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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概况

l 成立日期： 2011年3月

l 注册资本： 1000万

l 员工人数：100多人，军转10多人

l 总      部：北京

l 分 公 司：南京、长沙、武汉

l 办 事 处：沈阳、广州、西安、成都



l 二级军工保密资质

l A类装备承制资质

l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

l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资质



    业务领域

       公司主要从事“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研发和推广应

用，为军内和军工单位提供作战推演仿真和军事人工智能等

业务领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目标是辅助客户单位形成作战

实验研究和决策人工智能研究能力。



二、“墨子”系统总体情况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 是一款覆盖陆、海、空、天、网、电全域

联合作战的自主可控推演系统。

      1、系统层级定位在任务级（战术级/体系级），兼顾战役级；

      2、系统应用定位在开环推演，兼顾闭环仿真；既支持预先制定任务计

划，也支持“人在回路”对兵力进行干预和调整；

      

（一）系统定位



        3、仿真实体定位在平台级，模型颗粒度到传感器、挂架（武器）、通

信设备、信号特征、推进系统等装备组件。     

        4、系统提供全套功能级模型算法，根据需求也可集成工程级模型算法。

例如：系统提供平台运动学机动算法，雷达方程探测算法，也可集成动力学

机动算法、信号级雷达探测算法。       

（一）系统定位



1、 集中式模式        

       单人单机使用，主要用于个人开展分析实验，可用于作战方案评估、

战法研究、装备体系运用研究等，该模式最大的优势是方便易用。

      

（二）应用模式



2、分布式模式

       多人多机协同使用，主要用于团队对抗博弈，满足协同想定制作和

分组博弈对抗推演等分布式使用需求，支持局域网部署方式。

     

（二）应用模式



3、云服务模式

       该模式能够实现不同地理

位置的多组用户，随时随地开

展多个想定的云端对抗推演研

究，能够较好满足参与人员随

机、空间异地分散、对抗时间

不定等特点的仿真推演研究需

求，主要用于支持全国兵棋推

演大赛以及集团用户。

     

（二）应用模式



4、军事人工智能研究模式

        集成了Ray分布式训练框架

和PPO、DDPG、A3C等开源人

工智能算法，用于支持开展基于

军事规则的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展

基于强化学习的人工智能研究，

广泛应用于智能蓝军、任务规划

等领域。

（二）应用模式



5、LVC联合训练/作战试验内场仿真模式

       该模式中包括实况仿真Live（实装） 、虚拟仿真Virtual （模拟器） 

和构造仿真Constructive （ 虚兵），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负责构造

仿真，重点模拟蓝方装备和兵力作战行动，并对红方实装、模拟器之外

兵力进行有效补充，形成较为完备的联合作战体系。

（二）应用模式



（三）系统架构（总体架构）

        

资源层

服务层

功能层

工具层

应用层



（三）系统架构（软件构成）

        



