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丹麦最近批准选择通用动力欧
洲地面系统莫瓦格公司（!"#$%）
的“鹰&'”(!)装甲车作为陆军巡逻
车。莫瓦格公司预计会在 *+,-年第
*季度至 *.,/年 )月之间交付 01

辆“鹰2'”)!)装甲车。
据悉，丹麦陆军的新型巡逻车

项目招标始于 *.,3年 ,,月。*.,1

年 *月，丹麦选中 3种候选车型：通
用动力部队防护欧洲公司的“豹猫”
装甲车、通用动力欧洲地面系统莫
瓦格公司的“鹰2'”装甲车、法国奈
克斯特系统公司的“阿拉维斯”装甲
车、奥施科施防务系统公司的 !2

$4' 装甲车和土耳其奥托卡公司
的“眼镜蛇2*”装甲车。其中，“鹰2

'”装甲车最初在 *.,.年 1月的欧

洲防务展览会上亮相。该型车保留
了前几代“鹰”系列装甲车的主要特
点———质量轻、可靠性高、越野性能
好，是欧洲颇受欢迎的轻型战术车。
车体长 35)米，高 *60- 米，宽 *6*

米，最多搭载 3人。
值得一提的是，据莫瓦格公司

介绍，“鹰7'”)!)装甲车采用模块
化设计，各模块套件完全与新型驾
驶室集成，使其具有与其两倍重量
的车辆相当的防地雷、防简易爆炸
装置和弹道防护能力，能够适应现
代战场的新威胁，为轻型战术车辆
建立了新的生存能力标准。 林燕

! ! ! !众所周知，核武器威力巨大，但
正因为威力太大，拥有核武器的国
家都对使用核武器极为谨慎，核武
器主要是在威慑方面体现其价值。
美、俄、中、英、法等联合国安理会五
大常任理事国都是有核国家，也全
都制定了严谨的涉核政策和使用核
武的流程。进入 *,世纪后，英国和
法国都对核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

英国 坚持!最低限度"

英国坚持独立、最低限度、可靠
的核威慑政策。英国认为，核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存在扩散风险，有核国
家继续增加，恐怖主义日益泛滥，国
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英国
拥有核武器对于应对核讹诈、震慑
恐怖分子及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
处理国家间关系、保持大国地位等，
具有重要作用。只有英国首相才有
权授权发射核武器，以确保在任何
情况下都能实施政治控制。
在使用核武器方面，英国提出

不会对任何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的非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只有在自卫或保护北约盟国、
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威胁等
极端情况下，才可能使用核武。
分析人士指出，在上述说法中，

英国有意模糊了核武使用的具体条
件，并未排除对无核国家实施“先发
制人”核打击的可能性，其目的是不

让潜在对手轻易摸清底线。
在核武投射能力方面，英国在

冷战后陆续拆除了空基和陆基发射
系统，只保留了战略导弹核潜艇。目
前英国海军拥有的 )艘“前卫”级战
略核潜艇，每艘最多可配备 ,1枚美
制“三叉戟!”8&3型潜射弹道导
弹，每枚导弹最多可搭载 ,*枚弹
头，射程最远可达到 ,6*万公里。按
计划，英国将在 *.0.年前后以 )艘
“继承者”级核潜艇替换“前卫”级。

公开数据显示，英国拥有 ,/*

枚核弹头，到本世纪 *.年代中期，
英国计划将把弹头数量减至 ,-.枚
以下。英国海军共列装 3-枚潜射弹
道导弹，其中绝大多数配备 0枚核
弹头，部分导弹仅配 ,枚核弹头。

法国 强调!有效反击"

冷战时期，法国奉行陆海空“三
位一体”核武库建设和大规模核报
复战略。冷战结束后，法国于 ,//1

年 *月拆除了位于阿尔比昂高原上
的陆基核导弹基地，将战略核力量
转变为海空“二位一体”。其中，海基
核力量是核心，由 )艘“凯旋”级弹
道导弹核潜艇组成，携带 !3,潜射
弹道导弹（射程约 /...公里）。空基
核力量则由“幻影&*...9”等可发
射核巡航导弹的战机组成。
“/,, 事件”后，法国国内普遍

认为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地区

不稳定、日益增加的极端主义和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等，对
使用恐怖手段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国家或地区强国，可以使用核武
器进行反击。法国宣称，对于不履行
核不扩散承诺的国家，不给予消极
的安全保证。法国在 *.,0年《防务
与国家安全白皮书》中指出，核威慑
仅用于防卫，以免遭敌国对其核心
利益的侵害，核武器是国家安全、独
立的最后保障，并为北约和欧盟共
同防务做出贡献。
在使用核武器方面，法国强调

“有效反击”，即核打击的精确性和
战术性，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降
低了法国使用核武的“门槛”，增加
了法国使用核武器精确打击的可能
性，也给欧洲及其邻近地区带来了
扩大核武器使用范围的不安全感。
在管理方面，法国规定只有总

统、总统府军事参谋长、国防总参谋
长等 0人可以决策使用核武，只有
总统有权批准核武警戒状态的任何
变动。在没有得到总统代码和军方
密码的情况下，不许引爆任何核武。
近年来，法国在国际防止核扩

散进程中采取积极态度。法国支持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
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公约》，加入“全
球应对核恐怖主义倡议”，积极参与
国际社会防止恐怖分子掌握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努力。 朱晓梦

新时代的!神经末梢"

在物联网的世界里，每个设备
都有自己的网络地址。预计到 *.*.

