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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舰载平台的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

能力评估方法研究

时维科１，刘　乔２，李绍隆２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９２９４１部队４１分队，辽宁 葫芦岛　１２５００１；２．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上海　２０１１０９）

摘要：近程反导武器系统由于受到载舰平台的安装位置、雷达探测能力等影响，其作战能力难以全部发挥，为

了摸清该系统装舰后的实际作战能力，文章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指数法等评估方法，构建了近程反

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二次优化，建立评估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及计算指标权重、处

理评估指标和试验数据，最后得出基于载舰平台的该型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评估结果为０．７９７，为近程反导

武器系统在反导作战使用和装备升级改造中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关键词：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评估；层次分析法；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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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战能力评估方法主要有试验统计法、层次分析

法、指数法、区间数评估法、灰色系统分析法、模糊

分析法等［１３］，每种方法都有自身的优势，可根据武器

系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评估。舰载近程反导

武器系统，主要承担近程反导作战任务，本文运用层

次分析法确定影响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指

标权重，使用指数法对指标和试验结果进行处理和评

价，为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评

估方法。分析与评估基于舰载平台的该型近程反导武

器系统作战能力，找准制约舰艇反导作战能力形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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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深层次矛盾，可以摸清该型近程反导武器系统

作战过程中的能力短板和薄弱环节［４］，解决部队在作

战指挥、操管训练、保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以及装

备的改造升级，有效提升舰艇平台的反导作战能力。

１　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建立

评价基于载舰平台的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

力，主要考虑反导作战过程中，从前端传感器到武器

末端整个链路中各个环节涉及的因素，建立指标体

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指标体系

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包括搜索探测能

力、指挥决策能力、武器控制和火力打击能力、保障

能力［５８］。其中，搜索探测能力的装备实体为载舰雷

达和电子侦察系统，主要包括搜索目标能力、跟踪目

标能力、目标识别能力、目标信息数据处理能力等；

指挥决策能力的装备实体为指挥控制系统，主要包括

收集处理目标信息能力、辅助决策能力、目标指示能

力和指挥控制能力等；武器控制及火力打击能力的装

备实体为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主要包括战斗准备时

间、工作状态选择能力、作战方式选择能力、系统反

应时间、指导方式、射界范围、发射方式、连射间隔

时间、拦截范围、杀伤概率、多目标服务能力、载弹

量和导弹抗干扰能力；保障能力的装备实体为近程反

导武器系统及其保障设备，主要包括导弹装填速度、

可靠性、维修性和测试性等。

在实际评估过程中，我们既要全面考虑各种因

素，又要对各因素进行适当的取舍，对一些难以赋

予权值且没有直接影响的指标必须忽略，对有相似

影响的因素要进行合并规整［５］。由于本文重点研究

近程反导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针对前端的搜索探

测能力、指挥决策能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因此，本文以典型作战式样为背景，结合装备作战

任务特点和评估实际［９１２］，将搜索探测能力、指挥

决策能力合并为目指信息能力，建立指标体系，如

图２所示。

图２　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指标体系

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犃 由目指信息

能力犃１、武器控制和火力打击能力犃２、保障能力犃３

组成。其中，目指信息能力犃１ 的装备实体为雷达、

电子侦察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包括雷达目指信息能

力犃１１、电侦目指信息能力犃１２；武器控制及火力打

击能力犃２ 的装备实体为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主要包

括战斗准备时间犃２１、工作状态选择能力犃２２、作战

方式选择能力 犃２３、系统反应时间 犃２４、制导方式

犃２５、射界范围犃２６、发射方式犃２７、连射间隔时间

犃２８、拦截范围犃２９、杀伤概率犃２１０、多目标服务能力

犃２１１、载弹量犃２１２和导弹抗干扰能力犃２１３；保障能力

犃３ 的装备实体为近程反导武器系统及其保障设备，

主要包括导弹装填速度犃３１、可靠性犃３２、维修性犃３３

和测试性犃３４等。

２　运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及计算指标

权重

２１　构造判断矩阵确定确定权重值

根据以上建立的指标体系，构建犃－犃犻 （犻＝１，

２，３）的判断矩阵。其中各级指标之间相对于其上一

层次目标犃的重要性程度的打分形式可用两两比较打

分法确定，具体打分值的定量评价采用专家咨询法。

从而可得犃－犃犻 （犻＝１，２，３）的判断矩阵如表

１所示。

同理，可构造关于目指信息能力犃１、武器控制

和火力打击能力犃２ 和保障能力犃３ 的判断矩阵。由于

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一一赘述。其中，根据层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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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关于目标犃的准则层判断矩阵

