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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建设需求与对策。方法方法 针对海军使命任务多样化、物资补给规

模化、海上作战体系化要求，通过分析总结舰艇物资包装特点和包装需求，研究提出海军舰艇物资包

装需求和发展建设应采取的有效措施。结果结果 在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建设中，必须加强包装标准化建

设，加速实现舰艇物资集装化，加大包装新技术的应用，推进深度军民融合。结论结论 舰艇物资包装作

为提高物资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必须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提高物资包装水平，加强物资包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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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study the building require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material packaging on
naval ship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diversification of naval missions and tasks, scale-up of material supply and
systemization of sea battles, the features and requirements of material packaging on naval ship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and th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on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of material packaging on naval ships were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packaging on naval ship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ackaging, fasten
containerization of material supply on naval ships,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packaging technolog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packaging in deep combination with civilian packaging.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improving the
material support capability of naval ships, it was suggested that effective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material packaging on naval ship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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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保障是影响和制约现代战争胜利的重要因

素，物资包装作为后勤保障的重要环节，已经引起世

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随着海军亚丁湾护航、东南海方

向维权、大规模作战等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的增多，

特别是随着海军向舰艇大型化、舰船航行远洋化和岸

基保障母港化方向的发展，舰艇补给物资规模、补给

难度越来越大，海军舰艇物资包装成为制约后勤保障

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针对海军舰艇物资包装特

点，研究分析海军使命任务对舰艇物资包装的建设需

求，探讨其建设对策与发展建议，对提高海军后勤综

合保障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海军舰艇物资包装特点

海军作为一支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

航空兵、两栖部队等诸兵种合成的联合作战力量，使

命任务多样，作战环境复杂多变。海军舰艇物资包括

军需、被装、油料、卫生，以及舰材、航材等舰船补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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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其物资包装作为保证物资性能、提高补给效率的

