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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军队油料保障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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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顺应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整和军事变革的发展需要，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后勤油料保障能力，印度军队

从油料信息基础设施、油料勤务信息系统、基地油库信息化、油料装备信息化、油料信息化人才等５个方面着手，全面
加强印度军队后勤油料保障信息化建设力度，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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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军队从近年来世界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中认识到，
信息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不仅为现代战争提供了新武器，

而且已成为军队后勤保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信息优势

是保障打赢未来战争的先决条件。近年来，印度军队依靠该

国先进发达的软件产业，积极加快后勤油料保障信息化建

设，主要依托现有后勤系统平台，通过基础设施改造、信息资

源整合、保障流程优化、发展信息化油料装备等方法破除信

息“壁垒”，努力实现陆、海、空三军油料保障的可视化，全力

建设一支信息化后勤油料保障的军队［１－７］。

１　油料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海、陆、空三军已建立起计算机处理中心和电子数

据处理中心，并在军队内部建立起战略、骨干和辅助网

络［８－１１］。印度陆军耗资１．５亿美元建设了一个专门的可传
输语音、视频的光纤保密通信专网 ＬＯＧＩＮＥＴ，陆军各级司令
部（含后勤油料保障部门）与前方指挥所的通信实现了自动

化传输，军、师之间建立了自动化数据网；空军基本实现了空

军司令部———地区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队的三级计算机



联网；海军实现了海军司令部———地区司令部———控制中

心———后勤基地———给养部门———舰艇船之间的广域联网。

印度军队正在建设的国防通信网络系统，包括光纤卫星通

信、甚高频波、高级转换发送设备、通信管理系统等，将连接

印度陆、海、空三军现有的各自独立的通信网络，实现不同军

种间的实时联络。

为了提高印度军队侦察、预警和通信能力，印度先后发

射了５颗侦察卫星，部署在前沿的、不能使用光缆通信的部
队都配备了卫星终端设备，从军区到军、师、旅、营都可以使

用卫星通信。同时，印度规划发射７颗导航卫星，以组建区
域导航系统，覆盖范围包括印度本土及边境以外，最终形成

印度版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该系统预计在２０１５年完成，整个
工程将耗资１４２亿卢比（约合２．３亿美元）。

２　油料勤务信息系统建设

近年来，印度软件产业迅速崛起，国内有６０００多家规模
较大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软件已出口至美、英、法、德、澳

等７５个国家，其中美国进口的软件有６２％来自印度，印度软
件出口已名列世界第一。印度军队依托国家先进、发达的软

件业，大力加强印度军队后勤信息系统（含油料勤务信息系

统）建设。

２．１　后勤油料指挥信息系统

印度军队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 Ｃ４Ｉ系统建设，陆
军“阿伦”无线电工程网是目前世界上４个运用较成熟的军
方Ｃ４Ｉ系统之一，陆军各级司令部与前方指挥所的通信实现
自动化传输，印度战区指挥官从作战室的显示屏上能够看到

远方战场上的最新战况。目前，印度陆军发展的 Ｃ４Ｉ系统已
升级为Ｃ４Ｉ２系统，即指挥、控制、通信、协同以及情报与内部
操作系统，以便能覆盖战略、战役和战术３个领域，具备辨
别、比较、命令和执行等功能，并以此来缩短预警时间，增强

快速反应能力；

印度空军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建立了防空地面环境
系统，该系统可联接到战术空军中心、防空指挥中心和飞行

