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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军地联合信息
通信保障效能评估

陈 俊1,2,
 

李建华1

(1.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西安,710077;2.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西安,710051)

摘要 针对信息通信作战需求和军地联合信息通信系统的特点,提出了基于改进模糊综合评价的军地联合

信息通信保障效能评估方法。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影响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的关键因素,引入

改进的德尔菲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其次,通过1-9标度法计算得到各层指标的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然
后,采用主客观评价结合的方式,在对定量指标直接评价的基础上,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将定性指标进行量化,
进而得到效能评估计算模型,从而提升了定性指标量化的客观性;最后,利用实际算例验证了该评估方法的

有效性,并给出了完善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系统的对策建议,为军地联合信息通信系统的优化使用、效能

提升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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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opera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in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ystem,
 

a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ethod
 

of
 

military-
 

civili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upport
 

is
 

proposed
 

based
 

on
 

improve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irstly,
 

the
 

key
 

factors
 

to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ed
 

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upport
 

is
 

analyz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an
 

evalua-
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by
 

the
 

improved
 

Delphi
 

method.
 

Secondly,
 

the
 

weight
 

of
 

every
 

layer
 

in-
dex

 

is
 

calculated
 

by
 

1-9
 

scale
 

method,
 

and
 

the
 

consistency
 

is
 

checked.
 

And,
 

based
 

on
 

the
 

direct
 

evaluation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the
 

qualitative
 

indicators
 

are
 

quantified
 

by
 

using
 

fuzzy
 

mathematics
 

theory,
 

thus
 

obtaining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calculation
 

model,
 

and
 

improving
 

the
 

objectivity
 

of
 

the
 

quantification
 

of
 

qualitative
 

indicators.
 

Fi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
 

is
 

verified
 

by
 

a
 

practical
 

exam-
pl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military
 

civilian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upport
 

system
 

are
 

given.
 

This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military
 

civilian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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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军地联合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军

事信息通信保障需求水平的日益提高,采用军地联

合方式开展信息通信保障已成为提升军队通信保障

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1-5]。为科学、准确评价军地联

合机制对军队信息通信系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军

队信息通信保障效能的提升,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

障效能评估方法成为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
传统信息通信效能评估方法能够考虑到不同军

事信息通信系统的特点,并通过引入新方法的方式

提高评估的准确性。然而,这些方法缺乏对军地联

合信息通信系统新特点和新机制的考虑。例如,邱
少明等[6]提出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军事通信效能

评估方法,提高了气象因素影响下的军事通信效能

评估准确性。胡昌栋等[7]将灰色层次分析法引入通

信保障效能评估中,提高了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定

量评估精度。刘仕雷等[8]对 ADC方法进行了改

进,提高了武器装备系统效能评估的可信度。Wang
等[9]和Shao等[10]分别提出了针对卫星星座和单颗

卫星的通信系统效能评估方法,提高了卫星通信系

统效能评估的准确性;文献[11~15]分别探索了无

人机集群、抗干扰通信、防空反导指控系统、移动通

信的效能评估方法。然而,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

具有网系融合复杂、数据采集难度大、指标量化主观

性强等特点,以上方法并不完全适用。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模糊综合评价的军

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评估方法。与传统方式相

比,所 提 方 法 将 层 次 分 析 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改进德尔菲法和模糊数学理论有

机结合,充分考虑了军地联合机制和特点,从而提高

了评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首先,分析影响军地联

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的因素,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改

进的德尔菲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得到指标权重,并
进行一致性检验;然后,采取主观和客观评估相结合

的方式,引入模糊数学理论,通过构造模糊矩阵对具

体指标进行评价,得到相应的隶属度函数,从而得到

系统效能的计算模型。实际算例表明,所提方法能

够为信息通信保障方案的选择、军地联合信息通信

保障系统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1 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评估指

标体系

1.1 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的定义

美国工业界武器效能咨询委员会对系统效能的

定义为:系统能够满足(或完成)一组特定任务要求

的量度。军地联合信息通信系统不属于武器系统,
其不直接参与作战打击,属于作战保障力量。为此,
本文将其定义为:在作战条件下,军地联合信息通信

系统执行信息通信保障任务所能达到的程度。
1.2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考虑战场环境下军地联合信息通信系统的

信息通信能力、可靠性、网系融合能力和人员能力,
构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3层指标体系。
1.2.1 指标体系

