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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平战一体化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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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目的摇 初步探讨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的平战一体化保障。 方法摇 结合平、战时

维修器材消耗规律、修理任务分工、保障形式、保障要求等方面的差异,对维修器材平、战时的储

备、保障等环节进行分析。 结果摇 建立了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标准,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储备模

式和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保障手段。 结论摇 为建立灵活、高效的维修器材保障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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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eace鄄War Combined Support of Maintenance Equipment of
Ground Guidance Kits for a Certain Ammunition

LI Yu鄄feng, XU Lu鄄tie, CHEN Yong鄄kang, ZHAO Ran
(O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eace鄄war combined support of maintenance equipment of ground guidance kits for
a certain ammunition and peacetime security. Methods Reserve and support parts were analyzed considering the consump鄄
tion rule, repair tasks and support request of maintenance equipment in peace time and war time. Results The peace鄄war
combined maintenance equipment standards, support methods and reserve mode were established. Conclusion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support system of maintenance equipment.
KEY WORDS: equipment support; maintenance equipment; ground guidance kits; peace鄄war integration

摇 摇 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保障是装备技术

保障的重要内容[1—5],为解决装备维修器材保障和

经费需求日益突出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提高维修器

材保障的军事和经济效益,适时开展地面制导装备

维修器材平战一体化保障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该

项研究就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平战一体化保障的

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通用武器装

备平战一体化保障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平战一体化保障研究是

一个系统工程[6],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内

容支撑。 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平战结合的战时储

备标准和平时供应标准;战时维修器材储备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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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应充分考虑平战时装备的保障差异;建立平战

结合的维修器材管理法规;建立平战结合的维修器

材保障体制。

1摇 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标准的建立

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标准不是简单地将平时供

应标准套用于战时标准,也不是将战时标准简单地

应用于平时供应标准[7]。 应该根据平、战时维修器

材消耗规律、修理任务分工、保障形式、保障要求等

方面的差异,制订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标准。
战时维修器材储备标准的确定,应充分考虑平

战时装备的保障差异。 应该充分认识装备战时修理

与平时修理的差异。
1) 在修理时间上,平时修理是一种规范性的修

理,它以全面恢复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为目的,一般

不考虑修理所需要的时间问题;战时修理是一种应

急修理,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快恢复装备的战术技

术性能,使之继续投入战斗,所以时间是第一要素。
2) 在修理方法上,平时修理以原件修复为主,

战时是快速抢修,以换件修理为主,必要时可以采取

一些应急手段,使用代用品。
3) 在修理标准上,平时修理严格按照大、中、小

修技术规程和验收标准全面恢复装备的战术技术性

能,不合格时不能出厂,部队也可以拒绝接收。 战时

修理只要能够尽快恢复到继续投入战斗就可以了。
4) 在装备保障思想上,平时要保持装备完好

率,有故障的装备都应进行修理,在战时应区分轻重

缓急。 比如说那些装备要修,哪些装备不修,装备修

复比例是多少,装备修复的具体要求等。
5) 在任务分工上,装备修复在什么时候修,由

谁来修,以及如何修复等问题。 也就说要确定装备

的修复模式,修复等级等。 美陆军战时装备抢修的

基本原则是只进行必要项目的维护和修理,就是说

在前方地域只进行简单的修理,即使在中继级也只

进行小修和换件修理,在后方基地级则进行中修和

大修。
战时维修器材消耗标准的确定与装备维修要求

息息相关,装备维修保障原则的确定对战时储备器

材标准的制订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进行战时储备器

材标准编制研究时,一定要和这些大政方针的研究

相结合,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要充分把握、理解决

策层对战时装备保障要求,确定合理的维修器材储

备策略。
战时维修器材储备标准,是装备战损和装备抢

修规律的客观反映。 因此,要依据装备战损和抢修

规律,按照平时与战时相结合、以战时保障为主,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原则,运用先进

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摸索各类装备。 特别是

高新技术装备维修器材消耗规律,为制定器材储备

标准提供科学依据,提高维修器材保障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要制定平战结合的标准,应既能满足装备平时

保障需求,又便于战时保障的应急转换。 平战结合

的维修器材储备标准制订应满足下述要求。
1) 做到平、战时维修器材标准在结构、形式上

的统一。 维修器材保障平战结合,必须首先现实维

修器材平、战时标准在结构、形式上的高度统一。 即

它们必须建立在对相同装备实施保障的同一平台

上。 由于战时标准是以装备基数作为保障单元,因
此,平时供应标准也应以装备基数作为保障单元进

行编制。 目前进行的维修器材成套供应改革,是基

于装备基数为保障单元的供应模式变革,应认真总

结前期经验,对成套供应标准的内涵、编制方法等进

行规范。 在编制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部队级供应

标准时,要以装备基数为保障单元进行编制,不再沿

用过去以百件装备为保障单元的编制方法。 实现战

备储备标准、平时供应标准在保障形式的高度统一。
2) 充分考虑平战时装备保障特点,建立维修器

材平、战时标准品种的确定原则。 装备平战时保障

具用不同的要求,在器材保障上也能具有鲜明的特

点。 应充分考虑战场抢修的应急性特点,按照战时

以换件修理为主,平时以精细化管理为主的原则,综
合权衡,确定平战时维修器材品种的配置。

3) 合理确定标准数量。 在数量上,由于战时标

准目前以持续作战 6 个月计(临战准备 90 天,先期

作战 60 天,战略决战 30 天(登陆作战 7 天,岛上作

战 23 天)),并且设定为战时消耗是平时的 1. 7 倍

(美军 规 定 战 时 装 备 故 障 率 是 平 时 的 1. 75
倍) [8—11]。 因此,对重叠部分的维修器材,可以大体

上认为平、战时标准在数量上是一致的(平时按保

障 1 年计)。 其他品种的维修器材按其消耗规律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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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储备模式的建立

