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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武器装备全寿命管理的最后阶段，报废武器装备销毁是一项重要且具有较大危险性的工

作。文中分析了我军报废武器装备销毁的技术现状，按照方法特征将其分为传统销毁技术与新型销毁技

术。最后，探索了我军报废武器装备销毁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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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final stage of the life-cycle management, scrap weaponry destr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risky work.
Current situation of scrap weaponry destruction in our army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features, scrap weaponry
destruction was classified into traditional and new de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crap weaponry destruction
for our army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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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使用一定期限后，系统的部分组件达

到规定寿命，关键零部件磨损严重，战技性能指标降

低，若维护与修理已不能保证其使用性能则需进行

报废处理。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特殊工作，涉及到

保密及不可恢复性破坏等问题，并且对销毁机具、销

毁手段有着较高的要求。

每一个国家都试图最大化利用报废武器装备的

价值，2005—2010年，俄罗斯销毁了500枚洲际弹道

导弹和潜射导弹、40架战略轰炸机和1 000架其它飞

机与直升机、84艘核潜艇、16艘核动力水面舰艇以及

3万多枚防空导弹、5 000多枚巡航导弹、6 000辆坦克

和装甲车、300套军事卫星发射设备、50亿发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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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俄罗斯不但获得了140万吨黑色金属、35万吨

有色金属和35吨贵重材料（包括约6吨黄金和白金），

还为创造了2万个就业机会

[1—2]

。

当前，我军武器装备报废进入一个历史高峰期，

许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的装备面临到寿或被

替代的命运，迫切需要得到合适的处理。如何利用

恰当的销毁技术，安全、高效、环保地销毁报废的武

器装备，减轻部队管理与维护负担，消除安全隐患，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3]

。

1 我军报废武器装备销毁的技术现状

我军对报废武器装备的销毁已有一定的历史，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传统的

报废武器装备销毁技术方法主要包括拆卸利用、毁

形破坏、烧毁熔解等

[4—5]

，如图1所示。随着科技的进

步，销毁手段进一步增加，如图2所示。

1.1 传统销毁技术

报废武器装备销毁的传统技术多采用拆卸利

用、毁形破坏、烧毁熔解等。这些技术的发展与成熟

使得我军大部分报废武器装备得以按照要求进行及

时销毁处理。

1）拆卸利用。拆卸是对报废武器装备进行直

接的零件回收或人工分类。当一批装备被宣布报废

时，仍有大量的同类装备在继续服役，拆卸回收的旧

件能继续在修理或再制造时使用。首先，对于拆卸

后能够直接或经处理后再次使用的零部件，使用相

应的工具尽量保持其原始性能与构造；其次，对不可

用的可拆卸零部件，按照其材质进行分类汇总，如废

铁类零部件就可区分成一般废铁、铁轧辊、次废铁、

生铁屑、含杂铁屑、锈蚀铁屑、合金生铁等，这一分选

过程一般由人工完成。

2）毁形破坏。为达到“不能使用、不能拼装、不

能修复、不能泄密”的要求，彻底破坏装备原形，武器

装备的关键部件必须经过切割、剪切、破碎、压块等

毁形破坏。对于尺寸较大或拆卸困难的结构部件，

一般先进行切割，除了一些诸如飞机、舰艇等大型装

备需使用重型切割机外，一般使用气割进行操作

[6]

，

当前新的火焰切割设备已能切割1 m厚的钢铁件

[7]

。对于大块部件的进一步处理，也采取剪切的方

法，这样既方便处理提高废材利用率，还可减少往返

运输，从而减少回收环节、节约运输费用。对一些碳

含量较高的易碎金属件，还可利用破碎方法进行处

理。另外，一些大型或难以直接切割、剪切的装备部

件甚至可以使用爆破的手段进行先期处理，再辅以

其他解体方法。

3）烧毁熔解。烧毁熔解技术是利用熔炼、金属

选分等技术手段，彻底消除报废武器秘密载体信息，

杜绝武器装备及其关键零部件流失或被盗，维护国

防科技秘密安全和武器装备技术保密状态的一种常

用销毁技术。同时，也可选分不同熔点贵重金属，回

收可利用资源。当前，我军各报废武器销毁站在销

毁轻武器、火炮等报废武器装备时，首选处理方式以

熔炉为主。对于无法有效利用、拆卸又具有较大危

险的部分也常进行高温处理。

1.2 新型销毁技术

武器装备结构日益复杂、组成材料更加多样、电

子器件等特殊部件大量使用，这些特点使得报废武

器装备销毁已不再是简单的毁形熔炉，而是渗透着

图1 传统的报废武器装备销毁技术

Fig. 1 Traditional scrap weaponry destruction technologies

图2 形式多样的新型销毁技术

Fig. 2 New scrap weaponry destruct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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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学科的各种技术。另外，现代

