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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急作战中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结构是战术维修保障力量的组成形式，组成形式决定着维修
保障效率。本文针对基于工时保障程度的应急作战维修决策方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基本维
修保障单元的概念，并通过对典型平时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结构和应急作战中机械化步兵师进攻战斗装
备维修保障力量编组基本样式的综合分析，设计了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结构，以满足应急作战高
效维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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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现用的装备维修机制，装备损坏程度有轻损、

中损、重损和报废之分，其中报废的装备不在维修范

围。与装备轻损、中损和重损相对应，维修任务分为

一级维修、二级维修和三级维修，计算三个级别的维

修任务是基于工时的方法，方法简单易行，但不同级

别的维修任务，对维修人员的专业、工种、技术层次

及其他维修资源需求有不同的要求。基于工时保障程

度的战时维修决策方法，采用的是“工时概算+临时决

策”的方法。首先是工时概算，根据装备损坏情况和工

时维修标准，来估算对损坏装备进行维修所需要的维

修工时；其次是维修人员概算，根据损坏装备情况，

对维修人员的专业进行决策，来决策完成维修需要什

么专业的修理工多少人，没有考虑工种和技术层次的 

区别，只能决策到派出的人数，对工种、层次及人员

的组成实际上只进行了一种临时的人工组配；第三是

进行维修器材、维修设备和保障装备等其他维修资源

的决策，需要根据装备的损坏情况，对除维修人员以

外的维修资源进行分配。而伴随着每一次维修力量的

调整，都需要进行这样三个方面的决策，决策过程非

常繁琐，并且伴有很多凭经验临时组配的情况，使战

术单位维修保障决策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不利于维修

活动的开展和维修任务的高效完成。 

2 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的设计 

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为了提高维修效益组建了较

为灵活的维修组织。提出要建立武器装备维修组织，

首先需要进行组织的设计。包括任务环境方面的组织
[1]。我军野战武硕士，进行了军械装备维修保障单元

化组配模式的研究，提出了单元化组配模式的概念，

将维修保障单元的概念定义为“修复某种军械装备所

需的最少修理人员、必要的保障装备和机工具、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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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修器材而组成的一个要素齐全、功能匹配的保障

集合体” [2]。张涛、褚立新等，提出了装备维修保障中

最小保障单元的概念，即“以最小的人力资源、最小的

物力资源，形成最佳的组合编配，能够遂行各种维修

保障任务的最小单位”，其目的是以最少的维修保障资

源、实现最大的维修保障效能[3]。另外，在公安系统

内，也有“最小作战单元”的相关研究，李鹏将“最小作

战单元”定义为“能够在一定环境下，相对独立完成基

本作战任务的团队”[4]。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维修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基

本维修保障单元的概念来优化现行战术装备维修保障

的决策过程，以提高决策效率。基本维修保障单元，

是战术装备维修保障中能够单独计算和使用的基本单

位，在保障计划和指挥活动中不可拆分或不需要拆分、

且能独立执行至少一项以上装备维修保障任务的人

员、保障装备、设备、维修器材等实施维修保障工作

必要事物的综合体。 

2.1 维修能力属性设计 

从维修工作的角度来讲，描述基本维修保障单元

有两个基本的方面，即它能做什么和做这些它需要什

么。反映到维修属性上，包括两点：一是维修能力属

性，回答基本维修保障单元能做什么的问题；二是维

修资源属性，回答基本维修保障单元完成这些维修工

作需要什么的问题。 

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维修能力，是指基本维修保障

单元在一个时间段内能完成的维修任务量。在本文中，

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维修能力用维修组时表示。所谓维

修组时，是指基本维修保障单元修理单个某种程度损

坏的武器装备所需要的工时。那么基本维修保障单元

维修能力就可用维修组时 Cjk表示。其中 j 是装备维修

专业变量，j=1,2,…,k 是维修级别变量，k=1,2,3，分别

表示一级维修、二级维修和三级维修。 

2.2 维修资源属性设计 

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维修资源，是指基本维修保障

单元在组织装备维修过程中所需的必要事物，主要有

人员、保障装备、设备和维修器材等。它包括固定资

源和流动资源两部分。 

固定资源包括人员、保障装备、设备等。基本维

修保障单元的固定资源属性表示基本维修保障单元按

照其昼夜维修能力，进行一昼夜的维修所必需的固定

资源数量。如维修人员，以部队的人员类型来看，包

括三类，军官、士官和士兵，其中，军官根据需要可

以编制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而士官和士兵则按照技

术层次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流动资源包括维修器材等。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的

