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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特定领域作战文书关键信息抽取的召回率和精确率，提出一种作战文书关键信息的抽取方法。分

析作战文书的记述特征，构建领域本体以明确抽取内容，而后利用领域词典标记文书文本，并采用信息抽取模式抽

取关键信息。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实际项目中可以很好地完成抽取任务，能促进 C4I 系统建设和作战模拟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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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recall rate and precision rate of key information extraction from operational document, an 

approach is presented. First,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 of operational document and builds domain ontology to ascertain what 

should be extracted. Then, it tags the document using domain lexicon. At last, it extracts key information employing 

extraction patter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roach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4I and can be applied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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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战文书是军队各级机关在作战和其他军事

行动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各种电

报、文件等信息载体的统称，是军用文书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战文书中的关键信息主要包括敌我双方

的作战任务、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编制、作战阶段

的划分以及敌我态势演变等。实现计算机正确抽取

作战文书的关键信息，是实现 C
4
I 系统作战态势自

动标绘的关键技术，是作战模拟中实现对计算机生

成的虚拟兵力（computer generate force, CGF）实施

常规指挥的关键，对促进 C
4
I 系统建设和作战模拟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目前针对作战文书

关键信息抽取的研究并不多，在设计实现完善的信

息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系统方面还处在探

索阶段[1-2]。目前与信息抽取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集

中在领域知识表达[3-5]、领域词典建立[6]，以及抽取

模式的获得[7-8]等方面。而在实用系统研究中，于琨

等 [9]利用双层文本分类的方法实现了中文简历信息

的自动抽取；周明建等 [10]利用本体论实现了 Web

信息抽取；梁晗等[11]基于框架理论对灾难事件进行

抽取。通过分析发现，这些针对特定领域的文本信

息抽取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使用单一的理论，信

息抽取的召回率和精确率普遍不高。 

因此，针对所要抽取的领域文本，对其特征进

行深入分析，并广泛融合各种理论研究适合于抽取

需求的方法，实现特定领域信息抽取系统的实用化。 

1  作战文书特征分析 

作战文书的种类多样，包括命令、指示、计划、

通报等，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严格的准确

性以及严密的规范性。作战文书对于其组成要素、

汉字使用甚至印刷字号都有特殊而严格的规定。以

作战文书中的“行军命令”为例，分析作战文书的

记述特征。 

特征 1  记述部队名称通常用番号，如“陆军

第××集团军步兵××师装甲团”，也可以使用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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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称，如“××军××师装甲团”； 

