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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潜艇作战的关键技术与作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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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信息化含义入手 ,概括了信息化条件下潜艇作战的特点及必须具备的关键技术 ,总结了信息化条件下潜

艇作战的作战原则 ,为进一步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潜艇战术理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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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的发展 ,信息化

高技术武器装备大量投入使用 ,现代战争的样式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 海上战争将大量显现信息化战争的特点 ,其特

点和原则与传统海战相比也将发生本质变化 ,信息的占有

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前提[1 ] . 深入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潜

艇作战的关键技术与作战样式 ,对提升潜艇部队的战斗

力 ,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高科技战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 　信息化条件下潜艇作战的特点

1. 1 　系统对抗特征明显 ,潜艇战与反潜战的节奏加快

信息化条件下的潜艇战不仅仅是潜艇平台之间的对

抗 ,更是系统之间的对抗. 由于信息因素大量渗入军事行

动 ,战斗双方的不同军兵种、不同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将

通过信息的有效作用而联接成为一个高效优化的整体.

与传统反潜战相比 ,以网络为中心的反潜战 (网络中

心反潜战)使反潜效能的大幅跃升 ,最大程度地提升和扩

展了位于每一个平台上的反潜资源的能力 . 网络中心反潜

战近似实时地将所有平台上的可能位于不同空间的对潜

探测系统的探测潜艇的时空域融为一体[2 ] ,由于实现了

“你见即我见”和“你明即我明”,致使编队探潜时空域连续

化和最大化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发现潜艇的时断性问

题 ,使得跟踪潜艇和对潜防御时空域的快捷、连续、最大 ,

从而最大程度地挤压了潜艇隐藏时空域 ,限制了潜艇机动

策略 ,潜艇在一时一点的暴露都会导致后续全部行动的暴

露 ,甚至迫使潜艇始终处于被跟踪、攻击和追击的状态. 由

于实现了发现可疑目标 —识别敌潜艇 —攻击 —评判 —追

击 —评判的网络化 ,网络中心反潜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反潜战一直存在的难识别、识别时间长、识别准确度不高、时

常丢失目标、攻击时间长等问题 ,使得潜艇一旦暴露 ,很快就

处于遭受来自多平台反潜武器一系列攻击的状态 ,被毁伤的

概率很高.潜艇在隐蔽航渡、突破海峡水道、阵地待机等作战

行动中是与敌整个反潜体系对抗的过程 ,因此潜艇的作战行

动也只有依靠作战体系所提供的信息保障才能顺利的完成

任务 ,潜艇的运用更加依赖于体系对抗的能力.

1. 2 　作战行动贯穿潜艇行动的全过程

未来的信息化海战场 ,潜艇所面临的战场环境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 对潜侦察系统更加先进 ,作战对手可能拥有

完善的天基、空中、水面、水下的全方位、全天时、大纵深、

多层次对潜立体侦察监视网络 ,使得潜艇在作战行动中保

持良好的隐蔽性更加困难 ,潜艇行动的全过程必须保持高

度的警惕性.

1. 3 　对信息依赖性更强 ,信息上升为主要的作战要素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以信息系统为

中枢 ,以信息流为驱动力的新战场体系. 信息成为打击、机

动、防护和指挥控制发挥有效作用的支撑性要素 ,由辅助

性的要素提升到直接的主要作战要素的地位. 反潜飞机采

用新型雷达进行隐蔽工作方式 ,降低了潜艇雷达侦察仪的

预警能力 ,增加了常规潜艇浮起充电暴露的概率 ;水面舰

艇装备了拖曳式线列阵声纳 ,增大了其水下探测距离 ,使

潜艇先敌发现的优势明显减小 ;网络中心反潜战理论的成

熟 ,使得潜艇在未来的信息化海战场上将会对抗敌方的整

个反潜体系 ,因此有效的信息保障成为潜艇保持隐蔽性的

必要条件[3 ] . 随着远程反舰导弹和远程鱼雷的装备 ,“打得

远 ,看得近”的缺点在潜艇上更加突出 ,准确的信息引导是

潜艇远程精确打击的必要条件.

2 　信息化条件下潜艇作战关键技术

　　信息成为未来海战的主要作战要素 ,对信息的控制能

力包括信息获取能力、信息传输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

对抗能力等方面. 要进行信息化条件下的海战 ,潜艇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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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发展以下关键技术.

2. 1 　多源传感器数据融合和目标识别 ,提高潜艇的战场感

知能力

由于潜艇保持隐蔽性的需要 ,潜艇水下获取目标信息

主要来源于声纳的被动听测 ,获取信息的能力具有先天的

不足 ,因此使用单个传感器很难满足潜艇对目标信息的需

要 ,必须采用多种传感器相互协同 ,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

补.传感器的信息还需要进行数据融合和目标识别才能为

潜艇指控系统所用. 目标识别是后续潜艇战场态势认知的

基础 ,只有弄清了目标的敌我属性和类型等信息 ,潜艇才

能进一步进行攻防决策. 新型的三维被动定位声纳、拖曳

式线列阵声纳等装备能够显著提高潜艇获取信息的能力 ;

新型的目标噪声识别设备通过提取目标噪声的特征进行

目标识别 ,能够显著提高潜艇对目标识别能力.

