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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勤力量优化部署机制与应用研究

张鹭鹭，刘　源，张　义
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本研究针对卫勤力量部署优化机制的理论难点和快速决策的应用重点问题，运用文献归纳法、专家咨询法和系统分

析建立卫勤力量优化部署要素与优化决策逻辑模型，采用线性规划、整数规划、层次分析法、ＡＲＩＭＡＢＰ神经网络模型以及系

统动力学等方法，构建各类卫勤力量优化部署模型，揭示了卫勤力量优化部署的内在特点与规律，综合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技术、软件工程与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研制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决策支持系统与卫勤指挥作业箱，实现了不确定条件下卫勤力

量部署快速决策的理论模型、信息化软件和装备工具系列成果，为多样化军事任务卫勤高效保障提供了理论依据，拓展了卫勤

循证决策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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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勤力量部署是卫勤组织指挥的核心，也是提
高卫勤保障力的前提。随着多样化军事任务对卫勤
保障使命和要求的转变，卫勤力量部署的复杂性增
加，对其快速反应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研究基于系统性思考与实践（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着眼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的使命
要求，以“灵活、快速、精确、高效”的卫勤保障为出发
点，聚焦卫勤力量优化部署的复杂性机制与快速决策

的应用工具问题，旨在通过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技术
与方法，建立卫勤力量优化部署模型，揭示卫勤力量
部署系统平时与应急状态下的复杂适应性规律，获得
卫勤力量优化部署机制；据此研发基于卫勤力量综合
数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卫勤力量优化部署系列决

策支持系统（卫勤ＧＩＳＤＳＳ），快速生成各种卫勤力量
部署预案，评价保障能力，为卫勤力量的平时分布、应
急抽组与部署提供可视化管理、不间断决策支持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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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指挥工具；按照信息化、灵活、便携的要求开发
卫勤指挥装备———卫勤指挥作业箱，解决卫勤力量部
署的快速反应性问题；基于本课题组建立的卫勤循证
决策理论方法体系，探讨卫勤力量部署的理论、技术
与装备的一体化，为提高卫勤力量部署系统的反应能
力提供理论与方法依据［１４］。

１　研究技术路线

　　本研究按照卫勤力量数据库与大样本数据挖

掘模型构建与优化机制研究决策支持系统及其指
挥装备研发的流程完成（图１）。首先进行卫勤力量
部署的定性研究，界定并标化卫勤力量的类别、指标
与体系框架，建立卫勤力量部署决策问题矩阵，筛选
不确定条件下卫勤力量部署的主要优化决策问题，
建立卫勤力量部署决策分析框架；其次建立卫勤力
量部署优化部署模型体系，揭示不确定条件下的卫
勤力量优化部署机制；最后，研发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的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决策支持系统及装备［１４］。

图１　研究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ｒｏ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资料和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本研究搜集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各类
突发事件的卫勤保障模式及其卫勤力量部署相关资

料。２００５年先后对某区域进行现场调研，获得战役
与战术两个层面卫勤保障模式及其组织指挥体系、
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各类卫勤力量的总量、结构与分
布，包括对人力、床位、机构、设备等各类卫生资源、
药品器材物资及野战卫生装备５年以上的数据资
料，并对其储备、更新、消耗、管理及其保障能力进行
统计分析［２，４７］。

２．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针对不确定条件下卫勤力
量优化部署的复杂性特点，综合运用复杂系统科学
理论、卫生资源配置理论、现代卫生勤务理论、文献
归纳法、专家咨询法和系统分析法进行定性研究；运
用运筹学、多元统计方法、系统动力学等建模方法，
构建各类卫勤力量优化部署模型；采用Ｏｒａｃｌｅ９ｉ建
立卫勤力量综合数据库，地理信息技术与软件工程

技术研制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决策支持系统与卫勤指

挥装备，利用ＳＰＳＳ１０．０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３　主要研究结果

３．１　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定性研究

３．１．１　卫勤力量部署要素界定　确立卫勤力量部
署要素包括卫勤力量类别和部署指标体系。界定卫
勤力量类别包括各级卫生救治机构、救治力量、救治
床位（手术台）、药品器材、物资装备等。卫勤力量部
署要素与前期军队卫生资源配置研究对象一致，是
针对不确定条件下系统结构不断改变的特点，根据
不同的决策目标进行优化与集成［２，６７］。

