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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美国海军物资集装化包装的经验做法，提出我国海军物资集装包装的方法措施，加速

推进海军物资集装包装建设。方法 通过数据分析、归纳总结、系统分析等方法总结美国海军物资集装

包装的主要特点和经验做法，运用对比分析、借鉴等方法，结合我军物资包装建设实际，提出推进海军

物资集装化包装建设的方法举措。结果 美国海军集装化包装建设经过近 60 年发展，形成了丰富的集装

化物资保障理论，顺畅的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的集装器材体系，充足配套保障装备，先进的技术和信息

化管理手段，并在历次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和检验。其经验做法为我国海军发展物资集装化物资包装建设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结论 在海军物资集装化包装建设中，必须加强物资保障理论研究、深化物资包装

需求、科学统筹集装化装备器材体系建设，完善物资保障设施与配套装备建设，加大集装化包装技术应

用，推进物资集装化包装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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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US Nav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ainerized Packaging of Naval Materials 

WANG Yan-fang, WANG Jian-min, YANG Xu-dong 

(Number 92228 Unit of PLA, Beijing 10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anlysize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the US naval containerized packaging of mate-

rials, put forward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ainerized packaging of naval materials, and accelerate the con-

struction of naval materials container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re obtained by data analysis, 

summarizing and system analy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y of PLA Nav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n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ainerized packaging of naval materials. United States Navy has formed a serious theory 

of containerized materials logistics, smooth management and mechanism, perfect equipment system, sufficient supporting 

equipmen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good for our construction of containe-

rized packag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aterial logistics, deepen the demand of material 

packaging, scientifically coordinate the materials containerized packaging equipment system, improve the building of 

support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increase the application of containerized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infor-

mation management of materials containerize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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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物资集装化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军事海运局（现称军事海运司令部）采购集装箱为美

