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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大国竞争背景下ꎬ 美军不断发展分布式作战、 穿透性制空等新型制空作战概念ꎬ 以此牵

引未来空战平台与武器装备发展ꎬ 促进全新空战体系作战力量生成ꎮ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美军提出的新

型制空作战概念ꎬ 并从体系架构、 作战模式、 装备能力等方面总结了作战概念特点ꎬ 分析了对未来空

战 ＯＯＤＡ 的影响ꎬ 面向体系对抗探讨了态势感知技术、 动态组网技术、 自主建群技术、 协同攻击技术

等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方向ꎬ 提出深化开展顶层创新作战概念研究、 加强战场共享信息网络建设、 强

化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 提升武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等发展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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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ꎬ 随着军事大国反介入 /区域拒止能力的快速

发展ꎬ 美军海外基地的安全受到威胁ꎬ 其始终追求的非

对称空中优势受到严峻挑战ꎻ 同时ꎬ 前沿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装备性能的不断提升ꎬ 使美军原有的发展思路在体

系对抗、 能力升级和经济可承受性等方面难以满足未来

制空作战需求ꎮ 美军认为ꎬ 获得空中优势是常规军事冲

突制胜的先决条件[１] ꎬ 而作战概念研究是决定制空作战

力量发展的核心牵引力ꎮ 在内外双重因素推动下ꎬ 美军

面向协同化、 智能化等发展方向ꎬ 开展了“分布式作战”
“马赛克战”等多种新型制空作战概念研究ꎬ 牵引无人机

蜂群、 忠诚僚机、 武库机、 ＰＣＡ 等新型武器装备研制ꎬ 企

图在推动空战形态不断变革的同时ꎬ 充分发挥先发优势ꎬ
加速构建以协同、 跨域、 自主为特征的体系对抗能力ꎬ 持

续保持与对手 ＯＯＤＡ 杀伤链的时间差与空间差优势ꎬ 保

障其空中优势ꎮ

１　 新型制空作战概念发展

随着美军的战略重点由反恐作战的小规模冲突向大

国竞争的高端对抗转变ꎬ 美军逐渐暴露出了当前作战体

系和装备发展模式的诸多短板: 一是随着军事大国高端

装备的不断发展ꎬ 现有作战模式下美军高科技武器装备

竞争优势下降[２] ꎻ 二是新型高性能平台与武器装备研发

时间长、 成本高ꎬ 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未来战场需求ꎻ 三

是原有作战体系过度依赖“银色子弹”类的明星装备ꎬ 随

着军事大国反介入能力不断增强ꎬ 体系关键节点受到威

胁ꎮ 为解决以上问题ꎬ 美军先后提出了分布式作战、 穿透

性制空、 马赛克战、 决策中心战等新型作战概念[３ － ４] ꎮ
１. １　 分布式作战

２０１５ 年ꎬ 美军提出了分布式作战概念ꎬ 其核心思想

是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平台或武器集群代替当前少量、
高性能、 高价值武器或平台完成复杂的作战任务ꎮ 基于

兵力分布ꎬ 实现能力集中ꎬ 将作战任务与功能均衡分布

到不同的个体上ꎬ 通过信息共享、 协同规划、 协同攻击等

方式实现“１ ＋ １ > ２”的作战效果ꎬ 具有成本低廉、 灵活性

好、 对抗性强等优势ꎮ 近年来ꎬ 美军积极探索将分布式作

战概念应用于海上、 空中、 陆地等多个作战领域ꎬ 并进行

集成架构设计和关键技术牵引(如图 １ 所示)ꎬ 开展了

“体系综合技术和试验”(ＳｏＳＩＴＥ)、 拒止环境中的协同作

战(ＣＯＤＥ) [５] 、 分布式作战管理(ＤＢＭ)等研究[６] ꎮ
１. ２　 穿透性制空

２０１６ 年ꎬ 美国空军发布脱密版的«２０３０ 年空中优势

飞行规划»提出穿透性制空概念ꎬ 旨在高对抗条件下ꎬ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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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分布式作战体系架构想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过超高隐身平台、 体系信息支撑、 有人 /无人协同、 精准

