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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一步拓展地质学的研究和应用领域，促进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与地质学的融合发展，通过梳理总结军

事地质发展简史，结合现代高技术战争特点，探索性地提出了“军事遥感地质学”这一学科概念，初步定义了军事

遥感地质学的内涵与外延，探讨了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工作任务，并对未来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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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卫星遥感技术作为快速、动态获取战场态势信

息的重要技术手段，在重大工程建设、各种危机管

理以及作战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支撑现代军

事信息化作战、提高军事信息化水平、直接支持各

军兵种作战单元、夺取战场信息优势的重要保障。

军事地质是战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打赢

未来信息化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因此，利用

卫星遥感技术捕获和分析各种地质体的电磁辐射

信息，研究地质结构、重力及电磁特征对军事作战

行动的影响，降低军事行动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已成

为可能。

目前，美国已经具备了组织调动１００颗以上卫
星和相关资源支持作战的能力，并获取了全球除南

北极地区之外９０％的地表和一定深度地下空间的
地质结构、重力场及电磁场等数据，为其军事行动

和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地质基础支撑。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现代高科技战争都体现了地

质基础支撑的重要性。

现在，美、英、俄、法等国均在军事地质理论研

究、学科建设、军事部门编制和武器装备研发上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军事地质建设

体系，并且逐渐向“深地”、“深海”、“深空”和“深

时”方向拓展。相比之下，我国在军事地质理论研

究、学科建设和军事高新技术应用等方面还存在一

定差距。因此，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基于迅速

发展的卫星遥感技术和军事科学，建立一门以军事

应用为目的的新的分支学科———“军事遥感地质

学”（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ＭＲＳＧ）已迫
在眉睫。

１　军事地质形成与发展

１．１　国外军事地质形成与发展
国外军事地质形成与发展可分为３个阶段，即

早期孕育期、发展壮大期和高速发展期。

１．１．１　早期孕育期（１９３９年以前）
西方古代军事地质学思想多融于地质学知识

中，这个时期，西方尚未出现专门的军事学著作。

伴随着对外征战和殖民地扩张，一些国家开始有地

质学家参与作战行动。１７９８年，拿破仑在作战中使
用了地质图，并有２名地质学家参与军事行动，这
是欧州国家作战中应用地质资料的最早记载［１］。

１９世纪早期，英国军队就已将地质学知识应用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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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动和海外扩张，并在军事院校开设了相关专

业，为士兵和军官提供专业技能培训。

１８９８—１８９９年期间，美国地质调查局曾派
Ｂｅｃｋｅｒ到菲律宾群岛执行矿产资源方面的调查与
研究任务，其成果直接辅助了美军后续的军事行

动，并取得了实效。之后，Ｂｅｃｋｅｒ调任美军军事信
息局，是美国公认的第一位军事地质学家［２］。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期间，地质学知识在战
争中开始大规模应用。俄军中有大量地质学家为

军事工事构筑和防护提供咨询和建议；日军也通

过专业人员获取了朝鲜地区的地质情报资料，为作

战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此外，在一战之前，为了满足战时供水需求，德

军和奥军编绘了相关地区的水文地质图用于战场

水源保障［２］。２０世纪初，美军根据阵地构筑、遂行
保障和野战给水等军事需求，绘制出“军事工程地

质图”、“行军地质图”、“坦克行进图”和“供水地质

图”等专题地质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德、俄等国的军队

中均有地质学家，担负战区的基础地质和水文地质

调查等工作。１９１５年，德军在 Ｍｏｓｅｌｌｅ河谷地区利
用地质学知识找到了地下水源，为军队作战行动提

供了供水保障；１９１６年，德军的军事地质工作开始
扩大，军队中大约有２０位地质学家担任军事顾问，
为车辆通行、工事构筑和遂行保障提供咨询建议；

到１９１８年，德军仅在西线前线，就有２７个地质小
组、２００多名地质学家为军队服务［３］；一战期间，

英军中有过地质专业培训的军官还被赋予了战场

水源保障和阵地工程构筑等特殊任务。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法、德、芬兰等国在设计和构
筑马奇诺、齐格菲和曼纳林等防线和工事时，都运

