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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评估 
黄希利，杜红梅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试验指挥系，北京 101416） 

摘要：针对综合电子对抗系统的作战能力评估问题，结合其组成及作战流程，建立了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指标体系中不同的上下层指标间的关系，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聚合模型。利用该模型分析了综

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层指标间的聚合关系，得到了综合电子对抗系统的作战能力评估模型。

其评估结果可为综合电子对抗系统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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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mbat Capability for Integrated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 
HUANG Xi-li, DU Hong-mei 

(Dept. of Testing & Command, Institute of Command & Technology of Equipment, Beijing 101416,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evaluation problem of combat capability for integrated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 established 
the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on problem for combat capability of integrated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 through the structure 
and combat flow.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xes of upper and lower layers, two kinds of models for index 
aggregation are given. Aggregation relationship of each index of combat capability for integrated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s index system is analyzed, evaluation model of combat capability for integrated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 is 
obtained .The result can give a reference to collocating and using of the integrated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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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指在计算机控制下，把多个

不同类型、不同频段、不同用途的电子对抗装备集

成在一起，构成具有多种作战功能的电子对抗系统。

其特点：突出系统的综合设计、信息资源的综合利

用和电子对抗资源的综合控制与管理，实现多种功

能综合化，具有电子侦察、电子进攻和电子防御等

多种作战能力 [1]。故在探讨信息战下，对综合电子

对抗系统应具备的作战能力要素及评估进行研究。 

1  作战能力与作战效能 

作战能力和作战效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

念。作战能力是指武器装备为执行作战任务应具有

的潜力，是相对静态的概念；作战效能是在特定条

件下，武器装备被用来执行特定作战任务所能达到

预期目标的有效程度，是动态的概念 [2]。故作战能

力是系统固有的属性，由系统的质量特性（性能参

数/战技指标、可靠性、维修性等）决定，与作战过

程无关；而作战效能不但与装备的质量特性、数量

有关，而且与作战编配和在作战中的实际运用有关。 
评估综合电子对抗系统的作战能力是指挥员作

战决策的重要内容，它关系到对装备的正确使用，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综合电子对抗系统的作战效能。 

2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概述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的体系结构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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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的体系结构图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是集情报侦察、电子防卫、

电子攻击为一体的综合性电子对抗系统，主要包括

雷达对抗、通信对抗、光电对抗 3 个方面。 
在情报侦察中，综合电子对抗系统应用陆、海、

空、天、媒体（各种网络）多平台电子情报侦查系

统，构成一体化的电子情报侦察体系。这些电子侦

查系统，综合调度、配置、侦查空域（地域、海域、

网络空间）相互覆盖、频段相互交迭，侦查所得的

情报、信息相互交边、补充，并进行综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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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融合，以构成高层次、高可信度、高质量的

电子情报资源。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

电子侦查系统构成严密的监视网，进行长期、不间

断的侦察和监视，为信息战提供情报资源。 
在电子防卫中，综合电子对抗系统利用对预警

机的干扰系统、对敌空中攻击轰炸编队通信/导航/

敌我识别干扰系统、对大功率电子干扰飞机、空中

预警飞机及攻击轰炸雷达辐射源的无源定位和辅助

攻击系统，对雷达/红外/激光制导导弹/炸弹进行干

扰和欺骗的重点目标防护系统，对信息攻击系统构

成全方位、多层次、多手段的电子防卫系统，并与

常规防空系统中的雷达探测网、作战指挥网、防空

导弹网及防空歼击机群相互交连、协调、补充，构

成具有很强的抗电子干扰、抗反辐射攻击、抗低空

突防、抗隐身武器突防的新防空体系。 
在电子攻击中，综合电子对抗系统可利用大功

率专用电子干扰飞机、专用电子干扰吊舱、反辐射

武器系统，地—地电子干扰系统，非杀伤性武器系

统以及各种攻击平台（飞机、舰船、坦克等）上的

电子干扰系统，构成一个软/硬性杀伤/非杀伤性相

结合、有源/无源干扰相结合、压欺/压制干扰相结

合、雷达/通信/导航/敌我识别/武器制导/网络对抗

相结合的高强度、综合性的电子攻击力量。在进攻

时，对敌雷达网、通信网、作战指挥网、导弹网进

行干扰和压制破坏，以保证在军事信息战和作战信

息战中，在关键时刻、关键地域构成局部电子优势。 

3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指标体系 
遵循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可建立综合电子对

