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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9·3”阅兵中，由 3种型号 11架无人机
组成的无人机方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成为万众瞩目的
焦点。这不仅是因为其长127米、宽30米、7大编队的巨大
排面，堪称受阅方队中编队最长、排面最多，更因为其中多
款无人机为我国自主研制、我军最新列装的型号。例如国产

“GJ—1”中型长航时无人机、“BZK—005”长航远程无人机
都是首次公开，并在阅兵中亮相。

无人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制胜锋刃”。如今，
我军这支新型作战力量集中受阅，表明我国已具备自主设计
研发低、中、高端无人机的能力，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同时也说明我军在战略、战役、战术层面都已具备无
人机实战能力。

那么，此次参阅的新型“国之利器”都有哪些杀手锏？
我军无人机发展又有哪些战略？

“GJ—1”无人机——
察打一体实现“发现即摧毁”

“GJ—1”无人机 （也称“攻击—1”无人机），全称为高
空长航时战略侦察无人机，是我军正式服役的一款“新型察
打一体无人机”。所谓察打一体，就是除了完成战场侦察、
监视和打击效果评估等任务外，在必要时还能实时攻击地面
目标。该机这种集侦察、评估、决策和攻击等功能于一身的
系统，做到了“发现即摧毁”。

“它的列装填补了我空军的空白。”空军某部政委张杰
说，该机具有的战略和战役级目标，表明我军已经跻身世界
最先进无人机俱乐部。

此外，这款无人机不仅续航时间长，而且具备隐身能
力，作战半径大，具备全天候作业功能，被外媒称为中国版

“捕食者”（美国中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除了约20小时的
续航时间较“捕食者”（40小时） 还有差距外，“GJ—1”无
人机 1.1 吨的自重、18 米的翼展，5300 米的巡航高度，约
4000公里的航程，以及其挂载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系统等
技术指标均已接近“捕食者 A”。军事专家杜文龙表示，其
弹种非常全，既有火箭弹，又有炸弹、导弹，还有滑翔制导
的各种武器系统，说明它具备远程打击能力。

在去年举行的“和平使命—2014”联合反恐军演实兵行
动演练中，首次参演的“GJ—1”无人机小试牛刀。该机对
一处高地实施侦察，准确命中“敌”指挥车，同时将图像实
时回传，展现出非凡战斗力。

“BZK—005”无人机——
全域侦察可隐身续航40小时

“BZK—005”无人机最早进入人们视野还要追溯到2013
年9月。当时，日本防卫省表示发现疑似中国空军“BZK—
005”远程侦察无人机进入日方所谓“东海上空的日本防空

识别区”，我方回应这是年度计划安排，符合相关国际法和
国际实践。

“BZK—005”无人机是我国校企联合研发的一款具有隐
身能力的中高空远程无人侦察机。该机机身为以骨架承力为
主的薄壁式结构，采用常规铝合金铆接，主要由框、纵梁、
地板、蒙皮及整流罩等组成。一些部位采用了我国新型材料
技术，例如蒙皮和整流罩就采用了玻璃纤维、碳纤维、纸蜂
窝等复合材料热模压成型。

虽然美国空军引以为傲的RQ—4A （“全球鹰”） 无人
机在升限高度 （2 万米）、有效载荷 （900 公斤）、巡航速度

（635公里/小时） 等方面优势明显，但“BZK—005”无人机
目前的关键参数已基本满足我军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而且
该机可隐身续航40小时，航程达1.1万公里，同样可以搭载
光电侦察设备、电子干扰
设 备 和 小 型 空 地 打 击 武
器 ， 还 能 进 行 空 中 加 油
等 ， 其 功 能 已 经 可 以 与

“全球鹰”匹敌。

“JWP—02”无人机——
中程通用为炮兵装上“千里眼”

“JWP—02”是我军服役近15年的“JWP—01”无人机的升
级版。“JWP—01”无人机由西安工业大学研制，于 1994 年定
型，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我国陆军装备的第一
代200公斤级中短程多用途无人机，现已停产。

无人机最初的功能其实是炮兵侦察。简单来说，就是让
我们的炮兵打得更远，打得更准，在炮兵部队推进过程中，
协助炮兵“洗地”（即递进式、地毯式火力覆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交战双方主要通过望远镜、方向
盘、炮队镜等工具实施侦察、校射，只能发现10％—15%的
战场目标。二战后期，无人机开始出现，为炮兵装上了一双
敏锐的“眼睛”，使得70％—80％的战场目标无所遁形。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军利用其“BQM—34A”（“火

蜂”） 无人机等肆意侵犯我领空、开展侦察活动。中苏关系
恶化后，我国开始自主研发用于炮兵侦察的无人机，并在
1958年试飞成功第一套无人机系统，其研制者就是西北工业
大学。其后，60年代末的“长空”1核试验取样机、高空型靶机，
70年代的“无侦”5高空照相侦察机，90年代的ASN系列等无
人机相继问世，表明我军的无人机研发已不止于炮兵侦察。