用了军事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在以阵地战为特征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地质工作主要是论证防

御工事的配置和各种军事工程在不同地质条件下

的构筑问题，勘察野战给水水源，修筑军用道路以

及调查建筑材料等。苏联在此期间，也在一些中、

高等院校中增设了军事地质课程。

１．１．２　发展壮大期（１９４０—１９９０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地质工作得到了

各国军方的普遍认可和高度重视，在各国军事力量

编制中均设有军事地质保障部门。同时，在一些军

事院校中开设了军事地质相关课程，培养了大批军

事地质技术人员，有效促进了军事地质学科的快速

发展。二战期间，英军招募了大量地质学家，为欧

洲和北非地区军事工事构筑、水源保障及强渡江河

等军事行动提供建议和咨询服务［４］。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列
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基辅等城市在构筑防线时都

从战场地质条件上进行了广泛论证［５－６］。１９４５年
硫磺岛战役期间，美军登岛作战受到了极大阻

滞［７］，就是由于忽视了硫磺岛滩头火山灰地层黏性

大、承载力低等特殊地质条件，使美军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惨痛的死亡名单揭示了军事地质对战争的

重大影响。

１９４４年６月，盟军为保障顺利登陆诺曼底作
战，召集地质专家开展了为期１ａ多的海底和海岸
地质调查，绘制了诺曼底地区１∶５０００海岸地质图；
选择地质条件有利位置修建临时机场和人工港口，

因地制宜建立了数个采石站用于保障工事与道路

修建；铺设海底输油管道提供燃料供应；针对登陆

地点黏土含量高、黏性大等地质特点，盟军改造出

不断铺设钢席的新式坦克，保证了机械化部队快速

登陆；这些将军事地质学知识应用于作战行动保

障的做法都进一步拓展了军事地质在军事行动中

的应用领域。

在军事部门编制方面，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４日，美国
地质调查局成立了军事地质小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ｔ，ＭＧＵ），专门负责编译地形情报，设定军队和
车辆在陆地上的转移线路，寻找水源、能源、矿产资

源和建筑材料，并帮助解决修筑问题及飞机场选址

问题等工作［８］。从二战后到冷战期间，美国 ＭＧＵ
经过几次重组：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时，ＭＧＵ转变为
政府军事地质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升格为军事地
质局（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Ｂｕｒｅａｕ，ＭＧＢ）［８］；１９６３年，
美国国防部下属ＭＧＢ从美国陆军工程兵团（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ｍｙＣｒｏｐ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ＵＳＡＣＥ）划转到国防
情报局（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ｅ，ＤＩＡ），其工作
重心也转移到全球范围内地质及地形情报编译等

工作任务上来［８］。

在理论研究方面，１９４５年奥夫基尼科娃出版了
《军事地质学》［５］。随后，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波波夫
先后出版了《军事工程地质学及水文地质学》和

《军事工程地质学》２本专著［５］。各种军事地质学

教材的相继出版，为各国培养了大批军事地质技术

人员，也标志着各国对军事地质学科的重视程度上

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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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英国军队不仅配备了军事地质学教
材，而且在后备军中配备了地质学家，为英国军队

提供地质技术支持。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中配备

地质专家的做法一直保留并延续至今［８］。

二战以后，军事地质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

地质单元的力学性质和地质体稳定性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逐步应用于军事作战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在第４次中东战争中，埃军地质
学家巧妙利用沙在饱水后可以形成暂时稳定的边

坡这一物理性质，通过高压水枪使沙堤防线饱水，

形成稳定边坡，使机械化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突破了以军精心打造的沙堤防线（即著名的巴

