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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中的“模块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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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系统模块化的一般原理，从编组要求、系统建设和指挥需要等方面论述了一体化作战指挥运用“模

块化思想”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一体化作战指挥运用“模块化思想”的可行性和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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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推动下，军队
的组织体制、武器装备、战场环境、军事理论等都向着信息

化的方向转变，作为作战要素之一的指挥系统也必然要适

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要求。

“一体化作战”是作战系统中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为达成整体效果而凝聚的程度，也是各种作战力量、作

战要素、作战样式、作战行动、作战手段等相互配合和协调

而形成一体的状态．一体化既是整体作战的手段，更是整
体作战的目的［１－２］。

１　模块化理论

“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２个以上的要素组成
的统一体，这些要素与要素、要素与整体，以及整体与环境

之间，形成了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特定结构，从而使系统

具有不同于各组成要素独自功能的新功能。“即插即用”

的模块化思想运用于系统中，可以使复杂纷繁的关系、结

构变得清晰明了，促进系统功能的实现及改善［３－４］。

１．１　模块化理论的产生
“模块”一词是外来词，其英文为Ｍｏｄｕｌｅ。模块化具有

分解复杂系统的功能，往往能使问题由繁变简，由难变易。

模块化作为一种高技术时代的设计思想，最初出现在信息

技术领域。由于计算机软件、硬件的设计采用了模块化结

构，不仅大大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而

且能灵活地实现多功能需求。今天，模块化理论已广泛应

用于武器装备、部队编制改革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

１．２　“模块化”在作战指挥系统中的发展
广义指挥系统是由指挥主体、指挥对象以及指挥手段

等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的具有组织指挥功能的有机

整体。根据一体化作战指挥的特点，需要指挥系统建立一

种联合一体、开放式的结构模式。指挥系统组织结构的一

体化，是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的物质基础。联通一体的

组织结构使得指挥系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可随机调整组

合形式，灵活性和自由性较大，由此便可实现指挥系统的

动态重组功能，以支持动态灵活的指挥方式。

作战指挥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下的诸多元素也可

视为小的系统。一体化作战要求打破指挥系统的传统分

割，对自成体系、功能独立的分系统，包括信息获取、信息

传递、信息处理与决策、信息反馈与控制等分散的单元按

照一体化作战指挥信息流程优化的要求进行重组，并从整

体优化、总体效益的目标出发，将这些已经成为子系统的

有机整体，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构建更大的

系统，达到整体协调。

２　“一体化指挥”系统模块化的必要性

２．１　动态模块化编组的要求
实时的动态重组能力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指挥系统

