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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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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环境适应性的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武器装备论证、研制、设计定型和使用等全寿

命周期，提出了全面、科学、系统的对策，来提高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水平，发挥出其应有的作战效

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各种军事威胁，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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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was introduced，some comprehensive，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full life cycle of weapon and

equipment including demonstration，development，finalization of design and us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daptability level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ability to cope with military

threats，an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ccelerat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ghting capacity gener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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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MIL-STD-810F军用标准《环境工程考

虑和实验室试验》于2000年颁布。首次对环境适应

性的概念（environmental worthiness）进行了定义，表

述为：装备、分系统或部件在预期环境中实现其全套

预定功能的能力［1］。

我国的《装备环境工程通用要求》（GJB4239）对

环境适应性也作出了明确的定义，表述为：装备（产

品）在其寿命期预计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作用下能

实现其所有预定功能、性能和（或）不被破坏的能力，

是装备的重要质量特性之一［1］。我国对环境适应性

的描述包含4层内容，即：环境、功能、性能和不被破

坏能力。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对武器装备的环境适

应性开始研究，但是由于观念不到位，认识不统一，

有较大的偏差，研究工作还仅仅是停留在对环境进

行试验上，从而造成了武器装备的环境适应性不高，

配发的武器装备不能满足在各种恶劣极端环境条件

下的作战、训练要求。近年来伴随着装备系统工程

和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理论的发展，武器装备环境

适应性的研究也发展迅速，武器装备由“生”到“死”

的全过程环境适应性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由随机

到自觉，由定性到定量，由经验到科学，研究成果较

为丰硕。从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系统考虑、总体设

计、分步实施的环境适应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系统

化、精细化。

1 武器装备研发必须考虑环境适应性

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武器性能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对其可靠性、人-机-环境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最终导致武器装备的工作效率明显降低［2］。把武器

装备的环境适应性研究和应用纳入到武器装备的研

发阶段是提高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的首要问题，也

是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思想把“环境”因素，纳入系

统整体考虑，使系统“安全、高效、经济”的基本思想。

1.1 加强环境适应性研究

加强环境适应性研究，首先要解决人们的认识

误区。许多人把“可靠性”与“环境适应性”混为一

谈：认为“环境适应性”是“可靠性”的有机组成部

分。搞好武器装备的可靠性，就解决了装备环境的

适应性，这是极端错误的认识。要明确二者的相互

区别，“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有5个不同。即：概

念不同、意义不同、作用不同、评价方法不同、评价手

段不同。介于以上2点，“可靠性”与“环境适应性”

不能相互替代和混淆。

由此，环境研究必须注意以下3点：一是必须加

强环境适应性在武器装备研发的全过程中的研究；

二是必须加强我国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环境适应

性研究，我国地幅广阔，环境差异较大，应该摸清特

点，把握重点；三是必须把“平时环境”和“战场环境”

融为一体加强研究。

1.2 加强环境试验研究

环境试验是提高环境适应性的重要环节，但不

是环境适应性研究的全部。有人错误的认为：环境

试验就是环境适应性工作的全部，不注重研发过程

的环境适应性，待研制生产出武器装备事后再一次

性做环境试验，不重视环境适应性的过程把关。

环境试验必须做到“三个明确”：一是明确产品

的环境适应性是通过设计提高的；二是明确武器装

备的环境适应性是通过生产制造出来的；三是明确

武器装备的环境适应性是通过提高过程试验管理提

升的。

由此，必须把环境试验纳入武器装备研发的全

过程，从而有效提高武器装备的环境适应性。

1.3 加强环境技术研究

目前在研究环境技术方面存在以下3个问题。

1）技术力量不够。表现在环境适应性研究技术力

量单薄，观念陈旧，整体水平落后。2）人员数量不

足。从事环境适应性研究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院

校教员和科技人员数量少，人才缺，经验差。3）方

法手段落后。目前，我国在环境适应性数据采集、测

量、分析、建库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耐环境设计、

试验技术创新、评价方法完善、环境仿真改造等诸多环

节上，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在环境技术研究方面，必须做到“四个加强”：1）

必须加强环境适应性研究的观念转变；2）必须加强

环境适应性研究队伍的建设；3）必须加强研究技术

的资源和力量的整合，形成研究合理；4）必须加强相

关实验室的建设，提高试验水平，从而全面提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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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研究的整体实力。

