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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述了天基侦察监视系统优点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军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发展现状，重点分析了天基侦

察监视系统的军事任务和军事应用，并对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战役、战术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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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古以来，人类的每
一场战争无一不是以“知己知彼”的情报获取为先导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情报获取的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１９６０年８月，美国人发射了世界上第１颗照相侦察卫星，
它使侦察手段发生了质的突变，也标志着天基侦察监视时

代的来临。目前，对天基侦察监视系统（也有文章称为空

间侦察监视系统）的关键技术、能力、效能等方面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天基侦察

监视系统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在作战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泛和深入。

１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优点

侦察卫星是发展最早、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一种军

用卫星［１］。侦察卫星目前已成为各军事大国获取战略情

报的最有效工具，成为现代作战指挥系统和战略武器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他诸多领域日益成为不可替代的

侦察工具。这是因为卫星侦察与其他侦察手段相比，具有

突出的优势：范围广，不间断，限制少，时效性强。

２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发展现状

由于卫星侦察比其他侦查手段具有更多优势，因此，

各军事大国都纷纷不遗余力地发展天基侦察监视系统。

其中，美国依靠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建立了技术先进、

功能强大、历经战火考验的天基侦察监视系统，代表了当

前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最高水平。下面就以美军为例，对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自２０世纪苏联解体后，美军的侦察与预警卫星的应用
逐步由战略侦察与预警转向战术应用。为了满足情报和

战略需求，相继开发了“未来成像体系”（ＦＩＡ）、“天基红外

系统”（ＳＢＩＲＳ）、“空间雷达”（ＳＲ）、“快速攻击识别、探测和
报告系统”（ＲＡＩＤＲＳ）和“天基空间监视系统”（ＳＢＳＳＳ）等
多个系统。

１）未来成像体系（ＦＩＡ）。该计划于１９９６年被提出，
主要目的是用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数量更多、功能更强的

卫星组成成像侦察卫星星座系统，用以代替原有笨重的、

性能弱的卫星。ＦＩＡ包括可见光／近红外传输型详查卫星
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２部分，采用太阳同步轨道［２］，设计

寿命为８年，重量不足 ＫＨ－１２卫星的一半，整个星座由
１０～１２颗卫星组成。该系统的优点是大幅度降低了单星
发射成本，并通过增加卫星数量使卫星的重访率由原系统

的２～３天１次提高到１天２次以上，同时，其星载相机的
分辨率提高到６～７ｍ，定位精度提高到１ｍ，拍摄速度提高
到原有系统的８～２０倍。但由于该计划在经费、科研进度
及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上的影响而最终被取消［３］。

２）天基红外系统（ＳＢＩＲＳ）。ＳＢＩＲＳ主要担负红外监视
与跟踪导弹发射全过程的任务，可同时探测来袭的战略导

弹和战术导弹，能够提供导弹预警、导弹防御、技术情报侦

察以及空间特征描述等功能。ＳＢＩＲＳ由高轨卫星和低轨卫
星两部分组成。高轨部分由４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１颗
备份星和２颗大椭圆轨道卫星组成，主要用于探测、发现和
跟踪助推段的导弹。高轨卫星上带有扫描型和凝视型两

种红外探测器。扫描型探测器可以快速的建立全球覆盖，

对导弹发射时喷出的尾焰进行初始探测，然后将探测结果

提供给凝视型探测器，后者进行精确跟踪，确定弹道方位

角以及导弹进入弹道时的高度和速度。低轨部分又称为

空间跟踪与监视系统，由２４颗小型、低轨道、大倾角卫星组
成，主要任务是提供弹道中段的精确跟踪与识别。高轨部

分将导弹助推段跟踪信息交班给低轨部分后，低轨部分对

主动段和中段飞行的弹道导弹进行跟踪和识别，为地基雷

达捕获来袭导弹和弹头提供信息，然后继续跟踪弹头，监



测其飞行状态［４］。“天基红外系统”的低轨部分将在２０１０
年完全投入使用。

３）空间雷达（ＳＲ）。“空间雷达”（ｓｐａｃｅｒａｄａｒ）是美国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面向战术应用的侦察卫星系统，对于美

军的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该

计划也是所有卫星系统中最昂贵、技术挑战性最大的项

目，据美国联邦审计署报告的预估，“空间雷达”项目的总

成本为２３０亿美元，星座规模为２２颗。在“空间雷达”的
设计中有２种方案：一种是低轨道（ＬＥＯ）方案；另一种是中
轨道（ＭＥＯ）方案。低轨道方案的卫星轨道高度低，因而对
雷达的功率－孔径积要求较低，且受空间辐射影响小。但
同时也由于卫星轨道低，使单颗卫星覆盖能力有限，持续

