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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兵技術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發展與運用之研析 

作者：朱慶貴 

提要 

一、現代戰爭中機會稍縱即逝，世界各國砲兵在戰場為提升作戰效能，均已使

用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達成快速、精確統一指揮作戰，有效集中火力摧

毀目標。國軍砲兵致力發展砲兵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歷年來均砲兵建軍

備戰重要工作。 

二、砲兵技術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始於民國 68年砲訓部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合作研發陸山系統開始，期間民國 77年採購美國 BCS系統，而於民國 86

年研發新一代資訊化系統，至 97年配賦砲兵部隊，遂行射擊指揮作戰之運

用，而為求系統完善、操作便捷，至今仍不斷研改精進。 

三、現行砲兵射擊指揮系統已配賦全軍砲兵部隊應用，然其系統功能要符合全

自動之作業效能，仍有精進空間，概因部分作業仍需運用人工作業決定，

未來須達全自動化之作戰效能，以結合各部隊演訓任務、作戰計畫等資料。 

四、現代的戰爭完全講求時效，要能完成掌握，必須藉助自動化系統，國軍砲

兵現行自動化系統已完成建構並配賦部隊使用，砲兵幹部應精熟自動化系

統之操作，並積極從事傳承之工作，砲訓部本著兵監立場及提升砲兵戰力

之方針，努力研究發展，旨在提升作戰效能，建立現代化之砲兵。 

關鍵詞：數據輸入器、射擊指揮儀、射令顯示器、砲長射令顯示器、全球定位

系統 

前言 

欲澈底殲敵贏得戰爭，最為關鍵者，即為精良科技裝備，在戰場中證實砲

兵為戰場火力骨幹，在作戰中具決定性之地位；1現代戰爭中勝戰機會稍縱即失，

世界各國砲兵在戰場，為提升作戰效能，均已使用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達成

快速、精確統一指揮作戰，有效集中火力摧毀目標，國軍砲兵射擊指揮自動化

系統歷年來一直是砲兵建軍備戰重要工作。 

砲兵技術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初始於民國68年砲訓部與中科院合作研發陸

山系統，期間民國 77年採購美國 BCS系統，而於民國 86年研發資訊化系統，

至 97年配賦砲兵部隊，2遂行射擊指揮作戰之運用，為求系統完善、操作便捷，

                                                 
1
李尚儒，〈砲兵射擊指揮自動化介面精進之研究〉《砲兵季刊》（臺南），第 153 期，陸軍砲訓部，民國 100年 5

月，頁 1。 
2
《陸軍野戰砲兵技術射擊指揮系統操作手冊（第一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98 年 9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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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不斷研改精進。筆者撰寫此研究，是以國軍技術射擊指揮系統為主體，

