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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能力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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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一步明确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力量发展方向和形成方式，需要对其相应的能力需求进行研究。以

分析国家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力量发展战略为基础，通过对作战使命、作战对象及敌我双方行动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 5 个方面研究了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的能力需求。能力需求研究为地基动能反卫星武器研制和作战力量建设提供

了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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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knowing mo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engender way of kinetic energy anti-satellite weapon 

(KE-ASAT) combat forces, it’s necessary to do some research on the campaign capability dem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county’s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KE-ASAT combat forces, the combat mission, operation object and two sides of action 

and other issues were discussed, and the capability demand of KE-ASAT combat was also discussed from 5 aspects. The 

capability demand research offered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E-ASAT weapon and combat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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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战能力需求是指在军事战略指导下，为达成

特定作战使命而对与其相对应的作战理论、体制编

制、武器装备及其它非功能性约束等的期望 [1]，它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战力量发展的方向和形成的

方式。以建立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想定为手段，开

展针对作战使命、作战对象、敌我双方对抗活动等

问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备的地基动能反

卫星作战的能力需求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地基

动能反卫星武器研制和作战力量建设的思路，具有

较强的现实应用价值。 

1  国家反卫星力量发展战略 

我国始终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即在

努力发展社会生产的前提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不称霸不扩张。在未来可能的战争进程中，

通过对敌卫星系统实施“点穴式”震慑打击，能够

起到“牵一发而制全身”的效果，从而极大地震慑

敌手；因此，反卫星作战力量将成为一种新的战略

威慑力量。为了维护国家空间利益不受侵害，削弱

敌方利用其卫星系统对我作战行动进行牵制的能

力，发展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反卫星威慑作战力

量，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并抓紧解决的问题。 

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是当前最为成熟的反卫星

作战样式，从快速生成战斗力方面考虑，应优先发

展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力量。同时，由于其在技术

上与反导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为了节约开发成本，

降低政治、法律和外交风险，应走反卫与反导一体

化发展道路，寓反卫于反导，在防御性武器的掩护

下发展进攻性武器，争取一个武器系统解决反导、

反卫 2 个作战需求问题。 

2  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想定建立 

2.1  作战使命探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航天技术的迅猛发

展，各个国家围绕谋求空间优势而展开的竞争越发

激烈。空间优势指在占有和使用空间资源的同时确

保对手不具备这样做的能力 [2]，它是一个攻防对抗

的动态过程。发展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能力，其目

的就是通过削弱敌手进入空间、利用空间和控制空

间的能力，从而使我方获得相对空间优势。地基动

能反卫星作战的远期战略目标应该是建立大国间的

战略平衡，改变空间利益格局和垄断局面，削弱潜

在对手的信息作战能力；近期目标应该是增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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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空间的威慑能力，在战时剥夺直接战争对手的

空间应用能力，同时大幅改变我方与潜在强敌间的

军事平衡，令其不敢轻易介入我方正义战争。 

2.2  作战态势描述 

以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领土冲突为背景，随着

形势恶化，我方被迫发起针对褐方的反分裂战争，

蓝方随即对我方发出全面战争威胁。但慑于我方警

告和国际舆论压力，蓝方在战争初始阶段就对我方

直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最可能的情况是利用其发

达的情报系统(尤其是卫星信息系统)为褐方提供情

报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为褐方提供我方部队部署和

行动的态势信息，为褐方提供精确制导武器的制导

信息等。在此种形势下，我方可以考虑对涉及的蓝

方卫星实施打击。 

2.3  作战对象分析 

由于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不可能同时摧毁所有

涉事卫星，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目标卫星选择。

从作战运用的角度，地基动能反卫星武器攻击低轨

卫星比攻击中高轨卫星更有优势 [3]。因此，地基动

能反卫星作战的目标应该选定为低轨道(轨道高度

通常为 100～2 000 km)卫星，同时着眼于发展打击

中高轨卫星的能力。为褐方提供情报支持的蓝方卫

星主要包括：8 颗地球静止轨道军事通信卫星和 22

颗民用通信卫星，任意时刻在我国上空的大约 9 颗

导航卫星，5 颗导弹预警卫星。其中低轨卫星包括：

雷达侦察卫星、照相侦察卫星、海洋监视卫星、军

事气象卫星等。 

2.4  敌方行动过程 

在冲突形势严峻之时及实际冲突发生之后，蓝

方必然会加大对我军军事部署和行动的侦察力度，

并可能针对我方的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行动采取先

发制人的措施。即便未能阻止我方行动，由于我方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瘫痪蓝方的侦察监视卫星系统，

