

克兰东部毕竟不是俄军常驻并且可以囊中取物的克

里 米 亚 ，随 着 暴 力 的 升 级 ，俄 想 要 武 装 拿 下 东 部 三

州，难度之大无异于火中取栗。此外，面对来自西方

的巨大压力，俄罗斯自忖并不具备与西方全面对抗的

实力。继成功将独立入盟之火烧至乌本土后，克里米

亚的归属问题也得以进一步坐实，乌国内乱局为俄争

取乌克兰联邦化、中立化，增添了额外的筹码，扩宽

了腾挪的空间。

预测二：俄美因乌克兰斗而
不破，军事对抗上不可能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俄武装冲突既不是其策动乌克

兰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不符合其进行战略转向的长

远利益。从最近几次的交锋中我们看到，美国及其西方

盟友实际上可打的牌并不多。

外交战场上，如果说 3月 15日安理会表决中俄罗斯

的否决票并不能让美国忧虑，那么 3月 27日联合国大会

决议则让美国深深感到，国际舆论的风向已不再唯其美

国马首是瞻。除了追随西方的 100 个国家赞成外，在所

有 193个国家中，另有 11票反对，58票弃权，24国没有参

加投票。众所周知，联合国外交中弃权不参与也是一种

态度，金砖国家弃之不理，更有美国盟友以色列、伊拉

克、阿富汗投票弃权。

军事斗争上，俄坐拥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也是

公认的世界第二大强国。乌克兰危机后，俄高层集体表

态，表示不惜动用武力维护俄裔居民权益。俄军事专家

卡拉加夫更是赤裸裸地威胁，“目前，俄拥有摧毁美国本

土几十次的能力”。这也正是俄罗斯除地缘优势外，在

美俄斗争的天平上最为倚重的一枚砝码。

在与美国制裁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上，西方也不能

讨到什么好处。首先，俄罗斯经济自成体系，对外依赖

较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做到所有资源自给自足的

国家。其次，想要形成合力的西方国家自身经济就存在

着极大的隐患。自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市场的

波动正在迅速加剧，西方经济难除风险，新型经济体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力不从心。在如此背景下，俄罗斯的处

境和未来就显得不太凶险。继成为中国战略合作伙伴

后，俄强化了其在能源领域的地位。尽管目前的地缘政

治存在不确定性，但俄罗斯仍是欧亚贸易关系里的重要

角色，也是欧亚国家的主要能源供应商。再次，在过去

的 10 年里，俄罗斯和欧盟的贸易额从每年 900 亿欧元，

上升到 4000 亿欧元，强行推行大规模制裁只会使欧洲

盟友本以疲乏的经济雪上加霜。

而对于俄罗斯，一场战争的代价可能不仅仅是将近

年来由于经济回升而积蓄的一点实力消耗殆尽，更有可

能迫使俄罗斯因为克里米亚的“回归”而背上新的、沉重

的经济包袱。普京清醒地认识到，俄既不是当年力可扛

鼎的苏联，也不再有如北约那般可以倚靠的华约，想要

和西方进行大规模较量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况且，俄罗

斯社会的稳定绝非可控的，这点从普京 2012 年再次当

选的艰辛可见一斑。俄民众这些年虽然尝到了油价攀

升带动经济复苏的甜头，但也逐渐习惯了与西方自由交

流的宽松，克里米亚危机虽可以一时激起民族主义的高

涨，但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有着相当的脆弱性。如果俄

当前奉行的强硬外交最终导致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那

么俄政府也将成为“孤家寡人”失去民众的基础，从而动

摇其执政基础。

特别是，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底线，但对美欧却并非

如此。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将不

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俄罗斯对此深以为然。而对于

美国，乌克兰虽是北约东扩的重要一站，但在其战略“优

先顺序中排不到前三”。无论是 2014 年的阿富汗撤军、

中东谈判、国内移民改革，还是苦心经营的亚太再平衡，

奥巴马总统的办公桌上有着更多优先亟待解决的难

题。比较而言，俄虽然凭借文化传统、地缘优势解决克

里米亚问题后，成功地将东西斗争焦点转移到乌国内，

但却“既不追求霸权也不觊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

位”。“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对抗并非目的本身，而可被

视为提醒界线存在的方式。”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

员会主席卢科亚诺夫如是说。

预测三：芬兰模式或将适用
于乌克兰，俄罗斯向东倾斜是战
略考量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曾预言，“在可预见的将来，

