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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捕捉概率模型难以满足远程反舰导弹机动搜捕概率建模计算的问题，提出利用搜索论
进行导弹机动搜捕概率计算的建模方法。该方法根据目标机动规律建立其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并依据末制

导雷达发现目标概率的“倒四次方律”及弹目相对运动轨迹，构建其探测函数，通过求取两者之积的积分实现

搜捕概率计算。计算结果显示：若远程反舰导弹不采取机动搜捕策略，目标指示误差增加１ｋｍ时搜捕概率降
低０４７，目标速度增加１０节时搜捕概率降低０３，末制导雷达搜索半径减小５０％时搜捕概率降低０３；若采
取平行搜捕策略，上述因素对其影响大幅下降。可见，该方法综合考虑了目标机动规律、传感器探测规律、导

弹搜捕策略，可实现远程反舰导弹机动搜捕概率的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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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战争将主要是信息化的非接触战争，远
程精确打击是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反舰

导弹远程化趋势日趋明显［１］。然而，中远程反舰

导弹的射击误差、目标机动范围等都随其射程的

增大而显著增大［２］，但是远程反舰导弹的末制导

搜索区却由于多种因素被限制在一个不大的区域

内（方位搜索扇面角在±１０°～±４５°之间，距离在
１０ｋｍ～３０ｋｍ范围内），难以完全覆盖目标的可能
散布区［３］。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发展更先进

的搜捕技术，其中采用机动搜索方式，充分利用远

程反舰导弹自身机动能力，在目标散布区进行某

种特定的机动是提高导弹大范围搜索捕获目标能

力的有效途径［４］。因此，有必要建立远程反舰导

弹机动搜捕概率模型，为其机动搜捕策略的效果

评估提供理论支持。

１　 传统导弹捕捉概率模型

目前，导弹捕捉概率计算方法基本采用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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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自控终点散布概率的传统搜捕概率模型［５］，

该模型假设导弹末制导雷达搜捕范围覆盖目标即

认为捕捉成功。如图１所示，当末制导雷达在 Ａｚｋ
点开锁搜索时，只要目标处于 Ｓ内即被捕捉。换
言之，当目标位于 Ｍｚｋ点时，导弹的自控终点只要
散布在矩形 Ｓ′内，目标就被捕捉，称 Ｓ′为导弹自
控终点允许散布区，Ａｚｋ点是其散布中心，散布区
域矩形面积为２ａ×２ｂ。

图１　导弹自控终点允许散布区
Ｆｉｇ．１　Ａｌｌｏｗｅｄｚｏｎｅｏｆａｕ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因此，传统导弹捕捉概率模型把捕捉概率计

算问题转化为自控终点落在允许散布区内的概率

问题［６］，其计算模型为：

Ｐ［（ｘ，ｚ）∈Ｓ］＝
ｓ′

ｆ（ｘ，ｚ）ｄｘｄｚ

＝１４ Φ^（
ａ－ｍｘ
Ｅｘ ）＋Φ^（

ａ＋ｍｘ
Ｅｘ[ ]）·

　 Φ^（ｂ－ｍｚＥｚ）＋Φ^（
ｂ＋ｍｚ
Ｅｚ[ ]）

其中：Φ^（ｘ）为简化的拉普拉斯函数；ｍｘ为自控终
点在距离上的系统误差；ｍｚ为自控终点在侧向上
的系统误差；Ｅｘ为自控终点在距离上的概率误
差；Ｅｚ为自控终点在侧向上的概率误差。

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存在以下不足：①简单认
为导弹搜索区域覆盖目标即捕获目标，未考虑末

