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 － ８９３Ｘ（２０１２）０６ － ０８４６ － ０７

海域综合敌我识别系统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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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不同海域的目标构成特点，比较了协同、非协同识别和间接敌我识别手段的优劣势，
结合国内外识别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提出了海域综合敌我识别系统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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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军作为国际性军种，长期活动于近海及公

海，面临着同时与世界多个国家的直接或间接交
往，舰队或观通站警戒范围内可能密布大大小小上
千艘的商船、渔船、民航飞行器及部分军机、军
舰、间谍船及海盗船等目标，如何满足任务需要，
及时准确地完成目标的敌我属性识别一直是各国海
军长期研究的课题。

文献［１］清楚地指出敌我识别就是通过各种可
以利用的技术途径和手段，结合通用或专用的平台
装备，在作战所需的时空范围内，对敌我属性不明的
目标进行判别和确认。由于在目标的“归属”问题上
应该准确地划分为敌、我、中三类，因此敌我识别也
应进一步拓展为敌、我、中三方识别（ＩＦＦＮ）。文献
中也提出实现综合敌我识别的不同手段和基本构

架，但未针对不同作战所需的时空范围如何运用不
同的敌我识别手段作进一步的深入描述，至今也未
见其他类似研究，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不同应用海
域的目标构成特点和国内外敌我识别技术发展现状
及趋势，牵引出海域综合敌我识别系统的发展思路
和应用方法。

２ 应用背景分析
为理出海域敌我识别的应用规律，我们按照和

平时期、热点地区和战时海战场三大类不同应用环
境进行分析，整理出不同阶段、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目
标组成及分布规律和特点，以指导综合敌我识别系
统及装备的高效运用。考虑到港口船舶交通管理系
统（ＶＴＳ）的成熟应用，故在此忽略港口区域的船舶
目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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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和平时期海域目标分布特点及应对手段分析
２ ．１ ．１ 港口附近海域

图１是位于某港口附近海面的目标分布图，海
面目标数大于２００个，包括有大量的本地大中型渔
船、商船。但绝大多数本地船只的活动规律是可以
界定的，如本地渔船一般活动于渔场附近、进出港早
晚时间规律、活动区域与季节的关联性等，而且定期
定航商船和航班的规律性也很强，因此通过协同识
别手段（如ＡＩＳ、ＡＴＣ、ＩＦＦ等）再配合目标活动特征判
证即能完成绝大多数目标属性的准确分辨和识别。

图１ 某海岸观通站观测到的某时刻实际目标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ａ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ｔ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ｉｍｅ

对于少数目标或可疑目标可采用非协同识别手
段进一步补充判别。

又如具备典型港口目标活动特点的新加坡。其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海港和著名的国际贸易转口港，
有２５０多条国际航线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每天有
２００多艘船只进出，能同时容纳３０多艘巨轮停靠。
若依赖于非协同手段作为主要方式进行敌我识别，
很难在如此复杂环境（包括空间电磁信号环境）下快
速、准确实现敌我识别，只有重点依赖于协同识别手
段才能完成目标密集海域的识别需求。根据海事组
织的强制规定和大多数国家执行情况看，船只在接
近海岸线时其加装的ＡＩＳ系统装备必须向靠岸国家
准确申报身份方可靠近，这保证了港口附近海域的
海上目标准确识别。
２ ．１ ．２ 近海海域

近海区域目标包括有大量本地渔船、穿越航道
的国内外商船、其他少数的危险目标等。前两者的
活动规律是可以界定的，通过协同识别（ＡＩＳ、ＩＦＦ、
ＡＴＣ等）再配合目标活动特征判证即能完成绝大多
数目标属性的准确分辨和识别。对于少数的高危险
目标则必须采用非协同识别手段进一步补充判别，
如目标活动特征、雷达回波特征、信号特征等。

２ ．１ ．３ 主航道海域
图２给出了国外星载ＡＩＳ监视到的全球海洋船

舶分布图之部分。观测马六甲海峡－北印度洋－波
斯湾间的典型国际航道及周边情况可知，主航道明
显已成带状，可见船队的密集且舰船数目巨大，而在
主航道周边则只是分布着零星的船队。

