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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空兵精确指挥问题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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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防空兵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防空兵指挥精确化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通过分析影响

防空兵精确指挥的因素，研究防空兵精确指挥的主要内容，提出提高防空兵精确指挥能力的几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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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Air-Defense Forces Precise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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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f air defense forces weapons and equipment, 
precision command of air defense forces and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air defense forces precise command, studi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air defense forces precise command, gives measures of 
precise command abi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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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防空兵部队指挥信息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和

空袭兵器的信息化精确度的不断提高，防空兵精确

指挥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研究和探索提高防空

兵精确指挥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影响防空兵精确指挥的主要因素 

1.1  防空兵指挥者 

防空兵指挥者指遂行防空兵指挥任务的指挥员

和指挥机关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通过对部队领导、

组织和协调活动对防空兵指挥行动产生作用[1]。它对

防空兵精确指挥的影响主要有 2 方面：第一，指挥

者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指挥决策的科学性；第二，指

挥者相互间配合的好坏影响着指挥决策的时效性。 

1.2  防空兵指挥手段 

防空兵指挥手段是指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

属部队作战行动实施指挥所使用的工具、器材及方

法、措施 [1]。指挥的每一道程序都依赖于一定的指

挥手段。离开了指挥手段，精确指挥便无法进行。 

1.3  防空兵指挥方式 

防空兵指挥方式是指防空兵指挥员及其指挥机

关实施作战指挥活动时所采取的指挥方式和指挥形

式的统称 [1]。它包括指挥权限和指挥层次方面的不

同形态，又包括指挥状态和之前器材方面的不同手

段等。它对防空兵精确指挥的影响主要有 2 个方面：

第一，指挥方式运用的好坏影响防空兵精确指挥效

能的发挥；第二，指挥方式运用的正确与否影响防

空兵精确指挥部队作战行动效果。 

1.4  防空兵指挥信息 

防空兵指挥信息是指保障指挥活动正常进行的

各种信息。指挥信息是指挥内容的载体，与指挥手

段一起构成了作战指挥活动的纽带，起着不可替代

的联结和粘合作用。它对防空兵精确指挥的影响有

2 个方面 [2]：第一，指挥信息的实时性影响防空兵

精确指挥的效率；第二，指挥信息的正确性影响防

空兵精确指挥的质量。 

2  防空兵精确指挥的内容 

2.1  精确分析 

精确分析是精确决策的基础，也是防空兵精确

指挥在分析判断情况阶段的必需工作，主要包括对

敌情、我情、地形、电磁环境和社情等情况作出准

确及时的判断 [3]。重点是对空袭规模、空袭强度、

空袭兵器、空袭编队、空袭航路、空中目标价值度、

目标威胁度、目标有利度和目标识别等情况的精确

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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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精确决策 

精确决策是精确指挥的核心。决策活动是指挥

者对作战目的和作战行动进行运筹谋划、定下决心

和制定作战计划的思维活动和工作过程。精确决策

是在对各种情报信息收集处理的基础上围绕作战重

心和关键环节，采取科学的决策方法，对作战行动

进行精确筹划，对制定的各种作战行动方案进行选

优，最终形成周密、可行的作战计划。 

2.3  精确控制 

精确控制是实现精确指挥的一个关键环节，要

求指挥者充分利用信息优势和自动化指挥手段，全

面细致地掌握战场情况，力求在最适当的时机、地

点，以最适当的方法，以最小的代价达成作战目的，

其主要表现为对作战的目标、时间、空间和效果等

方面进行精确控制。 

2.4  精确评估 

精确评估是精确指挥的重要保障，是精确指挥

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显著标志，是科学判断战场态势、

有效控制战场局势、准确把握作战进程、达成指挥

高效的重要环节。根据侦察探测系统提供的情报反

馈，利用效果评估理论、方法和仿真技术，对指挥

过程和在作战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一是精确

的毁伤评估。通过对目标打击效果进行评估，确定

对哪些目标的打击达到了预定的毁伤要求，哪些没

有达到预定的毁伤要求，从而掌握目标遭到打击后

的毁伤程度，增强下一次目标选择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二是精确的预案评估。对拟制的作战预案进行

