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的基本情况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以下简称 《军分

法》） 已于 2005 年 12 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并已作为国家军用标准发布使用。《军分

法》由说明、基本大类、简表、详表、复分表和索引

组成，它是为改变我军信息资源分类标准不一、各
自为政的状况，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而编制的

一部分类法。《军分法》的出现是我军军事信息检

索语言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对于推动我军

信息化建设将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军各图书馆

已经在信息资源建设中开始应用《军分法》开展

分类标引工作，军队院校数字图书馆元数据中设

立了军分法标引项目。《军分法》同《中图法》保

持了一定的兼容性，由简表、详表、复分表、索引表

等组成，共设 23 个大类。《军分法》的类号由两位

拼音字母和数字组成，字母部分第一位统一为《中

图法》军事大类使用的 E；第二位分别由 23 位字

母组成，代表 23 个一级类目；数字部分采用双位

数制编号技术。数字为层累制，每四位加一个小数

点。《军分法》具有多维揭示、分类主题一体化等

特点，是一部优秀的专业文献分类法。在“电子对

抗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中，我馆使用《军分

法》对电子对抗专业文献进行了分类标引，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总体上说，《军分法》能够初步满足

电子对抗文献专业分类的基本要求，其所设电子

对抗相关类目较为齐全，解决了军事专业文献缺

乏检索、标引工具的问题。

2 使用《军分法》开展电子对抗文献分类标引工作

2.1 做好必要的基础知识积累准备

要想能够科学合理、快速熟练地将电子对抗文献

恰当分至其所属类目中，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
2.1.1 要具备一定的军事学基础知识

《军分法》大类的设置是按军事学各下属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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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军队各部门工作职能等标准排列划分的。作为

一名军事文献分类人员，必须了解军事学二级学科

设置情况以及各二级学科的具体研究范围。对于战

争、战略、战役、战斗、战术的概念及所研究的内容

要有初步的了解，对于我军部队司令部、政治部、后
勤部、装备部相应的工作也应有所了解。《军分法》
中很多类目都是按军兵种体系来排列的，比如“E
战役”大类中 E82 陆军战役、E83 海军战役、E84 空

