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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战斗识别( CID)的概念和基本组成,介绍了国外战斗识别的发展动态和现状, 提出了

战斗识别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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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敌我识别0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且十分复杂的

问题。现代战争中,由于高速机动部队夜间作战的

增多, 作用距离远、杀伤力更大的自主性武器的出

现,以及联合作战的增加,使提高战斗效能、减少/自

相残杀0 的战斗识别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现代战争

表明: 随着导弹制导技术和推进技术的改进, 跟踪、

攻击和杀伤一个目标常常比识别这个目标更为容

易。然而,战斗识别技术远远落后武器系统的发展,

严重约束了先进武器作战效能的发挥。现代战争中

如何迅速准确地识别目标, 己经成为相当严峻的问

题,战斗识别问题己经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20

世纪 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后,美国政府加大了战斗

识别的投资,加强了战斗识别技术开发计划, 在美国

防部统一组织下安排了 4个计划,分别由美国海军、

空军、陆军负责实施,同时在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长下

设立/战斗识别评估小组0, 探索如何在组织管理和

领导方面改进战斗识别能力,评估系统的战斗识别

性能,提出新的改进要求,从 1995年以来,每年都组

织一次大型的由多兵种组成的战斗识别系统性能评

估联合演习, 以便不断提高战斗识别能力。

20世纪末,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战模式由

/平台中心战0向/网络中心战0转变, 对战场目标识

别系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网络中心战是通

过通信链路将陆海空天的各种传感器、各级指挥控

制中心以及武器系统集成为一体化网络, 形成探测、

监视、识别、决策、打击和战损评估的杀伤链,通过具

有信息上的优势、地理位置分散的部队的强大网络

形成战斗力。网络中心战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利用战

斗识别系统建立持续、完备、精确的战场态势感知,

这不仅要知道战场上所有目标的位置, 而且要知道

每个目标的敌/我/中立属性; 没有一个军队只知道

它自己的部队和装备的位置就能取得信息优先权,

为了穿透/战争雾0得到支配性的战场态势,它们必

须知道战场每一个作战单元的位置和敌/我/中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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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此, 提出了战斗识别 ( Combat Ident ification,

CID) 系统概念。21世纪初, 当信息栅格网技术的出

现并取得进展时,西方国家根据它们的全球作战快

速反应的需要, 又提出了/网络中心战斗识别系统0

概念,并正分步实施。

二、战斗识别概念及系统组成
所谓战斗识别( CID)系统是指通过各种 CID传

感器获得作战区域内目标的精确特征信息, 完成战

场上所有目标的识别, 形成战场态势。CID 贯穿在

目标探测、跟踪、识别、决策、打击和战损评估杀伤链

的每个环节中, 为战场上各级指战员提供精确的、连

续的战场态势, 以便加快作战节奏, 加大杀伤力, 提

高作战效能。战斗识别( CID) 是从敌我识别( IFF)

系统发展起来的,但它与 IFF 又有所不同, 主要区别

可归纳为:

( 1) 战斗识别要求精确描述战场空间的每个友

方、敌方、中立方实体, 战斗识别信息不仅包括战场

空间每个目标的精确位置信息, 而且包括每个目标

的敌我属性信息;敌我识别只能准确识别我方目标,

不能识别敌方和中立目标;

