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聚焦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新民网：             15

新民晚报社
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

联合主办

16不为人知的尝试

本报时政新闻中心主编 |第702期 |    年 月  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吴 健 视觉设计：竹建英 编辑邮箱：                  

随着战争消耗的加剧，俄乌双

方都迫切需要足量、廉价、管用的低

技术含量兵器，即便参战的无人机

也加速往“白菜化”方向发展，一大

特征是“打了就不管”的廉价巡飞

弹用量越来越大。近几个月，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弹簧

刀-300”“凤凰幽灵”“战友”等三款

巡飞弹，其中“弹簧刀-300”可单兵

使用，也可由2-3人组成战斗小组

在前方侦察兵发现目标由后方发射

攻击；“凤凰幽灵”是更大型的巡飞

弹；“战友”既可单兵发射，也可使用

轻装甲车辆发射，发射后用单兵操

作终端遥控，远程攻击时需要无人

机通信中继。乌军正减少昂贵的美

制M142火箭炮和国产雷霆-2弹道

导弹的用量，突出巡飞弹的“蜂群攻

击”及地面火炮的覆盖式打击，形成

联合杀伤火力，对俄军浅近纵深的

指控中心、兵力集结地、武器存储地

实施不间断打击，迟滞俄军的攻击

势头。俄军也如法炮制，将打击兵

器由以导弹为主向以巡飞弹为主转

变，提升对乌打击火力密度。

俄乌虽投入大量巡飞弹，但战

果却大相径庭。乌军使用的三款巡

飞弹战果寥寥，难孚厚望，但俄军投

入国产“柳叶刀-3”重型巡飞弹后

战果颇丰，并迅速成为冲突中的“明

星”，从去年11月上旬开始使用频

率和强度剧增，截至今年4月下旬，

“柳叶刀-3”能确定的战果达116

个，击毁的牵引式和自行火炮达36

门，坦克和步兵战车等装甲目标达

30余辆，还有卡车、防空导弹发射

车等装备，这对于技术装备本就不

足的乌军而言损失巨大。

俄乌同样大量使用巡飞弹，但

战果大相径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

的，有装备设计构想和运用场景、性

能指标的因素，有装备运用尤其是

杀伤链组织方面的差距，也有巡飞

弹操作手培训方面的迥异。

总之，未来的局部战争和武装

冲突，强调体系作战，检验武器装备

的标准恐怕只有一个：胜者为王，适

者为王。 常立军 梁梵

无人机改写现代战争模式

表现抢眼

据不完全统计，俄军现有至少

53支无人机部队，装备超过2000架

中小型无人机，常见型号为“海雕-

10”无人侦察机和“猎户座”无人攻

击机。其中，“海雕-10”是2012年

底列装，装备1000余架，主要配合

炮兵和战术导弹部队遂行空中侦察

和电子战压制任务。乌军参战无人

机主要为土耳其制“旗手-TB2”无

人攻击机和国产PD-1、UJ-22多用

途无人机等。此外，俄乌基层部队

还大量列装具有较长留空时间的小

型自杀式无人机，即巡飞弹。

俄乌冲突至今，双方的无人机

运用场景越来越广。2022年3—5

月，俄军在掌握战场制空权期间，充

分发挥无人机侦察手段丰富、尺寸

较小、难于发现和拦截等优势，派出

大量无人机在重点区域盘旋待战，

引导火炮、导弹和强击机等对重要

目标实施火力突击。当年3月21日

白天，俄军一架无人机捕捉乌军火

箭炮出动开火情况，随后追踪一天，

同时位于纵深的导弹部队做好战斗

准备。当夜，乌军火箭炮又打了一

轮，并返回一家购物中心地下停车

场，俄军此时发射一枚“伊斯坎德

尔-M”导弹，当场

摧毁乌军火箭炮连，

并引发弹药库大爆炸。

此战展现了俄军无人机侦察监视、

目标指示及打击时机选择的能力，

以及“无人机＋弹道导弹”作战模式

的运用。当然，如果当时俄军获得

更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就能在

发现并确认乌军火箭炮的第一时间

精确打击，免去繁琐的“侦察—监控

—决策—打击”流程。

俄乌两军还把海量的消费级民

用微型无人机投入步兵分队作战，

创新伏击与反伏击战术，效果十分

突出。

这些民用无人机成本低廉、目

标轮廓小、可垂直起降，主要执行空

中侦察、火力引导、火力校射等任

务，有效提高班组小队的态势感知

能力。在战况最惨烈的巴赫穆特前

线，乌军小分队经常潜入俄军后勤

车队行进路线附近，由单兵施放并

操控小微型无人机，借助其飞行高

度和活动范围，在安全距离上掌握

俄军后勤车队数量、配置、行进路线

及距离等信息，选择更合适的设伏

时间和地点。除了伏击，无人机在

巷战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巴赫穆

特巷战中，俄方瓦格纳武装集团多

次成功运用微型无人机，发现埋伏

在房顶、屋内等处的乌军反坦克小

组，然后召唤炮火杀伤，显著降低了

人员伤亡及装备损失。

无处不在

俄乌冲突表明，即便技术低

下的无人机，如果大规模应用，也

能造成战局复杂化。

2022年10月起，俄军运用构

造简单的“天竺葵-2”巡飞弹发

起“蜂群攻击”，对距战线300公

里开外的乌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一度令基辅、敖德萨、第聂伯罗彼

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地电厂

瘫痪，乌克兰损失三分之二的电

力，也导致乌军被迫将大部分兵

力转入防空和应急抢修，失去围

歼第聂伯河以西俄军的战机。今

年2月28日，乌军一架无人机对

俄罗斯莫斯科州天然气设施发动

袭击未果，坠毁地点距离目标只

有大约10米，那里距克里姆林宫

也不足100公里，如果袭击成功，

后果不堪设想。俄军通过残骸分

析，确认来袭型号为乌克兰国产

UJ-22，机上安装先进的美制飞

控设备，具备自动、半自动和手动

三种指（遥）控模式，可加装摄像、

侦察、光电侦察设备，虽然速度

慢、载弹小，无法对坚固目标构成

威胁，但它至少飞行了600公里，

其威胁不可小觑。

目前，双方出动无人机和巡

飞弹（自杀式无人机）展开对攻，冲

突范围迅速扩大。今年5月以来，俄

军调动诸军种中远程打击力量，对

乌境内的能源系统、指挥中枢、部

队转运中心、物资转运站和关键桥

梁、涵洞实施持续性打击，动用武

器以巡飞弹为主、导弹为辅，对乌

克兰全境实施常态化空袭。乌国

防部宣布日均击落俄无人机16.9

架，是俄乌冲突以来日均击落架数

（5.1架）的3.3倍。乌军也将打击

范围延伸至俄控区全境及俄本土，

一方面运用M142火箭炮对俄军纵

深地区实施常态化打击，另一方面

针对俄境内发动特战破袭。

适者为王

5月以来，俄罗斯
和乌克兰首都均遭到
无人机袭击，这两个处
于交战状态的国家陡
然升高对抗烈度。这
表明无人机的运用已
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
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的模式。

■“猎户座”无人机已被俄军用于顿涅茨克前线作战

■ 俄军施放“海雕-10”无人侦察机

■ 乌军 UJ-22

无人机曾飞抵
俄罗斯莫斯科
州腹地

■ 被俄军无人机和巡飞弹“团灭”的乌军车队

■ 乌军大量投入
消费级民用无人
机，支援步兵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