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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装甲装备信息化发展趋势
梁中堂，牛志亮，高光杰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所，内蒙古包头市 014032）

摘要：未来战场将会成为信息化战场，装甲装备信息化是占据战争主动权的首要保障，实现装甲装备的信息化事关国防安全，

同时也是陆军装备信息化建设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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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过最近几次局部战争可以看出，未来战争的形态将会是信息化战争，战争胜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

战双方所占据的信息优势与信息掌控能力，即对战场态势信息的获取与综合运用能力，因此，装甲装备信

息化是其未来发展必然趋势。

1 装甲装备信息化的优越性

传统武器系统主要通过物资和能量来提高武器系统作战效能，信息化通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结合信

息、物资、能量科学等各方面因素提高装甲装备的作战效能。

装甲装备信息化指的是配备多种通信设备以便于上级和友邻互通作战信息；配备多种多样探测设备探

测敌方目标，为精确火力打击提供目标信息；配备多种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及其联网，为作战行动及时和有

效提供辅助信息，并且还具有良好优化的人机交互方式，充分利用己方和对方信息，并保护己方信息不被

对方利用的能力
【1】。

装甲装备信息化优越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

1.1 装甲装备信息化增大了战场观察范围，具备全天候、多频谱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装甲装备信息化能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实时化”，装甲装备获得的战场信息，不再仅限

于自身目视和借助观察器材的观察范围，一切分布在战场上己方作战平台的信息都能实现实时互通互联。

装甲装备信息化使装备具备了全天候、多频谱的战场侦察能力，能最大可能消除气雾、霾及战场烟雾等不

利因素的影响，通过多传感器融合技术提高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和目标识别能力，增大战场观察范围，生成

清晰明朗的统一战场态势图像。

1.2 装甲装备信息化增强了远距离打击能力，支持动态多目标全程精确打击能力

装甲装备信息化通过各种采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侦察监视手段和预警告知手段能够为装备实施远距离

射击提供实时的目标信息。比如，采用制导化的炮弹可对超视距范围和遮蔽物后的点状目标实施有效攻击。

因此，装甲装备信息化能够快速有效地利用战场态势图，实时地了解敌我态势，及时发现目标，实现对目

标的全程精确打击。

1.3 装甲装备信息化具备一体化指控能力

一体化指控能力包括系统通信能力和互联互通能力，装甲装备信息化能够实现实时准确的信息传递，

具备多功能、多业务、数字化、大容量的通信能力，在保障通信网络安全保密的基础上实现网络信息互联

互通。

1.4 装甲装备信息化使装备具备协同作战能力

装甲装备信息化是诸兵种之间协同作战的基本通道。协同作战要求战场信息能够快速、准确的传递。

信息化能够使装甲装备武器平台具有优越的信息传感、信息融合与信息控制的能力，使诸兵种之间协同作

战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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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甲装备信息化国内外发展现状

为适应未来作战需要，在信息化战争中占据主动权，各国都相继对本国装甲装备进行了信息化系统配

备。

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装备了新型战场管理系统，通过车内数据总线将指挥、控制、导航、操作

等系统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模块化和互操作性可确保操作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要

求；美国现役的 M1A2 和 M1A2 SEP 主战坦克也配装了最新的数字化指挥、控制、通信和导航装备，能更

好的融入美陆军旅及旅以下部队战斗指挥系统的数字化指挥系统；英国陆军正在为“挑战者”安装 PBISA 战

场管理系统，为坦克提供综合作战管理能力
【3】。

国内陆军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努力，作为平台信息化核心的综合电子技术经过探索、

预研、单项技术应用、系统演示验证、型号应用等发展阶段，取得系列化的成果。尤其是经过“十五”演

示验证，“十一五”预先研究和以“995 工程”为代表的型号建设，陆军装备综合电子系统完成了从无到

有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地面车辆多传感器信息的融合处理与共享、车内与车际之间的实时传递，形成了

车长、炮长、驾驶员甚至上级指挥员对车辆的掌控能力，为及时发现、快速反应、联合打击能力的形成，

提供了基本平台支持，为陆军装备数字化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总体来看，我国在装甲车辆信息化方面的发展还相对落后，与国外相比有一定差距，还处于刚刚起步