抗系统作战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结构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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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指标体系 

4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评估模型 

4.1  指标权重的计算 

由于各指标对作战能力的影响和作用不同，故

对下层各指标要赋予不同的权重。考虑到一般的层

次分析法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3]

需要两次检验一致性，实际中都凭着大致的估计来

调整判断矩阵，有时需经过多次调整才能通过一致

性检验。为解决此问题，可利用最优传递矩阵的概

念对 AHP 改进，使之自然满足一致性要求，直接求

出权重值[4]。采用改进 AHP 法计算权重，步骤如下： 
1) 建立判断矩阵 0 ( 0 )ij n nW W ×= ，同一般的

AHP 方法； 
2) 进行对数变换 1 ln 0 ( , 1,2, , )ij ijw w i j n= = ，把

0W 变换成反对称阵 1W ； 

3) 进 行 变 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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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 )i j n= 求 W1 的最优传递矩阵 W2； 

4) 变换 * 2WW e= ，求 0W 的拟优一致阵 *W ； 

5) 用方根法计算矩阵 *W 的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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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值的归一化处理。 

4.2  指标聚合模型 

对综合电子对抗系统，子系统与系统的功能、

作战任务呈现出层次性，系统的作战能力也呈现出

层次性，同时，系统的作战能力可由子系统的作战

能力以及装备的性能参数/战技指标聚合。作战能力

指标体系呈现出多层次结构，任一层次的作战能力

由其多个下层能力（性能参数/战技指标）聚合而成。 
考虑到上层指标与下层指标间的关系，对上层

指标，每个下层指标均与上层指标有密切关系，缺

一不可，任何下层指标性能很差都会导致上层指标

性能很差，对这类关系采用甲类模型；还有一些上

层指标，下层指标与上层指标间有一定关系，但并

非缺一不可，下层指标性能很差不会导致上层指标

性能很差，对于这类关系采用乙类模型来描述。 

甲类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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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类模型：

1

m

i i
i

y w x
=

=∑  

式中： y 为某一上层指标； ix 为构成该指标的

第 i 个下层指标； iw 为构成该指标的第 i 个下层指

标的权重系数。                  （下转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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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间或测量数据与系统已有知识之间的互联关

系，一次性或分多次向导航系统全局性空间投影，

形成系统的状态估计，得到更全面、可靠的导航信

息。实验证明，将组合导航技术用于无人机动平台，

其性能良好，能满足无人机动平台的导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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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评估模型 

根据综合电子对抗系统基本作战模式，系统的

作战能力与每个子系统均有密切关系，任何一个子

系统的作战能力差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因此，综

合电子对抗系统的作战能力由侦察发现能力 1U 、信

息传输能力 2U 、指挥控制能力 3U 、进攻能力 4U 、

和作战适应能力 5U 以甲类模型聚合， iw 为构成该

指标的第 i 个下层指标 iU 的权重系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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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 2 的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评估指标

体系与作战任务，二级指标以如下思路进行聚合：侦

察发现能力、信息传输能力和指挥控制能力均由对

应三级指标以甲类模型聚合，进攻能力和作战适应

能力由对应三级指标以乙类模型聚合。以电子对抗

系统的性能参数/战技指标的取值作为底层输入，可

逐层计算各级上层指标值。直至计算到最顶层，得

出综合电子对抗系统作战能力的最终评估值。 

5  结束语 

该研究只考虑了 2 种模型，还不能完全地反映

客观实际。接下来，将进一步研究综合电子对抗系

统的作战机理，以提炼出更多的指标聚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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