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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场信息管理》是一本全面介绍战场信息管理的教科书。
全书共分10章，从信息流的角度出发，主要阐述了战场信息管理的基本概念，介绍了战场信息的获取
、传输、处理和管理等主要内容，阐述了战场信息的安全管理、分发管理和战场频谱管理的概念与方
法，最后介绍了战术数据链的基本技术与管理方法。

　　《战场信息管理》涉及战场信息管理的概念、技术和方法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作为指挥信息系统
工程(指挥自动化工程)、作战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地方高等院校国防生相关
专业的教材和各类军队干部培训和轮训班的教材，还可作为国防科技科研人员和军事爱好者的参考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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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战场感知是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探测技术的发展、信息优势等概念的形成，以及新
军事革命理论的深化而产生的新概念，是所有参战部队和支援保障部队对战场空间内敌、我、友各方
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战场环境（如地形、气象、水文等）等战场态势信息实时掌握的过程。
 战场感知能力包括：“信息获取”、“精确信息控制”和“一致性战场空间理解”3个要素。
“信息获取”指及时、充分、准确获得敌、我、友部队的状态、行动、计划和意图等信息的能力；“
精确信息控制”是指动态地控制和集成战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C4ISR
）资源的能力；“一致性战场空间理解”也称为感知共享，是指保持战术部队与支援部队对战场态势
理解的一致性的能力，它反映了参战人员对敌、友和地理环境理解的水平与速度。
由此可见，战场感知除传统的侦察、监视、情报、目标指示与毁伤评估等内涵以外，还包括信息共享
及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控制。
联合部队利用这一能力，可一致性地理解及预测战情，控制战争进程，夺取战场主动权。
 战场感知同时又是信息作战的“灵魂”。
如今战场重点已转向如何获取信息、怎样传递和运用所获得的信息达成掌控“透明战场”和精确打击
上。
各类传感器在现代战场上的作用及独到的探测能力，使信息获取的内涵、范围以及技术的实现都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使作战平台的效能随之倍增。
随着军事传感技术在现代战场上的广泛应用，使作战平台的自动化、武器装备的系统化和攻击方式的
精确化程度日益提高，其作用和发展前景备受青睐。
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以传感器为代表的信息获取技术的开发利用，将信息获取技术列入对其国
防实力有极大影响的重点发展技术之列，着力构建和开发集声、光、电、磁等高新技术手段于一体的
信息获取体系。
 2.1.1 相关信息和情报 指挥员在分配信息获取的手段之前必须考虑所需信息的种类和实质。
首要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
这种信息的实质是什么？
如何获取这种信息？
 必要的战场信息包括任务、敌人、部队、地形、气候、可用的时间以及关于任务对象、目标、时问、
地点和原因的基本信息。
这些信息的质量包括准确性、及时性以及与指挥员关键信息要求总体上一致的相关性。
在战场信息获取中，主要涉及两个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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