重要方法和手段，具有较高的防护性、输转性、环境适

应性和标准化等多种特点。

1.1 防护性较高

防护性作为物资包装的重要特点，可对物资实施

有效防护，避免物资在流通输转过程中受外部环境的

影响而失效或破坏。海军舰艇物资作为重要军事物

资，直接关系到作战力量的生活保障和战斗力生成。

海军舰艇物资种类、品种多样，包装需求各异，这些物

资在最终到达部队使用之前，要经过包装、运输、储

存、分发、携行、输转、补给等诸多环节。这些环节中，

针对物资的性质的不同，补给程序也有较大差异。在

物资保障过程中，作为保障重要的基础环节，物资包

装应具备与各种运输、搬运、输转机械和器具的匹配

性、适应性和防护性[1]。同时，物资要经受海上和岛礁

高温、高湿、高盐环境的考验，特别是水果、蔬菜等生

鲜物资，随舰艇在海上长时间储存、周转、补给，受海

上高温高湿环境影响，不同的物资包装对物资的质

量、安全影响较大，物资包装的不适宜或损坏都会引

起物资发霉、变质、污染、损坏，甚至爆炸的可能，要求

其包装应具有良好的安全防护性。

1.2 特殊的输转性

海军舰艇物资包装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有益于物

资实现岸至舰、舰至舰、舰至岛、舰至礁的物资补给需

求，提高物资补给效率及可用性。海军舰艇物资从采

购运输、码头补给、舰内输转到海上补给或岛礁补给

期间，补给周期长、输转频次高。既要适应陆上各种

运输工具的运输，又要适应码头装卸机械的装卸，还

要适应舰内转运搬运和恶劣海况下的海上补给。特

别是在舰内输转、海上补给和岛礁补给期间，受海军

舰艇作战功能的限制，舰艇物资在舰内的输转路线复

杂，受海洋地理环境、岛礁环境的限制。目前部分作

业仍需依靠人力完成，补给效率较低。海军舰艇物资

包装要适应现代战争的快节奏，提高物资补给效率，

必须将输转性作为包装建设的重要内容，满足作战部

队机动灵活的物资补给要求。

1.3 环境适应性较高

随着海军转型建设，海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联

合军演、亚丁湾护航、海上救援、南海维权等多样化军

事行动已成为海军的常态化任务。这些任务涉及的

兵力编成复杂，行动范围广，活动地域从岸基到岛礁，

从我岸到敌岸，从近海到远洋，从热带到极寒。海军

舰艇物资在多样化军事行动中需伴随诸作战单元，适

应不同作战环境。以渡海登陆作战为例，物资补给过

程需经过单兵携行、海上运输补给、岸滩输转、滩头分

发等诸多环节，舰艇物资既要适应海上环境和舰船存

储输转环境，又有适应浸水、落水，还需要人力泅渡抢

运，要求包装具有耐水、防水性能，甚至具备漂浮性

能、岛礁抗磨性能等，能够适应海上、岸滩、岛礁等多

种环境要求。

1.4 体系化的规范性

海军舰艇物资种类多、数量大，采购渠道多，舰艇

物资既包括有采购地方企业的物资，也包括军队企业

生产的战备物资。在海军遂行多样化军事行动中，作

战单元既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等水面作战力

量，也包括潜艇、舰载机等水下和空中作战力量，这些

物资储存的条件差异性大，物资输转路径复杂，在整

个保障链中，不能以单一标准约束物资包装，需要体

系化设计物资包装尺寸、规格和材料，实现海军舰艇

物资补给的全域化物流体系、多环节无缝连接和标准

化集装配载。根据海军舰艇物资保障的特点，要求对

包装规格、包装标示、包装材料、集装模数及器具等进

行“模块化-模数化-体系化”设计和对接，以实现舰艇

物资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高容积储存、高效率输转、

快速度分发。

2 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建设发展需求分析

随着国家“经略海洋”战略的实施，海军舰艇编队

出访、海上联合军演、海上救援、境外护航，以及海外实

施护侨行动、撤侨行动、岛礁维权等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日益增多，对海军舰艇物资包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1 海军任务多样化要求舰艇物资包装多功能化

海军兵力编成的复杂性及其遂行任务的多样性

要求物资包装能够适应不同军事行动、不同使用环境

的物资保障需求。舰艇长期在海上活动，要求舰艇物

资包装具备防盐雾、防高温、防海水等多重防护功能，

海军在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中，长期地处沿海或海上

高湿环境，物资需跨海运输、海上补给、岸滩分发，储

存环境恶劣，储存难度大，要求舰艇物资能够提供适

宜物资储存的微环境，保持物资处于良好状态。在海

上运输、补给过程物资受振动、防冲多的特点要求舰

艇物资包装具备吸能缓冲功能。物资在海上补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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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过程中，海上风大浪急，舰船受海况影响，物资受振

动冲击剧烈，对物资包装的可靠性、防护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高海况条件下，大型、重型物资

