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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一篇关于 C a l系统的概述
。

它 介 绍 了 C 3I 的各组成部分 以

及这些部分是如何组成一个系统的
。

另外
,

讨论 了几 个与 C al 系统有 关的技 术

问题
。

C 3 I技术是 目前国外发展十分迅速的综合系统技术
,

国内也正在起步
。

由于它在 现

代战争中的关键地位
,

它的发展受到了各国军事家
、

有关科学家和专家的密切关注
。

这

里
,

只是将 C 3 I系统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

一
、

何谓C
,

I系统与C
`

I在军事上的作用

1
.

何谓 ao l系统全

C . I ( C o m m a n d
,

C o n t r o l
,

C o m m u n i e a t i o n a n d I n t e l l i g e n e e ) 系统仓p指挥
、

控制
、

通信与情报系统
。

它是正确的指挥体系结构和各级指挥机构行使其作战职能所需的有关

设施
、

仪器
、

设备
、

数据
、

情报
、

软件
、

人员
、

各种机制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 (尤其是

通信联系 ) 的总称
。

幼
.

关于系统的名称

C “
I 系统在我国军内现多称之为

“

自动化指挥系统
”

(与苏军相同 )
。

但这样称呼

容易 引起误解
。

似乎把人的因素排除在外了
。

事实上
,

郎使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
,

自动

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

最终的分析
、

利断
、

计划
、

决策仍要人来完成
。

西方还有 C C I S
,

C S S
,

C 4 IZ ,

C 3 I E W
,

C 3 I S
等不同 tYJ 名称

。

国内也有人主张在
“

军

事指挥系统
”

前面冠以
“

电子化
” 。

我们反复研究
,

觉得 还是采用 C 3 I 的畔法为宜
。

这

是因为
:

( 1) 不论对远古战争还是未来的战争
,

C 3 I 已完整地反映了指挥战争的这 一系统的

基本特征和功能
。

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也是要进行
“

指挥与按制
” ; “

马拉松
” ,

就是为了送
“

情报
”

而进行的
“

通信
”
工作

。

只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

战争
” 、

“

武器
” 、 “

指挥与控制
” 、 “

通信
”

等这些词的含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

而且还会继

续发生变化
。

(2 ) C . I是目前国际上比较统一的名称
,

很多国际会议
·

展览会都采用这一畔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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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C 3
I系统的 目标

指挥
、

控制
、

通讯与情报系统的目标就是要使得 各级指挥员能以最有效
、

最迅速的

方式行使其作战职能
,

部署自己的武装力量
。

现代战争的快速性
、

复杂性
、

多变性
、

多

面性
、

分散性对这种目标的要求越来越高
,

尤其表现在以下方面
:

( 1) 对快速决策的需要

现代武器系统 日益增加的速度和机动性要求快速响应
。

这样为决策所提供的时间就

愈来愈短
。

( 2 ) 机动性和分散性的影响

机动性和分散性使得指挥与控制任务进一步复杂化
。

( 3) 现代武器系统的费用

尽管现代武器系统的有效性大大增加
,

但它们的费用也大大增加
。

因此迫使我们从

捉高C “ I系统的能力入手
,

而不是单纯靠增加武器系统
。

( 4) 敌我双方信息量的剧增

现在获取敌我双方信息
、

的手段繁多
,

信息量剧增
,

以致常常不能对它们进行完整及

时的处理 (过滤
、

整理 )
。

这是影响决策
、

指挥是否正确的主要因素之一
。

4
.

C
3 I系统在军事上的惫义

如上所述
,

C ” I系统在现代战争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

高效率的 C . I系统可以使得我

们以弱胜强
,

以少性多
,

变劣势为优势
。

这种战例在现代战争中也屡见不鲜
。

正如人们

所归结的
.