制导雷达的探测规律；②只考虑了导弹自控终点
散布概率误差对捕捉概率的影响，未考虑目标初

始位置及其机动导致的目标分布概率；③因难以
构建具有航路规划和机动搜索能力的远程反舰导

弹不同搜捕策略下的自控终点允许散布区，难以

满足此类导弹搜捕概率计算。

２　搜索论模型

搜索论主要研究利用探测手段机动搜索指定

目标优化方案的理论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卫星

监视、资源勘探、海空失事救援以及制导武器搜捕

目标等各个领域［７］。文献［８］引入搜索论分析了
导弹探测系统对弹道导弹的搜索过程，建立了不

同目标指示条件下弹道导弹发现概率模型；文献

［９］利用搜索论建立了对地观测卫星对海洋未知
目标的搜索模型，实现卫星在有限的观测时间内

最大概率发现目标；文献［１０］针对传统捕捉概率
计算方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搜索论的捕捉

概率计算方法，实现了常见目标分布条件下的现

在点射击捕捉概率计算模型，但是该模型没有进

一步考虑反舰导弹末制导雷达探测规律（探测能

力与目标距离关系）对其搜捕概率的影响，没有

考虑远程反舰导弹不同搜索模式下其搜捕概率建

模计算问题。为此，李建强等综合考虑弹目相对

运动规律［１１］、雷达探测规律、导弹搜捕策略，建立

基于搜索论的远程反舰导弹捕捉概率模型，实现

远程反舰导弹不同搜捕策略下搜捕概率的建模计

算，为具备智能机动搜索能力的远程反舰导弹目

标搜捕概率提供一种有效的建模计算方法。搜索

论模型由目标分布概率密度函数、探测函数、发现

潜能及搜索概率四个要素构成。

２．１　目标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搜索”这一概念意味着，被搜索目标的运动

要素（ｔ时刻的位置、方位、航向、航速等）不能准
确给出，但存在一定统计规律。在搜索论中，这种

规律由某一形式的目标分布概率密度函数描述。

假设目标位置空间Ｖｎ是空间Ｒｎ的一个子集，这里
ｎ＝１，２，３，…。当时间 ｔ＝０时，目标位置用向量
Ｘ（０）＝（Ｘ１（０），…，Ｘｎ（０））表示，则目标概率密
度函数ｐ（Ｘ）定义为［１２］：

ｐ（Ｘ）ｄＶｎ＝ｐｒｏｂ［Ｘ∈ｄＶｎ ｄＶｎＲ
ｎ］＋ｏ（ｄＶｎ）

（１）
其中，当 ｄＶｎ→ ０时 ｏ（ｄＶｎ）→ ０，并且满足：

∫Ｖｎｐ（Ｘ）ｎ＝１，ｐ（Ｘ）≥０。
２．２　探测函数

探测函数是以搜索资源为自变量的探测概

率，定义于空间Ｖｎ的探测函数为：
ｂ∶Ｖｎ×［０，!）→［０，１］ （２）

由此，ｂ（Ｖｎ，ｚ）表示目标位于空间Ｖｎ中时，把
ｚ量的搜索资源施加于Ｖｎ而探测到目标的条件概
率，是一个正则函数［１３］。搜索资源可以是搜索轨

迹路程、搜索扫描面积、搜索时间等。特别地，当

搜索资源为时间ｔ时，ｂ（Ｘ，ｔ）即为［０，ｔ］内在Ｘ处
发现目标的累积概率，则ｂ（Ｘ，ｔ）具有以下性质：
１－ｂ（Ｘ，ｔ＋Δｔ）＝［１－ｂ（Ｘ，ｔ）］［１－γ（ｔ）Δｔ］

（３）
其中，γ（ｔ）为 ｔ时刻的瞬时发现率［１４］，在此定义

它为：搜索过程执行到时刻ｔ尚未发现目标，而在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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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时刻以后的下一个单位时间内发现目标的概
率。式（３）在初始条件为ｂ（Ｘ，０）＝０时的解为：

