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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世
纪

仍
堪
大
任

俄乌冲突持续一年，起初人们预测的“闪电战”却
打成拉锯战、消耗战，即便有诸如无人机、星链等高科
技加持，但多数场合仍是常规武器挑大梁。美国兰德
公司指出，这场新世纪的冲突呈现出“复古”倾向，90%
的作战由炮兵承担，俄乌双方的炮兵谁更职业，谁就
能取得战场主动权，而且俄乌士兵70%的伤亡也源
自炮弹杀伤。可见，被誉为“战争之神”的炮兵未
老，在现代战争中仍是不可或缺的王牌。

不老的传奇
实战证明，21世纪的战场高度

透明，谁能抢占先机，谁就赢得主

动，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说：“以往

哲学是大吃小，今天是快吃慢。”经

过微电子、计算机、数字化等先进技

术改造，新式火炮已进化出“大脑”，

且神经灵敏，不仅能自动处理目标

数据、弹药数据和射击数据，而且可

在一体化联合作战背景下，借助信

息化网络将作战能力延伸覆盖至整

个战役空间。目前，美军“阿法兹”

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能够通过地

域通信网、数据分发系统，直接接收

炮位侦察雷达、侦察校射无人机等提

供的作战信息，自动完成智能指挥射

击任务，反应时间只需15秒。与此同

时，激光制导、红外制导、电视制导技

术日臻成熟，使得火炮射击误差可

被控制在数米之内，如我国一种外贸

型炮弹采用先进定位制导技术，首发

命中率高达90%。另外，包括中国在

内，许多国家正开发全球定位系统/

惯性导航系统等复合制导技术，如

侦察型巡飞弹、攻击型低成本巡飞

弹等，可根据目标变化自主遥控，实

施动态精确打击，被喻为“让炮弹打

出导弹的精彩”。

信息化战场，无人机、空射导弹

等空中威胁与日俱增，火炮面临“想

打打不着、想防防不住”的尴尬境

地。为此，火炮已呈现出弹药信息

化、种类多样化、用途多元化等特

点，并扮演着“急先锋”“侦察兵”等

多种角色。如给侦察炮弹装上微型

摄像机，即可对地面目标实施全程

实时侦察监控；诱饵弹能够制造红

外辐射源，引诱红外导弹上当受骗；

干扰炮弹能在空中释放电磁信号，

破坏或切断敌无线通信联络；云爆

弹能够迅速与空气混合爆炸，产生

高温高压和冲击波，使作战范围内所

有生物窒息而亡；碳纤维弹爆炸后可

随风飘落，使敌信息化作战系统瞬间

变成瞎子、聋子，大脑失灵。

放眼未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大

量嵌入，“战争之神”炮兵必将会“如

虎添翼”。至于信息化战场“战争之

神”还神不神？一句话：战争不会让

战神走开。 常立军 张韶华

纳-卡烽火为证早在2020年，在高加索山国阿

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争夺“飞地”