乌克兰无论如何也不能加入北约，否则就动了俄罗斯的

奶酪，触及了他的底线。”也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为此也

有可能引发新的冷战。”对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自然咬

定不松口，西方也不会轻易吞下苦果。然而，无论这次

危机是在怎样的你进我退、反复周旋中尘埃落定，乌克

兰社会都将会在两方角力、东拉西扯中被硬生生的撕开

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小国的悲剧大抵如此。然而，当

我们把目光投向芬兰，一个同样在东西拉扯中挣扎的国

家，一个同样与俄罗斯有着数不清恩怨的国家，却在二

战后收获了如迪斯尼般快乐的结局。这不禁让人遐想，

乌克兰可否借用芬兰模式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

芬兰地处欧洲北部，与俄罗斯接壤。早在苏联时

期，芬兰就在两次苏芬战争中折戟沉沙，丢失了大量领

土。然而二战后的芬兰却成为了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

家，国民享受极高的生活标准。芬兰成功的背后是战后

奉行“积极的和平中立政策”，同苏联保持睦邻友好关

系，不介入大国冲突。苏联解体后，芬兰对其外交政策

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发展同欧盟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

并于 1995 年正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入盟之后，芬兰

仍坚持奉行军事不结盟和独立可靠的防务政策，密切与

北约的合作，同时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睦邻关系，支持俄

罗斯融入国际社会。正是其经济上依靠欧盟、政治上对

俄保持中立，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俄与北约、欧盟的纽

带桥梁作用，也为自己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相较于芬兰，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乌克兰能否摆脱历史的诅咒，发挥自身同俄罗斯经

济的互补性优势以及良好的工业基础、农业优势、科技

潜力，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积极融入欧盟，对其自身发展

未尝不是一个平衡、折中、现实的选项。

那么，面对自诩拥有体系性优势、掌控强大软实力

的西方国家，经常遭遇“挤压、遏制、围堵”的俄罗斯未来

将如何应对？

也许可以从普京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入俄

签约仪式上的演讲找到答案。普京感叹道：“俄罗斯已

经厌倦了西方不能将其视为平等伙伴……一次次地欺

骗我们，背着我们做出决定，然后将既成事实摆在我们

面前……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

上，在无休止地拖延签证谈判问题上，在公平竞争和自

由进入全球市场的承诺上，每次都是这样。”针对俄总统

讲话，《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菲奥多尔·卢基

扬诺夫评论道：“普京讲话的中心思想是对苏联解体后

的时期做一总结。”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人就

意识到“转向亚洲”是其 21 世纪的最优先任务。随着冲

突的升级，美欧的表现真正让俄罗斯意识到，世界不只

局限于西方。

西方挤压着俄的生存空间，但同时也成了俄罗斯战

略转向的重要推手。多极化背景下新兴国家的群体性

崛起，为俄主张的多极世界增添了新的平台。而俄对外

政策的“向东看”和国家战略的调整也势所必然。正如 4

月 10 号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俄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在

开幕式上表示，“俄罗斯政治上向东倾斜不是见风使舵，

而是经过检验的战略路线。”

美俄博弈之下

乌克兰将走向何方
□ 马建光 许 凯

近日，谷歌公司开始在网上公开销售谷歌

眼镜。在人们关注这款智能产品的同时，一些

军事专家指出，未来谷歌眼镜大有可能用于军

事活动。

国际战略问题专家、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教授彭海认为，几乎美国的每一项科技发明，都