舰载近程反导武器

系统作战能力犃

目指信息

能力犃１

武器控制和火力

打击能力犃２

保障能力

犃３

目指信息能力犃１ 犪１１＝１ 犪１２ 犪１３

武器控制和火力

打击能力犃２
犪２１＝１／犪１２ 犪２２＝１ 犪２３

保障能力犃３ 犪３１＝１／犪１３ 犪３２＝１／犪２３ 犪３３＝１

　　备注：１．犪犻犼表示指标犪犻 比指标犪犼 重要的程度量化值；

２．易见判断矩阵犃－犃犻具有以下性质：（１）犪犻犻＝１；（２）犪犼犼＝１／

犪犻犼；（３）犪犻犼＞０。

析法的使用方法，需要进行专家咨询构造判断矩阵，

构造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重要性判断矩阵如下：

犃＝

犪１１ 犪１２ 犪１３

犪２１ 犪２２ 犪２３

犪３１ 犪３２ 犪

熿

燀

燄

燅３３

（１）

　　进行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犃的

最大特征值相应的特征向量ω用求和法计算过程如下。

Ｓｔｅｐ１：判断矩阵犃按列归一化；

Ｓｔｅｐ２：将归一化后的矩阵的同一行的各列相加；

Ｓｔｅｐ３：对行和归一化，即求得特征向量犠；

Ｓｔｅｐ４：判断矩阵犃的最大特征根λｍａｘ为：

λｍａｘ＝
１

狀∑
狀

犻＝１

（犃狑）犻
狑犻

（２）

　　Ｓｔｅｐ５：一致性指标Ｃ．Ｉ（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Ｉｎｎｄｅｘ）为：

犆犐＝
λｍａｘ－狀

狀－１
（３）

　　Ｓｔｅｐ６：一致性评价指标Ｃ．Ｒ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Ｒａ

ｔｉｏ）为：

犆犚 ＝
犆犐
犚犐

（４）

　　其中：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ｎｓｉｓ

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ｅｘ）的具体数值如表２所示。若一致性评价

指标小于０．１，则认为该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评估的权

重一致性满足要求。

表２　随机一致性指标

阶数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Ｒ．Ｉ ０ ０．５８ ０．８９ ０．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阶数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Ｒ．Ｉ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５２ １．５４ １．５６ １．５８ １．５９