( 2) 战斗识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 自相残

杀0,更为了参战的各级指挥员、战斗员合理使用武
器资源,实时选择最佳作战战术,减少由于敌方攻击

造成的损失; 而敌我识别主要是为了防止/自相残
杀0。

完成战斗识别任务的技术不可能是任何一种单

一的手段,而是一种综合手段,如协同识别、非协同

识别、态势感知识别等。未来的战斗识别系统是一

种组合技术系统,即/系统中的系统0,通常由 3种基

本系统组成:协同系统、非协同系统和组合系统。各

类CID系统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组合系统是完

成CID的互补方案。

CID系统由/平台上 CID系统0和/平台外 CID

系统0组成。/平台外 CID系统0位于作战平台之外,

由情报获取设备、国家信息资源、协同识别系统和非

协同识别系统等组成, 检验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战斗

识别信息,把它们与已知的跟踪航迹进行相关,形成

有效信息,并分发到平台上。因此,战斗员可最大限

度利用战斗识别信息。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平

台外战斗识别信息准确地分发到战斗平台上, 并与

平台上战斗识别信息相关联, 因为信息传送过程中

存在干扰和时间滞后, 有时会出现传输错误。基于

/平台上0的战斗识别信息实时性强, 不会受到信息

传输中的干扰和信息滞后问题。平台间的战斗识别

系统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 战斗识别系统间的关系

当信息栅格网络建成后, 各平台上的 CID将直

接与栅格网交换信息, 平台外的 CID信息将由栅格

网提供,形成网络中心战斗识别系统,各平台 CID系

统与信息栅格网之间的关系如图 2所示。

网络中心CID系统是指所有参战成员即使是战

术级成员,都能集成到信息栅格中,并得到所需要的

战斗识别情报,其基本概念是:

( 1) 每个战斗识别系统和传感器彼此之间不需

要实现直接互操作, 通过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

( C
4
)结构实现互操作;

( 2) 战斗识别情报可以快速地、准确地分配到

所有系统成员;

( 3) 每个战斗识别情报供给者将为 CID信息用

户提供急需的 CID信息, CID情报用户将能取出任

何指定节点或跟踪目标的急需信息;

( 4) CID将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

视和侦察( C4ISR)综合一体化系统中的一种基本能

力。

图 2 平台 CID系统与住处栅格网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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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斗识别系统发展动态
20世纪 90年代海湾战争后, 西方国家在战斗

识别技术上所作的主要工作有如下几方面。

1. 协同识别系统

协同识别系统是 CID系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

部分之一,协同识别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 1) 最大概率的/友方0识别;

( 2) 要求目标协同与合作;

( 3) 不能识别/不明0目标。
20世纪 90年代后,西方国家重点开发了 3个协

同识别系统:Mark XII 改造、毫米波战场识别系统以

及单兵识别系统。

( 1) Mark XII 改造

美国海军针对现有二次雷达敌我识别问题, 在

Mark XII 的基础上开发成功工作模式 5(Mode 5) , 采

用了扩频技术、精密时间同步技术、计算机现代加密

技术,缩短了密码有效期,提高了敌我识别系统的抗

干扰性、安全性和保密性。1998年/北约组织0成立

了5个国家组成的研究小组, 完成了模式 5的统一

设计和原理样机研究,其中,包括信号格式设计、性

能仿真、新的加密算法设计、起草了/模式 50的技术

规范 STANAG 4193 Part V。

( 2) 毫米波战场识别系统

美国陆军于 1995年研制成功毫米波战场识别

系统, 主要用于高度密集的地面战场中战车间的识

别。此后,英国根据委托,以北约/战斗识别工作组0

的名义,制定了北约/战场目标识别0( BTID)系统的
标准化协议 ) ) ) / 4579 号标准协议0 ( STANAG

4579)。2000年 6月,北约正式批准了这个标准。目

前北约正在开展 BTID第二功能 ) ) ) 数据链研究,用

来传送/排级0战场态势信息。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

束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出便携式协同识别系统

(MCTIS) 开发计划, 要求识别距离5 km,识别概率为

99% ,系统响应时间小于 1 s。

( 3) 单兵识别系统

单兵识别系统是问答协同识别系统,采用了激

光定向询问和射频全向应答方案,由美国丹尼斯公

司、哈瑞司公司和美国陆军通信电子指挥所( CE2
COM) 开发,完成了原理样机研制和外场测试, 最大

作用距离为2 km,询问角分辨率为 10 mrad。

2. 战场态势感知识别系统

所谓态势识别是指通过对战场目标信息的收集

和处理,形成战场信息(态势) ,作战员利用这类信息

能可靠地了解和掌握战场动态, 达到能对攻击目标

做出最终决策命令。

态势感知识别系统的主要特点有:

( 1) 可以超视距识别目标;

( 2) 提供全面的战场态势,识别敌、我、中立/民

用目标;