以“JWP—02”无人机为例，该机较第一代不仅在战术
级情报侦察、火炮射击校正及毁伤效果评估等方面能力显著
提高，还提升了航程，搭载前视红外热像仪，能完成侦察预
警、指挥控制、精确打击等多项任务。

我军无人机战略——
立足高精尖引领世界潮流

从英国研发的具有洲际打击能力的超音速、隐形无人机
“雷神”，到欧洲联合研发，宣称可在不接受任何指令情况下
独立完成飞行、自我校正的“神经元”无人战斗机，再到美
国所谓的人类历史上首架无需人工干预、完全由电脑操纵的

“X—47B”（“飞马”） 舰载隐形无人战机……世界无人战
机正在向实现“更高更久”、“更快更
远”的目标迈进。

我国在紧跟世界步伐的同时，正着力
通过立足高精尖和自主创新，达到引领潮
流的目标。如新一代无人雷达预警机“神
雕”，巡航高度达1.8万米—2万米、巡航速
度大于700公里/小时的无人机“翔龙”，大
型隐身无人攻击机“利剑”等，这些正在研
制或接近服役的无人机，某些功能已经达
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军事专家表示，我军未来作战中，将
大力提升无人机战斗力，并与有人机在全

方位全体系的作战模式中互相配合。
例如，以无人机密集飞行提升无人机整体战力就是我军将

要突破的一大难点。此次“9·3”阅兵中，因为技术原因，无人机都
是用车拉，而不是编队飞行。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宣称已掌握无人机编队飞行技术，原因就在于无人机是自
主飞行，人员地面操控，密集编队飞行距离太近，难度较高。

无人机编队飞行具有很强的实战意义，不仅可以扩大侦
察和搜索范围，还可以提高无人机的整体突防和作战效率。
美国海军计划在 2016年进行规模达 30架的无人机集群技术
海上演示验证。

我军其实已开始试验中型无人机编队飞行。去年，广州军
区某旅的无人机营已能够操控“GJ—1”无人机实现控制距离
长达 12公里的一拖一编队。尽管这对于守护好我国长达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来说还有较大差距，不过，随着我国在无人机
空中加油、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我军无人机一
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编队护国土、御敌国门外”的重任。

中远程高低空全覆盖 战略战役战术都在行

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无人机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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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承担
的 “6000 米 水 下 无 人 无 缆 潜 器 （AUV）
（‘潜龙一号’） 实用化改造”课题通过国
家课题组验收，这标志着我国首台 6000 米
自主水下机器人研发成功。

从“试水”到“出水”、从试验到实
用，此次验收通过意味着“潜龙一号”相应
技术及产品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下一步
的大规模探测吹响了号角。作为我国大洋勘
探领域“龙家族”的三大成员之一，“潜龙
一号”已经做好准备，在深海资源勘探上大
显身手。

身经百战终成“龙”

2011 年立项、2012 年完成研制、2013
年命名，先后完成两次湖上试验和三次海上

试验，圆满执行两次大洋应用任务——具有
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潜龙一号”，显示出
我国在深海勘探装备研制上的“中国速度”。

2013年和 2014年，“潜龙一号”两次跟
随中国科考船“大洋一号”进行深海资源调
查，积累了丰富“舞台经验”，也创造了多
项应用纪录。截至目前，“潜龙一号”累计
下潜 122次，在近海底累计工作 236.5小时，
航程达 712公里，获得大量声学和光学探测
数据。其最大潜深达到 5213 米，单次下潜
水下工作时间达到31小时。

就像翱翔海底的无人机，“潜龙一号”
的很多动作都能够自主完成。“潜龙一号”总
设计师徐会希说，“潜龙一号”可以在水下完
全自主控制、自主导航和自主监控。如果遇
到危险，可通过抛载上浮实现自我保护。

从布放“潜龙”到回收“擒龙”，在两
次大洋试验中，“潜龙一号”从开始的无动
力下潜、定深悬停，到正式作业的定高自主
潜行、自主组合导航，均进展顺利。试验期
间，还成功尝试了在4级海风情况、夜间情
况下的布放与回收，实现了“人不下艇”的
安全回收。

承担深蓝探测使命

长 4.8 米、直径 0.8 米——在茫茫大洋
中，橙色的“潜龙一号”如沧海一粟。然
而，在探索海洋奥秘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却
十分巨大。

自主式水下航行器的研究与开发标志着
一个国家科技的发展水平。徐会希说，作为
一种复杂的水下工作平台，水下机器人集运
动学与动力学理论、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计算机硬件与软件技术、传感器技术、人工
智能理论等科技融为一体。

2014年，美军“蓝鳍金枪鱼”自主式水
下航行器曾潜入南印度洋，帮助搜寻马航
MH370 客机。但囿于 4500 米的下潜极限，
搜救的范围有限。相较而言，下潜深度可达
6000米的“潜龙一号”搜寻能力更强。