为了对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进行准确评

估,需要遵循系统全面、统筹兼顾、客观明确、可量化

等原则。为此,采用改进的德尔菲法进行专家咨询,
包括军队和地方通信专业专家、参谋人员、部队指挥

员、技术骨干、装备生产和维修人员。与传统德尔菲

法[16-17]不同,前2轮咨询用于第3层指标的筛选,后
2轮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体系构建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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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Fig.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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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指标体系具体说明如下:
信息通信能力B1 由传输效率、误码率、通信覆

盖能力、快速组网能力、通信手段可用性来反映。
传输效率C1 包括传输速率、信道容量、带宽、

信噪比、传输时延等,是系统有效性的重要指标。误

码率C2 表示码元被错误接收的概率,误码率越小,
相应数据的传输质量越高。通信覆盖能力C3 指通

信能够覆盖空间的大小,反映了系统保障空间范围

的大小。快速组网能力C4 为网络构建所用时间,
是执行任务速度的重要体现。通信手段可用性C5

需要考虑通信方式多样性、备份方案以及频谱资源

可用性等因素,反映了通信手段的储备情况。
信息通信可靠性B2 反映了在战场环境下,通

信保障能否顺畅和持续,用抗干扰能力、故障恢复能

力、安全保密性、抗毁性来体现。
抗干扰能力C6 是指系统在有意无意电磁干扰

的情况下能否将信息有效传递。故障恢复能力C7

由装备故障率、可维修性、维修时间等因素体现,反
映了系统整体的可靠性。安全保密性C8 用来评价

信息的安全、保密使用和传输,可通过传输信息加密

情况、抗截获安全防护情况、病毒库、密钥更新等因

素来进行评判[18]。抗毁性C9 用来评价系统抗硬摧

毁及不可预测破坏的能力,与系统节点布设的合理

性、隐蔽性、受到破坏后的恢复能力等因素有关。
网系融合能力B3 反映了系统对于融合系统的

使用能力,包括融合深度、广度等因素[19],指标构建

为网系融合率、互联互通能力和网系管理能力。
网系融合率C10 是指军用和地方通信网络的融

合程度,融合程度越高,网络可用性更好。互联互通

能力C11 是指网络融合后的互联互通情况,可用网

络的度和各边权重等反映,网络的度越大,可互联的

节点越多;网络各边的权重越大,传输的效果越好。
网系管理能力C12 是指对军地联合信息通信网络资

源的使用管理水平。
人员能力B4 是信息通信能否发挥最大效能的

重要因素。这里以指挥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技
术战术能力来体现。

指挥决策能力C13 是指参谋人员或指挥员提供

科学可行的预案以及准确态势信息等能力,是顺利

完成通信保障任务的基础和前提。组织协调能力

C14 反映了指挥员领会、传达上级指令,以及组织协

调人员、装备顺利实施任务的能力水平。技术战术

能力C15 包括通信专业技能的熟练程度、战术运用

能力、遇到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等,是影响任务完成

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
1.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改进德尔菲法后2轮专家咨询中,采用1-9

比例标度法[16]建立准则层B 相对于目标层A 的判

断矩阵,以及指标层C 对准则层B 的判断矩阵。其

最大特征向量的每个元素代表了对应指标对上层目

标的贡献率。根据上述讨论,结合改进德尔菲法的

咨询结果,得到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Â 为:

Â=

1 3 4 3
1/3 1 2 1
1/4 1/2 1 1/2
1/3 1 2 1




















(1)

  得到判断矩阵后,问题就转化为求解该矩阵最

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即可得到准则层B 各因

素对于目标层A 的权重为:

WB=[0.515
 

8,0.189
 

4,0.105
 

4,0.189
 

4](2)

  引入一致性指标CI来衡量判断矩阵是否具有

一致性。将CI≤0.1认为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其

检验式为:

CI=
λmax-n
n-1

(3)

式中:λmax 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 为判断矩阵

维数。将矩阵Â 最大特征值代入式(3),可得:

CI=
4.020

 

6-4
4-1 =0.006

 

9 (4)

  因此,可认为该矩阵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信息通信传输能力、通信可靠性、网

络保障能力、人员素质的权重分别为:0.515
 

8、
 

0.189
 

4、0.105
 

4、0.189
 

4。
同理可求得指标层C 对于准则层B 的判断矩

阵和相应权重。如表1~表4所示。
表1 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B1 的判断矩阵B̂1 及权重

Tab.1 Judgment
 

matrix
 

B̂1
 and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
 

layer
 

relative
 

to
 

criterion
 

layer
 

B1

B1 C1 C2 C3 C4 C5 WC1

C1 1 1 2 3 3 0.313
 

3
C2 1 1 2 3 3 0.313

 

