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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在讨论单兵系统战场信息分类与信息库系统结构的基础上, 提出了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

的功能与设计原则。然后, 对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中的信息处理流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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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lassificat ion o f Individual-Soldier Sy st em battlefield info rmat ion and a structure of it s information-

base sy stem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t fitst, and t hen the author analy ses t he functions, t he design pr inciples and the

information pro cessing pr ocedures of indiv idual-So ldier battlefield info rm ation-base sy s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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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战场条件下, 处于战场前沿的单兵系统为了提高综合作战能力, 必须对通过各种渠道获

取的大量静态、动态战场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种管理是通过为单兵系统建立多方位的静态知识库

和动态数据库 (统称为战场信息库) , 并设计相应的信息管理软件来实现的。可见, 战场信息库是单兵

系统的核心和基础, 单兵数字化系统实质上就是一个对战场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存储、管理、施效的

综合电子信息系统。因此, 研究战场信息库及其管理技术, 对于研究和设计单兵数字化系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为了适应建立战场数字化网的需要, 单兵系统信息库标准应与数字化战场上各级指挥自

动化系统和武器平台系统中的信息库标准相一致。这是考虑建立单兵系统战场信息库时一个基本的出

发点。

1　 单兵系统战场信息分类与信息库结构

考虑单兵系统应同它在战场上的地位和职能相适应, 其战场信息库应以情报搜集的要点和时期为

建库基础。对于整个军事过程中单兵作战有直接关系且有明显或潜在的情报价值的信息, 一般可分为

以下几类:

( 1) 敌情。包括敌人番号、兵力编成、行为企图、态势和战役布势、作战能力、武器配置、可能的

作战行动等。

( 2) 我情。包括我军兵力编成、所处态势、战役布势、作战能力、后勤保障和单兵所携带武器的射

表、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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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友情。指战斗中有协同、支援关系的友邻部队的番号、作战态势、任务和对我军的行动影响等

信息。

( 4) 战区自然条件。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水文、季节、时间等自然状况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 5) 军事行动与战斗序列。指我军和单兵本人的战斗任务、目标、作战方案, 以及多目标情况下的

目标优先次序、战斗行动序列等信息。

( 6) 决策支持的模型和方法。

图 1　单兵战事行动序列与相应的信息支持

Fig . 1　in dividual-soldier bat t le-act ion s equence

　　　and correspondin g in format ion support

这几类信息所含信息/情报的组合,便形成了与信息

库中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成正比的相对固定的单兵战场可

用知识概要, 进而形成可能的战事行动序列, 如图 1所

示。

上述这些信息及其支持下创建的战事行动序列, 一

般是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就存储在单兵系统中, 属于静态

信息, 可构成静态知识库。静态知识库对于战斗初级计

划和准备功能的达成是十分必要的。但对瞬息万变的战

场态势和紧急情况的处置, 仅此不能满足要求, 还必须

依赖于发展的情况和动态信息。这些动态信息主要是利

用单兵自身携带的传感器/探测器在操作约束和设备能

力的范围内获取的, 同时也可通过战场信息网从战区的

其他节点或侦察源、情报源直接或间接得到。利用这些

动态信息, 可充实或更新静态知识库的内容, 也可构成

专门的动态知识库。但要注意, 在单兵战场信息库中, 必

须防止外部支援信息造成干扰而使主要任务的活动降级。在任何情况下, 对非现场指挥官的指示和非

建制输入的信息/情报, 在有效利用他们之前, 都必须通过相关、融合处理后才进入单兵数据库。多义

性分辨、多输入识别与相关、融合是对整个战场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实时动态评估所必须的程序功能。

在数字化战场的统一规划中, C
3
I 系统同时也对单兵信息库提出了支持网络通信的要求。这是使数

字化信息能在整个战场上传输和共享的基本要求。

单兵战场信息库及管理系统在体系上应是一种多层结构, 它以计算机硬件及多任务操作系统为基

础, 从内到外可分为三层, 如图 2所示。

图 2　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基本结构

Fig. 2　bas ic st ructure of bat t lef ield infermat ion-base s ystem for in dividual-sol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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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为系统支持层, 主要包括一些现成的商用系统支持软件, 如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窗口系