军战役等。分类人员须认真研究《军分法》的复分

表 3“军兵种复分表”，该表不但给需要复分的文献

提供了依据，还对于理解很多类目体系的划分有所

帮助。相比《中图法》，《军分法》在军兵种体系划

分上更为健全合理，符合现军兵种设置实际，如电

子对抗兵、陆军航空兵等兵种均已明确列出。
2.1.2 要具备一定的所分类学科专业基础知识

在工作中，由于来自于非所分类学科，有些标引

人员对于专业文献分类有一定的畏难情绪，认为过

于专业，难学难懂，对于一些技术性较强的文献难以

把握。但强调从事专业文献分类必须对于该学科有

所了解，并不是说只有被分类学科专业的专家才能

从事分类工作，分类人员掌握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即

可。基本知识的积累可以通过阅读学科专业普及性

图书，如《电子对抗知识》等来了解，通过对于一篇

篇文献的分类实践予以不断积累。具体来说，分类人

员应了解电子对抗的基本概念及其分类，尤其要了

解电子对抗按不同分类依据所形成的各种分类，如

按其对抗的作战对象可分为通信对抗、雷达对抗等，

按不同的分类角度又分为压制性干扰、欺骗性干扰、
有源干扰、无源干扰等。对于一篇文献，分类人员应

首先能够做出是属于电子对抗指挥还是电子对抗工

程技术的基本判断，对于电子对抗指挥类文献再进

一步判断应属于战略、战役、战术或相应工作中的哪

一部分，对于工程技术类文献则要进一步判断，按照

不同的分类依据确定其应属于哪一类。
2.1.3 要了解分类标引的基础知识

掌握文献分类学基本知识是做好文献分类工

作的基础。由于全军各馆编制人员数量有限，在专

业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中仅靠原有图书分编人

员验证以完成数万篇文献的标引工作。因此必须在

参与人员中普及“分类标引”及“主题标引”的基

本知识，分编人员要发挥“星星之火”的作用，首先

带头了解《军分法》，并对于其他参与人员进行培

训，使其了解分类标引的基础知识，如单主题文献

如何分类，多主题文献如何分类等。分编人员还应

对于一段时间内分类标引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集

中讨论与解决，对于比较明显的分类错误予以纠

正，对于模糊难分的文献确定初步分类方法。
2.2 不断熟悉了解《军分法》并梳理电子对抗类目设

置情况

要想快速熟悉《军分法》，首先，要从军事学的

角度去理解其结构设计依据、各类目的立类依据和

目的。其次，要通过不断地开展分类实践，在不断使

用中了解《军分法》并积累起使用《军分法》分类的

相关经验。由于纸质分类法更为直观，便于了解各类

目设置的数量、详简情况，因此，在分类开始初期，标

引人员须先使用纸质版《军分法》开展分类标引，通

过不断翻阅，具备一定的《军分法》分类经验，对其

较为熟悉了解之后，再使用数字图书馆文献数据库

建库系统内置的电子分类表来分类标引。
《军分法》是一部军事学科综合性分类法，其

所设类目较多，对于从事专业文献分类的人员来

说，应在了解《军分法》整体体系的基础上，将其中

与所要分类专业知识相关的主要类目梳理分离出

来，集中整理成为一个简化分类法号码表。在开展

专业文献分类的过程中，可以直接在简化专业分类

法号码表中取号，从而节省翻阅全本的时间和精

力。《军分法》包括 23 大类，其中与电子对抗专业

知识相关的主要有 11 大类，分别是 C 战争、D 战

略、E 战役、F 战术、G 军队指挥、J 军事工作、K 军事

教育训练、U 军事技术、V 武器装备、W 军事工程、X
军事通信。这些大类中，C 战争、D 战略、E 战役、F 战

术、G 军队指挥、J 军事工作中电子对抗相关类目属

于电子对抗指挥学研究范畴，电子对抗指挥类文献

归入以上类目，而 U77 电子对抗技术则是电子对抗

工程技术类文献归类的主要类目，电子对抗装备研

制生产管理类文献则入 V48 电子对抗装备。其它 12
大类则没有直接相关的电子对抗类目或需按军兵

种复分表复分。电子对抗技术及武器装备相关类目

设置情况如下表所示（见下页）。
2.3 掌握必要的专业文献分类标引技巧

2.3.1 背诵常用专业分类号是加快标引速度的有效

途径

多数军队院校学科专业范围较小，所需要分类

标引的专业文献资料较为集中，分类标引人员可以

尝试将部分使用频率较高的分类号熟记背诵，在数

据库建设时直接在标引栏目中输入相应的类号，从

而省去打开文献数据库建库软件中点选分类法各级

类目的过程。经实践工作检验，这种做法可以大大提

高效率。也可以将本馆常用分类号制成简化号码表，

贴在方便观察的地方直接查号。在标引中要注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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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献可以有多个分类号，在数据库建库系统中应

按其要求使用分号，作为分类号之间的分隔符。
2.3.2增补文献数据库建库系统内置《军分法》专业类目

军队院校数字图书馆系统（MADL 系统）内置

了《军分法》模板，但仅仅列出了基本类目，并没有

囊括全部类目。如果所需要分类的文献较多，较细，

分类人员宜根据情况将本专业类目增加齐全，为文

献细分提供类目，使专业文献的分类尽可能精确。
增补专业类目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使分类标引人

员更深入了解《军分法》类目设置情况。
2.3.3 在元数据标引模块中快速切换分类法

MADL系统中元数据标引模块对于分类法的选

择不够方便，每标引一条数据都要在两种以上的分

类中切换，切换需要多次点击鼠标才能实现，耗时

较长。在分类过程中，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对于第

一篇文献分别采用 A、B 两种分类法标引，在分类法

区中最后出现的是 B 分类法，在标引第二篇文献时

则先从 B 分类法标引，之后再切换到 A 分类法。依

次类推，可以减少分类法选择所耗时间。希望 MADL
系统的后继版本能够解决分类法切换不便的问题，

从而减少分类标引中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2.3.4 灵活处理《军分法》中没有适当类目的专业文献

《军分法》 中电子对抗专业类目虽然比较丰

富，但限于篇幅等多种原因，有些类目仍缺乏，有些

类目没有细分，这就造成有些专业文献无法准确归

类。比如“EV48 电子对抗装备”中，其下位类主要

是按作战目标分类，而按其平台类型划分的类目没

有列入，如“陆基电子对抗装备”就没有合适的类

目。对于没有细分类目以及没有相应类目的文献，

建议选用其上位类作为类号，如“陆基电子对抗装

备”类文献可以直接使用“EV48 电子对抗装备”作

为其类号。有条件的图书馆也可以考虑根据本馆专

业文献情况在《军分法》中按照《军分法》的编制

规则增补设立一些分类号作为原有类目的补充，但

必须科学、慎重，必要时将增设要求反馈给《军分

法》编制人员，请其帮助指导。
2.3.5 不断尝试利用《军分法》索引表开展分类标引

《军分法》除主表外，还编制了索引表，是将分

类表中作为类目或扩展类目的主题词以及非主题

词类目所标注的主题词按一定的规则和方式与分

类号相对应，并将主题词按字顺排列所形成的索

引；同时还将非主题词类目与所标注的主题词建立

用代关系，将指明其对应的分类号。因此，索引既是

分类与主题兼容互换的工具，也具有分类法类目索

引的功能。对于一个知识点或主题概念，当我们无

法确定它的分类号时，我们可以先从“索引”部分

入手去查看是否被收录，或相关的词汇是否被收

录，从而确定该知识点的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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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小类

U军事技术

V武器装备

（1）U7511 隐身技术

（2）U77 电子对抗技术

下位类主要包括：U7700 电子对抗基础理论；U7711 电子进攻（分为干扰、欺骗、摧毁）；U7715 电子防

御；U7721 雷达对抗；U7723 通信对抗；U7725 光电对抗；U7727 水声对抗；U7729 导航对抗；U7733 敌我

识别对抗；U7735 引信对抗；U7737 电子对抗模拟；U7741 电子对抗侦察；U7751 电子对抗系统。
（3）网络对抗技术

下设 U7911 计算机网络对抗；U7931 网络攻击；U7951 病毒攻击；U7971 计算机网络对抗装备

（1）V4111.23 电子对抗飞机

（2）V4121 军用直升机

———11 电子对抗直升机（与 V4891.31 交叉）

（3）V46 军用雷达

（4）V48 电子对抗装备

V4800 一般性问题

下设基础理论；设计、计算、制图；结构系统；材料；制造工艺及设备；战术技术性能、性能测验；技术保

障；生产商等类目。
V4811 雷达对抗设备；V4821 通信对抗装备；V4831 光电对抗装备；V4841 水声对抗装备；V4851 导航对

抗装备；V4861 敌我识别对抗装备；V4871 电子对抗模拟装备；V4881 无源探测定位装备；V4885 无线电

引信对抗装备；V4891 电子对抗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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