C “工系统起着
“

武力倍增器
”

的作用
。

苏军认为现代军事指挥系 统是现代军

事史上继核武器
、

导弹运载系统之后的
“

第三次革命
” 。

先进的 C 3 I 系统也是所谓
“

星

球大战
”

能够有效进行的基础
。

西方各国目前 C sl 系统发展经费多占国防预算的 10 % 以上
,

美国近年来 为 n %
,

但

其地位与武器系统的发展是同等的
,

甚至更重要一些
。

二
、

C
`

I系统的基本组成部份

现代 C 3 1系统是一种庞大的
、

复杂的

电子系统
。

它常常嵌套在更大 的 系 统 之

中
,

又常常被一些小的分系统嵌入
。

因此
,

很难确切地
、

单独地画出 C 3 I系统的界限
。

我们这里将介绍一下其基本的组成部份和

它们是怎样组合成一个系统的
。

1
.

一 个最甚层的 C “ I系统

如图 1 所示
,

基层的 C “ I 系统可 以由

六个部份组成
:

·

指挥控制中心
:

包 括 计算机
、

各种

外设
、

作战指挥台
、

各

种指挥设施
、

同时包

括通信控制
、

数据处

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 ~~~传传感器单元 11111 搜 作作

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兰兰
心心 留留

图 1 . 羞层的 C ” 1系统的例子

( 各部份间联线均为自动数据通倡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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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各种分系统等 ;

·

多个传感单元
:

用以速接雷达
、

声纳
、

光学 与导航仪器以及各种终端 ( 情报
、

信

息来源 ) ;

·

多个火控单元
:

用以按制枪炮
、

导弹
、

舰艇
、

截击机
、

鱼雷发射装置等 ;

·

与上级
、

同级指挥中心及下属部队的联系 ;

·

与其它系统的联系 ;

·

各部份间均用 自动数据通信线路相速 (使用各种技术 )
,

此 ltJ 通信系统 ;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基层 C “ I系统的基本结构
。

各个指挥级别上的 C “ I系统有机地

组织在一起就可以形成高级的 C 3
特旨挥 网乃至全国范围的 C “ I系统

。

(高层指挥 的 :s( I 系

统一般是战略 C “ I系统 )
。

2
.

一 个高层的 oa l 系统

图 2 清楚地描述了一个高层 C “ I 网中各部份之户jJ 的关系
。

点划线区表示国防作战 中

心
,

五个双边框白圆圈分别为海军
、

陆军
、

空军
、

防空
、

民防作战中心
。

白双向箭头区

表示通讯系统
,

它通过包括卫星在内的各种通信手段将国防作战中心与各兵种作战中心

联系在一起
。

内部的几道白圈表示通讯分系统
、

情报系统与作战中心的通信
。

白圈渗透
到点划线色区之中

、 ,

表示作战中心内部也有通信设施
,

也属于通讯分系统
。

斜线区表示

情报系统
。

它从雷达
、

声纳
、

卫星
、

侦察机等各种情报源获取敌方情报
。

3
.

现在我们可以来归纳一下 Cal 系统的主要成份

( )J 各个主要的分系统
:

通信系统
:
负责完成多个战略

、

战术单位的通信联系
,

它必须具备以及时的
、

准确

的
、

完全的和持续的方式处理 日益增加的信
.

息
、

的能力
。

必须建立一种多结点
、

多通路
、

多传输媒介的通信网
。

目前计算机通信网
、

光杆通信
、

卫星通信技术发展迅速
。

情报系统
:
情报系统必须具备快速收集和处理来自各种信息源和现代探测系统的信

.

良的能力
,

议提供各级指挥官使用
。

信息处理系统
:

必须能够存赊
、

分类
、

整理并通过数学模型作出辅助决策
,

向各级

指挥员和工作人员显示信
.

良
、 ,

以供估计和决策用
,

大量的待处理信息
、

以及快速响应越来

越明确地要求必须采用自动数据处理技术
。

武器控制系统
:

用来保证在指挥员决策后以最小的延时和最大的精确性进行决策的

实施
。

武器控制系统实 l矫上是一处于战夕1
·

前沿 (从现代战争的观点来讲 ) 的战术 C 3 I 系

统
。

由于它所完成的任务比较集中
、

单一
,

常常可以有最少的人的 于预
。

( 2) 人的因素

现代 C “ I 系统把人的因素看成是系统组成一个重要部份
。

特别是对于指挥体系结构

的研究
,

各国都将其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

这是因为
,

不论 C 3 I 技术怎样发展
,

最终的判

断
、

决策仍须由人来完成
。

所谓
“

全自动化指挥系统
”

