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会报告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无人作

战系统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未来可能将人

工智能技术用于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无人舰

艇等装备。相关技术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军事

打击能力和作战效率，并在相当程度上抵消

美国高技术武器系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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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朱启超教授介绍，国内外对于无人

作战系统并无严格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无

人作战系统是由可在陆、海、空、天等领域机

动的无人平台、侦察与毁伤载荷以及通信、

指挥与控制系统等构成的综合作战系统，由

人类通过信息网络和数据指令远程操控，替

代有人作战系统或单元执行侦察、监视、干

扰与打击敌方目标的各项任务。而人工智

能则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分支，广义的人

工智能主要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去完成以往

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工作，如何应用计

算机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理论、方法

和技术。狭义的人工智能主要研究机器人

及其相关技术。

“从内涵上讲，人工智能与无人作战系统

紧密相关，是无人作战系统的重要支撑技

术。”朱启超指出，“虽然从近年来中国军民融

合发展成效看，以各类型无人机为代表的无

人作战平台呈现井喷态势，但与美军相比，无

人作战平台种类、数量、性能仍有很大差距。

美军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就不断研发包括无人

机、无人车、无人船、作战机器人在内的各类

无人作战平台，并将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人工

智能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情报、侦察、监视与指

挥控制等领域。”

“其实，美国国防部 2014年已启动实施第

三次抵消战略，颁布面向 2040 年的无人系统

发展综合路线图，试图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的高技术领域保持全球绝对领先优势。此次

美国国会报告对中国无人作战系统与人工智

能等高技术领域的评估，与其第三次抵消战

略中的腔调并无二致，暴露出其为了维持军

事霸权地位而再一次不遗余力地夸大渲染所

谓的外部威胁，从而赚取国内眼球和国会拨

款支持的意图。”朱启超说。

无人作战系统与人工智能武器

夸大外部威胁，意图国会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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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印度总理莫迪致电尼泊尔前总理奥

利，祝贺尼泊尔左翼联盟在选举中取得胜利。莫迪姗

姗来迟的祝贺是尼泊尔大选以来印度和尼泊尔高层第

一次沟通。

其实，在 12 月 17 日，尼泊尔选举委员会就已经宣

布，尼泊尔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结成的左翼联盟在

联邦议会赢得超过 2/3 的席位，击败了执政的尼泊尔

大会党。

这样的优势很罕见。左翼联盟政府会在明年初组

建，根据新宪法执政 5 年。外界普遍认为前总理奥利

将再次就任总理。

尼泊尔左翼联盟获胜之后，虽然印度外交部发表

了声明，表示对尼泊尔的选举结果予以欢迎，但是莫迪

却迟迟没有正式祝贺尼泊尔。一直等到 21 号才致电

奥利。

奥利曾在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7 月担任尼泊尔

总理。本来这次选举左翼联盟获胜就被西方媒体说成

“亲华派获胜”，奥利更是被印度媒体当做“亲华远印”

的总理。

17 日胜选，19 日奥利就来到中尼边境，宣布今后

会加强中尼两国贸易和交通联系。印度媒体说，奥利

这是在给印度传递强硬信号。

尼泊尔一直以来都和印度关系好，对印度的依赖

非常严重，90%的原油需要从印度进口。最近这几年，

尼泊尔却越来越愿意和中国合作，是南亚国家里非常

积极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了。

印度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认为是自家势力范围

的国家“跑偏”，特别是和印度“不对付”的左翼联盟马

上要上台了。

这次印度反应这么大，很有可能是因为最近遭受

了“好几连击”，有点受刺激。

一向依赖印度的马尔代夫 12月 7日在北京和中国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海洋领域合作文件。马尔代夫总