军提供物资运输补给，开启了物资集装化的先河。经

过发展建设，美军已经形成了丰富的集装化物资保障

理论、顺畅的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的集装器材体系、

充足配套保障装备，以及先进的技术和信息化管理手

段，并在历次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和检验。特别是随着

海上运输补给舰船的发展壮大，实施海上物资集装化

也己成为世界海军海上运输补给的重要手段，大大提

高了物资保障效率。随着集装化的包装型式、材料、

器材和技术的快速发展，集装化作为包装贮存、运

输、补给的重要基础手段，逐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

物资保障的主要模式。研究分析美国海军集装化物

资保障，对创新我国海军物资保障模式，加强集装

化储、运、补能力，提升海军后勤保障效率具有重

大的军事意义。 

1  高度重视海军集装化物资保障理论

创新和军事需求研究 

在世界各国海军后勤建设中，美军始终是引领后

勤战略发展、后勤理论建设的“领头羊”，特别在“物

资保障”领域，是世界各国海军竞相效仿的榜样。 

1.1  不断创新保障理论 

1996 年起，美军相继颁布了《2010 年联合构想》

和《2020 年联合构想》，提出“主宰机动、精确打击、

全维防护、聚焦后勤”四大联合作战概念[1]。美国海

军以“聚焦后勤”为指南，大力推进海军全资产可视性

系统建设，逐步实现了海军物资储存、运输和供应的

可视化，为海军物资保障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随

着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步伐的加快，美国海军和海军

陆战队后勤先后提出“海基后勤”、“远征后勤”和“精

确后勤”等后勤保障理论，更加突出远程、机动、精

确后勤保障[2]。如围绕 21 世纪物资补给问题，美国

海军要求将“标准化和模块化的单元装载”作为物资

接收、堆码、存储、分发、消耗、使用和废物处理全

流程的基本设计原则，同时强调应建立统一的适于海

军部队使用的物资包装标准，如为了实现军用包产坟

的标准化，美军编制颁布了 MIL-STD-2073-1《军用

包装的标准惯例》《军用材料与包装》，对军用包装的

应用范围、参考标准、关键术语、通用需求、详细需

求等进行了规范，引入自动识别技术，实现了高效、

快速、精准的物资保障。 

1.2  改革创新保障新模式 

美国海军在理论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用理论引

领与指导作战物资保障，不断改革创新保障新模式。

海湾战争以后，美国海军加快了集装化物资保障的步

伐，随着“虚拟库存”、“供应链”和“精确保障”等物流

理论的推广应用，美国海军借鉴地方成熟做法，大力

推进“可视后勤”和“配送式后勤”保障模式，调整整合

海军供应系统，对现有系统进行一体化信息化改造，

实现了适时、适地、适量保障，特别是“虚拟现实”技

术在后勤仓储领域应用更加深入和广泛，真正实现了

“零库存”管理。 

1.3  注重新军事需求研究 

为了适应新的国家安全形势和海战的新需求，美

国海军不断改进其后勤保障工作，“重新设计后勤系

统”。根据其海上向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的特点，

开展利用集装箱进行物资贮存、配送和补给需求研

究。如针对航母、作战支援舰上弹药和物资的装载，

梳理保障流程，针对流程中每一环节和节点的集装化

需求开展细化研究。一方面加强包装和装箱的标准化

需求研究[3]，另一方面创新推广应用新材料、研制模

块化联合运输集装箱（见图 1），使其适应从岸基运

输、码头补给到拼装调运、舰上系固、锁紧，以及海

上仓储和航行补给全链条，应用范围适应所有上舰物

资，不仅减少了成本，减轻了重量，最重要的是优化

了保障流程，提高了保障效率[4]。 

 

 
 

图 1  模块化联合运输集装箱 
Fig.1 Joint modular intermodal container 

 
随着我国海军战略转型、使命任务的拓展和海外

利益保护的需要，海军军品包装在后勤保障中的“短

板效应”日益凸现，成为提升综合后勤保障能力的“瓶

颈”之一。由于海军有五大兵种，其保障物资品类复

杂、数量规模大，外形结构和存储使用要求各不相同，

仅仅依靠采购物资的一次包装进行储、运、补，其保

障效率将大大降低，为了使物资在采购、运输、存储、

出入库、拣选、转运、集配、吊装上舰、舰上输转等

过程中做到快速、准确、合理、有序，必须进行物资

的集装化包装，而实现物流体系各环节无缝连接和标

准化集装配载的基础就是物资包装的集装化、模数化

和标准化，从岸-海-舰上-海外（岛礁）集装化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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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登陆部队装

装箱可以连接

装箱与国际标

海/空联运，

配备的自动射

和自动选择性

海军加大了新型

的 1 个 5 Quad

个称为 Qua

的 20 英尺国

容纳 2500 lb（

少可承载 10 0

铁路通用拖车

成套航空装运

走出去的需要

各类海外军事

性强、节奏快

规模大、时效性

提出了更高的

务压力的增长

海上物资保障也

任务的突发性

耗成倍加大，要

更强，其物资集

点方向、重点地

确各保障节点

作战物资使用

料，确定物资

舰船建设的同

在海上进行集

资的保障对象

论证，确保我

战部队物资保

艇储存舱室、

            

图 4  联
4 Replenishme

模块化联运分

集装化包装型

合模块化联运

集装箱为可折

装备或补给品

接在一起，形

标准兼容，方便

同时确保船上

射频识别标签

性卸货（图 4

型集装化模块

dPod 由 5 个铰

ad 的轻质模块

际标准集装箱

（1 lb≈0.454

000 lb 的质量

车或平板拖车

，还可经组合

要和“一带一

事行动将愈来

快、强度大，物

性要求高等特

的要求。此外

长，我军面临强

也将面临前所

性、大消耗性

要求物资保障

集装化保障势

地区的作战任

物资存储、运

环境，提出集

储运补模数

同时，大力发展

集装化成套物

象、保障需求、

国海上作战部

保障的及时性

补给通道、码

 
            

联合模块化联运
ent, storage and

包 装 工 程

分发

式，

运平

折叠

品的

成 1

便组

上仓

，便

4）。

块研

铰接

块包

箱运

 kg）

量，

车进

合后

一路”