（三）系统架构（软件构成）

               以推演计算服务为核心，以装备数据、编制数据、军事设施数据等为

基础，以智能体开发训练系统、云服务竞赛系统、通用客户端、专用客户

端、三维场景客户端等为支撑，支持用户开展作战推演仿真研究和军事人

工智能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无人机蜂群任务规划模块、体系实

验设计与分析模块、系统互联开发中间件模块等。

单机版 分布式版 人工智能版



n 作战概念开发

n 联合训练与军种训练

n 作战方案/演习方案推演

n 武器装备体系效能评估

n 作战试验内场仿真

n 数字蓝军建设

n 军事人工智能研究

（四）典型应用领域



（五）典型应用单位



（五）典型应用单位

9、全国兵棋推演大赛和ai专项赛

       2019年-2022年，在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组织的“全国兵棋推演大

赛”中，作为唯一支撑平台，每年支持1万多名选手开展网上对抗比赛和

线下总决赛，中央7套每年对大赛进行了新闻报道 。2020年、2021年支

持开展了军事人工智能博弈专项赛，每年专项赛有40多个队伍参赛。



三、“墨子”系统功能特点



       支持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多个军兵种的装备

实体、装备组件、作战任务、条令规则、自主决策和战场环境模型。

（一）具有较完备的分辨率适中的模型体系

对陆打击作战任务



       平台类型涵盖作战飞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强击机、

特种飞机、无人机等）、水面舰艇（航母、巡洋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

补给舰、无人艇等）、潜艇（核潜艇、常规潜艇、AIP潜艇、无人潜航器）、

地面兵力（地导营、坦克连、步兵排、农榴弹炮连等）、卫星、武器（弹道

导弹、巡航导弹、高超、临近空间）等以及相关的民用平台。

（一）具有较完备的分辨率适中的模型体系





n 武器装备数据

n 军事设施数据

n 部队编制数据

n 战场环境数据

（二）具有作战推演所需的大量基础数据



       基于简氏防务周刊等开源渠道和技术分析，收集整理了包括美、俄、

中、日、英、法等军事强国，以及印度、台湾地区、朝鲜、韩国、越南、菲

律宾等国家或地区（共计138个）的装备数据。

1、基础数据——武器装备数据库

类型 型号数量 类型 型号数量

飞机 5695 武器 3608

水面舰艇 3465 传感器 5793

潜艇 722 数据链 289

卫星 98 发动机 2635

地基雷达 896 战斗部 1031

导弹（地空，弹道）286 挂载方案 24943

陆军车辆等 1635 发射装置 2874



日本作战飞机装备



美国水面舰艇装备



美国F-35C隐身战斗机



F-35C战斗机机载雷达参数



F-35C战斗机信号特征参数



       多个国家的军事设施数据，包括机场、港口、发射阵地、预警雷达站

等，共计6000多条。

2、基础数据—军事设施数据

东部主要机场、雷达站军事设施



       多个国家的部队编制数据，包括海军舰队、陆军旅、航空兵旅等，总

计2956条。

3、基础数据—部队编制数据

日本第4护卫队群编制



多个国家的防空识别区、领海基线、国际航线、封锁区、禁航区等。

4、基础数据—区域数据

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防空识别区等



       已经整理了日本、美军驻亚太地区、台湾地区、朝鲜方向、东海方向、

台海方向、南海方向、中印边境等区域高清影像。

5、基础数据—影像数据

美
军
安
德
森
空
军
基
地



       针对相关单位的应

用需求，基于军事想定

设计并实现了对应作战

仿真想定，方便对相关

热点问题开展深化研究

工作。系统已经积累了

案例想定140多个，并

且自带功能演示想定近

100个。

（三）研究性想定案例库丰富



       1、系统支持制定多类作战任务计划

       系统支持的一级作战任务包括：截击、护航、巡逻、支援、转场、投

送等。系统支持的二级作战任务包括：空中截击、对陆打击、对海突击、

对潜攻击、空战巡逻、反水面战巡逻、反潜战巡逻、压制敌防空巡逻、海

上控制巡逻等。

（四）支持作战任务、作战条令和兵力操控



空战巡逻任务



对海突击任务

对海突击航线



压制敌防空任务



打击机场任务



打击机场护航任务



空中加油任务

空中加油区



       2、系统支持条令规则设置

      可在推演方、任务、编队、作战单元、航路点等不同层级设置条令规则。

（四）支持作战任务、作战条令和兵力操控

HQ-9A二、三打一或一打一

对空开火规则



       3、系统支持多类兵力操控和显示控制

       主要包括空中作战控制、反潜作战控制、平台操作控制、作战编组控

制航线管理、攻击、作战条令设置、作战任务设置取消、补给控制等。

（四）支持作战任务、作战条令和兵力操控



地空导弹警戒雷达开机



制空作战飞行编队出动



调整预警飞行高度、速度



地形对雷达探测遮蔽



干扰机对雷达探测干扰效果



       从仿真引擎、模型算法到接口、数据等全部实现QT C++语言重构，并

已经在国产操作系统、国产CPU、国产数据库上实现适配，具备了自主可

控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并已经初步构建了结合我军需求，独立创新发展的

产品盈利模式。

n 推演服务端（仿真引擎及模型）： QT  C++；

n 推演客户端：QT C++ 、OsgEarth；

n 基础数据管工具：Java、MySQL  。

（五）系统自主可控



n 系统模型覆盖全，支持快速开展战役级、任务级联合作战推演研究；

n 系统装备数据、军事设施数据、编制数据积累丰富，且甲方可以对

数据进行校验和更新；

n 关注的作战场景或作战方向，积累了大量研究性想定案例；

n 支持开展仿真推演、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和应用检验的一体化军事

人工智能研究；

n 系统专业性强，但使用门槛低，科研干部、参谋人员通过简单培训

就会操作使用，每年有1万多人参加全国兵棋推演大赛。

系统特色总结



四、产品发展计划



n 以智能蓝军和专项智能博弈赛为应用牵引，完善和发布墨子联合作战

智能体开发训练系统；

n 在联合火力打击任务规划、无人机蜂群任务规划等基础上，结合战区、

海军、空军、火箭军以及军工单位应用需求，开展联合作战筹划、分

域作战任务规划、无人系统智能任务规划等系统开发，实现作战筹划

和作战推演一体化应用；

n 结合应用需求，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欠缺领域模型，打造陆战、空天、

网电等领域版仿真推演系统。

四、产品发展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