统亚明 12 月 6 日到 9 日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自贸协

定就是访华期间签署的。

亚明在 6日的纪念中国—马尔代夫建交 45周年招

待会上说，中国是马尔代夫最亲密的发展和商业合作

伙伴。

而在亚明访华一周前，马尔代夫议会批准了和

中国的自贸协定。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不到 10 分

钟马尔代夫议会就给通过了，这速度一下就惊着印度

了——印度媒体说，这是给新德里敲响警钟，中国在南

亚又一次成功扩大了影响力。马尔代夫是继巴基斯坦

之后，第二个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南亚国家，而斯里

兰卡、孟加拉国，还有前面提到的尼泊尔都正在和中国

讨论自贸协定的事儿。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库马尔在记者会上公开提醒马

尔代夫遵守“印度优先”承诺，逼得马尔代夫总统亚明

在 12月 24日重申印度是马尔代夫最亲密的朋友。

再来看斯里兰卡。12 月 9 日，斯里兰卡政府在科

伦坡正式启动中斯汉班托塔港合作项目，汉班托塔正

式移交到中国手上。处于印度洋重要航线的汉班托塔

港位于斯里兰卡的南端，离着国际航行主航线才 10海

里，基本上就在主航线上，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甚

至比瓜达尔港地位更加重要。现在也是经过各种挫

折，总算正式启动了。

印度一直把南亚当做自己的“后院”，企图一直控制这些不得不依赖它的国家。

然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敞开怀抱的，全世界愿意参与的沿线国家都可以一起商量

着共同发展，大家都是平等的，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扩大势力范围”，更没那个闲心思

也没那个精力针对谁。

但印度不这么想。最近又是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搞军演，又是和新加坡签署

海军协议，总之就是绕着马六甲海峡搞事情。陆上最近在中国藏南地区修了 2 座战

略桥梁，这只是印度打算在中印边境修建的 410座战略桥梁中的 2座而已。

印度媒体表示，建桥的目的在于缩短印度向中印边境输送军队和补给的时间。

这在军事术语中叫进行战场建设，将来要在那个地方打仗，所以说要修桥铺路，搞基

础设施建设。

英国经济及商业研究中心公布了 2018 年世界经济排名表。排名表预计印度明

年以美元计算的经济规模将超越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而中国到

2032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印度能放下“心魔”，加入“一带一

路”，龙象共舞，那该是怎样的场景？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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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2月 26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

表示，俄已完成北极地区大规模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据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25日报道，绍伊古是在当日召开的俄国防部社会委

员会会议上作此表态的。绍伊古说，在开发北极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

北极地区建设如此大规模、装备完善的设施。

绍伊古还强调俄军在保护北极地区生态环境方面的努力。他指出，俄军净化了

北极地区 1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收集了 1.6万吨废弃物。

此前，绍伊古曾表示，北极地区军事基础设施的建成将有助于控制北方航道，保

障俄在北极地区经济活动安全。

俄罗斯近年来不断强化在北极的军事力量。2014年 12月，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基

础上组建北极战略司令部，负责管辖俄在北极地区部署的所有部队。此外，俄罗斯还

计划全部恢复苏联在北极地区遗留的 13个航空基地。

俄罗斯宣布已完成
北极地区大规模军事基础设施建设

军情速递

近期，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2017年度报告》。该报告特意在最后部分增
设了“中国谋求先进武器”的新内容。报告认为，中国取得了重大进展的6个领域，包括机动再入飞行器技
术、高超声速武器技术、定向能武器技术、电磁轨道炮武器技术、空间对抗武器技术、无人作战系统与人工
智能武器技术。同时，大力渲染近年来中国先进武器研发“突飞猛进”可能对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产生“重大
影响”。那么，美国极力渲染的这6大武器技术究竟有多么厉害？我国在这6大领域真如同美国所说的那
样吗？为此，科技日报记者专门就这些领域采访了相关专家。

最让美军忌惮的六大中国武器？

““突飞猛进突飞猛进””不假不假，，离上战场还远离上战场还远
本报记者 张 强

美国会报告称，我国于 1991 年开始再入

技术预研，2002 年已经在多型中程弹道导弹

上应用该技术，而这都是我军“反介入/区域

拒止”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导弹技术专家、核战略专家、量子防

务首席科学家杨承军教授介绍，机动再入飞

行器技术是指各种飞行器，包括导弹、飞机、

卫星等，再入大气层的技术。根据当前世界

再入大气层飞行器的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

情况：一是以抛物线状的飞行轨迹惯性再入，

特点是攻角较大，与大气层磨擦有比较固定

的参数，便于设计和使用合适的耐高温壳体

材料，也便于设计利于突防的飞行弹道，但是

这种再入方式也便于敌方实施侦察、捕捉和

拦截。二是以机动变轨飞行轨迹再入，好处

是敌方不易最终确定己方飞行器的飞行规律

及轨迹，使突防能力提升。三是以滑翔飞行

轨迹再入，特点是攻角小，可以更加安全可靠

的进行回收，便于使用空间飞行器进行大地

测量、资源勘探、地球水文资料拍照等，更加

利于安全回收。

杨承军表示，“美国在报告中提到的中国

‘六大令人生畏的先进武器’，排在第一的就

是机动再入飞行器技术。但实际上，中国围

绕机动再入飞行器技术的研究，主要是为了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发展经济，便于对本国的