纳-卡的战争中，双方炮兵就证明了

这一兵种在21世纪依然有强大威力。

9月27日凌晨和白天，阿塞拜疆

军队炮击纳-卡首府斯捷潘纳克特

及郊区，随后的地面战中，阿军炮兵

与航空兵在14个小时内摧毁该市近

70%的建筑物，规模堪比美国炮兵在

越南、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

表现。冲突中，阿军还使用以色列

LAR-160轻型火箭炮及其兼容发射

的“罗拉”战术导弹，切断了亚美尼

亚人的纵深补给线，阿军还对古老

的捷克造自行榴弹炮进行伪装，迅

速更换炮击阵地，以免被亚军识别

打击，而且他们抛弃传统的集群作

战样式，而是让单炮机动作战，通过

数据链连通，从多地对同一目标实

施饱和射击。此外，阿军还充分利

用斯捷潘纳克特和纳-卡的地图与

卫星照片，在10月13日前用炮火瓦

解了亚军步兵反击。为了对战斗行

动实施有效指挥，阿军还利用有线

通信手段和电台隐蔽地传输情报，甚

至连民用通信工具和数据传输器材

都用上。但阿军炮兵弱点也很突出，

即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帮助下建立的

火力协调中心训练不足，火箭炮只能

打击面目标，不适合对特定目标精

确打击，更无法进行目标指引。

与阿军相比，亚军炮兵就糟糕

多了。由于缺乏目标侦察数据，加

上自身炮兵只有光学侦察手段，在

山区地形里效率很低，其他声测、雷

达和航空侦察手段又没有。此外，

位于纳-卡的亚军炮兵主要装备普

通的高爆破片弹，遇到阿塞拜疆人

的坦克突击，难以有效抵挡。最要

命的是，亚军高层贪图便宜，长期为

部队供应廉价却陈旧的牵引火炮，

虽然口径很大，但机动性差，面对阿

军炮兵突袭，加上对手从土耳其、以

色列购入的“旗手-TB2”察打一体无

人机、“轨道飞行器-1K”自杀式无人

机和“哈洛普”巡飞弹铺天盖地的蜂

群攻击，开战头15分钟，亚军就损失

约40%的火炮，套用一句广东俗语，

就是“赢粒糖，输间厂”。到11月9

日，驻纳-卡亚军只剩下区区4000

人、100多辆装甲设备、不到100门身

管火炮及20多门火箭炮，防线彻底

崩溃。战后，亚方痛陈炮兵羸弱是

失败的重要原因，尤其陈旧的牵引

火炮和苏联时代遗留的“动物园”反

炮兵雷达不适应崎岖地形，由于没

有可靠的侦察保障手段，亚军未能

发现阿军炮位并及时予以压制。

进入21世纪，伴随新科技应

用，以及新作战样式层出不穷，炮

兵运用出现重大变化。

首先是炮兵与侦察力量深度

融合，让炮兵打击效率更高。此

前，炮兵齐射后只要在15分钟内转

移阵地，就能躲开敌方反击炮火，

但今天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强悍，可

能己方炮兵尚未展开，对方炮弹便

呼啸而至。如果以前是派侦察兵

前出到目标附近获取坐标等参数，

之后己方炮兵才开火，如今只需依

靠无人机或求助太空卫星，即可迅

速定位，对目标火力覆盖。这样一

来，人的因素在不知不觉间大大降

低。以2016年叙利亚

内战的阿勒颇战役为

例，政府军正是因为大

量有效使用各种无人机，

引导炮兵一一拔除安插

于居民点的反对派和极端

组织的据点，夺回大片失土。

美国学者称，当今主要军事强

国所装备的“消费级”炮兵无人机

大多飞行距离15—30公里，可安装

光学或热视设备，供旅或集团军遂

行作战任务所用，不过具体到一门

自行火炮的指挥员，他未必感兴趣，

因为自己只需要飞十多公里远的无

人机就够用了，这种廉价的近程无

人机所发现的信息正好满足一般自

行火炮的精确打击需求。

俄学者阿列克谢 ·菲拉托夫强

调，由于无人机的大量使用，导致

炮兵对付无人机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俄乌冲突中，双方都积极使用

现有手段对抗敌无人机，“不少炮兵

携带了反无人机枪，它类似步枪，但

没有枪管，取而代之的是天线，其作

用距离不远，大约500米。射手实际

上只要切断对无人机的外部操纵，

即可截断其指挥链路”。

其次，反炮兵作战左右着战场

主动权。如今的乌克兰战场上，由

于各类炮兵校射雷达普及，俄乌炮

兵分队不得不遂行“打了就跑”的

战术，每次射击后不超过5分钟就

要转移，否则就会被敌炮火覆盖。

过程中，炮兵连长事先确定发射阵

地，安排好打击预定目标的炮班，

之后分队转移到预定位置，齐射几

轮后立即开走。如果没有机动空

间，俄乌军人索性就把大炮隐藏在

地下，上面覆盖数米厚的混凝土，

需要时拉出来打一通，然后迅速钻

回去。这一情况下，即使对方雷达

再先进，能迅速对敌定位反击，但

炮弹无法击穿掩体。俄军的解决

之道是，要么用飞机投掷重型航

弹，要么出动TOS系列重型喷火坦

克，直接将掩体里的有生力量和

大炮一起埋葬。

无人机加盟战
争
之
神

■ 型国췢쎳탍SR5炮볽엚

■ 国国“撒죶”中퓘엚家쿖퓚뛭컚돥춻型

■ 列즫쇐 Extra炮볽엚
家뿚풽쓏뗈뚫쓏퇇国볒

■ 式国新쪽M142机믺
更炮볽엚뿉볦죝짤돌룼
弹뗄햽쫵뗘뗘떼떯

■ 代틽쪽쇱떯엚틑실뫳폚时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