ｂ（Ｘ，ｔ）＝１－ｅ－∫
ｔ

０
γ（ｕ）ｄｕ

（４）

２．３　发现潜能

当搜索者和目标各自相对运动时，它们之间

相对位置的变化会影响瞬时发现率 γ（ｔ），也就是
说γ依赖于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假设 Ｃ为其相
对运动轨迹，ｔ时刻目标相对位置为ｘ＝ｘ（ｔ），ｙ＝
ｙ（ｔ），那么γ（ｔ）＝γ（ｘ（ｔ），ｙ（ｔ））。根据探测函数
的定义（４）可得：

ｂ（Ｘ，ｔ）＝１－ｅ－∫Ｃγ（ｘ（ｔ），ｙ（ｔ））ｄｔ＝１－ｅ－Ｆ［Ｃ］（５）
其中，Ｆ（Ｃ）称为发现潜能，具有可列可加性［１５］。

２．４　搜索概率

若采用探测函数ｂ（Ｖｎ，ｚ）对空间 Ｖｎ中概率

分布密度函数为 ｐ（Ｘ）的目标进行搜索，则成功
发现目标的总概率可表示为：

Ｐ（ｚ）＝∫Ｖｎｐ（Ｘ）ｂ［Ｘ，ｚ（Ｘ）］ｄＶｎ （６）

３　基于搜索论的反舰导弹搜捕概率模型

反舰导弹虽然发射平台可能不同（空射、舰

射、岸射、潜射），射程有所不同（远程、中程、近

程），但其使用方式却有许多共同点。通常首先

由搜索兵力搜索并发现目标，并进行目标指示；然

后，根据目标指示对导弹进行目标参数装定，发射

导弹；导弹发射后，在末制导系统工作前进行自控

或程序飞行；导弹飞行至自控终点 Ａｚｋ时，末制导
雷达即开始工作。末制导雷达依靠距离波门和波

束的左右转动形成扇形搜索区，以便捕捉目标。

如果在搜索区内出现目标，则雷达有可能捕捉目

标。当捕获目标后，末制导雷达进入跟踪状态，控

制导弹自动导向目标。反舰导弹搜捕目标原理

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反舰导弹搜捕目标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ｎｔｉｓｈｉｐｍｉｓｓｉｌ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ａｒｇｅｔ

３．１　目标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假设目标初始位置位于以 Ｏ点为圆心，以 ｒ
为半径的圆内，其分布服从 Ｎ（０，σ２ｒ）的正态分
布；目标航速Ｖｍ在０～Ｖｍａｘ内服从均匀分布，航向
Ｃｍ在０～２π内服从均匀分布，ｔ为目标规避机动
时间。由于Ｒ＝ｒ＋Ｖｍｔ，Ｒ与 Ｖｍ相互独立，故 Ｒ
也是随机变量，其分布密度 ｆｒ＋Ｖｍｔ（Ｒ）是 ｒ和 Ｖｍｔ
的卷积［１６］，即

ｆｒ＋Ｖｍｔ（Ｒ）＝∫
＋
!

－
!

