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８期 兵 器 装 备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６年８


月

　　收稿日期：２－１６－０２－１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１６
基金项目：全军军事类研究生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尹承督（１９８４—），男，硕士研究生，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装备建设与发展研究；贾红丽（１９７２—），女，副教
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装备建设与发展研究。

【信息科学与控制工程】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０９／ｓｃｂｇｘｂ２０１６．０８．０２７

大数据在部队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尹承督１，２，贾红丽１，李卫东２

（１．军械工程学院 装备指挥与管理系，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３；２．７７６０６部队，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

摘要：针对部队管理数据日益出现的多源异构、数据量剧增的现象，基于大数据处理工具和技术，分析了大数据系统

在部队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运用与数据交汇中心的构建以及关键技术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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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部队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信息化管理平台广泛应

用，装备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数据常态化机制建立，军事数

据呈现出多源异构、数量庞大等“大数据”现象，部队信息资

源逐渐成为现代作战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管理、分析部队

数据资源，从日益复杂庞大的数据信息中得到支持战争的优

化决策，对数据进一步“提纯”成为部队发展的重要研究

课题。

１　大数据概念及大数据系统

“大数据”是从英语“ＢｉｇＤａｔｅ”一词翻译过来的，大数据

的概念并非刚刚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数据库之父比

尔·恩门就多次提及“ＢｉｇＤａｔｅ”，大数据的定义至今没有得

到统一。

１．１　大数据定义与特点

大数据有多种定义，维基百科、麦肯锡、亚马逊约翰·罗

瑟、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ｃａ中国首席顾问但彬等都对大数据进行过定

义［１］。综合当今研究状况，大数据是指其大小超过了典型数

据库软件的采集、存储、管理、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合。

信息产业界通常用４个Ｖ概括大数据的特征，即体量大

（Ｖｏｌｕｍｅ），一般指数据量在１０ＴＢ以上的数据。类型多（Ｖａ

ｒｉｅｔｙ），数据来源种类丰富，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

准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速度快（Ｖｅｌｏｃｉｔｙ），一是数据

增长量快；二是数据处理速度快，数据处理遵循“１秒”定律。



价值性（Ｖａｌｕｅ），一是价值密度低；二是潜在价值高，大数据

处理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在海量繁杂的信息中进行“沙中

捞金”，获得高价值的知识与决策［２］。

１．２　大数据处理工具Ｈａｄｏｏｐ系统

由于Ｈａｄｏｏｐ处理平台是开源性操作平台，且出现的比

较早，使用的比较成熟，而且Ｈａｄｏｏｐ处理平台适用于廉价的

服务器集群，数据存储与服务仅仅分布在 ＨＤＦＳ与 ＨＢａｓｅ两

个层次，从而大大减少资源的浪费［３］。且由于中国电信、移

动、阿里、百度等知名企业所应用的都是 Ｈａｄｏｏｐ系统，对于

我军使用该系统有很好的军民融合的道路途径，便于部队与

地方对非保密性关键部件进行合作开发。

１）Ｈａｄｏｏｐ系统介绍

２００３年Ｇｏｏｇｌｅ连续发表了ＧＦＳ、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ＢｉｇＴａｂｌｅ的

论文，此时开源搜索引擎Ｎｕｔｃｈ和开源全文检索Ｌｕｃｅｎｅ的作

者ＤｏｕｇＣａｕｔｔｉｎｇ从Ｇｏｏｇｌｅ发表的文章中找到提高平台性能

和可靠性的方法。从２００４年，他用两年的时间开发了深受

广泛欢迎的Ｈａｄｏｏｐ系统。Ｈａｄｏｏｐ目前是 Ａｐａｃｈｅ组织所推

进的项目，该项目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基础部分，另一个是

配套部分，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Ｈａｄｏｏｐ基础构架

　　２）Ｈａｄｏｏｐ系统数据处理技术介绍

Ｈａｄｏｏｐ系统的低成本、高容错性、高扩展性且无需预先

定义模式，被广泛用于搭建大数据库系统，特别适于精处理

与分析数据，有效保存原始数据，在模式识别、索引编制、推

荐引擎建立和分析方面都广泛使用［４］。下面简单介绍 Ｈａ

ｄｏｏｐ系统的３个关键技术。

分布式文件系统ＨＤＦＳ，主要运行在廉价的硬件集群上，

可存储大规模数据集，进行流式数据读写（一次写入，多次读

取），便于集群规模动态扩展（错误检测与快速自动恢复），

数据处理时采用的是移动计算不是移动数据。用块可简化

存储子系统，适合于提供容错与复制操作。ＨＤＦＳ有名称节

点ＮａｍｅＮｏｄｅ与数据节点ＤａｔａＮｏｄｅ两类节点，以主从模式运

行，主控服务器一般只有一个，从控服务器主要是防止名称

节点损坏，复制元数据，因此设置二级名称节点。

分布式编程模式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可以将Ｍａｐ函数看成“映

射－分析数据”的过程，将 Ｒｅｄｕｃｅ函数看成“化简 －归纳数

据”的过程。对于大数据（运算对象分布）拆分成多个 Ｍａｐ

（运算能力分布）可处理的分任务，并传递到远端数据节点进

行运行，最后由Ｒｅｄｕｃｅ进行合并得到综合结果，其核心思想

“分而治之、移动逻辑、屏蔽底层、处理定制”，这就是 Ｈａｄｏｏｐ

系统对大数据分析处理的一般过程。

面向列存储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ＨＢａｓｅ，ＨＢａｓｅ不是关

系型数据库，而是常说的ＮＯＳＱＬ数据库，它可以以线性方式

扩展存储规模，而且是动态扩展，无需停机扩展，避免了关系

型数据库扩展的安装、维护复杂，受制于节点，原代码需要更

换等缺点，实现大规模数据的存储［５］。

２　部队信息资源管理现状

随着部队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发展，各种信息化管理平

台建立与广泛使用，部队时刻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这

为部队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大数据特征的数据信息资

源库。面对部队大量信息资源，部队在如何分析、整合、梳

理、提炼这些信息资源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总体表

现缺乏顶层设计、信息化基础建设不够完善、软件系统兼容

性不好、运行机制不健全、信息化人才匮乏［６］。

１）顶层设计缺乏指导性，信息管理涉及部队不同层面，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要充分考虑我军信息化水

平与发展条件，避免造成盲目开发，自行其是，重复建设等

现象。

２）思维模式落后，传统的被动反应式管理很难适应部

队精细化管理。随着部队信息化建设深入发展，必须加强对

信息资源的采集、传输、处理，重视对部队信息资源的快速、

深度利用的程度。

３）信息管理系统类型多，相互之间信息不流通，数据冗
余问题突出，并且对部队业务工作指导性欠缺，缺乏信息管

理人才，部队应用这些信息系统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系

统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处于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难以发挥

应有的效能。

４）由总部及军区开发的系统多，虽说这些信息系统给

工作带来一定的便利，使很多部门管理工作有了信息化辅助

工具，数据查询方便高效，但是这些信息系统的开发相对独

立，没有充分考虑各系统之间的功能衔接和数据流通，经常

出现“信息孤岛”，需要反复输入相关信息，容易造成数据的

冗余与不一致。加大了数据输入人员的工作量，并且需要的

数据信息统计不上来，而不需要的信息泛滥成灾。

如今部队面临着大范围的体制编制的变革，正值部队数

据重建的大好时机，采用适合于部队信息化发展的数据管理

平台，构建未来数据多种类、数据量大的大数据处理平台，在

最大程度上发挥数据决策分析工作的支持作用，是当今部队

新型军事变革必须重视的一项重大工程。

３　部队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大数据分析系统
构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数据爆炸

９１１尹承督，等：大数据在部队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对人们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对