供砲兵幹部瞭解「砲兵技術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發展歷程及運用方式，俾提

醒重視射擊指揮自動化作業及其戰場運用之效能。 

系統發展沿革與狀況 

一、沿革 

（一）陸山系統於民國 68年正式配發本、外島重裝師 105榴砲營、連級射

擊指揮所；隨精實案整編後，配賦於本、外島守備旅 105榴砲兵營。 

（二）ＢＣＳ系統於民國 77年向美國採購，配發裝甲旅砲兵連；隨精實案

整編後配賦於軍團、打擊旅 M109A2自走砲兵營。 

（三）砲訓部自主研發技術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於民國 86年經指揮官指

示編成研發小組，自此著手發展系統之雛形，系統研發成果分析如次。 

1.民國 91年至 92年結合通資裝備完成自動化數據傳輸。 

2.民國 93 至 95 年系統研改與軟體除錯，並與戰術射擊指揮儀鏈結，以組

織共同作業圖台。 

3.民國 97年 5月間發展 120迫砲彈道計算功能，並於當年採購電腦硬體設

備，配賦砲兵部隊射擊指揮使用。 

4.民國 98年軟體增加介面計有目標管理表單、通信設定平台、無線電通連

平台、地圖資訊平台等。 

5.民國 99年增加精密檢驗軟體及數據輸入器連線雷觀機功能。 

6.民國 102年增加技術射擊指揮儀測驗作業功能與除錯。 

7.民國 107年增加交會觀測作業功能與除錯。 

8.民國 108年增加砲長射令顯示器及無線電機數據連線保密裝置。 

9.民國 109年增加中科院研發之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 

二、各階段系統特性概述 

（一）陸山系統 

1.觀測官傳遞盒（圖 1）：為觀測所使用裝備，作為傳遞射擊要求與射彈修

正之數據傳輸盒。其缺點數據輸入器與資訊調變器屬分離裝置，攜行不便；資

訊僅能顯示單行數字，觀測人員必須參照說明表方能明瞭內容，增加操作困難；

僅能向射擊指揮儀單向傳輸射擊任務資訊，無法獲知射擊指揮儀是否接受到正

確資訊，必須採人工語音辨證。 

2.射擊指揮儀（圖 2）：區分 FAC－202及 FAC－202H型，為使用微處理

器設計而成之計算機，執行射擊指揮所射擊諸元演算及射擊口令傳遞之計算機。

其缺點為體積大、重量重、攜行不便；程式軟體僅能適用 105 公厘榴砲，其他

口徑火砲皆無法使用；計算成果均以數字顯示，不易看讀射擊諸元，無法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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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過程儲存，對檢查工作無法執行。 

3.陣地顯示器（圖 3）：為陣地接收射擊指揮所射擊諸元之顯示盒。其缺點

僅能從射擊指揮儀接收單向資訊，無法確知是否接收正確資料；陣地顯示器上

射擊諸元無發射砲及發射法之指示，需依賴語音傳遞。 

 

圖 1 觀測官傳遞盒 
資料來源：《野戰砲兵觀測訓練教範》（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92 年 10 月 1 日），頁附 3-2。 

   

FAC202                    FAC202-H 

圖 2 射擊指揮儀 

 

陣地顯示器        資訊調變器 

圖 3 陣地顯示器 
資料來源：圖 2 及圖 3 來源為砲訓部《陸山、BCS系統簡報資料》，民國 8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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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ＢＣＳ系統（圖 4） 

1.觀測官數據輸入器（DMD）：為觀測所使用之系統，作為傳遞射擊要求

與射彈修正，及情報傳遞之儀器。其缺失為英文代字或簡碼資訊顯示，操作較

不方便；使用國內無供應之特殊電池，補給使用困難。 

2.連射擊指揮儀（BCU）：可運用電腦程式計算各口徑火砲射擊諸元，傳

遞射擊諸元及接收陣地準備報告表之射擊指揮儀。其缺點體積及重量大，須配

合 M577 裝甲指揮車裝載使用，維修保養不易、料件取得有其限制性；英文縮

寫顯示數字，操作者不易明瞭輸入操作方式。 

3.砲長及砲手射令顯示器（GDU）：其設備砲長顯示器可顯示射擊諸元，

而砲手顯示器可顯示方向及射角諸元。維修保養不易、料件取得有其限制性，

國內無供應之特殊電池，補給使用困難。 

4.無線數據傳輸藉 AN/PRC-77無線電機，傳輸頻寬小、數據量低，有線電

因被覆線饋線多，造成數據無法傳遞。 

GDU         BCU         DMD 

 

圖 4 BCS系統 
資料來源：砲訓部《陸山、BCS系統簡報資料》，民國 85年 5月。 

（三）技術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 

1.系統架構（圖 5） 

砲兵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配賦營射擊指揮所射擊指揮儀，上接戰術射擊

指揮儀，下接連、排級射擊指揮所射擊指揮儀；射擊指揮所橫向鏈結數據輸入

器與陣地射令顯示器、砲長射令顯示器，透過通資設備達成有、無線電數據傳

輸鏈路。 

2.系統區分（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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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測系統：A.觀測官數據輸入器：V100 攜行式軍規電腦，觀測官可