蕴含着军事价值，谷歌眼镜也不例外。首先，作

为一款可穿戴式智能眼镜，谷歌眼镜体积小、重

量轻、携带方便，从外观上会受到军方欢迎。其

次，谷歌眼镜功能强大，集智能手机、GPS、相机

于一身，对于战时士兵通讯、收发视频、查询天

气、辨别方向、人员定位等极为便捷。再次，谷

歌眼镜在操控方面实现了声音控制，士兵只要

动动嘴就能发出功能需求。如果士兵对着谷歌

眼镜的麦克风说“OK，Glass”，一个菜单即在用

户右眼上方的屏幕上出现，显示拍照、录像、地

图或通话等多个图标，也就是说，使用谷歌眼镜

可以不用腾出双手影响持枪和作战而实现上述

需求。这款眼镜还有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实时

通话功能，在战场上，士兵可以边作战边和指挥

官、战友进行无干扰通话，大大提高作战效率。

一年前，美国军方有关人员就曾预言，谷歌

眼镜“低功耗、不遮挡视线，还能提供额外信息，

非常适合军事用途”。军方非常青睐谷歌眼镜

能够“快速获取信息”的特点。目前，这款眼镜

可能应用到的作战场景，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

驾驶员通过视野观察和眼睛来锁定攻击目标，

或者在搜救工作中使用增强现实功能，发现伤

员、失踪者等等。

美军目前在战斗人员使用的科技装备上，

希望能够逐渐从笨重的作战笔记本电脑，转向

更轻便灵活使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可

穿戴设备。一年前，纽约警察局就从谷歌拿到

了几副眼镜，作为调查功能开发使用。之前，美

国海军也在使用智能眼镜，不过是 Vuzix 生产

的。虽然谷歌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军方

开展合作关系，但不排除美军会把谷歌眼镜拉

上战场，为美军服务。

在日本，用嘴操控的“无显示屏谷歌眼镜”

也正在研发过程中。这款穿戴智能设备名为

“Ear Switch”，由日本广岛大学的研究者 Ka-

zuhiroTaniguchi 研 发 ，目 前 处 于 原 型 产 品 阶

段。它所提供的功能包括获取最新的道路交

通信息，或是实时导航等。该设备整合了电子

罗盘、气压计、耳机、麦克风、陀螺仪传感器，

设备带有电池，配置了 GPS 芯片，可完成定位

等功能。

专家分析，由于谷歌眼镜有窃取别人隐私

的功能，大量投放市场后可能会遭到社会抵制，

但这些功能在军事活动中却是大受欢迎。比

如，这款眼镜可提供详细的侦察图像和严谨的

分析数据，为指挥官下达行动命令提供了重要

依据。谷歌眼镜一旦被军方拥有和大批使用，

并且被美国垄断和限制出口，无疑会大大提高

美军的军事活动效能。

（作者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谷歌眼镜或将助力军事活动
□ 张凤坡

■军事科技与国家安全

9·11 事件之后，全球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

变化。传统上国外与国内、平民与士兵、国家与

非国家主体、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

来越模糊，尤其是全球恐怖网络的跨国行动越

来越明显，战场物理边界的重要性已经大为降

低。美军通过总结 21 世纪两场战争的经验和

教训，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来应对战略环境的改变。

美军战略重心转变：从
物理地形到人文地形

美军明确指出，要在未来全谱作战，尤其是

非对称作战中获取全面的战场态势感知并做出

正确决策，仅仅靠控制物理地形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深入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领域，也就是取

