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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自适应指挥控制运行过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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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界定自适应指挥控制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运行空间，并对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自适应

过程与干预过程的一体化运行进行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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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指挥控制是指在高度信息化的战场上，指挥实
体通过无缝链接的信息系统实时感知作战意图和战场信

息，针对所属作战力量的“自主”作战，按照作战规则主动

采取的与作战态势匹配的指挥控制方式，是适应信息化条

件下快节奏作战的新型指挥控制方式。自适应指挥控制

的运行过程包括自适应过程和干预过程２个方面，是二者
的一体化运行过程。

１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运行空间

实施自适应指挥控制是有条件的，除非相关条件得到

满足，否则不可能实施自适应指挥控制。采用“运行空间”

的方法能形象、直观地描述实施自适应指挥控制的前提条

件；能避免条件划分的间断性，当运行空间发生连续性转

移时，指挥控制方式可以逐步向其他指挥控制方式转变。

１．１　指挥控制的整体运行空间
描述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运行空间（以下简称为运行空

间），首先要确立指挥控制的整体运行空间（以下简称为整

体运行空间）。基于指挥控制的本质考虑，整体运行空间

的３个维度应分别归属于权力分配、交互状态和信息分布
这３个要素，如图１所示。实际上，这３个维度并不是真正
独立的，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因而运行空间的图形

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但不会影响对整体运行空间的定

性描述。

１．２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运行空间
自适应指挥控制以自主指挥权为基本依托，指挥实体

按照对作战意图的一致性理解，针对不同的作战态势，自

觉运用作战规则实施自主决策。为此，在权力维度上，运

行空间应处于指挥权高度分散的区域。交互是在“互联、

互通”的基础上进行“互操作”的过程，包括交互情报信息

感知，交互制定作战意图，交互决策，交互制定作战计划等

内容，可以说高质量的交互是实施自适应指挥控制的基础

和纽带。为此，在交互维度上，运行空间应处于高质量交

互状态的区域。自适应指挥控制要求有及时、可靠的情报

信息作支撑，使信息流处于“自由”流通状态，从而实现信

息共享、感知共享和决策共享。为此，在信息维度上，运行

空间应处于信息广泛传播的区域。这样，就最终形成了由

权力维度、交互维度和信息维度综合确定的自适应指挥控

制的运行空间，如图２所示。可见，运行空间处于整体运行
空间的顶端，是一个能够及时获取战场信息、广泛进行交

互和充分运用自主指挥权的运行空间。运行空间与其它

运行空间是相通的，各个运行空间都对应着相应的指挥控

制方式，当运行空间转移时，可以实现指挥控制方式的连

续性转变。

图１　指挥控制的整体运行空间



图２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运行空间

２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自适应过程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运行过程见图３。其中自适应过程
是在没有上级干预的条件下自行完成的指挥控制过程，主