輸入射擊要求及射彈修正報告，藉由通訊介面傳送到射擊指揮儀。B.GPS 定位

系統：系統主在迅速定位觀測所位置，在無測地成果時，可快速定位獲得座標。 

（2）射擊指揮所系統：技術射擊指揮儀：M230 軍規電腦，接收射擊要求

計算射擊諸元，並傳送到砲陣地之射令顯示器。 

（3）砲陣地–射令顯示器：V100 攜行式軍規電腦接收射擊諸元、顯示射

擊口令，並且傳送陣地準備報告資料至射擊指揮儀。 

（4）砲陣地–砲長射令顯示器：RT-8 平板式軍規電腦顯示射擊口令，並

且傳送砲班準備報告資料至發令所射令顯示器。 

三、系統分析比較 

表 1 各系統分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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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技術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架構示意圖 

 

圖 6 技術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 
資料來源：表 1、圖 5、圖 6 為作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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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合上述陸山系統及 BCS系統之狀況，裝備老舊、妥善率偏低、維修不易、

操作不便利及各級砲兵單位配賦普遍性不高，裝備分別於 87及 90年汰除，為

賡續遂行射擊揮自動化作業，砲訓部於 86年自立研發「技術射擊指揮資訊化系

統」3，以商用軍規型電腦硬體設備及程式語言軟體，結合國軍新一代數據通信

裝備及民間商用通信平台，達成射擊指揮作業數位化傳輸能力。 

系統運用與精進建議 

一、系統運用 

國軍砲兵「技術射擊指揮系統」整體規劃，乃為提供地面火力射擊指揮，

結合數據輸入器及射令顯示器，並以電腦取代人工分配作業流程，利用電腦程

式實施效果評估，選定最佳攻擊手段，以數位化通資傳輸取代語音，減少作業

時間、提升火力運用效能。4而因陸山及 BCS 系統分別於 87 及 90 年除役，筆

者針對技術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運用方式分述如次。 

（一）數據輸入器：觀測官藉數據輸入器傳送目標情報、可執行五種指示

法（座標指示法、已知點轉移法、雷射極座標法、極座標法、標示彈法）射擊

要求至射擊指揮所，射擊任務執行後，執行射彈觀測，遂行射彈修正及效果回

報。 

（二）射擊指揮儀：接受戰術射擊指揮儀指派之射擊命令及數據輸入器傳

遞之射擊要求，換算射擊諸元，並下達射擊諸元，遂行技術射擊指揮各項科目

演算，並可依戰術指揮儀傳遞之火力計畫，管制武器投射系統，製成諸元表有

效執行射擊任務。 

（三）陣地射令顯示器：調製陣地準備報告表回報陣地準備情形，接收並

執行射擊指揮儀傳遞射擊諸元，及回報射擊狀態。 

（四）砲長射令顯示器：調製砲班陣地準備報告表回報火砲準備情形，接

收並執行發令所射令顯示器傳來射擊口令，及回報射擊狀態。 

二、精進建議 

（一）演訓運用全面化：建議以砲兵部隊駐（基）地訓練成果為基礎，延

續至年度各項戰備演訓，藉射擊指揮自動化作業，強化旅以下部隊兵種協同作

戰效能，並透過火協機構之海、空火力運用，提升聯合作戰能力；另可運用「砲

兵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結合防衛作戰實際狀況，即時處理與執行火力運用打

擊任務，藉以驗證部隊作戰規劃，進而提升部隊作戰效能。 

                                                 
3
《陸軍野戰砲兵戰術射擊指揮儀操作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5 年 11 月），頁 1-1。 

4
《陸軍野戰砲兵戰術射擊指揮儀操作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5 年 11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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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訓練後持續熟裝：各級砲兵部隊完成接裝訓練後，運用系統實

