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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磁波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人类一直就生活在电磁波之中。

有史以来, 人类就在努力认识、

了解电磁波,并积极开发和应用

电磁波。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电

磁波软杀伤武器的出现,对战争

的胜负造成极大的影响, 因此,

电磁波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应

用 � � � 电子对抗已成为世界各
国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

电子对抗(又称电子战)是指敌我双方用专门的

无线电电子设备和器材进行的相互斗争。实质上是

利用这些设备、武器产生和接收处于无线电波段内的

电磁波,以电磁波为斗争的武器。电子对抗一方面利

用自己的无线电电子设备侦察敌方的无线电电子设

备和电磁信息,并进一步破坏或减弱其威力和效能;

另一方面则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消除敌方无线电电

子设备产生的有害影响,保证自己设备的正常工作。

前者被称为电子对抗,后者叫做反电子对抗。

电子对抗一般不能直接杀伤敌方人员和武器装

备,但它却能使敌方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失灵、雷达迷

茫、火炮导弹等武器失控,最大限度地降低敌方的战斗

力,为保卫自己和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创造条件,因而

在现代战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电子对抗的具体内容包括电子对抗侦察、电子干

扰和电子反干扰。电子对抗侦察不同于以获取军事

情报为主的军事侦察,其目的是使用专用的电子设

备,寻觅和捕获敌方无线电通讯、指挥、雷达等电子设

备以及发射的电磁波信息,确定其工作体制、发射频

率等技术性能和所在方位,为实施电子干扰提供技术

情报。电子干扰分为有源干扰和无源干扰两种, 前者

是以电子设备发射或转发某种电磁波形成干扰信号,

后者是利用能强烈反射或吸收电磁波的器材造成干

扰。目前电子干扰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和破坏敌方的

C3I系统(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和防空系统。利用计

算机病毒使敌方的计算机系统瘫痪是正在发展中的

电子干扰新课题。电子反干扰就是抗干扰,其任务是

消除或消弱敌方电子干扰影响,

保证我方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电子反干扰的首要措施是采用

隐形技术、伪装技术等反敌方的

电子对抗侦察。技术上的抗干

扰措施主要是提高电子设备自

身的抗干扰能力和操作人员的

操作水平,在战术上可以运用灵

活多变的战术手段反干扰。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

这种武器既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举着刀剑的砍杀, 也

不同于热兵器时代飞机大炮的进攻, 它主要目的是

干扰、破坏乃至变更对方的信息网络系统,中断和破

坏对方的信息源和信息获取、传输网络,就像破坏一

个人的大脑思维和切断传导神经系统一样,这种破

坏比物质破坏更加有效。因此有人认为在未来战争

中,过去的硬杀伤武器打击将不再是作战的第一手

段,电磁武器的全面使用将成为作战的重要手段,电

磁空间将成为与海陆空和外层空间并列的第五战

场。20世纪 90年代, 高功率微波弹和电磁脉冲弹

的出现以及在海湾战争中的有效应用, 标志着以歼

灭敌方有生力量为主的工业化时代战争向以非致命

性武器软打击为主的信息战争的战略过渡。

既然这种软杀伤武器的破坏作用如此之大,那

么防电磁危害的问题必然成为各国十分重视的研究

领域。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个方向, 即研究电

磁危害源与兵器系统的损伤机理, 提出兵器防电磁

危害的基本原理和设计要求;研制防电磁危害能力

强的新型电爆装置、电子元器件和兵器系统;建立兵

器系统防电磁危害能力鉴定技术和设备, 编制相应

的军用规范标准, 使兵器防电磁危害工作走上规范

化、标准化的轨道。

目前, 兵器防电磁危害的技术措施基本上都是

被动式的防护加固技术。针对个别的、单一的电磁

危害源,采用特殊材料, 通过反射、吸收外来电磁波

的方法,达到屏蔽保护电磁敏感元件或设备的目的,

进一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多种电磁危害源作用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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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夜视技术是在夜间

或低照度条件下,应用光

电探测和成像技术,将不

可见的景物图像经光电

转换增强为可见图像的

信息采集、处理和显示技

术。它包括主动红外夜

视技术、微光夜视技术和

热成像技术等。民用上

可用于天文观察、宇宙探

测、航天航海、深水考察和核物理实验等; 军事上主

要用于夜间侦察、照相、观察瞄准、导航、驾驶车辆、

武器的火控系统、装备修理、工程抢险和战地救护

等。在1991年的为期 42 天的海湾战争中, 多国部

队对伊拉克军事设施的侦察和轰炸有 70% 都是在

夜间进行的;小范围的地面接触、兵力调动、物资运

输,也都选择在夜间进行。

夜视技术的基本原理

在正常情况下, 人眼只对波长为0. 4~ 0. 7微米

图 � 1

的可见光敏感, 对其他光线则是视

而不见。如人眼在月光下只能发

现240米处走动的人员; 在星光下

只能发现 70米处的人员; 在无月的

阴天, 观察距离更近, 一般只有十

几米甚至几米。然而大气层中存

在丰富的红外线, 这些红外线的强

度在夜天光中比可见光的光谱高,

它们来源于地球上一切温度高于

绝对零度( - 273 ! )物体的热辐射,

这些热辐射红外线含有物体表面

和其内部的温差信息。如果人眼

对这些热辐射感光, 则即使是在漆

黑的夜晚也能识别出目

标物体。于是人们根据

此原理研究出了各种夜

视设备 � � � 能够将红外
线转变为人眼敏感的可

见光的专用设备,利用这

些夜视设备即使是在伸

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

也能∀看#清周围的物体。

图 1 为在可见光下的成

像(上)与热成像(下)的对比图。热成像图像经图像

处理后,就可基本上恢复物体的原貌。

常用夜视设备有微光夜视仪、微光电视、热成像

仪、激光成像雷达和微波成像雷达,这些夜视设备主

要是经过以下几个过程实现光电转换的。

集光 � 采用高透光率、大入瞳、大相对孔径的光学

系统,延长曝光时间(对于运动目标的曝光时间不允许

太长) ,最大限度地接收目标反射与辐射的光能量,为

随后的光电转换单元提供尽可能强的原始信号。

扩角 � 用物镜、目镜和显示屏

将目标图像放大, 使人仿佛感到与

景物的距离缩短了, 从而更容易看

清细节。

转换 � 利用能产生光电效应

的特殊材料进行光电转换, 将红

外、紫外等非可见弱光信号转换成

电信号,经放大后送至荧光屏转换

成可见光,供人眼观察。

增幅 � 利用像增强器将微弱的
光学图像的亮度增强 5万~ 10万倍,

使输出的光学图像的亮度达到人眼

能观察的水平,即达到 1坎德拉/米
2

综合效应, 不仅对使用过程中的兵器系统采用这种

防电磁危害设施,还应该贯穿于兵器系统的设计、制

造、储运和使用的全过程。更高的要求是在理论和

实验基础上,提出新的防电磁危害原理和技术,彻底

改变现行的被动式防护加固技术。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电子对抗所包含的技术

范围越来越广。电磁波谱已大大超出了无线电波段

范围,迅速向两端扩展, 即向低端声频、次声频和高

端的光频,甚至射线扩展。电子对抗的发展将推动

电子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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