特征 2  记述地名，以作战文书所用地图上的

名称为准，地名后面应当注明地图坐标，如“张庄

（××，××）”。文书中的同一地名，前面已注明地图

坐标的，后面可以省略。 

特征 3  作战文书的标题表述方式较为固定，

可以作为自身的属性区别于其他类作战文书。如标

题“向×××地区机动/行军”表明该文书为“行军命

令”。 

特征 4  关键信息按照主题可以分为若干类。

“行军命令”中较为常见的有：“敌情”、“行军部署”、

“组织指挥”、“疏散地域区分”、“相关保障内容”、

“行军要求”、“情况处置”等。这些信息在行文位

置上彼此独立，一般以一个自然段表示一类信息。 

特征 5  关键信息的记述方式相对固定。如“行

军命令”中记述关键信息“调整点”的方式为“调

整点在赵川（××，××）”，基本不会使用其他的记述

方式。 

特征 1、2 表明，作战文书关键信息的抽取方

法不涉及未登录实体名称及地名的识别，但应建立

对应的领域词典。特征 3、4 表明，作战文书具有多

层分类结构，可利用类间层次将各类信息组织成树

状结构，如图 1。特征 5 表明，待抽取的关键信息

可以使用语义分析的方法进行抽取。 

 作战文书 

预先号令 侦察计划 行军命令 敌情通报 作战命令 

敌 情 地域区分 组织指挥 行军部署 行军要求 

调整点 行军序列 出发时间 行军里程 行军间隔 

… 

… 

… 
 

图 1  作战文书各类信息结构图 

2   信息抽取模型 

2.1  构建领域词典 

与通用词汇不同，军事术语能更准确地表达作

战文书中的信息，并且通常是一个不可拆分的信息

单元。如“疏散隐蔽地域”有其特定的军事含义，

若将其切分成几个单独的词：“疏散”+“隐蔽”+

“地域”，则这些单独的词所表达的信息与短语自身

信息截然不同。 

笔者规定如下构词规则，对自然语言适当加以

限制，从而显著降低复杂性和减少机器处理的困难。 

1) 基本词。凡是《军语》中收录的领域词语，

认为是基本词，统一标注为 M。 

2) “兵种”+“编制名词”。如，“炮兵师”、“装

甲团”。特别地，如果发现有连续的编制名词出现，

或者是后面加括号“欠+编制名词”，都认为是一个

编制词元，不可分割。如，“××军××师（欠三团）”，

标记为 B。 

3) 时间词。如，“××日××时××分××秒”，标记

为 T。 

4) 数量词。如，“30 km”、“20 min”，标记为

N。 

5) 地点词。如，“（××，××）”，以坐标形式出

现的格式，均认为是一个地点名词。特别地，如果

地点名词后面还有方位词+数量词，或者在地点名

词前还有数字地图地名字段中的词，则认为这是一

个地点词元，不可分割。如，“张庄（××，××）以

东 200 m”，标记为 L。 

2.2  领域知识表示 

作战文书种类众多，所包含的信息关系复杂，

如何组织领域知识、提高软件的复用程度是一项重

要 而 迫 切 的 研 究 内 容 。 利 用 作 战 文 书 领 域

Ontology
[12-14]作为信息抽取的外部知识。 

2.2.1  领域 Ontology 定义 

作战文书领域 Ontology 定义是对所要抽取信

息的一个描述，声明了在信息抽取过程中所关心的

信息项。处理作战文书的根本目标是要抽取出感兴

趣的信息，这些信息需要被明确指出，才能被抽取

过程所了解。“本体定义”正是完成了这个功能，在

“本体定义”中定义了信息抽取的目标及信息类型，

这样，在后续的抽取过程中，只需处理已经定义了

的信息项，对于与目标无关的信息，抽取过程可以

不做具体的分析。 

定义 1  领域 Ontology 领域 Ontology 利用二

元组(C, R)来表示，其中 C 表示领域中的概念，R

表示概念之间的关联，R通过三元组(C1, C2, r)来表

示，其中，C1∈C, C2∈C，r表示 C1 和 C2 之间的

关系名称。 

定义 2  概念 C 属性集合 R 概念 C 属性集合

表示为 R={r}，集合 R中的每个属性 r 通过二元组

(Name[C.r],Type[C.r])来表示，其中 Name[C. r]表示

概念 C的属性 r的名称集合，Type[C. r]表示概念 C

的属性 r的信息类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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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领域 Ontology 表示 

领域 Ontology 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彼此联系的，

带有不同属性的概念之间的知识框架树。利用 XML

来描述这种知识框架树，具体形式如例 1。 

例 1 作战文书领域 Ontology 描述片断（以行

军命令为例） 

<Ontology> //作战文书领域本体（“行军命

令”） 

<Concept> //行军部署 

<Attribute> //Key-Information  

<Name>  </ Name>  //属性名称(“车间距”) 

<Type>   </ Type>  

//属性的信息类型（“数量类型”） 

</ Attribute> 

<Attribute>   // Key-Information  

<Name>  </ Name>   

//属性名称(“小休息地点”) 

<Type>   </ Type>   

//属性的信息类型（“地点类型”） 

</ Attribute> 

……//属性描述部分完成属性信息的描述 

</ Concept> 

……//概念描述部分，通过概念中属性来描述

概念信息 

</ Ontology> 

2.3  信息抽取模式 

通过对大量作战文书的分析发现，大多数信息

只需在相邻文本中找到匹配的信息类型即可，只有

少部分的信息需要进一步处理，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2.3.1  “关键词+信息类型”模式 

不同于基于语法分析的信息抽取，“关键词+信

息类型”模式使用的是信息类型分析的方法。这种

方法的优点在于利用信息类型分析指导信息抽取，

抽取过程中只考虑信息类型的识别，而不进行语句

的语法分析，从而大大简化了抽取过程。其抽取过

程如例 2。 

例 2 待抽取的输入文本为：“出发点为兴仁堡

（××，××），团先头××日××时××分准时通过出发线。

调整点在赵庄（××，××）。行军途中在关底（××，××）

小休息一次，时间 30 min。” 

由行军命令本体定义可知，“出发点”、“出发

线”、“调整点”、“小休息时间、地点”为抽取内容，

其信息类型如表 1。L 为地点类型、T 为时间类型、

N 为数量类型。 

表 1  “行军命令”信息类型表（部分） 

关键信息 信息类型 1 信息类型 2 

出发点 L  

出发线 L T 

调整点 L  

小休息 N L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出发线”有 2 个信息类

型属性，其一为地点类型，其二为时间类型。这是

由于在作战文书中，“出发线”虽然本意是指地点，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比较关心越过出发线的时间。 