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概念
。

现代 C . I系统的组成要考虑如下主要的一些人的因素
:

指挥方式
:

例如政治于预
,

陆海空和联合作战的不同要求会对指挥方式带来影响
。

指挥方式可以是高度集中的或高度分散的或在 更多的情况 !: 是混合式 的
。

在和平
、

危机

和作战时的不同阶段
,

指挥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

在危机清况下
,

本来是由战术指挥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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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时某一战斗的决策
,

很可能由最高指挥官决足
。

指挥组织结构
:
它规定了各部份之间的信息

、

沉和所需的接 口
。

尤其应考虑到
:

组织结

构取决于所使用的指挥支援系统
。

组织结构应适应指挥支援系统 的 变 化
。

图 3 示 出了

国外研制的一种 C al 组织结构
。

智能终端

图 3 C叮组识结构一例

信念
:
工作程序和传统的影响

,

对于不同的国家
、

不同的设施和不同时期这些影响

都将变化
。

C , I系统必须反映使用者的具体情况
。

人机接 口 : 现代 aC l系统非常重视人机之间的互相作用
,

提供良好的人机交互环境
。

咬
.

作战中心

以上介绍 了C al 系统组成的基本成份
。

还有一个植得重视的问题是作战中
,
心的配置

。

实际上除了通信线路
、

设施
、

武器
、

传感器等之外
,

大多数 C
3
I 系统的设备

、

仪器都是

配置在作战中心的
。

作战中心还配有自动化数据处理分 系统
,

用来支持情报处理
、

信
J

息

处理的工作
。

作战中心配置的音频分系统
、

显示分 系统 则是人机界而的至 关 重 要 的设

备
。

这几个分系统还支持着辅助决策的工作
。

6
.

数据网络

为支持自动化数据处理系统的工作
,

应有设计良好的数据网络
,

从而保记:
:

较少拥挤 ; 改线性能以及

数据集中 ; 较好的安全性 (见图 4 )
。

6
.

电子战分系统

最后
,

值得指出
,

电子支援技术 ( E S M ), 电子干扰技术 ( E C M )
,

电
一

J七仄 干扰技术



5合 目 防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数据网络

数组网络舞
用成组交娜技术
一较少拥

:

挤
一改线能力

~数据集中
.

一较好安全性

钱钱钱ttttt

图 4 数据网络一例

( E C C M )等迅速发展
,

道接影响到情报
、

信息的安全与可靠以及指挥员的钊断
、

决策
,

从而对战争的胜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国外新近发展的 C叮系统中都嵌入 了电子战系统和反电子战措施
。

现在一般采取的反电子战的措施是
:

严格的发射控制 ; 严格的通信技术训练和纪律 ; 采用最小功率输出和定向天线 ; 使

用最先进的密码技术 ; 严格的软件安全措施和访问按制 ; 传输期间
,

拒 绝 对 信 号的存

取 ; 采用扩频和跳频等先进的反电子干扰技术和进行物理保护 ;

嵌入 C al 系统的电子战分系统的设计必何与全系统的设计通盘规划
,

周密考 虑
,

以

防电子战分系统对自己的整个系统起破坏作用
。

三
、

C
,

I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
、

有关技术和设备

i
.

C叮系统的设计与买现方法

由于 aC l 系统是一个庞大
、

复杂
、

花费大而又十分关键 的电子系统
,

且其中人的因素

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

因此
,

其设计与实现方法非常重要
。

各国都在研究这 种
“

sC l 方法

学
” 。

对于我国这种底子薄
、

资金少
、

旧设备多
、

幅员辽阔的情况来说
,

研究这一课题

就更显得十分重要了
。

根据 国外一些大公司的经验和西方披露出的其它一些资料可以归结出如下要点
:

( 1) 确定 C . I系统的途径
`

了系统功能
、

设施
、

界面的 、
作战需要` 概念化 ` 技术要求 }确定

,

设备
、

仪器技术要求 }
、系统性能

、

参数的确定 l

( 2) 基本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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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获取法
:

在系统的总体设计和实施中
,

无论在规模上
、

功能上
,

旧系统改

造上都应采取渐进获取法 ;

b
.