年，全球将有超过 3..亿的终端与
设备连接物联网，到 *.*3年更会突
破千亿大关。然而，随着各类设备
大规模接入物联网，在终端设备上
产生的海量数据也对数据的高效处
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云计算不失为
一种应对挑战的有效方式。

不过，如果未来军事物联网的
所有数据都依靠云数据中心统一处
理，计算设备与网络带宽势必不堪
重负，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一秒钟的耽误都可能意味着失败。
同时，云计算也会带来规模庞大的
能源消耗，未来我们很有可能“填不
饱”云计算在能量需求上的“巨大胃
口”。其实，物联网时代大部分嵌入
式小型设备都具备一定的基础信息
处理能力，如果能在靠近数据源头
的位置进行数据的计算、存储与应
用，就能“就近”向附近的终端、传感
器和用户提供各类通讯以及计算服
务，这就是“边缘计算”。

如果把云计算比作物联网的
“智慧大脑”，边缘计算更像是物联
网的“神经末梢”。这就好比人的手
掌碰到了火焰会立刻下意识的缩
回，然后大脑才感知手碰到了火并
产生后续反应，边缘计算起到的作
用恰恰就是这种“下意识”的存在。

技术发展的!燃爆点"

曾几何时，人们对于构建边缘
计算这种物联网“神经末梢”的构想
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如今随着智
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各类边缘计
算设备的大规模涌入，边缘计算也
日益成为新技术发展的“燃爆点”，
正加速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目前，边缘计算主要包含应用

域、数据域、网络域、设备域四个功
能域。你能想象一处不起眼的路灯，
就是边缘计算的一次技术革新吗？
传统路灯照明能耗巨大，能源浪费
严重，通过边缘计算技术按需开关

路灯，节能效率高达 -.:。同时，还
可以在路灯上安装用于收集路面信
息、空气质量和噪音水平的传感器，
再通过边缘计算对此类数据加以处
理，一座智慧新城悄然而生。可以
说，边缘计算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
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
在军事物联网中，边缘计算更

加大有可为。未来的武器装备、作战
个体和战场环境的状态信息与特征
都可通过网络进行实时感知和快速
反应，美军研发的单兵作战信息系
统，就部分利用了边缘计算的技术
成果，可收发统一的战场态势图、火
力计划书、行动计划表等内容，还可

以接入战术互联网，实现特定区域
内的组内广播和点对点通话。边缘
计算为每一个作战节点提供更强有
力的“作战大脑”，在未来复杂战场
环境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深入挖掘!战场富矿"

军事物联网是把各类作战要素
通过信息传感手段与专用的信息网
络连通，进行军事信息交换和通信
的网络技术。通过这种技术，战场上
的所有人员与装备都将融入基于军
事物联网的联合作战体系，是实现
人与信息化装备结合的重要手段，
因而也被誉为“一座尚未开采的军

事富矿”。从科幻大片中走来的作战
机器人采用的正是军事物联网技
术，每一个战斗机器人都是军事物
联网上最普通不过的网络节点，如
何有效指挥未来战争“天罗地网”里
的每一个小型作战集群，成为军事
物联网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随着边缘计算应用于军事物联

网，这类“神经末梢”式的计算方式
有望成为战场富矿的“掘金者”。以
美军正在研制的“蜂群”无人机、无
人艇和无人车辆等“群化武器”为
例，此类武器的特征就是既能通过
远程指挥对整个集群进行控制，每
个集群也要有自己的“领头羊”进行
战术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缘计
算堪称“群化武器”的神经中枢。
此外，如何有效发挥各类传感

器在军事物联网中的作用，同样是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美军先后开展了收集战场信
息的“智能微尘”系统、远程监视战
场环境的“伦巴斯”系统、侦听武器
平台运动的“沙地直线”系统、专门
侦收电磁信号的“狼群”系统等传感
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边缘计算的应
用有望进一步提升这些传感器的工
作效能，同时实现更加安全保密的
信息处理，为未来战场多要素的有
效感知打上一针“强心剂”。张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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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军事物联网的“掘金者”

美苏冷战中的“热冲突”

近年来，随着各种类型
的机器人进入军队服役，军
事物联网的发展开始进入快
车道。曾经只在科幻电影中
看到的场景，正加速变为现
实——机器人不再只是一种
武器或运输工具，而是逐渐
成为军队编制的组成部分，
与人类士兵联合执行任务。
与此同时，这也导致战场数
据出现爆发性增长，对数据
处理能力的压力骤增。那么，
这些战场数据究竟由谁来具
体处理呢？

! 士兵身上和武器上配备的网络化传感设备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