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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舰艇编队作战运筹分析》

前言

　　谭安胜教授撰写的《水面舰艇编队作战运筹分析》一书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基础上，针
对水面舰艇部队作战、训练与建设对运筹分析的需要，广泛汲取国内外水面舰艇编队作战运筹分析研
究与应用的新近成果编写而成的。全书覆盖水面舰艇编队作战使用的主要运筹分析问题，取材新颖，
内容丰富，实用性强。　　作者着眼现代海战对水面舰艇编队运筹分析的挑战和军事运筹学学科发展
建设的要求，在全书的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方面作了艰苦而有创新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以水面舰艇编队作战过程决策问题为主线的统分结合、层次分明的作战运筹
分析研究、教学内容体系。全书前六章讨论编队作战运筹分析的共性问题，包括作战环境分析、编成
模式、防御队形配置、作战指挥、编队协同等的运筹分析；后面四章深入讨论编队对海作战、对空防
御作战、对潜作战和对岸作战的各类运筹分析问题。这种内容体系，使得军事决策问题明确、突出，
便于军事背景读者和运筹背景读者研究讨论。二是考虑信息化条件下水面舰艇编队作战呈现体系对抗
的特点，从系统视角应用运筹分析方法，从全局高度考虑局部问题，把“不能脱离作战体系分析编队
、不能脱离编队分析单舰、不能脱离舰艇分析装备”的思想贯穿运筹分析全过程中，提高了运筹分析
结果的有效性。三是考虑战略、战役要求，把战术、技术分析与运筹方法应用有机结合，使运筹分析
具有实际战术应用意义，增强了分析方法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当前，全军都在按科学发展观要
求加强现代化建设，大力提高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使命的能力。水面舰艇部队作为海军
的一支基本力量和骨干兵种之一，在作战、训练和建设中，面对现代信息化海战挑战，十分需要应用
军事运筹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作战、指挥和管理等各类军事活动的科学决策，提高部队战斗力。
本书的适时出版，无疑会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必将受到相关领域读者的重视和欢迎。　　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指出，“军事科学作为一个大的科学部门，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
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因此，军事运筹学同军事学一样，不是一个单一
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包括各军兵种、各个军事活动领域的多个军事运筹分支学科。因此，相信本书
的问世，将对军事运筹学科体系中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启示和宝贵经验，从而推动军事
运筹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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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面舰艇编队作战运筹分析》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水面舰艇编队作战运筹分析的专著。全书以水面舰
艇编队作战过程决策问题为主线,从系统视角应用运筹分析方法,把战术、技术分析与运筹方法应用有
机结合,从全局高度考虑局部问题,使运筹与战术协调统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水面舰艇编队作
战运筹分析》前六章讨论编队作战运筹分析的共性问题,包括作战环境分析、编成模式、防御队形配置
、作战指挥、作战协同等的运筹分析;后四章深入讨论编队对海作战、对空防御作战、对潜作战和对岸
作战的各类运筹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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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3 战场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电磁环境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最主要是有意电磁辐射的影响。有
意电磁辐射是为着特定的电磁活动目的而人工有意向空中特定区域形成的电磁辐射。有意电磁辐射源
的种类、分布、工作状态等直接决定着战场电磁环境的形态，它是战场电磁环境的关键构成要素。有
意电磁辐射源主要包括电子干扰系统、通信系统、雷达系统、光电系统、制导系统、导航系统、敌我
识别系统、测控系统、无线电引信，以及广播电视系统等（既有军用也有民用）。　　水面舰艇装备
有大量不同用途、不同构造、不同原理、不同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的电子器材和系统，完成定位（导
航）、侦察、兵力指挥等任务。电子器材的大量使用一方面为实施作战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又对作
战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电子器材的大量使用，导致了自身
电子器材“相互干扰”的出现，并降低了其战术技术性能和能力，这就是常说的电磁兼容问题。电磁
兼容性是各种电子器材在不明显降低性能指标情况下同时工作的能力。要保障电磁兼容性，就要采取
综合性的技术和组织措施，避免电子器材工作时产生相互干扰。另一方面，敌我双方为了夺取电磁优
势，使用电子器材和系统进行电子对抗，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作战方式——电子战。电子战的应用使得
战场电磁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巨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研究战场电磁环境
对水面舰艇编队作战的影响问题，首先要对战场电磁环境的复杂性有一定的认识，然后着重从如下两
个方面入手：一是，电磁兼容问题对水面舰艇编队作战的影响；二是，电子战（综合干扰环境）对水
面舰艇编队作战的影响。　　1.战场电磁环境复杂性分析　　对海战场电磁环境复杂性的认识，是研
究海战场电磁环境对舰载电子装备及编队作战效果影响的基础。海战场电磁环境复杂性分析，应结合
不同的需要，建立两种复杂性的概念，即海战场电磁环境的一般复杂性和特定复杂性。　　海战场电
磁环境的一般复杂性，是用来定性、定量描述特定海战场上客观的、共同的、宏观的海战场电磁环境
特征，它能给指战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对整个海战场电磁态势进行宏观的了解和掌控，能对海战
场电磁环境的复杂性进行一个初步的估计，它的分析评估特征与海战场上某个或某些特定的感受体无
关。　　海战场电磁环境一般复杂性的度量指标通常包括：电磁辐射源空域分布密度、电磁信号频域
分布密度、时域分布密度、电磁信号强度、电磁信号种类和样式分布、背景噪声强度、频率占用度、
频率重合使用度等。　　海战场电磁环境的特定复杂性，是指海战场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一般指在某
海域、某时间段的某个装备系统或某作战实体群）所感受的海战场电磁环境的影响程度。　　对海战
场电磁环境特定复杂性的分析与评估，首先应计算（或模拟）出某个装备Q在特定条件下接收到的有
用信号和由电磁环境产生的各种干扰（有意和无意）信号功率之比（信干比）；进而利用电子信息系
统效能分析的方法，计算出该装备在完成特定任务时，由于各种干扰而造成的效能下降程度（如某舰
载雷达对某型飞机发现概率的下降程度）；然后根据厶^的不同取值，可以把该装备受电磁环境影响
的程度分为若干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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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来是当闲书看的，呵不知道作者会怎么想，不过内容真的很好，很好玩，计算很多不适合当闲
书看所以是喜欢吧
2、很有益处
3、系统化的总体论述，着重看编队反潜作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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