快速打击等手段ꎬ 在特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间内快速穿

透敌方的现代化防空体系进行作战ꎬ 获取该时间段内的

制空权ꎬ 完成作战任务(如图 ２ 所示) [１] ꎮ 目前ꎬ 美军已

经在穿透性制空概念的牵引下ꎬ 提出了新型作战平台

ＰＣＡ 的相关概念和能力特征ꎮ
１. ３　 马赛克战

２０１７ 年ꎬ 美国 ＤＡＲＰＡ 提出了马赛克战作战概念ꎬ
将分布式作战概念进一步延伸ꎮ 其思想来源于马赛克拼

图ꎬ 实现“化整为零、 灵活组合”ꎬ 即通过接口简单一致、
功能多样的碎片单元实现特定构型的快速拼装ꎮ 借助这

种理念ꎬ 马赛克战将整合空、 天、 地、 海多维作战兵力ꎬ
将各种传感器、 通信网络、 指挥控制系统、 武器或平台重

新组合为最小化的功能单元ꎬ 并通过网络信息的统一接

口进行快速自由的组合和配置ꎬ 从而构成一种具有高度

弹性的自适应动态杀伤网ꎬ 实现跨域跨兵种的协同自主

作战能力[７ － ８] (如图 ３ 所示)ꎮ 马赛克战被称为大国竞争

时代下美军新的战争方式ꎬ 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ꎮ

图 ２　 穿透性制空的区域优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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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马赛克战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Ｍｏｓａ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ｃｏｍｂａｔ ｍｏｄｅ

１. ４　 决策中心战
随着分布式作战、 马赛克战等概念深化ꎬ 美军暴露

出了现有指挥控制结构决策速度慢、 机动能力差等短板ꎬ
将限制美军未来跨域协同作战的快速性和灵活性ꎮ 因此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ＣＳＢＡ)提出了决策

中心战作战概念ꎮ 一方面ꎬ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

统技术辅助指挥员快速、 高效、 准确地完成决策ꎬ 大幅加

速 ＯＯＤＡ 中的决策环节ꎬ 实现作战力量的灵活部署和多

样化战术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兵力分散部署和战争迷雾等

方式ꎬ 构造大量多兵种联合的并行杀伤链ꎬ 极大提升战

场态势的复杂度ꎬ 迟滞和破坏对方判断环节ꎬ 降低对手

决策环节的质量和速度ꎬ 从而形成作战对抗的绝对优势ꎮ
２０２０ 年ꎬ ＣＳＢＡ 发布«马赛克战: 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

统实施决策中心战»ꎬ 明确了决策中心战与马赛克战的

相互关系和作用ꎮ
综合以上分析ꎬ 几种作战概念各有侧重、 相互支撑、

逐步递进ꎮ 分布式作战是作战方式的转变ꎬ 穿透性制空

是作战目标的转变ꎬ 马赛克战是作战体系的转变ꎬ 决策

中心战是作战指挥控制的转变[９] ꎮ

２　 新型制空作战特点

综合以上对美军新型作战概念的分析ꎬ 可以总结得

出制空作战的新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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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信息主导
随着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全面到来ꎬ 制空作战制胜的

