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高超声速武器飞行

速度快，飞行轨迹难以预测，已成为各国防空

系统的心头大患。美国《防务新闻》网站近日

刊登文章指出，美国国防部过去几年优先发

展进攻型高超声速武器，各军种不惜斥巨资

采购高超声速导弹。然而受预算影响，美军

反高超声速能力研发计划进展缓慢。对此，

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将努力推进高超

声速导弹防御能力的发展，包括开发新型传

感器、拦截器以及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

“高超声速导弹防御是对传统导弹防御

体系能力的一次升级，防御的体系架构建立

在传统导弹防御系统之上。导弹防御系统实

质是由拦截系统、探测系统，以及指挥、控制、

作战管理和通信系统（C2BCM）三大系统构

成的。”军事科普作家易芳对科技日报记者解

释道，“埃斯珀提到的新型传感器属于探测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对攻防双方的相关

部件进行识别、侦察、监视与预警等，实现对

导弹攻防基本态势的动态掌握。拦截器是拦

截系统最重要的终端打击部件，主要以动能

或者非动能的方式，实现对来袭导弹的摧毁、

变 向 、干 扰 等 功 能 。 而 指 挥 控 制 系 统 是

C2BCM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对导弹防御

体系资产的有效调度和使用。”

美军认为，发展高超声速武器防御能力

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天基传感器层。与弹道导

弹不同，高超声速导弹飞行高度较低且不断

变化，难以预警与跟踪。

易芳指出，从“先锋”“匕首”“锆石”等高

超声速武器的基本性能看，难以防御主要是

因为探测难、跟踪难、弹道预测难、拦截难

等，而解决这些难题最根本的就是部署先进

的探测系统。但是对于陆基、海基的雷达探

测系统，根本无法满足对超过 5 马赫高超声

速导弹的有效识别、探测、跟踪和预警。而

天基系统由于占领了高边疆，可以有效实现

对发射前的平台和发射后的高超声速导弹

进行识别、探测、跟踪和预警等，是排在第一

位的有效方式。

“目前美军正在寻求建设一体化的天基

传感体系，企图发展太空智能感知与高超声

速目标识别一体的天基传感器系统。”易芳

说，“按照天基传感器架构发展计划，美军企

图在 2023 年前建立集成预警、探测、跟踪、识

别和作战效能评估等为一体的新型天基传感

器体系。目前，美军的主要方式是提高预算，

比如美军计划未来 5 年将高超声速的投资从

60 亿美元提高到 112 亿美元；组建‘星链’，即

以‘黑杰克’项目为基础组建超过 60—200 颗

小型、轻质和低成本小卫星网络；持续提升人

工智能、预警探测等技术性能等。”

高超声速防御的第二个能力要素是拦截

器。埃斯珀证实，国防部可能会对现有拦截

器进行改进，但同时也将开发新的拦截器，以

更好地适应反高超任务下的高机动环境。

“美军新型拦截器计划可能主要包括升

级现行的‘宙斯盾’‘萨德’‘爱国者’和地基中

段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性能及数量，研发

‘滑翔破坏者’拦截器，发展激光等定向能武

器，发展应对导弹齐射的‘多目标动能拦截器

’，包括‘蜂群’拦截器和微型中段拦截器等。”

易芳指出，“不难发现，美军将要开发的新型

拦截器具有基础厚实、技术先进、手段多样、

功能完备、目标多元等优势。”

高超声速防御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开

发一个能联结所有单元的指挥与控制体系

架构。这对高超声速防御具有什么样的意

义呢？

从美军《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当前的导

弹防御体系、2018 年导弹防御局公布的 21 份

高超声速防御合同等公开信息看，美军企图

整合所有手段，包括使用 F-35 战机用于防御

高超声速武器，从而实现一体化的导弹攻防

体系，这必然要求更先进的 C2BCM 系统，以

及新型的指挥与控制体系架构。

挡下高超声速武器，防御装备亟待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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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澎 方 超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国际军事比赛-2019”空降排项目