联队指挥部，可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印空军

目前正加紧研发“综合防空系统”，该系统可把全国的雷达和

其他传感器所探测到的信息综合起来，提供实时的空中

图像。

印度海军Ｃ４Ｉ２系统实现了本军种内海军司令部、地区司
令部、控制中心、后勤基地、给养部门和舰艇间的广域联网，

任何一个地区司令部的作战部队均可与其他作战中心或海

军司令部作战室交换情报，并接受指令。

目前，印度军队已基本完成了战术 Ｃ４ＩＳＲ系统的研制，

战略Ｃ４ＩＳＲ系统正在进一步发展之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

Ｗｉｐｒｏ公司将为印度军队提供 Ｃ４ＩＳＲ系统解决方案，能使印
度军队指挥控制全空域每天成千上万的空战架次，地面指挥

和部队战区数百至数千次的战斗控制，并收集和分析来自各

种传感器的数据，以及海上情报、地面情报、空中情报和太空

情报传回的各种数据。

２．２　物资油料管理信息系统
一是陆军耗资１０４亿美元、花费３年时间建成了物资储

备计算机控制系统。该系统用于全面感知陆军的武器、弹

药、零部件、装备和补给品的实时状况，帮助管理人员控制分

布在２００多处约４７万种物资（含油料），是第一个拥有此类
先进物资控制系统的非北约国家。

二是印空军耗资１２２０万美元建成的“联合物资管理在
线系统”。该系统可连接印度全境内１３０多个空军基地，通
过嵌入全资产可见性、运输途中资产可见性和自动信息触发

３种核心技术，能够对空军库存和消耗物资油料进行综合性
自动化管理，不仅能够快速应对任何突发事件，还能够大大

提高物资管理效益。

三是印度陆军依托光纤保密通信专网ＬＯＧＩＮＥＴ，实现了
油料保障网络化管理，先后建立了油料供应管理数据库、油

料装备器材供应管理数据库、油料调拨运输数据库、基地油

库管理数据库和作战油料保障数据库等。以上数据库都是

基于Ｏｒａｃａｌ、ＳＱＬ等大型数据库，以满足复杂的统计、分析和
预测要求，充分利用这些油料保障数据资源，对其进行面向

油料保障决策的数据挖掘和重组，建立起面向决策支持的统

计分析管理系统。

３　基地油库信息化建设

印度军队十分重视基地油库信息化建设，针对印度军队

用油量日益增大，补给点不断增多的现实情况，为及时、准确

掌握基地油库油料库存等诸多情况，以便适时、适地、适量地

对部队实施油料保障，近年来，印度军队大力开展基地油库

信息化建设，就是以对基地油库基本设备设施及作业方式的

数字化改造为基础，依托基地油库控制网络和信息网络一体

化的网络系统，实现基地油库作业、业务管理等信息化，依托

光纤保密通信专网ＬＯＧＩＮＥＴ，将基地油库综合管理数据库的
库存实时数据等信息，及时上传至陆军军区司令部军务军需

部，为上级可视后勤系统提供基础信息，实现基地油库组织

调度管理的指挥自动化。

印度军队基地油库自动化系统主要包括以下３大系统：
一是油料库存自动计量系统，具体包括储油罐自动计量系

统、飞机加油自动化系统、舰艇加油自动化系统等；二是物资

自动识别系统，具体包括各种油料装备、器材和其他物资的

自动识别系统；三是安全监控系统，具体包括消防报警系统、

门禁管理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

４　油料装备信息化建设

油料装备信息化，就是以信息技术改造现有油料装备和

发展新型油料装备的过程。印度军队在后勤油料装备的发

展中，采取的是“引进、特许生产和自行研制、改造相结合”的

方针，在对现役油料装备抓紧进行技术改造的同时，也在积

极研制、生产新一代油料装备，努力提高油料装备的战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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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和标准化、通用化和信息化程度。主要做法有：一是

拨出大量的经费，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油料装备，二

是大量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在国内特许仿制和

生产，三是加强对现有油料装备的技术改造，以延长其使用

寿命，四是抓紧自行研制和生产，逐步实现自给自足。

印度陆军通过外购和仿制，使陆军油料装备向机械化、

装甲化方向发展。近年来，印度陆军为了提高运加油车的机

动性能，专门引进、研制和生产整装整卸运油车，发展新一代

轻型、中型和重型运油车、半挂车和牵引车，同时加快一线后

勤装备的信息化改造，对后勤车辆（含运加油车）加装传感

器，为后勤部队（含油料保障部分队）配备单兵信息化装备，

如“单兵数字化战斗系统”，主要利用热成像仪、夜视器材和

全球定位系统等信息化设施设备，构成“单兵数字化战斗系

统”的四大子系统，即武器系统、头盔系统、计算机系统和个

人装备系统。

印度空军为了加大作战飞机的作战半径，提高纵深打击

能力，专门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了６架伊尔 －７８空中加油
机，能够对苏 －３０直接实施加油，印度空军正在对幻影 －
２０００、米格－２７和美洲虎战斗机进行升级改造，使其能够与
伊尔－７８空中加油机对接，同时，印度军队计划从美国进口
ＫＣ－１３０空中加油机。

从８０年代开始，印度海军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航母等
大型舰船５０多艘，为了提高大型舰船的远航能力，印度海军
还装备了一批国产的后勤保障船，包括油料补给船、运输船

和多功能支援船等，印度海军对后勤保障船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信息化改造，能够实现后勤保障船同海上编队指挥所和岸

基后方指挥所的联网互通。

５　油料信息化人才建设

为了顺应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整和军事变革的发展需要，

印度军队十分重视高素质的军队后勤（含油料）信息技术人

才的培养，如何快速、有效地培养高素质的后勤信息化人才

已经成为印度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明确后勤油料信息化人才培养的目标。为加紧培

养军队急需的信息化技术人才，印度军队制订了全军计算机

训练计划，广泛举办网络技术、电子战、数据通信等培训班，

并要求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在４年内所有军官要懂得并可操作
计算机，士兵则要完成计算机扫盲计划。在军官任用上，印

度军队要求上校军官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二是将后勤油料信息技术人才培训纳入军队院校教育。

印度所有军事院校都制订了信息技术训练教学大纲，并开设

了与信息战相关的专业培训课程，成立了相应的科研及教学

机构以指导信息技术的发展，从事信息技术研究的机构已发

展到４０多个３万余人。印度军队依靠这些教学和科研力
量，逐步建立起适应未来信息化作战需要的后勤油料保障人

才资源库。

三是加强后勤油料关键岗位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印

度作为世界软件生产大国，信息技术人才资源十分丰富。印

度军队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直接吸收优秀的地方信息技术

人才入伍，补充到后勤油料保障各种关键岗位上。同时，印

度军队还通过与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科学院和印度信息技术

与管理学院等信息技术专业机构合作，加强对后勤油料保障

关键岗位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此外，印度还与俄罗斯建立

了联合军事科研机构，与法国建立了“印法促进防务研究中

心”，并通过与美、俄、法、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军队举行联合军

事演习来加强后勤油料保障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

６　结论

印度军队油料保障信息化建设，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走

在我军前列，我军必须尽快完成油料保障向信息化转型的任

务，建成油料保障平战一体、物联感知、高效运行、安全可控

的物联网体系，实现油料保障需求实时感知、资源可视掌控、

配送精确定向、行动全程调控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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