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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理论与技术】

基于信息系统的诸军兵种火力打击装备发展

邢立新，陈　涠

（陆军军官学院，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介绍了信息化武器装备发展的主要趋势，探讨了信息化武器装备具有的特点，指出我军只有不断提高武器装备信息化

建设水平，才能在世界军事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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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武器装备的发展正从
机械化向信息化迈进。透视世界范围发生的近几场局部战争，

不难看到战场胜负不再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寡、火力与机动力

的强弱，而主要取决于军队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和信息化作战

水平的高低，作战目标的实现也越来越依靠建立在信息化武器

装备基础上的综合作战能力。这种以信息化为核心的质量优势

是军队数量和规模优势所难以弥补的［１－６］。

信息化武器装备是指基于信息系统的诸军兵种火力打击装

备，即具备信息获取、处理、控制等功能的武器装备，其典型特征

是以信息为主导要素。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雷达、导弹、电子计算机
等相继问世，使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开始萌芽。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末，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迅速崛起，信息化武器装

备开始大量涌现，特别是８０年代末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广泛使
用，标志着军队信息化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１　信息化武器装备发展的主要趋势

１．１　主战武器实现高技术化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先进

的电子、光电设备与常规武器相结合，使主战武器得到迅速发

展，其射程、命中精度、威力、自动化程度与机动能力显著增强。

例如，坦克采用先进的火控系统和改进的弹药，不但打击威力、

射击距离大增，而且射击精度显著提高，且能够在昼夜及各种气

象条件下对目标实现快速跟踪、定位、打击和评估。

１．２　Ｃ４ＩＳＲ系统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建立了Ｃ２（指挥与

控制）系统，后发展成Ｃ３Ｉ系统（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
我军称为指挥自动化系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又进一步发展
为Ｃ４ＩＳＲ系统，突出了计算机的地位和作用，增加了侦察和监视
功能。Ｃ４ＩＳＲ系统是综合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机结合系统，它
把指挥员、部队和军事装备通过信息流程沟通起来，使指挥员可

以随时掌握战场态势，并对部队和武器系统实施指挥与控制，保

障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和陆军与其他军兵种的联合作战，使兵力

和武器装备得到最佳运用。因此，Ｃ４ＩＳＲ系统起到了战斗力倍增
器的重要作用，堪称现代化军队的神经中枢。

１．３　电子战装备发挥的威力增强
随着电子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武器装备，电子战在现代战争

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贯穿战争的全过程并渗透到各个领域，是交

战双方争夺电磁频谱使用权和控制权的主要手段。电子战能力

的强弱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１．４　各类保障系统成为必不可少的装备
武器信息化带来保障的信息化，以实现了武器装备保障的

快速、灵便、高效。仅以战场医疗救护为例，大量应用信息技术

成果的单兵数字化作战系统可以储存战士的个人信息资料，并

可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快速确定伤员所在位置，从而大大提高了

医疗救护的时效性。同时，远程医疗技术的应用可使伤员与战

地医院或国内大医院的专家直接联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自救

和互救。这种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医疗保障系统，可以明

显降低战场上的死亡率，正在成为野战医疗保障装备建设的新

重点。

２　信息化武器装备具有的特点

２．１　作战体系的一体化、无人化和智能化
作战体系的一体化是谋求武器系统总体最佳化的一种系统

工程方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系统或

机械结构，把分立的武器装备连成一个有机整体，集多功能于一

身，使之达到整体作战效能最佳化。信息在战场上的大量增加

和自由流通，极大地促进了军队的纵向和横向联系，从而使军队

打破了系统的界限，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此外，在科技飞

速发展的今天，方方面面的技术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有

国外的军事专家预言，３０年后，战争将主要由计算机和无人驾驶
的坦克、火炮、飞机、机器人、导弹等智能武器进行。如美国发表

的《２１世纪战略技术》一文中指出：“２０世纪地面作战的核心武



器是坦克，２１世纪则可能是军用机器人。”就目前情况看，机器
人系统正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优势，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机器

