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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自动化及其辅助决策技术研究

胡　妍，黄永峰
（中国兵器工业第２０３研究所，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为了满足作战指挥系统的自动化需求，将信息获取技术、信息融合技术应用于作战指挥系统中，分别

建立了针对作战指挥系统的目标情报处理、火力计划及火力分配辅助决策模型，并借助作战单元打击目标的

仿真实验对其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辅助决策模型取得了准确合理的分配结果。因此，辅助决策技术能够

很好的增强作战指挥信息化程度，实现作战指挥的自动化，进而提高作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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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战指挥自动化是在作战指挥过程中，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借助各种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及作战指

挥的计算机自动管理。它以提高作战效率为最终目的，

是对现代作战指挥技术的一种完善和提高手段。辅助决

策技术是作战指挥系统实现自动化的关键，近年来大量

学者和工程设计人员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１－３］。

１　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体系构成

传统的作战指挥模式是一种封闭式的系统运行

模式，信息交互与处理仅限于指挥系统内部。受作战

规模、地域、作战编队人员和武器装备种类、数量等因

素的影响，这一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战争的需

求。实现作战指挥的自动化已成为当前提高作战效

率的首要问题。然而，作战指挥自动化依赖于武器装

备的信息化能力，在上级指控单位建立作战指挥控制

信息化系统，可根据实时态势，在正确的时间将准确

的指挥信息传输处理并下发给对应的执行平台。在

这一过程中借助辅助决策技术，实现作战指挥的信息

化，可有效缩短指挥时间，提高作战效率［４］。

图１　作战指挥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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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具有的功能，经研究验证，将作战指挥系统分为情报

处理、火力计划、火力分配及保障请求四个模块，见图１。

２　辅助决策模型的设计和实现

２．１　目标情报处理模型

目标情报处理是对接收到的目标信息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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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目标情报处理模块可以查看接收到的原始目标

信息，同时可以对目标信息进行筛选、融合、威胁度计

算，处理后的结果以供火力计划或火力实施使用。

图２　目标情报处理组成

目标情报处理

由目标预处理、目

标融合、目标筛选

和威胁度计算四部

分组成，见图２。

目标预处理是

对接收到的目标信息进行规范化处理，把目标类型归

为指挥系统统一的十六大类目标，再按照协议规范对

目标报文进行打包，并根据一定规则过滤掉过期目

标，使其符合作战指挥系统处理的需求。

目标融合是对一定时间内各种来源的目标数据进

行补充和合并，消除数据重叠或冗余，提高了目标数据的

完整性和可信性。其中位置融合可采用下式计算：

犛ｖ＝ （犡１－犡２）
２＋（犢１－犢２）槡

２ （１）

当上述值小于一定数值时融合。

目标筛选是根据作战分队阵地位置及目标状态

信息，按一定的规则判断目标的可达性，排除无法射

击的目标。当射程太近或者太远，超出导弹可攻击区

域时排除目标。计算方法如下：

（犡＋犞狓狋）
２＋（犢＋犞狔狋）槡

２
≤犛ｍａｘ （２）

（犡＋犞狓狋）
２＋（犢＋犞狔狋）槡

２
≥犛ｍｉｎ （３）

不满足上述条件则不能射击。此外，当导弹飞行

轨迹内存在障碍物，或目标速度大于一定值，或目标

位于导引头盲区时，均不可打击目标，见图３。

图３　导引头盲区

目标威胁度计算是

根据战场态势、目标信息

属性和目标价值因子，计

算出目标对于我方的威

胁程度，并为指挥员辅助

制定打击顺序。战场态

势包括目标与我方阵地的距离，目标运动速度等。目

标信息属性包括类型、运动方向等。目标价值因子是

一个模糊的概念，文中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为每个价

值因子赋予一定的权值。如重型坦克的威胁度一般

大于轻型，运动方向面向我方阵地时威胁度大于远离

我方阵地时的。威胁度计算公式如下：

犠犼 ＝ 
４

犻＝１
狑犻犳犻，犼＝１，２，…，狀 （４）

其中有４个因素影响威胁度，分别是距离、类型、

速度和运动方向。

２．２　火力计划模型

火力计划模型是作战部队预先筹划打击敌方目

标所制定的计划，目的是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火力，

有效地组织部队协同作战，并准确估算所需弹药种类

数量。制定合理的火力计划，对于充分发挥作战部队

的作战效能，完成战斗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火力计划功能结构描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火力计划功能结构描述

