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许三飞 野钞洋 军 事 论 坛

谈兵论道

现代战场上，电磁频谱已成为各作战领域能力迭

代升级的赋能器，联合作战中交战双方竭力争夺的焦

点。把握联合作战新质杀伤链背后的电磁赋能机理，

理清电磁要素与杀伤系统及其它要素的相互作用，揭

示电磁要素如何融入杀伤形成对抗优势，并取得胜利

的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是构建“电磁+”联合作战新质

杀伤链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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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战争面面观

在联合作战过程中，各参战力量

之间通过相互协同消除彼此行动上的

矛盾冲突，促使体系作战效能倍增释

放 ，实 现“1+ 1＞2”的 效 果 。 实 践 证

明 ，只 有 搞 好 协 同 ，才 能 实 现 合 力 制

胜。因此，应从联合作战的实际需要

出发，科学采取措施，不断提升作战协

同质效。

基于全局目标持续动态
牵引进行高效协同

作战体系内的各作战力量单元始

终在上级的决心意图框架内，紧紧围

绕自身任务目标的实现，筹划和组织

作战行动，相互协作配合，共同推动战

局 向 有 利 于 己 的 方 向 发 展 。 在 高 强

度、快节奏的现代战场上，时间就是武

器，效率关乎胜利，只有作战力量单元

之间高效地协同配合，在最短时间内

集聚优势效能，才能有机会占据作战

主导地位，赢得先机主动。因此，要明

确目标牵引指导，避免相互之间推诿

扯皮、制约掣肘，促进作战资源的合理

调 配 使 用 和 作 战 潜 力 的 充 分 挖 掘 释

放。在协同任务复杂交织的状态下，

联合作战行动的开展应始终瞄着全局

目标的最终实现，通过各作战力量单

元的密切配合，渐次完成一些阶段性

或局部性的目标，积小胜为大胜，最终

支撑总体目标顺利达成。

基于全维态势共同理解
认知进行主动协同

作战体系内的各级指挥机构及作

战力量在统一的作战体系框架内，并行

不悖地筹划和组织作战行动，同时感知

态势、同步思考问题、同频联动释能，齐

心协力形成整体合力。现代联合作战

已经由平台中心向决策中心转变，跨域

协同作战已成为集聚效能的常态模式，

而多域分布的作战力量要实现跨域协

同作战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对全维态势

的共同理解认知，唯此才能做到知彼知

己知友邻，主动配合塑造有利态势。要

依托战场情报侦察监视系统，形成详细

准确的全维作战态势图。各作战力量

