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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ＧＩＳ的机动雷达部署系统研究与实现
阳洪灿，袁小平，徐海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 ９２６０２部队，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摘要：针对传统机动雷达的部署面临阵地选择时间长，不具有直观性，缺乏详细地理信息的不足，设计并实现了一种

基于ＧＩＳ的机动雷达部署系统，实现了机动雷达的优化部署。仿真结果表明，此系统对机动雷达部署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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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雷达具有较高的隐蔽性、生存能力强等特点，一直
受到较高的关注。而在传统的雷达机动部署具有阵地选择

时间长，人力浪费多，方案缺乏直观性等缺点［１］，针对上述问

题，本文利用 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即地理信息
系统为平台，实现了机动雷达的部署设计。ＧＩＳ通过将地图、
数据库和空间分析三者有机结合，实现了对地图直观的形象

处理和显示［１－６］，使得其在军事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通

过ＧＩＳ可以直观的实现雷达的威力图，反映雷达受地形遮挡
影响程度，实现了快速、精确的部署雷达，并且能够评估机动

雷达部署后整个区域雷达网的性能。在ＧＩＳ的支持下，以直
观形象的可视化方式将雷达机动部署情况展现给指挥员和

训练员，完成雷达机动部署方案的优选，因此具有一定的实

际工程意义。

文中设计了一种基于ＧＩＳ的雷达机动部署系统，介绍了
该系统的主要模块设计思想和系统实现功能，并给出了应用

实例。

１　系统设计和实现功能

图１是基于ＧＩＳ的机动雷达部署系统设计方案，下面将
具体阐述系统设计。

１．１　系统设计
１）装备位置管理模块
通过ＧＰＳ或其他定位装置得到装备（包括战场各种目

标）的位置信息，实时发给系统。通过装备位置管理模块在

ＧＩＳ平台上动态的标绘出战场各种装备的现有位置，从而可
以实时地、直观地给出战场的态势。

２）ＧＩＳ模块
本模块实现了以下功能：提供战场的各种地理要素，进

行数据存储、数据操作和数据分析。

３）雷达威力图模块
用于得到雷达网及网内单部雷达的探测区域分布图。

４）雷达布站要求模块



主要对部署地是否是湖泊、海洋、无较大的遮挡物、有无

较大的电磁影响进行判断。

５）地形遮挡计算模块
主要完成地形遮挡效应的计算。由于雷达的探测区域

是按一定的精度得到雷达波束在轮廓线内的切面，然后在切

面内进一步细分，从而得到雷达探测区域的边界网格点数

据。所以在考虑地形遮蔽因素的计算中采用按一定的精度

切分得到雷达波束在俯仰向的切面，然后在切面内进一步切

分，最终得到雷达探测区域的边界网格点数据的方法。在计

算地形遮蔽中采用插值方法，可供采用的有泰森多边形方

法、反距离加权法、线性内插、双线性插值、移动拟合法及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等方法。
６）显示处理
在主要由地图背景组成的屏幕上显示如下信息：① 背

景地图（进行最优配置前后）；② 威力图（进行最优配置前
后）；③ 地形遮挡；④ 探测性能指标（进行最优配置前后）；
⑤ 建议雷达布站。
７）数据库管理
数据库主要存储雷达、干扰机、目标等实体的参数。

图１　系统设计方案

１．２　实现功能
１）地图操作
包括恢复、漫游、定位、鹰眼、放大、缩小、图层管理、信息

查询、地图量算等基本地图操作功能，信息查询方式包括鼠

标选取查询、按名称查询、按坐标查询、按目标性质查询等查

询方式。

２）军事标图
战场态势图的标绘按照军标要求，包括机动雷达和其他

雷达的部署，雷达的探测范围。

３）战情设定

完成机动雷达布站、雷达参数设定、目标航迹设定，生

成战情，实现兵力资源配置。

４）评估显示
实体显示（含运动信息），包括机动雷达威力图，雷达网

威力图，检测概率，盲区系数，跟踪轨迹，跟踪精度等，曲线以

窗口的形式表现。

５）系统管理
打开想定、生成想定，保存想定，回放。战情可以现场设

定，对于设定好的战情还可以保存为文件，下次机动雷达部

署评估时直接打开使用。

６）视景仿真
对于某些重要区域可以进行三维显示，战场自然环境在

数字高程模型上叠加遥感影像，雷达、目标等实体模型通过

Ｃｒｅａｔｏｒ、ＡｕｔｏＣＡＤ等三维建模软件建立。实体按照设定的航
线运动，雷达的威力范围进行三维显示。

２　仿真分析

２．１　仿真条件
为了加强某个区域的警戒，要求在某个区域部署机动雷

达。机动雷达参数：雷达的功率：１ＭＷ，雷达的天线增益：３０
ｄＢ，采样周期：１０ｓ。各雷达除了位置参数不同外，其他都相
同，不考虑雷达之间的相互影响。雷达频率：１ＧＨｚ，雷达的
接收机处理增益：２０ｄＢ，雷达脉宽：１μｓ，ＳＮＲ门限：１０ｄＢ，旁
瓣增益：－２５ｄＢ，尾瓣增益：－５０ｄＢ。
２．２　仿真结果与分析

图２是机动雷达考虑地形因素时威力图。图３是更换
位置后机动雷达与现有雷达网的威力图。

　　在图２中２个目标形成了一个需要重点探测的区域，由
于现有的雷达网对此探测区域重叠雷达较少，因此为了加强

此区域的监视，增加机动雷达：即４号雷达。从图２可以看出
由于４号雷达选择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地点，因此其盲区系数
很大，达到了７７７％，很显然是此地点是不适宜雷达工作的。
通过重新选址，如图３所示，此时机动雷达的盲区系数为０，并
且使相关的探测区域的雷达重叠数增加到２，加强了重点探测
区域的监测。因此通过系统可知，采用基于 ＧＩＳ的机动雷达
部署系统能够迅速、准确、直观地实现机动雷达的部署。

图２　考虑地形遮挡时雷达的威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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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机动雷达与雷达网的威力图

３　结束语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ＧＩＳ的机动雷达部署系统，
通过ＧＩＳ平台将机动雷达和雷达网的威力图以及其他战场
信息准确、直观地显示出来，通过仿真分析表明，此系统具有

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对机动雷达的优化部署起到了促进作

用，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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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底部排气装置与火箭助推发动机相复合是目前炮弹增

程技术中一项有效的技术，它综合了底排减阻与火箭增程技

术的优点，使炮弹远程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通过对影响底

排－火箭复合增程弹射程的因素分析，以制式炮弹为基型，
对原内部结构进行改进设计，形成结构全新的复合增程弹，

具有更远的射程，可直接应用于某型火炮，可大幅提高该火

炮的火力支援能力，具有很高的军事经济价值；设计方案以

底排增程－火箭增程－底排增程的设计时序，使得新型装置
的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增程效果明显。该装置的改进设计

方法对于大／中口径炮弹的增程改进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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