施部隊實務訓練有限，且駐地訓練無排定操練課程，僅於專精管道及基地測考、

砲兵反登陸作戰操演實施訓練，宜善加運用部隊送訓師資人員返部持續訓練。 

（三）強化通資系統：未來逐次擴展與陸航、海軍、空軍建立資訊共享之

共同作業環境，以達三軍火力全面整合之目標。5
 

（四）後勤保養維護建立：「砲兵射擊指揮資訊化系統」已撥交部隊使用多

年，對於系統的使用安全規範、故障處理、預防保養維護等，亦應有基本的了

解，並遵循實施，以確保系統裝備之堪用。因此，砲兵部隊宜依規定實施保養

維護，如裝備長時間屯儲於庫房無開機運作時，未確實將充電電池取下，或裝

備操作完畢後未確實應用軟性防塵布擦拭觸控螢幕，此等情況不僅對裝備效能

產生影響，更嚴重的縮減裝備使用壽限。 

（五）建制承載車輛：現行以悍馬車及中型戰術輪車作為排、連、營射擊

指揮車之模式，具備承載人員、系統、武器裝備之功能，惟快速機動、人員無

須下車作業及無線數據傳輸之射擊指揮作業功能仍有精進空間。 

未來發展 

現行砲兵射擊指揮系統已配賦砲兵部隊應用，然部份作業仍需要運用人工

作業決定，為使達到更具全自動化之作戰效能，可結合各部隊演訓任務、作戰

計畫等資料，依據砲兵火力計畫擬定計畫射擊諸元表，下達射擊命令，終迄效

果評估；並以寬頻數據鏈路為野戰傳輸平台，構建作戰區火力支援，使砲兵火

力運用，達到快、準之要求。國軍自民國 97 至 98年陸續獲撥「第一代戰、技

術射擊指揮系統」已達壽期，現已積極建案籌購「第二代戰、技術射擊指揮系

統」，建立完善自動化系統，期有效達成砲兵火力支援任務。 

一、第二代系統任務需求 

本系統配賦於各砲兵部隊，平時可於駐地、基地或各項演訓等，結合有、

無線電網構連構連火力支援協調機構、射擊指揮所、觀測所及投射武器等四大

部份，以數位化作業方式遂行射擊任務；戰時可迅速提供砲兵部隊指揮官遂行

作戰指揮與射擊指揮，充分發揮砲兵火力支援效能。裝備任務需求概述如次。 

（一）具備輕量化與多功能。 

（二）內建資料處理及交換能力。 

（三）具全球定位及定向功能。 

（四）新式無線加密數據傳輸技術，降低通資負荷。 

（五）具擴充介面，以利未來性能提升與整合。 

                                                 
5
 《陸軍野戰砲兵戰術射擊指揮儀操作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5 年 11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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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強固型攜行盒，散熱效果佳且可抗野戰環境干擾。 

（七）整合感測器、指揮及發射器資產，遂行網狀化作戰。 

二、整體運用構想（圖 7） 

未來「第二代戰、技術射擊指揮系統」整體規劃，係基於現代化作戰理念，

考量未來敵情威脅，前瞻戰場環境，結合武器發展，以貫徹「防衛固守、有效

嚇阻」作戰指導為核心，及達成支援反登陸作戰構想為目標。6以「戰術射擊指

揮儀」任指管系統之一部，構連「目標獲得（數據輸入器）」系統，下藉「技術

射擊指揮儀」連結「投射武器（射令顯示器、砲班射令顯示器）」等機構；其運

作方式以「火力支援協調組」為中樞，將「目標獲得」情資，交付「戰術射擊

指揮儀」遂行火力協調、計畫、分配、管制，繼由「技術射擊指揮儀」換算射

擊諸元，傳遞射擊任務（命令），終迄「效果評估」，連續循環不斷；並以「戰

術區域通信系統」、寬頻鏈路等無線電網路，構建作戰區「指、管、通、資、情、

監、偵」（C4ISR）體系，使砲兵火力運用達到「快、狠、準」之要求，發揚砲

兵「遠距精準、迅速打擊」能力。 

 