核心因素逐渐从速度、 距离、 火力等机械力的比拼ꎬ 变为

传感、 通信、 网络等信息力的对抗ꎬ 取得制信息权成为各

兵种作战对抗的首要任务ꎮ 从 ＯＯＤＡ 杀伤链的角度来

说ꎬ 由原来主要追求行动环节的“更快、 更远、 更强”ꎬ 变

为追求观察环节的更精准、 判断环节的更自主、 决策环

节的更高效[１０] ꎮ 无论是分布式作战的平台协同、 穿透性

制空的快速突防ꎬ 还是马赛克战的跨域联合、 决策中心

战的高效指挥控制ꎬ 都是以信息的快速获取、 跨域传输

和精准筛选为基础[１１] ꎮ 同时ꎬ 制信息权的争夺将不断加

剧隐身与反隐身、 干扰与抗干扰甚至赛博域的对抗ꎬ 未

来制空作战中ꎬ 以信息力为基础、 以博弈策略为主导的

软实力将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１２] ꎮ

２. ２　 网络赋能
各类战术通信网络是实现信息传输与共享的基本途

径ꎬ 也是态势感知、 战场指挥控制、 跨域协同的先决条

件ꎮ 由分布式作战、 马赛克战所定义的未来作战模式要

求作战体系网络将整个战场各类作战要素进行动态无缝

连接ꎬ 形成体系“作战云”ꎮ 在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支撑

下ꎬ 针对协同作战中不断变换的组织架构和作战单元实

现信息互联ꎬ 具备敏捷、 动态、 自适应、 可重构的特点

(如图 ４ 所示) [１３] ꎮ 通过网络赋能ꎬ 一方面ꎬ 可实现高效

快速的对战场各类信息的筛选以及对资源的调度、 组合

和集成ꎬ 作战体系指挥控制效率大幅提升ꎻ 另一方面ꎬ 可

实现各类平台、 武器的“即插即用”和“随遇入网”ꎬ 各类

节点均可作为体系传感器进行态势共享ꎬ 体系感知能力

大幅提升ꎮ

图 ４　 美军作战云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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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ꎬ 美军围绕 Ｌｉｎｋ － １６ 等现有战术数据链开展了

一系列强化工作ꎬ 拓展装备适应范围ꎬ 提升网络性能ꎬ 并

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的联合国土防卫演习中ꎬ 成功验证了多域

数据共享能力ꎻ 同时ꎬ 开展了“满足任务最优化的动态自

适应网络 ( ＤｙＮＡＭＯ)” “韧性组网分布式马赛克通信

(ＲＮＤＭＣ)”“海上作战即时信息(ＴＩＭＥｌｙ)”等项目研究ꎬ
支持马赛克战的无缝自适应通信网络需求[１４ － １５] ꎮ
２. ３　 联合制胜

跨域联合是新型制空作战的重要制胜手段ꎮ 在马赛

克战等概念中充分体现了多兵种深度联合作战的思想ꎬ
即通过陆、 海、 空、 天、 网多域一体化作战[１６] ꎬ 弥补单一

领域作战的信息和装备短板ꎬ 可生成多域交叉的杀伤链ꎬ
大幅提升 ＯＯＤＡ 循环的速度和质量ꎬ 多种任务执行策略

可以灵活组合、 并行开展ꎬ 产生优于各部分总和的整体

作战效能ꎮ
２０１２ 年ꎬ 美军便提出了以“跨域协同增效”为核心思

想的“联合介入行动”和“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ꎬ 随后ꎬ

又相继提出“多域战(ＭＤＢ)”“全域作战(ＡＤＯ)”“联合全

域作战(ＪＡＤＯ)”等多个作战概念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美国空

军首次将“联合全域作战( ＪＡＤＯ)”写入空军条令ꎬ 成为

由官方正式认可的作战概念[１７] ꎮ
２. ４　 隐身突防

隐身技术是信息化空战时代的标志性技术ꎮ 高性能

空中隐身平台的出现ꎬ 极大限制了现有空战体系的感知

能力ꎬ 迟滞对手 ＯＯＤＡ 中的观察环节ꎬ 从而在空战对抗

中创造出时间差、 空间差ꎬ 以保证己方优势ꎮ 在新型制空

作战概念中ꎬ 隐身突防能力依旧是美军未来的重点发展

方向ꎬ 在穿透性制空中ꎬ 美军提出了新型制空作战平台

ＰＣＡ 具备高隐身能力ꎬ 其 ＲＣＳ 或将相比 Ｆ － ２２ 下降一个

数量级[１８] ꎮ 在未来空战装备体系发展中ꎬ 隐身技术的应

用或将拓展至大多数空中平台ꎮ
２. ５　 精确打击

精确打击是制空作战的最终环节ꎬ 仅需消耗少量的

战场资源就可以精准完成毁伤任务ꎬ 可大大提升作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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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比[１９] 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美军在 ２０２２ 年国防预算申请中

提出要“增加针对更先进的高端武器系统的采购ꎬ 提供

更远的射程、 更强的杀伤力和自主目标指示能力”ꎮ 在美

军新型制空作战概念中ꎬ 网络、 协同均是为了比对手更

高效地执行精确打击任务ꎬ 导弹与平台的发展也在不断

提高打击的快速性和隐蔽性ꎮ 但随着跨域联合、 协同作

战和隐身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战场规模持续增大ꎬ 战场态

势愈加复杂ꎬ 对抗强度不断上升ꎬ 对于精确制导武器的

性能和使用模式也有了新的需求: 一是 “作战更自主”ꎮ
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态势ꎬ 制导武器要具备更加智能的