１
２槡πσｒ

ｅ－
ｒ２
２σ２ｒ·

１
Ｖｍａｘｔ
ｄｒ＝ １

Ｖｍａｘｔ

（７）
可见，目标规避机动时间 ｔ后，与原点距离 Ｒ

也服从均匀分布，其范围为０～Ｖｍａｘｔ，又因其航向
在０～２π内服从均匀分布，因此，目标规避机动

时间ｔ后均匀散布在如图１所示的虚线圆Ｏ中。

３．２　直航搜捕模式的探测函数

若远程反舰弹道未采取任何机动搜捕策略，

而采取与近程反舰导弹相同的直航搜捕目标模

式，采用上述基于搜索论的反舰导弹搜捕模型建

模方法，建立反舰导弹直航搜捕模式探测函数。

假设：①从导弹末制导雷达开机到捕获目标
这一阶段，由于导弹的速度 ｖ远大于水面舰艇的
速度Ｖｍ，可以近似认为 Ｖｍ≈０，也就是说，目标的
规避机动发生在导弹开机之前是最有效的；②由
于导引头的末制导雷达作用距离ｄｌ远大于距离选
择搜索区半长 ａ，因此从 Ａｇａ到 Ａｇｂ的扇环形导引
头扫描区域，可用图１中阴影部分的矩形区域代
替；③目标舰艇初始位置为（ｚ０，ｘ０）。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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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坐标系（Ａｚｋ，Ｘ，Ｚ）中，目标舰船相对于反
舰导弹的被发现轨迹 Ｃ即是从 Ａ′ｇａ到 Ａ′ｇｂ的直线，
因此，可表示为时间ｔ的函数：

Ｃ∶

ｘ（ｔ）＝ｘ０－ｖｔ

ｚ（ｔ）＝ｚ０
ｔ∈［０，２ａ／ｖ

{
］

（８）

假设反舰导弹末制导雷达对目标的探测概率

服从“倒四次方律”［１７］，即：

γ（ｔ）＝ｆｒｅｘｐ｛－Ｙ０｝Ｒ
４
０Ｒ（ｔ）

－４＝ｋ·Ｒ（ｔ）－４

（９）
其中：Ｙ０为雷达恒虚警时的检测门限；ｆｒ为雷达脉
冲重复频率；Ｒ０为信噪比为１时的雷达作用距离。

那么，反舰导弹对位于（ｚ０，ｘ０）舰艇的搜索发
现潜能函数Ｆ［Ｃ］可以表示为时间ｔ的函数：

Ｆ［ｔ］＝∫
２ａ
ｖ

０

ｋ
［（ｘ０－ｖｔ）

２＋ｚ２０］
２ｄｔ （１０）

令ｘ＝ｘ０－ｖｔ，则Ｆ［ｔ］变换为ｘ的函数：

Ｆ［ｘ］＝∫
ｘ０－２ａ

ｘ０

－ｋ／ｖ
［ｘ２＋ｚ２０］

２ｄｘ＝ｆ（ｘ０－２ａ）－ｆ（ｘ０）

ｆ（ｘ）＝－ ｋ２ｖｚ０
ｘ

ｘ２＋ｚ２０
＋ａｒｃｔａｎ ｘ

ｚ( )[ ]{
０

（１１）
根据式（５）、式（１１）可得直航式搜索的探测

函数为：

ｂ（ｚ０，ｘ０，ｘ）＝１－ｅｘｐ（ｆ（ｘ０－２ａ）－ｆ（ｘ０））

（１２）

３．３　平行机动式搜索的探测函数

目前，在不能获得目标精确定位信息的前提

下，反舰导弹一般采用概略定位射击［１８］，此时由

于远程反舰导弹飞行时间长、目标机动范围较大，

导致目标大范围散布，反舰导弹搜捕概率下降明

显，为充分利用远程反舰导弹具有的火力机动能

力增加搜捕目标概率，其搜索目标模式一般采用

平行搜索模式，如图３所示，在一个含有目标的矩
形区域内，远程反舰导弹按平行轨道依次向前搜

索，平行轨道间的间隔宽度为Ｗ，Ｚ为轨道长度。

图３　平行搜索模式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由图３可知，平行搜索模式下反舰导弹在ｎＷ
（ｎ＝０，±１，±２，…，±ｍ）平行轨道上对（ｘ０，ｚ０）
处目标进行搜索，可等价于反舰导弹对 （ｘ０－ｎＷ，
ｚ０）处的目标进行搜索。根据搜索发现潜能的可
列可加性，可知平行搜索模式下反舰导弹对位于