流动资源属性表示基本维修保障单元按照规定的维修

要求进行维修所必需的流动资源数量。 

基本维修保障单元所包括的固定资源和流动资源

是一个整体，所以在决策时以基本维修保障单元为基

本单位，就一举解决了维修人员、维修级别和维修资

源多次决策的繁琐性和复杂性问题。  

3 应急作战中基本维修保障单元在机械化步

兵师进攻战斗装备保障力量编组中的应用 

经过到部队实地调查研究，部队平时典型的战术

装备维修保障力量是由军械、装甲、汽修、制配、工

程机械和防化等几个维修组组成。以装备修理所下辖

的军械维修组为例，军械维修组直接由修理工组成，

包括枪械修理工、地炮修理工、高炮修理工和雷达修

理工。 

战时装备保障力量的编组是对现有保障力量按部

署形式、保障任务临时进行的编配与组合，将保障力

量统一编成相应的保障机构。机械化步兵师进攻战斗

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编组基本样式如图 1 所示，装备指

挥所由前进保障群、基本保障群、机动保障群和直属

抢修组组成[5]，以前进保障群中的抢救抢修队为例，

它包括自行火炮组、综合抢修组和装甲抢修组，各组

也都是由修理工直接组成，来担负装备的维修工作。 

如何将基本维修保障单元建立在战术装备维修保

障力量结构之中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考察平时典型的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结构，其装备

修理所下辖各个维修组，各维修组下直接是修理工，

在这个结构中没有体现出修理工的技术层次和工种，

修理工是最低的组成单元。本文所定义的基本维修保

障单元是能独立完成某项维修任务的人员、保障装备、

设备和维修器材等实施抢修工作必要事物构成的综合

体，并且是不可拆分的，所以它也应该是结构中最基

础的一层。如果采用平时典型的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

结构，将基本维修保障单元建立在修理工层次，由于

修理工无技术层次和工种之分，并且它的上一级结构

维修组也没有将维修任务加以级别上的区分，因此，

这样的结构显然不能满足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的概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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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basic mode of mechanism infantry division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in offensive combat 
图 1. 机械化步兵师进攻战斗装备保障力量编组基本样式 

 