部队信息化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部队信息资源出现多

源异构，数据量剧增的现象，建立适应部队信息资源管理的

大数据分析系统，实现由数据向战斗力的转化，对提升部队

信息化作战能力有巨大推进作用。

３．１　大数据分析系统示意图

由于部队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广泛使用，装备信息化程度

提高，各种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使用，使得部队各种信息量

成倍增长。相关数据呈现多样化，视频、音频、图像、表格等

等多种形式的数据不断大量产生。虽然从单一的部门来看

数据量还达不到“大数据”的规模，但是信息化条件下要求联

合作战能力的提升，所涉及的装备复杂多样，单位数量多，而

且战场环境、战场态势、作战工程等的多样性，要做到“能打

仗，打胜仗”，各单位的数据信息必然要求上下互联，纵横互

通，这样综合看待数据量，尤其是多兵种、大数据量、样式多

样化的数据，要从中找到支持决策的信息犹如大海捞针，传

统的数据分析已严重不能应对部队海量多源异构的信息资

源处理。而且大数据在部队的个别领域已经呈现，例如：航

空、航天、情报侦察、军事气象等领域，数据规模达到 ＰＢ级

别［７］，因此部队信息资源数据需要从大局上以大数据来对

待，在部队数据管理、分析、处理等方面对大数据技术提出具

体要求。

以ＰＣ１—ＰＣ９代表不同单位、不同装备、不同作战指挥

部、不同的作战任务单元，以 Ｈａｄｏｏｐ系统建立信息交汇中

心，将整个部队信息资源体系构成以信息交汇中心为基础的

数据处理网络，如图２所示。海量多源异构的信息资源的汇

聚，从作战全局、管理部署、任务决策出发，经过数据分析产

生相关的决策信息迅速反馈给各个作战单元，支持各单位做

出相应的决策部署。

部队在联合作战中更要重视从大量的数据中挖掘有用

的价值，尤其是对来自不同单位，同时发生的数据进行对比

关联，得出及时的知识与决策，从而为指挥员准确掌握战场

态势、情报信息，及时制定作战决策。

图２　部队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数据中心网络建立示意图

３．２　数据交汇中心的建立及关键技术

针对部队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并存的现象，研究

开发支持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统一管理的大数据管理平

台，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因此对部队信息资源的管理，

采用大数据系统，其数据交汇中心的建立至关重要，如图３

所示。

图３　部队信息资源交汇中心建立示意图

　　需要解决的主要技术与问题：

１）标准化，这里包括信息资源数字化标准和大数据存

储与分析技术应用接口标准化。统一部队信息资源的数字

化标准，尤其是多源异构数据格式的统一性，并且在面临部

队大面积改革，隶属关系重大变动时机，大量数据进行数据

格式统一更有利于部队信息资源的共享，并且统一部队大数

据分析系统，统一采用Ｈａｄｏｏｐ系统，对部队联合作战的数据

上下顺畅，同级之间资源信息共享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存

储分析技术应用接口的标准化，对于提高数据共享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２）加强对部队信息资源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技术利用。

Ｈａｄｏｏｐ大数据系统的分布式编程模式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的使用，

采用任务分解、归纳提高数据分析的速率，而且大大降低对

硬件的要求，利于节约部队硬件使用成本。Ｈａｄｏｏｐ大数据

系统的ＨＢａｓｅ动态数据库的使用，有利于随着数据的增加在

不停机的同时随机扩充部队数据存储量，提高数据分析的不

间断，持续性，有利于部队对信息掌握及时性，提高决策的时

效性。

３）注重数据安全访问机制，数据的安全与防护不容忽

视，确保数据的详实、安全、可靠、可信，防止丢失、损坏、篡

改、删除等恶性事件发生。数据安全与防护设置不当将会对

我军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设置相应的数据使用访问

权限，也是部队大数据分析系统确保数据安全可靠必须高度

重视的技术。

４）所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都必须重视人的作用，相应

的大数据分析系统的使用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信息

化人才的培养，确保技术与人才同时发挥合力，使大数据系

统在部队发挥最大效益，促进部队信息资源真正实现由数据

到知识的转变。

０２１ 兵 器 装 备 工 程 学 报 ｈｔｔｐ：／／ｓｃｂｇ．ｑｋｓ．ｃｑｕｔ．ｅｄｕ．ｃｎ／




４　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一场新的军事革命的即将来

临，伴随部队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信息化管理平台在各部门

的广泛使用，使得数据信息成为部队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

新型催化剂、融合剂。由于数据的多结构，数据量的剧增，仅

靠传统的数据分析，必然造成数据利用的局限性，时效性差，

为了更好地利用部队数据，实现数据由辅助决策到支持决

策，真正做到“数据到决策”的转变，必须寻求更适于多源异

构的大数据分析手段，因此大数据分析技术成为部队未来的

必然选择。同时在面临我军体制编制大变革的关键时期，构

建适用于我军发展的大数据系统平台，对部队信息化的发展

也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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