３．１．２　卫勤力量部署优化问题筛选　旨在获得不
确定条件下卫勤力量部署的关键与复杂问题。将卫
勤力量部署的优化问题按照平时和应急两种状态进

行筛选，将“平时分布、应急抽组”作为出发点，筛选
出分布优化、结构优化、选址优化、抽组优化、调集优
化、筹措优化与后送优化等系列卫勤力量部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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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一步获得各优化问题所对应的要素与指
标［２，４，８］。

３．１．３　卫勤力量部署优化决策逻辑模型　卫勤力
量优化部署系统包括优化问题、决策技术系统和决
策支持平台三部分［２］。卫勤力量部署优化决策的逻
辑过程可描述为：通过问题筛选获得卫勤力量部署
的系列优化问题，在决策支撑平台（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ＳＰ）支撑下，利用决策技术系统（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ＴＳ）中的方法与技术，将优化问
题分解为若干决策点，进行包括信息搜集、需求分
析、模拟实验、绩效评估和政策干预等内容的循证量
化分析（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ＩＡ），获得卫勤
力量部署问题的优化决策方案。其中，决策支撑平台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ＳＰ）是卫勤力量部署优化
决策的基础，包括软件平台（决策支持软件）、硬件平
台（装备工具）和网络平台（数据库、协调机制等），可
对决策技术系统进行不间断支撑，从而实现卫勤力量
部署决策的快速反应性和持续性（图２）。

３．２　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建模与机制研究　卫勤力
量优化部署研究目的在于解决不确定外部环境下的

卫勤力量的有机整合部署，优化模型的构建成为卫
勤力量优化部署机制研究的核心。本研究采用建立
数学模型的方法。针对筛选出的系列卫勤力量部署
决策问题，建立相应优化模型，主要包括区域层面的

卫勤力量分布优化模型和应急机动卫勤力量抽组优

化模型，微观层面关注卫勤需求、药材、装备等方面，
重点在于微观结构优化，包括服务量预测模型、卫勤
力量微观结构优化模型、卫勤保障机构选址优化模
型和卫生装备编配优化模型，用于实现各类卫勤力
量部署复杂问题的优化决策，揭示卫勤力量优化部
署机制（表１）［８１０］。

图２　卫勤力量部署循证决策逻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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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卫勤力量优化部署模型组成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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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应用工具　运用数据库技

术、地理信息技术，建立卫勤力量综合数据库和地理

信息数据库，构建卫勤力量部署技术平台，为卫勤力

量优化部署决策支持系统与指挥作业箱提供数据支

持。以各类卫勤力量优化部署模型为基础，集成地

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研发系列卫勤力量优化

部署决策支持系统（包括卫勤保障机构分布优化决

策支持系统、机动卫勤力量抽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

卫勤力量微观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卫勤保障机

构选址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卫生装备编配优化决策

支持系统、卫勤保障物资调集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和

医疗后送模拟优化决策支持系统７个分系统），为不

确定条件下和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力量部署提供快

速的方案、预案生成工具。同时，研制用于战术卫勤

组织指挥的卫勤指挥作业箱，为战术卫勤指挥提供

伴随性决策装备，提高了卫勤决策与指挥的快速反

应性，实现了卫勤力量部署理论、技术与装备的集成

（图３）［１０１５］。

图３　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应用工具

Ｆｉｇ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ｃｅｓ

４　小　结

　　本研究针对不确定条件下的卫勤力量部署复杂

性与快速反应性展开，有效解释了不确定条件下卫

勤力量优化部署的复杂性与反应性，获得了卫勤力

量优化部署的内在规律及运行机制，提高了不确定

条件下卫勤保障的快速决策能力，对于提高非战争

军事行动卫勤保障效能，乃至卫勤系统整体保障能

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应用研究成果为卫勤保障提

供快速决策的辅助工具，进一步提升了卫勤组织指

挥与保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以及科学决策水

平［１６１７］。本研究作为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新领域，

体现了卫勤力量部署理论、技术与装备的集成，拓展

了卫勤循证决策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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