（ｘ０，ｚ０）的水面舰艇的搜索发现潜能Ｆ［ｘ］可以表
示为导弹在各个轨道ｎＷ上的直航式搜索潜能之
和，即：

Ｆ（Ｃ）＝∑
ｍ

ｎ＝－ｍ
Ｆ（ｘ－ｎＷ） （１３）

令ｘ＝ｘ０－ｖｔ－ｎＷ，由式（５）、式（１１）、式
（１３）可得平行搜索模式下的探测函数为：
ｂ（ｚ０，ｘ０，ｘ）＝１－ｅｘｐ（φ（ｘ０－２ａ）－φ（ｘ０））

φ（ｘ）＝－ ｋ２ｖｚ０∑
ｍ

ｎ＝－ｍ

ｘ
ｘ２＋ｚ２０

＋ａｒｃｔａｎ ｘ
ｚ( )[ ]{
０

（１４）

３．４　基于搜索论的反舰导弹搜捕概率模型

不妨令：

ｘ＝ｘ０＋ｒｃｏｓＣｍ
ｚ＝ｚ０＋ｒｓｉｎＣ{

ｍ

（１５）

转化为极坐标系，联立式（５）、式（６）、式
（１２）或式（１４），可得反舰导弹对图１中所示圆 Ｏ
内均匀分布的目标的搜捕概率为：

Ｐ（ｔ）＝ １
πＶ２ｍｔ

２∫
Ｖｍｔ

０ ∫
２π

０
１－ｅ－Ｆ［Ｃ］ｄｒｄＣｍ （１６）

４　计算示例

根据文献［６］提供的反舰导弹参考数据，假
设远程反舰导弹搜索区纵向搜索半径ａ＝１ｋｍ，横
向搜索半径 ｂ＝２ｋｍ，射程为 ５００ｋｍ，自导距离
ｄｘ＝２０ｋｍ，自控飞行距离５０ｋｍ后末制导雷达开
机搜捕目标，目标最大速度为３０节。利用搜索论
建立远程反舰导弹捕捉概率模型，计算分析直航

式搜索模式与平行机动搜索模式下，不同射击距

离条件下横向搜索半径 ｂ、目标机动速度以及目
标指示误差对远程反舰导弹目标捕获概率的

影响。

４．１　横向搜索半径ｂ对捕获概率影响分析

如图４（ａ）所示，当横向搜索半径为２ｋｍ时，
射击距离超过１５０ｋｍ后反舰导弹搜捕概率大幅
下降。与之相比，当横向搜索半径扩大 １倍到
４ｋｍ时，射击距离接近３５０ｋｍ时反舰导弹搜捕概
率才开始大幅下降，此时捕捉概率与横向搜索半

径为２ｋｍ时下降０４７。可以看出对于远程反舰
导弹而言，随着反舰导弹射程的不断增大，横向搜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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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半径对远程反舰导弹捕捉概率的影响越来越

大。因此，扩大末制导雷达搜索扇面区域是提高

其搜捕概率，增强作战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同时，若远程反舰导弹采用机动搜索策略后

其机动能力可大大弥补末制导雷达搜索扇面大小

的影响，增强其作战能力。如图４（ｂ）所示为横向
搜索半径为２ｋｍ、目标速度为３０节时，目标散布
半径随射击距离的增大从 ２５ｋｍ增加到 ２５ｋｍ
时，远程反舰导弹分别采取平行式机动搜索和直

航式未机动搜索两种模式，其捕捉概率随反舰导

弹射程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当远程反舰导弹采

用平行式机动搜索策略后其搜捕概率随着射程的

增大变化缓慢，与之相反若未采用机动搜索策略

其捕捉概率随着导弹射击距离的增大迅速减小。

（ａ）ｂ为２ｋｍ、４ｋｍ时的搜捕概率变化对比
（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ｈｅｎ

ｂｉｓ２ｋｍ，４ｋｍ

（ｂ）机动搜索与未机动搜索捕获概率变化对比
（ｂ）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ｈｅｎ

