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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单兵综合系统评估不能充分考虑作战任务需求变化、以及作战中复杂环境因素对装备使用的影

响的问题，本文以作战任务为牵引，基于作战适用性构建了一种可参考性的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用性参

数体系，为有效进行单兵综合系统评估、准确衡量单兵综合系统作战效能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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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that the current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 soldier integrated systems can-
not fully consider the change of combat miss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complex envi-
ronmental factors on equipment use in combat, this paper takes combat mission as the focus and 
builds a reference-based combat applicability parameter system of individual soldier integrated 
system based on combat applicability. It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ffec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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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individual integrate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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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军事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单兵综合系统作为体系作战的关键环节[1]，呈现出综合化、信息化、

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当前的单兵综合系统能否真正形成有效的作战能力和满足未来战场需求，对其

效能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 
在作战环境下，由于人员、环境、保障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单纯的性能参数不再是武器装备最终能

力发挥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传统的武器装备效能评估也是从装备本身出发，忽略了使用方法和使用环境

的作用[2] [3] [4]。因此，本文以作战任务为牵引，以基本作战单元为对象，在对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用

性概念及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面向任务的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用性参数体系构建方法，旨在构

建一种可参考性的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用性评价参数体系。 

2. 任务分析 

作战适用性是武器装备支持使用者能够完成规定任务的程度定义[5]。为突出作战任务的牵引作用，

作战适用性着眼于武器系统对使用者的操作使用行为的支持，是衡量武器装备的“好用”程度[6]。本文

指的是单兵综合系统投入战场后，支持使用者能够完成作战任务的程度。为构建作战适应性的评价参数，

需要首先对单兵综合系统的作战任务进行分析。 

2.1. 单兵作战任务 

单兵通常在班排编成内遂行战斗任务，是实施火力打击的主体力量，根据作战任务需要，单兵也可

直接融入一体化作战体系或独立遂行火力战斗任务。 
单兵的主要作战任务： 
1) 参加火力打击，消灭敌有生力量和摧毁敌重要目标； 
2) 进行火力战斗，队形火力封控、火力拔点等战斗任务； 
3) 遂行搜索侦察行动，掌握敌方情况，为我方战斗行动提供参考； 
4) 执行抓捕任务，抓捕敌有生力量和形迹可疑分子； 
5) 遂行攻坚破障等其他战斗任务。 

2.2. 单兵综合系统组成及用途 

单兵综合系统包括综合保障、作战任务和信息应用三个分系统，每个分系统由相应功能模块组成。 
综合保障分系统用以保障单兵实施武器检修、弹药携带、饮食保障、伤员救护后送、警戒防卫、构

筑工事、战场伪装和核生化防护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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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分系统用以保障单兵发射弹药形成支援火力、机动打击火力，消杀敌有生力量和突击敌重要目

标。 
信息应用分系统用以保障单兵侦察敌情、查明地理环境、获取目标位置、观测目标状态、观测我军

战斗行动，保障单兵与上级、友邻单兵各作战要素建立网络化通信保障系统和一体化情报保障系统。 

2.3. 单兵综合系统作战能力需求 

依据单兵作战任务及单兵综合系统组成用途，可知单兵综合系统必须具备侦察观察、指控通联、火

力打击、伪装防护、构工克障、携装机动和综合保障等 7 种能力，以有效解决单兵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

难题，进而提升单兵班组的综合作战能力。 

3. 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价参数体系构建 

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影响因素众多，其参数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工作。因此，

构建参数体系时必须遵循特定原则，并按照特定流程，广泛吸取专家和指战员的经验，着眼当前及未来

发展趋势，以求得到可信、科学地评估参数体系，确保能够符合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现实需求。 

3.1. 构建原则 

在构建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体系的过程中，除了应严格遵守参数体系构建的一般原则外，

还应遵循其自身特有的原则，具体如下： 
1) 紧密联系作战任务 
从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是根据适应性事项判断系统能力能否满足作战任

务需求。任务具有时序性，不同任务阶段，单兵综合系统的运转和使用方式不同，影响单兵综合系统作

战适应性的参数也就不同。因此，可以从作战任务的角度对装备作战适应性参数进行区分，有针对性的

选取单兵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价参数。 
2) 重视参数间的相互关系 
单兵综合系统适应性涉及综合保障分系统、作战任务分系统和信息应用分系统三个方面的众多影响

