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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理论与技术】

栅格技术在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中的应用

李　悦ａ，周利坤ｂ

（武警工程大学　ａ．研究生管理大队；ｂ．装备运输系，西安　７１００８６）

摘要：通过介绍信息栅格技术的内涵及应用，结合美军全球信息栅格系统，提出了栅格技术应用于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

的理念。重点分析和研究了应用信息栅格技术进行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的体系构成、集成过程、运行过程以及需要解

决和突破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军事装备；非致命武器；综合集成

中图分类号：ＴＰ７４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７０７（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０８－０２

　　非致命武器装备近年来在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正在
朝着高新技术、安全实用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整体水平逐步上

升。但是，目前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综合集成还处于起步阶段，信

息技术含量比较低，特别是体系建设和整体效能不佳。运用综

合集成方法，以各种技术为支撑，将各种非致命武器装备整合为

功能齐全、高效运转、优势互补、宏观有序、整体最优的非致命武

器装备体系，形成远远大于系统简单相加的整体作战效能［１］是

装备信息化建设的趋势和现实要求。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综合集

成融合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也需要多种技术作为基础支撑。栅

格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信息网络的各个方面，是非致命武器装备

通过网络实现综合集成的基础。

１　信息栅格技术

１．１　栅格与信息栅格技术
栅格名词起源于电力输电网，寓意人类可以方便地从墙上

插座获取强大的电力资源。进一步推广延伸，栅格可以解释成

一组纵横交叉的线连成的几何圈，广泛运用得到电力栅格、地图

栅格、运输栅格和计算栅格等［２］。信息栅格是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高
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新型

技术融为一体，为科技人员和普通用户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

交互。

进入２１世纪后，各国加大了对信息栅格技术的研究和应
用。在民用领域，城市管理中的“空间信息栅格”（ＳＩ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３］和栅格数据地理信息系统（ＲＧＩＳ，ｒａｓｔｅｒ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是比较典型的应用，此外信息栅格技
术还运用在热量资源栅格化信息系统等领域。在军事领域，它

可以将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网、传感器网和武器平台网连为一

体，形成一个综合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根据用户的要

求，通过可以互通互操作的网络集成，来连接从传感器到卫星，

到展开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士兵情况、战场情况、武器装备情

况等一切要素，获得信息优势［４］。

１．２　全球信息栅格
“全球信息栅格”（ＧＩ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概念于１９９９

年９月２２日在美国防部首席信息官（ＣＩＯ）的备忘录中提出。根
据美军《全球信息栅格顶层要求文件》的定义，ＧＩＧ是“全球互连
的、端到端的信息系统、与之相关的过程和根据作战人员、决策

人员和支持人员的需要收集、处理、存储、分发和管理信息的专

业人员构成”［５］。深入研究全球信息栅格对于提升装备信息化

水平，推进信息栅格技术在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中的应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信息栅格主要由战斗、全球应用、计算、通信、基础和网

络操作、信息管理５个层次７个部分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全球信息栅格体系结构

　　战斗部分用以在联合作战中支持火控系统、传感器系统、指
挥决策系统等开展军事行动，主要包括陆、海、空军及特种部队

等。全球应用部分用以给作战部队或指挥员提供各种信息应

用，主要包括指挥控制、战斗支持、日常事务处理和医疗保障等

系统。计算部分为美军提供一个不间断的信息分发及信息使用

的能力，主要包括网络服务、软件管理、各类数据库和电子邮件

等。通信部分通过战略性网络可延伸至基地、驻扎地、营地和岗

位，以满足作战信息的实时传递，主要包括无线电段（如 ＪＴＲＳ）、



地面段（如 ＧＩＧ－ＢＥ）、空间段（如 ＴＳＡＴ）、远程接口（Ｔｅｌｅｐｏｒｔ）
等。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体系结构、频谱分配、法规标准、管理措

施等。网络操作对基础网络环境实施管理，确保网络的稳定性

和高效性。信息管理在信息预算、计划、操作和控制过程中，为

作战人员提供动态制作和分发能力［６］。

２　信息栅格技术在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
中的应用

２．１　关键技术
为了充分发挥信息栅格技术在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中

的优势，首先需要突破和解决以下信息栅格的关键技术，同时也

是今后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方面，如图２所示。

图２　信息栅格的结构及关键技术

　　（１）多网系融合与互联互通技术。解决信息传送网格体系
结构与技术体制框架下现有的多种网络的融合与互联互通，实

现信息栅格规划网络单元间的无缝互联。

（２）“即插即用”网络接入技术。使每个网格体系能够随时
随地存取战时信息，对各类指挥控制、情报侦察、战场环境信息

保障和武器装备系统等进行综合利用和反馈调节。

（３）基于网络运作的信息分发管理技术。传感器一旦发现
目标情况，便将情报信息发送给指挥官，指挥官就可以通过信息

栅格技术规划迅速选择位置最佳、打击效果最显著的武器装备

系统，在第一时间实施行动。甚至分队也可以通过信息栅格规

划系统直接呼唤、引导最适合的武器装备系统。

（４）基于网络运作的安全保障技术。发挥信息栅格规划在
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中的关键作用，对信息进行可靠的保

护、安全的共享，并对网络进行严密的防护至关重要。

２．２　体系构成
信息栅格技术下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综合集成体系从类型和

功能上可分为主战装备、电子信息装备和保障装备３类［７］，如图

３所示。
　　主战装备是直接作用于有生目标的武器及其配套装备。

电子信息装备主要用于获取战场信息、目标信息，指挥控制

己方兵力装备遂行机动与作战，确保各类信息的传输与共享，以

及为己方兵力装备提供导航定位等。同时干扰和破坏对方信息

系统，削弱其获取、处理、传递和使用信息的能力。

保障装备主要用于对非致命武器装备进行防护、消洗、侦

测、伪装和假目标设置以及装备补充、装备维修、弹药保障、物资

保障和运输保障等。

图３　综合集成体系构成

２．３　综合集成过程
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综合集成是一个巨系统。应用信息栅格

技术理念进行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综合集成，要根据信息栅格技

术的原则和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特点、现状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结

合部队编制体制构建信息栅格技术下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

体系。信息栅格结构下的综合集成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信息栅格结构下的综合集成过程

　　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体系的栅格结构由底向上可分为
３层，即单元层、系统层、体系层。诸多武器装备作战单元间的有
机联系和交互作用构成武器装备作战系统，系统层具有一项或

某几项特定的功能；诸多武器装备作战单元、武器装备作战系统

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连接构成武器装备作战体系，不同的武器装

备作战体系为完成一定的任务共同构成一体化联合体系［８］。

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综合集成过程是以主战武器装备平台、

信息支援平台、保障装备平台为节点，以指挥控制系统为核心，

以信息传输网络为纽带，以提高作战整体能力为目标，实现功能

互补、信息互通、运行协调的网络信息栅格化体系。

２．４　体系运行过程
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的栅格体系的运行可从其存在和

发挥作用的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３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来描
述，如图５所示。
　　物理域是非致命武器装备的物理平台和连接物理平台的通
信网络存在的领域。信息域是产生、处理、共享信息、信息对抗

以及网络攻防的领域。认知域是感知、理解，通过推理做出决策

的领域。

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体系的整体优势体现在物理域、

信息域和认知域的协同活动中，依靠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之

间的价值链运作，非致命武器装备综合集成体系形成了高效、可

靠、自适应的信息化条件下的信息栅格体系［９］。（下转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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