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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精确制导武器及其对军事

革命的意义

精确制导武器指直接命中

概率超过  ! ∃ 的制 导武 器
。

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
,

精确制

导武器 的命 中率 多数 已 达到

∀! ∃ 以 上
。

如海 湾战争 开战

后 %& 个小时
,

美军发射 了 %� !

多枚
“

战斧
”

巡航导弹
,

命中率

高达 ∀∋ ∃
。

从 精度
、

威力
、

射

程
、

重量
、

尺寸
、

效费比
、

可靠性

及全天候作战能力等主要战技

指标来衡量
,

精确制导武器是

高效能武器
。

海湾战争以来的

机与火箭 的喷管
、

坦 克的发动

机
、

舰船 的锅炉及烟 囱等 的红

外辐射 #透过 弹头前端 的整流

罩
,

由光学 系统会聚到红外探

测器上
,

经光 电转换装置将红

外辐射 的光信 号转 换为 电信

号
,

再经 电子线路和误差鉴别

装置
,

形成作用 于舵机的飞行

控制信号
,

使导弹 自动瞄准
、

跟

踪和命中目标
。

借助红外 成像 系统
,

可以

进一步看到目标的图像
。

这种

成像系统通过探测 目标和它周

围环境及背景之间所产生的红

几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
,

精确制导武器 的使用量在

逐步增加 ( 海湾战争中
,

精确制导武器占 ) ∃ ∗ “ 沙漠

之狐
”

行动中
,

精确制导武器 占 )! ∃ ∗ 而在科索沃战

争 中
,

精确制导武器占 ∀∋ ∃
。

精确制导武器在高技

术局部战争的作用和地位凸显
,

对军事斗争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
(

精确制导武器极大的提高了作战效能
∗

精确制导武器使作战样式发生深刻变化
∗
精确制导

武器成为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杠杆 ∗

二
、

精确制导武器的物理原理及技术

%
+

精确制导武器的物理原理

以红外制导为例
。

自然界一切物体都是红外辐

射源
。

物体温度不同
,

辐射的红外线波长就不同
,

温

度越高波长越短
,

且产生的红外线越多
。

能透过大

气的红外波段
,

即
“

大气窗 口
”

为
( !

+

), 一 �
+

 拜− �近红

外#
、

. 一  拼− �中红外 #
、

∋ 一 %& 拌− �远 红外 #
。

战争 中

主要军事 目标辐射的红外线大都在窗 口 内
(

导弹辐

射的红外线波段为 % 一 .产− ∗ 喷气飞机辐射的红外线

波段是 . 一 &拌− ∗坦克发动机辐射的红外线约  拜− ∗

装备
、

工厂
、

人员等地面和水上 目标辐射波段为 ∋ /

%& 拌−
。

因此
,

可通过红外探测器接收 目标发射 的红

外线来发现
、

跟踪 目标
。

红外制导导弹是将来 自目标的红外辐射 �如飞

% 卷 � 期 �总 ∋ , 期 #

外辐射的温度差异
,

并根据这些差异的大小形成热

对 比图像
。

热 图像通过红外一电一光的转换
,

成 为

可见光图像
,

即可从复杂的背景中识别 目标
。

红外成像制导系统发现 目标时
,

通过装在导弹

头部的导引头中的红外阵列探测器摄取目标的热图

像
,

贮存到导弹上的微型计算机中
,

作为基准图像
。

在导弹以后的飞行过程中
,

红外阵列探测器可连续

摄取 目标图像
,

并依次逐帧的把 图像 送入计算机与

基准图像进行 比较
。

如有差异
,

说明导弹偏离了预

定的飞行弹道
,

计算机随之把导弹飞行偏差变成电

信号
,

指令导弹舵机动作
,

将导弹修正到正确的弹道

上来
。

其他制导的物理原理与红外制导基本类似
,

只

不过是利用 了电磁波谱 的不 同频段
,

因而具有不 同

的特点
。

上述表明
,

物理学的电磁波探测技术
、

光学成像

技术
、

光电转换技术
、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等是精确

制导武器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先导
。

�
+

精确制导技术

精确制导技术是确保制导武器既能命中选定的

目标
,

又尽可能减少附带破坏的技术
,

其核心是精确

导引和控制技术
。

精确制导武器的产生与发展
,

完

.  



