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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保障装备是遂行抢救抢修、技术检查、维

护修理、能源供应等任务的各种装备的统称，是保

证装备经常处于良好技术状态、有效发挥装备效能、

保持部队持续作战能力的物质基础和手段 [1]。本文以

技术保障装备为研究对象，从其典型需求、典型任务、

典型技术保障装备的场景和体系研究等方面进行了

阐释与分析。

1    技术保障装备典型需求分析

1.1    新形势新任务牵引技术保障装备发展

技术保障装备建设发展正进一步提升实用能力和

水平，为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有力支撑。技术保障装

备发展应优化完善体系建设，整合统型同类项、弥补

提升弱项短板，使体系要素更为 s 完整、集约、高效。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调整后，技术保障装备

的发展应对接任务定位，有效提升装备保障水平 [2-4]。

1.2    新型作战力量牵引技术保障装备发展

新形势新任务下，军队急迫需要打造特种作战、

空中突击、网电对抗等新型作战力量，生成新型作战

能力。技术保障装备的发展要适应合成、炮兵、防空、

工化等各类部队使用要求，也要符合新型作战能力

生成要求，在面临信息化战争软硬杀伤和高强度使

用的条件下，在保证手段齐备的前提下，提高快速、

高效、精准保障作业能力，进一步适应伴随、靠前、

灵活作战要求，确保装备保持良好的出动率和任务

完成率，有力提升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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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元化保障对象牵引技术保障装备

一方面，大量新型保障对象的快速立项研制和装

备的换代发展，要求技术保障装备必须具备相应的

能力；另一方面，保障对象自保能力的提升和统型精

干也相应降低了技术保障装备发展的要求，减轻了

技术保障装备发展的压力。

2    技术保障装备体系保障能力分析评估

技术装备保障能力生成，是指由各级装备机关和

保障实体联合实施的，旨在形成、保持和提高适应

需求的技术装备保障能力而进行的相关活动。采用

基于 AHP 和模糊理论的评估模型对某部进行了技术

保障能力评估，其具体流程如下 [5]。

第 1 步：

（1）询问专家统计出各因素比较值，得到对比矩

阵，然后根据 AHP 计算公式，利用 Matlab 语言编写

的计算机程序得到各因素的权重值。

 
（2）代入公式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由于 n=4，查表可得 R.I.=0.89，因此：

 

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

（3）同上可以求出下列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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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设评判集为 V，确定因素的隶属度。

 V={V1，V2，V3，V4，V5}={ 优秀，良好，中等，较差，

差 }
（1）定量指标。以备件合格率 U43 为例，利用公

式确定隶属函数图。备件合格率为 85% 时，可得到 
r43={0.8,0.2,0.0,0,0.0}。

（2）定性指标。设定评分满分为 100，根据评价

集划分了 5 个评价区间，利用公式得到隶属函数。

同上可得到各因素隶属度统计结果：

Ri（i=1,2,3,4）
利用程序计算可得第 2 层各因素的权重矩阵：

 

 
第 3 步：

代入综合模糊评判公式：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可得出，该部技术保障能力

为良好。

3    技术保障装备典型任务分析

3.1    典型使用场景

其典型使用场景一般包括定点保障和支援保障两

种情况 [6]。

（1）定点保障。技术保障装备在待命状态接收

到保障任务后，机动到达指定开设地域或技术阵地。

选择较为平坦且便于隐蔽的位置，自装卸机构将方

舱卸载在地面，通过搭建两侧的方舱组合帐篷，在

帐篷里使用移动工作台搭建保障作业工作台，完成

野战修理所的开设。利用有利地形、地物等自然条

件对新型机电检测维修车进行伪装隐蔽，以防敌方

侦察。接收损坏的后送装备，对战损装备实施拆拼

修理、换件修理、应急修理等维修保障作业，在维

修作业时视需要联合野战修理所内的电源挂车、新

型拆装修理车、气源挂车进行协同保障。

（2）支援保障。技术保障装备在待命状态接收到

保障任务后，机动至保障对象附近。利用作战前后、

作战间隙开展维修保障作业。

3.2    任务剖面

任务剖面是武器系统在完成规定作战使用任务的

时间内，所经历的事件和环境的时序描述。分析其

任务剖面，也就是分析其在完成典型作战任务目标

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各个事件，将整个作战使用过

程用事件按顺序表示，是一个动态行为过程。

4    技术保障装备效能评估

4.1    评估方法说明

试验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装备的使用效能、使

用适用性和体系适用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采用五

级制打分进行评定。根据考核指标体系，各层指标

的权重系数在试验结束后由至少 10 名指挥员打分，

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末级指标采用问卷调查形

式，由参试人员根据现场试验情况采用五级制打分

进行评估；非末级指标由下一层级指标评估得分加权

累加计算评估得分，采用五级制打分进行评估。

4.2    权重系数

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作为权重系数的计

算方法。对试验后采集到的权重系数调查问卷，按

照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步骤进行计算。

4.2.1    建立指标体系

根据试验考核指标体系，构建层次分明、结构清

晰的作战试验评估指标体系。

4.2.2    构造判断矩阵

制作权重系数调查问卷，在试验科目全部完成后

由试验单位至少 10 名指挥员采取会议研讨的方式，

按照权重系数调查问卷进行指标两两比较打分，构

造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级某指标而言，本层级

与之有关的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假定 A 层中

因素 Ak 与下一层次中因素 B1、B2、…、Bn 有联系，

则构造判断矩阵。

任何判断矩阵都满足：

对于 n 阶判断矩阵，对 n(n-1)/2 个矩阵元素给出

数值。

4.2.3    一致性检验

各个层级指标权重系数单排序可以归结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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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问题，即对判断矩阵