单元可通过实时共享的态势图，在明确

任务区分和协同主次关系的基础上，突

出主要作战方向、关键作战阶段和重点

作战行动，主动组织作战协同，确保作

战行动顺利实施。

基于全时信息稳定可靠
交互进行快速协同

战场上的各作战力量要素依托纵

贯横联、具有韧性的网络信息体系，按

需快速建立局部协调行动网络，进行稳

定可靠、高速准确的沟通联络和信息交

互，实时协商解决作战资源利用、行动

时空确定、支援需求响应等方方面面的

矛盾冲突，从而减少作战效果对冲、战

场误击误伤、有利战机错失等不利情况

发生。在高强度、高烈度、高速度、大规

模的作战对抗条件下，要想获得信息优

势，确保各域行动之间能够协调一致、

快速实施，实现跨域优势互补、降维打

击对手，离不开稳定高效的通联交互。

为此，应依托覆盖作战全域的互联互通

网络，对集侦、控、打、评于一体的大型

多功能作战平台进行功能解耦，形成大

量功能更加专一的小型作战单元，并将

其散布在广域空间范围内。各小型作

战单元可根据作战需要，随时快速加入

某一协同网络执行任务，各作战单元行

动相互配合、互为支撑，作战效果叠加、

补充，进而塑造有条不紊、动态互促的

良好局面。

基于全域资源分布集约
联动进行精确协同

即根据协同任务需求，依托各作战

域内的传感器、指控节点等，通过动态

适配的组织模式，从分布在多域空间的

作战资源中任意抽取所需力量，跨域融

合形成能力互补、效能涌现的力量体

系，实现作战利益最大化。联合作战

中，精确作战对提高作战效能、实现持

久作战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而精确作

战行动的开展离不开精确协同的组织

实施。因此，应紧紧围绕统一的作战目

的，在确保完成任务的前提下，精确建

立信息通联、调配作战资源、匹配作战

任务、计算行动时限、划分作战空间、组

织支援保障，使用规模最小、数量最少、

效能最优的多域资源，依据战场实际情

况和基于对作战目标打击程度的需要，

实施精确计算基础上的集约高效释能，

力求做到适度、精准、恰当。

基于全面技术广泛有力
支撑进行自主协同

综合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5G、

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辅助建立

智联网络，深度挖掘态势信息，科学规

划匹配任务，实时交互传递指令，实现

有人无人作战力量编组之间的自主协

同配合。现代作战不是作战效能的逐

步释放和作战效果的线性叠加，而是

非线性、涌现性、自适应性、自组织性

等各种系统效应的融合。战场态势高

度 复 杂 、瞬 息 万 变 ，作 战 对 抗 异 常 激

烈，多种信息交汇形成海量数据。仅

凭人脑难以快速、准确处理如此海量

的 数 据 ，只 有 实 现“人 脑 +智 能 系 统 ”