图２ 国外ＡＩＳ卫星载荷观测到的海洋目标实际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Ｓ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由于舰船远离本土，敌我识别资源和手段相对
缺少，故仅仅依靠舰队的舰载识别手段（ＡＩＳ、ＩＦＦ、雷
达回波特征分析、辐射源信号特征分析等）难以达到
理想的准确识别效果。因为舰船数目巨大，目标特
征库无法实时更新，可信度下降；而且舰载雷达由于
受地球曲率影响，一般最远只能发现视距以内的海
上目标，无法完成远程目标的准确识别。

因此，应充分发挥舰载机（包括舰载无人机等升
空飞行器）的作用，通过舰载机的识别系统装备实现
远程目标的准确识别。

利用卫星探测手段完成预定海域的敌我识别并
实时下发至远洋舰船应用，或大舰队实施组网化超
视距敌我识别非常有必要，可提前发现可疑目标并
制定策略。
２ ．２ 热点海域目标分布特点分析
２ ．２ ．１ 军事演习海域

军事演习海域目标组成结构复杂，如由巴基斯
坦海军倡导并举办的“和平－ ０９”海上多国联合军事
演习，有１１国海军参与，平台包括舰艇、飞机和特种
作战部队。演习场外围还有部分怀有其他目的的特
殊舰船或飞机，如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就悄然现身
演习场。再加上演习海域的其他商用船只和渔船等
情况，整个演习海域的目标构成极其复杂。

采用ＡＩＳ等协同识别手段可以有效完成演习团
队间的协同敌我识别。但此时对于非协同识别手段
来说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出于保密原则，各主力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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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动雷达和通信装备也许会关闭。借助一般的
雷达回波和舰船无线通信信号进行特征识别也许能
获得一定的使用机会，如借助于常开机的船舶导航
雷达等进行回波特征分析。
２ ．２ ．２ 国际热点海域

如索马里海域，截至２００８年２月，就已有１０多
个国家的２０多艘战舰开赴索马里海域，对猖獗的海
盗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清剿行动。海域目标复
杂，既包含大量商船和渔船，也夹杂着各国的军舰、
侦察机及舰载直升机等，清剿对象具有隐蔽性和突
然性强，及时掌握热点海域的目标分布可以支持海
军武装舰船和飞机等平台能及时出现在需要出现的
地方。

索马里海域范围宽，参与联合反海盗的国家多，
借助于国际力量的同时最大化地保护我国的商船利
益，需要我海军能及时掌握索马里海域内的各国海
军位置及高可疑危险区域的分布情况，但单靠本舰
载平台的探测手段很难达成目标。若通过国内外的
海洋观测卫星资源，近实时地掌握大片海域的目标
分布数据，经情报处理分析后确认各国海军位置及
高可疑危险区域，从而指导我海军编队制定出最佳
的行动路线，联合实现对海盗的心理威慑以阻止海
盗行动的发生。
２ ．２ ．３ 军事威胁海域

中东地区及伊朗问题的长期化，欧美各国及伊
朗等中东国家经常在伊朗及波斯湾海域举行军事演
习以实现军事威慑目的。此时演习海域目标中分布
有参与演习国的军舰及飞行器，且其主要军事装备
存在部分开机的情况，如警戒雷达、导攻雷达、军用
电台等，在演习区外围也会存在有大量商船。假如
期间我海军正在此海域或路过此海域执行护航任
务，靠什么手段实现对周边目标的敌我识别和监视？

海军在日常的远洋训练期间，时常遭到美、日等
国和地区舰船、飞机的连续侦察、监视和干扰。

由于舰船编队远离我国陆基，仅凭舰船编队平
台的识别手段难以掌握大范围海域的威胁目标分布
状态，因此势必需要借助于卫星情报资源来实现，同
时通过升空平台的侦察手段实现舰队周边海区近目
标的连续目标敌我识别和监视。

在此期间也是收集关注目标信号特征，用于完
善和补充非协同敌我识别目标特征数据库参数的最
佳时机。

２ ．３ 战时海战场目标分布特点分析
２００９年９月，美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与海军

作战部长拉芙黑德上将共同签署备忘录，宣布两个
军种共同启动“空海战斗概念”的研究工作。２０１０
年４月，美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
将“空海战斗概念”定义为确保未来美军维持全球军
事优势的“支柱性”作战概念。