得对“人文地形”的控制。据此，美国国防部将

21世纪的战略重心从保持对物理地形的控制调

整为掌握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控制权。

美军战略重心的转变是基于对伊拉克和阿

富汗战场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战争形态的预

判。虽然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大规模

作战中势如破竹，但之后的维稳和平叛行动可谓

举步维艰，尤其是后期的反叛乱行动曾一度陷入

僵局。军方通过研究认为，导致局势恶化的原因

在于作战指挥官没有正确认识作战地区的社会

和文化对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要赢

得战争，就必须改变原来强调进攻的战术指导思

想，转而重视文化知识和民族志情报在行动中的

作用。

战场决策咨询：基于文
化知识数据库的人文地形图

为了应对部队缺乏作战地区社会文化知识

的不足，美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 2006 年建立了

人文地形系统，向前线部署具备社会文化分析

能力的分队，并在本土设立后方支援机构。人

文地形分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作战地区的社会

文化数据库，收集分析关键地区的人群心理、社

会结构、宗族关系、经济状况、公共交流渠道、农

业生产等信息，向指挥官的作战决策提供建

议。例如在阿富汗沙姆沙德行动中，人文地形

分队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一个地区各区域的人

员结构差别很大，尤其是教育背景不同导致区

域内的权力结构各异，并非都是当地长者拥有

最高权威。因此他们精确判定了每个区域的权

威人物，并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渠道，为行动开展

提供了可靠保障。

为了高效整合各种文化信息和资源，美国

军方开发了“人文地形测绘平台”（MAP-HT），

这是一种自动化的数据库和显示工具，方便人

员收集、存储、处理和传递文化数据，还能够以

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分析结果，使军事指挥官更

直观地了解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分布，包括宗教

界限、经济结构、组织领袖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学

意义的信息。这样，分析人员、军事指挥官以及

作战人员能够协力将上述信息快速绘制成易于

理解的人文地形测绘图，针对部队即将开展的

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响应

效率。

未来反恐利器：文化建
模与仿真技术

情报分析人员发现，隐匿多变的叛乱组织

与恐怖组织非常复杂，而且不稳定，要跟踪所有

变量并快速做出分析和判断就必须利用计算机

的帮助，由此产生了对文化建模和仿真技术的

巨大需求。文化建模与仿真的目的是利用掌握

的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和个体行为知识，通过

计算机技术来判断和预测个体及组织的行为方

式，尤其是在反恐行动中提前识别恐怖分子，判

断其能力，并且预测他们可能在何时何地发动

袭击。鉴于这项技术的潜在军事价值，美军积

极主导研发并提供了大量资助。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尔曼教授采用了基于

主体的仿真技术，每个主体都是超过 100 个模

型的复杂集合，涉及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

多个学科，并利用了来自医学和社会实际调查、

实验所得到的数据。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借此预

测各种人员（包括恐怖分子、士兵、平民）在面对

枪口时，或者是面对士兵送过来的巧克力时会

如何反应。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社会学家卡莱教授领导

的团队则采用了基于社会网络的仿真模型，即采

用相对简单的主体来考察网络如何形成和变

异。软件综合了网络理论、社会心理学、管理学

等知识，已经能够辨别出恐怖组织网络中最重要

的人物，并让分析人员看到一旦这些人被捕或者

被杀，整个网络如何改变，这样的动态仿真甚至

还能够预测谁将有可能接下来代替头目的位置。

可以预见，未来这些仿真技术和项目进一

步结合后将会产生可用于实战的成熟技术和软

件平台，使得监控并预测全国或地区性的不稳

定事件、暴力极端主义的扩散、恐怖主义活动等

成为可能。基于文化知识数据库的人文地形图

和建模仿真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有效支援作战行

动的同时，也必将产生重大的威慑力量。

（本栏目由科技日报军事部与国防科技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面向非对称作战

人文地形图与文化建模仿真技术
□ 庞超伟

开栏的话 环顾当今世界，高科技武器装备层出不穷：新型军事卫星每时每刻对

各国进行着全方位、不间断地侦察和探测，激光武器、电磁武器、高超音速武器等可于

万里之外瞬间展开攻击，而战争机器人等先进装备的投入战场也给传统陆战带来更

多变数。各个大国在军事高科技上的博弈，给并不安定的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同时，

军事科技能够带动民用科技的发展，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而提高保障国家安

全的能力。因此，世界军事高科技发展备受关注。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介绍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的最新动态，探讨军事高科技发

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从即日起，科技日报军事部与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联合开辟专栏，敬请关注。

■军情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