列夫防线），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效

果，以此，军事地质再次引起各国军方的高度关

注［５］。

１．１．３　高速发展期（１９９１年至今）
现代战争，其作战样式和形态发生了根本变

化，同时也对军事地质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

就促使军事地质学向着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军事地质学在地质分析

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各项试验和长期观测工作，

并引进了数学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力学等理论以

及遥感、遥测和电子计算机等技术，使研究工作由

定性分析向定量评价过渡，成果更为准确、快速。

海湾战争期间，美军通过卫星遥感和其他观测

手段，获取了海湾战争地区长达１４ａ的海洋水文地
质资料，同时对伊军隐藏于地下３０ｍ深处的中枢
指挥机构的坚固岩层进行了地质调查分析，使用带

有地质信息芯片的激光制导钻地炸弹，有效摧毁了

伊拉克军队中枢指挥机构，造成了伊军指挥瘫痪和

空前恐慌。

在此期间，美军为了保证部队实施机动，由美

军工程兵水道试验站（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Ｓ）组织专家花费若干年时间研制出判断松软土
上车辆可通行性的专用仪器———工兵圆锥仪，定量

研究了圆锥指数与车辆指数的关系［９］。

前苏联已经制定了各类军事建筑的地质勘测

规范，汇总了大量区域军事地质试验方法，使军事

地质走向规范化、条例化、图册化。德国利用卫星

测定无路地区车辆的可通行性。一些国家还根据

地下水的形成理论，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和探测手

段，为大兵团作战的给水保障提供可靠的水文地质

资料。

２０００年之后，构建“玻璃地球”，透视“深蓝战
场”，掌控“重磁空间”日益迫切［１０］，军事地质再次

成为热点话题。目前，军事地质信息在军民领域，

特别是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国际维和、

国际救援及重大演训中均有实际应用［５］。

美国地质学会于２０１４年８月出版专辑，对２１
世纪以来１５ａ间的军事地质研究进行了回顾，共收
录了１８篇论文。其中，４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传统
的军事地质如何服务２１世纪的军事活动，３篇分析
了现代地质学支撑军事行动的不同方式，１１篇分析
了不同战场的环境［１１］。

２０１５年９月，俄罗斯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
国”目标展开空袭前，派出大量情报人员乔装为塔

斯社记者，深入恐怖组织活动区域，多方收集包括

地质信息在内的各类情报。重点查明恐怖分子及

其武器装备藏匿地点的准确位置，研判地下工事及

其掩体构建的地质背景与抗打击程度。俄罗斯合

理配置弹种弹型，打击的准度与效果令国际社会刮

目相看。

总的来看，这段时期国外军事地质工作无论是

在学科建设，还是在军事应用方面，均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

１．２　我国军事地质发展
我国军事地质的发展可分为３个时期，即古代

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

１．２．１　古代萌芽期
古代对于军事地质的认识和理解，主要集中在

兵器制造方面，另外在军事工程保障和军事作战行

动等方面，也有少量应用。

（１）兵器制造。在古代，制造刀、枪和盔甲等武
器装备所需的钢、铁等物质都来源于矿产资源，因

此，我国古代兵器发展史也是一部军事地质发展

史，是人类科技发展积累的结果。我国冷兵器的发

展经过了４个时期，即石兵器时期、青铜兵器时期、
铁兵器时期和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期［１２］。因此，

我国古代军事地质发展史伴随着冷兵器的发展也

相应地经历了４个时期。直至唐朝，人们发明了火
药，后期开始用于战争，军事地质也随之进入到火

器与冷兵器并用时期［１３］。从宋元时期开始，出现

了管制火药武器，提高了武器的杀伤力［１４］。高杀

伤力火药武器的发明使人们在修筑城池过程中提

高了对军事地质的重视，对军事地质的要求进一步

提高，也标志着我国军事地质进入了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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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２）军事工程保障。我国将地质学知识应用于
军事工程保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２０００多年前修
建的万里长城，穿越了许多不同的地质单元，合理

地采用了各种基础形式和施工方法，选用合适的建

筑材料以适应当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其工程结构和

地质属性高度匹配，因此长城也成为当时一流的防

御工事。公元前２１９年，秦始皇令监御史禄主持开
凿灵渠，为其５０万大军进军岭南解决粮草运输的
难题。灵渠的开凿充分考虑了岩溶地区地质条件，

是中国历史上为军事目的而构筑的又一项伟大工

程。

（３）军事作战行动。在古代，由于战争形态和
作战方式相对简单，人们对军事地质的认知更多是

将军事地质与地形关联起来。虽然这个时期军事

地质学还未形成，但军事学家已初步提出了军事地

质学的雏形，在一些兵书等军事著作中，都阐述了

军事地质学思想。

我国最早的军事地质学思想见于春秋时期的

《军志》，书中有：“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

饥饱劳逸，地利为宝”的论述。中国古代军事地质

学思想在《孙子兵法》中也有较多的体现，《孙子兵

法》全书共１３篇，其中《地形》《九地》《行军》专门
论述了地形地质与行军作战之间的关系［１５］。《地

形》篇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敌之可击，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击”，“知此而

