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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弹药技术寿命的概念，并就弹药技术寿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给出了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的基本思路和步骤，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建立了具有递阶层次结构的指标评

价体系，并将其评价体系分为4个准则和14个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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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mmunition Technical Lif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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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ion of ammunition technical life was introduced. Influence of ammunition technical life was analyzed.

The basic thought and step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was put forward. Ammunition technical life evaluation index

was analyzed with AHP metho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hich has hierarchy structure, with four rules and

fourteen evaluatin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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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弹药产品的更新换代速

度日益加快，虽然产品的技术结构和功能没有发生

变化，有的甚至还崭新地存放在库房里，但其功能满

足程度就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用户使用要求的提

高而大大下降，甚至已经不符合需求而遭淘汰。因

此，有必要对弹药的技术寿命进行研究。

1 弹药技术寿命的提出

1.1 相关概念

[1]

现代产品的寿命有3个方面的含义。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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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寿命，又称为物质寿命，即产品从投入

使用开始，直到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物质磨损而

不能继续使用、报废为止所经历的时间。它主要是

由产品的有形磨损决定的。

2）经济寿命，是指产品从投入使用开始到因继

续使用不经济而被更新所经历的时间。

3）技术寿命，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

出现技术上更先进、经济上更合理的替代装备，使现

有装备在物资寿命或经济寿命尚未结束之前就提前

报废。这种从装备投入使用到因技术进步而使其丧

失使用价值所经历的时间称为装备的技术寿命。

1.2 弹药技术寿命的概念及内涵

弹药技术寿命是指弹药的技术原理、战技指标、

作战效能、可靠性、储备性等指标能否达到产品使用

的预期值。

具体来说，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弹

药的相关指标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当其使用性能

不能满足人们的预期值时，弹药寿命即从技术上终

结。从弹药投入使用到因技术进步而丧失使用价值

所经历的时间称为弹药的技术寿命。

1.3 弹药技术寿命的影响

弹药作为武器系统的终端，是部队战备和作战

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役乃至战

争的成败。由于弹药的特殊属性和现代战争对弹药

的高额消耗特征，弹药必须在平时有足够的储备，以

满足战时对弹药的需求。因此，目前储存的大量弹

药中，大多数生产年代较早，新型弹药数量较少。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弹药技术

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弹药。

新型弹药比原有弹药在技术原理、战技指标、作战效

能、可靠性和储备性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随着新型弹药的出现，必然要取代某些老旧的

弹药，然而这些弹药实际上还在使用寿命期限内，只

是其相关技术性能指标不再适应新形势下作战的要

求，也就是说这些弹药在技术上面临着淘汰的命运。

弹药技术寿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新型弹药替代老旧弹药，弹药技术不断更

新，老旧弹药面临着技术升级问题。

2）现代新型弹药的价值普遍较高，其研制、生

产，特别是批量生产都将占有一定的经费，生产批量

的大小对军费的影响很大。若全部大批量装备，则

会占有大量的经费，另外由于现代技术发展很快，不

断有新技术产生，若装备后在短期内因技术寿命而

淘汰的话，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3）目前大量老旧弹药仍在储备，随着新型弹药

的应用，将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新旧并存的状态，新

型弹药逐步替代原有弹药，原有的老旧弹药逐步被

淘汰。

4）武器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弹药作为其中的

一部分，必须与武器平台相匹配协调，武器平台的更

新也使得现有的弹药不能与之匹配，不得不面临淘

汰，这也是一种技术上的淘汰。

因此弹药的技术寿命对弹药的研制、生产、采

购、储备和使用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弹药技术

寿命进行评价，就是为了正确认识弹药技术寿命的

价值，建立合理的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机制，为科学制

定弹药生产采购计划提供理论支撑。

2 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

思路

弹药技术寿命的评价受诸多因素影响，不仅涉

及到定性指标，也涉及到很多定量指标，是一个具有

复杂层次结构的多指标综合评价决策问题。图1为

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2.2 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步骤

1）层次分析法（AHP）。运用AHP进行决策时，

图1 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Fig. 1 Basic thought of ammunition technical lif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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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分为4个步骤进行

[2]

：（1）分析系统中各因素之

间的关系，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结构；（2）对同一层

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

比较，构造比较判断矩阵；（3）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

较元素对于该准则的相对权重；（4）计算各层元素对

系统目标的合成权重，并进行排序。

2）递阶层次结构的建立。应用层次分析法

（AHP）分析社会的、经济的以及科学管理领域的问

题。首先要将问题条理化、层次化，构造出一个层次

分析的结构模型。在这个结构模型下，复杂问题被

分解为元素。这些元素又按其属性分成若干组，形

成不同层次。同一层次的元素作为准则对下一层次

的某些元素起支配作用，同时又受上一层次元素的

支配。这些层次大体上分为3类。

最高层：这一层次中只有1个元素，一般是分析

问题的预定目标或理想结果，因此也称目标层。

中间层：这一层次说明了实现目标所涉及的环

节需考虑的准则，因此也称为准则层。

最低层：这一层次是实现目标所涉及具体环节，

可以由若干个层次组成，表示该层元素受上一层次

元素的支配，因此成为准则层。

上述各层次之间的支配关系不一定是完全的，

即可以存在这样的元素，其并不支配下一层次的所

有元素而仅支配其中部分元素。这种自上而下的支

配关系所形成的层次结构称为递阶层次结构。文中

构建的指标体系形成的递阶层次结构中，对于定性

指标，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和专家打分的方式来进行。

2.3 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介绍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和步骤，

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应用德尔菲法建立弹药技术

寿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图2 弹药技术寿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Fig. 2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mmunition technical life

3 结语

针对弹药产品提出了技术寿命的概念，对其带

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具有递阶

层次结构的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弹药技术寿命评价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

要获得它的准确数值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对

弹药技术寿命评价的初步探索，只能基于主要因素

和现实弹药技术状态的发展，通过有效的评估方法，

获取构建弹药的相对技术寿命，从而达到基于弹药

技术寿命评估优化弹药生产和储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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