2. 2 　强大的数据链和通信技术 ,增强潜艇传输信息和获取

信息的能力

利用强大的数据链技术实现多平台之间的信息资源

共享和战术协同 ,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效能. 数据链

利用无线信道将岸基指挥所指挥自动化系统、舰载指控系

统 ,机载战术平台互连起来 ,构成陆、海、空、天、电一体化

的数据通信网络 ,按规定的信息格式 ,实时、自动、保密地

传输各种战术数据 ,实现情报资源共享. 数据链在潜艇上

的应用使得及时、准确、可靠地为潜艇提供目标指示成为

可能.

2. 3 　信息融合和人工智能技术 ,增加潜艇的战场认知能力

战场认知是建立关于作战活动、事件、时间、位置和兵

力要素组织形式的一张多重视图 ,它将所观测的战斗力量

分布与活动和战场环境有机联系起来 ,识别已发生的事件

和计划 ,得到敌方兵力结构、部署、行动方向与路线的估

计 ,指出敌军的行为模式 ,推断知敌军的意图 ,做出对当前

战场情景的合理解释 ,并对临近时刻的态势变化做出预

测 ;对战场中战斗力量部署及动态变化情况进行解释 ,推

断敌方企图 ,预测将来活动 ,并提供最优决策依据与支持

资源分配. 战场认知主要需要军事知识和不确定推理技

术. 信息化条件下 ,战争的对抗性、主动性和不确定性 ,使

得传统的模型化方法日益不能适应作战的要求. 因此 ,人

工智能技术在作战系统中的应用得到重视 ,如证据推理理

论、模糊推理理论、神经网络、多代理推理技术等应用越来

越广泛 .

2. 4 　复杂电磁水声环境下的隐身技术 ,提高潜艇的信息对

抗能力

隐身技术可以减少潜艇被敌发现的概率 ,从信息战的

角度讲就是减少敌方获得我艇的信息. 目前新一代潜艇通

过采用大直径低转速螺旋桨、动力装置安装减震筏等措施

降低了潜艇的辐射噪声 ;通过在艇体表面敷设消声瓦既可

屏蔽艇内噪声向外辐射 ,又可吸收对方主动声纳发射的探

测声波 ,降低了潜艇的目标强度 ;同时应增强潜艇战术速

度的意识 ,防止螺旋桨出现空化现象. 在潜望镜和通气管

上增加防雷达反射层 ,减少对雷达波的反射 ;加大下潜深

度 ,防止航行尾迹被遥感卫星及机载合成孔径雷达发现.

3 　信息化条件下的潜艇作战原则

3. 1 　非对称模式

以相似的武器系统进行对抗 ,是机械化时代消耗战的

思想. 潜艇从发明之日起就是一种非对称作战兵力. 潜艇

作战能力就应该坚持非对称作战的思想 ,坚持“你打你的 ,

我打我的”,打破游戏规则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化劣势为

优势 ,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信息化条件下 ,一方面水下战场

环境会变得更加透明 ,反潜战术和技术更加先进 ,对潜艇

作战环境与潜艇自身的生存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潜

艇作为信息化作战的一个节点 ,通过战术数据链可以更方

便地获取战场信息 ,对战场的感知能力较过去发生质的改

变. 因此 ,在潜艇兵力的使用上应力求不与敌强大的反潜

战网络正面交锋 ,或通过潜艇牵制敌大量兵力后 ,为其他

作战行动提供援助 . 同时 ,潜艇应尽可能改进自身在非对

称作战中的劣势 ,如德国正在研制的 IDAS 导弹系统即可

使潜艇真正意义上具有防御直升机的能力 ,从而大大改变

了反潜战的态势 .

3. 2 　精确打击

装备现代的武器系统的作战平台 ,每一个可以消灭多

个对手 ,因此以消耗战为基础的兰彻斯特方程已经失效 ,

二战时期取得很好战果的潜艇集中兵力作战样式“狼群”

战术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潜艇作战.

由于潜射巡航导弹和线导鱼雷等远程精确制导武器

的装备和信息化条件下对潜信息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潜艇

将有能力进行精确作战. 潜艇进行精确打击可以分为两大

类 :火力精确打击和兵力精确打击. 火力精确打击主要适

用于装备中远程反舰导弹、对陆攻击导弹或弹道导弹等远

程制导武器的潜艇. 潜艇在预定的海域隐蔽待令或在信息

导引下通过必要的机动保持对目标的火力接触 ,通过信息

保障确定攻击时机并发射武器攻击目标或将武器投射于

预定海域. 兵力精确打击通过信息引导将正在指定海域隐

蔽待机的潜艇或在航渡、执行其他任务的潜艇导引控制至

新的海域执行作战任务或转移至新的待机海域.