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这里，孙子

明确指出，只有懂得地形地质并很好利用地形地

质，才懂得用兵［１６］。这个时期，人们在作战中对于

军事地质的认识，多注重地形特点，并开始利用地

图来研究作战。《管子·地图篇》指出：“凡兵主

者，必先审知地图，圜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

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地形之出入相错者，

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

利，此地图之常也”［１７］，这也论述了地形及地图在

指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清朝初期施永图编写的

《武备地利》四卷，实为一部带有理论性的中国地质

学著作。

综上所述，在军事地质发展的萌芽时期，大量

有关军事活动中如何利用地形地质的论述出现在

军事著作中。虽然没有形成军事地质学系统的知

识体系，然而这些在军事上应用地形地质积累的经

验和丰富的资料却为近代军事地质学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

１．２．２　形成期
我国军事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

２０世纪初。这个时期，战争形态和规模发生了重大
变化。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为掠
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发动了２次世界大战，战
争实践扩展了人们认识地质的视角，加速了军事地

质学的发展，同时，这对我国军事地质学的研究起

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军事地质研

究主要集中在各种军事工程中有关地质服务保障

等问题上，并与实际军事应用紧密结合。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军民利用地
质学知识，在华北平原构筑了大量的地下通道，形

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使无险可守

的冀中平原成为阻击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地段［１８］。

１９４９年建国以后，我国军事地质学得到新的发展，
如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抗美援朝期间，我参战部队在上
甘岭５９７．９高地修筑了１１条坑道和３０多个简易
防炮洞。美军在３．７ｋｍ２的阵地上倾泻炮弹１９０余
万发，阵地山头被削低２ｍ，成了一片焦土，但未对
我方坑道工事造成有效破坏。经过艰苦卓绝的坑

道斗争，我军最终夺取了战役胜利，其关键在于，我

军充分利用了上甘岭地区灰岩地层坚硬抗打击、有

裂隙能通风、岩溶区有地下水、有天然溶洞易开挖

等地质特性。

１９３７年，我国学者陈继承和朱熙人等出版了
《军事地质学》专著［１９］；１９５３年起，在各军兵种中
相继配备了专职地质技术人员，为部队作战和军事

工程构筑服务；在军事工程院校，地质学作为有关

专业的必修课已列入教学计划；１９５４年，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出版了王仁权等编译的《军事

工程地质学》［２０］，此后军事工程地质学也成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院校的课程之一；１９８６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院出版了蔡仲业、傅家豪

等学者的《阵地工程地质学》［２１］；１９９３年傅家豪在
《阵地工程地质学》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了改编，出

版了《军事工程地质学》［２２］。在出版的中国大百科

全书军事卷中，军事地质学已列为条目之一。该时

期更加注重相关书籍的出版以及对军事地质人员的

培养，有效促进了我国军事地质的发展。

１．２．３　发展期
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计算机、卫星遥感及信息技

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军事地质学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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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变革的引导下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时

期，军事地质学在中国军界和地质学界得到重视，

国内学者在军事地质保障应用、技术标准研编、专

著出版发行、“军民融合”联合攻关以及学科建设等

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１）军事地质保障应用。２００１年，龙凡等［２３］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某地区的军事地质环境开展