B，计算满足 BW=λmaxW 的特征根与特征向量，式中

λmax 为 B 的最大特征根，W 为对应于λmax 的正规化

特征向量。为了检验矩阵的一致性，需要计算一致

性指标 CI，定义判断矩阵 B 的元素：

 
当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时，CI=0。当λmax–n 

越大时，CI 越大，矩阵的一致性则越差。将 CI 与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进行比较。

对于 1、2 阶判断矩阵，RI 只是形式上的，根据

判断矩阵所的定义，1 阶、2 阶判断矩阵总是完全一

致的。当阶数大于 2 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CI，

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的指标 RI 之比记为 CR。当

CR=CI/RI ＜ 0.10 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否则就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

4.2.4    权重系数计算

首先将判断矩阵进行标准化：

然后将每一行进行求和：

 

最后再将列归一化：

 

则所得向量 W=(w1，w2，…，wm) 即为该层级 m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向量。

4.3    问卷调查

由于试验数据指标均为多次获取值，且获取条件

不完全相同，为此需在指标评估前对试验数据进行

处理，得到各指标有效值。末级评估指标包括定性

指标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按照五级制打分评定；定

量指标采集数值，根据数值情况，承试单位现场按

五级制打分评定。评价等级与对应分值见表 1。
4.4    量化评估

在指标权重系数确定之后，装备作战性能指标评

估采用逐级累加计算的方式，上一级指标分值为下

层指标的加权值，加权和分析法的计算模型计算公

式为：

使用效能评估被试装备在规定条件下完成作战任

务所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程度，包含 4 个指标，评估

结果见表 2（表中用 abcde 不同字母代替实际数据）。

5    技术保障装备建设发展展望

5.1    提高技术保障装备自我保障能力

从保障对象自保能力来看，为保证技术保障装备

体系能满足未来一个时期内发展需要，保障对象应

切实提高自保障能力，建议新研电子信息类装备故

障隔离率不低于 90%，其他装备故障隔离率不低于

80%。从各级体系保障任务分工来看，以完成任务为

前提，突出各级体系保障任务分工，合理设定任务

剖面，考虑作战的机动性和任务的完成率和支援保

障的快速性和精确性，最大限度减少自我保障负担，

最大限度发挥体系保障优势。

表 1    评价等级对应分值表

序号
评价
等级

评定原则 对应分值

1 好
契合使用需求程度高，适用性好，

非常满意

9.0（含） 
～ 10.0

2 较好
契合使用需求程度高，适用性较

好，较为满意

8.0（含） 
～ 9.0

3 一般
能满足使用需求，适用性一般，

对装备有更高的期望

6.0（含） 
～ 8.0

4 较差
能满足使用需求，存在一定的缺

陷

4.0（含） 
～ 6.0

5 差
部分不能满足使用需求，有明显

缺陷
低于 4.0

注：打分为“较差”和“差”需给出原因；打分为一般，给

出对装备期望的描述

表 2    作战效能评估结果

指标名称
权重
系数

评估
得分

评估
结果

来源

机动部署能力 a A1 较好 下级评估

抢救抢修能力 b B1 较好 下级评估

战场生存能力 c C1 一般 下级评估

综合信息能力 d D1 较好 下级评估

作战效能 e E1 较好
上述指标得分加权

后累加

注：评估结果表来源中的下级评估，表示由下一级指标评估

计算得到，下文解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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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制专用检测维修设备工具

一是新的保障对象立项时，应视情安排相应专

用检测维修设备工具研制任务，保障对象自检测能

解决的不安排，不属于野战保障任务范畴的不安排，

立足货架产品选型的通用化产品不安排，避免贪大

求全；二是由保障对象承研承制单位承担专用检测

维修设备工具研制任务，避免对保障对象作战运用、

保障需求等方面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列装后跟不

上保障对象的发展等问题。

5.3    优化技术保障装备与保障对象的匹配度

立足新质作战力量建设和发展要求，从体系

设计上，综合考虑任务需求、功能定位、保障效

能等，构建与作战需求相匹配，与主战装备机动

性、防护性等相一致的技术保障装备体系，在保持

最强作战能力和最低保障能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精简后勤和技术保障装备型号，精干后勤和技术保

障装备体系。定期安排技术保障装备技术状态普

查，试情安排相应作业设备工具调整优化，达到与

保障对象较好的匹配度，始终保持装备较强的作业 
能力。

5.4    科学筹划技术保障装备发展

以需定装，以装定编，根据作战任务和实战需要

科学论证后勤和技术保障装备品种型号，功能该整

合的要整合，型号该舍弃的要舍弃；根据装备型号、

配置层级和配备数量，科学确定编配人数。技术保

障装备体系建设时可综合考虑数字化、无人化、智

能化等新技术在后勤和技术保障装备上的运用，立

足现状从现有技术保障装备的模块化、系列化、组

合化上实现突破和发展。

6    结语

基于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特征和装备保障需求，本

文从技术装备保障建设军事需求入手，结合典型任

务和保障能力、研究保障装备运用规律，提出技术

装备作战运用的建设思路，对提高工程装备保障能

力与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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