在精确打击模式下 ,潜艇可以在远离反潜严密的海域

待机 ,减少潜艇在执行任务海域的时间 ,提高潜艇的生存

力 ;潜艇可以在合适的时间进入执行任务海域 ,在合适的

时间转移海域 ,既可提高潜艇的生存力 ,又能提高潜艇完

成任务的概率 ;潜艇可以及时和充分利用掌握的海上最新

情况 ,完成多种作战任务 ,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海上潜艇的

作战效能.

3. 3 　协同作战

协同作战的本质是使用互补的武器系统增加制敌效

果.战场反应是一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种武器在完成发

明之初的出其不意的战绩后 ,效果会迅速下降. 反潜战在

潜艇发明之后的迅速发展可以有效的证实这一点. 要通过

抓住敌方在防御一种武器系统时暴露出的弱点 ,以正防、

以奇攻 ,通过正面交锋固定住敌人 ,通过扰乱打击敌人 ,才

可取得战争的胜利. (下转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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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的地面用户移动通信顺畅.

3. 4 　军地结合 ,及时、有效地实施综合通信保障

应急通信保障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应急通信装备

机动性强、便于通信网络的架设与撤收 ,但是装备少、保障

面积大 ,同时受到救援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 ,

通信性能将得不到充分发挥 ;民用通信资源虽受到严重破

坏 ,部分资源仍可利用 ,所以 ,应该牢牢把握军地通信相结

合的原则 ,以军用应急通信设施为主 ,以民用地方通信资

源为辅 ,建立军地协作机制 ,合理有效整合通信资源 ,及

时、有效地建立通信保障体系 ,为救援型的提供及时有利

的综合通信保障 .

3. 5 　充分发挥传统通信手段的效能[4 ]

在近几次抗冰、抗震、抗洪救灾中 ,高科技的信息化通

信工具基本上受到严重破坏 ,表现为移动、联通通信固定

基站严重倒塌 ,地下光纤光缆被震坏、冲断. 一方面受地理

条件的限制 ,另一方面抢修工程之大 ,恢复通信任务之艰

巨 ,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既设通信手段 ,现代化的地面固

定通信台站及地下通信设施将无从发挥作用 . 此外 ,携带

的便携式通信装备数量有限 ,所以 ,在后续军事通信网络

建立之前 ,应该充分发挥我军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的组织原

则 ,面对困境 ,大胆采用“运动通信”、“简易信号通信”等传

统的通信方式 ,通过“最低限度”、最传统的通信方式保持

通信联络 ,同时与某种可行的先进通信方式相结合 ,保证

我救援部队的通信联络在任何情况下“不间断”.

参考文献 :

[1 ] 　王斌 ,喻德友 ,彭兴. 扁平式指控系统的特点及组织

[J ] .信息对抗学术 ,2007(4) :42 - 43.

[2 ] 　何海鹏 ,君鸽. 对遂行抗震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通

信保障的几点思考[J ] . 军事通信学术 ,2008 (4) :14 -

16.

[3 ] 　符红 ,赵绍献 . 关于汶川抗震救灾通信保障的几个问

题[J ] .军事通信学术 ,2008(4) :11 - 14.

[4 ] 　周绍荣 . 汶川地震通信中断的原因及对策 [J ] . 军事通

信学术 ,2008(4) :4 - 6.

(上接第 119 页)

潜艇的协同作战可以分为潜艇之间的协同和潜艇与

其它军兵种的协同. 潜艇之间的协同作战 ,即艇群作战 ,可

以提高潜艇的突击力量、搜索能力 ,多艇之间通过交换目

标信息还可提高目标运动解算速度和精度 . 但由于水下环

境的复杂性 ,潜艇水下通信无法有效的保障 ;由于水下识

别困难 ,还将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 同时 ,一艇的暴露可

以置整个艇群处于敌严密搜潜行动之中 ,也不利于潜艇的

安全. 潜艇与其它兵力的协同可以更好的发挥互补武器系

统的效果. 如在敌反潜战网络和网络中心反潜理论日渐成

熟的前提下 ,单艘潜艇隐蔽突防变得越来越困难. 其它军

兵种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清、扰、打、护”等方法保障

潜艇突防.

4 　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 ,信息化条件下的潜艇作战与传

统潜艇作战相比 ,无论在特点、装备的技术、信息的流程 ,

还是在作战样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处处体现出

对信息占有和掌握的重要性. 信息化条件下的潜艇战并非

只是在信息领域内的对抗 ,更关键的是如何利用信息对作

战的各个方面进行优化 ,改变传统的潜艇单平台独立作战

的观念 ,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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