3
C3 1/2 1/2 1 2 2 0.176

 

3
C4 1/3 1/3 1/2 1 1 0.098

 

6
C5 1/3 1/3 1/2 1 1 0.098

 

6

  判断矩阵B̂1 的最大特征值λmax=5.013
 

3,得
出CI=0.003

 

3,小于0.1。
表2 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B2 的判断矩阵B̂2 及权重

Tab.2 Judgment
 

matrix
 

B̂2
 and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
 

layer
 

relative
 

to
 

criterion
 

layer
 

B2

B2 C6 C7 C8 C9 WC2

C6 1 2 2 3 0.423
 

6
C7 1/2 1 1 2 0.227

 

0
C8 1/2 1 1 2 0.227

 

0
C9 1/3 1/2 1/2 1 0.1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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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矩阵B̂2 的最大特征值λmax=4.010
 

4,得
出CI=0.003

 

5,小于0.1。
表3 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B3 的判断矩阵B̂3 及权重

Tab.3 Judgment
 

matrix
 

B̂3
 and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
 

layer
 

relative
 

to
 

criterion
 

layer
 

B3

B3 C10 C11 C12 WC3

C10 1 2 5 0.625
 

0
C11 1/2 1 3 0.238

 

5
C12 1/5 1/3 1 0.136

 

5

  判断矩阵B̂3 的最大特征值λmax=3.018
 

3,得
出CI=0.004

 

6,小于0.1。
表4 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B4 的判断矩阵B̂4 及权重

Tab.4 Judgment
 

matrix
 

B̂4
 and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
 

layer
 

relative
 

to
 

criterion
 

layer
 

B4

B4 C13 C14 C15 WC4

C13 1 2 1/2 0.297
 

0
C14 1/2 1 1/3 0.163

 

4
C15 2 3 1 0.539

 

6

  判断矩阵B̂4 的最大特征值λmax=3.009
 

2,得
出CI=0.004

 

6<0.10。
经检验,以上判断矩阵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于是得到了指标体系的权重。

2 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效能评估方法

指标体系中,大多数指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难
以直接用具体的数字量表述,但如果仅仅利用主观

进行量化,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不符。为此,本文提出

改进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于客观性指标,如误码

率、通信覆盖能力等,直接采用其具体数值进行评

价,确保评价的准确性。对于其他指标,采用定量和

定性结合的方式,通过引入影响指标变化的各个要

素,利用模糊理论和隶属度矩阵结合专家打分的方

式对其进行量化评价,确保评价的客观性。

2.1 评语集确定

采用5级评语划分法,将评语赋予相应的分数,
依据备选方案或系统相应指标的好坏程度,对其进

行模糊语言评分。这里划分为5个等级,定义评价

集V={优,良,中,差,极差},相应的分数集为{100,

80,60,40,20}。

2.2 模糊评判矩阵的构造

设置好评语集后,问题就转化为对各个方案或

系统进行评价。隶属度矩阵的构造方法包括频率

法、隶属度函数法、专家评判法等。为增加评价准确

性,在提供影响指标变化要素的基础上,选取多位专

家对备选方案或系统各个指标进行评价,得到各个

指标的模糊评判向量Rj=rij。其中,rij 表示第i
名专家对第j个指标进行的评价。

为减小专家主观性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以指标

中某评价个数占总专家人数的百分比作为隶属度函

数,从而将模糊判断向量转化为隶属度向量e=
emn。例如,20名专家对某项指标优、良、中、差、极
差的评价分别为2、6、5、3、4人,那么隶属度向量为

[0.1,0.3,0.25,0.15,0.2]。之后,各指标的隶属度

向量组成隶属度矩阵SCk
,其中,k 代表准则层第k

个因素对应的各个指标,同理,准则层各因素的隶属

度向量也可组成隶属度矩阵SB。
对于可量化的指标,只需要将其相应的定量指

标对应于5级评语,然后将其评语相对应的隶属度

函数的元素置为1,其他元素置为0。例如,通信方

案在保障地域中的通信覆盖率为100%,则相应的

隶属度向量为[1,0,0,0,0]。因此,采用上述主观和

客观的量化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对系统进行评价。

2.3 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各层的权重向量以及信息通信保障方案各

指标的隶属度矩阵,即可得到方案或系统的综合隶

属度。其计算式为:

E=WBSB (5)

SBk =WCkSCk
(6)