使用导向模式
,

在风险可以予测的情况下
,

利 用导向模式来支持研制
,

可以加

速研制的进程 ;

由指挥的需要确定总框架
。

其中渐进获取法是各国都致力研究的问翘
,

它的 目标是
:

可以较快地使初期系统投入使用 ; 系统失败的风险小 ; 系 统 生 命 期 (使用寿命 )

长 ; 合理地
、

有效地分配使用资金 ; 用户介入
,

从而达到满意的使用效果
。

( 3) sC l的规划管理

现各国的 C 3 I 系统的研制发展都由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的领导来集中领导
,

只有这

样
,

才能真正有效地使用资金
,

迅速建成实用的 C 3 I系统
。

图 5 示出了 C 3 I 规划的按制关系
。

人们认为
,

没有科学的 规 划 管 理
,

只会耗费亘

资
,

成效甚微
。

图 5 C sl 规划的控例

( 4 ) 研制阶段

人员目标分析 ;

b
.

可行性研究 ;

人 员需要 ;

d
.

工程确定 ;

e .

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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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 3I系统设计应考虑的因素
a

.

和平时期
、

危急期和战时的不同使用目标和功能块切换 ;

b
.

当前的和未来的一般性威胁和破坏性威胁 ;

主要目标
:

提供对当前势态的确切估计 ; 良好的通信系统 ; 实时按制 ; 快速分发情报的能力 ;

提供最新的后勤信息
。

d
.

C 3I系统应复盖的区域 ;

包括海域在内的全国防域区 ; 国界以外的早期预瞥 ; 三军联合作战和单独作战 ; 国

外通讯 ; 密切联系军事预备力量
、

警察部队和民防力量 ;

e .

中央战略按制— 全国指挥中心 ( NC C )的建设 ;

f
.

保密 ;

9
.

反电子战能力
、
自卫能力 ;

h
.

可移动性与生存能力
。

2
.

c sl 系统设计
、

研制所涉及的一些理论问厄
:

( ) 1大系统理论

C 3I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 MI T )的 Ah tan
s

教授认为
:

C 3I系统应属

于大规模分布决策系统
,

而且是在 一种动态的
、

不确定的
、

对抗的条件下的分布决策
,

因此很多一般大系统理论的原理还不能适用
,

还需要作很多研究工作
。

( 2) 人
一
机关系理论

C “ I是一组决策指挥员与一系列机电光部件相互作用的大系统
,

研究人与机 器 的互

相作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

如何将心理学
、

生理学与工程系统
、

电子系统的理论研

究结合起来
,

是 C ” I系统研制工作的理论前导
。

( 3) 现代军事理论
:

现代战争
、

现代军事发展迅速
,

很多栅念
、

模式
、

过程
、

都已

发生深刻的变化
。

我们需要对从作战模型和指挥结构开始用现代军事
、

现代战争的理论

来指导 C 3 I系统的设计
。

( 4) 其它
,

如计算机科学
、

通信科学
、

电子学
、

砒会学
、

行为科学等都是 C 3 I 系统

研制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
。

而这些理论的新突破均会推动 sC l研制技术的发展
。

3
.

0
3 1系统设计

、

研制所需的一些技术

( l) 计算机技术
:

如 系统结构
、

计算机网络
、

软件工程
、

数据库系统
、

数据处理
、

图

象处理技太
、

显示技术和容错技术等等
。

( 2) 密码技术
:

如前所述
,

采用密码技术保证 C 3 I 系统 的安全
,

是必须的
。

尤其是

用多层次 的密钥按制和先进 的加密算法
,

来保障安全通讯
,

是 C
“

I 系统成败的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
。

( 3) 模拟技术
:

模拟技术不但可以使C “ I系统的研制沿着正确
、

快速
、

经济 的方向

前进
,

而且在和平时期 sC l系统作训练使用时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

( 4) 人工智能技太
:

这是支援专家咨询和辅助决策系统乃至更先进的自动化数据处

理系统的强有力工具
。

<5) 其它
:
如电子战

、

通讯与探测设备的智能化等等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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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主要设备
:

( 1) 显示及其它人
一
机交互作用设备

典型的指挥所显示分系统总是由大屏幕显示和小屏幕阴极射 线 管 ( C R T )显示 及有

关附属没备如键盘
、

滚球
、

光笔
、

图形输入板
、

手指触屏输入器等组成
。

大屏幕用于显

示综合态势
,

小屏幕供参谋及有关专业人员使用
。

显示 内容包括计算机产生的图形
、

文

字和图象
,

也包括闭路电视和录相放送
,

指挥人员只要按下选择开关
,

便可观察到上 述

任一内容
。

a .

