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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总结梳理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成果，提升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水平和装备人才培养质量，在
军队“2110工程”专项经费支持下，在装备指挥技术学院“2110工程”教材（著作）编审委员会统一
组织指导下，军事装备学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著了一批适应装备人才培养需求，对我军装备工作具
有主要指导作用的军事装备学系列丛书，将分别以军事装备学的学术专著和专业教材的形式陆续出版
。
　　在总装首长、机关和军事装备学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军事装备学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历程，建立了军事装备学学科体系，创立了军事装备学理论，获得了多项国家
级和军队级奖项，培养了一大批“指技俱精”的高素质的装备人才，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学科理论素
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军事装备学学术队伍，为我军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和装备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
献。
　　作为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编辑这套丛书是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装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也是体现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
它承担着记载与弘扬军事装备学学科成就、积累和传播军事装备学知识的使命，是众多军事装备学专
家学者辛勤汗水的结晶。
编著这套丛书，旨在系统全面地将实践经验进一步理论化、科学化，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装备学
学科知识体系。
一是总结军事装备学学科建设和装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将专家
学者的思考、观点和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出来，以利于军事装备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二是紧紧围绕我
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装备准备，以装备指挥、装备管理、装备保障和装备采办为主要内
容，为军事装备学任职培训提供一套系统、全面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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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介绍了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发展趋势及其对作战的影响；分析了典型信
息化陆上作战平台、海上作战平台、空中作战平台及其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作
战运用；介绍了精确制导武器、电子战装备、网络战装备、心理战装备、单兵数字化装备的发展、特
点、发展趋势、在现代战争中的作战运用及其对作战产生的影响；介绍了信息化保障装备、军事信息
系统、航天装备的发展、特点、发展趋势及其作战运用；分析了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高超声速武
器等新概念武器发展概况、对作战产生的影响及其在战争中的作战运用问题。
    本书可作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军事学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用书，也可作为部队官兵学习掌握军事
高技术和信息化武器装备知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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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40年代后，现代信息理论开始形成，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说法，“信息就是信息，不
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到目前为止，关于信息的不同定义已在百种以上，我国信息科学专家钟义信教授提出的全信息理论
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他认为，信息的定义分为本体论层次和认识论层次的定义两种：本体论层次的信息，是指该事物运动
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自我表述／自我显示；认识论层次的信息，是指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关于该
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包括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含义和效用。
从信息的性质出发，信息可以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语法信息是只涉及事物运动的状
态和状态变化方式本身，而不涉及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含义和效用层次的信息；语义信息是关于事物
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含义层次的信息；语用信息是指关于状态及状态变化方式的效用层次的信
息。
　　现代信息科学把信息看成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认为：一切信息都是由特定的物质运动过程产生、
发送、接收和利用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只能是某种物质实体或其衍生物，不存在与物质无关的
信息。
任何信息都要靠一定的物质形式来承载、表示、固定，承载信息的物质形式称为信息的载体。
信息的产生、传递、交换、加工处理、存储、提取等操作都是通过对信息载体的物质形式来实现的。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尚未从科学角度认识信息之前就已发展了许多处理信息的技术，从事着许多利
用信息的活动：①人类的起源是以信息的获取、处理、传播为基础的，人类的劳动过程可以看作是一
个人类自身的信息器官进行信息活动的过程；②古代的许多重要发明都可以看作是古代信息技术的创
新与发展，如语言、文字、纸张、印刷术的发明及发展，结绳记事、烽火为号的信息储存和传递的原
始通信方式。
人类典型的利用信息的过程模型如图1-1所示。
　　关于信息的特征，信息的分类，信息与信号、消息、数据、知识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人们探讨
较多，在此不作赘述。
从目前的观点分析，信息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理解：从广义来看，人类所感知的一切有意义的消
息、信号等都可以看作信息；从狭义上来看，消息是表达信息的工具，载荷信息的客体。
信息是包含在消息中的抽象量，信号是发送信息的手段。
事物总是通过特定的信号发送信息，接收者从传来的消息中获取某种信息。
军事信息和一般信息的本质相同，是指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信息及具有军事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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