作战能力ꎬ 通过武器平台解耦ꎬ 实现真正“发射后不管”ꎮ
二是 “飞行更敏捷”ꎮ 随着平台隐身和机动能力的不断提

升ꎬ 导弹需要具备更高的敏捷性ꎬ 实现更远发射ꎬ 更快命

中ꎮ 三是 “感知更灵活”ꎮ 通过宽频多模探测、 多弹协同

探测等手段ꎬ 实现导弹感知能力的进一步提升ꎬ 以适应

未来复杂战场环境ꎮ

３　 新型制空作战期望的效果

３. １　 ＯＯＤＡ 架构: 杀伤链向杀伤网的转变
利用异构组网、 智能算法、 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ꎬ

可实现武器与平台信息解耦ꎬ 与体系深度融合ꎬ 将制空

作战体系传统的串行 ＯＯＤＡ 转变为并行 ＯＯＤＡꎬ 制空作

战杀伤链转变为制空作战杀伤网(如图 ５ 所示)ꎬ 利用联

合广域感知、 智能决策、 协同作战、 隐身及干扰等手段ꎬ
可实现己方 ＯＯＤＡ 速度、 质量、 数量和效能优势ꎮ

图 ５　 杀伤链转变为杀伤网示意图

Ｆｉｇ. ５　 Ｆｒｏｍ ｋｉｌｌ ｃｈａｉｎ ｔｏ ｋｉｌｌ ｎｅｔ

３. ２　 观察: 联合广域感知ꎬ 实现 “看得远”“看得全”
随着战场信息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ꎬ 信息共享效率

不断提高ꎬ 将地基雷达、 水面舰艇、 空中预警、 侦察卫星

等各类感知节点融入体系网络ꎬ 甚至任意平台和武器均

可作为感知节点ꎬ 通过信息融合ꎬ 可实现整个作战体系

的全域综合感知ꎬ 大幅提升感知范围ꎬ 拓展感知维度ꎮ
３. ３　 判断和决策: 人工智能辅助ꎬ 实现“认得清”

“判得准”
感知能力的整合和提高ꎬ 导致战场信息数据量激增ꎬ

加之隐身技术和干扰技术的不断提升ꎬ 使作战指挥控制

陷入“信息迷宫”ꎮ 海量信息的传输和筛选为作战体系带

来了极大的负荷ꎬ 需借助智能算法提高数据处理效率ꎬ
新型制空作战概念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ꎬ 通过云计算、

信息融合等技术ꎬ 快速从海量信息中抽取和过滤关键高

质量情报ꎬ 并通过人工智能辅助进行对抗策略生成和战

术决策ꎮ 未来复杂战场中ꎬ “决策力”强的一方将具备明

显战场优势ꎮ
３. ４　 行动: 灵活协同作战ꎬ 实现“强自主”“自适应”

