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06版：IT时空 上一版   下一版

冲上云霄“躲”子弹 军事通信信号这样抗干扰

平台“二选一”是否垄断 不可一概而论

无需手动输入，零搜索引擎把信息主动推给你

下一篇4 2019年11月06日 星期三 放大 缩小 默认

下一篇4

冲上云霄“躲”子弹 军事通信信号这样抗干扰

Copyright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All Rights Reserved 科技日报社 版权所有

京ICP备 06005116 号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张 蕴

　　不同于民用领域，在军事领域，通信技术会面对干扰更多、更复杂的环境。于

是，为满足作战需要，对流层散射通信技术问世。这种军事通信方式，以抗毁、抗

干扰和抗截获（以下简称“三抗”）能力强、传播距离长等技术优势在军事通信领

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雷神公司于近日宣布，它将向美国陆军提供新的对流层散

射通信系统，确保美军部队能在战争环境中具备数据通信能力。

　　大洋彼岸的举动，让不少人对这一专业通信技术产生了好奇。究竟何为对流层

散射通信技术？其“三抗”能力为何如此之强？它的技术原理又是什么？针对上述

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

　　特殊传播路径助其避开干扰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对流层散射通信模式下，信号抗干扰的秘密在于，它特殊的传播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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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

　　特殊传播路径助其避开干扰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对流层散射通信模式下，信号抗干扰的秘密在于，它特殊的传播路

径。

　　“平时，我们用手机打电话，载有信息的电磁波主要是在人类生活区域内‘活

动’，这就不可避免会受到建筑物、特殊地形等物体的干扰。”江涛说，由于军事

通信对信号要求比较高，若想实现全天候、高质量、远距离通信，就不能让电磁波

在这种杂乱的环境中“游走”，要让它去更空旷的区域——距地面较远的大气层。

　　“从技术角度来看，散射通信属于早期雷达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使用了雷达技

术最基本的原理，向大气层中的对流层发射电磁波并接收回波，从而实现超长距离

通信。”江涛解释道，在对流层散射通信中，发射到对流层中的电磁波，在遇到气

旋、云团等不均匀介质时，会向四面八方散射，最长散射距离可达300公里到1000

公里。位于地面的高灵敏接收机，必须接收到散射出的微弱电磁波，才算完成了一

次通信任务。

　　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标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关科研人员就已发现了这种能‘冲上云霄’的电磁

波信号，它可被全天候监测，频率覆盖了超短波和微波频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雷达技术被大量应用，使得该类信号多次被有关部门监测到。由此，更多人发

现了这种经过对流层的电磁波。”江涛介绍道。

　　“至今，散射通信技术已诞生60余年。”江涛表示，上世纪50年代初，对流层

散射通信技术开始得到学界重视，并被广泛研究。1955年，世界上第一条散射通信

链路建成。上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等国建设的多频段大型散射中继通信系统

——“白爱丽丝通信系统”被投入使用。上世纪80年代，卫星通信技术得到发展，

逐渐替代了对流层散射通信技术的部分功能，除高纬度同步轨道卫星覆盖不佳的地

区外，1吉赫兹以下频段的对流层散射通信站开始被逐渐关闭。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散射通信技术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各大军事强国

的“标配”。

　　在军事领域，散射通信技术的应用极广，在战时远程通信设备、数据传输设备

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955年，美军建成全世界第一条全长2600公里的AN/TRC-170散射通信系

统 该系统成为美军战略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5年 苏联建成东西长12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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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散射通信技术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各大军事强国

的“标配”。

　　在军事领域，散射通信技术的应用极广，在战时远程通信设备、数据传输设备

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955年，美军建成全世界第一条全长2600公里的AN/TRC-170散射通信系

