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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方案的仿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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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决定相应指挥体系的效能,有必要通过定理评估对指挥体制方案

进行优选和优化,通过仿真评估方案的实体形式 ) ) ) 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系的指挥效能来评估对应

的指挥体制方案,基于指挥体系活动能力建立了指挥效能指标体系, 提出了用于指挥体制方案评估的仿真系

统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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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ce force command scheme in joint operation determin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levant command system, so it is

necessary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command schemes and to optimize th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evaluate command scheme

by the efficiency of the space force command system in joint operation. Based on command activities the command efficiency index

architecture is built, and a blueprint of the simulation system for command scheme evaluation is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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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是对参与联合作战的空间力量实施指挥控制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

度,包括指挥体系、指挥机构及其职能划分、相互关系等。作为联合作战中的力量构成,空间力量的指挥

体制包括确定各级参战空间力量指挥机构的基本成分和组织层次,区分各级指挥机构的职责与权限、任

务范围等, 明确参战空间力量指挥员与指挥机关、指挥对象之间, 空间力量指挥机构与联合作战指挥机

构、其他军兵种力量指挥机构之间的关系。

指挥体制决定指挥体系的效能。由于我军空间力量参与联合作战的指挥体制远未确立, 可能会有

各种各样的方案,有必要通过仿真评估方案的优选和优化。目前, 对指挥体制方案的定量评估研究很

少,大都是定性的要求,如文献[ 1- 3]分别提到: /信息化条件下的指挥体系是扁平型的网状, 指挥机构

的层次和部门少,规模小,指挥关系明确、顺畅、合理0, /联合战役中的指挥机构要健全、高效、合理,指挥
关系明确、及时、顺畅、易调和可行0, /空间作战指挥体制要求集中统一、层次适当、精干高效0,等等。方

案是一种逻辑思维产物, 具有非实体性, 其评估一般都要转化成其实体形式进行。文献[ 4]对舰空导弹

总体设计方案评估主要体现在研制生产舰空导弹费用和导弹战技术性能上。文献[ 5]构建了作战飞机

方案设计评估指标体系, 主要从飞机的作战效能、研制费用和时间评估。文献[ 6- 8]分别介绍了指挥控

制及组织机构的建模方法。本文主要通过仿真评估方案的实体形式 ) ) ) 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系

的指挥效能来评估对应的指挥体制方案,而指挥效能又通过指挥体系完成作战指挥活动能力来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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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方案评估指标体系

指挥活动是指挥人员所进行的、使与决策有关的各种信息在指挥机构外部与内部以及内部各部分

之间按照作战要求有序流动的各种组织活动的总称
[9]
。在联合作战中, 各级空间力量指挥机构在领受

任务后,其指挥活动包括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作战和控制协调作战。通过分解可知,掌握情况

包括下达预先号令、搜集情况、准备报告建议等子活动;定下决心包括理解上级意图、分析判断情况、评

估作战方案、定下作战决心、下达作战命令等子活动; 计划组织作战包括制定作战计划、组织协同动作、

组织各种保障、动员民P商用技术、组织临战训练、检查作战准备等子活动; 控制协调作战包括督导部队
行动、掌握战场情况、控制协调行动、作战效果评估、组织作战阶段转换等子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各

子活动又可分解成若干侦察、通信和决策等 3种基本活动。因此, 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活动分解成

一棵树形结构。不同的指挥体制方案会有不同的指挥体系不同的指挥体系,会有不同的、具体的作战指

挥活动分解树。

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在指挥体系的作战指挥活动分解的基础上,与作

战指挥活动分解树对应。其中,最基本的侦察、通信和决策活动的能力由指挥体系的人员素质、指挥工

具性能等决定, 它们可以用时间、准确性度量,针对不同指挥体系评估时把它们固定。联合作战中空间

力量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如图 1所示。

图 1 空间力量指挥体系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Fig. 1  Efficiency index architecture for evaluating command system of space force

活动并行化处理能力是指度量不同的作战指挥活动在职能部门中并行执行的情况,用并行处理率

度量,它是所有指挥活动的实际执行时间与活动串行执行时间的比值。比值越大,意味着能并行执行的

活动越多,节省的时间越多,指挥体系效率越高,指挥体制规定的职能分工越合理。

2  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方案仿真系统

通过仿真演示指挥体系的活动,展示信息指挥体系中的流动,用于评估指挥关系、指挥机构、职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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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合理性,优化指挥流程、信息流程和指挥体制方案。同理,指挥体制方案的仿真演示是对联合作战

中空间力量指挥体系活动的仿真演示。仿真的粒度是团站级指挥机构。

211  系统功能

根据指挥体制方案仿真演示系统的应用目的,其功能应包括: ( 1)模拟空间力量指挥体系的各类指

挥机构及其职能部门在联合作战指挥中的活动; ( 2)模拟各种信息、信息在各类指挥机构及其职能部门

中的流动和演变过程; ( 3)模拟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系的内外关系; ( 4)能够以图形图表等直观形

式表现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系的指挥流程; ( 5)能够对指挥机构及其各职能部门的状态及其信息

系统的性能指标、工作环境、军事规则等基础数据进行管理与维护; ( 6)能够对结果数据进行辅助统计、

处理和分析。

212  总体结构

由于仿真演示系统中有指挥体系、系统设备、各种信息、信息链路等多种对象的模拟, 模型的类型、

粒度多样, 为了使它们有效地集成在仿真演示系统中, 采用高层体系结构( HLA)作为体系结构。由于仿

真演示的主要对象是指挥体系中的各级指挥机构及其职能部门,因此, 从逻辑组成结构上看, 仿真演示

系统主要包括若干个参战的空间力量指挥机构成员、上级指挥机关成员、军兵种信息应用成员、数据记

录成员、仿真演示表现成员、仿真控制成员,如图 2所示。

图 2  指挥体制方案仿真演示系统的逻辑组成结构
Fig . 2 Logical architecture of simulation system for command scheme