阶段，装备各分系统并没有全信息化。为了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要求，可借鉴国外当前所应用的可行性

方案，对装甲装备进行增强火力、提高自身防护水平、改善乘员的态势感知能力等适应性改进，完备车辆

的信息化程度。

3 装甲装备信息化发展趋势

装甲装备信息化是陆军装备信息化建设的重点领域，主要体现在战术指挥控制信息化和车辆综合电子

信息的应用等诸多领域。

3.1 单车信息化系统【4】

3.1.1 火控系统信息化

信息化火控系统打破了传统的火控系统体系结构，将武器综合控制功能融入整车信息系统中。采用模

块化、构件化设计，通过统一的接口方式，以构件的形式集成在信息系统中，实现信息交互的同时，完成

火控解算、目标跟踪、稳定控制、驱动等功能。

3.1.2 综合防护系统信息化

综合防护系统信息化指的是安装主动防护系统、空袭预警、核生化防护系统、探雷装置、反应装甲组

件以及假目标发生器和被动引诱系统等。其中防护系统各传感器可采用智能传感器和模拟传感器，智能传

感器通过总线通讯，可以实现系统内的信息交互、控制处理；模拟传感器信号通过采集控制单元实现信息

采集、获取、传送及共享。

3.1.3 一体推进控制系统信息化

通过采用动力传动一体控制及主动悬挂技术，可以提高传动效率和行驶平顺性，同时具有故障预警、

诊断能力、自主导航、规避障碍、自动驾驶和自动编队的能力。

动力、传动、行动等传感信息通过采集控制单元进行采集、获取和传送；通过总线通信实现各自的控

制功能。

3.1.4 定位导航系统信息化

定位导航系统信息化具有实时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功能。通过将稳定陀螺和惯性定位导航装置进

行一体化设计，可以形成高精度“惯性综合体”，为定位定向、火炮和观瞄装置稳定控制和远距离精确打

击提供惯性基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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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车辆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化

车辆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主要包括车电系统和指控系统两部分。

车电系统可以采用智能分配电技术，根据不同工况，不同流程合理设计电流输出、分配，同时改善车

内电磁环境；指控系统可以通过信息化改造使其进一步提高装备性能，发展红外搜索系统、高分辨率观瞄

设备、半导体激光测距仪、热像仪、战场侦察雷达等，实现目标自动探测、捕捉、识别、跟踪和射击一体

化。

3.2 车际信息化系统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良好的车际通讯和指控与协同作战能力能够实现车际间、与上级指挥机关和其它作

战平台之间战场实时信息的双向交流，从而使车辆的通信、指挥控制和综合作战效能大大提高。

在车际信息系统和战术互联网的保障下，每辆装甲战斗车辆都可以充当指挥平台，可避免因指挥车战

损而无法实施指挥的局面。指挥员在某一方向实施指挥时，不仅能获得当面的战场情况，同时也能获得其

它方向的作战信息，掌握整个战场态势，并根据实时的战场情况实施指挥。

车际综合电子系统作为坦克装甲车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坦克、步兵战车、自行火炮、指挥车、通信

车等实现信息化的关键之一。

图 1 车际信息化系统示意图

3.3 诸兵种协同作战

战争是一个团体协作的行为，不是个体的行动。在未来的信息化战场上，多兵种、多武器协同作战是

必然趋势。无人机、坦克装甲车、直升机、步兵的协同，海陆空一体的作战网，必将在未来的信息战中赢

得胜利。

协同作战首要关键是战场信息快速、准确的传递，因此，数字化、信息化装备将逐步主导整个战场。

信息化能够实现整个战场信息的高度共享，各级指挥员均可在了解上级意图的前提下，根据实时的战场态

势和战场信息，有效的火力支援诸兵种的战斗行动。

未来的联合作战，各武器系统都是开放、互联的系统，每个武器系统都是整个大系统中的组成部分【5】。

陆军装甲装备成为协同作战体系的一部分，必须以先进的信息化通信技术手段作为支撑，通过与其它兵种

的协同通信共同完成作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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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诸兵种协同作战示意图

4 结论

装甲装备信息化是未来作战装备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求，必须构建信息主导、

攻防兼备的陆军武器装备体系，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装甲装备的整体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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