的协作运行方式，才能实现人机协作

优势互补。在未来多维多域战场上，

为发挥自主协同优势，应充分发挥智

能化技术群的辅助作用，实现战场海

量多源多模态数据信息的自主汇总、

筛选、比对、融合、挖掘、分析，生成协

同方案计划，智能引导各有人无人作

战力量平台之间自主配合协作，共同

完成作战任务。

不断提升联合作战协同质效
■李玉焱 高 玮

战术战法创新历来是战争实践中最

活跃、最具变量的因素之一。当前，以新

技术、新功能、新模态为主要特点的新型

作战力量建设如火如荼，应当深入推动

相应战术战法研究，确保新型作战力量

建设行稳致远。

紧跟科技发展研运用之法。历次军

事革命反复证明，紧跟新技术发展探索

运用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方法，是获取战

场决定性优势的关键。在军事发展进程

中，“技术决定战术”是一条基本规律，其

一般逻辑是：新技术、新手段的发展启发

军事对抗领域新的发展方向，从而催生

出新的对抗领域、新的武器装备、新的作

战概念、新的作战力量等。然而，战争实

践并非严格体现这一规律，技术后发者

同 样 可 以 成 为 理 论 上 的“ 第 一 小 提 琴

手”，如坦克是英国人最早发明的，代表

机械化战争的“闪电战”却是德国人最先

掌握运用的。作为军事斗争的落地一

环，战术战法虽以装备技术发展为推动

力，但并不会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和武

器装备的开发而自动生成。战术战法创

新，主要依赖于对武器系统的技术优势

作深入分析，从而找到达成作战目的的

最佳方式方法和最有效途径。为此，要

深刻理解并善于捕捉新装备技术的军事

意义，特别是针对武器装备平台化、隐身

化、智能化和无人化等典型发展趋势，围

绕准确链接战法理论与科学技术之间的

内在联系，重点针对技术应用、场景构

建、装备研发、力量建设等重要问题，积

极探寻战术拓展方向和战法创新空间，

找出适用于新型作战力量的最佳作用

点，形成实在管用的战术战法。

紧贴体系作战研联战之法。现代条

件下，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作战要

素聚合形成战斗能力的过程发生深刻变

化，单一的作战力量、单打独斗的作战行

动已完全不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

从这点来说，无论什么性质、什么创新程

度的新型作战力量，都要以融入作战体

系为目标，在考虑新型作战力量运用时，

更要以体系作战为基本着眼。为此，要

深刻把握传统作战力量的新变化、新作

用、新趋势，深刻理解新型作战力量的新

手段、新能力、新行动，围绕充分融入联

合作战体系，一方面要切实明晰新型作

战力量的体系定位，如：是什么类型、什

么级别使用的作战力量，在体系中应当

如何使用特别是当归哪一级指挥控制，

与传统作战力量在什么层级融合、相互

间行动界面如何区分、指挥关系如何构

建等等，以此促进作战要素、作战单元、

作战系统直至整个作战体系的力量更

新、行动迭代。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方

法手段，以达成战术级深度融合为目标，

深化新旧作战力量以及多种新型作战力

量之间的力量编成、指挥通联、协同配合

等机制规范建设，促进各作战力量从简

单的“配合”走向深度的“融合”，有效保

障新旧作战力量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

信息力等作战效能发挥。

紧盯作战对手研破敌之法。正所谓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术战法通常具

有极强的针对性。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美 军 用“ 磁 性 战 术 ”对 付 我 之“ 礼 拜 攻

势”，又被我以“零敲牛皮糖”“坑道战”等

战术战法有效破解。这说明，要以敌为

镜、以敌为师，在相互对抗、磨砺中不断

发展前进。为此，要积极适应军事领域

竞争的新形势新发展，既要重视敌方武

器装备发展，更要关注其战术战法变化，

不断分析研究作战对手的强中之弱、优

中之劣，根据作战对手的作战特点、作战

样式、作战手段，聚焦作战力量运用、作

战空间利用、作战行动实施、作战目标达

成，形成针对不同对手、不同环境、不同

作战样式的具体的战术战法甚至作战概

念和战法体系。不仅要善于以我之“新”

击敌之“旧”，还要善于以我之“新”抗敌

之“新”，做到因敌而变、先敌而变，牢牢

把握对敌斗争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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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以 诈 立 ，出 自《孙 子 兵 法·军 争