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服务于战场建设和野战给水保

障的技术方法，并应用于军事工程保障中，取得了

良好的应用效果；２００８年，于德浩等［２４］利用国产

卫星遥感数据对某地域的军事地质环境开展了系

统性调查与研究，提出了军事地质应用模型的概

念，有效解决了该地区军事地质资料匮乏和军事工

程保障中的地质问题；２０１３年，龙凡等［２５］利用地

下地质结构和地球物理场反演技术，对地下目标侦

察、遂行工程保障和水下探潜开展了深入研究；

２０１５年马秋禾等［２６］在军事地质制图技术研究和平

台研发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以上研究成果

有效促进了军事地质在战场建设和军事行动保障

等方面的应用。

（２）技术标准研编。２０１２年，于德浩等［２７］编

写了《东北地区国土资源遥感调查工作方法指南》，

解决了在地质调查领域军民技术方法不统一、数据

难共享和成果难转化等问题，有效促进了军事地质

学向标准化、正规化方向发展；２０１２年，龙凡等［２８］

还编写了《国防工程地质遥感调查技术规范》，标志

着我军军事地质类标准正式开始推广试用；２０１４
年，于德浩等［２９］根据地质要素与军事活动之间的

关系建立了数学映射模型，提出了新式“指数型”军

事地质图概念，并建立了军事地质图的分类分级体

系，编写了《军事地质制图技术要求》，初步实现了

地质图从生硬难懂的专业地质语言向简单易懂的

数字代码的转变，为我军军事地质调查和测量工作

提供了标准化依据。

（３）专著出版发行。２００２年，刘建永［３０］针对

当前作战与训练对战场环境信息运用的需求，编写

了《战场环境信息学》，对战场地质信息的获取与处

理方法以及地质因素对作战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

讨；２００７年，夏志成等［３１］在梳理、吸纳我军２０多ａ
来军事地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阵地工程

概论》专著；２００７年，李献［３２］在分析战场环境要

素、作战空间和战场环境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区域

地形、地质、交通条件、海底地形与水道、岸滩坡度和

海洋水文等多方面构建了某地区逼真的三维虚拟环

境，并应用于作战训练模拟系统，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并出版了《战场环境研究》。这些专著的出版发

行加速了军事地质技术人员的培养，为军事地质学

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４）“军民融合”联合攻关。２０１１年，原沈阳
军区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共同签订了《某地区地质调

查长期合作协议》，拉开了“军民融合”开展军事地

质研究的序幕；２０１３年，原兰州军区与中国地质调
查局签订了《某地区地质调查工作备忘录》，有效推

进了军事遥感地质学与军事需求上的对接；２０１５
年，沈阳工程科研设计所联合解放军理工大学、中

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河北省地质矿产开

发局、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黑龙江地质调查总

院和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等军民单位的５０余名专家
和技术骨干，对某示范区６０００ｋｍ２的地质环境开
展了“军民联合”勘察工作，形成了具有指导作用的

《军民地质调查野外工作纪要和方法指南》，统一了

军民野外地质调查和勘测的技术方法；２０１５年，武
警黄金部队还开展了军事地质调查测量试点工作，

到２０１６年初，其职能发生了重大调整，由为国寻宝
开始向军事地质服务转变［１０］；２０１６年，军委联合
参谋部某局和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签署了

《地质调查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推进了军事地质学

的快速发展。

（５）学科建设。２０１２年，龙凡等［３３］通过１０余
ａ来对军事地质学的深入研究，将现代军事学、地质
学与遥感学相结合，探索性地提出了“军事遥感地质

学”这一新分支学科概念，初步搭建了军事遥感地质

学的技术体系，开创了“军事遥感地质学”的先河。

２　军事遥感地质学概论

２．１　学科内涵
军事遥感地质学是将地质学和遥感学原理、工

程地质、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知识及遥感技术应用

于军事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也是研究军事、地质

和遥感关系的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建立在物理学

电磁辐射与地质体相互作用的机理上。

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充分发挥遥感的技术优

势，为进一步拓展地质应用领域，发展和完善认知

军事地质环境的理论和方法，建全战场环境要素，

提升国防军事保障能力和作战决策指挥能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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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技术支持［３４］。

