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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探索】 

炮兵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评估模型 

李 进，王书敏 

(解放军炮兵学院，合肥 230031) 

摘要：从宏观层面建立了炮兵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测评模型，并对 2个装备不同的炮兵团进行 了 

信息化程度测评，测评结果和实际相符，证明了该模型是可行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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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军炮兵的信息化建设正在不断深 

入地进行着，而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是炮兵信息化 

的主体，是炮兵信息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支 

撑．因此，建立测评模型，从宏观的角度对炮兵武 

器装备信息化程度做出定量的评估，使炮兵部队 

的决策机关准确掌握武器装备信息化的发展水 

平，为实施信息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 问题的描述 

炮兵武器装备是由侦察装备、通信装备、指 

挥控制装备、火力打击装备和支援保障装备构成 

的一个大的武器装备体系，其信息化程度与各子 

系统的信息化程度密切相关，而各子系统的信息 

化程度又是由系统中信息化武器装备在相应的 

装备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来决定的．因此在炮兵武 

器装备信息化程度的测评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要合理的划定信息化武器装备的范畴，选取合适 

的模型来反映炮兵武器装备整体的信息化程度． 

本研究将结合炮兵武器装备的实际，划定信息化 

武器装备的范畴，通过各类装备在作战流程中的 

关系建立总体模型． 

2 模型的建立 

基于以上的分析，利用各装备与信息的关 

系建立炮兵武器装备信息化测评模型． 

2．1 炮兵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总体模型 

在上述对炮兵武器装备的分类中，前 4类装 

备是主要的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把信息优势转化 

为有效战斗力的装备，因此可以看成是一大类装 

备，而支援保障装备在把信息优势转化为有效战 

斗力的过程中的作用有别于上述4类装备，可以 

看成是又一类独立的装备，它们的关系如图 l所 

示．其中侦察装备、通信装备、指挥控制装备、火 

力打击装备在作战中是串联的关系，任何一部分 

的缺陷都将严重的制约炮兵作战效能的发挥，基 

于此建立炮兵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测评模型： 
4 

，=O／。兀p+ ： (1) 
i= I 

其中：，表示炮兵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 ( = 

l，2，3，4)分别表示侦察装备、通信装备、指挥控 

制装备、火力打击装备的信息化程度；， 表示支 

援保障装备的信息化程度；A ( l，2，3，4)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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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侦察装备、通信装备、指挥控制装备、火力打 

击装备的权重，其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经过计 

算得到侦察装备、通信装备、指挥控制装备、火力 

打击装 备 的权重 分 别为 O．22，O．24，O．34， 

0．20；0c，表示前4类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对炮兵武 

器装备的整体信息化程度的贡献值； ：表示支援 

保障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对炮兵武器装备整体信 

息化程度的贡献值，且0c，+0c：=1．经过咨询，在 

此确定0cI=0．7，0c2=0．3． 

图 1 炮兵武器装备与各子装备关 系 

2．2 侦察装备信息化程度模型 

炮兵侦察装备的作用是获取信息，其整体信 

息化程度可以用能够直接接人指挥自动化系统 

的侦察装备的数量和相应侦察装备总数量的比 

值来表示，也就是说把能够直接接人指挥自动化 

系统的侦察装备划定为信息化的武器装备(需要 

说明的是，单个装备的质量对炮兵武器装备的信 

息化程度也有很大影响，但是本研究主要是从宏 

观层次去测评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所以在此 

做以简化，认为某一代或某种类型的装备就是信 

息化装备，对具体装备的信息化程度的测评将在 

以后继续研究)，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侦察装备信息化程度； 表示能够 

直接接入指挥自动化系统的第i类侦察装备的数 

量； 表示第 类侦察装备的总数量；Ai表示第i 

类侦察装备的权重． 

2．3 通信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模型 

对通信装备而言，数字化的通信装备就属于 

信息化装备，在此用数字化通信器材的比例来代 

表通信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模型如下： 

，2= 1刍" Ni (3) 

其中：，2表示通信装备的信息化程度，也就是数 

字化通信器材的比例；n表示通信装备的种类数； 

表示第i种通信装备的数字化通信器材的数 

量； 表示第 i种通信装备的总数． 

2．4 指挥控制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模型 

炮兵的指挥控制装备主要是指炮兵指挥自 

动化系统，由于开发研制炮兵指挥自动化系统的 

目的是“加快指挥信息的流动速度，提高使用效 

率”，其本身就属于信息化的装备，并且是主要的 

信息处理装备，在此用炮兵指挥自动化系统的性 

能来代表指挥控制装备的信息化程度． 

，3= ( ) (4) 

其中：，3表示指挥控制装备的信息化程度； 表示 

性能函数；对 ( )的求取可按参考文献[5]中 

所述方法进行 

2．5 火力打击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模型 

对炮兵火力打击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测评，将 。 

从弹药发射平台和弹药2方面去综合衡量，炮兵 

的弹药发射平台主要包括火炮和火箭炮，在此把 

加装火控系统的火炮和火箭炮作为信息化的武 

器装备，把精确制导弹药(除火箭弹)作为信息 

化弹药，其在相应的装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是 

其各自的信息化程度，再者由于弹药发射平台的 

信息化和弹药的信息化是相互独立的，因此采用 

加权求和的方法来综合测评火力打击装备的信 

息化程度，模型如下： 

N N． 

，4=Al i +A2 i (5) 

其中：，4表示火力打击装备的信息化程度；Ⅳ̂ 表 

示加装火控系统的火炮和火箭炮的数量；，加表示 

火炮和火箭炮的总数； 表示信息化弹药的数 

量；Ⅳ由表示弹药的总量；A，，A：分别表示弹药发 

射平台和弹药的权重，且A，+A：=1，经过咨询， 

取 Al=0．7，A2=0．3． 

2．6 支援保障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模型 

智能化检测、诊断装备和野战技术保障装备 

属于信息化的支援保障装备，再者这2类装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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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是保障装备的不同方面，因此采用等权求和 

的方法建立支援保障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模型： 

15=0．5vl+0．5v2 (6) 

其中：厶表示支援保障装备的信息化程度； 。表 

示智能化检测、诊断装备的比例； ：表示野战技 

术保障装备的比例． 

3 测评实例 

以我军某炮兵团为例，对其现装备的武器装 

备信息化程度进行测评，由于具体数据涉及保密 

内容，在此只列出最后结果，结果如表 l所示． 

表 1 某炮兵团现装备的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测评结果 

， ，l ，2 ，3 lt l5 

0．253 7 0．218 0 0．833 0 0．181 1 0．323 5 0．132 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此炮兵团武器装备的 

整体信息化水平不高，各个单项的信息化水平也 

不高，这和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因为所测评的 

炮兵团的装备大多是老式装备，新式装备还没列 

装． 

同样用此模型对某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炮兵 

团的武器装备进行测评，其结果如表2． 

这和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因为此炮兵团的 

装备在今年刚刚换装完毕，其信息化的程度有明 

显的提高． 

对炮兵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测评是一项 

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本研究只是 

从宏观上对炮兵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进行了 

测评，但是没有考虑同为信息化装备的其他型号 

装备对炮兵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的影响，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表2 某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炮兵团武器装备测评结果 

， ，l ，2 l 3 lt l5 

0．632 5 0．397 0 1．O0o 0 0．318 0 0．621 0 0．4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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