报告设想的作战细节包括：美航母和水面作战
舰艇转移到我军打击武器的射程之外，并展开欺骗
行动；核攻击潜艇部署到我近海地区执行情报收集
任务，并针对我海峡基础设施目标发起攻击；在关岛
和夏威夷展开地区性反潜作战；启动海上交通线的
护航任务；针对我情报、侦察和监视网络展开“致盲”
行动，包括针对侦察监视卫星的行动；实施隐形远程
攻击，打击我近岸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地基节点和空
军基地；从空中对我水面舰船发动打击行动；实施远
程封锁，主要在南海海域切断我对外贸易等。

由于战时战场上的商船目标大幅度减少，其出
现的目标均具有较高的威胁等级，军用敌我识别器
是唯一具备高保密、抗干扰性强和高可信度的可与
武器系统直接铰链的快速敌我识别手段，是战场上
避免“自相残杀”的必要识别过程，但作为应对美军
的“空海战斗概念”，有必要进一步改进现役的协同
敌我识别器，扩大我军敌我识别器的作用距离，同时
加强反隐身目标敌我识别、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侦察
识别等新手段。

３ 现役国内外敌我识别手段及优劣势分析
３ ．１ 协同识别手段
３ ．１ ．１ 雷达敌我识别系统

雷达敌我识别系统是针对中、大型海空目标而
设计的战斗识别系统，配装于各主战平台和海岸观
通站，具有保密性强、抗截获、抗干扰能力强、识别时
效性和可信度极高的特点，可直接铰链于平台火控
系统、武器瞄准系统等，也可作为战场目标情报系统
的传感器使用。

现正服役于北约防空系统的ＭＡＲＫ Ｘ ／ ＸＩＩ敌我
识别系统作为西方各国的军用ＩＦＦ标准已有３０多
年的历史，它是一种基于二次雷达工作原理，用询问
－应答（Ｑ － Ａ）方式进行协同识别的系统，即我方／
友方平台上装有机载应答器，应答器根据规定的某
种“口令”回答地面或空中其他武器系统的识别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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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该系统兼容航管工作模式。美国及北约组织
使用的ＭＡＲＫ系列雷达敌我识别系统至今一直保
持持续改进，直到现役的ＭＡＲＫ ＸＩＩ，目前已发展到
ＭＡＲＫ ＸＩＩＡ，增加了扩频技术，新开发了模式５和Ｓ
模式。
３ ．１ ．２ 毫米波战场识别系统

毫米波战场识别系统是针对战场密集的陆地和
低空目标而设计的战斗识别系统，设备轻便，配装于
各型地面战车、直升机、单兵等平台，可应用于海、空
联合登岛作战中对密集目标群中的我方目标准确分
离，防止误伤。系统保密性强、抗截获、抗干扰能力
强，识别时效性和可信度极高，直接铰链于火控、武
器瞄准等系统，也作为战场侦察雷达目标属性识别
传感器使用，能很好地完成战场密集目标情况下对
我方目标的准确分离。

从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以来，陆战场的空－地、
地－地识别错误而导致的友军误伤一直是一个最为
严重的问题，大大约束了先进武器作战效能的发挥。
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北约的美、英、法、德等国
把战场识别系统的开发作为一个重点发展内容。

２００１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大国启动了一
项“盟军战斗识别先期概念技术演示”计划（ＣＣＩＤ
ＡＣＴＤ），主要针对空－地、地－地作战环境下，对新
研制开发的战斗识别技术进行持续地演示验证和评
估。按计划，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多国分别于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演示
试验、实战演习和效能评估。

在２００５年之前，国外战斗识别的重点放在发展
地面车辆的战斗识别能力；２００５年之后，北约军事
大国的注意力转向空－地战斗识别方面。在此期
间，北约各国相继开发出询问／应答式毫米波战场敌
我识别系统、单兵作战的综合战斗识别系统、应用于
军用无人机的的射频识别系统（ＲＦ Ｔａｇ）、无线电战
斗识别系统（ＲＢＣＩ）等，并进行了各系统之间的互
通、互联测试。
３ ．１ ．３ 蓝军跟踪系统

美军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发的蓝军跟踪系统
（ＢＦＴ）利用Ｌ频段超视距卫星中继站，通过双向信
息传递来实现对友方位置的跟踪，地面车辆每５ ｍｉｎ
报告一次自身的位置，飞机则每分钟报告一次位置。
全球指挥控制系统（ＧＣＣＳ）将获得的ＢＦＴ信息与通
用作战态势图像（ＣＯＰ）进行综合，显示空中、地面和
海上己方部队的位置，以及已判明或怀疑敌方部队