要求其包装具备吸能减震等功能，防止因振动冲击引

起的物资性能降低和损坏。海外行动、境外护航的多

样化军事任务要求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具备绿色功

能。海军作为国际性军种，远海航行常态化执行任

务，海军必须遵循国际惯例，满足国外港口、海洋环保

的通用化要求，要求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在减少物资包

装质量、改进包装结构的同时，要加大绿色包装材料

的应用，加快与国际的接轨。

2.2 物资补给规模化要求舰艇物资包装集装化

随着海军舰艇的母港化驻泊、舰艇大型化和航行

远洋化，各种物资消耗量剧增，需求量大幅提高，物资

保障向规模化保障方向发展，要求后勤物资包装集装

展[2]。随着海军大型舰艇的相继入列，岸基保障母港

化，补给需求急剧增加，作为海军舰艇物资补给来源

的岸基保障基地，必须适应武器装备和海军作战任务

对物资保障的要求，实现规模化物资补给。海军舰艇

物资包装必须适应海军母港化基地的建设发展，改变

传统物资补给模式和运输方式，发展集装化包装，简

化物资包装和作业手续，提高补给效率，满足母港化

基地物资保障数量大、补给任务重的保障需求。海军

舰艇的大型化、远洋化，各种物资消耗量和补给量十

分巨大，不仅需要集装化母港物资保障能力，更需要

快捷、高效的物资海上运输补给能力。要求舰艇物资

包装必须适应武器装备对物资保障的要求，使海上舰

艇与舰艇之间实现物资集装化配套的搬运、装卸设

备，以及物资信息编码、物资管理功能的衔接配套，有

效利用舰艇舱室存储空间，提高物资集装化周转速

度，提升物资的使用效率，增强海上物资补给的快速

性和精确性。

2.3 海上作战体系化要求舰艇物资包装信息化

随着现代战争节奏的加快，海上战争呈现体系

化特征，作战力量多元化、作战单元模块化，物资保

障的时效性成为影响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3]。物资

保障呈现出种类多、数量大、难度高的特点，要求作

战指挥员能够实时掌握舰艇物资需求，实现物资精

确保障，其解决的重要途径就是包装信息化。以海

军诸兵种合成为特点的体系作战要求舰艇物资包装

信息化。海军未来作战是以综合编成为战斗模块的

体系作战，各作战单元模块所需的舰艇物资种类、数

量各不相同，要求根据战斗消耗和作战进程需要及

时、准确、高效地将物资分发至各作战单元。体系作

战引起的物资保障模式的转变要求物资包装信息

化。未来战争的物资保障模式和运输方式将发生深

刻变化，“派送型”后勤逐渐向“需求感知型”后勤转

变，要求舰艇物资通过包装信息化将包装、储存、运

输、装卸、补给等诸多补给环节有机整合，形成完整

的供应链，为舰艇物资透明化保障提供基础。体系

作战快节奏、高消耗的作战特点要求舰艇物资信息

化。与陆上物资补给不同，海上物资保障需经陆上

运输、码头装载、跨海输送、舰内输转、海上补给、岸

滩分发等多个补给环节，补给过程复杂且相互关联，

补给链长。为了适应快节奏、高消耗的体系作战物

资保障需要，在补给过程中需根据补给对象对物资

进行精确识别、定位，快速确定物资补给路线和补给

数量，而受物资种类、分发环境和分发模式的影响，

不采用先进信息技术实现包装信息化，难以达成物

资保障的快速性和精确性。

3 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发展建设对策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军队对包装工作的重视，以

及包装水平的提高，物资包装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但

与当前海军使命任务和多样化军事任务对包装的需

求相比，海军舰艇物资包装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满足

海军舰艇物资的包装需求，在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建设

中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物资包装水平，满足海

军多样化军事任务保障需求。

3.1 强化包装标准化建设

近年来，我军在物资包装领域相继颁布了数十项

军用标准，这些标准的颁布对提高物资包装科学化、

规范化、标准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5]，但截止到目前，

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包装技术、包装结

构、包装材料等还需进行进一步研究，应针对不同物

资、不同运输、储存条件制定更为详细的标准。海军

应针对舰艇物资补给、运输、输转及存储特点，统筹规

划、充分论证，制定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尺寸系列标准，

规范物资包装的模数和尺寸。针对舰艇物资集装尺寸

规范需求，修订舰艇物资集装尺寸系列标准，完善物资

包装结构、包装尺寸、包装质量的标准体系，构建系统

完整、协调配套、适应海军舰艇物资陆上运输—码头装

载—跨海输送—海上补给的运补和防护需要。逐步

建立和完善舰艇物资包装信息技术标准与规范，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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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用物资信息技术相互兼容，掌握物资出厂、运输、