篇》，强调了多变的战术和策略的重要

性。当前，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现代

战争制胜机理已发生深刻变化。面对

未来战场，古代兵法需要与现代战争相

互适应并不断创新。因此，兵以诈立有

了更新的战争诠释，但贵谋、善惑、出奇

作为兵以诈立的运用关键，仍具有重要

意义。

贵谋。用兵与用谋必是如影随形，

施计用谋乃是军事斗争的一条普遍规

律。兵以诈立是用兵之法中的一种术，

简单来讲就是计谋，大计是战略，小计

是 战 术 ，二 者 合 力 ，谋 的 就 是 战 争 全

局。“上兵伐谋”不是动辄就诉诸武力，

而 是 通 过 谋 略 达 到“ 不 战 而 屈 人 之

兵”。指挥员的谋划水平与战斗力的联

系更加紧密，主张以谋胜敌，积极研究

谋略，主动运用谋略。面对未来战场，

既要“有勇”，更要“有谋”。一方面，要

具有丰富知识。粟裕同志曾说，参谋人

员不但要懂得军事，而且要懂得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动员、配

合、调节。唯此，才能跳出业务一隅，跳

出视野局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作出

高人一筹的战略判断、谋略谋划，从而

赢得先机、增加胜算。另一方面，要注

重开动脑筋。在打法上应多维智取，多

用“巧劲儿”、少用“蛮劲儿”，摒弃一味

猛打硬碰，采用各种谋略方法，有效地

陷对手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困境，

使其丧失优势和主动。

善惑。作战时，指挥员要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善用巧妙的策略和计谋，隐

蔽己方真实意图，欺骗、引诱、迷惑对手，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从而创造出有利于

己而不利于敌的态势，实现自己的战略

意图。正如“空城计”中，诸葛亮以实掩

虚、以虚壮实，达成作战目的。现代战

争，高度透明的战场和快捷的作战节奏

加大了作战欺骗的运用难度，但并未使

作战欺骗减少，不断翻新的军事技术欺

骗成为新亮点，各类高科技伪装术频频

亮相，兵以诈立的思想依然适用。面对

未来战场，一方面，精确感知战场识敌。

战场情报来源的多元化、立体化，要求指

挥员应当学会借助卫星、无人机、雷达等

侦察平台“知天知地”，从而准确地收集

对手信息，识破其意图，扫清其制造的

“战场迷雾”。另一方面，精巧隐藏己方

惑敌。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给对手制造

“战争阻力”，综合运用电子伪装、电子佯

动、网络欺骗等欺骗方法，有效隐蔽己方

作战企图、兵力部署，达到迷惑、欺骗和

调动对手的目的。

出奇。战争谋略决策及实施应力

求 出 奇 制 胜 ，这 是 谋 略 运 用 的 重 要 遵

循。上古时期，用兵尊奉古军礼，多有

节 制 ，所 以 多“ 正 兵 ”；到 了 春 秋 时 期 ，

“ 兵 行 诡 道 ”，崇 尚“ 攻 其 无 备 ，出 其 不

意”，打破了僵化教条的“军礼”思维束

缚 ，奇 正 相 生 也 就 此 成 为 用 兵 之 要 。

以 奇 用 兵 的 决 策 于 前 ，造 成 对 手 错 觉

在后，从而实现出奇制胜，即任何一次

出其不意都是以奇为基础的。面对未

来 战 场 ，要 紧 盯 科 技 之 变 、战 争 之 变 、

对手之变，灵活进行战法训法创新，真

正 做 到“ 运 用 之 妙 ，存 乎 一 心 ”。 一 要

善 于 突 破 定 势 ，欺 骗 迷 惑 、虚 实 相 宜 ，

诱 导 对 手 判 断 失 误 ，主 动 创 造 有 利 态

势；二要敢于打破常规，创造性地运用

作战思想和作战原则，因变乘隙，发现

对手的失误或被动，达成作战突然性；

三 要 勇 于 合 理 冒 险 ，激 发 官 兵 决 战 决

胜 的 血 性 胆 气 ，以 创 造 致 人 而 不 致 于

人的态势。

刍议“兵以诈立”
■朱刚峰

挑灯看剑

现 代 战 场 电 磁 频 谱 深 度 融 入 并

赋能联合作战，以精确、分布、跨域为

典 型 特 征 的“电 磁 +”新 质 杀 伤 链 ，必

将带来联合作战力量设计、作战概念

开 发 和 作 战 指 挥 理 论 的 新 变 革 。 把

