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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确了炮兵作战要素的划分以及各作战要素相互关系，分析了基于信息系统炮兵作战要素集成训练的编组形

式、训练内容和训练流程，为形成炮兵体系作战能力提供了有效的训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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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以及
信息化战争的产生和发展，未来作战不再是单个作战单元、

作战要素之间对抗的简单叠加，而是建立在各种作战单元、

作战要素高度融合基础上的体系之间的对抗，作战胜负主要

取决于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１－２］。炮兵是以火力遂行战斗

任务的兵种，是我军陆军火力打击的主体力量，在未来信息

化战争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因此，加速形成炮兵体系作战能

力，是炮兵部队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炮兵部队编成内专业多，战斗力构成要素复杂，形成体

系作战能力难度大。炮兵作战要素是形成炮兵体系作战能

力的基础，其整体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各能力要素的高低强

弱。因此，提高炮兵体系作战能力必须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切

实抓好炮兵作战要素集成训练。

１　作战要素的划分

炮兵作战要素是指构成炮兵作战能力的重要因素，主要

包括指挥控制、侦察情报、通信保障、火力打击和后装保障５

大要素，在指挥信息系统的支撑下，各要素之间高度集成、互

融一体，其相互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作战要素相互关系

　　指挥控制要素主要由炮兵部队各级各类指挥机构以及
侦察力量、火力打击力量、保障力量所具备的指挥控制手段

构成，是炮兵作战的核心要素，具有横向达到炮兵部队所有

作战要素、纵向到达基本武器平台的纵横一体的、扁平化、一

体化指挥控制能力。



侦察情报要素主要由情报信息中心、各级观察所、各类

雷达站、侦察车及炮兵侦察校射无人机等侦察实体构成，具

有全天候、多手段、空地一体的情报侦察能力。该要素在指

挥控制要素的统一指控下，完成战场态势共享，是炮兵部队

作战的情报来源。

火力打击要素主要由炮兵部队各营、连战炮分队构成，

在指挥控制要素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各保障力量的支援

下，在侦察力量的支持下，完成火力打击行动。

后装保障要素主要由伴随保障力量、支援保障力量、基

本保障力量，以及指挥控制力量、侦察力量、火力打击力量所

具备的保障态势感知手段构成，具有精确适量的综合保障能

力，确保指挥控制效能有效发挥。

通信保障要素主要由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火力打击、后

装保障要素所具备的各种通信手段构成，确保各要素系统互

连、信息互通、应用互操作，是指挥信息系统的基础通信

平台。

２　作战要素集成训练

炮兵作战要素集成训练主要是对炮兵部队各级所涉及

的诸要素实施跨建制编组训练。按照自下而上、单要素逐级

集成的原则，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将同一作战要素范围内的各

作战实体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进行以“信息流”为主线的训

练，实现单一功能要素的横向连接、纵向贯通，为形成炮兵体

系作战能力打牢基础。

１）侦察情报要素集成训练。训练的对象是情报信息中
心、各级观察所、各类雷达站、侦察车及炮兵侦察校射无人机

等侦察实体。将炮兵部队编成内的所有侦察实体按照可能

担负的任务进行战时编组，在炮兵群基本指挥所侦察情报组

的统一指挥下，针对同一个训练课题实施制定侦察计划、展

开侦察部署、实施侦察行动、处理情报信息等内容的训练。

重点是情报信息融合和系统整体联动训练，达到各种任务空

间的情报信息无缝链接的要求，实现侦察探测、分析处理、分

发共享和信息传递一体化。侦察情报要素集成训练流程如

图２所示。

图２　侦察情报要素集成训练流程

　　２）指挥控制要素集成训练。主要是针对战时编组的炮
兵群、营、连三级指挥所之间的集成训练。按照指挥信息系

统运行流程，设置分析判断情况、定下作战决心、拟订作战计

划、组织协同动作、控制部队战斗行动、评估作战效果等训练

内容。实现任务受领、情报分析、综合决策和实时控制一体

化。指挥控制要素集成训练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指挥控制要素集成训练流程

　　３）通信保障要素集成训练。由炮兵部队通信部门带通
信分队，编组炮兵群基本指挥所通信保障组、各级通信节点

和通信分队，设置制定保障计划、建立指挥信息系统、实施作

战信息传输、管控协调电磁频谱、组织实施电磁防御等训练

内容。实现计划拟制、信息传输、管控协调、自主防御一体

化。通信保障要素集成训练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通信保障要素集成训练流程

　　４）火力打击要素集成训练。是指炮兵群各营、连战炮
分队按照同一个训练课题，在炮兵群阵地指挥组的统一组织

下，围绕快速进行战斗转换、快速完成射击准备、快速执行射

击任务、快速组织阵地防卫等内容进行的整体联动训练。可

采取群带营、营带连的方式，按照想定作业、情况诱导、综合

评估的方法组织。通过训练，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将分散配置

的打击力量按任务和作战要求进行编组及融合，实现目标选

择、火力确定、打击行动、毁伤评估一体化。火力打击要素集

成训练流程如图５所示。
　　５）后装保障要素集成训练。是指后勤、装备保障分队
按照同一个训练课题，在炮兵群后方指挥所的统一组织下，

围绕保障信息获取、保障方案优化、保障行动实施等内容进

行的整体联动训练。从而及时掌握部队弹药、油料、物资、器

材的保障需求，准确计划和实时协调保障力量，实现后、装保

障行动一体化。后装保障要素集成训练流程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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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火力打击要素集成训练流程

图６　后装保障要素集成训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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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本文首先对带折扣声纳装备批量采购模型进行了修正，

使其更符合实际情况。进而基于该类问题最优解的性质，应

用遗传算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求解，结合动态规划最优性原

理，着重优化了编码方案的设计，确保算法可收敛到全局最

优。同时遗传算法作为启发式算法，比动态规划法有更好的

寻优速度。此外，遗传算法构造简单，可方便的进行拓展以

解决更复杂的问题。计算结果也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方法的

有效性，可对工程实践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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