探测目标的时间也仅为８～１２ｍｉｎ，从而增大了目标探测和
跟踪的难度及卫星间任务移交的频率，大大增加了卫星的

操作和任务移交的复杂程度。中轨道方案由于卫星轨道

较高，覆盖区域较大，因而所需卫星数量较少，当卫星数量

到达１２颗时便可以基本实现连续覆盖和部分地区的多重
覆盖。但中轨道卫星所需的雷达功率 －孔径积约为低轨
卫星的５０倍，并且卫星处于强辐射带内，为卫星上的电子
设备和加固带来一定困难。

目前，美国采用的是低轨道方案，但同时也对中轨道

方案进行了积极探索。该计划预计将于２０１５年发射首颗
工作型空间雷达卫星［５］。

４）快速攻击识别、探测和报告系统（ＲＡＩＤＲＳ）。美
空军航天司令部正致力于一项名为“快速攻击识别、探测

和报告系统”的计划，由地基和星载传感器、信息处理网

络，以及一个“报告体系”组成。主要用于探测对军用空间

平台发起的攻击并进行报告，诸如向指挥官报告“系统遭

到攻击、被激光照射、遭到物理攻击”等情况［６］。该系统于

２００５年开始研究，２００７财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美军希望
该系统完成后能够发现、识别、标识并定位这些传感器报

告的攻击。美军这一举措充分显示其更积极的军事航天

姿态。美国在“空间控制”方面的首要任务是空间态势感

知，以确保所需的感知能力以及保护空间资产的能力。

５）天基空间监视系统（ＳＢＳＳＳ）。美国正在研制的
“天基空间监视系统”（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
ｔｅｍ）是美国为了提高对空间目标侦察监视、跟踪识别能
力，增强对空间态势的实时感知能力而研制的，用以支持

空间作战的武器装备。ＳＢＳＳＳ是一个使用光电敏感器的卫
星星座，用于帮助美空军监视那些可能威胁到美国空间飞

行器安全的空间碎片和卫星［７］，同时，美空军还希望以此

填补在中段空间试验卫星退役后留下的观测空白。第１份
天基空间监视系统卫星合同与２００４年签署。目前拟议中
的系统由４～８颗卫星组成，设计寿命为５年，能实现每天
对空间目标监视一次并更新大多数卫星的位置数据。经

多次推迟延误后，第１颗ＳＢＳＳ卫星计划于２０１０年底发射。

有报道称，该系统将使美国对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跟踪能

力提高５０％。

３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军事应用分析

３．１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军事任务分析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根据侦察监视对象的不同可分为

空间侦察监视系统和环境探测系统。

空间侦察监视系统的作战任务主要有：① 空间探测。
发现并跟踪各种空间飞行器，准确测定其轨道参数，随之

掌握其飞行状态和位置；获取各种弹道导弹和空间轨道目

标的发射和运行情况，及时判明其出处、用途及威胁程度；

监视跟踪弹道导弹和其他空间目标的发射和运行情况，提

供各种参数。② 电子监听。通过跟踪、搜集电子、雷达及
无线电参数，确定地面防空雷达、反导雷达、军用电台的精

确位置、信号特征和作用距离，并对成像侦察结果进行验

证。③ 战场态势感知。利用天基侦察监视系统对主要战
场范围内的敌方指挥机构、指挥通信系统、预警防空系统、

电子战系统、战役战术导弹等高技术武器系统，海空军基

地及飞机、舰艇活动情况、重兵集团、岸防体系、后方基地

等实施严密的多普勒成像；电子信号等多手段侦察，监视

战场准备情况和变化动态。④ 战略预警。及时、准确的在
尽可能远的距离探测来袭的各种导弹、战略轰炸机等目

标，辨别其真伪，并测定有关参数，处理相关信息；在和平

时期负责监视敌方导弹试验和航天发射情况，提供准确的

落点预报信息，为反导作战提供信息支援。⑤ 海洋监视。
对海上舰艇、潜艇等进行探测、跟踪、定位和识别，监视其

行动，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因此，空间侦察监视系统的

军事任务主要有侦察监视目标、跟踪定位目标、电子信息

监听、导弹落点侦察、探测核武器试验、支持高端决策、作

战毁伤评估、遏制对手军事行动、导弹预警、海洋监视、支

援导弹防御和支援一体化作战。

环境探测系统的主要任务有：① 气象观测。通过对地
球和大气层进行气象观测，获取战场气象信息资料，预报

天气变化，为作战部队提供气象保障。② 空间测绘。测定
地面战场表面各种目标的位置、高度和地貌，从而绘制出

详细、精确的军用地图，为作战部队提供地球形状、地球重

力场、地磁场分布状况等资料，用以提高各种精确打击武

器的作战效果。③ 空间环境探测。发现和识别各种自然
天体和空间碎片，准确测定其运行情况，建立空间碎片资

料库，为保障己方空间力量提供预报信息。因此，环境探

测系统的军事任务主要有空间环境探测、气象预报、海事

信息监测、测绘地图和资源探测。综合空间侦察监视系统

军事任务和环境探测系统军事任务可得天基侦察监视系

统军事任务集，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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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军事任务集