要包括作战意图的制定与感知、态势感知与感知共享、自

学习、自组织、个体决策与决策共享、作战计划生成与自协

同等内容。

图３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运行过程

２．１　作战意图
作战意图是对作战目的和作战行动的总体谋划，是作

战行动的基本依据，作战意图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作战行

动的成败。作战意图的内容主要包括：作战目标、风险控

制、作战规则和作战力量。作战目标规定的是作战的总体

目的和任务；风险控制规定的是作战行动可接受的最高风

险，自主指挥必须控制在最高风险范围内；作战规则规定

的是作战行动的基本方法，由此不断演化出新的作战规

则；作战力量规定的是作战力量性质、规模等运用的总体

范围，并不进行具体的兵力部署。作战意图应在指挥控制

中心的主导下，在相关指挥实体的共同参与下联合制定，

制定时要宏观、准确、及时，“宏观”强调的是仅对作战行动

的基本条件做出规定；“准确”强调的是作战意图的内容要

准确，为实施自主指挥提供可靠依据；“及时”是指作战意

图的制定要迅速，要紧贴战场变化实际。

２．２　态势感知
态势感知包括个体感知与感知共享，个体感知是指挥

实体单独进行态势感知的过程。感知共享与个体感知同

步进行，通过不间断的个体感知的交互来实现，目的是更

充分、准确的掌握战场情况。个体感知与感知共享源于信

息获取与信息共享，同时又可以进行前馈控制，即通过感

知需求引导信息获取和信息共享。

２．３　自学习
自学习指的是指挥实体对作战规则的学习，并逐步将

其转化为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同时注意完善和创新作

战规则以适应作战态势的变化。自学习并存于态势感知

过程中：指挥实体依据态势感知，判断应该采用的作战规

则，如果没有合适的作战规则，指挥实体凭借自身的知识、

经验，通过交互创建新的作战规则，同时依据当前作战效

果检验以往作战规则的运用情况，对有关不足进行修改

完善。

２．４　自组织
自组织是自适应指挥控制在组织层面上的自适应过

程。指挥实体依据对作战意图和作战态势的实时感知，通

过自组织，在各维战场自行重构指挥关系，灵活部署作战

力量，主动匹配与作战态势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当

组织结构、功能能应对作战态势时，可主动求变、创新以获

取指挥对抗优势；当组织结构、功能难以应对作战态势时，

在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下调整指挥关系，条件具备时可自

行完成组织结构调整。

２．５　决策活动
决策活动包括个体决策和决策共享２个部分，个体决

策是在深刻领会作战意图，正确感知作战态势的基础上，

对自主作战行动进行的具体谋划。主要内容包括作战目

标及任务的具体规定、作战规则的细化、风险控制的具体

要求和作战力量的具体配置等。决策共享与个体决策同

步进行，由个体决策的广泛交互来实现。通过决策共享，

指挥实体之间相互提醒、交叉印证，确保决策更加及时、

正确。

２．６　作战计划生成
作战计划生成是决策活动的进一步延伸和细化，通过

作战计划，明确作战目标和任务，选调作战规则，规定风险

控制要求，部署作战力量，划分作战行动步骤，为自协同提

供参照平台。作战行动展开之前，作战计划主要依据决策

活动来制定，是作战行动的初始参照；作战行动展开后，依

托无缝链接的信息系统，以作战行动为中心对作战计划进

行实时的修改完善，确保及时纠偏、快速协同。

２．７　自协同
自协同是指挥实体依据作战计划进行的自主协同，包

括作战行动展开之前的自协同与作战行动中的自协同２
个方面，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和快速性等特点。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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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之前，可根据作战计划进行协同演练，增强彼此之间

的配合默契。作战行动中，自协同与作战计划并行互动：

按照作战计划，指挥实体之间利用作战规则自行协调作战

行动；当作战计划出现偏差时，在上级的有限干预或干预

之前自行调整作战计划，主动适应作战态势的复杂变化。

自协同的输出为自同步作战。

３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干预过程

干预过程是在对自适应过程和作战态势实时监视的

情况下，有选择、有重点地对自适应过程实施干预的过程，

主要包括３种干预类型（见表１），４条干预路径（见图３）。
３种干预类型分别为引导式干预、介入式干预和直达式干
预，引导式干预是为推进自适应过程的进程而实施的干

预；介入式干预是在自主指挥与作战意图不符，或指挥能

力难以胜任作战任务时进行的干预；直达式干预是基于作

战需求的考虑，不经过下级直接指挥相关作战力量的过

程。４条干预路径分别是干预自组织、干预决策活动、干预
作战计划和干预自协同。

从表１中得知，实施引导式干预和介入式干预可选择
４条干预路径中的任意一条，但干预的目的、条件及内容不
同。引导式干预是在下级能胜任作战任务，能应对复杂作

战态势的条件下实施的，目的是促进下级的自适应过程，

辅助下级顺利完成作战任务。介入式干预是在下级难以

很好地完成作战任务，难以有效地应对复杂作战态势的条

件下实施的，目的是纠正自适应过程的决策和行动偏差，

确保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直达式干预则是在充分考虑

整体作战需求的情况下展开的，它可以不经过下级直接指

挥相关作战力量完成作战任务。

表１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干预类型与路径

类　型

内
容

路

径 干预自组织 干预决策活动 干预作战计划 干预自协同

引导式干预
提供自组织条件，

促进自组织演化

提供信息支持，辅

助下级决策

提供决策支持，辅

助制定作战计划

及时提供战场信息

和方法建议，推进

自协同进程

介入式干预

对指挥关系、作战

力量的配置进行局

部调整

对作战决心进行局

部修改

对作战计划进行修

改、完善

对个别自协同环节

进行指导、督促，必

要时撤销

直达式干预 无 无 无
直接指挥相关作战

力量

４　自适应指挥控制的一体化运行

４．１　自适应过程的基础地位
自适应过程是自适应指挥控制运行过程的基本内容，

它往往比干预过程更有效、更灵活，战场态势越复杂就越

应该重视通过自适应过程来调整指挥关系和作战行动，使

得整个作战行动更加协调有序。在自适应过程的基础上，

上级随时都可能实施有限干预，但实施有限干预的时机是

有条件的，要立足自适应过程去完成作战任务。

４．２　自适应过程与干预过程的一体化运行
自适应过程与干预过程在自适应指挥控制的实际运行

中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化运行过程。在自适应过

程的态势感知阶段，战场信息同时被上级掌握，上级对战场

信息的认识站位更高，理解更深，感知更准，上级在感知过程

中也在不断和下级指挥实体进行交互，上级的态势感知也

是感知共享的一部分。在自组织过程中，下级很可能会因

为个体能力差异造成“讨论”、“调整”时间过长而贻误战机，

这就需要上级进行促进性干预。在决策活动阶段，下级的

决策共享过程同样包括与上级的交互，个体决策的偏差能

够得到上级的实时纠正，上级对决策共享的方向起到主导

作用。在作战计划与自协同的互动阶段，同样可能会存在

贻误战机、作战计划出现偏差、作战行动出现偏差等问题，需

要上级进行引导式干预和介入式干预。基于作战需求，上

级随时可能直接指挥相关作战力量完成新的作战任务。可

见，在自适应指挥控制的实际运行中，自适应过程与干预过

程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一体化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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