整体功能中的最突出要求。近乎实时地实施快速、高效的

动态攻防行动，是一体化联合作战最为显著的本质特征。

信息化战场上，作战节奏加快，战场情况复杂多变，因此要

求未来信息化作战部队采用模块式的作战编组，并能根据

作战任务的不同和作战环境的改变来动态组合各模块。

２．２　系统建设的要求
当任一模块取得技术进步时，一旦应用于系统，能使

系统的整体性能得到改善，功能得到提高，而不影响其他

模块的正常运转，从而确保了新技术的及时应用，这样既

照顾系统的正常建设与发展，又兼顾系统应用与技术发展

之间的时间差。模块化技术在系统建设过程中，能将整个

复杂系统按相似性或共性分解成若干个局部，即通过合理

分解，使复杂系统变得相对简单，利于整个系统的分步建

设和组织实施，提高系统建设的时效性。在保证系统一体

化的前提下，可以充分考虑各军兵种、部门分散组织的实



际，兼顾系统分散建设的特点。此外，就组成系统各个模

块的构造来讲，要使每个模块实现标准化，只有按照系统

需求，将各模块中的相关部件分类，统一规划和标准，加强

系统的集中统一管理，这样利于统一系统的标准、体制和

规划，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系统建设的

僵化弊端。

２．３　作战指挥的需要
指挥系统要能够适应不同的作战环境与作战任务，对

不同战场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并能对不同的指挥对象实施

有效的指挥控制，这对作战指挥的弹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

高的标准，要求作战指挥系统具有很强的可组合性，支持

“即插即用”式的指挥方式。指挥系统要素之间的联接方

式要具有灵便的可调整性和可重组性，能按作战任务和环

境重新调整或组合，构成新的指挥实体，以满足作战指挥

的需要。

３　“一体化指挥”系统模块化的可行性

未来信息化战场上不但所有的指挥单元和作战单元

连结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包括指挥控制、精确打击、部队行

动和作战保障等在内的所有活动也融为一体，使得传统的

军兵种和各专业部队之间的界限淡化，实现了各作战单元

和平台的互联、互通、互操作，使战场信息高度、全方位的

共享。这种全面实现网络化和战场信息在所有作战实体

间高度共享使“即插即用”型指挥成为可能。指挥人员只

需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中的网络协议和密

码将各种便携式设备随时随地“插入”在指挥节点上即可

使用，使得指挥主体与指挥客体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也

较好地适应了战场变化迅速、战机稍纵即逝、战场流动性

大、作战样式转换频繁等情况。因此，“即插即用”型指挥

手段较传统意义上的指挥自动化在操作、组织、使用、管理

等方面更加简单、实用、灵活和方便。

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发展，各种新理论也层出不穷。影

响较大的如复杂自适应理论，强调战争作为一个复杂的系

统，各种情况瞬息万变，作战指挥要根据情况实现实时地

动态指挥。而重心打击理论强调指挥体系作为一个系统，

存在“破其一点，毁其全局”的情况，因此要对敌人重心实

施重点打击。这些观点也都是认为作战指挥是一体化的

系统战，而模块化理论正是顺应了这些理论的发展，使得

部队反应更为迅速，战场适应性更强，抗敌毁伤能力增强，

指挥的连续性得以巩固。

４　模块化思想的运用

在进行模块化建设时：一是各模块要具有开放性，为

其他模块的接入预留接口；二是部队要按数字化、标准化

的要求，确保各模块互联互通；三是要加强平时演练［５－６］。

４．１　模块化能够根据任务类型实现灵活编组
临时虚拟编组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指挥要素要

事先完成最小单元的模块化，即每一个模块都具有自身完

整的功能，需要时将各模块临时“组装”到一起，可立即投

入使用，同时要求各编组要素要默契配合。临时的指挥编

组具有应急性质，缺乏默契将导致指挥机构内各要素之间

的隔阂，这必须通过平时的反复协同训练加以磨合，使各

指挥要素之间在共同目的的指引下达到真正的“无缝链

接”。只有根据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对作战单元进行动态

重组，按照各个单元的作战能力和特点，采取模块化的编

组模式，实现物理结构上的“可拼装化”、“可裁减化”，才能

很好地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要求。

４．２　模块化能够满足快速调整，迅速融合的要求
一体化作战指挥阶段，电磁环境复杂，战场信息量剧

增。各军种的Ｃ４Ｉ系统必须通过模块间接口，即建立标准
统一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实现数据流的无障碍传输，才能

实现确保各军种部队迅速融合。日常的演练中要打破军

种间的界限，从作战效果出发，以基本模块单位为基础进

行整合力量编组，训练中突出快速、统一的要求。

４．３　多模块的组合后系统效能分析
联合作战指挥运行机制的整体效应表现为整体对其

组成诸要素的“非加和性”，它遵循“系统”的性能、功效不

守恒定律。简要而言，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Ｅ＝∑
ｎ

ｉ＝１
ｅｉ＋ｐ

式中：Ｅ表示联合作战指挥运行机制的功能；ｅ表示联合作
战指挥运行机制各组成要素的功能；ｐ表示由各组成要素
相互联系、作用而形成的附加功能。公式表明，联合作战

指挥指挥运行机制的功能 Ｅ等于各组成要素功能之和加
上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附加功能。在这里

ｐ≠０，否则就不是系统联系的整体性。联合作战指挥这种
非加和性，又能区分为２种情况：当 ｐ＞０时，出现“整体大
于部分之和”，运行机制顺畅高效；当 ｐ＜０时，出现“整体
小于部分之和”，运行机制不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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