各种资源在更高角度进行勘察。同时，作为

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随时洞察

和发现对本国安全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各种

动向。当然，根据现实和长远军事斗争的需

要，我国会有选择的在相关中程导弹型号上

使用该技术。”

机动再入飞行器

为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发展经济

美国会报告指出，中国已发展出 2种高超

声速武器：一是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二是超

燃冲压发动机飞行器。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

高超声速武器尚处于研发阶段，且不确定今

后何时才会具备实战能力，但其对美国海上

力量的潜在威胁不容小觑。

“高超声速飞行器指飞行速度超过 5马赫

的飞机、导弹、炮弹等有翼或无翼飞行器的总

称。”军事研究员兰顺正介绍，高超声速飞行器

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依靠自身先进的推

进系统就可实现大气层内数倍音速的飞行器。

超燃冲压发动机、脉冲爆震发动机是这类高超

声速飞行器的关键技术。超燃冲压发动机是指

燃料在超声速气流中进行燃烧的冲压发动机。

第二类高超声速飞行器又被称为助推滑翔高超

声速飞行器。该飞行器特性可以描述为，在弹

道导弹的基础上，增加了进入大气层后的利用

气动控制系统以实现有限的机动，具备有效升

力拉起，并且能在大气层内长时间滑翔飞行。

“个人认为，美国会报告对于中国在高超

速武器技术上估计较为客观，中国相关武器距

离实用化应该还有一段距离要走。”兰顺正对

此表示。他说，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于 2014年

1月首次测试的一种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美国

军方将其称为 WU-14，国内也有舆论将其称

为“DF—ZF”，据称该飞行器速度高达 10 马

赫。在随后的 3年多时间里，中国已对该超高

声速滑翔载具进行了 7次测试，其中 6次被认

为成功。而在2017年11月央视公布的一篇有

关国产JF12激波风洞的报道中，也出现了多种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模型，这些都被外界普遍认

为是中国相关武器存在的印证。

高超声速武器

距实用化有路要走

美国会报告称，中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发展定向能武器技术，并已在微波反导系统

技术和高能激光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前者可用于拦截敌方弹道导弹，后者则可能

被用于打击太空系统。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

中心王群教授介绍，定向能武器也称束能武

器，是指利用电磁波、声波或微观粒子的定向

传输，来攻击目标的一类新概念武器。激光

武器和微波武器都是定向能武器，因为它们

分别是以定向传输的激光和微波等电磁波杀

伤或破坏目标。理论上讲，激光武器和微波

武器可以放置在陆基、海基、空基和天基平台

上，用来进行包括拦截弹道导弹和打击空间

系统等很多方面的作战应用。

王群认为，“美国的年度报告关注中国的

这些武器的发展，应该是有意误导舆论、转移

视线。其实美国的这类武器才是对世界最大

的威胁，因为美国在新概念武器的研究方面，

基本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激光武器、微波

武器目前都已接近实战应用，而包括中国在

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尚未到达这一阶段。”