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

确定打击目标
调用情报处理，依据战术原则，生成可打

击目标列表。

进行火力分配

依据目标信息、作战部队信息和火力计划

的原则，确定各作战单位的弹药信息，并

且界面显示。

生成火力计划 生成火力计划表

２．３　火力分配模型

火力分配是根据目标当前位置、目标运动速度、

作战单位当前的位置、状态等因素，决定适合打击目

标的单位，确定弹种和弹数［５］。

对于单个目标进行打击时，指挥员下达火力实施

命令，则拟制模型的条件如下：

１）射击单位火力实施状态正常；

２）射击单位装载的弹药数量、弹药种类与目标

相符；

３）要打击的目标对于射击单位不能被筛选掉。

对于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时，指挥员下达火力实施

命令，此时拟制模型的条件为：

１）射击单位火力实施状态正常；

２）射击单位装载的弹药数量、弹药种类与目标

相符；

３）要打击的目标对于射击单位不能被筛选掉；

４）不能出现火力交叉。

建立模型如下：

１）设打击单位对象集为犉＝ 犳１，犳２，…，犳｛ ｝狀 ；

２）设打击单位状态集为犛＝ 狊１，狊２，…，狊｛ ｝狀 ，其中

狊犻＝ 不能发射，｛ ｝其他 为第犻辆打击单位状态；

３）设打击单位弹药集为犃＝ 犪１，犪２，…，犪｛ ｝狀 ，其

中犪１＝ 犪犻１，犪犻２，…，犪｛ ｝犻犽 为第犻辆打击单位弹药状态；

４）设打击的目标集犕＝ 犿１，犿２，…，犿｛ ｝狇 ；

５）设目标弹药需求集犃ｍ＝ 犪ｍ１，犪
ｍ
２，…，犪

ｍ
｛ ｝狇 ，其

中犪ｍ犻 ＝ 犪ｍ犻１，犪
ｍ
犻２，…，犪

ｍ
｛ ｝犻犽 为第犻个目标的弹药需求

属性；

６）根 据 坐 标 对 犕 ＝ 犿１，犿２，…，犿｛ ｝狇 和 犉＝

犳１，犳２，…，犳｛ ｝狀 进行排序，根据第狊个坐标的犪
ｍ
狊，搜索排

·０８１·



　第１期 胡妍等：作战指挥自动化及其辅助决策技术研究

序后的集合犉，判断其状态集犛和弹药属性集犃，当犳犻

的狊犻＝｛ ｝其他 且犪犻犼≠０时，建立其对应关系；

７）判断是否出现火力交叉，若无，则完成，若有，

则不能同时火力实施。

３　仿真实验

采用以上模型对８个作战单元打击８个目标进

行仿真验证，各作战单元的火力实施状态、弹药属性

分别见图４和图５，仿真结果见图６～图８，原始目标

列表中的８个目标，经过情报处理，筛选掉射程不符

合的目标１和４、速度不符合的目标３，目标２、５和６

融合为目标６，计算出各自威胁度后，只有３个目标需

要打击，根据各作战单元的能力状态和弹药状态，进

行火力计划和火力分配，预测弹药消耗数量，并给出

分配结果。从结果中看出，目标类型与弹药种类匹

配，没有出现火力交叉，分配结果合理。

图４　各作战单元火力实施状态

图５　各作战单元弹药属性

图６　目标情报处理

图７　火力计划

图８　火力分配

４　结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必将把指挥控制推上新

的时代，它将改变传统的作战指挥理念。指挥自动化

在未来战场中的作用、地位日益突出，呈现出新的发

展趋势。由于辅助决策技术在作战指挥控制中的广

泛应用，作战效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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