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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

信息化条件下的装备战场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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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信息化战场为背景，阐述了信息化战争对武器装备维修保障产生的影响，分析了信息化战争对武器装备

战场抢修的要求，结合实际，对如何提高战场的武器装备应急抢修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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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抢修是指在战场上运用应急诊断和修复等技术，
迅速恢复装备战斗能力的一系列活动，是战场环境下对损

坏装备的快速再制造，是装备再制造技术的一种特殊形

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军事理论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

技术与武器装备的密切结合，使现代战争成为“陆海空天

电”五位一体的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立体战争。作战的突

然性，快速性，连续性，立体性空前增加，这种情况对装备

维修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装备战场抢修的作用更为

突出［１］。面对出现的新情况，研究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各

种资源，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受损的武器装备恢复到最

佳状态，提高作战补给，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装备的作战

效能对以信息为主导的现代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１　信息化战争对武器装备维修保障的影响

１．１　硬摧毁与软杀伤的有机结合改变了战损装备的构成
随着信息技术与军事装备的有机结合，大量的智能武

器和精确制导武器投入战争，使得当前的武器装备损伤模

式较以往的损伤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因主要是精

确制导武器的广泛使用。在整个越南战争中美军使用的

精确制导的弹药量只占总弹药量的０．２％，但是到１９９１年
海湾战争中精确制导的弹药量上升到总弹药量的８％。在
１９９９年科索沃战争中，上升到３５％，在阿富汗战争中上升
到６０％，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所
占的比重就更高，达到了８０％［２］。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使

用使得战场上杀伤以硬摧毁为主，武器装备的战损以报废

和重损为主，而且比例空前增大，不再具有维修可能和维

修价值。软杀伤同样使得采用大量先进电子技术的武器

失去了战场抢修的意义和价值，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了

一种高能微波炸弹（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ｗａｖｅｓ），也称作微电（磁）脉

冲炸弹，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在爆炸后３００ｍ范围内对所有
的对方电子武器装备可以进行软摧毁，使其失去功能。硬

摧毁与软杀伤的有机结合改变了战场战损装备的构成，促

使战场抢修作出相应的调整。

１．２　作战空间多维化增添了维修保障的任务
当前战争的作战空间已有原来的陆海空三维战场发

展为当前的陆海空天电五维战场，战场空间的拓展使得传

统的战场前方与后方的界限不断模糊，武器装备的维修再

没有准备和明确分工，武器装备维修的突然性增大，所有

可识别的空间都有可能变成战场和抢修的场所。伊拉克

战争前期，美军为了获得战场单项透明的效果对伊拉克全

境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侦查，使用了大量电子强干扰设

备，在强大的电子干扰下伊军很多电子装备被破坏，失去

作战功能。美军还进行了强烈的网络攻击，大量电脑病毒

使伊拉克的计算机网络遭受重创，无法正常运行。战场的

多维化无疑增大了维修、抢修的任务。

１．３　战争的巨大消耗提升了维修保障的地位
信息化条件下战场透明高度，作战进程空前加快，必

然要求战斗力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急骤释放，单位时间内武

器、弹药、装备等作战资源的消耗量将以裂变的方式增加。

于是，对武器装备维修保障的时效性、精确性、可靠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一个师日消耗弹药、装

备器材高达 １６００ｔ，战争初期美军就因为后方保障跟不上
而延迟了部队作战进程近１周。显然，能否及时、精确地实
施战场武器装备维修保障，开始上升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

键因素。

１．４　武器装备信息化加大了维修保障的难度
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就是在武器装备中大量采用先进

的智能科技和电子技术，这些技术在加速战争进程的同时

也加大了武器装备的保障难度，尤其是大量集成电路、信



息网络、计算机等装备的大量使用，在容易遭受硬摧毁的

同时也容易遭受软杀伤，这些高度集成的电子设备一旦战

损就很难恢复，武器装备的抢修保障难度也随之提高［３］。

２　信息化战场对装备应急抢修提出新要求

信息化战争与以往的冷兵器战争和机械化战争有所

不同。首先表现在战争节奏快，时间跨度小，以伊拉克战

争为例，从３月２０日战争打响第一枪开始到４月１５日主
要军事行动结束，一共历时２５天，战争的整个时间较以往
大为缩短。其次是空间跨度大，战争的前后方界限趋于模

糊，整个伊拉克战争中再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整个伊拉

克国家都属于战争状态，尤其是在战争的前期侦查、电子

压制和网络攻击中前后方的界限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使

战场抢修在装备保障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同时也向装备战

场抢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１　战场抢修必须具有高度机动性和高度时效性
由于信息化战争具有作战范围广，战场地域大，加之