社会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需要对销毁技术进

行不断地探索与升级。

1）报废武器装备整体回收。对于较大型装备，

在拆卸完有用部件后，将剩余部分用液氮冷冻后进

行粉碎，再利用磁分离技术进行分选，分选程度较好

的磁性金属如废钢等直接用于钢厂生产；剩余非磁

性金属多为有色金属，继续采用空气分离技术进行

再次分选。

2）废旧电子器件回收技术。报废武器装备中

存在大量的电子器件、废电路板，其包含铅、锡、镉等

对人类和环境有害的物质，但也含有一定数量的金、

银等贵重金属，可以通过油化处理将废旧电子垃圾

中的金、银等贵金属提取出来

[8]

。我军总装军械技术

研究所会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所，在报废武器装备

电路板超音速气流资源化处理技术研究中，利用超

音速气流耐热敏性、无污染性、粉碎分级精度高的特

点，将电路板粉碎、金属与非金属剥离、不同粒度粉

体分选，为报废武器装备中废旧电子器件的处理提

供了新的技术选择。

3）非金属材料处理技术。轮胎等橡胶制品是

武器装备上使用较多的非金属材料，其回收技术主

要分两类：一类是物理回收，运用超低温粉碎机，将

轮胎、橡塑进行粉碎，从废旧轮胎中提取轮胎钢丝、

轮胎纤维；另一类是化学回收，通过废轮胎油化还原

装置，将废轮胎投入设备中，经过热分解槽被汽化，

汽化的气体通过触媒槽被送到冷却器中冷却，液化

成再生油

[9]

。对于塑料而言，最理想方法是再利用，

然而由于其回收处理工艺十分复杂，主要采用燃烧

利用热能的方式来处理废旧塑料件，并通过适当的

清洁装置对废气和废渣进行清洁处理。

2 我军报废武器装备销毁技术的发展

方向

从技术层面上说，我军报废武器装备销毁还处

于初级阶段，技术手段和处理机具尚不完备，销毁任

务与销毁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全军武器

装备更新速度的加快，需要销毁的报废武器装备种

类和数量日益增多，迫切需要发展更加安全高效的

销毁技术。因此，未来我军报废武器装备销毁技术

的发展趋势将是向着自动化、环保化、通用化的方向

发展。

1）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高销毁装备

的科技含量。报废武器装备销毁具有较高的危险

性。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科技进

步而加速出现的高新技术装备越来越多地配发部

队，对回收处理单位的专业化、集约化和销毁装备的

自动化、智能化需求愈加强烈，必须建立新的与装备

本身发展相适应的处置平台。在实际工作中，需依

托院校、科研机构及地方工厂等联合研制高可靠性、

高作业效率的专业化销毁装备。

2）向装备再制造方向发展，促进装备资源循

环、高效利用。武器装备再制造是解决新装备研制

周期长、列装形成战斗力的进程慢而作战需求快这

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其基本工作原理是以废旧装备

为“毛坯”，根据回收的装备损坏程度、损坏方式的不

同，采用相应的再制造技术，使装备零部件恢复原有

的尺寸、形状和性能，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

[10]

。通过

质量检测鉴定，按类别及等级分别进行修复、改造、

升级和表面强化等再制造处理，零部件质量和性能

能够达到甚至超过新品。目前我军对报废武器装备

的处理大多还停留在对有价值材料的简单回收上，

武器装备再制造技术的发展空间极大。

3）向军地联合方向发展，充分利用地方优势资

源。我军在处置报废武器装备时，要探索出一条军

民融合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地方各军工厂

拥有齐全的制造设备和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等宝贵资

源，能够为报废武器装备的销毁提供重要的技术支

持和作业保障。用好这些资源，能得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在当前部队大量精简的背景下，利用部队有

限的人力物力，联合地方生产厂家是未来发展的必

由之路。

3 结语

报废武器装备销毁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且意义

深远的任务，需要不断探索新的销毁技术方法，研制

新型的销毁设备，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依托地方相

关厂家，联合保障这一任务的安全顺利完成。同时，

武器装备在设计定型时就应该考虑到全寿命周期管

理的所有环节，为报废后的武器装备销毁提供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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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销毁设计，以达到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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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均会影响到实际运用的效果，因此本方法的精

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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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行

航空军工产品设计定型文件的规定，正确、规范、有

效地开展试验，详细、认真、负责地审查文件，真实、

客观地出具试验报告，为雷达的设计定型试验严把

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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