针对各分目标，咨询专家构造判断矩阵，求得各

分目标的权重值为：｛目指信息能力，武器控制和火

力打击能力，保障能力｝＝ ｛ω犃１，ω犃２，ω犃３｝。

同理，可得出 “目指信息能力”之底层指标犃１－

犃１犼 （犼＝１，２）的权重值为：｛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电

侦目指信息能力｝＝ ｛ω犃１１，ω犃１２｝；“武器控制和火力

打击能力”之底层指标犃２－犃２犼 （犼＝１，２，３…１３）的

权重值为：｛战斗准备时间，工作状态，作战方式，系

统反应时间，制导方式能力，射界范围，发射方式，

连射间隔时间，拦截范围，杀伤概率，多目标服务能

力，载弹量，抗干扰能力｝＝ ｛ω犃２１，ω犃２２，ω犃２３，

ω犃２４，ω犃２５，ω犃２６，ω犃２７，ω犃２８，ω犃２９，ω犃２１０，ω犃２１１，

ω犃２１２，ω犃２１３｝；“保障能力”之底层指标犃３－犃３犼 （犼＝

１，２，３，４）的权重值为： ｛导弹装填速度，可靠性，

维修性，测试性｝＝ ｛ω犃３１，ω犃３２，ω犃３３，ω犃３４｝。

２２　层次总排序权重和一致性检验

２．２．１　总排序权重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通过后，判断矩阵中各指标

权重得以确定，此时便可以得出各准则和底层方案对

于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评估所占的总排序

权重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底层方案相对于舰载近程反导

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的总排序权值

准则层

准则层

权重

（犃－犃犻）

方案层

各方案层

权重（犃犻

－犃犻犼）

总排序

权值

目指信

息能力

犃１

ω犃１

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犃１１ ω犃１１ ω１＝ω犃１１ω犃１

电侦目指信息能力犃１２ ω犃１２ ω２＝ω犃１２ω犃１

武器控

制和火

力打击

能力

犃２

ω犃２

战斗准备时间犃２１ ω犃２１ ω３＝ω犃２１ω犃２

工作状态犃２２ ω犃２２ ω４＝ω犃２２ω犃２

作战方式犃２３ ω犃２３ ω５＝ω犃２３ω犃２

系统反应时间犃２４ ω犃２４ ω６＝ω犃２４ω犃２

制导方式犃２５ ω犃２ ω７＝ω犃２５ω犃２

射界范围犃２６ ω犃２６ ω８＝ω犃２６ω犃２

发射方式犃２７ ω犃２７ ω９＝ω犃２７ω犃２

连射间隔时间犃２８ ω犃２８ ω１０＝ω犃２８ω犃２

杀伤区犃２９ ω犃２９ ω１１＝ω犃２９ω犃２

杀伤概率犃２１０ ω犃２１０ ω１２＝ω犃２１０ω犃２

多目标服务能力犃２１１ ω犃２１１ ω１３＝ω犃２１１ω犃２

载弹量犃２１２ ω犃２１２ ω１４＝ω犃２１２ω犃２

抗干扰能力犃２１３ ω犃２１ ω１５＝ω犃２１３ω犃２

保障

能力

犃３

ω犃３

导弹装填速度犃３１ ω犃３１ ω１６＝ω犃３１ω犃３

可靠性犃３２ ω犃３２ ω１７＝ω犃３２ω犃３

维修性犃３３ ω犃３３ ω１８＝ω犃３３ω犃３

测试性犃３４ ω犃３４ ω１９＝ω犃３４ω犃３

经过上述的计算后，可得层次间的指标总排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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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

２．２．２　总层次一致性检验

方案层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公式为：

犆犚 ＝
ω犃１犆犐１＋ω犃２犆犐２＋ω犃３犆犐３

ω犃１犚犐１＋ω犃２犚犐２＋ω犃３犚犐３
（５）

　　当犆犚＜０．１时，则判断矩阵通过整体一致性检验。

３　评估指标数据和试验结果的处理

３１　指标的分类

指标数据的处理又称作指标值的规范化［１３］，定

型指标值的处理可采用直接打分法、量化标尺量化法

等。定量指标值的处理可根据效益型、成本型、固定

型和区间型四种指标的类型［１４］。有的指标值越大越

好，称为效益型指标；有的指标值越小越好，称为成

本型指标；有的指标越靠近目标值越好，称为固定型

指标；有的指标越接近某个区间越好，称为区间型指

标。指标类型如表４所示，按表５进行分类计算。

表４　指标类型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１ 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狉１ 效益型