全依赖于精确制导技术
,

因此精确制导技术在 现代

军事高技术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

目前
,

正广泛

开发和使用的精确制导技术主要有微波制导
,

红外

制导
,

激光制导
,

毫米波制导
,

电视制导
,

多模或复合

制导
,

智能化信息处理等
。

� 微 波制导 � 微 波指波长 为  一 !∀∀ # ∃ 的 电磁

波
。

微波制导是 由弹上 的微波雷达导引头
,

接收 目

标的微波能量捕获跟踪 目标
,

导 引导弹命中目标的

制导技术
。

微波制导用 于短距离制导武器
,

其最大

优点是全天候
,

能从任何角度攻击 目标
,

命中精 度

高 %缺点是易受干扰
。

& 红外制导
�
红外制导是 由弹上的红外导引头

利用 目标的红外辐射
,

实现对 目标捕获跟踪
,

导引导

弹!弹药命中 目标 的一种被动寻的制导技术
,

分为红

外非成像制导和红外成像制导
。

红外非成 像制导可工作在 三个波段
�  一 ∋拼∃ ,

∋ 一 (拌∃ , ) 一  ∗ 扛∃
。

其优 点是角分辨率高
、

精度 高
、

全天候
、

被动工作
、

抗电子干扰
,

但受烟雾影响大
,

不

能抗光电干扰
。

红外成像 制导一般工作在 两个波段
� ∋ 一 (拜∃ ,

) 一  ∗拌∃ 。

其 中工作在 ) 一  ∗拼∃ 波段 的性 能更 佳
。

红外成像制导与红外非成像制导相 比
,

有很强的抗

光电干扰能力
,

可进行全 向攻击
,

有命 中点选择 能

力
,

是当今精确制导发展的主流
。

+ 激光制导
�

激光制导是 由弹外或弹上 的激光

照射 目标
,

弹上的激光导引头 利用 目标漫反射的激

光捕获跟踪 目标
,

导引导弹,弹药命中 目标的制导技

术
。

使用最多的是照射光束在弹外的激光半主动制

导技术
。

激光制导工作波段为  
−

./ 拼∃ 和  .
−

/拌∃ 。

其特点是制导精度高
、

抗 干扰 能力强
、

结构简单
、

成

本较低
。

现正在发展激光主动成像制导
。

0毫米波制导 � 毫米波制导是 由弹上 的毫米波

导引头接收 目标反射或辐射的毫米波信息
,

捕 获跟

踪 目标
,

导引导弹 ,弹药命中 目标的制导技术
。

毫米

波制导工作波长在  一  . ∃ ∃ 之 间
,

分为主动制导和

被动制导
。

毫米波制导系统体积小
、

重量轻
,

具有较

高的制导精度
,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

受天气和烟雾的

影响小
,

其性能介于微波和红外之间
。

1 电视制导
�
电视制导是依靠 目标反射 的可见

光信息
,

利用 电视 2摄像 3捕获跟踪 目标
,

导引导 弹,

弹药命中 目标的被动寻的制导技术
。

系统的角分辨

率高
、

精度高
、

抗电子干扰
,

但只能在 白天或能见度

较好的条件下使用
。

∋/

4多模或复合制导
�
导弹从发射到命中 目标一

般要经历 ∋ 个阶段 �初始段
、

中段和末段
。

多模制导

是指 同一制导段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频段或制

导方式进行工作
,

复合制导是指不同制导段采用两

种频段或制导方式交替工作
。

由于未来战场环境的

复杂性
,

单一频段或模式的制导
,

将难于适应未来战

争的要求
,

因此多模制导或复合制导现已成 为精确

制导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

多模或复合制导发展 的

重点是毫米波和红外成像复合制导
。

5 智能化信息处理
�

智能化信息处理技术是各

种精确制导对 目标 及干扰背景信息进行 处理 的技

术
。

它是精确制导关键技术之一
,

包括软件和硬件

两部分
。

重点研究 弹载条件下实 时 自动 目标识别

26 7 8 3技术
,

该项技术是实现精确制 导武器诸 多性

能的关键和瓶颈
。

三
、

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方向

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已经历了四代
。

第一代需

要射手跟踪瞄准 目标
,

进行不间断的控制
,

直至命中

目标
%第二代导弹发射后 自动寻的

,

命中 目标 %第三

代只要确定特定 目标
,

不必瞄准
,

导弹发射出去后
,

就能 自动控制
、

识别
、

跟踪
,

直到命中目标 %正在研制

的第 四代则可 以 自己确定 目标
,

不但能精确命中 目

标
,

而且可以选择 目标的要害部位
,

甚至能排出攻击

多 目标的优先次序
,

选择最有价值或有可能杀伤 的

目标
。

总之
,

精确制导武器将 向高精度
、

抗 干扰
、

全

天候
、

完全智能化
、

隐形化和低成本的方 向发展
,

特

别是显现出综合化的趋势
。

多模与复合制导将是未

来精确制导的主要方式
。

随着科 学技术 的发展
,

精

确制导武器的更 新换代速 度将 越来越快
。

可以 预

计
,

9 世纪的战场
,

形形色 色威 力无 穷的精确制导

武器
,

将在陆地
、

海上
、

空 中乃至太空大显身手
, “

精

确战
”

悄然而至
,

战争将呈现出新的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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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 美国《科学》评出 9. .9 年十大科

科苑快讯
麟: : 萨

学突破

一
、 “

小 核糖核 酸
”

分子 大

显身 手 % 二
、

揭 开 太 阳 中微 子

户健健戈

“

失踪
”

之谜 %三
、

基因测序为人类造福 % 四
、

了解宇宙

的
“

婴儿时期
” % 五

、

用阿秒激光成功观测电子运动 %

六
、

发现对
“

温度
”

和
“

化学物
”

都敏感 的蛋 白质 %七
、

首获完整的细胞器三维照片 %八
、

开发出太空摄影新

技术 %九
、

科学家发现全新感光细胞 %十
、

有关人类起

源的一些最基本看法被动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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