来愈

物资

特点

，随

强敌

所未

，决

障反

势在

任务

运输

集约

；在

展集

物资

、保

部队

、快

码头 

补给

物资

明确

各类

3

建设

系统

还包

空中

3.1

能，

编制

多样

用门

是为

平均

保障

板车

研发

位的

3.2

事海

船，

装载

定了

包装

20，

同类

船、

起重

备、

     b      

运集装箱的海
d transfer for jo

给区域、岸基

资保障链中各

确物资集装、

类包装标准和

 完善集装

美国海军非

设，并强调按

统不仅包括制

包括港口设施

中运输网络等

1  保障设施

美海军集装

设施条件完

制了美军军港

样，有桥式、

门配有集装箱

为快速而安全

均速度能达到

障效率，美国

车、吊车、叉

发多功能物资

的岸基保障。

2  强调集装

和装卸载

美军集装化

海运司令部所

又有滚装船

载量各不相同

了其装卸载方

装，主要采用

30，40 英

类型物资的卸

、系列化全地

重机、牵引拖

、物资的向岸

 
             

海上补给、仓储
oint modular in

基补给线路等

各类保障设施

集束包装要

和包装器材体

装化保障

非常注重物资

按海军后勤“管

制造生产厂、公

施、场站，也包

等。 

施和装备齐

装化保障设施

完备，装备系

港起重机手册

悬臂式、门

箱专用起重机

全地装卸载标

到 35 个/h。此

国海军从地方

叉车、码头传

资输转万向车

 

装化物资的

载装备的配

化物资的海上

所属船只和商

船，还有散装货

同，船上配备

方式的不同。

用各类托盘、

尺集装箱等进

卸载方式，美

地形叉车，重

拖车和装卸设

岸卸载和输转

            

储和输转 
ntermodal cont

等对物资保障

施、设备的储、

要求，研发适于

体系。 

障配套设施

资保障设施与

管线”系统考

公共运输网络

包括海上舰船

齐全 

施和装备突出

列多样。如美

册，手册中所列

门式、浮式、机

机，该集装箱

标准式集装箱

此外为提高军

方采购和配备

传送机和配套

车，为靠泊舰

的海上补给

配套 

上运输补给主

商船，这些船只

货船，船只的

备的配套设备

船载物资大都

、平板货架、

进行集装化装

军研发了各类

重型集装箱专

备等配套装备

转（图 5）[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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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适应

、运、补要求

于物资补给的

施和装备

与装备的配套

虑，其“管线

络、商业仓库

船和商业船只

出勤务保障功

美国海军专门

列起重机种类

机动式等，专

箱起重机主要

箱而设计，其

军港码头岸基

备了专用的平

套装卸装备，

舰艇提供全方

给、舰上输转

主要依靠其军

只既有集装箱

的尺寸、吨位

的不同，也决

都采用集装化

、船用货架和

装载。根据不

类辅助起重机

专用装卸设备

备进行重型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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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3  注重

接配套

美军目前

合模块化联运

别技术融合而

反复使用、方

化联运集装箱

箱，通过联合

统和重型机动

空、海/空联运

化，配备的自

跟踪和自动选

可六方向自由

重机可实现高

其形成集装化

支撑[10]。 

我国海军

其配套保障设

“木桶效应”。

1）应统

老旧的设施分

舰船的装卸载

码头堆场以及

障设施时应考

装化岸基-海上

障能力。 

2）根据

的集装化保障

细化确定配套

紧等装备器材

起吊转运装备

集装化保障效

3）重点

补给、淡水、

接驳作业的标

1 期 

图 5  集装箱
g.5 Rugged terr

集装化包装

套 

前研发的联合

运集装箱、联

而成。联合模

方便堆放的金

箱可以连接在

合模块化联运

动战术卡车物

运，同时确保

自动射频识别

选择性卸货。

由运动的智能

高海况下对海

化岸海投送卸

军在统筹集装

设施与装备，

 

统筹设计集装

分步骤进行改

载要求不同，

及通向码头的

考虑集装化包

上-岛礁（海

据我国海军远

障需求，在集

套的集装化运

材，包括各类

备、专用起重

效率。 

点强调大规模

食品和药品等

标准化，大规

王艳芳

 