握 联 合 作 战 新 质 杀 伤 链 背 后 的 电 磁

赋能机理，理清电磁要素与杀伤系统

及其它要素的相互作用，揭示电磁要

素如何融入杀伤形成对抗优势，并取

得胜利的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是构

建“ 电 磁 + ”联 合 作 战 新 质 杀 伤 链 的

前提。

融入体系破击，快速
精确杀伤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

的对抗，强调要根据体系中的作用选

择打击目标，围绕目标筹划作战行动，

基 于 目 标 毁 伤 效 果 精 准 调 控 作 战 进

程。美军在其《联合目标工作》条令中

明确提出了目标工作要遵循系统性原

则，即要对目标进行系统化分析，以找

出敌方作战体系的弱点和重心。条令

中提出了包含“目标确认和优选级排

序、作战能力分析、兵力分配、目标评

估”等在内的完善的目标工作流程，用

以指导其对目标实施体系破击、精确

杀伤。

电磁要素“融入体系破击，快速精

确杀伤”赋能，基于体系作战，着眼于

嵌入联合作战毁伤能量的快速精准释

放过程和作用途径，强调精准化的目

标筹算与破击敌作战目标体系之间的

因果逻辑。这一机理的基本内涵，是

指将电磁侦察、电磁进攻及电磁频谱

管理等融入目标体系分析、目标选择、

目标打击筹划以及杀伤效果评估等体

系破击的各个环节，用以辅助指挥员

开 展 联 合 作 战 筹 划 、实 施 作 战 控 制 。

此 机 理 的 实 现 途 径 ：一 是“ 选 目 标 ”。

综合运用各种电磁侦察手段对战场电

磁目标进行全方位立体侦察、精准化

识别定位、稳定性跟踪监视，持续提供

战场目标的电磁态势和威胁信息。支

撑指挥员全面认知联合战场目标，搞

清敌方作战目标体系中的目标分布、

活动规律、相互关联、价值威胁和关键

要害，辅助指挥员形成目标情况判断

结论，为目标优选排序、拟制电磁目标

在内的联合打击目标清单提供依据。

二是“算战法”。主要解决需要用什么

力量来打、用多少打击资源（弹药或电

磁能量）、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问

题。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下，加强电

磁进攻力量与传统火力打击力量手段

一体统筹。加强打击力量优化匹配、

打击战法联合计算、打击时序科学规

划，在联合目标毁伤效果预测评估的

基础上，支撑指挥员形成基于信息火

力一体的目标打击方案和协同计划。

三是“评效果”。主要解决打击效果怎

么 样 ，下 一 步 如 何 调 控 打 击 等 问 题 。

强化电磁频谱管控，科学规划联合战

场频率运用，动态监控、评估、计划、指

导联合作战相关行动，为联合目标侦

察、联合目标打击以及联合目标毁伤

评估提供精准用频指导。

促进形散神聚，分布
聚能杀伤

得益于信息技术和以无人机为代

表的无人技术的迅猛发展，联合作战

正呈现由“集中向分散”发展的趋势。

分布式作战方面，美军提出了空中分

布式作战、航空航天战斗云、海上分布

式杀伤、分布式防御等作战概念，意图

通 过 分 布 式 作 战 力 量 管 理 和 协 同 运

用，实现兵力的分散配置、火力的集中

杀伤。

电 磁 要 素“ 促 进 形 散 神 聚 ，分 布

聚 能 杀 伤 ”赋 能 ，基 于 作 战 中 多 种 矛

盾的对立统一，着眼于用好联合战场

攻 防 一 体 的 属 性 ，强 调 在 集 中 指 挥 、

分 布 控 制 下 的 集 中 释 能 。 这 一 机 理

的 基 本 内 涵 ，是 指 将 电 磁 侦 察 、电 磁

进 攻 、电 磁 防 御 、电 磁 频 谱 信 息 传 输

等融入分布式目标配系、指挥控制及

防御等各个方面，以支撑战场作战力

量的分散配置、聚能杀伤。此机理的

实 现 途 径 ：一 是 构 建“ 电 磁 +”分 布 式

目 标 配 系 。 突 出 电 磁 攻 击 力 量 与 其

它火力打击平台的协同配置，比如电

火 一 体 防 空 ，以 提 升 综 合 打 击 效 益 。

突 出 电 磁 力 量 的 机 动 化 、隐 蔽 化 、组

网化配置，赋能远距离割裂敌战场通

信 、压 制 敌 雷 达 预 警 探 测 等 ，强 化 战

场 生 存 和 合 成 施 效 。 突 出 基 于 电 磁

攻防载荷的“蜂群”式无人机、“狼群”