作为一门地质学、遥感学和军事科学交叉结合

的应用学科，其基本内涵是运用地质学和遥感学理

论、方法与技术解决各种军事和国防建设问

题［３５－３６］。

２．２　学科外延
军事遥感地质学的学科外延包括：

（１）具有军事应用背景的地质学理论、遥感学
和地质学方法与技术的研究；

（２）军事地质仪器、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３）军事地质工程防护技术研究；
（４）各种军事地质学的实践活动。
军事遥感地质学属于军民两用技术，对民用技

术加以改进即可解决军事地质工程方面的应用。

因此，军民两用的地质学和遥感学理论、方法与技

术是军事遥感地质学的主要部分。但是，军事遥感

地质学重在军事应用，其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军事应

用问题的军事遥感地质学的理论、方法与技

术［３５－３６］。

２．３　研究对象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地质体或地质现象都

对军事活动有影响。军事遥感地质学的研究对象

是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地球表层、浅部地质体及

地质现象。虽然与传统遥感地质学的研究对象相

似，但却有明显的不同，即具有鲜明的军事特性。

２．４　研究方法
军事遥感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无异于遥感地质

学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和实验２种方法。作为地
质学分支的军事遥感地质学，同样也是一门观测科

学，其研究过程是：军事地质信息获取（数据采

集）—信息传输—数据处理—遥感判读、解译与定

量分析（包括各种模型实验和定量分析等）—解决

军事工程保障、作战行动和战场建设中的地质问

题。

过去的战场建设缺乏对地质条件的充分论证

和科学判断，难以实现从“概略”到“具体”，从“表

面”到“内部”，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以致造

成很多工事因汛期内部积水无法使用，有些工事因

冬季冻裂遭到损毁，有些工事因构筑在黏土和流沙

层上造成工事坍塌变形，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备、

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因此，军事遥感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是基于遥感

宏观、真实、快速、准确等技术优势，使战场环境研

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使精确打击走向致命打击，让

指战员有了“准星”和“标尺”，更具备前瞻性和创

造性。在首长机关层次，可为战略分析研究、部队

战备训练以及军队执行反恐维稳、地质灾害评估与

救援等多样化军事行动决策快速、及时地提供信息

支撑；在一线作战部队层面，可为作战阵地选择、

野战给水保障、军事工程选址构筑、后勤保障基地

建设、武器装备运行和地（水）下目标侦察与打击效

能预判等提供直接、准确的多尺度数据信息，从而

为作战能力的体系融合与联动发挥产生积极效应，

可以说，它是战场建设的“度量衡”和“实验室”。

２．５　研究任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与地质的关系愈来

愈密切。为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尽快缩短

我军与外军在军事地质领域的差距，军事遥感地质

学的研究任务，应从学科和应用２个层次来考虑。
２．５．１　学科层次

该层次研究任务［３５－３７］应包括：

（１）军事遥感地质理论和方法技术研究；
（２）军事遥感地质仪器、设备和设施的研发；
（３）军事遥感地质学中的数据处理方法和技术

研究；

（４）军事遥感地质调查技术标准研究和制定；
（５）重大军事地质问题研究。

２．５．２　应用层次
军事遥感地质学研究任务按应用层次可分为

战略级、战役级和战术级研究任务。

２．５．２．１　战略级研究任务
军事遥感地质学战略级研究任务可按世界、国

家和战区３个层次来划分。
（１）世界范围。世界范围军事遥感地质学研究

任务主要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从宏观、综合的角度调

查与研究全球地质环境同大国战略之间关系。

其研究任务主要包括：全球地质环境特点及

其对现代战争影响的研究；全球战略矿产资源分

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及其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

位、作用研究；由地质环境改变引发的各国领土和

边界争端同国家政治和军事冲突问题的研究（如国

土安全、岛屿和岸线变迁等）；全球地质灾害分布、

评估及其对战略防护和军事利用影响程度分析；

世界地质环境对国家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影响的

研究；国际战略环境和形势演变的地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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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地质环境特点及其对军事活动影响的研究；

全球地质环境与大国战略关系的研究；基于地质

背景的首脑防护工程调查与研究等。

（２）国家范围。国家范围军事遥感地质学研究
任务主要是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从宏观、综合的角度