未来平台与武器装备需具备支撑多种协同化战术的

能力: 一是实现与体系、 平台和武器间的高动态组网ꎬ 具

备快速组网、 随遇入网、 网络自适应重构等能力ꎻ 二是具

备组件通用化、 软件能力定义与快速升级等能力ꎬ 实现

能力定制化装备ꎬ 通过差异化的装备间协同ꎬ 实现整体

作战能力的强化ꎮ

４　 新型制空作战的关键技术

４. １　 态势感知技术
态势感知技术是指基于分布在空、 天、 地、 海等战场

各处的传感器进行协同探测ꎬ 通过体系组网进行态势信

息共享ꎬ 并进行信息过滤和融合获得更高质量的态势信

息ꎬ 最终形成整个战场的综合态势情报[１０] ꎮ 关键子技术

包括: 小型化通用化传感器设计技术、 宽频多模智能探

测技术、 多源异构信息融合技术、 态势估计与预测技术、
综合态势信息可视化技术等ꎮ
４. ２　 动态组网技术

动态组网技术是将战场中的各种任务平台、 武器装

备通过统一或兼容的体制和协议进行快速联网ꎬ 并根据

作战任务和作战单元划分形成分层临时作战网络ꎬ 实现

任务信息、 态势信息、 环境信息的快速传输和共享ꎮ 关键

子技术包括: 弹间快速组网技术、 不同平台组网时空同

步技术、 体系网络化制导技术等[２０] ꎮ
４. ３　 自主建群技术

自主建群技术是通过武器 /平台集群的动态自适应

架构设计ꎬ 实现面向任务的自组织建群、 成员管理、 任务

分配、 资源调配以及自主任务规划ꎬ 形成灵活自主的集

群作战能力ꎮ 关键子技术包括: 集群信息管理与资源调

配技术、 集群中心节点选取技术、 集群重构技术、 集群自

主任务分配技术等ꎮ
４. ４　 协同攻击技术

协同攻击技术是多个导弹通过组网、 建群ꎬ 协同完

成目标搜索、 跟踪、 导航、 制导、 对抗与毁伤等过程ꎬ 结

合导弹自主建群技术ꎬ 以特定构型、 分工或战术对指定

目标进行联合攻击ꎬ 大幅提升导弹反隐身、 抗干扰、 远距

攻击等作战能力ꎬ 完成单枚导弹无法完成的攻击任务ꎮ
关键子技术包括: 多弹协同探测技术、 多弹协同制导技

术、 多弹协同毁伤技术、 多弹协同抗干扰技术等ꎮ

５　 启示和建议

５. １　 以博弈对抗的思维ꎬ 深化开展顶层创新作战

概念研究

随着技术推动ꎬ 美军以顶层创新作战概念研究不断

牵引装备需求和发展ꎬ 尤其随着大国竞争时代到来ꎬ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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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作战概念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ꎬ 逐步清晰未来与大

国对抗的作战场景与能力需求ꎮ 因此ꎬ 国内装备发展不

能仍采用“跟踪式发展”ꎬ 要以博弈对抗的思维ꎬ 发展具

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顶层作战概念ꎬ 构建可以与美军能

力对抗的体系作战能力ꎬ 有针对性地牵引作战装备与技

术发展ꎮ
５. ２　 加强战场共享信息网络建设ꎬ 提升体系“信

息力”
美军提出的“分布式作战” “作战云”等新型制空作

战概念需要体系强大的网络、 通信和指挥控制能力ꎬ 强

调不同作战兵种和平台间战术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数据的

实时高速传输ꎬ 尤其是在强对抗环境下使用的自适应组

网、 导航、 信息融合等技术ꎮ 面对未来协同化作战ꎬ 一方

面需要加强战术通讯网络建设ꎻ 另一方面ꎬ 需要重点发

展支撑网络化作战的新一代平台与武器装备ꎮ
５. ３　 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ꎬ 提升体

系“决策力”
面对大国竞争时代到来ꎬ 美军认识到装备性能的绝

对优势已受到挑战ꎬ 而研发新一代高性能平台与武器ꎬ
从研发周期和经费方面难以满足对抗需求ꎮ 因此ꎬ 美军

从作战样式和体系指挥控制入手ꎬ 并在现有装备上进行

快速升级改造ꎬ 通过分布式作战扩大战场规模、 提高战

场态势复杂度ꎬ 使对手陷入“决策困境”ꎻ 同时ꎬ 通过信

息化建设和人工智能辅助方面的技术优势ꎬ 强化战场指

挥控制能力ꎬ 在决策能力方面压制对手ꎬ 以取得绝对优

势ꎮ 因此ꎬ 国内需加速军事智能化技术研究与应用ꎬ 加强

体系感知、 信息筛选和指挥控制能力ꎮ
５. ４　 着重提升武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ꎬ 适应未来