比较、分析和判断，从而协助首长确定最优和最佳

方案。三是精确的风险评估。重点对行动中可能遭

遇的风险进行评估，查找作战行动的薄弱环节，制

定相应的控制措施，以降低行动的风险 [3]。 

3  提高防空兵精确指挥能力的几点思考 

3.1  培养高素质防空兵指挥人才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防空兵精确指挥对

防空兵指挥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

防空兵指挥者的综合素质可以从 3 个方面着手：一

是安排防空兵一线指挥者到专门的院校进行学习或

者聘请专家和部队优秀指挥者来部队授课。通过有

组织地传授知识和进行严格正规的技能训练，可以

夯实基础知识，精深专业知识，拓宽知识面。在此

基础上不断更新和丰富知识体系，突出掌握防空兵

精确作战理论和精确火力毁伤理论。二是经常组织

指挥者利用计算机作战模拟和实兵对抗演习。通过

计算机模拟和实兵对抗演习，把演习想定和命题的

战场设计连接起来，在实践中了解和掌握新的武器

技术装备和作战指挥手段，在实践中探讨、检验新

的作战思想和战法。三是安排基础素质训练。比如

胆识训练、谋略训练和意志训练等，通过这些训练，

提高防空兵指挥者在实战中的实际精确指挥能力。 

3.2  优化侦察预警能力 

一是统一使用侦察预警力量。统一筹划调配和

使用国家、各军兵种和人民防空组织的侦察预警力

量，将陆、海、空三军的防空预警探测系统连接起

来，实现情报资源共享，实现立体多向全覆盖的预

警探测。通过链接组网，实现资源共享、空情共享，

使各防空部队能够全面掌握所在作战区域的控制目

标情况，增加对各类空袭兵器的预警时间，争取防

空作战的主动权。二是不断完善侦察预警系统 [4]。

重点构建“远方空情网”、“近方空情网”和“对空

观察哨网”，并通过“空情传输和报知网络”实现“三

网和一网”形成防空兵侦察预警网络，全面、实时、

精确的掌握和处理空情。三是综合运用侦察预警手

段。综合运用分布于地面、海上、空中、太空的侦

察卫星、预警机、侦察机、电子侦察机、雷达站和

无线电技术侦察站、海上侦察船等各种侦察平台，

灵活运用光、电、热、磁等多种手段，充分发挥各

种侦察平台和侦察手段的优势，确保空情获取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四是科学部署侦察预警力量。

按照“覆盖全区、突出重点、纵深梯次、互为补充、

混合部署”的原则和遵从“侦察方向与次要侦察方

向相结合，以主要侦察方向为主；高空侦察与低空

侦察相结合，已低空侦察为主；前沿侦察与纵深侦

察相结合，以前沿侦察为主”的要求部署侦察预警

力量。确保空情预警的全面、准确、连续、稳定 [5]。 

3.3  优化防空兵指挥体系 

防空兵指挥体系是否适应我军防空兵的现状和

现代防空作战的需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防空兵精

确指挥效能的发挥。科学合理、精干高效、快速灵

敏的指挥体系是实施防空兵精确指挥的重要依托。

一是依托防空兵指挥信息系统把传统“树状”结构

的指挥体系变为扁平“网状”结构指挥体系。其结

构特点是外形扁平、横向联通、纵横一体。其突出

优点是信息传输快，抗毁能力强，能够减少指挥层

次，缩短指挥周期，加快指挥速度，提高指挥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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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尽可能多的作战单元同处于一个信息流动层次，

实现各作战平台之间实时信息交换。二是灵活多样

的指挥编组。在功能结构上，实现多功能模块组合；

在编成形式上，信息流程链路闭合，便于指挥控制

与协调。三是处理好纵横融合的指挥关系，实现各

防空参战力量协调一致地行动，便于实施精确指挥[6]。 

3.4  优化决策有效度 

信息化条件下防空兵作战样式多样、攻防转换

迅速、作战节奏快、战场态势变化急剧，敌对双方

在争夺空间和时间的斗争中极其激烈。防空兵指挥

员必须在短时间内科学精确筹划作战资源。要实现

这一目标，如果仅仅依靠现行的辅助决策能力和指

挥员的主观努力，很难在战况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实

现防空兵精确指挥，必须优化决策有效度。一是增

强参谋团体的辅助决策作用，通过对参谋团体进行

分析和判断问题的理论讲授，提高相应的理论水平，

同时，通过大量的模拟训练增加他们的实战经验。

二是积极研制智能型辅助决策系统。以数学科学为

工具，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日益成熟的决策支

持技术实现定量计算。三是要改善辅助决策系统的

模型库系统和推理机制，结合当前一些新的方法和

理论在射击指挥辅助决策上的应用，改进辅助决策

系统所使用的各种理论和模型，使其更加科学。四

是注重发挥人—机结合优势。科技如何的发展也取

代不了人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指挥员要在评估的

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指挥经验作出决策。人机

优势互补，加快决策的速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7]。 

4  结束语 

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精确指挥是防空兵发展的

一种必然趋势，只有正确地析影响防空兵精确指挥

的要素和其包括的内容，才能从根本上找到提高防

空兵精确指挥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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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再生样本的统计量，并求解待估计参

数。根据式  (10) 和  (11) 对均值和方差进行估计，

由 weibull 分布的性质可知： 

( )E x = ( )1 1α βΓ +            (17) 

( )D x = ( ) ( )2 21 2 1 1α β β Γ + − Γ +       (18) 

式中， ( )Γ ∗ 是 gamma函数， ( ) 1

0
da xa x e x

∞ − −Γ = ∫ ， 0＞a 。

通过均值及方差的估计值可计算出参数α 的估计值

β 分别为：300.466和 0.781 3，则最终的参数估计

值为 α̂ =297.622， β̂ =0.768 7，可靠性函数为 ( )R x =  

( )0.768 7
exp 297.622x −

 
，基于此可对零部组件任意时

间的可靠性进行评估。 

4  结束语 

笔者结合先验信息，阐述 Bayes Bootstrap方法

在小子样条件下的可靠性评估方法和过程。通过改

进权重设置方法，使评估结果更加合理，最后以一

种具有 Weibull分布特征的导弹装备零部组件为例，

探讨了该方法在其可靠性评估中的应用，较好地解

决了小子样条件下的可靠性预测精度问题，可为新

型导弹装备列装时装备维修保障资源的配置提供决

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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