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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防空战略作战势的认识，引入了描述防空战略势的势函数的 PDG 模型，该模型具有

便于进行防空战略体系优势分析的特点 o 并对防空战略体系的优势建设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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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的分析，人们常常论及参战双方各自的优势、劣势。这种势的分析往往就是一种系统评价。它

包括优势布兵、精确作战、全维防御、集中后勤等方面。其中的优势布兵就是强调超越合同、联合作战，强调

-体化作战，强调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强调赢得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占据制高点。

现代防空作战已成为具有广泛战略意义的军事斗争方式。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由于国家面

临的空中威胁明显增大，防空作战的战略地位尤其突出，防空对抗激烈、方式多样、作战空间广阔、战场环境

复杂等特点，使得防空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大。我们应当以系统的观点，全局结构式地进行分析研究，以求

得对战略全局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1 势函数模型

防空战略作战的势战律是指:防空战略作战总是依托其防空体系对战略空袭所形成的"势"进行作战

的，势的优劣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防空战略作战中，促进"势"转化的主要因素有:防

空战略作战实力的增强或减弱;防空战略作战布局对战略空袭的适应度;防空战略作战指导的正确与否等。

其中，作战指导是决定性因素。文献[ 1 ]在对势战律分析认识的基础上，首次给出了势函数的一般概念及其

相关问题，文献[2J 对势战的一些基本机理进行了探讨。在此，我们以优势分析为目的，试图建立一个具体

的势函数模型。

防空战略体系中各个系统均具有客观的实体系统和能量信息系统，其有机构成使防空体系形成了一定

的势。无论是平时或战时，对峙的双方都在动态的环境中夺取优势。所谓优势，定性地讲，就是利用己方部

队战斗力在具有压制对方使其不能有效地利用其战斗力完成既定目标的同时，而能够保证己方取得完成既

定任务或达到特定目的的综合态势[3 J 。这种优势及优势的程度在数量上讲，表现为势函数的比较或势函数

值的比较。敌对双方中，若我方的防空战略体系相对于敌方具有了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占有了防空战略

作战的主动权。防空战略体系中的兵力、武器装备、高技术手段等的拥有量只表明了系统资源的拥有;其作

用的发挥首先要考虑进行优化布势，对兵力进行合理的部署，开发资源的潜在效能;有了雄厚的战斗力资源

与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优化布势，在防空战略作战中，要形成真正的具有活力的有生力量，还必须依赖于 c4

ISR 系统的效能发挥，依赖于正确的作战指挥，形成优化的体系。这些环环相连的因素的综合体便可以构成

防空战略体系的一个客观上的态势。依此，我们给出一个可以用于进行优势分析的，对势进行度量的势函数

U=U(P ，D ，旬，称其为 PDG 模型，即:

势 U =pTD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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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兵力向量 :p= (PI' 且，…，ppm)T ，表征着进入作战态势的战斗力，是实力的拥有量。进入作战态

势的战斗力与兵力的客观拥有量是两个概念。它是防空体系中各种兵力、武器的一个综合度量，是在一定的

准则下，利用相关的有效性度量或指数模型对通常所论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数量的一种折算，它不仅表征

了兵力拥有的绝对数量，而且包含了兵力的素质、各种兵力的协同能力等内容。现代防空体系中的兵力包括

了由飞行员和作战飞机主宰的空中力量(航空兵)、担负地对空打击的地空导弹部队(地空导弹兵)、高射炮

部队(高射炮兵)、担负情报预警截获信息的雷达部队(雷达兵) ，担负软杀伤任务的电子对抗部队，甚至有与

之相辅的预备役、民兵等等 ，Pi 表示第 i 种兵力的数量(i=I ， 2 ， … ， m) ， m 表示防空体系中所拥有的兵力的种

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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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 d叮叮 ,,' d吨 | 
布势矩阵 D = (di)mxn =1 -,L1 μ ,Ln 1 ，表征着对实力的开发利用水平。布势矩阵反映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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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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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优化部署的结果，是对进入态势的战斗力配置的描述，其数据的含义为指定兵力在特定的战区所分配的有

效比例，即 dij表示第 E 种兵力部署在第j 战区的比例(第j 战区的第 i 种兵力占第 z 种兵力总量的百分比 ) , 

Edq 二 1 ， i=1 ， 2 ，"'， m o n 表示防空体系中所拥有的战区个数。

指挥向量 :G = (品，酌，… ， gn) T , 表征着在作战中的对策水平(战略战术的应用能力)。指挥向量表

征着进入态势的各战区指挥群体的作战指挥能力 ， gj 表示第j 战区的指挥水平指数(j = 1 ， 2 ，…， π) ，可以通

过综合评定而取得。

这里，0 运Pi < +∞ ， O~dij~三 1 ， O~gj运 1 ， (i=1 ， 2 ， … ， m; j=I ， 2 ， …， π) 。

这样，

【j=prDG=JEgJJEPLdq= 旦旦Pid品 (2 ) 

