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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军事信息系统的顶层设计水平和研制的成功概率，提出一种运用 DOD2.0 的军事信息系统需求分

析方法。在对 DOD2.0 体系结构框架研究基础上，从能力需求、作战需求、服务需求、系统需求、采办需求和技术

标准需求出发，设计了军事信息系统军事需求描述框架，并重点研究了军事需求描述方法和过程。实践结果表明：

该方法科学实用，在军事信息系统需求工程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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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ing the top-design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probabil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put forward a requirement analysis method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DOD2.0. Based on analyze DOD2.0 

system frame, aim at the capability requirement, operational requirement, services requir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 

procure requirement and standards requirement, design a requirement description framework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the requirement description method and the requirement description process emphatically.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scientific and easy to use. Project viewpoin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requirement 

engineer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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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需求论证是军事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它

不仅是指导开发人员了解用户需求的主要阶段，还

直接影响着后期工程的进度、经费预算，甚至还是

系统评估验收的主要依据。但在以往的建设中，需

求论证往往以定性论证为主、定量分析为辅，很多

时候把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论证当作需求论证，忽略

了需求的多层次、多主体性，需求论证结果量化、

细化和具体化不够，给系统设计和研制留下弊端。

因此，笔者运用体系结构方法开展需求论证，准确

提炼系统建设需求，提供一种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

都能理解的、标准化的共同语言，架起不同领域、

不同人员之间的沟通桥梁，以便于提出满足多领域、

多层次不同类别用户需要的综合需求分析结果[1]。 

1  军事需求描述框架 

按照多视图的理论方法，体系结构框架可以通

过将问题分割为便于管理的视图，结合现有的体系

结构框架中的多视图理论方法，借鉴 DoDAF2.0 的

多视图描述框架，以及我军实际情况，依据军事信

息系统建设军事需求描述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

能力需求、作战需求、服务需求、系统需求、采办

需求以及技术标准需求 6 个角度出发，提出我军军

事信息系统军事需求描述框架，如图 1
[2-4]所示。 

 

图 1  军事信息系统军事需求描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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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视图从不同侧面反映军事信息系统的军事

需求：能力需求视图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描述军事

能力及能力形成过程，提出系统能力需求；作战需

求视图从作战用户的角度，描述作战过程、关系及

背景，提出系统作战需求；服务需求视图从信息资

源规划的角度，描述服务组成和功能，提出系统服

务需求；系统需求视图从系统建设的角度，描述系

统功能和相互连接关系，提出系统建设需求；采办

需求视图从项目采办方的角度，描述采办项目的关

系、时间安排及 DLOD 状态，提出系统采办需求；

技术标准需求视图，从技术保障的角度，描述数据、

信息服务和系统设计标准，提出系统技术标准需求[5]。 

2  军事需求描述过程 

军事信息系统的军事需求，可划分为 6 种类型：

军事能力需求、作战使用需求、信息服务需求、研

制开发需求、项目采办需求和使用保障需求。利用

DOD2.0 描述框架可以准确描述这 6 类军事需求，

描述过程如图 2 所示。军事需求描述共分为 8 个步

骤，依次为背景分析、能力需求分析、作战需求分

析、服务需求分析、系统需求分析、采办需求分析、

技术标准需求分析和综合需求[6-7]。 

 
图 2  军事信息系统军事需求描述过程 

2.1  背景分析[8]
 

背景分析是军事信息系统军事需求分析的起

点，通过背景分析，要明确军事信息系统以下内容。 

1) 作战任务列表，根据战略目的、面临的威胁

与环境、对手的主要意图等因素，形成任务列表。 

2) 作战构想分析，在任务列表基础上，对作战

环境、作战样式、作战对象和作战力量进行分析，

形成作战构想。 

2.2  能力需求 

军事信息系统建设的目的是要将其应用于实

战，完成一定的任务和使命，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

这些任务、使命和战略目标需求，都可以转化为对

军事信息系统提出的具体能力需求。 

 

图 3  军事信息系统能力需求描述过程 

能力需求的描述过程如图 3 所示，第 1 步是依

据作战任务和作战构想，提出军事信息系统的能力

构想，为军事能力需求提供战略背景和高层视野；

第 2 步是展现当前所需能力和未来能力，明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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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目标；第 3 步是规划能力形成的阶段和步骤，

部署能力的形成方案。 

2.3  作战需求[5]
 

作战需求直接反应作战用户需求，未来战争应

该怎么打，有什么样的指挥体制，指挥信息怎样流

动，军事信息系统应该怎样支撑作战，都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作战需求描述过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军事信息系统作战需求描述过程 

