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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军事建模与仿真是研究军事问题、探索军事活动规律的基本途径和手段。
军事建模与仿真技术被列为美国国防部十大关键技术之一，已引起广泛关注并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
军事建模与仿真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建模与仿真。
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军事建模与仿真面向的是军事作战问题，其边界、内涵、运行机理都带有更大
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很难完全地经过实际的验证，更具有一次性的特征；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军
事建模与仿真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必须兼有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等综合起来的军事
科学研究方法；再次从研究结果上看，军事建模与仿真往往只适用于某一方面、某一特定问题，而且
执行结果具有一定的“弹性”，这就使得军事建模与仿真的理论、方法、技术较之工程技术领域的建
模与仿真更不完备、更具争议性，也更具有挑战性。
在我们多年从事军事建模与仿真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尤其是为研究生开设《军事建模与仿真》
这一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深感缺乏关于军事、作战领域建模与仿真理论的书籍。
《战争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和《战争复杂系统仿真分析与实验》是二本对军事学研究生来说很好的
读物，其中不乏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方法，但较为宏观，适于战略研究，其他真正关于军事作战建模
与仿真的书籍很少，从事军事研究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东拼西凑地学习相关资料并试图理解军事建模与
仿真的精髓，而事实上最终得到的好像是“空中漂浮的一支金饼”，看起来金光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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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教学实践和参考相关资料、书籍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总结从事导弹作战建模与仿真实践
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共分10章，第1章是绪论，论述了基本概念、军事建模方法与仿真步骤、应用及作战仿真相关研究
综述；第2章是军事需求与军事概念建模，论述了军事需求分析与军事概念模型设计；第3章是军事建
模理论与方法，论述了军事建模方法学、军事建模标准、军事建模规范、军事仿真语言与软件等；
第4章是军事仿真基础，介绍了连续系统的建模与仿真和离散系统的建模与仿真；第5章是现代军事仿
真技术，重点介绍了分布交互式军事仿真技术、基于高层体系结构（HLA）的军事仿真和探索性仿真
分析方法；第6章是军事建模与仿真的验证；第7章论述了军事建模中的导弹作战模型体系；第8章论述
了作战运筹实验与军事仿真；第9章专门论述了军事仿真想定；第10章为导弹信息化作战效能评估仿真
，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导弹作战体系效能评估仿真方法、模型和实现问题。
　　本书试图从军事角度论述建模与仿真理论和方法，更加贴近军事工程问题和实践，可以作为军事
学领域特别是作战指挥、军事运筹学、军事装备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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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绪论1.1军事建模与仿真的概念在介绍军事建模与仿真的概念之前先了解一下现代建模与
仿真技术体系。
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爆发前，美国军事人员已经利用美国RDA公司开发的“军团作战模拟系统”
，对即将执行的地面作战的战斗和指挥计划进行了逼真的模拟与分析，并且通过这个作战模拟系统获
得了命名为“100小时战争”（也称为“4天计划”）的作战方案，准确地预测了伊拉克将把主力部队
用于防御对科威特的攻击，并推测出迂回到伊军西侧的盟军装甲部队的攻击具有最大成功的可能性。
后来海湾战争最后的决战“沙漠军刀”行动结果证明，作战前的模拟确实精确地描绘了实战，而实战
又忠实地体现了模拟，战争进程表明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在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实施的一项代号为“内部观察”的演习中，也使用了这样一个想定，极大地改
进了许多在以后实战中经受检验的作战思想和作战计划。
这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军事仿真演习，它使用了“联合演习支持系统”、“增强型海战模拟系统”、
“战术仿真”和“特种战斗非常规战争分析模型”等一系列的建模与仿真技术。
军事建模与仿真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建模与仿真，更具有“一次性”和“特定性”的特征；研究方法更
体现出军事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的融合，也使得军事建模与仿真的理论、方法、技术较之工程技术领
域的建模与仿真更不完备，更具争议性，也更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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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事建模与仿真》试图从军事角度论述建模与仿真理论和方法，更加贴近军事工程问题和实践，可
以作为军事学领域特别是作战指挥、军事运筹学、军事装备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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