( 3) 解决信息滞后,但这是个难题。

美国空军近年来进行了几种 CID态势感知系统

演示验证试验,其中包括/黄金打击( Gold Strike) 0快
速目标定位系统( RTS)、确定打击计划( Sure Strike)、

战场态势感知等。

3. 非协同识别系统

非协同识别是指在不需要协同目标的配合下,

利用多种手段完成对目标的判别。非协同识别系统

的主要特点有:

( 1) 完成/敌方0和/友方0目标识别, 提供目标

类型和型号;

( 2) 不需要目标参与;

( 3) 技术难度大。

西方国家根据不同的对象开展了非协同识别技

术研究, 重点研究了/地对空0和/地对地0非协同识

别技术。

( 1) /地对空0非协同识别

/北约组织0成立了空中目标非协同识别研究小
组,主要研究空中目标的非协同识别技术,其中包括

喷气发动机/直升机螺旋浆的雷达信号调制特性

( JEM)目标识别、雷达成像目标识别、全极化特性目

标识别、雷达特殊证据建模技术,以及应用数据融合

(包括 JEM、HHR和 2D- ISAR数据)技术改进从不

同方向识别目标的识别率。

( 2) /地对地0非协同识别系统
美国达信系统公司分别为美国空军和美海军陆

战队开发成功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 探测和识别地

面战车, 该系统利用声信号与红外信号相结合的原

理完成战车定位和非协同识别。

4. 超视距 CID无人侦察机系统

该系统专门用于陆地战场上支持武器系统超视

距作战,无人机 CID系统采用了协同与非协同识别

相结合的技术体制, 完成战场所有参战单元的目标

识别。它利用地空电台的一个信道向指定区域广播

询问信号,该区域内的我方目标收到询问信号后自

动应答, 对那些没有回答的目标则由机上非协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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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系统完成识别。无人机非协同识别系统由声场感

应系统和红外摄像仪组成。首先由声场感应系统探

测战场上所有声源, 形成声源态势图,然后引导红外

成像摄像仪对那些没有应答的潜在目标进行识别,

并将识别结果即时分发到我方作战平台, 以便它们

完成超视距攻击。该系统己于 2001年开始试飞, 于

2003年 6月进行了机载平台性能测试。

四、战斗识别系统发展思考
根据网络战、信息战的需要,以及 CID技术发展

动态,为此提出了如下 CID系统发展思考。

1. 满足未来作战需要

战斗识别系统应当满足陆、海、空三军作战需

要,为各级指挥员、战斗员提供作战区域内所有敌、

我、中立/民用目标的精确位置和识别信息, 以便有

充分的时间选择最佳作战战术,调用武器资源,充分

发挥其作战能力和武器战斗效能, 将/ 误伤0和敌人

攻击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2. 适应/打一场高科技战争0需要

现代战争是/海、陆、空、天、电磁0多维一体的作

战环境,战斗识别技术的发展应当针对未来作战环

境以及技术发展水平。战斗识别技术是极其复杂的

技术,它涉及到各门学科,并随着各学科技术发展而

发展。因此,在不断完善现有系统,改进战斗识别性

能基础上,同时应当积极探索新的途径,研究新的概

念。

3.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实现战区内所有平台的战斗识别, 本身就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加之现代战争是/海、陆、空、天0
的立体战争,大量不同的友方、敌方和中立方平台要

求实时识别,更加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研究表明,

迄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或正在研究的战斗识别单一

技术能完成战斗识别任务。未来的战斗识别

        

系统是多种识别技术相结合的系统, 并随着技术进

步不断改进的系统, 是新成果新科学不断应用的系

统。

五、结束语
网络战和信息战对战斗识别系统提出了更高更

新的要求,网络战和信息战中的战斗识别问题是急

需解决的核心课题之一。当前西方国家调动了各种

研究力量,使用了各类学科和新的成果正在加紧研

究,新的 CID系统不断出现。战斗识别是一个长期

研究的课题, 本文从探索的角度出发对战斗识别进

行了初步讨论, 所提出的看法属个人意见, 不妥之

处,请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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