人将最终导致战场的无人化。

２．２　战场态势感知实时化、多频谱化
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也是将信息优

势或制信息权转化为战斗力优势的关键。现代战争强调通过战

场互联网络，实现战场信息的实时共享，从而及时采取行动，最

大限度地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多频谱探测是准确、全面感知

战场态势和识破伪装的重要手段。信息化的作战平台大都根据

作战需要，配备了多频谱传感器。例如美国的 ＰＨ０ＷＬＥＲ机器
人，装有３台可加装夜视装置的摄像机，还配有激光测距仪、红
外热视仪、多普勒雷达等，可以利用致命和非致命武器，对所发

现的目标作出合适的反应。

２．３　战场防护主动与被动相结合
防护可分为主动防护和被动防护。主动防护指对来袭目标

进行硬摧毁或使其偏离被袭击目标的措施；被动防护指对己方

的平台进行加固，减少被摧毁的措施。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己方的生存能力。世界上第１个陆军
主动防护系统是俄罗斯的“阿雷纳”主动防护系统。它安装在

Ｔ８０坦克上，由多用途雷达、快速反应定向弹药和控制装置组
成。雷达能连续不断地搜索目标，一旦发现速度大于５０ｍ／ｓ的
目标，便对其进行跟踪，并将数据传送给计算机。计算机通过计

算，确定所选用弹药的种类及精确的发射时间。弹药发射后，在

空中起爆，并产生定向高能射流摧毁目标。此系统反应时间短、

防护方位宽、抗干扰能力强、可全天候工作，是一种先进、高效的

主动防护系统。

２．４　作战平台的轻型化和隐形化
平台的轻型化是装备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后，各军事强国根据冷战后的世界安全形势和军事需求，对

发展轻型、灵活和快速的平台非常重视。例如，美国正在开发的

“未来作战系统”，即第四代主战坦克，改变了传统的依靠增加装

甲厚度来增强防护能力的设计观念，而是采用主被动相结合的

防护技术，使坦克的战斗全重仅为１５～２０ｔ，一架 Ｃ－１７运输机
可运载３辆（运载传统主战坦克只能运１辆）。英国陆军研制的
１５５ｍｍ牵引式榴弹炮，大量使用铝、钛合金材料，使火炮质量仅
３８ｔ，为相同口径和性能火炮质量的１／２。美陆军７５ｍｍ遥控反
坦克炮，连同一个弹药基数（６发），总质量不足２３ｔ，可由一架
“黑鹰”直升机运输。随着战场侦察和精确打击能力的提高，隐

身已经成为提高陆军装备作战和生存能力的重要手段。陆军作

战平台的隐身波段应该覆盖声、雷达、红外和可见光波段。以坦

克为例，在声波段应该降低发动机噪声；在红外波段，应采用隔

热发动机并对高温部位进行遮挡和冷却；在可见光波段，应采用

迷彩涂料进行伪装。

２．５　武器装备控制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
所谓数字化，是指把语言、文字、声响、图像等信息转换成数

字信息，在各作战平台之间的传输、处理，达到整个作战系统的

资源共享。所谓智能化，是指信息化武器采用计算机、大规模集

成电路及相应软件，使武器具有人脑的部分思维功能，且能利用

自身的信号探测和处理装置，自主分析、识别和攻击目标。所谓

网络化，是指利用信息网络将各种武器装备连接成为一个具有

互连、互通和互操作能力的装备体系。例如，美军的车辆综合电

子系统使所有采用该系统的平台综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

现了各电子设备信息资源共享，能实时接收和处理传感器信息、

车辆状况信息和战斗指令等，并向乘员显示。该系统还可以借

助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相关软件，对车辆的机动、火力和

防护等进行有效控制。

总之，从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含义及其特点可以看出，其目的

是为了在武器平台上综合集成信息获取、信息处理、指挥控制、

火力控制功能，也就是实现平台层次的指挥控制与火力控制一

体化。

伴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暴风骤雨，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

的浪潮正在世界军事领域奔涌。在战略需求的牵引下，横向一

体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批信息化武器装备投入使用，必将对未

来战争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我军只有紧紧把握新军事

变革的历史机遇，不断提高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水平，才能在世

界军事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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