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中，美国空军淘

汰了约 250 架战斗机 ；按照空军 

2013 财年预算，还有 123 架战斗机也将退

役。与此同时，空军购置了大约 300 架中型 

MQ-1“捕食者”和 MQ-9“收割者”遥驾飞

机（RPA）。

在兵员方面，美国空军自 2005 年开始

缩编了 25,552 人；按照空军 2013 财年预算，

还要裁减 10,000 人。随着战斗机群的缩小

和以“捕食者”及“收割者”为骨干的 RPA 

机群的扩大，约 4,000 名官兵转入 RPA 的

情报处理、分析及分发等使命领域，另一些

人转往担任 RPA 的维护、操纵、传感器操作

及其他支持性岗位。

那么，这两相逆反的趋势是否意味着 

RPA 将取代空军的有人战斗机 ? 肯定不会。

但是，这种过渡在某些具体发展上存在

争议。现存的战斗机部队官兵对自己所熟悉

和钟爱的飞机自难割舍，而今面对着即将改

行去摆弄另一种全然陌生的飞行系统的种种

传言，不禁忧心仲仲。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空军在处理 RPA 的

问题上，一直受到各方的非议。包括前国防

部长盖茨在内的 RPA 支持者们指责空军自拖

后腿，不愿部署这种新型系统，不愿将之体

制化常态化。一种常听到的指责是，空军之

所以不喜欢 RPA，主要是空军的战斗机飞行

员尚武文化在作崇，他们不愿看到飞机被遥

控飞行，经常将这类飞机贬称为“嗡蜂”。

也有人认为这两类飞机的融合速度并不

慢，事实上还太快了点，他们觉得“捕食者”

和“收割者”不值得投入如此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这方面的指责多集中在 RPA 出事率太

高，以及 RPA 的实际费用远远高于宣传中的

数字，有些人甚至认为用 RPA 打击恐怖组织

目标属于非法境外暗杀性质。

RPA 的迅速普及使用，得益于两方面的

形势发展。其一，相关技术已经成熟 ；其二，

“捕食者”和“收割者”以其独特能力而特别

适用于 9/11 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行动需要。

当前， 遥控下的 RPA 游弋在阿富汗、巴

基斯坦、也门等匿藏着恐怖团伙的国家的上

空。RPA 放飞和回收分队必须驻扎在前进基

地，遥驾员和传感器操作员则可常居于美国

本土内华达州等地的地面控制站——节省费

用，也减少海外部署人数。

“捕食者”和“收割者”上装备着先进的

传感器设备，能够长时间追踪小至人形的各

种目标，以近乎实时速度将视频传至地面监

视站，所收集的各种情报可以分类存储和调

阅回放。

这些飞行器上还装备着精确武器，伺机

随时攻击高价值目标。传感平台与射手平台

融合一体，极大地缩短了“击杀链”，即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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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首次发现潜在目标到一击致命的时间过

程。如果目标上方盘旋着我方的武装 RPA，

指挥官就无需等待其他飞机，何况即使调来

飞机，还需要重新捕捉目标然后才能开火。

RPA 的持久性也是对付恐怖组织目标的

一个要素。RPA 能在空中逗留极长时间，操

作飞机的地面机组可以先行退出而让飞机继

续驻留空中，这样就可做到对特定地点或人

体目标保持不间断的监视。

“捕食者”和“收割者”的弱点至今尚无

大碍，因为恐怖组织通常缺乏尖端防空武器。

又因为 RPA 的打击目标一般是小股敌人（经

常仅个别人），因此无需装备重磅武器来实施

打击。

美国空军正在建造的 RPA 机群即将达到

能执行 65 组不间断空中作战巡逻，这个机

群规模是美国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之中就

确定的。另外，在阿富汗的战事也在逐步收尾，

计划在 2014 年结束。

那么，为何还要购置更多 RPA? 很简单，

需求所致。各作战司令部司令官对 RPA 所能

提供的情报有着无法填满的胃口。再者，目

标总是不断增加，恐怖分子总是不绝于监视。

并且，对 RPA 系统的需求过去一直被抑

制着，迄今为止，美军在西南亚和非洲的行

动占用了我军绝大部分 RPA 能力。欧洲和太

平洋等战区的司令官都希望染指“捕食者”、

“收割者”、“全球鹰”及 RQ-170“哨兵”，却

因未列入国防部优先而难如愿。

提升 RPA 机群效能的主要途径，是改进

数据处理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增加飞机或兵

员数量。空军部长迈克尔·唐利在 2012 年 

4 月说过，美国空军过去“在数据处理工具

的改进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尚未跟上我们

对海量数据收集的新思维发展速度。”

为了避免成为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却永

远跟不上速度的老鼠，美国空军高层领导现

在把 65 组空中作战巡逻认定为最高战斗力

水平——而不是向着更高更新能力发展的一

个台阶。如能做到合理配置，所述的 65 组

空中作战巡逻能力应能允许空军执行高达 85 

组空中巡逻，最终满足其“后端”支援部队

的需求。

在这里，关键是如何摆脱兵力只能增不

能减的思维惯性。美国空军一直采用每 7 个

机组操作 2.5 架 RPA 作全时空中作战巡逻

的做法。空军追求的，是每组作战巡逻由 4 

架 RPA 和 10 个机组所组成。

为提高 RPA 数据处理的效能，美国空军

正在从三个途径着手。首先是改进机载处理

能力，从而减少人工需求。其次是在传输中

更多采用经压缩的数据，从而缓解军事通信

带宽不足的压力。最后是大力推广数据自动

处理工具，通过更高级的算法语言来自动检

索出高价值信息。

自不必说，RPA 具有适合打反恐战争的

独特能力，但其之应用不会随着美军从阿富

汗撤兵而终止。

在历史上，美国空军多次成功地将革命

性科技化为作战利器。然而，核武器没有淘

汰常规武器，喷气式飞机也没有将螺旋桨飞

机逼出历史舞台，洲际弹道导弹并不意味着

轰炸机的终结，太空间谍卫星也没有取代天

空间谍飞机。那么，RPA 也将如此。

“捕食者”、“收割者”、“全球鹰”等后继

无人机将继续演进，它们对美国空军的冲击

和影响将持续存在。RPA 必将长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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