显然，这个模型一方面体现了优势是建立在(资源 x 开发 x 对策)的思想的[4)基础上。另→方面，这种

势的值也可以理解为战略意义上的损失率，势的比较实际上是损失率的比较，损失率小的一方就取得了相对

优势，损失率大的一方就处于相对劣势，势的优劣比就是损失率之比。

2 优势分析

对处于防空战略作战中进行对峙的甲、乙双方，可以采用同样的原理方法，建立相应的 PDC 模型:

及

设

U甲 = u甲 (P ，D ， G)

U乙 u乙 (P ，D ， G)

U甲 =pTDGI 甲 =31631呐I

(3) 

(4) 

(5) 

"'2 "'2 "2 

U乙 =pTDGI 乙 =IEgJYZIPEYdJ= 圣1JEPEYdqygIY(6)

可见，势 U 的值的大小取决于 I)P=(PI'酌，… ，Pm) ;2)D = (dijmxn);3) G = (品，品，… ， gn);4)m ， π 。

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甲乙双方的兵力向量 P 具有明显的差

别，即使是具有相当多的兵员而很难在技术和装备等因素上使兵力向量相同。那么，这种资源方面的优势或

劣势的客观存在性，必然会激励双方为了克服在兵员、技术、装备上某些方面所造成的弱势而在布势矩阵 D

和指挥向量 G 及其维数 m ， π 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追求优化的部署和布阵，其中包括了伪

装、隐蔽等战术性措施的运用，这是夺取优势的一个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加强多种形式的军事训练和培训，

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及指挥才能，尽可能大地发挥 C3 1 系统的作战效能，这是夺取优势的一个决定

性的环节。如在双方的 G = (酌，品，… ， g.) 相差不大且 nl 叫 =π 的情况下，若要 U甲 > Ul..'则需要在强化兵

力和优化部署以使得Ph 〉 PTD| 乙， ep兰卢JJρJ ，j=1 ， 2 ， ， π。集中优势兵力就是对某(或某
几个)确定的一个或若干个偶对(九 j)使得其相应的加项 Pidijgj 的量值增大。如在双方的 pTD 相差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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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若要民> Uz.，则需要 G甲 =(gll g2J ,… , gn') >G乙 =(gly ， g2Y ，… ， gn Y) 或进行 G = (酌，品

gJT 的各个分量值的有效分配以确保 U甲 >U乙。如在马和凡的值大小相差不明显时，各方也可以通过采

取加大 m 与合理化 n 的办法，从而取得优势。联合防空、各军兵种整体防空的综合造势就可以认为是 m 值

增大的结果。总之，审时度势、量情造势就是尽可能促使己方的兵力向量、指挥向量 P = (Pl'且，…， Pm) T > 

和 G = (品，品，… ， g.) T 的值得以增大，使 D = (dυ) m Xn的结构趋于合理，从而削弱对方的势。

势的优劣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防空战略作战意义下，随着甲乙双方进行着眼于全

局的审时度势、谋局造势、量情用势过程的进行，势的优劣在动态的过程中变化。若允许时间无限制地延伸，

双方在争取优势的势的竞争中就会形成势的均衡，形成均势。现代战争的有限目的性、过程可控性等决不允

许战争无限进行，也不允许势的竞争元限进行。势的均衡只能是和平年代的产物，势的优劣差异是矛盾激化

的激励结果。充分发挥作战指导的决定性因素、充分利用独立拥有的高技术创造作战优势，抓住时机，恰当

而胸有成竹地利用作战优势是夺取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胜利的关键性或致命性环节。

3 结束语

本文给出的可以用于进行优势分析的势函数的这种 PDG 模型具有较强的适应范围，无论是在战略性

的、战役性的或战术性的作战，还是战争的某个阶段或所关心的某些方面(如:空间优势(制空权) ，信息优

势，装备优势，电磁优势等等) ，都可以通过适当地选取指标向量 P 及与之相联的部署结构体系和指导决策

力度建立相应的 PDG 模型进行优势分析。也可以考虑增加状态变量使模型中因子的个数增加。文中之所

以选择以防空战略作战为背景是由于(相对地讲)战略防空的兵力及其布势通常要求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不

象战术级防空作战组织的机动灵活性强。本文提出的 PDG 模型仅是一个建立在相关评价结果基础上的初

步的思想，是一个时间断面上的分析研究结果，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考虑，兵力向量 P 中各个分量的协同，D

中部署的灵活性(富余或欠缺) ， G 中各个分量的交互作用或连带作用，也可以考虑动态 PDG 模型或时变

PDG 模型的研究，以适应不同级别不同范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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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G Model of Potential Function for Air Defence 
Strategy 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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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potential warfare , a model of potential function for air de

fence strategy system is introduced. It is called PDG model and can be used in air defence strategy system prepon

derance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an initial valuabl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air defence strate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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