统、通信、系统服务等功能软件。

第二层为应用支持层。它实现面向服务的功能, 支持应用层, 提供一种对应用层来说是透明的从

应用层到系统支持层软件和操作系统的接口。这一层是战场信息库系统的主体, 主要由若干基本库组

成, 如个人信息库、GPS 定位信息库、敌我友情报信息库、地形信息库、气象信息库、地缘政治信息

库和支持辅助决策的模型库、方法库、知识库等。此外, 还包括一些支持数据处理、辅助决策、网络

通信等功能的控制软件。各基本库相互间应有接口相联, 以便构成统一的信息管理与辅助决策系统。

第三层为应用层, 实现任务要求的能力, 形成面向用户功能的基础。该层软件包括数据操作和应

用服务两大类。数据操作功能主要是供系统维护人员使用, 利用它可改变和查询应用支持层中各基本

库内的记录。应用服务功能主要是为装备单兵系统的士兵提供常规服务项目, 必要时也可在此基础上

引入新的服务项目。

2　战场信息库系统的功能与设计原则

本文所指的战场信息库系统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数据库系统在战场条件下的特称。尽管在情报

领域 “信息”和 “数据”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 但本文并不准备去严格区分它们, 而把注意力放在战

场信息库 (或者说战场数据库也行) 系统实现技术的探讨上。建立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就是要把士兵

对战场情报的需求和现代数据库技术相结合, 形成单兵数字化系统的信息中心, 从而实现单兵在战场

前沿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存储、利用和反馈。

从图 2的基本结构图可看出, 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的功能大体应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 1) 信息库定义功能。包括全局逻辑数据结构定义、各基本库局部逻辑数据结构定义、存储结构定

义、安全保密性定义与信息格式定义等。

( 2) 信息库管理功能。包括系统控制、数据存储与更新管理、数据完整性与安全性控制、并发控制

等。

( 3) 信息库建立与维护功能。包括整个信息库和各基本库的建立、更新、再组织、维护、恢复以及

性能监视等。

( 4) 通信功能。包括与操作系统的联机处理、与用户的交互接口、与战场数字化网的通信等。

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作为一种军用数据库系统, 在建立时应遵循以下几条设计原则:

( 1) 标准化。为了保证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能在整个战场数字化网上联网应用, 并与其他网上节点

间具有良好的互通、互操作性, 必须遵循三军统一的开放式数据库系统标准, 统一数据定义, 统一数

据编码, 统一数据格式, 统一存储方法。

( 2) 采用先进的设计方法。设计时首先要提供一个符合应用需求的逻辑设计, 然后要综合各类应用

人员 (士兵) 的数据观点 (视图) 和处理要求, 分析各种数据之间的关系, 设计一个规模适中、能准

确反映现实世界信息关系、数据冗余度小、存取效率高并能满足各种数据要求的数据模型, 进而设计

一个确定数据存储结构的物理模型。

( 3) 遵循分布与集中相结合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设计思路。切实把单兵信息库系统作为整个数字

化战场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一个分布点子系统来考虑。即是说, 单兵信息库中只存储那些单兵作战所

需的常用信息/数据和执行任务过程中随机探测、获取的信息/数据; 而将那些不常用的信息/数据存放

到专门的服务器构成的 “集中数据库”中去。集中数据库中除包含有各分布点用户不常用的信息/数据

外, 还要覆盖或浓缩各用户信息库中的信息/数据。经这样整体构造的集散式战场信息库系统, 单兵信

息库由于其分布性可提高用户调用数据的实时性, 而集中数据库则可为它提供备份, 从而提高可靠性,

还便于为其他分布点用户所调用,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其中, 保持各数据库 (信息库) 中数据的一致

性是关键。

( 4) 采用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多媒体数据库。就是说, 在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中, 要把先进的面向