满足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储备模式的基本要求

如下所述。
1) 按照维修器材类别建立储备。 对平、战时通

用的消耗类维修器材,只建立平时储备,战备储备器

材中不再作为必储器材进行储备。 对通用的关重件

维修器材,应视其筹措难易程度、订货周期等考虑储

备数量。
2) 建立合理的储备器材限额。 对消耗类维修

器材,由于战时储备不作为必储器材进行储备,因
此,应建立合理的平时储备定额,以保证在必要时有

足够的器材转入战时供应状态。 正常周转器材的消

耗类器材储备限额可确定为半年标准量,即消耗类

器材的最低储备量不低于半年量。 对重叠的关重件

器材,可按战时标准确定平时储备限额,以战备储备

标准和平时供应标准之和确定最高限额[12]。 一方

面,便于平时轮换处理;另一方面,战时需要时,可立

即组成完整的战备储备器材。 对战备储备器材和正

常储备器材独有的部分,应分别按各自标准进行储

备。
3) 建立战备储备的必储器材清单。 必储器材

清单可以认为是战时储备有别于平时储备的关重件

器材。 战备储备必储器材清单应根据战时装备保障

需求、装备型号和保障特点,按照影响装备任务性、
安全性的原则确定。 对必储器材,应建立相应的管

理法规,严格申请、使用、管理程序。 凡列入必储器

材清单的维修器材,必须保质、按量足额储备,并进

行严格管理,未经批准,不准动用。 凡经动用的,必
须限时足量补充。

3摇 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保障手段的建立

满足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保障手段的要求如下

所述。
1) 建立平战通用的维修器材自动识别系统。

自动识别技术[13]是一套加速数据采集、集成和传输

的工具,是准确、及时获取维修器材状态信息的关键

技术之一。 作为一种增效技术,自动识别技术能够

快速、准确地获取信息,无需或仅需人工干预即可及

时、准确地向自动化系统传输信息。 维修器材平战

结合、高效精确的保障,不仅要求标准、储备模式的

高度统一,而且应建立平战统一的维修器材自动识

别系统。 当前,高效、精确的维修器材识别设备发展

很快,外军,尤其是美军,已广泛应用于实战中的维

修器材保障。 应借鉴外军经验,通盘考虑可靠性、经
济性、实用性要求,建立适合我军装备保障特点,满
足平战保障要求的维修器材自动识别系统。

2) 建立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保障信息化系统。
维修器材筹措、供应、储备、储存和管理是一个极其

繁杂的系统工程。 维修器材保障过程中涉及的层

次、单位众多,供应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复杂。
可以肯定地说,单靠人力很难完成对维修器材的平

战时保障。 要圆满完成维修器材平战一体化保障,
必须建立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信息化管理系统[14],
依托军事综合信息网和指挥网,以现代科学技术的

最新成就,实施维修器材保障的信息化、规范化、可
视化和网络化。

3) 建立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储备供应体系。
现行的维修器材供应保障体制基本上是为满足维修

器材平时需求设立的,不可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高科

技战争的需要。 应依据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维修器材

的保障任务,科学预测通用装备维修器材需求,采取

实物储备、技术储备、社会保障资源信息储备等多种

方式,调整优化通用装备维修器材储备结构和布局。
改革储备供应方式,改进供应方法,加强储备供应设

施设备配套建设,形成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

理、手段先进、保障高效的通用武器装备维修器材储

备供应体系和精准高效的战时配送体系。
4) 建立智能高效的储供管理方式。 着眼战时

快速供应、平时精细化管理的需要,改变过去平战分

离,储供方式多样的分散管理形式,按照通用化、系
列化、组合化的要求,研制平战通用的系列化集装

箱,实现部队平、战时器材的全集装和信息化管理。
5) 建立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保障法规。 要使

维修器材保障的各项活动能有序、平稳进行,必须制

订完备的法规体系。 现行的维修器材保障法规基本

上是基于维修器材平时需求建立的,很难满足战时

维修器材保障需求[15]。 要根据维修器材一体化保

障需求,在其筹措、储存、储备、供应和管理等环节

上,建立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保障法规。 如储备器

材轮换、保养法规;维修器材请领、使用、修理、报废

等法规;以及包装、集装、运输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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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结论

文中对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的平战一

体化保障进行了初步探讨,结合平、战时维修器材消

耗规律、修理任务分工、保障形式、保障要求等方面

的差异,建立了平战结合的维修器材标准、储备模式

和保障手段。
目前通用武器装备保障正在进行以创新保障思

路、改革保障方式和提高保障效能的变革。 地面制

导装备维修器材平战一体化保障研究必须适应通用

武器装备保障的新变化,在平、战时维修器材标准设

置与编制,维修器材筹措、供应、储存、储备和管理等

方面满足平战一体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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