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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火力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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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军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方向，依托强大的指挥信息系统，其火力协

调也必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主要从协调观念、协调筹划、协调体系、协调手段和系统建立这５个方面研究了基于信息系
统的炮兵火力协调应把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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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利用其强大的指挥信息系统，使其在
作战中具有了实时感知、高效指挥、精确打击、全域机动、立体攻

防、集约保障的能力，实现了信息、火力、机动、防护的一体化。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要求我们对其

火力协调应重新审视和把握。

１　确立以信息系统为平台的火力协调新观念

１．１　信息主导观念
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关键在于对信息的控

制，需要的是“硅片”。物质流、能量流都受信息流的制约，信息

主导着物质和能量。战斗力的发挥将完全依赖于及时的信息收

集、处理、控制、传递和使用。对于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火力协

调而言，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才能为正确的决策、计划和协调控

制火力打击行动提供保障。因此，火力协调指挥员必须确立信

息主导的观念，用“信息主导”的观念来观察、分析、处理火力协

调领域信息化进程中的一切问题，坚定不移地以信息主导的观

念来指导火力协调领域的活动。

１．２　联合制胜观念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各类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

用，以及网络化战场的形成，多军种在多维空间实施的联合作战

已成为未来信息化作战的基本形式。我军未来的战役层次以上

的作战，必将是多个军兵种共同实施的联合作战，战术层次的作

战也以联合作战为背景或本身就是联合作战。因此，基于信息

系统的炮兵火力协调指挥员应摒弃“单一军种制胜”的观念，确

立联合制胜的观念，在实施火力协调时，不但要着眼于发挥炮兵

火力的优势，更要做好与其他诸军兵种火力的协调，形成最大的

整体火力作战威力，达成综合火力打击效果。

１．３　实时反应观念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对抗不再单纯强调火力制胜的战场优

势观，而以拥有灵活且反应快、效率高，能够有效协调运用炮兵

的指挥信息系统为制胜的关键。因此炮兵火力协调指挥员应树

立实时反应的观念，以指挥系统为基础，实施情报信息的获取、

传递、处理一体化，简化火力协调程序；充分利用一体化通信网

络，加强集中统一协调作用，增强火力协调控制的灵活性；同时

广泛采用图式战斗文书，加快信息的传输，提高信息处理的容量

和速度，使火力协调决策速度与作战进程接近同步，保证火力协

调周期更短，从而提高协调效率。

１．４　精确协调观念
从概略协调到精确协调，这是火力协调发展的必然规律。

确立精确协调的观念，是适应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要求

的具体体现。要实现炮兵精确协调，必须把握好以下５个方面
的内容：① 精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精确判定敌作战体系
的关键要害，精心选择火力打击方式和手段；② 精确评估火力打
击风险和代价，准确预测火力作战伤亡和消耗；③ 精确掌握打击
目标情况和选择打击兵器，精确判定打击目标的性质、空间位

置、要害部位、技战术特点和毁伤效果等，正确选择能够对其实

施高效打击的火力兵器，避免附带损伤和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

耗；④ 精确组织协同，确保所属炮兵部队的行动高度协调一致，
最大程度地发挥整体打击威力；⑤ 精确掌握战场情况和发展变
化，把握最佳战机，严密控制火力打击行动，确保完成火力打击

任务。

１．５　人机并重观念
这里的“机”，代表以指挥信息系统为核心的先进的协调控

制手段。人机并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火力协调手段来提高

协调能力。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拥有先进的协调指挥手段，如

果不注重使用或不善于使用，这一手段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

必须转变观念，由注重人，转变为人机并重：改变传统的炮兵火

力协调控制习惯，掌握利用火力协调等指挥信息系统进行火力



协调的技能；改变只依靠参谋人员的习惯，充分发挥“软件人员”

的作用；改变只依靠人员、“信人不信机”的习惯，正确对待和依

靠计算机提供的结果；改变手工操作的习惯，充分发挥“人—机”