式无人车、“鱼群”式无人船等的前沿

配置，注重发挥其在侦察和突防中的

“奇兵”效果。二是加强“电磁+”分布

式 目 标 指 挥 控 制 。 畅 通 电 磁 空 间 作

战力量入链联合作战的信息渠道，将

分 散 部 署 于 海 上 、空 中 、太 空 的 各 类

机动电磁侦察数据实时入网，实现在

线 式 侦 察 数 据 整 编 、目 标 分 选 识 别 、

干扰打击引导，达成对联合战场时敏

目 标 的 快 速 精 准 杀 伤 。 推 进 构 建 一

体化的战场电磁态势，使其融入联合

指挥体系，提升对分布式战场态势研

判 、发 展 预 测 、对 手 行 为 意 图 推 算 和

频 谱 资 源 动 态 调 配 支 撑 能 力 。 三 是

强化“电磁+”分布式目标防御。加强

电磁频谱管控，突出机动式电磁频谱

防御；积极利用电子干扰、电子欺骗、

定向能摧毁等电子对抗措施，构建起

应 对 敌 打 击 的 分 布 式 目 标 综 合 电 磁

防御体系。

支撑多域联动，跨域
自主杀伤

联合作战需要陆地、海上、空中、

太空、网络、电磁等各领域相互配合、

联动施效，需要面向战场作战需求发

展跨域杀伤，以达成多域感知优势、决

策 优 势 和 行 动 优 势 。 跨 领 域 作 战 方

面，美军近年来提出了多域战、马赛克

战、联合全域作战等作战概念。如全

域作战意图打破各军兵种编制、传统

作战领域之间的界限，最大限度利用

全域联合作战能力，以实现同步跨域

协同、跨域火力和全域机动，从而夺取

联合战场优势。

电 磁 要 素“ 支 撑 多 域 联 动 ，跨 域

自 主 杀 伤 ”赋 能 ，基 于 电 磁 能 量 的 跨

域性，着眼于联合作战体系内各要素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智能化的电

磁 频 谱 在 联 合 作 战 体 系 中 发 挥 重 要

的 信 息 纽 带 作 用 。 这 一 机 理 的 基 本

内 涵 ，是 指 在 智 能 信 息 技 术 的 支 撑

下 ，强 化 电 磁 要 素 在 多 域 联 合 感 知 、

跨域协同控制、智能决策与打击中的

运 用 ，支 撑 多 域 力 量 组 合 运 用 、联 动

施 效 、自 主 杀 伤 。 此 机 理 的 实 现 途

径 ：一 是“ 电 磁 +”多 域 联 合 感 知 。 积

极 利 用 智 能 传 感 、组 网 技 术 ，广 泛 汇

集 联 合 战 场 各 域 电 磁 感 知 节 点 获 取

的数据信息。依托数据挖掘、知识图

谱 、机 器 深 度 学 习 等 技 术 ，开 展 电 磁

目 标 多 源 情 报 融 合 、目 标 自 动 识 别 、

战场情况综合研判，帮助指挥员理解

和刻画全局战场电磁态势，以便实时

掌 握 战 场 电 磁 态 势 及 其 对 军 事 活 动

的 影 响 。 二 是“ 电 磁 + ”跨 域 协 同 控

制。在智能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连接

跨域可组合的多域作战节点，串珠成

链 、聚 链 成 网 ，构 建 多 域“ 去 中 心 化 ”

的 战 场 杀 伤 网 。 开 发 智 能 电 磁 频 谱

管 理 系 统 ，构 建 抗 干 扰 、不 间 断 的 战

场认知通信网络。三是“电磁+”智能

决 策 与 打 击 。 运 用 人 工 智 能 和 大 数

据 技 术 ，进 行 电 磁 威 胁 智 能 预 测 ，自

主评估在敌方电磁活动下，杀伤网中

各节点武器装备所受影响，智能分析

用 频 武 器 装 备 所 受 威 胁 程 度 。 通 过

评估分析，有效推测敌方高价值电磁

威胁目标，从而为准确进行目标选择

决 策 提 供 支 撑 。 加 强 认 知 电 子 战 装

备运用，使其能够有效应对敏捷电磁

威 胁 、适 应 未 知 电 磁 目 标 、自 动 生 成

干扰策略以及评估干扰效果，加速电

磁领域杀伤链的快速精准闭合。

透视电磁赋能新质杀伤链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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