智能武器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使用，装备战损率高空前

增高，这就要求维修保障力量必须具有高度机动能力，能

够及时到达现场，迅速开展维修，确保受损装备能够及时

再次投入作战。假设装甲机械化部队的装备在短时间内

遭受大量集中、严重的破坏，在４８ｈ内损失６０％即将失去
战斗力而在若干天内损失８０％仍可继续战斗。经验表明，
每５辆损坏的坦克可以拼修成３辆能用的坦克。一支拥有
１０００辆坦克的部队，假设每天战损的坦克为１００辆，如果
没有有效的战场抢修和修理系统，１０天以后这个部队的坦
克就将消耗一空。反之如果有一套战场应急抢修系统能

将５辆坦克修复为 ３辆，１０天以后仍有 ６００辆作战坦
克［４］。因此维修保障的时效性非常关键，必须立足于在战

斗现场或前沿短时间内恢复装备性能，提高装备的再生

率，以再生率抵消战损率。

２．２　装备战场抢修应具有通用性的保障能力
信息化条件下装备配置了数量巨大、品种复杂、型号

多样化的武器装备，因此战场维修保障的对象多，任务繁

重，战场应急抢修应具有抢修多种装备的能力。以海湾战

争中美军通信指挥系统为例，整个系统中就拥有短波通

信、超短波通信、接力通信、卫星通信、有线通信，指挥自动

化、空中预警、电子侦察与干扰等众多的通信方式。“沙漠

风暴”行动开始时，美军为把大量的战场信息传回本土和

欧洲进行分析就调用了大量的卫星和地面通信线路网络，

其中就包括了１１８个地面机动卫星终端，１２个商业卫星终
端，６１个联合战术通信话音交换机和２０个联合战术通信
报文交换机，这还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战术通信

装备还未统计在内，并且这些通信装备没有具体化为具体

的型号。这些装备数量巨大，性能不一，型号不同，出现的

问题也各不相同，抢修的措施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具

有同时抢修保障多种装备的能力，是现代战争对装备战场

抢修提出的新要求。

３　提高装备抢修保障能力研究

３．１　配备高度机动性的通用维修器材
现代战争的快节奏充分压缩了战争的时间和空间，而

高精技术的使用又使得武器装备一旦出现战损就趋于严

重，抢修环境则更加恶劣，抢修时间更加紧迫，抢修难度趋

于增大，要实现战场抢修、实现“战斗力再生”就必须提高

抢修后的转移速度，使得抢修的人员和抢修器材能够适应

战争的节奏。此外，武器装备使用了大量高新技术，其密

集性和合成性空前提高，以往功能单一的维修器材已不能

满足当前战争的需要，迫切改变以往维修器材的保障模

式，使得维修器材能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维修的需求，因此

通用型的维修器材就显得尤为重要。配备高机动性的通

用维修器材不仅能够提高战场的抢修保障能力，而且把多

种维修器材通用化能够节省器材重复配置带来的额外

费用。

３．２　改变过去“多而不专”或“专而不广”的局面［５］，提高

维修保障人员的综合能力

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装备过于简单，不需要复杂的

维修保障，因此装备维修保障就显得无足轻重。随着时代

发展，大量设计复杂、科技含量高、作战效能好的武器装备

列装部队，并且这些装备都有以质量优势取代数量优势的

趋势［６］。这些武器装备一旦出现故障将对部队的战斗力

带来更多更大的影响，通过装备的战场抢修恢复战斗力不

但必不可少，而且更为重要。以往的装备维修人员的维修

技能往往集中于专一的维修上，缺乏整体系统的维修观念

或者是知识面很宽但缺乏精致的维修技能，这中情况不利

于当今整体系统的维修，不利于装备整体作战性能的恢

复，有待于做出相应的调整［７］。

３．３　提高网络化保障能力，建立装备抢修的组织指挥体
系以及远程支持系统

当代战争中的维修保障不应再是以往孤立的维修保

障点的集合，而应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保障网络，该网络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装备出现故障后能够根据战场实际

情况迅速调整保障部署，第一时间到达故障现场进行抢修

保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故障装备原

来的战斗力。由于当今武器装备使用大量高科技，加之战

场情况复杂，平时不出现的故障都可能出现，因此在维修

现场极有可能出现维修人员排除不掉、维修不了的故障。

为了使故障装备经抢修后迅速投入新的战斗，就需要给予

远程技术支持，因此，建立抢修保障通信指挥和远程支持

于一体的网络就成为提升抢修保障能力的倍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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