补给、输转全程流动状态信息，促进舰艇物资补给各

环节的紧密衔接。制定海军舰艇物资防护包装技术

要求，规范海军舰艇物资包装（集装）防护性技术标

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舰艇物资在海上高

温、高湿、高盐雾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输转、补给过程中

所受到的震动、冲击等，重点针对海军舰艇物资的特

殊需求，在现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海军舰艇

物资专用包装标准。

3.2 加速实现物资集装化

我海军舰艇大型化和综合化，必将导致海军舰艇

物资保障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要想掌握海上作战胜

利的主动权，必须能在短时间内以超常规、多样式手

段，实施大运量、全方位、高时效的物资保障[4]。目前

我海军舰艇物资补给主要以散装单件补给为主，补给

过程慢，周期长。20世纪90年代研制的海军集装箱尺

寸小、容量低，应针对舰艇物资补给规模大、数量多的

特点，加速推进舰艇物资的集装化储运补给，重点开

展单元集合包装、托盘包装、组合化包装技术以及联

运集装技术的研究，重点在陆上运输、码头装载、海上

补给以及部分舰船内的舰内输转等环节实现集装化

储运和补给，为实现舰艇物资补给过程的机械化装

卸、集装化运输、联运式补给打下坚实的基础[6—7]。一

方面要加强集装箱、托盘等单元化包装器具在舰艇物

资运输补给中的应用，重点开展海上补给集装箱、联

运集装箱等集装设备的改进和研制工作，提升补给集

装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发展适应舰艇物资集装的配

套设备，舰艇物资集装与运输工具、补给方式、输转工

具、补给设备和舰船结构等紧密相关，应针对舰艇物

资运输工具和补给设备特点，研制和发展适应适应舰

艇物资集装的输转工具和配套设备。

3.3 加大包装新技术应用

为满足现代海上战争对物资防护及快速流通的

需要，包装新技术及包装新材料在海军舰艇物资包装

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目前舰艇物资在包装材料

和包装技术上的研究还较为落后，仅对单一专业、单

一补给问题开展了相关技术研究，在新技术、新材料

的引进、消化、吸收、研发、联合研究等方面还有较大

提升空间。

1）加强包装新技术的应用研究。随着我国经济

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军事后勤诸多科研领域的经

费逐年增加，对于舰艇物资包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

质保证，海军将以此为契机，着重提高舰艇物资包装

的新技术应用水平，重点解决舰艇物资的包装废弃物

处置、包装材料再利用、联运集装技术等问题，通过改

进包装结构设计，减少包装材料应用，开发新型包装

器具，提高舰艇物资包装效能。

2）加强新型功能材料的应用与研发。着眼未来

作战需求，根据不同物资储运需求及作战对物资的防

护需求，广泛开发和应用新型功能材料[8—9]，增加舰艇

物资包装的多功能防护性。针对舰艇航行远洋化物

资包装需求，需重点开发缓冲吸能材料、防潮防静电

材料、爆炸缓冲材料、绿色包装材料，提高舰艇物资包

装的防护功能和绿色环保功能。

3）加大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未来信息化条件

下的海上战争作战空间空前广阔，作战态势瞬息万

变，舰艇物资补给任务繁重而艰巨。为适应未来基

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舰艇物资包装应立足海战

场环境特点，加大条形码、射频识别、定位跟踪、数据

交换等信息技术在海军后勤领域的应用，增强物资

在运输、补给过程的透明性，实现舰艇物资保障的全

程可控、全维可视，提高物资精确保障能力和快速保

障能力。

3.4 推进深度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最本质的内容是在建立完善

动员机制的同时，在军地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的后勤保

障系统，充分利用国家、社会科研平台，与国家、地方

科研院所等开展协作攻关，建立有效的科研军民融合

机制，实现军地信息融合、资源共享[10—11]。海军舰艇物

资涉及范围广、生产渠道多，其包装类型、要求繁杂，

更需要深度军民融合。

1）在包装标准上要加大与民用标准的衔接与

融合。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应首先根据海军后勤保障

需求，不断完善舰艇物资包装标准体系，将那些适于

舰艇物资包装的国家标准纳入到体系中来，对适于

依托国家、地方物流体系的非重要物资，要按标准要

求规范物资包装规格，实现物资集装联运、军民一体

保障。

2）在包装技术和材料上要加强军民融合。舰艇

物资包装应充分利用地方先进的科研条件和科研力

量，借鉴民品包装管理中的先进经验，着眼舰艇物资

运输、存储、补给的特点，研制适应海军后勤保障特点

的多功能、绿色等先进包装材料，加大物资识别、移动

跟踪、物资分发等技术应用，整体提高舰艇物资包装

的防护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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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海军舰艇物资包装特点的分析，确定了防

护性、输转性、环境适应性和规范性是海军舰艇物资

包装的主要特点。针对海军的使命任务和保障需求，

提出海军舰艇物资包装应具备多功能化、集装化、信

息化等需求。为提高海军舰艇物资保障能力，必须强

化包装标准化建设，加速实现物资集装化，加大包装

新技术在舰艇物资包装中的应用，同时，为加速推进

舰艇物资包装水平，必须在包装标准衔接、包装技术

和材料研究上加大军民融合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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