式中:k=1,2,3,4。综合隶属度能够反映专家对某

一方案或系统效能的综合评价情况以及评价意见的

集中分散情况。为直观得到各方案的优劣,引入综

合评价得分,其计算式为:

P=UET (7)
式中:U=[100,80,60,40,20]为评价分数集对应的

向量。根据综合评价得分,即可对不同的信息通信

保障方案或系统进行比较,从而得到最佳方案或对

系统进行改进。

3 算例分析

在某次信息通信保障任务中,某单位保障区域

包括城市、山区等地域,具有保障范围大、电磁环境

复杂、人员配备紧张等特点。为充分利用军地资源,
该单位拟采用军地联合方式开展信息通信保障。

该单位在演练阶段分别采用了军地联合方式和

传统方式进行信息通信保障。为比较二者保障效能

的差异,将所得的数据进行了整合以及合理的简化,
利用所提评估模型,并邀请了20名专家进行评价。

3.1 构建指标层隶属度矩阵

3.1.1 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案

信息通信能力中,传输效率、误码率和通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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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直接通过计算得到,根据计算结果直接判定等

级。例如,在该次演习中,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

案能够覆盖96.5%的任务区域,将通信覆盖能力判

定为优秀,隶属度向量为[1,0,0,0,0]。
快速组网能力和通信手段可用性由20名专家

进行评定。对于快速组网能力,2名专家认为达到

优秀,13名专家认为该能力为良好,7名专家该能力

为中。则可得到相应的隶属度向量为[0.1,0.65,

0.35,0,0]。
经客观指标评定、专家评价以及数据统计,该方

案信息通信能力的指标层隶属度矩阵为:

S1
C1 =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1 0.65 0.35 0 0
0.55 0.2 0.2 0.05 0

























(8)

  从隶属度矩阵可得: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

案的传输效率、误码率指标评价为良,通信覆盖能力

评价为优,65%的专家认为快速组网能力为良,55%
专家认为通信手段可用性指标为优。

对于信息通信可靠性的各项指标,采用定量和

定性结合的方式进行量化。以安全保密性为例,其
与传输信息加密情况、抗截获安全防护情况、密钥更

新等因素相关。将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将其与隶属

度矩阵结合,通过专家评分的方式进行量化评价。
于是,得到信息通信可靠性的指标层隶属度矩阵为:

S1
C2 =

0.25 0.55 0.15 0.05 0
0.05 0.3 0.5 0.15 0
0.1 0.35 0.5 0.05 0
0.35 0.55 0.1 0 0





















(9)

  从隶属度矩阵可得:对于抗干扰能力,55%的专

家评价为良;对于故障恢复能力,50%的专家评价为

中;对于安全保密性,50%的专家评价为中;对于抗

毁性,55%的专家评价为良。
同理可得该方案网系融合能力指标层对应的隶

属度矩阵为:

S1
C3 =

0.2 0.4 0.35 0.05 0
0 1 0 0 0
0.15 0.4 0.35 0.1 0















 (10)

  从隶属度矩阵来看,专家对网系融合率和网系

管理能力的评价较为分散,评价为良和中的相对占

多数;互通互联性经客观评价为良。
人员能力指标层对应的隶属度矩阵为:

S1
C4 =

0.05 0.35 0.45 0.1 0
0.05 0.1 0.55 0.15 0.15
0.1 0.4 0.45 0.05 0















 (11)

3.1.2 传统信息通信保障方案

传统信息通信保障方案没有进行军地联合,为
保证其与军地联合保障方案对比的公正性,这里将

网系融合能力B3 的隶属度矩阵与军地联合保障方

案保持一致。各指标的隶属度矩阵为:

S2
C1 =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35 0.5 0.15 0
0 0.05 0.3 0.55 0.1
























(12)

S2
C2 =

0 0.15 0.6 0.25 0
0.15 0.45 0.3 0.1 0
0.2 0.6 0.15 0.05 0
0.05 0.35 0.45 0.15 0





















(13)

S2
C3 =

0.2 0.4 0.35 0.05 0
0 1 0 0 0
0.15 0.4 0.35 0.1 0















 (14)

S2
C4 =

0.1 0.45 0.35 0.1 0
0.1 0.55 0.3 0.05 0
0.15 0.5 0.35 0 0















 (15)

3.2 计算准则层隶属度矩阵

根据式(6),求得不同方案准则层因素的综合隶

属度函数,其中,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案下准则

层B1 的隶属度向量为:

S1
B1 =WC1S

1
C1 =

[0.240
 

4,0.710
 

4,0.054
 

2,0.004
 

9,0] (16)
将其归一化,得到B1 的隶属度函数为:

S1B1= [0.238,0.703
 

4,0.053
 

7,0.004
 

9,0] (17)

  同理可得B2、B3、B4 的隶属度函数,构建准则

层隶属度矩阵为:

S1
B =

0.238 0.703
 

4 0.053
 

7 0.004
 

9 0
0.180

 

7 0.442
 

8 0.299
 

4 0.077
 

1 0
0.145

 

5 0.543
 

1 0.266
 

5 0.044
 

9 0
0.077 0.309

 

2 0.508
 

2 0.081
 

2 0.024
 

5





















(18)

  同理,可计算得到传统信息通信保障方案下准

则层的隶属度矩阵为:

S2
B =

0 0.347
 

8 0.573
 

4 0.069 0.009
 

9
0.085

 

6 0.344
 

7 0.411
 

4 0.158
 

3 0
0.145

 

5 0.543
 

1 0.266
 

5 0.044
 

9 0
0.127 0.493

 

3 0.341
 

8 0.037
 

9 0





















(19)

  根据式(5),并对结果进行归一化,从而得到军

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案和传统方案的综合隶属度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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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WBS1
B =

[0.186
 

9,0.562
 

5,0.208
 

7,0.037
 

2,0.004
 

6](20)

E2=WBS2
B =

[0.055
 

6,0.395
 

4,0.466
 

5,0.077
 

5,0.005
 

1](21)
根据式(7),将上述综合隶属度与评语集的分数

加权求和,得到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案和传统

信息通信方案效能的综合得分分别为:

P1=U(E1)T=77.795
 

9 (22)

P2=U(E2)T=68.377
 

5 (23)

3.3 结果分析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在该任务演练中,军地联

合信息通信保障方案的总体效能比传统方案提高了

13.78%,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这说明军地联合

信息通信保障方案能够有效利用资源,提升整体信

息通信保障效能。
信息通信能力方面,由于额外使用了地方通信

资源,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案提升了系统容量、
覆盖范围、网络组建的效率,增加了新的通信手段;
误码率方面,2种保障方案能效基本一致。总体来

看,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案的信息通信能力被

评为 优 良 的 比 例 为 94.14%,而 传 统 方 案 仅 为

34.78%。
信息通信可靠性方面,由于增加了新的网络节

点,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的抗干扰能力和抗毁性

明显优于传统方案。然而,这也增加了系统的复杂

度,故障恢复能力和安全保密性有所降低。总体而

言,其指标优良的比例比传统方案高19.32%。
网系融合能力方面,由于本次演练是该单位首

次采用军地联合方案进行保障,因此其网系融合率、
互联互通能力和网系管理能力还有提升的空间。

人员能力方面,由于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方

案增加了部分新业务,系统更为复杂,人员能力准备

不足,业务还不够熟练,所以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障

方案的人员能力被评为优良的比例为38.62%,而
传统方案优良的比例为62.03%。

总体来看,军地联合方案信息通信效能比传统

方案高。但是,在某些指标上不及传统方案,还有提

升的空间,具体建议如下:
1)信息通信能力方面,需加强军地联合信息通

信系统总体设计,可采用图论、复杂网络等理论对网

络节点和链路优化,进一步规划电磁频谱资源,从而

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误码率等指标。
2)信息通信可靠性方面,军地联合信息通信保

障方案的系统复杂性有所增加,一方面,需要把握新

设备和链路的特点,提高系统的故障恢复能力;另一

方面,需要加强融合网络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设计。
3)网系融合能力方面,还需加强军用和地方网

系的融合,进一步建设并完善军地联合信息通信网

络,促进其标准、接口等方面的统一,提升二者的互

联互通性,避免“两张皮”的现象。同时,需要研究新

网络的特点,不断提升网系管理能力。
4)人员能力方面,需要大力培养军地联合信息

通信保障人才,并区分人员类别,对指挥管理人员和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提高人员指挥决策

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技术战术能力,从而充分发挥

军地联合的优势。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模糊综合评价的军地联合

信息通信保障效能评估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所
提方法采用主观量化和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有
效提升了军地联合信息通信效能评估的客观性和准

确性,为军地联合信息通信系统的改进和进一步建

设提供重要的参考。下一步,将考虑强对抗、复杂电

磁环境等不同场景的需求和特点,进一步完善、细化

指标体系,扩大模型和评估方法的适用范围;另一方

面,在更多实际数据的支持下,进一步对主观性指标

进行科学量化,从而持续提升评估方法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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