ｔａｋ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ｒｎｏｔ

图４　横向搜索半径ｂ对捕获概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ｒａｄｉｕｓｂ

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２　目标机动速度对捕获概率影响分析

如图５（ａ）所示，当横向搜索半径为２ｋｍ、目
标机动速度为３０节时，射击距离超过６０ｋｍ后反
舰导弹搜捕概率大幅下降。相比而言，当目标机

动速度为１０节时，射击距离超过１６０ｋｍ时反舰
导弹搜捕概率才开始大幅下降，此时与目标机动

速度为３０节时的搜捕概率下降０２９。可以看出
对于远程反舰导弹而言，随着反舰导弹射程的不

断增大，目标机动对于远程反舰导弹捕捉概率的

影响越来越大，反舰导弹会因目标规避机动而迅

速丢失目标。因此，为了提高目标规避机动情况

下远程反舰导弹的捕获概率，增大反舰导弹速度

缩短目标机动时间是一种有效方式。

（ａ）未采用机动搜索策略
（ａ）Ｎｏｔｔａｋ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采用机动搜索策略
（ｂ）Ｔａｋ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图５　目标机动速度对捕获概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考虑到导弹速度提高的技术复杂性，在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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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导弹速度的前提下，若远程反舰导弹采用机动

搜索策略，其机动能力可大大减少目标规避机动

对其搜捕概率的影响。如图５（ｂ）所示，当横向搜
索半径为２ｋｍ、目标机动速度为３０节时，射击距
离超过３００ｋｍ后反舰导弹搜捕概率才开始缓慢
下降，直至射程达到 ５００ｋｍ时捕捉概率仅下降
了００６。

４．３　目标指示误差对捕获概率影响分析

如图６（ａ）所示，目标指示误差对直航式远程
反舰导弹捕捉概率影响较大。当横向搜索半径为

２ｋｍ、目标机动速度为２０节时，目标指示误差增
加１ｋｍ，捕获概率大幅下降 ０４３。因此，在作战
使用过程中，要最大程度地降低目标定位误差和

时间延时误差，提高远程反舰导弹目标捕获能力。

（ａ）未采用机动搜索策略
（ａ）Ｎｏｔｔａｋ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采用机动搜索策略
（ｂ）Ｔａｋ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图６　目标指示误差对捕获概率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但是，当提供目标指示的探测平台观测精度

不能满足远程反舰导弹精确射击条件，而仅给出

目标概略位置信息时，远程反舰导弹若采用机动

搜索策略，其机动能力可大大减少目标指示误差

对其搜捕概率的影响，大大提高远程反舰导弹概

略射击效果。如图６（ｂ）所示，当远程反舰导弹采
用平行机动搜索模式，目标指示误差为１ｋｍ时目
标搜捕概率随着射击距离的增加保持０９５基本
不变，即便是增加到１０ｋｍ，目标搜捕概率也仅从
０９３５下降到０９１８。

５　结论

１）基于搜索论的远程反舰导弹机动搜捕概
率建模计算方法不仅考虑了目标初始位置及目标

机动规律形成的目标分布概率密度，同时还构建

了用于描述末制导雷达探测目标规律的探测函

数，与传统导弹搜捕概率模型相比，该方法更加贴

合实际，计算示例也显示了该方法的合理有效性。

２）基于搜索论的远程反舰导弹机动搜捕概
率建模计算方法采用基于弹目相对运动轨迹的发

展潜能函数解决了传统导弹搜捕概率模型难以实

现的机动搜捕策略下的搜捕概率建模计算问题。

３）基于搜索论的远程反舰导弹机动搜捕概
率计算结果显示：在未采取机动搜索策略的情况

下上述因素对远程反舰导弹目标搜捕概率的影响

较大；与之相反，若采取平行搜索策略，上述因素

对其影响大幅下降；说明随着反舰导弹射程的不

断增大，中远程反舰导弹自控飞行时间越来越长，

目标指示精度、目标机动速度和末制导雷达搜索

范围等因素对其搜捕概率的影响程度，都随着反

舰导弹巡航时间的增长而显著增大，而采用机动

搜索方式，是扩大反舰导弹搜捕范围、提高搜索捕

获目标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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