箱崎岖地形叉
rain container 

装与输转装

合模块化联运

联合模块化联运

模块化联运集

金属集装箱，

在一起，形成

运平台，与现有

物资搬运系统相

保船上仓储和

别标签，便于进

据报道，美军

能伸缩梁式起

海上集装箱船

卸载能力提供

装化包装建设

防止某一环节

化保障的配套

改造更新，如装

不同物资的

的道路要求也

包装配套建设

海外）全保障链

海作战或海外

集装化物资保

运输、吊运、

类集装件的运

重设备和叉车

联合作战海量

等的集装化物

规模联合作战具

芳等：借鉴美国

车 
forklift 

装卸装备的

运分发系统，由

运平台和自动

集装箱是可折

16 个联合模

成一个标准集

有的托盘装载

相衔接。实现

和货物搬运自

进行物资的实

军正在研发具

起重机，采用该

船的卸载，为确

供了重要的装

设时，需同步规

节上保障效率

套设施建设，

装卸码头对靠

的岸基存贮设

也不同；在新建

设，以确保形成

链条的集装化

外执行军事任

保障需求分析

装卸、系固、

输平台、集装

等，以增强物

量的弹药、燃

物资运输、倒

具有物资装载

国海军经验推进

 

的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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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

载系

现陆/ 

自动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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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建保

成集

化保

任务

析时，

、锁

装箱

物资

燃料

倒驳、

载量

大、

送平

岸，

对接

4 

训，

题，

确地

验教

如果

效率

4.1

射频

强了

对物

资补

灵巧

件物

部实

技术

量、

据，

有物

部队

化货

供关

堆积

货盘

4.2

略计

划”

系统

储运

个仓

用，

为海

一方

物资

挥决

输入

车的

进海军物资集装

、装卸倒驳环

平台、近岸输

再通过岸滩

接接口标准统

 加强物资

化管理

美军从 199

其中最重要

使得补给物

地分发到部队

教训，美军认

果物资信息透

率。 

1  广泛应用

随着信息技

频技术等信息

了内包装物的

物资的管理变

补给，美国海

巧卡、条形码

物资都编有条

实行信息化管

术，实现了对

、位置、运载

达到了准确

物资，并依据

队实施适时、

货单系统，使

关于集装箱所

积在港口和机

盘迅速转移至

2  研发配套

海湾战争后

计划”的指导

”，研发“海军

统”、“舰队库

运、处理系统

仓库、船厂和

逐步实现了

海军物资保障

方面针对岸海

资装卸计划系

决策支持系统

入需搬运的集

的数量，即可

装化建设

环节多，集装化

输转平台和岸

滩专用转运平

统一，其倒驳

资集装化技

91 年的海湾

要的是物流系

物资只能大量

队。海湾战争

为，即使拥有

透明度跟不上

用信息技术

技术的高速发

息技术在军用

的透明性，提

变得更加简便

海军采用激光

码等技术，其

条形码，物资

管理。通过研

对整个物流系

载工具等的自

确、快速、高

据这些信息改

适地、适量

使用激光记忆

所装物资的详

机场的成千上

至目的地。 

套信息管理

后，美国海军

导下，制定“海

军后勤一触供

库存管理分析
[10]。自 2001

和 324 艘船上

海军物资储存

障可视化积累

海衔接保障，美

系统、物资卸

统等信息系统

集装箱、后勤

可测算出卸载

化运补物资需

滩专用转运平

平台接驳转运

驳作业时间才

技术的应

战争中获得了

统信息不透明

量堆积在港口

争经验后，美军

有先进的保障

上，也同样影响

术 

发展，二维乃

用包装领域的

提高了快速反应

便易行。为了加

光记忆卡、射

其“全资产可视

资从采购、储存

发嵌人式芯片

系统中各类物

动跟踪，准确

效地配置、调

改进物流作业

量的保障；美国

忆卡作为数据存

详细信息，从而

上万的海运集

理系统 

军在“海军全资

海军自动识别

供应系统”、“海

和报告系统”

年起，美国海

上进行自动识

存、运输和供

累了丰富的实

美国海军相继

卸载信息系统

统，指挥管理人

车辆或全地形

效率和各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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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岸滩，要求

才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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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和利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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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军的自动

存储媒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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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可视性战

别技术实施计

海军运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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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开始在 7

识别技术的应

供应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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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可通过模拟仿真系统协助后勤指挥人员进行物