的位置，然后再将该图像进行分发和数字化显示。
该系统实质是借助于数据链系统来实现各作战

平台间的协同，重点应用于战场车辆目标的识别和
监视，但对于高机动目标很难实现武器级的快速
识别。
３ ．１ ．４ ＡＩＳ系统

所谓ＡＩＳ，就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是国际海事
组织（ＩＭＯ）、国际航标协议（ＩＡＬＡ）、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２Ｒ）共同研究的一种新型的辅助导航设备。ＡＩＳ
采用专用的国际频道，船舶按规定的通信方式和运
行模式，在其信号覆盖（ＶＨＦ）区域内，自动向邻近的
岸台和船舶播发本船的静、动态信息、与航次有关的
信息以及安全信息。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对ＡＩＳ系统进行了规定：
ＡＩＳ岸基站自动地为配备了ＡＩＳ船载应答机的船舶
提供其他船舶和飞机的信息，包括船舶的识别码、类
型、船位、航向、航速、航行状态和其他有关安全的信
息；同时，自动接收来自配备了同样设备的船舶的这
种信息；ＡＩＳ岸基站监测和跟踪船舶以及与岸上设
施交换数据。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规定，总重３００ ｔ及以
上所有船舶已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前完成加装。因
此，通过ＡＩＳ系统可以完成海面密集船舶目标的属
性识别，特别是针对大量的商用船只和渔船等，是海
军实现护航、护渔等任务的一种较好识别手段。

但由于该系统是按照国际组织规定的标准而设
计生产，因此西方各科技大国的海上军事目标完全
有能力借用ＡＩＳ系统向外虚报自身目标属性，隐瞒
真实身份。故作为目标属性的情报处理系统，需要
增加必要的防欺骗手段，如ＡＩＳ信息和航迹的相关
性判证等手段，标记出可疑目标。
３ ．１ ．５ ＳＳＲ系统

文献［２］指出二次监视雷达（ＳＳＲ）是用于ＡＴＣ
的协作式地基雷达监视系统，除了常规的模式Ａ ／ Ｃ
功能外，最主要之处在于其Ｓ模式还能提供独立的
监视能力，能实现双向地空数据通信，提供丰富的信
息内容，能提供较好的空中敌我识别效果。

但由于该系统是由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标准，
因此西方各科技大国的空中军事目标完全有能力虚
报自身目标属性，隐瞒真实身份。故作为目标属性
的情报处理系统，需要增加必要的防欺骗手段，如调
阅空管系统的航行数据库，提取飞行计划与实际航
迹的相关性进行判证等手段，区分出可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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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６ ＡＤＳ － Ｂ系统
文献［２］指出自动相关监视广播系统（ＡＤＳ － Ｂ）

是一种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航空机构所采用的
新监视系统，它可以极大地增强空中交通监视功能。
与常规的一次二次雷达监视相比，ＡＤＳ － Ｂ能提供
更多的信息。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ＡＤＳ － Ｂ采用全向广播方
式播发空对空、空对地报告，由飞机自动向周围的飞
机、车辆和地面接收装置发射自身的位置等信息，除
了实现空对空相互监视、空对地监视外，还可实现其
他多方面的功能：空中飞机可自动识别相互位置，保
持间隔；地面ＡＴＣ可对终端和航路飞行的飞机实施
监控指挥。

因此若在地面分布一定数量的ＡＤＳ － Ｂ接收
机，则可比较精确地获得空中多个目标的属性信息。
而且借助于三角测量技术，利用现有应答器（Ａ模
式、Ｃ模式和Ｓ模式应答器）信号，来确定发射源或
飞机位置，与ＡＤＳ － Ｂ结合，可用于识别报告飞机位
置数据的有效性和识别电子欺骗发射源，从而剔出
可疑的空中目标。
３ ．２ 非协同识别手段
３ ．２ ．１ 技术侦察敌我识别

利用技术侦察传感器系统对情报侦察所得到的
信号进行解调、解码、解译和破密，获取关注方的作
战意图、行动计划和机动路线等战术信息，从而提前
掌握目标群的预分布区域、行动线路和时间等相关
重要信息，可作为海域敌我识别的重要背景信息。