因素，参数之间关系复杂，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水平的高低无法通过明确的解析式进行表达。部分

装备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与其他参数的联系较少，且对单兵综合系统执行作战任务的影响较小，不影响

整体作战能力的发挥。因此，在建立参数体系时，可以剔除这部分参数，同时可以降低评估模型的难度，

保证参数体系及评估模型构建过程的高效。 
3) 定量与定性参数相结合 
不同于实验室条件下的单兵综合系统性能检测，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估工作是在作战任务背

景下评估装备的使用和保障性能。其中，不仅包括许多可测的参数，同样包含部分难以量化的参数。因

此，在选取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时应遵循定量参数与定性参数相结合的原则。 

3.2. 构建流程 

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体系具有多层次、多因素等特点，构建其参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本文提出了面向任务的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体系构建方法，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1) 从宏观的角度，将作战任务按功能划分，而后将作战适应性分解为目标层参数。 
2) 分别对各项功能进行印象因素分析，确定特性层参数。 
3) 针对单兵综合系统具体任务，分析每项基本任务要求，根据任务主体、任务要求、环境条件的约

束确定单兵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和基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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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ask-oriented parameter system construction process 
图 1. 面向任务的参数体系构建流程 

4. 评价参数体系构建 

在明确参数体系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分别确定各层次参数，从而完成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

体系的构建。 

4.1. 确定参数体系基本结构 

在构建参数体系前，首先应明确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体系的基本结构。目标结构的不同，

通常会有不同结构的评估参数体系，常见的参数体系结构包括递阶型和网络型两种[7]，如图 2 所示。 
网络型评估参数体系，通常应用于结构比较复杂的系统或体系中，既存在递阶式的层次结构又存在

支配结构，其中的任一元素(或元素集)都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来自于其它元素的支配和影响。网络型评

估参数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即控制层和网络层，控制层由决策准则以及问题目标所组成，网络层由所

有受控制层支配的元素组成。 
递阶层评估参数体系，是根据评估的目的，对被评估系统或体系的功能、结构和逻辑等层次进行分 

 

 
Figure 2. Common parameter architecture 
图 2. 常见的参数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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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parameter architecture for evaluation of combat adaptability 
of individual soldier integrated system 
图 3. 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价参数体系结构示意图 

 
析，并建立相应的评估参数体系。参数体系通常具有层次结构，通常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 3 个

层次，以此形成多层次的评估参数体系。 
本文研究内容为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结合该问题特点，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确定采用递阶

型参数体系。如图 3 所示，参数体系共分为 4 层。第一层为评估顶层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第二层

为目标层，按照作战任务功能划分为目标参数；第三层为特性层，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将目标参数分解

为影响目标任务实现的自身能力特性参数等；第四层为基础参数层，是对特性层参数的描述和量化。 

4.2. 确定各层次参数 

在确定参数体系结构后，分别确定了目标层、特性层、基础层参数，从而完成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

应性参数体系的构建。这里需要提前说明，由于作战任务不确定，本文所确定的各层参数为参数全集。 
1) 目标层 
单兵综合系统作战任务适应性反映了单兵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主要是由承当的作战任务、单兵素

质、装备数质量、指控能力和保障能力等因素综合决定。由于离开人的武器装备是不具备真正作战能力

的，单兵综合系统作战任务适应性可以理解为训练成绩合格的合成营单兵使用所编配的单兵综合系统完

成其所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满足程度。评价方法可以依据作战任务需求，通过分析单兵综合系统各作战单

元完成作战任务的能力来评价作战任务适应性。 
综上分析，评价单兵综合系统作战能力需要综合侦察观察、通信指控、火力打击、伪装防护、构工

克障、携装机动、综合保障 7 种能力。 
综合评价单兵综合系统作战任务适应性的总目标建立一级评估指标集合为： 

( )1 2 3 4 5 6 7U U , U , U , U , U , U , U=  

式中 U1、U2、U3、U4、U5、U6、U7 分别代表侦察观察任务满足度、通信指控任务满足度、火力打击任

务满足度、伪装防护任务满足度、构工克障任务满足度、携装机动任务满足度、综合保障任务满足度。 
2) 特性层 
以侦察观察任务满足度 U1为例，进行特性层参数分析。 
单兵综合系统的侦察观察能力是指获取敌情、地形、侧地、气象等完成作战任务所必须的情报资料