统，该系统成为美军战略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苏联建成东西长1200公

里、南北长800公里的以散射通信为主干线的扇形军用通信网“雪豹”。该通信网

设有28个通信节点，节点间的信号传输主要依靠散射通信技术得以完成，其中最长

的通信链路由9条散射通信线路接力而成。

　　英、法等欧洲军事强国也不示弱。英国装备了最新一代的H7450战术散射通信

系统，该系统可在250公里的传播距离上进行保密通信；法军也装备了TFH955、

TFH960等多型机动式战术散射通信系统。

　　可用频段宽但信号衰减严重

　　“美国、英国等军事强国，之所以特别重视对流层散射通信技术，是因为在作

战环境下，敌方难以破坏这一技术，相关通信系统随时可被架设。这一点，与对流

层散射通信的技术特点有关。”江涛解释道，对流层散射通信的可用无线频段很

宽，从100兆赫兹到40吉赫兹频段都可用，同时通信容量大、信道随处可得，所以

它的抗干扰能力极强，可保证战时通信安全。

　　“可用频段宽，可选的频率范围就很大，随便选哪一个频率进行通信都可以，

这有效解决了用户过多或本地电磁环境被‘污染’带来的频段切换问题。这就好比

我们去超市买苹果，如果只有1个品种，那我们就只能买它；但如果品种非常多，

那我们选择的余地就会很大。”江涛说。

　　此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助理工程师胡天瀛撰文表示，由于利

用的是自然资源——对流层，因此该通信技术利用的传播媒介具有永久性、无需付

费的特点。

　　不过，对流层散射通信也有短板。

　　胡天瀛称，在对流层散射通信中，大部分电磁波的能量，都是通过直射波形式

传向天空，当其返回地面时，能量可能只有“上天”前的万分之一，信号在传输过

程中损耗极大。

　　“这一去一回，电磁波要‘跑’的距离实在太长了，而‘长途跋涉’会造成能

量的大量损耗，这和人类跑步消耗热量的道理是一样的。”江涛说，也正因为在传

输过程中，散射通信电磁波损耗较大、信号衰落严重，所以相关地面接收设备必须

非常 敏 能随时 迅速 捕捉 经 疲惫 堪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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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抗干扰能力极强，可保证战时通信安全。

　　“可用频段宽，可选的频率范围就很大，随便选哪一个频率进行通信都可以，

这有效解决了用户过多或本地电磁环境被‘污染’带来的频段切换问题。这就好比

我们去超市买苹果，如果只有1个品种，那我们就只能买它；但如果品种非常多，

那我们选择的余地就会很大。”江涛说。

　　此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助理工程师胡天瀛撰文表示，由于利

用的是自然资源——对流层，因此该通信技术利用的传播媒介具有永久性、无需付

费的特点。

　　不过，对流层散射通信也有短板。

　　胡天瀛称，在对流层散射通信中，大部分电磁波的能量，都是通过直射波形式

传向天空，当其返回地面时，能量可能只有“上天”前的万分之一，信号在传输过

程中损耗极大。

　　“这一去一回，电磁波要‘跑’的距离实在太长了，而‘长途跋涉’会造成能

量的大量损耗，这和人类跑步消耗热量的道理是一样的。”江涛说，也正因为在传

输过程中，散射通信电磁波损耗较大、信号衰落严重，所以相关地面接收设备必须

非常灵敏，能随时、迅速“捕捉”已经“疲惫不堪”的信号。

　　曾经蛰伏如今应用逐渐增多

　　作为军事通信利器，散射通信技术虽是标配，但却没得到大力发展，迟迟未成

为“强配”。

　　对此，有学者分析道，这与对流层散射通信系统相关设备投建、维护费用高有

关。如果没有强大的财力及广阔的疆域，一个国家使用或运行相关系统的动力是不

足的。这也导致相关市场需求较小，很多知名设备厂商都曾退出该领域。

　　此外，江涛解释道，上世纪80年代，同样具有较强抗干扰能力的卫星通信技术

得到快速发展，抢去了散射通信的风头；同时，由于电磁波损耗较大、信号衰落严

重等瓶颈问题难被攻克，导致对流层散射通信技术发展迟缓。

　　“不过，卫星通信技术也有短板，它的转发器带宽不足，而对流层散射通信的

可用带宽很充足，因此它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局部战争、局部冲突不断

爆发的今天。”江涛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一些公司不断进行技术突破，使

得与对流层散射通信技术相关的新装备接连问世，相关技术应用逐渐增多。

　　“可以预见的是，这项技术未来的应用前景依旧广阔，具有被广泛应用的可

能。同时，在海上能源平台、岛屿等民用通信领域，散射通信技术也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江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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