1) 指挥体制分析，依据作战任务和作战构想，

分析平时和战时的指挥机构和作战编成，理顺指挥

关系。通常采用指挥关系图来描述指挥关系，指挥

关系图能形象直观地描述指挥体制。 

2) 指挥活动分析，作战指挥活动模型是整个模

型的核心，也是作战需求的关键，采用 IDEF0 方法

进行作战任务的逐层分解，将作战资源流与作战任

务、作战指挥者、作战行动者以及军事信息系统等

联系起来。指挥活动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完成作

战任务所需要的信息流程进行描述。 

3) 作战资源流分析，通常采用作战资源流描述

和作战资源流矩阵来描述系统设计人员和系统使用

人员所关心的作战节点和作战节点之间的作战资源

交换需求，展现作战活动、作战要素和作战资源流

之间的关系。 

2.4  服务需求 

基础架构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

大服务的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系统设计中，军事信

息系统的用户也越来越关注军事信息系统能提供哪

些服务、怎样提供服务、服务资源是怎样管理的，

服务需求过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军事信息系统服务需求描述过程 

1) 服务功能描述，依据要完成的作战任务和提

供的军事能力，分析军事资源需要提供哪些服务功

能。服务功能描述一般采用层次结构，形象展现出

系统的各项服务功能。服务功能描述是服务需求视

图的基础，其它产品都依赖于服务功能描述的内容。 

2) 服务组成描述，依据服务功能描述确定军事

信息系统的服务，一般一种服务提供一种服务功能。 

3) 服务关系描述，通常采用服务接口描述、服

务资源流描述和服务资源流矩阵分析服务之间的交

互关系、服务之间的资源流。 

2.5  系统需求 

系统需求视图是系统建设的落脚点，通过系统

需求视图，重点描述军事信息系统的系统组成、系

统功能、系统连接关系和信息交互关系，系统需求

过程如图 6 所示。依据需要完成的作战任务和提供

的军事能力，依次确定系统的各项功能、各项分系

统以及连接关系和信息交换关系。 

 
图 6  军事信息系统系统需求描述过程 

2.6  采办需求 

采办需求视图为采办管理者进行事先决策提供

依据，采办需求视图确定工程与项目之间的相互作

用，对系统建设、服务建设和能力建设中的采办活

动进行规划，确保能够提供最大收益。采办需求过

程如图 7 所示。 

 

图 7  军事信息系统采办需求描述过程 

1) 项目组合描述，依据军事能力、服务建设和

系统建设，确定采办项目，明确采办项目之间的关

系，对采办项目进行分类管理。主要展现项目的组

成以及项目的主要信息。 

2) 项目与能力对应关系，现实与能力的差距就

是需求，达成能力的措施就是项目。此视图产品，

反映了项目对能力的满足和支持情况，确保项目能

形成能力，确保没有冗余项目，确保以最小的投资

获取最大的收益。 

3) 项目时间基线，项目是围绕能力的完成而进

行，依据能力形成过程，确定采办项目的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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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技术标准需求 

技术标准需求视图，从系统实现的角度，对数

据、信息建设和系统建设应遵循的标准规范进行描

述。通过技术标准需求视图，可以保证系统从设计

之初，就能够实现系统内部之间及与外部系统之间

的互操作性。  

技术标准需求视图主要用途：一是统一军事信

息系统的技术体制，为实现系统的互连互通互操作

奠定技术基础；二是为诸军兵种军事信息系统一体

化建设提供统一的标准，支持并实现各军兵种的联

合作战，提高整体作战效能；三是为系统研制和项

目采办提供技术指南，确保新旧系统的综合集成。 

2.8  系统综合需求 

在前述步骤分析基础上，综合归纳和分析，得

到系统的军事需求。能力需求、作战需求、服务需

求、系统需求、采办需求和技术标准需求从不同侧

面反映了军事信息系统的军事需求。 

3  结论 

笔者利用体系结构的思想和美军 DOD2.0 框架

对军事信息系统军事需求进行了系统描述，通过格

式化的图形、表格和文本，能清楚、完整地表达军

事信息系统的 6 大需求，使系统性能指标的设计有

定量的依据，从而提高系统的顶层设计水平和研制

的成功概率，为军事信息系统能力形成、详细设计

和系统实现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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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合功能的实现机理 

在该新型复合引信中，高 g值加速度传感器主

要用来实现碰炸，被动式静电探测技术主要用来实

现近炸。不论以哪种方式的爆炸，在相应情况下均

以达到最大杀伤力为最终目的。 

当弹丸与目标直接相撞时，实现碰炸功能可使

弹丸造成的杀伤力最强。通过实验可知，在该情况

下，静电探测电极之间电压将一直增大，直至弹丸

与目标相撞。此时，经过单片机分析数据，可使近

炸系统不发挥作用，利用高 g值加速度传感器获得

的巨大反向加速度信号(与发射时信号相比)来触发

引信使弹丸爆炸，从而达到对目标的最强杀伤。 

当弹丸与目标交叉通过时，该复合引信实现最

近点爆炸时杀伤力最强。通过模拟实验可知，在该

情况下，静电探测电极之间电压将会增大到一定值，

然后瞬间变为反向最大，最终渐渐减弱到零。在这

一过程中，可以得到：两极板电压突然反向且值为

零的瞬间是弹丸与目标距离最近的时间点。此时高

g值加速度传感器未有触发信号，故碰炸系统失效。

在该种情况下，仅有近炸系统起作用，与目标交叉

通过的弹丸爆破片将对目标造成一定程度的毁伤。 

4  结束语 

小口径对空武器向空中目标开火后，弹丸与目

标的相遇情况只有直接相撞和交叉通过。为了实现

其最强的杀伤力，针对上述 2 种不同的相遇情况深

入对比分析，根据现有 MEMS 传感器的特殊性能及

静电探测技术在该领域独特的抗干扰性能，阐述了

MEMS传感器及静电探测技术在战场上快速决定碰

炸或近炸的复合引信中的应用。经过模拟试验可知：

该种组合方式及应用方法是可行的，将大大提高现

有小口径对空武器对空中目标的毁歼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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