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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仿真科学民技术及其军事应用丛书：非对称作战数学建模与仿真分析》是在总结作者近年教学
心得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写作的一部学术性较强的军事技术理论著作，其目的是为探究非对称作战活
动规律、发展完善非对称作战理论、指导非对称作战运用提供支持。
《仿真科学民技术及其军事应用丛书：非对称作战数学建模与仿真分析》共分10章。
第1章和第2章主要论述非对称作战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作战基本要素非对称运用的表现形式以及
作战的非对称运行机理；第3章~第10章是《仿真科学民技术及其军事应用丛书：非对称作战数学建模
与仿真分析》的核心内容，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多目标规划模型、指数法模型、兰彻斯特方程模型
、突变分析模型、基于多智能体的作战仿真模型、基于复杂网络和数据场理论的作战仿真模型，并进
行了非对称作战仿真实验系统设计及典型应用分析。
　　《仿真科学民技术及其军事应用丛书：非对称作战数学建模与仿真分析》不仅论述了非对称作战
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论证了非对称作战的途径、有效性与可表达性，构建了定性与定量综合研究
非对称作战运用的方法框架和模型体系，对非对称作战仿真实验系统进行了总体设计，还引入了大量
科研成果中的技术资料和应用算例，对广大研究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仿真科学民技术及其军事应用丛书：非对称作战数学建模与仿真分析》可作为军事运筹学、作
战指挥学、军事装备学、仿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研究
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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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小明，1966年9月出生，湖南邵阳人。
博士，装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校军衔，总装备部“1153”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享受
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二类岗位津贴，曾任中国运筹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计算机模拟
学会理事，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武器装备科技奖评审委员会评委。
主持或参与完成40余项科研课题，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全军军事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
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10项，总装备部军事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主著专著《弹道导弹攻防对抗的建模与仿真》、《非对称作战数学建模与仿真分析》，参著专著《军
事航天学》、《装备作战仿真概论》、《装备试验理论与检验方法》、《军事高技术与信息化武器装
备》、《协同式网络对抗》，获总装部队军事训练优秀教材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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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2 国内研究现状　　非对称作战理论是当代战争的产物，但非对称作战在历史上很早就存在。
《孙子兵法》提出“以正合，以奇胜”、“避实而击虚”、“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等观点
，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非对称作战思想。
毛泽东军事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非对称作战思想的论述，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为敌人所迷
惑、所牵制，完全主动作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对其人，伤其十
指不如断其一指；对其师，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非对称作战理论和非对称战略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海湾战争以后，非对称作战引起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外军军事学术》等全国全军重要学术期刊对非对称作战进行了
广泛研讨。
《高技术条件下非对称作战研究》、《信息化条件下非线式非对称非接触作战指挥探要》、《作战的
非对称机理研究》等著作从非对称作战背景、概念、主要特征、运行机理、基本要素、表现形式、指
导原则和规律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索非对称作战的基本理论。
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持完成的《非对称作战理论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非
对称作战的理论专著，通过研究古今中外主要国家军队的非对称作战理论或非对称作战思想，阐明非
对称作战理论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指出非对称作战萌生的动因及演进过程，揭示非对称作战的发
展规律和现实意义。
　　1.5 非对称作战的数学基础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真正达
到完善的地步。
非对称作战，虽然已被战争实践证明有效，但至今未见有说服力的数学阐释。
非对称作战是否符合战争的一般规律？
现代非对称作战有哪些特殊规律？
作战的非对称机理是什么？
增强非对称战略有效性的途径是什么？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需要对作战问题影响因子进行量化表述和数学建模研究。
本书试图探索运用军事建模与仿真方法阐释非对称作战的途径，论证非对称作战的有效性与可表达性
，揭示对非对称作战开展定性与定量综合研究的分析方法与实现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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