流作业的指挥决策，从而使物资装卸载作业透明化，

物资管理自动化，提高了物资的“可视性”[12]。 

4.3  提高海上物资集装化包装的信息化水平 

美国海军重视海上物资集装化包装的信息化管

理水平，针对不同物资保障需求，研发不同的信息管

理系统。如航母上开发使用的自动化存储和检索系

统，能够实现物资储存和管理的自动化，实现物资有

选择的拣选。美国海军在飞机发动机集装箱上使用了

RFID 技术，其目的是通过储存环境的监控掌握发动

机信息和发动机集装箱的损坏情况。此外，美国海军

为了提高物资保障效率，还加大了用于决策支持的仿

真技术、物资识别的自动识别技术等的应用，为提高

物资存储、转运、补给效率提供管理手段[13]。  

4.4  重视作战行动集装化保障评估 

美军在长期累积的海量数据基础上，建立了不同

作战样式下装备、物资投送、输转模型、补给物资和

投送能力等需求数据模型 [14]，对其不同条件下的投

送、输转和装卸等物流活动进行了对比评估，相继开

发了舰船物资装卸计划系统、物资卸载信息系统、越

岸后勤指挥决策支持系统等，指挥管理人员仅仅通过

输入需搬运的集装箱、后勤车辆或全地形集装箱搬运

车的数量，即可测算出卸载效率和各类装备的使用效

率，也可通过模拟仿真系统协助后勤指挥人员进行物

流作业的指挥决策，从而使物流作业透明化，物资管

理自动化，提高了物资的“可视性”[15]。 

我国海军在物流集装化技术应用和集装化物资

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技术应用水平与美军相比差距

较大，其应用研究仅局限在某个仓库、某个部队或某

个层级，缺乏成体系全专业、全链条、全地域的物资

集装化保障能力。要适应未来海上信息化作战对集装

化物资包装的要求，必须借鉴外军，特别是美国海军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实现“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 

1）应在建立和完善集装化物资包装体系的基础

上，借鉴美军成功经验，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整合

现有物资运输补给信息系统，利用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自动识别技术等新兴前沿技术，综合集成可

实时或近实时掌握物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整个物

流系统，特别是对舰艇物资管理信息系统中各类物资

的品种、数量、位置、运载工具等自动跟踪，准确显

示其实时数据，并依据这些信息改进物资保障作业流

程，实现对海上舰艇编队实施适时、适地、适量的物

资保障。 

2）整合优化现有物资信息管理系统。对现有物

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梳理，进行整合优化，利用先进

物流理论和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和电子海图等技术，构建具备需求实时感知、资源可

视掌控、状态精确掌控、全程快速调控、方案实时生

成的物资保障一体化信息系统，为提高保障物资信息

获取能力和物资保障态势掌握能力，变“保障需求迷

雾”为“保障需求透明”和“保障资源透明”，为物资流

的科学调配和运输补给提供可靠技术手段。 

3）加强物资保障的评估。物资保障能力，是部

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物

质基础。物资保障是后勤保障的重要内容，其保障内

容、保障力量、保障装备、保障时效等，是评价物资

保障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影响海上作战成功与否的重

要影响因素。由于海军作战后勤保障评估，涉及专业

多、保障范围广，其保障能力因素受作战变化的影响

难以量化，必须根据作战的目标、任务、规模、持续

时间等输入条件计算油料、弹药、武器装备零备件，

以及人员保障等物资保障需求。由此，需建立作战舰

艇、飞机等武器装备，以及后勤保障力量、装备及相

关后勤要素模型，根据各种标准量化需求，才能得到

近实战后勤保障能力数据，为后勤指挥决策保障方案

提供科学的支撑。 

5  结语 

海军物资集装化包装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物

流、包装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海军转型建设和使命

任务拓展，海军全域型物资保障理论、军事需求研究，

集装化装备器材体系、配套设施装备，以及信息系统

建设等都应受到军地各方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加

大军民深度融合。在包装技术上，充分利用民品包装

管理中的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物资识别、移动跟踪、

物资分发等技术，提高了舰艇物资的识别、分类、存

储、补给的准确性、快速性，以及提高了物资补给效

率，实现了物资可视化、精确化补给。在包装材料上，

利用民品包装中的新材料，发展绿色包装提高舰艇物

资的防护能力和水平，减少了舰艇物资在舰上存储空

间，降低了包装消耗，提高了物资防护水平。在包装

标准上加大与民用标准的融合，实现物资的集装联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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