２ 电侦目指信息能力狉２ 效益型

３ 战斗准备时间狉３ 成本型

４ 工作状态狉４ 定性指标

５ 作战方式狉５ 定性指标

６ 系统反应时间狉６ 成本型

７ 制导方式狉７ 定性指标

８ 射界范围狉８ 效益型

９ 发射方式狉９ 定性指标

１０ 连射间隔时间狉１０ 成本型

１１ 杀伤区狉１１ 效益型

１２ 杀伤概率狉１２ 效益型

１３ 多目标服务能力狉１３ 效益型

１４ 载弹量狉１４ 效益型

１５ 抗干扰能力狉１５ 效益型

１６ 导弹装填速度狉１６ 效益型

１７ 可靠性狉１７ 效益型

１８ 维修性狉１８ 成本型

１９ 测试性狉１９ 效益型

３２　指标和试验结果归一化处理

３．２．１　指标归一化处理

近程反导武器系统标准状态下的指标为犚标准态、

装舰后的近程反导武器系统的指标为犚装舰态，将犚装舰态

与犚标准态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标准状态下的指标犚标准态

表５　指标类型公式表

指标类型 计算公式

效益型 狉犻，犼 ＝
狓犻，犼
ｍａｘ
犻
狓犻，犼

成本型 狉犻，犼 ＝
ｍｉｎ
犻
狓犻，犼

狓犻，犼

固定型 狉犻，犼 ＝
１－

狘狓犻，犼－α犼狘

ｍａｘ
犻
狘狓犻，犼－α犼狘

， 狓犻，犼≠α犼

１， 狓犻，犼 ＝α

烅

烄

烆 犼

区间型 狉犻，犼 ＝

ｍｉｎ
犻
犱犻，犼

犱犻，犼
， 狓犻，犼 ［狇

１
犼
，狇
２
犼
］

１， 狓犻，犼∈ ［狇
１
犼
，狇
２
犼

烅

烄

烆 ］

作为参考标准设为１，装舰后的近程反导武器系统定

性指标按照直接打分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定量指标按

照效益型、成本型、固定型和区间型指标处理方法进

行归一化处理［１５］。其中，工作状态、作战方式、制

导方式、发射方式等定性指标按照直接打分法进行归

一化处理；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电侦目指信息能力、

射界范围、杀伤区、杀伤概率、多目标服务能力、载

弹量、抗干扰能力、导弹装填速度、可靠性、测试性

等效益型定量指标，按照效益型指标处理方法进行归

一化处理；战斗准备时间、系统反应时间、连射间隔

时间、维修性等成本型定量指标，按照成本型指标处

理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各能力指标的归一化处

理结果为：｛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电侦目指信息能力，

战斗准备时间，工作状态，作战方式，系统反应时

间，制导方式，射界范围，发射方式，连射间隔时

间，杀伤区，杀伤概率，多目标服务能力，载弹量，

抗干扰能力，导弹装填速度，可靠性，维修性，测试

性｝＝ ｛狉１，狉２，狉３，狉４，狉５，狉６，狉７，狉８，狉９，狉１０，

狉１１，狉１２，狉１３，狉１４，狉１５，狉１６，狉１７，狉１８，狉１９｝。

３．２．２　试验结果归一化处理

装舰后的近程反导武器系统的指标为犣装舰态，试

验结果为ＳＹ，将犣装舰态与ＳＹ进行归一化处理，以装

舰后的近程反导武器系统的指标为参考标准设为１，

计算方法与指标归一化处理的计算方法一致，根据指

标分类的计算公式，可得试验结果的归一化处理结果

为：｛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电侦目指信息能力，战斗

准备时间，工作状态，作战方式，系统反应时间，制

导方式，射界范围，发射方式，连射间隔时间，杀伤

区，杀伤概率，多目标服务能力，载弹量，抗干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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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导弹装填速度，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