３．２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战略应用分析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战略应用主要是电子信息侦听、

战略预警、支持高端决策和战略威慑。这４项军事应用具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电子信息侦听和战略预警为高端决

策提供情报信息，具有一定的信息支持作用，而高端决策

的结果则可能是向对手实施一定程度上的警示性威慑（当

然，强大的天基侦察监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威慑），从而达

到遏制对手军事行动的目的。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可以理

解为电子信息侦听和战略预警对支持高端决策和战略威

慑具有先导作用，所以下面着重对电子信息侦听和战略预

警的作用进行分析。

电子信息侦听的作用主要有２个方面：一是通过长期、
连续不断的对重点地区的通信信号进行监听，使对手或潜

在对手始终处于己方的监视之下，并通过分析监听到信息

获得其战略意图信息，确保己方始终拥有相对的战略信息

优势；二是通过跟踪识别各种电子信号参数，确定对手或

潜在对手的战略部署信息，精确定位其电子信息装备，确

定相应的信号特征、作用距离等信息，为战役及战术级作

战提供信息支援。

战略预警的作用主要也有２个方面：一是监视来袭的
飞机，为空军防空部队提供情报；二是发现、跟踪来袭的弹

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目标，提供其发射点坐标、袭击地域、

袭击时间，测算其弹道、轨道参数，预报可能来袭的波次及

每一波次袭击的目标等情况，为及时采取防护和反击措施

提供导弹预警情报信息。

３．３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战役应用分析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战役应用作为战略应用和战术

应用之间的中间层，其与战略应用和战术应用均存在一定

交叉，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战场态势感知和支援作战。具

体而言，战场态势感知主要包括侦察监视和跟踪定位，支

援作战包括支援导弹防御和支援一体化作战。由于对战

场态势的感知要贯穿于整个作战过程的，它对作战的部署

和兵力兵器的运用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

源于其为作战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援。因此，应对战场态势

感知的作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侦察监视的主要作用有３个方面：一是获取目标的光
学图像、红外图像和雷达图像［８］，服务于作战计划拟定和

毁伤分析；二是通过实时的监视和信息监听，及时掌握对

手的作战部署的变化，服务于作战计划的修改和紧急态势

的应急处理；三是用于发现伪装和地下目标。

跟踪定位的主要作用有２个方面：一是跟踪对手的军
事行动，结合侦察信息，推测其功能和意图，完善己方对战

场态势的感知；二是对对手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精确的定

位，为精确打击类武器提供目标定位信息。

３．４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战术应用分析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战术应用主要有导弹落点侦查、

毁伤评估、海洋监视。导弹落点侦查的主要作用是核查导

弹命中目标的情况，为毁伤评估提供评估依据。毁伤评估

的主要作用是评估每轮打击的作战效果，分析目标在被打

击后的毁伤等级，从而确定出需要实施下一轮补充打击的

目标。海洋监视的作用要比导弹落点侦查和毁伤评估复

杂，下面进行重点分析。

海洋监视的目的是通过监视海上舰船和潜艇的活动，

侦察舰艇的雷达信号、无线电通信信号和其他通信信号，

有效的探测和鉴别海上舰船，并准确其性质、测定其位置、

航速、航向。最后通过分析所截获信息，并结合对舰艇、潜

艇的持续监视，分析判断出舰艇、潜艇的军事行动或军事

意图，为己方军事行动提供详细的行动依据，其流程如图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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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天基侦察监视系统战役应用流程

图３　海洋监视应用流程

　　分析图３可以发现，海洋监视在整个流程中具有信息
主导作用，对作战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实

际的作战中找到相应的战例，如美军的“白云”海洋监视卫

星，它曾在英阿马岛海战中为英军提供阿根廷海军“贝尔

格拉诺将军”号的情报；在海湾战争中截获伊拉克舰艇发

射的无线电和雷达信号，测定了相关参数并进行连续跟

踪，同时为多国部队指明海上攻击目标；在科索沃战争期

间，监听南联盟和俄罗斯舰艇的海上行动情况，有效地阻

止了俄罗斯可能向南联盟提供的海上支援。

４　结束语

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可以发现，天基侦察监视已成为

现代战争获取情报信息的主要手段，它使指挥员能够洞悉

战场上的一切变化，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对敌实施快速有

效的打击，有效的推动了战争的进程。随着航天技术的发

展，天基侦察监视系统的功能日臻完善，性能明显提高，其

军事应用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即在战时为战略、战术应

用提供服务。同时也在和平时期提供例行的战略侦察、协

助高新武器系统试验、空间碎片预警、测绘地图、资源探测

等能力。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天基侦

察监视系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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