在抽取过程中，首先识别出要抽取的关键信

息，如“出发点”。通过本体定义，可知其信息类型

为地点类型 L，因此，以标点符号为分界点，找到

被分词算法标记为 L 的相邻信息元“兴仁堡（××，

××）”，即完成关键信息“出发点”的信息抽取。 

2.3.2  事件类信息抽取模式 

上节所介绍的方法虽然可以抽取作战文书中

的大部分属性类信息，但是对于描述事件类的信息

抽取则无能为力[15]，如对“行军序列”的抽取。因

此，必须建立相应抽取模式。 

事件类信息抽取算法描述如下。 

1) 针对每一个句子，查看组成它的词语是否在

“触发词—事件类别”对照表中，如果存在这样的

词 w，则认为这个句子是一个候选事件。 

2) 选取候选事件的词法、上下文、词典信息等

三类语言学特征，采用二元分类的方法判断候选事

件是否是真正的待抽取事件。 

3) 待抽取事件类别的确定，相应地就获得了该

类事件的模板，即获得了要抽取的元素标签，可将

事件元素识别任务转换为对文本中每个候选元素进

行类别标签识别的分类任务。 

例如，从文书文本“团决定编成 5 个梯队，成

一路纵队，按照一营、群直、二营、三营、后装分

队的序列。”抽取事件类信息。首先由“编成”、“序

列”等关键词，判断该句可能为“行军序列”的候

选事件；然后由该事件的三类语言学特征判断其确

为“行军序列”事件；最后，将文本中的每个候选

元素按照事先定义的模板进行分类，即得到事件类

关键信息。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3.1  语料介绍及评价方法 

测试语料包括“行军命令”、“敌情通报”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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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 268 篇作战文书。经统计，5 种文书共涉及各

类关键信息 669 项。测试语料统计情况如表 2。 

表 2  实验语料统计情况 

文书种类 
文书 

数量 

L

型  
N 型  T 型  M 型  

事件 

E 型  

行军命令 69 37 16 22 41 25 

敌情通报 52 33 19 17 38 19 

作战命令 57 41 22 20 35 17 

预先号令 41 38 17 19 39 23 

侦察计划 49 36 20 17 43 15 

实验采用传统的召回率和精确率作为基本测

试指标，使用宏平均（macro-average）定义平均精

确率和平均召回率（N为类别总数，Precisioni为第 i

类的精确率，Recalli为第 i类的召回率。 

平均召回率= 1

Recall
N

i

N

=
∑

； 

平均精确率= 1

Pr ecision
N

i

i

N

=
∑

 

使用精确匹配标准 [16]判断抽取出的信息是否

准确。在各型信息抽取中，若抽取出的信息与标准

答案存在 90%以上的交集，且不相交部分低于 10%，

认为抽取成功。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 3 是实验结果的统计数据。该结果表明该方

法在抽取作战文书关键信息中获得了 93.1%以上的

平均召回率和 88.3%以上的平均精确率，可以满足

作战文书关键信息抽取的实际工程需要。 

表 3  实验结果统计数据 

测试指标 L 型  N 型  T 型  M 型  事件 E 型  

平均召回率/% 93.7 94.1 96.2 93.1 72.1 

平均精确率/% 88.3 89.7 89.1 89.6 54.2 

较高的平均召回率和平均精确率主要得益于

作战文书行文的规范化及人工建立的高质量抽取模

式。但实验结果表明事件 E 型关键信息的平均召回

率和平均精确率较低。比如在实验中，“疏散地域区

分”的平均召回率为 72.1%，平均精确率仅为 54.2%。

究其原因在于，虽然作战文书相对具有用语规范、

句式简单等特点，但基于知识工程人工制定的抽取

模式依然不能很好地解决中文自然语言特有的灵活

性与多变性。因此，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引入基于

机器学习技术自动获取抽取模式的方法，以提高这

类信息抽取的召回率和精确率。 

4  结论 

作战文书关键信息抽取方法主要采取使用领域

Ontology 表达知识、构建领域词典、编制模式抽取

规则等步骤，避免了进行深层句法分析，降低了系

统实现的难度，在作战文书关键信息抽取的应用中

表现出一定成效。下一步，将针对实验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领域词典、完善模式抽取规则，

并尝试使用浅层语法分析，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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