“当然，公开的信息透露，中国对这些武

器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激光武

器，水平可以说是紧随美国之后。比如，最近

几年我国的激光武器多次参加了有关国际武

器展览会，它们在对抗无人机方面展示了不

俗的性能，可以用于安保等非战争军事行动

或低强度的作战中。尽管如此，但美国说中

国的这两种定向能武器将用于拦截弹道导弹

和打击卫星等空间装备，却明显是不负责任

的夸大其词之说。”王群说。

定向能武器

美国才是最大威胁

美国会报告认为，截至 2007年，中国已有

多达数十个不同的科研部门正在研究电磁技

术运用。中国的电磁武器可能在未来用于打

击海上和地面目标、执行反导作战任务，并将

电磁技术应用于航母弹射器。

提到电磁轨道炮武器技术首先就必须了

解什么是电磁炮。

王群教授介绍，电磁炮是指利用电磁力

代替火药爆炸力，来推动和加速炮弹（弹丸）

的一种动能武器。其中，以通电导轨（轨道）

产生电磁力发射炮弹的电磁轨道炮，是电磁

炮中的典型代表，因为它的实战化进程最快，

美军近年来密集试验的就是这种电磁炮。既

然用电磁力能发射炮弹，当然也能用它发射

其他物体。比如，用电磁发射装置取代运载

火箭，以电磁力发射卫星等航天器或弹道导

弹；用电磁弹射装置取代蒸汽弹射装置，以电

磁力弹射舰载机，等等。所以，电磁发射技术

简单地说，就是以电磁力发射或推进物体行

进的一种技术。

“类似于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与传统武

器相比，电磁炮在杀伤和破坏机理、功能特点

等方面都不同，其概念比较新也比较超前，但

攻击效能却很高，都属于新概念武器。它一

旦投入实战应用，很可能改变‘游戏’规则，对

战争的胜负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它毕竟创

新性太强，要真正走向战场可能还有一段路

要走。”王群表示。

他介绍，电磁弹射技术目前已经趋于成

熟。美国在其今年服役的新型航母“福特”号

上，已经用电磁弹射装置取代了原来航母上

所装备的蒸汽弹射装置。而据公开资料，中

国紧随美国之后，也研制出了电磁弹射装置，

虽然还未投入实际应用，但已多次成功地进

行了陆地弹射飞机升空的试验。这说明，我

国已经基本掌握了航母舰载机所用的电磁弹

射技术，而且据领衔的专家马伟明院士透露，

中国的电磁弹射装置，其技术比美国更加合

理、更加先进。媒体据此推测，未来它很有可

能在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上使用。

电磁轨道炮武器

谈实战为时过早

美国会报告称，中国正在研制的空间对

抗武器，或对美国的各型卫星系统产生巨大

威胁，成为与美国展开太空军事技术对抗的

资本。

军事研究员兰顺正表示，空间对抗技术

是指为了因夺取制天权可能引发的军事对抗

而专门研发的相关技术。主要包括：空间监

视技术（如雷达探测、光电监视和电子监视系

统等）、防御性空间对抗技术（如为了保护卫

星系统免受电子干扰、信号拦截及核爆炸而

采取的加固措施和抗干扰措施等）、进攻性空

间对抗技术（如陆基反卫星导弹、共轨反卫星

武器系统、地基定向能武器和空天飞机等）。

2015 年 6 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挂牌成

立了中国国家航天局空间碎片检测与应用中

心，有能力跟踪近 20000块太空碎片。外界据

此推断中国目前的地基太空监视能力已处于

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在 2007 年使用上升式动能反卫导

弹，成功击毁了位于 863公里高度的已经失效

的风云一号 C 气象卫星。在随后的 2010 年、

2013 年 1 月、2016 年 9 月，我国又接连进行了

多次反卫星导弹实验和中段反导实验。

2013 年 8 月中国的“创新 3”“实验 7”和

“ 实 践 15”号 卫 星 在 太 空 测 试 了 机 械 手 技

术。2016 年 6 月中国长征七号发射升空，火

箭的载荷中有一台名为“遨龙一号”的航天

设备。中国官方对外宣布该航天器上装载

了一台机械臂，可模拟在太空抓取废弃卫星

和一些其他碎片，并带到大气层进行烧毁。

这些都被外界视为中国在进行共轨式反卫

星技术试验。

对此，兰顺正表示：“这些公开信息显示，

近年来我国确实在空间对抗武器技术方面取

得了很大进步。因此，此次美国会报告对于

我国的空间对抗技术评估较为切合实际。”

空间对抗武器

美评估较切合实际

导弹通过机动再入飞行器技术再入大
气层攻击目标示意图

WU-14想象图

大图 32兆焦电磁轨道炮炮弹出炮口瞬间
小图 7兆焦电磁轨道炮射弹瞬间

2015年8月24日，我军第二炮兵导弹方阵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受阅演练。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