蓝方仍具备利用其卫星系统对我方进行情报搜集的

能力，从而为随后可能出现的报复行动提供情报支

持。而蓝方最终是否采取报复行动既取决于我方反

卫星作战的打击范围和程度，也取决于蓝方干预冲

突的决心和意志，是一个博弈过程。 

2.5  我方行动过程 

在冲突中，我方将视蓝方参与程度而决策是否

对其实施反卫星震慑作战，如果蓝方通过其卫星系

统向褐方提供了全面的情报支持，致使我方战斗行

动受到严重牵制，我方将被迫考虑对蓝方实施地基

动能反卫星作战。为达到既警告蓝方又不至于造成

战争规模急剧升级的目标，我方将只对蓝方有限地

支持褐方作战的军事卫星进行打击。在作战之前，

我方要考虑到蓝方及褐方可能对我方卫星进行攻

击，此时应根据情报信息决策我方是否进行先发制

人地攻击，或预先完成卫星轨道机动等；在地基反

卫星动能武器的测试、转载、机动等过程中，我方

要针对蓝方及褐方行动采取隐蔽、示假、伪装等措

施完成生存突围，并由作战综合保障系统提供各种

保障；作战过程中，侦察监视系统需要实时采集目

标情报以辅助决策和作战，并在作战后期为毁伤效

果评估提供情报支持。 

3  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能力需求分析 

能力(capability)是“在特定标准和条件下综合

运用手段和方法执行一系列任务达成预想效果的能

力(ability)[4]”。地基动能反卫星武器系统是一个复

杂巨系统，它要求信息系统(包括态势感知、指挥控

制和通信)具备实时地提供超高精度情报支援的能

力，对战斗系统和保障系统的能力要求也十分严格。 

3.1  空间态势感知能力 

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中，对空间态势感知能力

的具体要求是：具有较强的生存防护、探测感知和

信息处理能力，系统可靠性高，与国家空间探测系

统的兼容性好。在平时，对想定打击的目标卫星实

施持续搜索、识别、跟踪、探测、定位，建立动态

的目标卫星数据库，并尽可能提高对卫星轨道特性

描述的准确度；在反卫星作战行动准备及实施过程

中，能够对计划打击的目标卫星进行持续跟踪和锁

定，并完成轨道预报，为实施反卫星作战决策及具

体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同时，还需对防范敌方的地

面攻击或反制行动进行情报获取，如图 1。 

 

图 1  空间态势感知能力需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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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挥控制与通信能力 

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中，对指挥控制与通信能

力的具体要求是：具有较强的指挥控制和信息传输

能力，系统可靠性高，兼容性好。在平时，主要完

成对与反卫星作战相关信息的传输和融合处理，并

生成反卫星作战态势报告，同时还需具备保障地基

动能反卫星作战演习任务的能力；在危急或作战时

刻，能高效完成反卫星作战态势分析和威胁评估，

辅助决策者完成作战决策，迅速、准确、安全地将

反卫星作战相关信息传递给信息需求者，如图 2。 

 

图 2  指挥控制与通信能力需求体系 

3.3  拦截打击能力 

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中，对拦截打击能力的具

体要求为：具有较高的系统可靠性；系统生存能力

强，对各种反制措施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尽量降

低被敌事先发现并摧毁的概率；具有较强的反应力，

即武器从准备状态到打击完毕所需的时间要尽可能

短；动能拦截器可通过采用多种自导引方式从而实

现精确的自主导航和自主寻的；动能拦截的效率高，

毁伤效果明显，如图 3。 

 

图 3  拦截打击能力需求体系 

3.4  综合保障能力 

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中，对综合保障能力的要

求与常规导弹作战基本一致，但对目标保障能力要

求更为苛刻，对电子对抗保障和防卫保障等能力的

要求也更高，如图 4(不考虑后勤保障能力情况下)。 

 
图 4 综合保障能力需求体系 

3.5  各种能力之间的关系 

对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而言，其武器体系的整

体作战能力与各组成系统的作战能力之间并不是线

性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涌现性 [5]，即整体能力大

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之和。具体而言，地基动能反

卫星作战能力并不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通信、

拦截打击和综合保障等多种能力的简单叠加，而是

各种能力相互协调，紧密联系，互为支撑而构成的

有机联合体。其中，空间态势感知能力是前提，指

挥控制与通信能力是核心，拦截打击能力是目标，

综合保障能力是基础，它们的关系如图 5。 

 
图 5  动能反卫星作战能力总体构成 

4  结束语 

笔者从我国“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出发，对

我国地基动能反卫星力量发展战略进行了探讨，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地基动能反卫星作战想定，展开

了对作战使命、作战对象、敌我双方对抗活动的研

究，并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能力需求问题，对地基动

能反卫星力量发展中的需求论证有一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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