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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运用应把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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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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要素联动”、“力量编

成”、“保障防护”３个方面探析了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运用应把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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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主席关于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
重要战略思想，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军建设的主要方向，也标

志着我军作战能力观的重大转变。全面认识和把握基于信

息系统的炮兵运用的特点和规律，寻求充分发挥炮兵作战效

能的最佳方法，是夺取未来战场主动权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

重要保证［１］。

１　强化信息掌控，实现整体联动

１．１　灵活准确的信息掌控是基础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作战，信息取代火力与机动成为作

战行动的基础，制信息权成为作战行动的先导［２］。基于信息

系统的炮兵运用，以军事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为平台，形成了

立体的战场信息网络，实现了战场信息的实时获取、传输和

处理，对信息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将使己方炮兵部队能看得

到敌人的动向、听得到敌人的动静，能帮助各级炮兵指挥员

直至单炮平台在计划、准备和实施作战时共同掌握战场态

势，驱除作战中笼罩的“迷雾”，使战场高度透明。

对信息的掌控已成为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作战的“焦

点”，作战行动也因此进入以信息领域为核心的时代［３］。在

信息高速流动的未来战场上，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要能赢得

各种强度和规模的作战，信息掌控能力将是基于信息系统的

体系作战能力生成的重要标志，灵活准确的信息掌控也为基

于信息系统的实时高效的指挥控制打下了基础。

１．２　体系要素整体联动是关键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单一兵种乃至军种独立遂行作战任

务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的将是联合作战或联合背景下的合

同作战。因此，在作战中更加注重的是体系要素的整体性，

体系要素的整体联动直接关系到部队作战能力的发挥，而基

于信息系统的炮兵具有完备的指挥信息系统，其炮兵的运用

完全可以依托信息系统实现体系要素的整体联动，从而大大

提高了炮兵的作战能力。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运用依托的是互联互通的一体化

信息系统，它能将炮兵的情报侦察力量、指挥控制力量、火力

突击力量、综合保障力量等紧密链接成为一个整体，并通过

有机整合，形成一个要素齐备、结构优化、功能互补、效能融

合的完整作战体系。围绕战斗行动，炮兵各作战要素能够进

行有效链接，可以实现从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突击到综

合保障等全要素的整体联动。体系要素的整体连动，大大提

高了基于信息系统炮兵的体系作战能力，使炮兵作战效能大

幅提升。

２　以数据链为融合剂，实现火力与信息、结
构的高度融合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运用要发挥其最大效能：结构是基
础，信息是关键。形成完备的作战体系，掌握实时的信息优

势，才能充分发挥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的优势。数据链就是

实现炮兵火力与信息和结构相融合的标准通信链路。数据

链技术是一种同一标准化条件下的镶嵌技术，不同武器平

台、作战单元和信息处理系统，只要按照规定标准嵌人同一

的数据链系统，就可以实现战场多个作战单元之间的信息共

享。运用数据链技术将炮兵火力、侦察监视平台、天基信息

系统和指挥控制中心联结成为一体化协调网络体系，从而实

现炮兵与各个平台和系统之间的情报信息交换，达到实时监

视战场态势的目的。数据链技术变炮兵传统的纵长横短的

“树”状指挥结构为纵短横长的矩阵式指挥结构，形成与其他

军兵种信息联通共享的扁平指挥网络，不但实现了信息与火

力的高度融合，而且大大提高指挥结构的生存率，增强了系

统能战度，充分发挥了炮兵的整体效能。

２．１　通过数据链建立共享信息感知优势，实现信息火力
一体

数据链将战场上的多级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以

及各级作战平台紧密连接在一起，实现信息、火力的高度融

合。一旦某一节点侦察到敏感目标或地面部队在需要炮兵

火力支援时，可立即通过数据链将敌方的目标信息进行实时



传输，使能参战的所有炮兵作战平台根据指令信息同时实施

打击或火力支援，从而摒弃了通过集中兵力实现集中火力的

方法，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信息的实时传输和共享来实现对炮

兵火力的控制。此外，信息与火力的融合缩短了炮兵火力反

应的时间，侦察监视设施或被支援单位也可通过数据链将火

力打击效果进行实时反馈，使炮兵“发现—打击—评估”这一

“火力打击链”的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从而实现炮兵发现即摧

毁的能力。

２．２　利用数据链整合平台与系统，确保炮兵火力打击体系
稳定抗

炮兵的侦察能力与武器平台的生存能力是影响火力与

结构融合的重要因素。数据链不但可以实现炮兵之间各平

台与系统的整合，而且可以实现炮兵与其他军兵种之间的系

统共融，使炮兵具有多样化的侦察手段和信息渠道。即使战

场上的某一个信息节点遭到破坏，炮兵仍然具有不间断的信

息获取能力。另外，信息与火力的融合，也就决定着炮兵的

兵力配置可以更加疏散、兵力运用更加灵活，从而提高了炮

兵武器平台的战场生存能力，这种“形散神聚”的炮兵火力体

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抗毁性。

３　注重装备技术保障，加强信息系统防护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指挥信息系统不断趋于健全和完