协同化作战需求

针对未来大规模、 跨域协同的制空作战需求ꎬ 对于

导弹武器装备而言ꎬ 在进一步强化攻击距离、 机动能力、
毁伤能力的基础上ꎬ 更需要着重提升导弹作战的自主性

和灵活性ꎬ 创新导弹装备形态和作战使用方式ꎬ 适应网

络化协同作战ꎬ 实现武器与平台解耦ꎬ 摆脱对载机制导

信息的依赖ꎻ 通过弹群协同等方式ꎬ 大幅提升导弹任务

执行力和战术灵活性ꎮ

６　 结　 束　 语

作战概念创新是最大的创新ꎮ 面向大国竞争ꎬ 美军

重视并不断加强新型制空作战研究ꎬ 取得了明显效果ꎮ
围绕未来制空体系对抗ꎬ 需要结合国内实际作战需求和

作战模式特点ꎬ 打破以往延长线式的发展思路ꎬ 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制空作战概念ꎬ 推动空战装备技术的快速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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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１ － １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范晋祥ꎬ 陈晶华. 未来空战新概念及其实现挑战[ Ｊ] . 航空兵

器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７(２): １５ － ２４.
Ｆａｎ Ｊｉｎｘｉａ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ｈｕ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ｅｒｏ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７(２): １５ － ２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蓬蓬. 空战体系演变及智能化发展[ Ｊ] . 飞航导弹ꎬ ２０１９
(３): ６０ － ６４.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ｐｅｎｇ. Ａｉｒ Ｃｏｍｂａ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９ (３): ６０ －

２１ 航空兵器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９ 卷第 ３ 期



６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胡悦. 美国空军“作战云”发展现状与展望[ Ｊ] . 现代导航ꎬ

２０１７ꎬ ８(１): ７４ － ７８.
Ｈｕ Ｙｕｅ.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ｌｏｕ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８(１): ７４ － ７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李磊ꎬ 蒋琪ꎬ 王彤. 美国马赛克战分析[ Ｊ] . 战术导弹技术ꎬ
２０１９(６): １０８ － １１４.
Ｌｉ Ｌｅｉꎬ Ｊｉａｎｇ Ｑｉꎬ Ｗａｎｇ Ｔｏ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ｓａ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６): １０８ －
１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Ｌａｙｔｏｎ Ｐ. Ｆｉｆ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Ｎａｖａｌ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ｌｏｕｄ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７)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９ ]. ｈｔｔｐｓ: ∥
ｏ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７ / ｆｉｆ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ｒｆａ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ａｖａｌ￣
ｃｏｍｂａｔ￣ｃｌｏｕｄｓ / .

[１６]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Ｕｎｉｔ￣

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ꎬ ２０１０.
[１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Ａｉ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２０３０

Ｆｌ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 [Ｒ]. ２０１６.
[１８] 杨伟. 关于未来战斗机发展的若干讨论 [ Ｊ] . 航空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６): １ － １２.
Ｙａｎｇ Ｗｅ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Ｊ] . 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６): １ － １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樊会涛ꎬ 张蓬蓬. 空空导弹面临的挑战[Ｊ] . 航空兵器ꎬ ２０１７
(２): ３ － ７.
Ｆａｎ Ｈｕｉｔａｏꎬ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ｐｅ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ｔｏ￣Ａｉｒ Ｍｉｓ￣
ｓｉｌｅ[Ｊ] . Ａｅｒｏ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ꎬ ２０１７ (２): ３ － 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任德锋ꎬ 陶孝锋ꎬ 朱厉洪ꎬ 等. 美军战术数据链发展研究[Ｊ] .
空间电子技术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２(３): ５１ － ５４.
Ｒｅｎ Ｄｅｆｅｎｇꎬ Ｔａｏ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ꎬ Ｚｈｕ Ｌｉｈｏ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ｓ[Ｊ]. Ｓｐａ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２(３): ５１ － ５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ｅｗ Ａｉｒ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ｌｅｉ１ꎬ ２∗ꎬ Ｆａｎ Ｈｕｉｔａｏ３

(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 Ｌｕｏｙａｎｇ ４７１００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Ｗｅａｐｏｎꎬ Ｌｕｏｙａｎｇ ４７１００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ａｉｒ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ｉｒꎬ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 ｃｏｍｂａ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ｉｒ ｃｏｍｂａｔ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ｉ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ꎬ ｃｏｍｂａｔ ｍｏｄｅꎬ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ｅｔｃ.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 ｃｏｍｂａｔ ＯＯＤＡ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ｉｒꎻ Ｍｏｓａ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ꎻ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ꎻ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ꎻ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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