2 对策

武器装备一般的寿命周期大致可分为论证、方

案、工程研制、生产与部署、使用与保障、退役处理等

阶段［3］。依据这一过程，我们对于武器装备的环境

适应性研究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对策研究。

2.1 论证部门要统筹规划，搞好顶层设计

论证是武器装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武器装备建设与发展的先行工作。论证的正确与

否，直接影响着整个武器装备研制工作的成功与

否。在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问题上，论证部门要统筹

规划，搞好顶层设计。重点应该把握以下3个方面。

1）深化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指标论证研究。

提出科学而又合理的环境适应性指标要求，是论证

工作的重中之重。它将为装备研制提供依据，为以

后各阶段的环境适应性工作提供有力的指导。这已

成为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系统工程研究中急需解决

的问题。

2）严把环境适应性指标论证标准。武器装备

的指标论证主要是指其战术技术指标论证。其中装

备的环境适应性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战术技术指

标要求。必须依据武器装备的任务、职能、作战地域

等特点，科学提炼其环境适应性指标标准，确保指标

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

3）根据部署地域区分确定指标。我国地域广

阔，因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环境特点划分不同

地域，装备论证部门根据部署地域区分确定具体装

备的环境适应性指标，可有效提高其在特定地域内

环境适应性［4］。在现行的武器装备论证方法中，装

备战术技术指标要求的确定具有普遍适用性，即确

定的指标要求是面向全部可能部署的地域，并没有

根据各地地域特点有所区分，从而缺乏地域的针对

性，难保使用时的环境适应性。

2.2 研制部门要周密细致，提升研制水准

研制的主要任务是使系统从用户的需求逐步发

展成为产品方案或过程方案而要求进行的各项活

动。研制部门一定要周密细致，不断提升研制水准，

应该做到以下3个方面。

1）体现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理念。装备研制

部门要重视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研究，研制人员要

学习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相关理论，要培养人-

机-环境系统工程意识及素养，认清人-机-环境系统

工程在武器装备研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提高装备

环境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5］。并在装备设计、研制

过程中加以体现，促进装备环境适应性的提高。

2）加强环境适应性设计。在装备研制过程中，

研制部门应根据规定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开展环境适

应性设计。在参考相应的环境适应性设计手册的基

础上，采用适当的技术和方法以使装备达到规定的

环境适应性水平。

3）扎实开展环境适应性实验。开展环境试验

应该贯穿装备研制、生产和使用的全过程，在装备研

制阶段开展环境试验时应进行环境适应性研制试

验、必要的使用环境试验、自然环境试验和环境响应

特性调查试验，查明装备的环境响应特性、耐环境能

力极限及薄弱环节等，为实施后续试验与评价以及

制定装备综合保障计划提供有用信息。

由此可见，开展装备研制阶段的环境试验尤为

重要，对于提高装备的环境适应性意义重大，必须扎

实有效地进行。

2.3 生产部门要提高标准，确保产品质量

生产部门要提高标准，确保武器装备质量要做

到以下3个方面。

1）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做到两个加强。一是要加强意识培养。突出标准意

识，即坚持以战斗力为标准。强化质量意识，即装备

生产人员的质量管理，狠抓使命意识。要教育生产

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待生产任务，做好本

职工作。加强协作，打造精品。培养争优意识，即实

行奖勤罚懒、优胜劣汰，鼓励竞争。二是要加强素质

培养。积极对武器装备的生产和检验人员进行必要

的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要通过多渠

道、多手段对装备生产人员、检验人员进行技术水

平、业务能力、工作经验等方面的培训，使其熟悉和

掌握本职岗位的技术要求，并严格遵守工艺规程；要

形成“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的交流学习机制，鼓励

生产人员、技术人员赴各院校深造学习，到兄弟厂家

庞志兵等：提高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对策研究··70



第11卷 第1期

参观学习，并邀请相关专家来厂家开设讲座、辅导教

学，多管齐下提高生产人员综合素质。

2）合理选择制造材质。在武器装备生产过程

中，加强对制造材质的选择和管理，合理采用新材

料、新技术，是提高武器装备制造过程技术水平和装

备整体质量的有效手段，对提高装备的环境适应性

意义重大。反之，若选材不当，则会对装备的环境适

应性产生较大影响。增强装备生产部门的工艺能

力，要在提高工艺制造水平和加强工艺管理方面下

功夫。在提高工艺制造水平方面，要加强工艺技术

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工艺技术队伍。

要加大核心工艺技术攻关力度，在政策扶持和财政

支出上要向核心技术研究与应用的设备投入和人员

投入倾斜。在锻造、铸造、标准件工艺制造方面要贯

彻专业化发展的指导思想，集中优势，攻克技术难关。

3）重视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装备的质量，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在质量管理过

程中，质量检验是基础，过程控制是核心，不管是在

质量控制阶段还是在全面质量管理阶段，过程控制

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装备生产过程质量控

制的重点主要有：图样和技术文件控制；生产、检测

设备和设施控制；技术、管理、加工、检验人员控制；

工序质量控制，特别是关键工序质量控制；产品标识

和可追溯性控制；质量记录控制；不合格品控制，贯

穿于生产全过程。每一项的控制都包含不同的内

容，涉及不同的具体部门。在各生产阶段都要加强

质量控制，对暴露出的问题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

度进行认真分析、查清原因，对影响产品性能的问题

不能简单处理了事，而要追查到底、举一反三，提出解

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措施，并进行相关试验验证，确

保生产全过程的装备质量［3］。

2.4 使用部门要加强管理，落实相应措施

使用部门要加强管理，制定维护保养措施就要

做到以下3个方面。

1）积极采取防护措施。要根据特殊地域的环

境特点，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应对环境变化，改善

装备的使用环境，降低各环境因素对武器装备性能

的影响，促进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

2）注重加强维护保养。良好的维护保养对于

促进装备战技术性能的发挥、提高装备的环境适应

性具有重要意义。维护具体包括周维护、季维护、年

维护和不定期维护。根据训练季节、地域、气候和训

练使用强度，适时安排对使用装备的维护保养，遇有

武器装备故障应及时排除。使武器装备始终处于良

好的工作状态。否则，会加大武器装备的保养难度

和频率，缩短了装备的使用寿命，降低了工作效率，

导致装备的早期磨损并缩短了大修期时间［6］。

3）主动反馈使用意见。使用部门要在平时的

训练和演习中及时总结梳理装备存在的问题，定期

向上级汇报使用情况，对于训练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要区分是装备固有问题、人机结合使用问题还是

环境适应性问题，分门别类地分析原因，针对问题

要不断地整改并拿出相应的措施。

3 结语

武器装备的环境适应性关系到其在信息化战场

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发挥，随着信息化

战争的不断深入，一些高新武器装备不断列装部队，

为提高武器装备的环境适应性能力，从全寿命周期

角度提出了在武器装备论证阶段、研制生产阶段、设

计定型阶段、试装完善阶段和实际使用阶段应采取

的对策［3］，这对提高武器装备的环境适应性能力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要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和作战能

力，就必须全面、科学、系统地研究环境对武器装备

作战性能的影响［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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