在具体的区域战场上，通过对协同识别传感器
所发射的信号进行解调、解码、解译和破密，可以获
得具体平台目标的时间－位置关联信息，作为支持
判证鉴别军用目标假扮民用目标、实施虚假信息欺
骗的重要参考信息。
３ ．２ ．２ 高分辨力雷达探测识别

对于包括喷气式发动机／直升机螺旋桨的飞行
器平台，当来自喷气发动机旋转桨叶的电磁回波信
号能够到达雷达时，就会产生ＪＥＭ（Ｊｅｔ Ｅｎｇｉｎｅ Ｍｏｄｕ
ｌａｔｉｏｎ）效应。文献［３］中提出采用对雷达目标回波进
行高分辨力的精确考查，以完成目标属性识别，避免
一般西方体制ＩＦＦ设备中的缺陷及混乱。而ＪＥＭ分
辨技术是通过识别多普勒频谱结构、调制谱和ＪＥＭ
周期特征等方法来获取对空中目标的有效特征量。

３ ．２ ．３ 辐射源个体识别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内开始出现辐射源个体识

别技术研究。文献［４］提出基于电子侦察装备对目
标辐射信号的到达方向、载频、到达时间、脉宽、脉
幅基本参数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脉内调制规律（包括
人为脉内调制和附带脉内调制）来实现辐射源个体
的分类、分选和识别。

该方案通过先验的辐射源信号信息建立目标的
个体特征数据库，通过对信号的采集、分析和分类
后，比对特征数据库中的辐射源传感器具体型号筛
选出具体的目标辐射源，从而间接获得具体的目标
属性。

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信号的采集数据量、分析
处理工作量大，难以实时完成对目标的属性识别，无
法匹配武器级的敌我识别时效性要求；另外，目标个
体特征数据库的建立是基于平时的长期收集和积
累，战时装备的调整和参数修订将使该系统的识别
可信度大打折扣。当该系统同时面临多个目标的情
况下，对于各个目标的信号脉冲配对问题将变得非
常突出，因此该识别手段应可作为目标探测情报的
重要补充手段应用。
３ ．２ ．４ 目标光电图像特征识别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现多光谱成像技术，文献
［５］提出利用从可见光到红外光谱的若干波长频段
的光能并行对目标进行测量成像，从而可以实现对
伪装目标的识别。

通过增加多光谱的采样像素点和频段数（现已
能达到１０条以上，未来将达到数十、数百个频段），
多路同时对目标进行的高精度准确测量，但相应地
需要提供足够的数据存储、传输和计算处理能力，需
要协调好基础装备资源的支持。
３ ．３ 间接敌我识别手段

在获得敌我识别传感器的数据后，对目标的快
速筛选、可疑目标判证方面要求情报处理系统具有
强大的功能，但现实条件又局限了不可能将各种传
感器数据统一上报再统一分发，因此多级化情报处
理架构是一条比较现实的实现途径。

（１）上级情报应用
海军舰船一般远离岸基，单凭舰船平台的情报

获取传感器不仅目标探测距离有限，而且也很难对
可疑目标实施准确的判证。因此，应加强上级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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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的应用，以上级提供的情报为背景，操作应用中
需注意完善情报订约机制，从而减少对数据传输的
要求，利于实现快速远程传递和情报时效性的提高。

（２）情报处理对大量目标的稀释作用
依托于特定海域的目标分布态势背景，实现单

平台的快速目标稀释，分离出可疑目标。
近海海域分布的绝大多数目标通过情报处理系

统的长期观测和积累，可以建立一套高可信的目标
分布态势背景，从而为海军对近海目标的实时目标
探测识别提供了目标稀释的手段，利于快速从众多
目标中分选出重点关注目标，进而筛选出可疑目标。

相较于近海海域而言，海军远洋编队远离本土，
其直接接受的上级应用情报数量势必下降，因此有
必要加强舰船自身的情报处理能力，一般远洋舰船
的吨位较大，这也为增设情报传感器提供了基础。
重视平时的目标收集和记录，形成特定航线的各海
域目标分布态势背景，并不断滚动发展积累，利于应
用中实现目标的快速稀释和可疑目标的分离。