调查与研究各国之间的战争或军事活动与各国家

地质环境的关系，涉及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地缘

政治。

其研究任务主要包括：国家军事地质分布现

状及演变规律对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影响的分析；

国家战略矿产资源储备及其应用与战争的潜力评

估；国家地质环境特点对战略规划、军事部署和军

事行动影响的分析；国家地质灾害分布及特点对

重要国防战略工程的影响分析及防护措施研究；

重要战略工程建设地质条件评估等。

（３）战区范围。战区范围军事遥感地质学研究
任务主要是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从宏观、综合的角度

调查与研究战区军事活动与其地质环境的关系，重

点调查研究与战区建设等军事活动有直接关系和

有重要影响的、并在战时能为敌对双方运用的地质

条件，涉及战区作战、战区建设及国家军事战略等

诸多领域。

其主要研究任务包括：战区内地质条件及其

应用于战争的潜力分析；战区地质环境的总体概

貌和基本特征分析；战区军事地质要素对组织实

施战略战役行动影响的评估；战区军事基地建设、

战备工程设施分布的地质环境特点分析；战区军

事地质环境对战略决策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分析；

战区地质灾害潜在区评估，防护手段及可利用程度

分析等。

２．５．２．２　战役级研究任务
军事遥感地质学战役级研究任务以遂行战役

行动为目的，其任务是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从宏观、

综合角度揭示区域地质环境对战役的影响，并在战

役活动中认知、利用和改造地质条件，了解、掌握其

规律，为战役军团正确进行战役准备和指导战役实

施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任务包括：战役军团既定战役战场的方

向和位置所处地质环境遥感调查与研究；战役战

场内重要目标的分布及地质背景遥感调查；战役

正面、战役纵深和战役规模与区域地质环境特征分

析；区域地质环境对战役目标、战役方向以及战场

选择的利弊分析；区域地质环境对战役战场建设、

战役部署、战役作战行动和战役保障的影响程度分

析；特定战役行动与区域地质环境的关系评价；区

域矿产资源分布、可利用程度及应用于战争的潜力

分析；地质灾害潜在区遥感评价、防护手段及其可

利用程度分析等。

２．５．２．３　战术级研究任务
军事遥感地质学战术级研究任务是利用卫星

遥感技术调查与研究实施战斗中的地质实体及地

质现象，更侧重地质实体、地质现象的战术意义和

利用价值。

其研究任务主要包括：战术地域军事遥感地

质类型、特点及对战术行动影响的分析；战术地域

地质灾害遥感调查、防护措施及可利用程度分析；

遂行保障地域遥感地质条件评价（如急造军路、开

辟军用渡场和开设野战给水站等）；基于地质背景

的重点地区地下军事工程遥感侦察；工程保障中

施工材料来源遥感调查及可利用程度分析；战场

地质条件对军事工事防护效能评估等。

３　我国军事遥感地质学现状及发展
趋势

　　目前，我国军事遥感地质学处于发展期，研究
模式正在以自由研究为驱动的模式逐步向以需求

为牵引的模式转变，研究焦点更侧重于基础理论研

究、技术标准编制和军事应用拓展等方面，其服务

对象也拓展到陆、海、空和火箭军等不同军兵种。

这一阶段的军事遥感地质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军

民融合”联合攻关，军转民、民参军趋于常态化。未

来军事遥感地质学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４个方面：
（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高新技术支持下的军事

遥感地质学；

（２）空间拓展的军事遥感地质学；
（３）由国内局部保障工作转向全球全域全维保

障工作的军事遥感地质学；

（４）以“军民融合”联合攻关为工作常态的军
事遥感地质学。

４　建议与设想

针对目前我国在军事地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

和高新技术军事应用等方面与国外的差距，建议国

家及军队相关部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专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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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题项目等方式开展军事遥感地质学的相关研

究，组织编写军事遥感地质学方面的专题报告，出

版著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

时机成熟时编辑出版军事遥感地质学方面的学术

刊物。同时，利用国际反恐合作，开展军事遥感地

质监测各种危及国家安全活动的国际合作研究。

在大专院校举办专题讲座，普及军事遥感地质知

识，并在相关重点院校开设军事遥感地质学专业，

培养军事遥感地质学专业的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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