｛犛１，犛２，犛３，犛４，犛５，犛６，犛７，犛８，犛９，犛１０，犛１１，

犛１２，犛１３，犛１４，犛１５，犛１６，犛１７，犛１８，犛１９｝。

４　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计算

舰载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指数表达形式上表现

为幂指数乘积的形式，因此，基本计算模型可表示为：

犐＝∏
犕

犿＝１

犡ω犿犿 （６）

　　其中：犕 代表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要素的数量，

本文中，犕＝１９；ω犿 是根据第犿 项要素对武器系统

作战能力贡献的大小，应用层次分析方法计算出的幂

指数，并且ω１＋ω２＋…＋ω犿 ＝１；犡犿 代表第犿 项 要

素的能力系数。

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的表达形式上表

现为幂指数乘积的形式，单项指标的作战能力系数犡

可以表示为：

犡犿 ＝狉犿·犛犿（犿＝１，２，…，１９） （７）

　　因此，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指数可用

公式 （６）和 （７）计算得出：

犐＝∏
犕

犿＝１

犡ω犿犿 ＝∏
犕

犿＝１

（狉犿·犛犿）
ω犿 ＝

（狉１·犛１）
ω１·（狉２·犛２）

ω２·…·（狉１９·犛１９）
ω１９ （８）

５　案例分析

本文主要选择以下４名专家：一是武器系统设计

人员 （专家１）；二是装备操作人员 （专家２）；三是

试验鉴定人员 （专家３）；四是装备指挥管理人员

（专家４）。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以设计人员 （专家

１）打分结果为例，构造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重要

性判断矩阵如下：

犃＝

１ ３ ９

１／３ １ ４

１／９ １／

熿

燀

燄

燅４ １

　　进行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犃

的最大特征值相应的特征向量ω为：

ω＝ （０．５１６２１７０１２，０．４２５６２５６６６，０．０５８１５７３２１）Τ

　　一致性评价指标Ｃ．Ｒ为：

犆犚 ＝
犆犐
犚犐
＝
０

０．５８
＝０＜０．１

　　因此可认为目指信息能力、武器控制和火力打击能

力、保障能力关于舰载近程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评估的权

重为ω＝（０．５１６２１７０１２，０．４２５６２５６６６，０．０５８１５７３２１）Τ。

针对各分目标，咨询专家构造判断矩阵，求得各分

目标的权重值为：｛ω犃１，ω犃２，ω犃３｝＝ ｛０．３４０８９７６２７，

０．４９１６０３２７２，０．１６７４９９１０１｝。同理，可得出

“目指信息能力”之底层指标的权重值为： ｛ω犃１１，

ω犃１２｝＝ ｛０．７７０８３３３３３，０．２２９１６６６６７｝；“武器控

制和火力打击能力”之底层指标的权重值为：｛ω犃２１，

ω犃２２，ω犃２３，ω犃２４，ω犃２５，ω犃２６，ω犃２７，ω犃２８，ω犃２９，

ω犃２１０，ω犃２１１，ω犃２１２，ω犃２１３｝ ＝ ｛０．０３２ ９８１ １２８，

０．０１０９１４１０５，０．０１１５１５８２８，０．１０９３５８６５６，

０．０４６４１８５５４，０．０４６４２３４９，０．０２２ ７５１６２５，

０．０３８８９８１９４，０．１５２０３３２２７，０．２４９４４３６６３，

０．１３０７８３７９３，０．０５２９８６５５８，０．０９５４９１１８｝；“保障能

力”之底层指标的权重值为： ｛ω犃３１，ω犃３２，ω犃３３，ω犃３４｝

＝ ｛０．１１８８０１６０３，０．４９８０１１０３３，０．１９９３４７６９４，

０．１８３８３９６７｝。

因此，根据表３中总排序权值的计算公式可得，

方案层指标相对于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所

占的总排序权重值计算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各指标总排序权值

方案层指标

总排序（犃－犃犻犼）

准则层

权重

（犃－犃犻）

各方案

层权重

（犃犻－犃犻犼）

方案层指标

总排序权值

雷达目指信息能力ω１

电侦目指信息能力ω２
ω犃１

ω犃１１ ０．３９７９１７２８

ω犃１２ ０．１１８２９９７３２

战斗准备时间ω３

工作状态ω４

作战方式ω５

系统反应时间ω６

制导方式ω７

射界范围ω８

发射方式ω９

连射间隔时间ω１０

杀伤区ω１１

杀伤概率ω１２

多目标服务能力ω１３

载弹量ω１４

抗干扰能力ω１５

ω犃２

ω犃２１ ０．０１４０３７６１５

ω犃２２ ０．００４６４５３２３

ω犃２３ ０．００４９０１４３２

ω犃２４ ０．０４６５４５８５１

ω犃２ ０．０１９７５６９２８

ω犃２６ ０．０１９７５９０２９

ω犃２７ ０．００９６８３６７５

ω犃２８ ０．０１６５５６０７

ω犃２９ ０．０６４７０９２４３

ω犃２１０ ０．１０６１６９６２５

ω犃２１１ ０．０５５６６４９３９

ω犃２１２ ０．０２２５５２４３９

ω犃２１ ０．０４０６４３４９７

导弹装填速度ω１６

可靠性ω１７

维修性ω１８

测试性ω１９

ω犃３

ω犃３１ ０．００６９０９１８３

ω犃３２ ０．０２８９６２９８８

ω犃３３ ０．０１１５９３５２８

ω犃３４ ０．０１０６９１６２３

经一致性检验满足要求，故方案层各个指标相对

于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所占的总排序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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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指标和试验结果归一化处理结果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归一化结果 指标名称 试验结果归一化