（３）目标行为规律数据库对抗欺骗能力的作用
作为特定海域的目标分布态势背景的一项元

素，记录本地化的特定目标活动规律，包括出现的时
间（如捕鱼期）、进出港时间、活动范围（如渔场）、航
速特点（如货船）、航线、航向等，用于防止威胁目标
假借民船编号实施信息欺骗。

目标行为规律数据库作为协同识别手段判证应
用的有力补充，可完成大量可疑目标的快速判证。

（４）优化快速完成可疑目标筛选方案
对于海面上的大批量目标，如果一一通过非协

同识别手段完成目标的鉴别，则不仅耗费巨大的装
备资源和时间，而且可信度也会极低，因为对方设备
模块随时可能维护更换，其信号特征变化性大，战时
极不符合作战要求，而且非协同手段的测向定位方
式难以区分出隐藏于民船中的军事目标。相反，协
同识别的定位精度高，目标情报处理算法简单，能快
速分辨出大部分的民船目标信息。

因此，对于可疑目标的筛选，应遵循排除优先级
进行处理的原则。通过协同识别手段，配以特定海
域的目标背景数据库，首先排除掉大量已知民船、过
往商船和货船；其次，对于新出现的海上目标，通过
对其发送的信息真实性进行判证，若其信息矛盾，则
将此目标应作为第一级可疑目标输出；再次，引导非
协同识别手段对该目标进行细致的信号、图像分析
和判别，若仍不能确定目标则作为第二级可疑目标

输出；最后，上报调用更多的侦察资源协助判正。如
此循环往复，既发挥了协同识别的可信度高、情报处
理快的优势，也发挥了非协同识别手段抗欺骗能力
强的优势；既充分运用了舰船平台自身的目标情报
获取装备和舰船平台情报处理系统的作用，也发挥
出了情报运用的巨大价值。

４ 发展启示
首先，随着作战模式由“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

心战”和信息战转变，要求未来的战斗识别不仅能够
对战区内目标敌、我、中属性的识别，同时有助于实
现高置信度实时战术选择和武器资源的调用。

其次，多元一体化联合作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
主要作战样式。因此，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环境下，
各种形式、各军种的识别系统必须具备互通、互联和
互操作能力；各协同作战单位之间建立统一、通用的
识别体制也是未来敌我识别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随着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与信息技术应用
相互融合，武器的杀伤力更强，这就要求高技术识别
系统必须与先进的武器系统相匹配，为超视距打击
提供近实时、准确可靠的目标属性信息情报。

５ 综合敌我识别系统建设与发展建议
５ ．１ 高度重视敌我识别器的持续发展与改进应用

正如同西方ＭＡＲＫ系列敌我识别器的存在价值
和发展趋势相同，敌我识别器在战场战斗中一直保持
着最高地位，其技术和装备至今一直持续地改进，直
到现役的ＭＡＲＫ ＸＩＩ，并继续发展到ＭＡＲＫ ＸＩＩＡ，通过
增加扩频技术，又扩展出识别模式５和Ｓ模式。
５ ．２ 同步跟踪与发展商用协同式敌我识别技术的

军事应用
商用协同式敌我识别技术，其目标位置精度比

目前主要传感器系统（如主被动雷达）的估计要高很
多，并且高达每２ ～ １０ ｓ １次的更新率也比目前许多
传感器高很多。

在目标识别距离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潜力。如
ＡＩＳ系统，通过岸基ＡＩＳ接收设备能够稳定接收
１５０ ｋｍ内的ＡＩＳ信息（包括船舶ＩＤ号、船舶位置、航
行速度和其他导航信息）；通过警戒机等机载ＡＩＳ设
备能够稳定接收５００ ｋｍ内的ＡＩＳ信息；通过高空无
人机ＡＩＳ载荷设备能够稳定接收１ ０００ ｋｍ内的Ａ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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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具有ＡＩＳ载荷的卫星，覆盖区域更大，能实现
离岸上千海里甚至全球的态势感知。

因此，同步跟踪与发展商用协同式敌我识别技
术的军事应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５ ．３ 大力发展舰船本地化的情报处理系统

随着海军舰船平台的发展及新时期赋予海军的
国家使命，走向深海、走向国际的多样化任务愈来愈
多，面临的海上目标越来越复杂，单单依赖于岸基获
得的情报资源已不再满足海军的任务需求。因此，
在依托上级情报支持背景下，大力发展海军独立的
舰船本地化情报处理系统势在必行。
５ ．４ 扶持非协同手段的目标特征识别技术的研究