事实上，自主式水下航行器的应用除了
水下打捞、灭雷等军事应用领域外，也广泛用
于深水勘探、水下电缆铺设、海上石油和天然
气开发等民用领域。中国的水下机器人研制
工作尽管起步晚，但研发及应用进展迅速。

“潜龙一号”是中国国际海域资源调查
与开发“十二五”规划项目之一。根据规
划，“潜龙一号”将以太平洋底多金属结核

调查任务为目的，兼顾其他多种深海资源的
勘探和开发需求，为海洋科学研究及资源开
发提供数据。基于“潜龙一号”，中国得以首次
开展深海近底地形地貌、浅地层结构、海底流
场和海洋环境参数的综合精细调查应用。

“龙家族”中“潜龙”最智能

水下机器人家族庞大。据中科院沈阳自
动化所海洋技术装备研究室副主任俞建成介
绍，载人潜水器、有缆潜水器、水下无人无缆
潜水器是三类最重要的潜水器。目前，中国已
经建立了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号
无人有缆潜水器和“潜龙一号”无人无缆潜水
器为代表的大洋勘探“龙家族”。

这三条“龙”中，“潜龙一号”是最智能的
一个。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刘健说，和

“蛟龙号”及“海龙号”相比，“潜龙一号”可以
真正实现自主导航、自主作业以及自我保护。

“蛟龙号”更适合于定点或小区域作业，而“潜
龙一号”的工作范围更大。

“‘潜龙一号’有能力完成对全球97%
海域的探测，未来还将承担更多的探测任
务。”刘健说。正式进入实用化阶段的“潜
龙一号”将在我国未来海洋开发应用中发挥
更大作用。

据悉，目前“潜龙一号”已搭乘“向阳
红 10 号”远洋科考船完成综合试航，并将
于今年 11 月与“4500 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
查系统”共赴中国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
矿区执行大洋第 40 航次任务。在海洋强国
建设的过程中，“潜龙一号”将在大洋深处
继续寻找埋藏的宝藏。

媒体近日报道，广东
省率先试点将投资者教
育纳入国民教育地方课
程体系。广州也成为国
内首个将金融理财知识
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地
方课程体系之中的试点
地区。

对此消息有人戏言：
炒股要从娃娃抓起！但
其实我们仔细地看一下，
人家说得很清楚：“以金
融证券基础知识的学习
为核心，以培养学生金融
理财意识和基本能力、经
济素养为基本目标”，将
这样一门课程理解为教
娃 娃 学 炒 股 就 太 狭 隘
了。课程的出发点还是
让娃娃们理解一些基本
的经济常识和经济规律，
形成一定的经济素养，为
今后步入社会打一点基
础，而炒股只是其中一种
技能而已。

在西方国家，中小学
都有经济学选修课，学
生毕业时甚至还专门写
包括热点金融现象在内
的大部头论文。中国的
中小学教育对此偶有涉
猎，但是基本上是语焉
不详。也许是意识到这
方面的不足，现在的学
校教育也越来越跟随时
代的步伐，今年北京文
科高考里就增加了股票
知 识 的 考 点 ， 这 就 让

“娃娃炒股”有了理论支持。同时我们注意
到，高考中增加的股票内容并非孤立，还有
有关信用工具等方面的内容，其目的是为了
培养学以致用、有礼知信的有为青年。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而言，随着2006年
超级牛市的出现，广大的大爷大妈们都慢慢知
道什么是股票和基金，并且热情洋溢地投身其
中，要知道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文盲。这说明有
关金融和股票的基本理论并不复杂，入门要求
也很低。中小学生在知识积累方面还是有一
定基础的，如果再学习一些基本的理财知识，
对于他们将来的职业规划是有利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股票等对
学生来说早就非常熟悉，回避问题不如去面对
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科学的发展观。而从
培养学生的角度而言，从娃娃抓起也很符合中
国教育的现状：学唱歌要从小发蒙，学武术讲
求“童子功”，弹琴要从刚会说话开始，人家丁
俊辉打台球还是从小被老爸逼着的呢。话说
巴菲特从小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挣了点外快
就拿来炒股，炒着炒着最后就成了股神。

“娃娃炒股”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真
的狼就来了。但是学生在校的时间往往和股
市开市时间是有冲突的，学生们每天还要完
成额定的学习任务。所以就要引导他们合理
安排时间，合理支配自己的学习和课外活
动。同时金融领域特别
是 股 市 的 风 险 不 容 忽
视，对学生而言，如果
真 的 涉 足 股 市 ， 更 宜

“小打小闹”，以学习和
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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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国首尔一家展示3D错视艺术的
美术馆经整体翻新后重新开业。众多游客慕
名而来欣赏视觉奇观。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摄

3D错视艺术引游人

中国“龙家族”再添“新丁”

“潜龙一号”研发成功
本报记者 刘 峣

参试人员在“潜成一号”一次试验现场合影。参试人员在“潜成一号”一次试验现场合影。

本文配图：无人机方阵经
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