善，其炮兵武器平台的信息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信息系统已

经成为了炮兵作战的基本平台，炮兵作战将更加依赖于指挥

信息系统，所以必须保障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不被敌方干

扰和破坏。装备技术的保障和信息系统的防护已经成为了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作战的重要问题，给炮兵保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３．１　信息反馈必须实现准确及时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运用的突出特点是动态配置、机动

性强，这一新的变化的直接冲击就是，要求装备技术保障必

须也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能迅速、准确、主动地获取装备保障

需求信息，然后快速选择信息，实现装备技术保障。在战场

信息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实现保障需求信息的顺利、及时准

确地反馈到各级保障组织，是实现装备技术保障的必备条

件，唯有获取到准确的信息才能真正实现准确、及时的技术

保障。

３．２　保障方式抛弃“概略”转向“精确”
传统的装备技术保障，由于管理体制陈旧，对保障信息

动态掌握不准，基础信息准备不全面，信息标准不统一，对各

类装备物资保障只能依靠指挥员的经验判断，取其“大体”求

个“概略”［４］。“概略式”的装备技术保障，使保障达不到所

需的要求，影响作战行动；或者保障量偏大，浪费作战资源。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其装备技术保障量大、品种多，环节复

杂，仅仅对装备技术保障活动进行概略的分析是不够的，必

须从数量上、时间上作精确的把握［５］。要及时地把握真实信

息，必须要求有专业技术保障人员进行实时考察，并进行及

时处理。

３．３　保障体系必须学会险中求生
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作战，交战双方的火力将以打击对

方的作战体系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为主，而炮兵的装备技

术保障系统由于其展开幅员大、不易隐蔽、本身防护能力弱

且对装备战斗力发挥起着关键性作用，势必成为敌人火力打

击的首选目标。在这样残酷的战场条件下，技术保障体系的

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其生存系数变得越来越低。因此，

武器装备技术保障体系要完成其保障任务，不得不面对巨大

的生存挑战，在危险中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

３．４　防敌“硬”打击与防敌“软”压制相结合，保证战场指挥
信息系统的安全

防敌“硬”打击，即加强对敌方火力摧毁和特种部（分）

队袭击的防护，从而保证我方战场炮兵作战力量结构的稳

定［６］。防敌“软”压制主要是指对敌方电磁干扰、电磁压制

的防护，从而保证己方指挥信息系统的畅通，炮兵武器系统

的互联互通。基于信息系统的炮兵运用过程中，既要确保对

敌“硬”打击的防护，又要重视对敌“软”压制的防护，防“硬”

与防“软”相结合，电子战应贯穿于炮兵运用的全过程。

一是提高炮兵火力打击指挥、控制与协调系统的可靠

性，使指挥、控制与协调系统按各战术功能保持良好的运行

状态，特别将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位的信息设备，应使技术人

员实施不间断地监视和技术保障，并提高操作人员抗干扰能

力，能够在各种抗敌电磁干扰中，熟练、快速、准确地操作，有

效地排除干扰。

二是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电子对抗优势。就是把有限的

炮兵电子对抗力量集中使用于主要作战方向上，对敌方指挥

系统实施强有力的电磁干扰，与作战过程相协调，把握有利

时机突然使用，在关键时节造成敌指挥中断，迫敌于被动。

三是运用“硬”杀伤手段直接摧毁敌电子干扰设备和通

信枢纽，削弱敌电子对抗优势，以保障己方电子设备的正常

运行，或以小分队的突然袭击行动将其摧毁。

四是巧用电磁欺骗、电子佯动等手段，欺骗迷惑敌人，造

成其判断失误。在我主要指挥网络使用时，还可运用地区干

扰系统和空中电子干扰飞机实施拦阻式干扰或瞄准式干扰，

形成定向屏障，使敌无法实施窃听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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