非协同手段的目标特征识别技术的研究是当今
国内外的热点，尽管其装备组成复杂、目标特征数据
库的准确性和实时更新要求高、目标情报处理时间
长等弱点，但其抗欺骗能力、射频隐身能力强的特点
使其具有很强的战场生存能力和应用价值。

非协同手段的目标特征识别作为战场目标情报
抗欺骗判别的一种重要手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
研究。
５ ．５ 统一建设目标行为规律库及特征识别数据库

我国海疆面临敌对势力的危险，而海上生命线
将跨越复杂的马六甲海峡和北印度洋及波斯湾，因
此若各战区或各舰队分别建设目标行为规律库和特
征识别数据库难以统一，不利于后续的应用。相反，
若多点采集，集中编制，按任务需要进行再分配，则
能大幅度降低数据库的容量，相应地提高目标鉴别
的时效性。因此，目标行为规律库及特征识别数据
库一定要有顶层的统一规划部署。

６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不同海域及平战时期的海域目标构

成特点分析，参考国外敌我识别技术发展现状及趋
势，整理出海军侦察识别与监视问题中的综合敌我识
别建设思路和情报处理方法，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参考文献：
［１］ 修小林，时宏伟，林建，等．基于不同信息获取方式的敌

我识别系统［Ｊ］．电讯技术，２００１，４１（５）：１ － ６．
ＸＩＵ Ｘｉａｏ － ｌｉｎ，ＳＨＩ Ｈｏｎｇ － ｗｅｉ，ＬＩＮ 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 ． ＩＦ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１，４１（５）：１ － 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张军．现代空中交通管理［Ｍ］．北京：北京航天航空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李自俊．一种基于ＡＤＳ － Ｂ、ＷＡＭ和雷达的组合监视方法
及其架构［Ｊ］．航空电子技术，２００８，３９（１）：２４－ ２７，４１．
ＬＩ Ｚｉ － ｊｕｎ．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Ｓ － Ｂ，ＷＡＭ ａｎｄ Ｒａｄａｒｓ［Ｊ］． Ａｖｉｏｎｉｃ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３９（１）：２４ － ２７，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刘庆云，陆飞飞，朱伟强，等．辐射源细微特征用于个体识
别的可行性分析［Ｊ］．航天电子对抗，２００８，２４（２）：４０－ ４２．
ＬＩＵ Ｑｉｎｇ － ｙｕｎ，ＬＵ Ｆｅｉ － ｆｅｉ，ＺＨＵ Ｗｅｉ － ｑ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 ． Ｆｅａ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ｉｔｔ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ｉｔｔｅｒ ｆｉｎ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Ｊ］．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２００８，２４（２）：４０
－ 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丁娜，高教波，王军，等．利用ＡＯＴＦ多光谱成像系统实
现伪装目标的识别［Ｊ］．应用光学，２０１０，３１（１）：６６ － ６９．
ＤＩＮＧ Ｎａ，ＧＡＯ Ｊｉａｏ － ｂｏ，ＷＡＮＧ Ｊｕｎ，ｅｔ ａｌ ． Ｃａｍｏｕｆｌａｇｅｄ ｔａｒ
ｇ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ＡＯＴＦ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３１（１）：６６ － 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作者简介：
朱银川（１９６８—），男，福建厦门人，１９９０年于成都信息工

程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现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综合电
子信息系统的总体论证工作；

ＺＨＵ Ｙｉｎ － ｃｈｕａｎ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
１９６８．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Ｂ．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１９９０．Ｈｅ ｉｓ ｎｏｗ 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 Ｈｉ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３＠１６３． ｃｏｍ
张驿（１９７２—），男，湖北钟祥人，１９９２年于海军航空

工程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现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雷达
装备的总体系统设计、检验验收和质量监督工作。

ＺＨＡＮＧ Ｙｉ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 １９７２．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Ｂ．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ｖ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ｅ ｉｎ １９９２．Ｈｅ ｉｓ ｎｏｗ 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ｓｔ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ｚｈｙｉ＠ ｓｏｈｕ． ｃｏｍ

·２５８·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ｎ 电讯技术 ２０１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