大屏幕显示 当前大屏幕显示种类繁多
,

有油膜光阀大屏幕显示
、

激光大屏幕

显示
、

变色片大屏幕显示
、

绘图仪投影大屏幕显示
、

投影电视式大屏幕显示
、

幻灯片投

影显示
、

液晶光阀大屏幕等离子板大屏幕等等
。

其中以油膜光阀大屏幕性能最好
,

但造价

最贵
,

只能少数高级指挥所使用
。

目前迫切需要一种在性能上接近油膜光阀
,

但在造价

低廉和使用推护方便方面较优的设备
,

以便大量地用于中
、

下级指挥所
。

较有希望的是

投影电视式大屏幕显示
。

国外已有液冷式镜头的投影彩色电视设备
,

其光照输出为 4 40

流明
,

最大尺寸为 16 叹
x 20 吸

,

分辨率为 8 50 行以上
,

可投射电视信号
、

录像信号
,

以

及光栅扫描式的计算机图形和图象
。

b
.

小屏幕显示及工作站 迄今为止主要还是用 C R T显示
。

从扫描体制可 以分为随

机扫描和光栅扫描两种
。

前者分辨率和显示速度较优
,

后者除能显示计算机产生的文字

图象外
,

尚可 显示电视和录像图象
,

容易做到全军体制统一
,

便于上
、

下级指挥所之间

传递作战态势图
。

随着彩色显示管制造工艺提高
,

微处理器和大规模集成技术发展光栅

扫描体制最终将逐步取代随机扫描
。

从功能上看
,

目前巳由单纯显示发展到多功能的显

示工作站
。

除了完成常规显示外
,

尚具有联网通信
、

语言通信
、

数据库检索等功能
,

较

适用于独立的建制单位 (如后勤部门
、

情报部门等 )
。

军用地图显示 目前国外十分重视
,

我国军事部门也十分关心
。

当前巳能做到

军用地图在屏上局部显示
,

采用漫游技术可以扩大显示范围
。

也可放大
、

缩小
,

地图的

详细程度可依操作人员的要求而改变
。

可以将有关作战态势的图形文字重迭在相应地图

中
,

代替传统的标图
。

更有吸引力的是可将地图信息综合成立体景像 (三推显示 )
,

起

到沙盘而优于沙盘的作用
。

以上功能
,

国外一些公司产品中均有体现
,

我们亦正在积极

研究中
。

如果配上激光盘片存取设备
,

可存放的地图数量将十分亘大
,

每个盘片可存放 5 0 0 0

幅地图
。

目前外军巳有装备部队的报导
。

f
.

发展动向 指触式显示屏发展较快
,

在 aC l应用中似较光笔和滚球更为方便
。

新的显示器件正在取得进展
,

除 C R T 以外
,

等离子体
、

发光二极管
、

液晶 等新型

器件已开始采用
。

尤其是等离子显示器件由于坚固
、

体积小已在野战用的移动式设备中

采用
。

计算机语言输入输出设备
,

是指挥人员十分欢迎的设备
,

进入实际使用尚有一定距

离
,

但各国的研究工作都推进很快
。

( 2) 通信设备

通信是 c 3 I系统的基础性环节
。

通信设备的质量道接影响 sC l系统的生命力
。

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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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司产品介绍中可以看出当前国外通信设备发展的动向
:

i( )无论是战术性电台 ( cS i-

m it ar 系列 ) 还是数字无线电中继设备 ( c L A Y M o R E )都采用了有力的保密技术
,

密钥量

达 10 “ 以上
。

其中 M A R C R Y P M U X 提供长期的
、

高质量的保密措施
,

形成的密文用 目

前已知的破译方法是无法破译的
。

ii( )广泛采用跳频技术
,

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

并可在

全波段实现
。

ii( i) 为了工作安全起见
,

均能在远距离实施操作
,

距离可达 3 公里
。

从上

述介绍中可以明显看出
,

数字技术及微处理机在通信中应用在 国外已 ) 泛实现
。

卫星通信和光轩通信是未来 aC l系统通信的主流
,

应予充分注意
。

近期我军 aC l系统

的通信还是靠短波
、

微波
、

地下电缆和明线传输
。

充分利用改造现有设 备 是 必 不可少

的
。

例如将计算机引入电报系统使之成为自动转报系统
,

以至自动加密
、

解密 ; 又如构

成数字式的自动电话交换网使其功能大大超过普通电路等
。

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

必

须看得长远一些
。

目前国外有些城市 (例如美国组约市 ) 已经将常规通 信 线 路 改为光

杆
。

我们有些人总还以为光杆是遥远的事情
。

(3 ) 雷达设备

国外某公司下属有雷达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设计和研制雷达
。

目前
,

该公 司 的研 究

重点逐渐由雷达原始数据 的实时显示转移到现代化计算机控制的 C CI S工作站
,

雷 达在

C 3 I系统中作为一种传感器
。

该公司有以下产品
:

警戒雷达 ( M ar 忱 11 0) (S D )
,

空域警戒雷

达
,

海岸搜索雷达
、

舰用警戒和跟踪雷达等
。

对以上产品性能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发展趋

势
:
高度利用固态

、

电子和力学各种先进技术成果
,

在雷达精度
、

可 靠性
、

可 利用性 及

抗干扰诸方面有所突破
。

例如 5 7 2 3 ( 3 D )雷达
,

已经是全固态化
, 2 3c m

,

40 行平面陈列

天线
,

付瓣低
,

能频率捷变
,

自适性环境
,

有综合监测及故障诊断能力
。

这些新的技术

有些可作为改造我军现有雷达的借鉴
。

(4 ) 其它设备
:

如密码设备
,

各种工作台控制台
,

各种香频设备
,

各种其它先进

的计算机外设等等
,

这些都是一个高效的 aC l系统所必需的
。

四
、

结 语

以上
,

我们概述 了现代 C 3 I 技术的全貌
,

和当前发展的一些动向
。

目前国内虽然很

多单位都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但是无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实施系统建设的水平
,

与国外还差距甚远
。

我们愿和有志于研究建设我国 C
“

I 系统的人们一起共同奋斗
,

使我

国C . I技术迅速赶上国际水平
,

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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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一 7 0 32汉字终端研制成功

七系七 O三教研室研制出一种新型的中西文 兼 容 式 的 汉 字 终端
.

取名为 I
一

IZ D一

7 0 3 2中西文兼容汉字终端
。

该终端于今年四月份通过鉴定
。

H Z D一 7 0 3 2汉字终端采用了终端仿其技术设计
,

设备的国产化程度较高
。

它能完成

汉字的翰入
、

输出
、

显示
、

打印等多种功能
,

拜且是在不修改主机的操作系统及齐种支

持软件的情况下
,

使主机具有处理汉字功能的
。

该终端采用多C P U 分布处理方法
,

软硬

件采用模块化结构
,

只须修改终端的功能码序列
,

便能与大
、

中
、

小微机相述
。

该终端的屏幕编辑功能较强
,

由硬件实现卷行
、

卷列
、

辉度变换等功能
,

还可以脱

机屏幕编辑
,

并具有造词选字
、

段处理
、

汉字和字符串交换等功能
,

输入 方 式 有 大键

盘
、

中键盘笔划
、

小键盘字元编码
、

国标码以及用户自定码等
。

终端可与多种主机和多种型号的打印机相建
。

具有制表功能
,

一

可打印 五 种 不 同字

体
,

并可自由控制选择行间隔
、

字间隔
、

幅宽等打印参数
。

该终端的设计思想正确
,

设备稳定可靠
,

国产化程度高
,

有效地解决了计算机中文

信息处理的技术问题
,

仿真技米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

具有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盎
。

(袁保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