要。而且在典型的装备保障力量编组基本样式中，所

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体现出维修级别和维修资源需求。 

所以，现行的维修保障力量结构难以适应基本维修保

障单元在概念与设计上的要求，需要对现行的结构进

行必要的改造。 

3.1 结构设计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现行的战时和平时的装备维

修保障力量结构不完善，是因为它在层次的划分上不

能适应未来战争维修任务的需求。本文根据结构化系

统分析的思想[6]，以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的概念为基础，

进行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结构的设计，力求在结构

层次的划分上反映出维修级别和维修资源需求。 

根据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决策内容和过程，

将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内部结构分为三层次树形

结构，即装备专业组——维修级别小组——基本维修 

保障单元。从顶层出发，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第

一层次为装备专业组，这是装备分类的一种主要方式，

从装备维修的角度看，维修人员是以维修专业区分的，

而且其他的维修资源也是以装备区分的，这也符合装

备维修任务的需求；第二层次为维修级别小组，它体

现的是需要维修装备的损坏程度，各个维修级别有对

应的维修级别小组；第三层次为基本维修保障单元，

一个维修级别小组由若干个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组成。

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结构如表 1 所示。 

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装备专业层由高炮、地

炮、雷达……等维修组组成，高炮维修组的维修级别

层包括三个维修级别小组，分别是高炮一级维修小组、

高炮二级维修小组和高炮三级维修小组，各维修级别

小组又由若干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组成。 

本文定义每一个作战单元所对应的战术维修保障

力量是其所有维修保障力量的集合，因此，作战单元

与战术维修保障力量就是一一对应的。 

设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的数量为 Nijk，表示第 i 个作

战单元专业 j 的 k 级维修的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的数量。 

其中， 

i 为作战单元循环变量，i=1,2,…,I0。I0 表示执行

某次任务的实有作战单元数量； 

j 为装备维修专业循环变量，j=1,2,…,J0。J0 表示

装备维修专业数量，排列顺序是高炮、地炮、雷达…； 

k 为维修级别变量，k=1,2,3。分别表示一级维修、

二级维修和三级维修。 

例如，N111 表示第一个作战单元的高炮一级维修

的基本维修保障单元数量。 

3.2 维修能力属性设计 

在上面论述中进行了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的维修能

力属性设计，那么“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维修能力所用的

维修组时×基本维修保障单元数量”，即（Cjk×Nijk）就

是战术维修保障力量在该维度上的维修能力。战术维

修保障力量维修能力属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所示，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维修能力属性

包括“作战单元”、“装备类别”、“维修级别”和“维修装

备的时间”四个元素。如其中的第一条记录表示：作战

单元 1 的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高炮一级维修的维修

时间是 C11×a1。 

3.3 维修资源属性设计 

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维修资源属性包括固定资源属

性和流动资源属性。与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维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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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mposing of tactics equipment maintenance support force 
表 1. 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结构组成 

 
Table 2. Maintenance capacity attribute of tactics equipment 
maintenance support force 
表 2. 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维修能力属性 

作战单元 i 装备类别 j 维修级别 k 维修时间 Cjk×Nijk

作战单元 1 高炮 一级维修 
C11×a1 

作战单元 1 高炮 二级维修 C12×a2 

作战单元 1 高炮 三级维修 C13×a3 

作战单元 1 地炮 一级维修 C21×b1 

……    

 

力计算相类似，在上面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维修资源属

性的固定资源和流动资源属性设计的基础上，基本维

修保障单元维修资源按基本维修保障单元数量的累

计，就是战术维修保障力量在维修级别层次上的固定

资源和流动资源属性。 

由于基本维修保障单元固定资源和流动资源属性

向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固定资源和流动资源属性

的转换过程比较简单，就是在基本维修保障单元固定

资源和流动资源属性的基础上乘以基本维修保障单元

的数量。 

作战 

单元 i 

维修 

力量 

装备专 

业组 j 

维修级别 

小组 k 

基本维修保障

单元数量 Nijk

高炮一级维修小组 1 a1 

高炮二级维修小组 2 a2 
高炮 

维修组 1 
高炮三级维修小组 3 a3 

地炮一级维修小组 1 b1 

地炮二级维修小组 2 b2 
地炮 

维修组 2 
地炮三级维修小组 3 b3 

雷达一级维修小组 1 c1 

雷达二级维修小组 2 c2 
雷达 

维修组 3 
雷达三级维修小组 3 c3 

作 

战 

单 

元 1 

 

战术装备 

维修保障 

力量 

……   

     

4 结  论 

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是由多种不同类型的装备

专业维修组组成；与装备的轻损、中损和重损相对应，

各装备专业维修组分为一级维修小组、二级维修小组

和三级维修小组；而各维修级别小组又由多个同一种

基本维修保障单元组成。由于战术装备保障力量内部

是由“装备专业层——维修级别层——基本维修保障

单元”三个层次组成，故称该结构形式为三层树形结

构。 战术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的结构基础是基本维修保

障单元，它固化了多种维修资源的数量及其比例关系，

极大地简化了战时维修保障决策过程，提高了战时维

修保障决策的效率。因此，基本维修保障单元是战术

装备维修保障力量结构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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