闭幕式在俄罗斯普斯科夫州“扎维利奇耶”靶

场举行，中国空降兵参赛队经过奋力拼搏，在

21个参赛国中取得总评第三的优异成绩。比

赛结束后，赛事副总裁、俄罗斯戈沃洛夫上校

称赞中国空降兵表现非常出色。

“国际军事比赛”是由俄罗斯国防部举办

的一项国际性军事竞技，包括陆、海、空军在

内，堪称“军事奥运会”。作为其中的一个比

赛项目，空降排项目比赛全部按照实战设置

要素，真实模拟空降作战全流程，考验的是空

降作战最基本战术单元，即 1个排手持单兵轻

型武器或驾驶空降战车，完成空降、集结、战

斗任务的能力和水平，这是空降兵担负的最

传统使命任务。

俗话说，“怕死不当空降兵”。作为一支

重要的战略突击和威慑力量，空降兵所接受

的训练，所要执行的任务，以及自身的战斗能

力并不比特种部队差。那么，作为唯一自带

装备的国家，我国装备和外国装备相较如

何？参赛国空降兵实战能力如何？中国空降

兵又能学到什么呢？

“国际军事比赛-2019”空降排项目“战车

追逐赛”首先在“红木船”靶场拉开战幕，来自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 7个国家共 14个车

组展开激烈角逐。中国空降兵参赛队员驾驶

我国自主研制的 ZBD-03 式空降战车，充分

发挥人装结合极限性能，上演了现实版的速

度与激情。

空降排项目 2014 年首次举办，中国空降

兵从 2015 年开始连续 5 届参赛，见证了比赛

不断发展演变的历程。

2015 年，中国空降兵首次组建参赛队奔

赴俄罗斯参赛，参赛国家仅有中国、俄罗斯、

白俄罗斯 3 个，比赛课目也只有空降集结、越

障射击、战车竞速 3 项基础性课目。而到了

2016 年第二次参赛时，中国空降兵所有参赛

装备全部国内自带，成为除俄方外唯一自带

装备、全程参赛的代表队。

随着时代的发展，2019 年的空降排比赛

参赛国家已达 21 个，并首次将定点跳伞课目

纳入最后总评。在比赛场地设置、课目选择、

规则制定方面较以往更为“苛刻”，主要考验

参赛队建制伞降与渗透、战车驾驶与越障、武

器操作与运用、战斗体能与越野、人装结合与

战术协同等多种能力。

有着连续 4 年参赛经验的金牌驾驶员丁

其爵对此感触颇深，他表示：“以战车项目比赛

为例，战车赛道不是单纯的跑道，障碍设置会

涵盖可能遇到的各种战场情况，战车刚通过浅

滩，又迎面遭遇雷爆障碍带，驾驶员必须胆大

心细地操作，使战车从百米长的红色雷爆桩和

反坦克地雷中间通路精准驶过。雷爆障碍带

不同往年开阔的直线地形，这次带有一定弧度

的拐弯，需要驾驶员转向、换挡和不断修正方

向。参加这样的比赛，无异于一场实战。”