圖 7 射擊指揮自動化整體運用構想圖 
參考資料：《陸軍野戰砲兵戰術射擊指揮儀操作手冊（第一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98年 6月）。 

                                                 
6
《陸軍野戰砲兵戰術射擊指揮儀操作手冊（第一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98年 6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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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藉新一代系統提升作戰效能 

（一）裝備輕量與多功能，利於野戰運動與作業：第二代戰、技術射擊指

揮系統具裝備輕量化與多功能，可依天候及作戰需求，結合任務內容彈性運用，

強化砲兵射擊指揮能力。 

（二）具資料處理與交換能力，可鏈結觀測裝備：藉電腦科技，迅速處理

大量資料，可儲存各階段任務成果，適時向上級或友軍單位提供資料分享。另

與陸軍多功能夜視雷觀機鏈結後，精準獲取目標座標，快速下達射擊要求，有

效發揮砲兵奇襲、急襲火力效果。 

（三）運用 GPS定位功能，迅速發揚砲兵火力：具備全球定位系統，在無

測地成果狀況下，可運用內建定位功能，快速獲得目獲單位、武器系統、目標

位置等座標，提供射擊指揮所迅速調製射擊圖，增進射擊精度，快速發揚火力。 

（四）新式無線加密數據傳輸技術，降低通資負荷：擁有無線傳輸功能之

第二代戰、技術射擊指揮系統，可經由無線寬頻鏈路，達到上、下級部隊情資

共享、指管共通之戰況體認，並藉由資訊優勢與即時的傳達能力，使各層級能

同步掌握戰場景況，提升決策效能。 

（五）具擴充介面，以利未來性能提升與整合：第二代戰、技術射擊指揮

系統壽期較長，且廠商必須於維保期間配合砲訓部實施硬體研改及更新，以肆

應民間科技發展。 

（六）具強固整合式攜行盒，散熱效果佳且可抗野戰環境干擾：第二代戰、

技術射擊指揮系統能與未來野戰砲兵射擊指管車整合，故運用強固整合式攜行

盒，僅需將輸出入埠及抗野戰環境等裝置串接即可操作；並由攜行盒（外接插

座）供給電力，使散熱系統持續運轉，車外射擊時，僅須開啟攜行盒即可開機

使用，符合車內、外皆可操作，達單機多用途之目標。 

（七）整合感測器、指揮及發射器資產，遂行網狀化作戰：砲兵係以第二

代戰、技術射擊指揮系統為核心，透過現有之有、無線電通資系統，有效整合

砲兵火力支援協調、射擊、氣象、測地、觀測等通資網路，以發揮戰力優勢，

遂行網狀化作戰。7
 

（八）系統中文介面操作容易：系統能以低廉之經費，全中文之介面，教

育訓練容易之優點，並充分利用我國強大之資訊設備製造能力，在後勤維修，

編制上能充分民間產業結合，彈性以及低廉之後勤需求，達成國軍武器發展自

主化之目標。 

                                                 
7
 《陸軍野戰砲兵戰術射擊指揮儀操作手冊（第一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 98年 6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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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現代的戰爭完全講求時效，要能完成掌握必須藉助自動化系統，國軍砲兵

現行自動化系統，完成建構階段並已配賦部隊使用，砲兵幹部應精熟自動化系

統之操作，並積極從事傳承之工作，砲訓部本著兵監立場及提升砲兵戰力之方

針，努力研究發展主在提升作戰效能，建立現代化之砲兵。 

砲兵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為先進國家砲兵部隊發展必然之趨勢，就第一

代戰、技術射擊指揮系統妥善率及作戰強度而言，已無法與之抗衡；故建構第

二代戰、技術射擊指揮系統達迅速作戰指揮、射擊指揮、目標獲得、通資與武

器投射系統等作業程序，達成精準射擊、快速反應之火力支援效能，始能克敵

制勝，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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