系统的作用。

２　着眼体系对抗要求，把握４个“统一”筹划火
力协调

　　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要求的提出，引起了炮兵任务

的变化，对炮兵的体系对抗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信

息系统的炮兵担负着对敌重要节点实施破坏，致其瘫痪、破敌体

系的重要任务。所以，火力打击更需要具备准确性、严密性和应

变性，这对组织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火力协调指挥员

在组织筹划协调行动时，要把握４个方面的内容。

１）把握坚定与灵活的统一。战斗发起后，要坚决按照事先
确定的火力协调计划，贯彻执行，坚定组织，努力确保火力计划

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一旦战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则要迅速

随机应变，灵活处理，以准确的战场信息为保障，修正原有计划，

及时提供新的支援火力。

２）把握整体与个体的统一。无论采取哪种协调方法，指挥

员都要把握住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既要从个体的角度考虑单个

火力单位或单种火器的优长，又要从战斗全局的角度考虑是否

能达到整体效益，做到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合理协调。

３）把握重心和重点的统一。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作战任

务重点就是其火力协调的重心；在战场空间上，应把对敌体系起

支撑作用的方向作为重心；在打击目标上，应把对我战斗进程和

全局有重大影响的重要目标作为重心；在协调的对象上，应以炮

兵指挥员直接掌握的火力作为重心，通过火力协调重心保证重

要作战任务的完成。

４）把握协调与反协调的统一。未来作战中，为破坏对方的
整体作战功能，协调与反协调斗争激烈。除采取严密的防范措

施保护己方的协调外，还应千方百计地破坏对方的协调，以限制

对方协调一致的行动。

３　以信息网络为依托，建立网状结构的火力协
调体系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利用先进的通信设备和指挥信息系统

构建的信息网络使其指挥控制能力大大提高，因此火力协调机

构完全可以与各火力打击力量间建立多对多联系，形成网状结

构的火力协调体系。如图１所示，在本单位火力打击力量不足

而友邻单位火力打击力量出现剩余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友邻

联系，协调友邻单位的火力打击力量与本单位的火力打击力量，

使之相配合，共同对本单位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在本单位火

力打击力量空闲，而友邻单位火力打击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本单

位火力打击力量也可接受友邻单位火力协调机构的协调，配合

友邻单位的火力打击力量，对友邻单位的目标进行打击。

图１　炮兵网状结构火力协调体系

　　这种火力协调体系的优点是：① 可以充分利用战场火力打
击资源，避免因情况变化或火力打击资源分配不当造成的资源

浪费；② 可以稳定指挥信息系统，避免因指挥信息系统中一点遭
打击，整个系统瘫痪的情况；③ 可以灵活应对敌情变化，避免因
战前对敌情判断失误和战中敌情变化带来的被动。这种火力协

调机构与炮兵力量间建立相互联系的网状结构，使得在需要的

时候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不同单位间火力协调机构与炮兵力量的

交叉指挥，从而实现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火力协调的优化、实时

和精确。

４　灵活运用战术手段，实施周密的信息调控

　　在筹划与实施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火力协调行动时，必须
与灵活的战术手段相结合，实施信息调控。信息调控的核心是

使敌人判断失误，为我创造有利战机。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作

战，侦察手段多样，战场透明度增强，采取的战术火力行动，要真

真假假、虚实结合，才能使敌人难以印证。在对抗过程中，敌我

双方都在搜集信息、识别信息、利用信息或破坏敌方信息系统，

影响与控制敌方的行动。信息是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指挥员

必须以全新的视角，深刻认识信息调控在作战中的意义，掌握现

代条件下信息调控运用特点和现代信息手段；充分利用信息的

调控作用，因势利导相机制敌。通过制造信息，调动敌人，调控

敌人的行动，这是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战斗中，双方都在根据

信息，判断对方意图和活动规律，从而调整自己的炮兵行动。炮

兵可以采取不同的火力行动，隐蔽意图，迷惑敌人，误导敌人，以

虚假的信息调控敌人，创造火力作战毁伤敌人的有利战机，获得

火力作战的主动权。

５　解决好系统软硬件的协调与保护问题并强
化人工干预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以战术数据链为融合剂，可实现炮兵
指挥信息系统与各级各类信息系统之间的协同运用，信息系统

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协同动作，信息系统与炮兵武器平台、火力打

击行动之间的协同动作，信息系统与武器打击（下转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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