仿真演示系统的成员分成空间力量指挥机构成员组、上级指挥成员组、军兵种空间信息应用成员组

和仿真演示辅助成员组。

空间力量指挥机构成员组:表示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系中所包括的各级各类指挥机构,其个

数、名称、职能、信息交互都是根据给定的指挥体制方案确定。指挥机构成员仿真的对象是指挥机构中

设置的职能部门,其个数、名称、职能、信息交互也由指挥体制方案确定。

上级指挥部成员组: 如果联合作战指挥部是战区级的, 则包括联合作战指挥部成员和天军指挥部成

员;如果是国家级的,则只有联合作战指挥部成员。天军指挥部成员是在空间力量独立成军时设置,如

果没有独立成军,则不需要该仿真成员。

军兵种空间信息应用成员组:包括陆军空间信息应用成员、海军空间信息应用成员、空军空间信息

应用成员和其他空间信息应用成员,在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所与它们在业务上是指导与被指导关

系,接受它们的信息应用需求。

仿真演示辅助成员组:包括仿真演示控制成员、仿真演示表现成员和数据记录成员。

213  模型体系

按照仿真演示系统的功能结构,其模型体系包括 4类模型: 管理控制模型、实体模型、信息模型、仿

真演示表现模型。模型体系结构如图 3所示。

管理控制模型主要包括想定管理模型、运行控制模型和进程控制模型;实体模型包括指挥体系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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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机构实体模型及其包含的职能部门实体模型、军兵种空间信息应用实体模型,其中核心模型是指挥机

构实体模型及其包含的职能部门实体模型;仿真演示表现模型包括实体及其之间关系表现模型、信息表

现模型;信息模型包括信息描述模型、信息接收模型、信息处理模型、信息传输模型和信息分发模型等。

图 3 用于评估指挥体制方案的仿真模型体系
Fig. 3 Simulation model architecture for command scheme evaluation

214  工作流程

整个仿真演示系统的运行采用集中控制方式,即由仿真控制成员向其他成员发送指令,其他成员收

到指令启动与运行仿真程序, 实现仿真系统的运行控制一体化。

仿真演示系统各成员运行于RTI之上,在仿真控制成员的控制下, 调入仿真演示基本想定, 创建仿

真联邦,确实仿真时间和步长,各成员依次加入联邦, 由仿真控制成员统一控制联邦的启动、运行、暂停

与恢复等。

3  支持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方案评估的数据采集与处理

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方案不同,指挥体系不同,由此构建的指挥体系仿真联邦不同。用相

同的想定, 在不同的指挥体系仿真联邦中运行,获得结果数据必定不同, 能够反映指挥体制方案的有效

性,但必须解决评估需要采集哪些数据、如何采集、如何处理等问题。

311  数据采集需求

仿真演示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系的指挥流程和活动是为了支持指挥体制方案的评估,仿真

结果采集就是评估的重要环节。由于指挥活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完成时间和准确性,因此,需要系统完

整采集指挥体系中的每个指挥活动的完成时间、准确完成与否等基础数据。

312  数据采集方式

系统采集数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集中式,设置数据记录成员,该成员订购各指挥机构实体和职能

部门实体的指挥活动数据,如活动时间、准确完成与否等数据;二是分散式,数据采集分散在各指挥机构

成员中。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集中式能一边采集一边完整显示数据, 便于研究人员观察分析, 而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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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数据合并操作。但是,由于需要通过网上传输数据, 大大增加网络负担,可能影响仿真系统的

性能; 分散式不需网上传输数据,数据采集不会影响仿真系统性能, 但需要进行数据合并操作,不便于研

究人员与仿真同步分析研究。在仿真成员数量不多时,采用集中式数据采集;反之,采用分布式数据采集。

313  支持评估的结果数据处理

采用同一想定, 在不同的指挥体系仿真联邦中运行,采集得到各种指挥活动的时间和准确完成与否

等基础数据。对采集的基础数据主要进行统计处理,得到指挥流程时间和准确完成指挥活动的次数统

计量,如指挥机构领受任务后须从下达号令开始到团站级指挥机构下达指令为止的时间。根据时间和

活动成功完成次数、指挥活动并行率等统计量,可以确定哪种指挥体制方案较优。

4  结束语

指挥体制方案的确立关系到联合作战中指挥体系的效率,进行定量评估,能够增强指挥体制方案选

择的科学性。本文通过评估对应的实体形式 ) ) ) 指挥体系的效能来评估指挥体制方案,构建了基于作

战指挥活动能力的指挥体系效能指标体系,并采用仿真演示方法,定量计算指挥活动的完成时间和准确

性,获得评估的基础数据。由于侦察、通信和决策三种基本活动的完成时间和准确性与指挥体系设置和

指挥工具性能密切相关, 评估又具有相对性, 因此,基于仿真演示的评估方法是可行的。但是,限于时间

以及软件开发运行环境, 本文只是提出了联合作战中空间力量指挥体制方案评估的方法,还有不少问题

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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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LCSS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 在国防和军事领域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对它开展 VV&A研究

十分必要。本文针对 LCSS,提出了其 VV&A的方法论、原则及过程, 这些研究在反舰导弹突防仿真的

VV&A中得到了很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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