的能力，主要包括：①身份信息识别能力；②装备信息识别能力；③战场敌我识别能力；④昼夜行军观

察、近距作业及阅读能力；⑤昼夜观瞄、隐蔽观瞄、搜索战场动态能力；⑥全球多模式复合定位、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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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⑦路径规划、导航能力；⑧检测预警核生化威胁能力；⑨获取并上报战场情况信息能力。 
建立侦察观察任务满足度 U1二级指标评估集合为： 

( )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U U , U , U , U , U , U , U , U , U=  

式中 U11、U12、U13、U14、U15、U16、U17、U18、U19 分别代表身份信息识别任务满足度，装备信息识别

任务满足度，战场敌我识别任务满足度，昼夜行军观察、近距作业及阅读任务满足度，昼夜观瞄、隐蔽

观瞄、搜索战场动态任务满足度，全球多模式复合定位、授时任务满足度，路径规划、导航务满足度，

检测预警核生化威胁任务满足度，获取并上报战场情况信息任务满足度。 
3) 基础层 
基础层参数是描述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的基础途径和衡量指标，参数确定受到任务主体、任务

要求、环境条件等信息的约束，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根据侦察观察任务满足度 U1二级指标评估集合，可以得到该任务的基础层参数，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econnaissance observation mission base layer parameters 
表 1. 侦察观察任务基础层参数 

目标层 特性层 基础层 

侦察观察任务满足度 U1 

身份信息识别任务满足度 U11 
身份信息识别速度满足度 U111 

身份信息识别准确率满足度 U112 

装备信息识别任务满足度 U12 
装备信息识别速度满足度 U121 

装备信息识别准确率满足度 U122 

战场敌我识别任务满足度 U13 
敌我信息识别速度满足度 U131 

敌我信息识别准确率满足度 U132 

昼夜行军观察、近距作业及阅读任务满足度 U14 
观察范围满足度 U141 

阅读时效满足度 U142 

昼夜观瞄、隐蔽观瞄、搜索战场动态任务满足度 U15 

观瞄时效满足度 U151 

观瞄范围满足度 U152 

目标定位精度满足度 U153 

全球多模式复合定位、授时任务满足度 U16 
定位精度满足度 U161 

授时时效满足度 U162 

路径规划、导航任务满足度 U17 
导航规划时效满足度 U171 

导航规划精度满足度 U172 

检测预警核生化威胁任务满足度 U18 
检测预警时效满足度 U181 

检测预警准确率满足度 U182 

获取并上报战场情况信息任务满足度 U19 
获取信息时效满足度 U191 

上报信息时效满足度 U192 

4.3. 可参考的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价参数体系 

对其他任务的特性层、基础层参数依次进行分析，构建成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体系。篇幅

所限，本文没有列出构建好的完整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价参数体系。本文选取作战适应性作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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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目标，向下逐级分解，通过目标层、特性层和基础层 3 个层级的任务满足度参数共同描述了对单兵综

合系统完成作战任务的各类影响因素。 
该参数体系是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估应用中的工具，在明确使用对象系统属性和任务系统属

性描述的前提下，从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应性评价参数体系中选取合适的评价参数对单兵综合系统进行

评价。参数与任务一一对应，按照这 3 个层级进行评价有如下好处：1) 当系统出现支持作战不力的问题

时，便于寻找出症结所在，确定单兵综合系统存在缺陷的具体模块位置；2) 可用于不同作战单元的单兵

综合系统效能的比较，进而有利于改善相关建设资源配置，完善单兵综合系统的设计。 

5. 结束语 

作战适应性评价参数是对装备作战适应性程度的度量，反映了单兵综合系统作战使用的现实程度，

参数选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开展适应性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本文紧密围绕作战任务，构建了单兵综合

系统作战适应性参数体系，可以对单兵综合系统作战适用性进行有效评估，其流程方法也可以为其他类

型的参数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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