比赛课目无异于一场实战

在此次比赛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全部自

带武器装备的国家，其他国家几乎全部使用

俄式装备，整个战车类的比赛也就演变成了

主战装备的综合较量。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近 5 年的比赛情况

来看，中国队员在体能、意志力和战斗精神

方面表现十分出色。然而由我国自主研制

的 ZBD-03 式空降战车自列装空降兵至今

仍未更新换代，俄罗斯的空降战车已经更

新升级至第 4 代。无论是俄方还是中方都

普遍认为俄罗斯的 BMD-2 越野机动性上

有优势。

装备上的代差倒逼能力升级

“ 战 车 单 车 赛 ”是 首 个 战 车 类 比 赛 课

目，在总距离 6 公里的赛道上，各参赛车组

要驾驶战车通过圆木、机动障碍带、反坦克

壕、浅滩等 12 个障碍，并使用车载火器在指

定地点完成对不同距离上多个隐显目标的

射击。驾驶员史伟新驾驶 802 车组经过一

个大角度斜坡时，履带意外脱落，导致后两

台车不得不放弃通过该障碍而被罚时。同

样在“单兵两项”课目中，所有目标均为隐

显目标，要求队员在 10 秒内完成射击，由于

队员过分讲究急行军的速度，到达射击区

域前未提前调整好呼吸和节奏，导致射击

未命中数远超预期。“班排定位赛”中由于

所处地形完全陌生，多为复杂深山丛林，一

个小组不慎迷失方向，耽误近 50 分钟，直接

导致比赛成绩不理想。

反观俄罗斯空降兵部队，不仅组建时间

长，多次参加实战，而且是与陆海空军并列的

独立军兵种。近年来，他们参加了车臣战争、

格鲁吉亚战争、俄乌冲突等军事行动。参赛

的俄军伞兵中很多人有实战经历，场地布置、

课目设置、内容选择上几乎都是俄罗斯在实

战中所遇到的，赛场的背后，有实战中积累的

经验，也有鲜血换来的教训。因此，跟这样的

一支军队并在他们设置的场地展开军事竞

技，不亚于一场实战。

对 此 ，中 国 参 赛 队 领 队 史 建 强 介 绍 ：

“今年参加比赛，我们更加注重与外军的学

习交流和取长补短，在比赛中汲取实战化

训练、装备使用、管理保障等方面的有益方

法和经验，不断促进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的提升。”

从赛场拼搏到战场制胜

军事观察
本报记者 张 强

下机能战下机能战，，进车即打进车即打
中国空降排中国空降排““军事奥运会军事奥运会””展英姿展英姿

军评天下

未来几天，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能否续签或将一锤

定音。不过，从目前情况看，韩日这份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面临“夭折”的几

率是越来越大。上周，韩国首尔多个

市民团体组织反日集会。8 月 15 日当

天，虽然首尔下了一天大雨，但仍有超

过 10 万余名的市民参加集会，他们高

呼“废除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口

号，要求日本反省侵略历史和放弃对

韩限贸措施，反对韩日两国进行军事

情报合作。

8 月初，日本决定将韩国从日本的

出口贸易对象“白名单”中删除，同时，日

本还直接把韩国转入出口管理次等优惠

的“B 组”，而韩国是被此次日本内阁会

议唯一移出“白名单”的国家。事件发生

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

次长金铉宗指出，韩方一直以来致力于

通过外交对话解决问题，但日方仍强行

决定将韩国移出出口“白名单”，韩方将

采取包括重新审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

协定》等多种应对措施。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 2016

年 11 月 23 日韩日双方共同签署的军事

情报共享约定，也是二战后两国签署的

第一份军事合作协定。协定的有效期以

年为单位，年满后自动续期，若一方不愿

意续约，需提前 90 天即在每年的 8 月 24

日前通报对方终止协定。

由贸易摩擦影响到军事合作，这是

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日本和韩国都是美

国在亚洲的重要军事盟友，如果韩日军

事合作出现间隙，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及战略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为促成韩日《军事情报保

护协定》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国希望借

此协定强化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从而

拓展美国在东北亚的情报网络。韩国

《中央日报》报道称，美国政府人士曾在

华盛顿警告韩国外交部代表团，不要因

为经济矛盾而动摇《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美国新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

国务卿戴维·史迪威则公开表示，韩日同为美国的亲密盟友，美国将全力支持两国解

决矛盾。

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在近日的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表示，日本近

期以安全忧虑为由对韩采取限贸措施，但军情协定涉及各种安全问题以及韩国

与友邦之间的关系，政府正在就该问题进行慎重考虑，而目前还没有任何敲定

的事情。韩日军情保护协定续签问题还未明朗，韩国已经有国会议员提出，韩

军应组建独岛(日本称“竹岛”)防卫司令部和独岛警备部队，剑指可能存在的日

本军事威胁。

虽然郑景斗称韩国政府尚未就续签军情保护协定做出最后决定，但韩国单方面

终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可能性确实存在。首先，韩国民众反对韩日情报合作。

韩国李明博政府于 2012年就开始计划与日本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因韩国历

史上曾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韩国民众不希望日本通过签署此协定再次把军事力量

延伸到脚下，更不希望此举变成“日本殖民者重温旧梦”的行动，在此背景下，韩日《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4年后才得以正式签署。不过，现在韩国国内反对该协定的声音仍

一直存在。其次，韩日情报合作貌合神离。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韩国只在某些敏

感问题上与日本共享情报，拒绝共享其他领域的军事情报。日本方面为避免引发政

治纠纷，也尽量不向韩方索要更多的军事情报。军事情报是一个国家的特殊资源，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无限制地把所掌握的军事情报透露给其他国家，韩日军事情报合作

最多算是有选择的情报共享。再次，美国从中调停效果不佳。美国出于维护自身战

略利益考虑，不希望韩日之间终止军情合作。8月 7日，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举行会谈，期间再次强调维护日韩《军事情