１ 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狉１ ０．７８８３０７２９ 雷达目指信息能力犛１ １

２ 电侦目指信息能力狉２ ０．８２０４８３ 电侦目指信息能力犛２ １

３ 战斗准备时间狉３ １ 战斗准备时间犛３ １．１４２８５７

４ 工作状态狉４ １ 工作状态犛４ １

５ 作战方式狉５ １ 作战方式犛５ １

６ 系统反应时间狉６ １ 系统反应时间犛６ １．０３２１６９

７ 制导方式狉７ １ 制导方式犛７ １

８ 射界范围狉８ ０．４１１９１４ 射界范围犛８ １．００３６８９５４５

９ 发射方式狉９ １ 发射方式犛９ １

１０ 连射间隔时间狉１０ １ 连射间隔时间犛１０ １．１３９８１８

１１ 杀伤区狉１１ ０．５３５１９７ 杀伤区犛１１ ０．６１００４９８７６

１２ 杀伤概率狉１２ １ 杀伤概率犛１２ １．００４１２５

１３ 多目标服务能力狉１３ ０．５８３３３３ 多目标服务能力犛１３ ０．９２５８３７５３

１４ 载弹量狉１４ １ 载弹量犛１４ １

１５ 抗干扰能力狉１５ １ 抗干扰能力犛１５ １．０９

１６ 导弹装填速度狉１６ １ 导弹装填速度犛１６ １．５３８４６１５３８

１７ 可靠性狉１７ １ 可靠性犛１７ １．１０６８９１９０７

１８ 维修性狉１８ １ 维修性犛１８ １

１９ 测试性狉１９ １ 测试性犛１９ １．０１５８１８７１３

值计算结果为 ｛ω１，ω２，ω３，ω４，ω５，ω６，ω７，ω８，ω９，

ω１０，ω１１，ω１２，ω１３，ω１４，ω１５，ω１６，ω１７，ω１８，ω１９｝＝

｛０．３９７９１７２８，０．１１８２９９７３２，０．０１４０３７６１５，

０．００４６４５３２３，０．００４９０１４３２，０．０４６５４５８５１，

０．０１９７５６９２８，０．０１９７５９０２９，０．００９６８３６７５，

０．０１６５５６０７，０．０６４７０９２４３，０．１０６１６９６２５，

０．０５５６６４９３９，０．０２２５５２４３９，０．０４０６４３４９７，

０．００６９０９１８３，０．０２８９６２９８８，０．０１１５９３５２８，

０．０１０６９１６２３｝。

根据实际反导武器系统标准状态下的指标

犚标准态、装舰后反导武器系统的指标犚装舰态、实际试

验结果犛，分别进行指标归一化处理和试验结果归一

化处理，得到结果如表７所示。由于部分能力指标在

设计时留有一定的余量，为了客观的表示舰载近程反

导武器系统的实际作战能力，本文试验结果的归一化

值可能会存在大于１的情况。

因此，可计算得出舰载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

力指数为：

犐＝０．７９７１６４０８７

６　结束语

综上所述，装舰后的近程反导武器系统作战能力

与标准状态下相比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主要包括指

标体系、指标权重、指标数据和试验结果四部分。其

中，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都是专家根据经验建立和得

出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通过邀请更多的本领域

专家对指标体系进行多次优化和量化打分，降低主观

因素的影响，使指标体系更趋于合理，使各指标的权

重值更趋于客观。而指标数据和试验结果，是根据舰

艇平台的现实情况和实际测试得出的客观结果。因

此，要提高近程反导武器系统装舰后的实际作战能

力，要从舰艇平台入手，尽可能减少舰艇平台的限制

因素，使其发挥更大的作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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