对象设计方法、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引入面向对象设计方法后, 通过支持对象

87邹逢兴等: 单兵系统战场信息库及信息管理



模型和对象语义, 可以更广泛、更灵活地描述现实世界中各种实体 (对象) 之间的联系和限制, 可以

提高数据库的操作速度。引入多媒体技术后, 则可以更好地适应战场特定环境和战场信息形式多样化

的需求, 有利于提高信息库信息的利用效率。这种多媒体数据库对信息载体、存储介质和人机界面等

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在计算机内以统一的模式存储图形、图像、语音、文字等多种媒体的信

息, 而且要求提供图文并茂、声色俱佳的用户界面, 使用户能用存储在多种介质上的各种媒体信息与

计算机进行互操作。

( 5) 把提高单兵作战能力和作战效率放在首位。为此, 应尽量减小信息库的信息冗余度。尽管单兵

系统具有一定的辅助决策功能, 但归根结底单兵在战场活动中仍是以主观判断为主, 过多的信息摄入、

信息存储不仅于士兵判决无补, 反而有可能将士兵淹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 给他的个人决断能力和

作战效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 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信息冗余度是至关重要。

3　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的信息处理流程

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的工作效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获取、处理、利用这一信息转换机制的

运行效率。在单兵数字化系统的总体结构和探测器、处理器等硬件条件已定的前提下, 研究战场信息

获取、处理和利用的规律性, 对寻求信息采集、处理的合理组织结构, 保障战场信息的数量、质量和

运用施效, 有重要意义。这种战场信息转换的内在规律, 实际上就是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中信息流动

的规律。图 3给出了该信息在信息库系统中的处理流程。

图 3　单兵信息库系统中的信息处理流程

　　　Fig. 3　the informat ion pr oces sing procedures

　　　of ind ividual-soldier infermat ion-base s ystem

( 1) 信息的规范化处理

根据进入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的信息来源的不

同, 对信息进行规范化处理包括:

¹ 情报信息规格化。对进入单兵系统的各种情

报信息, 必须首先规格化为信息库系统能够接收的

数字编码形式。

º 文电信息格式化。对进入单兵系统的文电信

息, 应按照信息库系统对文电格式的统一要求进行

格式化处理, 并自动分类和存档。

» 声像信息格式化。对经采样进入单兵系统的

数字化声音、图像信息, 应按规定的格式 (如 M i-

cro sof t 波形格式) 进行变换、处理和存储, 并集中

进行切换、控制、显示, 供士兵进行态势分析和行

为决策。

这几类信息的规范化处理是同步进行的。

( 2) 信息集成

对经过规范化处理的情报信息、文电信息、声

像信息, 利用面向对象技术或关系数据库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分类, 并按类 “封装”和集成, 存储于

动态信息库中, 以利于面向对象编程, 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操作。

( 3) 目标识别与威胁判断

通过分析集成后的情报信息的置信度和重要性, 进行目标识别, 依据目标的具体情况判断敌人的

目的企图和威胁程度等, 必要时将其中的重要情报信息报告上级, 通报友邻。

( 4) 信息显示

在平板显示器上实时显示战场态势图、战区地形图、双方兵力兵器构成、战斗行动时间、任务、作

战条件、单兵和敌我友位置、上级命令、友邻协同请求、威胁告警等信息, 以便士兵直观形象地掌握

战事进展动态。

( 5) 产生行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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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赋予的任务, 在对敌我双方情况和环境条件作综合分析、预测、判断的基础上, 提出各

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供士兵选用或参考。

( 6) 人机交互, 行为决策

通过人机交互方式, 信息库系统以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对各种行动预案进行优选, 并对优选出的

预案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形成最终的行为决策。

至此, 信息流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流程, 单兵可将行为决策付诸行动, 产生实际的作战效能, 这就

叫施效。施效的结果再作为战场信息的一部分反馈到信息库系统的输入。如此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至

战事结束。

4　结束语

本文从单兵系统战场信息分类与信息库结构、战场信息库系统的功能与设计原则、单兵信息库系

统的信息处理流程等方面, 对单兵战场信息库系统的建立及管理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作者的思考。单

兵战场信息库系统是单兵数字化系统的核心, 但它只是整个战场数字化网的集散式战场信息库系统的

一个节点子系统。它的建设必须遵循整个战场信息库系统统一的标准,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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