报保护协定》的重要性，敦促日韩改善关系，并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虽然美国极力

为处于争执中的韩日两国划定“红线”，但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都尚有争

议，在当前两国国民对立情绪严重、两国政府不愿让步的形势下，美国斡旋未必能起

到实质性作用。

目前，美国提出的霍尔木滋海峡“护航联盟”提议被日本拒绝，在亚太部署陆基中

程导弹的计划被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拒绝，如果此时韩日之间在军事合作上再现

间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利益无疑将会受到重创。

不过，万一韩国退出与日本签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既可以起到反制日本的

作用，又可以进一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同时还可以安抚国内民众的情绪，可谓一举

多得。在美国斡旋无果、日本不撤回“白名单”决议、韩国民众反对韩日军事情报合作

的情况下，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夭折”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大。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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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近 5 年 的 参 赛 情 况 也 可 以 看 出 ，除

2017年在中国本土办赛时中国在战车类课目

中力挽狂澜以外，中方 ZBD-03 从未在任何

一个比赛课目上战胜过俄罗斯 BMD-2，而经

过升级改装后的 BMD-2 在赛场上更是有开

挂般的表现。

本世纪初装备部队的 ZBD-03 式空降战

车是我国唯一一款可实施空投的步战车，也

是一款水陆两栖轻型履带战车。它能够利

用重型伞降系统空投，同时配备强大的火力

系统，具有对敌坦克、装甲车、防御设施、有

生力量和低空飞机的打击能力，彻底改变了

中 国 空 降 兵“ 轻 装 伞 兵 ”的 形 象 。 俄 罗 斯

BMD-2 伞兵战车 1985 年研发，1988 年正式

装备部队。其底盘、舱室布置、发动机功率、

悬挂方式和 BMD-1 完全一致，但装备了和

BMP-2 步兵战车一样的炮塔。公开资料显

示，BMD-2 整车空重仅 6.7 吨，时速超过 60

公里。

“今年的比赛中，整个比赛场地赛道和障

碍物均是按照俄方 BMD-2 战车而设置的，

ZBD-03 式空降战车在机动性、车体尺寸等

方面均有劣势。”相关负责人说。

比如，直线冲刺竞速方面，过长的赛道对

于我方战车来说，在起步、加速等环节毫无优

势，加上中国车体较宽、履带内侧窄，在通过

限制杆、雷爆障碍带时极易发生触碰。在战

车通过雷爆障碍带时，履带内侧距离障碍物

仅为 5 厘米，即便履带没有碰到障碍物，溅起

的小石子也会将雷爆桩碰倒，因此比赛中不

得不调整策略，牺牲速度，直接影响了最终的

总成绩。

装备性能上的劣势倒逼了中国空降兵

对战车进行改进和升级。他们利用参加国

际军事比武交流的契机，联合厂家立足现有

技术对发动机功率、油气悬挂装置、火炮供

弹系统等多个方面进行改装升级，有效解决

了发动机功率不足、易掉履带、易卡弹等多

项“硬伤”，战车的机动速度、打击精度和稳

定性大幅提高，人装结合的极限作战能力有

效提升。

今年的战车追逐赛中，中国队 802车因在

射击环节未命中目标 3 发弹而被罚圈 1.2 公

里。驾驶员丁其爵经过接近 6 公里的赛道追

赶后，于第二圈次坡道起步处将驾驶俄罗斯

战车的哈萨克斯坦队超越，以领先 30 秒的成

绩冲过终点线，实现完美逆袭，也创造了当日

单圈的最快车速。

据新华社讯 摩加迪沙消息：索马里军方人士 8月 19日说，政府军 18日夜间在南

部与索马里“青年党”武装交火，打死 20名武装分子。

索马里政府军指挥官奥达瓦·优素福·拉杰告诉记者，“青年党”武装分子昨夜袭

击了政府军在下谢贝利州巴里雷镇一处军事基地，政府军发起反击，打死 20 名武装

分子，打伤 30余人。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夜间听到激烈交火声，早上在军事基地附近的街道上看到不

少尸体。

近期“青年党”武装多次向索马里政府军在下谢贝利州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几

天前，“青年党”武装对奥代格莱镇一处政府军基地发动汽车炸弹袭击并企图攻占基

地，但被政府军挫败。

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

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索马里政府军

歼灭20名“青年党”武装分子

▲中国空降兵精准踩中靶标
◀中国空降战车飞驰赛场

方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