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吴 健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ujian@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92021 年 7月 27日 星期二

航迹规划 标定方向
战场上，路线侦察规划对提高进

攻部队生存率大有裨益，而无人机一

大优势便是能根据上级指令、战场情
况和性能指标，规划从起飞到着陆的

最优航线。侦察兵通过手中地图，明
确自己要执行任务的区域，像民航机

组一样拟定好航线。他们用电子笔在

屏幕上飞速移动，从飞机位置到航点
（代号“H”）的经纬度设计，根据实际

地形环境，输入航点高度后，初步形
成以飞机为中心点的任务航线，所有

航点调整完毕，就完成飞行航线的设
计与装定。

随着“嗖”的一声，战士通过手持
控制下达指令，无人机直飞冲天。无

人机忽高忽低，飞到某航点后自行转
弯、调整高度，再沿航线向下一航点

飞行，战士手持的控制器面板上，不
知不觉现出五角星图案……很难想

象，无人机在如此短暂的调整设置

后，居然能飞出精度这么高的路线。
随着无人机离开视野，侦察兵仔

细把控手持终端，载荷显示区展示着

实时回传视频，能清楚看到地面情
况。其中，一个中央箭头对准操作者，

连续按下几个键后，一张图片中操作
者所处位置的信息，目标相对无人机

的距离、高度，都标得一清二楚。
事实上，规划侦察航线既要满

足任务需求，又要将无人机坠毁或

被破坏概率降到最低。据悉，无人机
应避免敌方雷达识别，否则会引来

防空火力，同时要考虑地形起伏，确
保离地高度，避免危险地形和恶劣

天气的冲击。

战场鹰眼 引导打击
经典作战里，无人机将获取的目

标图像经数据链传给地面控制站，再

经卫星转发友邻部队，或通过一个民
用标准的全球广播系统发给特定用

户，指挥员可实时控制无人机。在此基
础上，地面控制员可根据无人机回传

图像，决定对目标是盯是打，这就是所

谓“察打一体”，特别适合对付那些所
谓的“时间敏感性目标”。

不可否认，各国侦察兵现役无人
机，因成本和作战需求考虑，主要采取

人工操作，所发射的无线信号易被敌
方压制，因此对操作者技能要求较高。

但随着智能技术发展，用不了多久，无
人机可根据自身预编程序，躲避危险，

对战场威胁或突发情况做出分析，并
选择相应程序，依靠自身完成任务。

侦察兵们坦言，他们要为“明天的
战争”做准备，“那将是头脑与电脑高

度耦合的战争”，无人机将与地面装备
及作战人员协同作战，无人机以其成

本低、功能多、突防能力强，可短时间
内智能监控乃至打击同一目标，让敌

方难以应付，“比如在叙利亚战场，无人
机操控手都是远程控制，对手之间根

本不见面，完全是机器对抗机器”。从
使用者出发，战士们认为，无人机在动

力和控制方面的技术已相对成熟，精度

将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未来他们有
望根据不同任务需要，选择合理的无

人机家族，在“独闯虎穴”的特殊战斗
中力拔头筹。 向勇 张光轩 刘鑫

名字有玄机
由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雷达要

指挥部队训练，不可能全天候监视

周边空域，而海上自卫队、海上保安
厅忙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事务，也无

法时刻监控周边海域。于是，日本防
卫省责成陆自组建专业的沿岸监视

队，以陆基雷达站监控周边，盯牢邻

国海空动向。截至 2021年，陆自已有
五支沿岸监视队，即第 301、302、与

那国、中部移动和北部移动监视队。
前三支都是固定部署，只负责当面范

围内的海空域，后两支则是按上级命
令，根据需要前出到指定地点，因此

其部队番号中加入“移动”二字。

三颗“硬钉子”

冷战中，日本视苏联为主要威

胁，将邻近的北海道作为防御重点，
为此成立了最早的第 301沿岸监视

队，它直属陆自北部方面队的情报
队，专门监视宗谷海峡。受驻地稚内

市西面的礼文岛、利尻岛地势影响，
早期的岸基雷达无法全面监视海峡

动静，因此第 301队曾在礼文岛安

排前出派遣队，以扫除雷达盲区。不
过，随着雷达技术提升，2021年起，

第 301队把礼文岛上的人马都调回
了。第 302队驻北海道东部标津町

的标津，和第 301队一样，也是冲着

俄罗斯，主要监视根室海峡对面的

俄占国后岛。为提高监视强度，第

302队特意在更靠近俄罗斯的知床
半岛罗臼町设有前出派遣队，至今

都保留着。

与那国队位于冲绳方向的与那
国岛上，直属陆自西部方面队的情报

队，负责监视中国沿海。与第 301、
302队不同，与那国队孤悬海外，人

员更换、物资补给都不方便，但编制
最多，有 150人，比第 301、302队都

多出 50%，这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与那

国岛远离本土，一旦遭攻击，很难得
到后方支援，因此得专配警卫分队。

两个“流动哨”

日本认为，相比“威胁最大”的

一北一南两个战略方向，其中部地

区相对安全，因此没必要设固定的
监视队，只需部署两支移动队即可

“弥补余缺”。
中部移动监视队驻在滋贺县高

岛市的今津，归陆自中部方面队的
情报队管辖，编制才 50人，跟前文

提到的监视队装备固定雷达和大型
光电监视系统不同，他们拥有的 1

号（改）JTPS-P23 雷达，GOB-206
型广域监视站体积小，装在国产高

机动车和 1.5吨卡车上，能快速机

动到指定位置。该监视队侧重日本
海方向警戒，北至富山县，南至山口

县，约 1000公里范围都是其负责范
围，这里与俄罗斯、朝鲜隔海相望，

美国就多次要求日本提供这一方向

的“监视情报”。而在这片地区，中部
队事先标定好多个预设监视点，一

有急需，就能立即部署到位，展开作
业。而北部移动监视队驻在北海道

俱知安町，其编制装备都跟中部队
一样，但主要负责紧盯北海道西部

和南部，监视对岸的俄罗斯和津轻

海峡中的国际水道。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日本战略

重心南移，今年 2月，陆自提出再搞
一支移动监视队，部署到冲绳方向，

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朱京斌

日本沿岸监视队：盯牢邻国的鹰眼
    作为岛国，日本当
然重视海岸警戒监视，
但主动与美国“印太战
略”捆绑的日本，早把这
种“监视”变成向美国讨
好，向邻国叫板的手段，
意在凸显身为“发达海
洋国家”的地位。这其
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沿岸监视队扮演了并不
光彩的角色。

周边军情

“天空利刃”延伸“战场视野”
我军侦察兵巧用新式无人机

无人机以其零伤亡、非接触、远程察打等优点，正深深地嵌入
战场，改写作战模式。不久前，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侦察营投入野外
驻训，难得一见的单兵用无人机大放异彩，成为“天空利刃”。

国造利器

■ 无人机
准备起飞

■ 侦察兵携带无人机深入敌后

■ GOB-206广域监视系统

■ 北部方面移动
监视队的雷达车

■ 部署第 301监视队
的礼文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