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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研究海战卫勤保障特点是确定卫勤保障原则'要求和措施的前提#是组织实施海战卫勤保障的基础性工作&本文

通过文献调研及研究分析#根据未来海战的作战样式'投入兵力'武器装备'作战环境等#从保障对象'保障范围'伤员发生'伤员救

治'卫勤组织指挥'药材供应'卫勤安全等角度#提出了现代海战卫勤保障的六大特点#为军事'后勤'卫生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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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海上方向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

势#海上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打赢海上之仗的战

略任务现实而紧迫)

#

*

#对海上作战卫勤保障能力建设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完成现代海战的卫勤保障

任务#首先必须依据海战类型'投入兵力'武器装备'

作战环境等#深入研究探讨卫勤保障特点#在明确卫

勤保障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卫勤保障要求&本文通过

文献调研等研究分析#归纳总结了现代海战卫勤保障

特点#供军事'后勤'卫生部门参考&

?

!

海#空#地#天#电#网一体作战&卫勤保障点多面广

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出现与使用#使现代海军兵

力的活动空间延伸到了多个领域#即使单个的海上

作战兵力或作战单位#也往往具有对多层空间作战

的手段#形成水面'水下'空中'外层空间'电磁空间

和网络空间等多维立体战场环境&海军的水面舰

艇'水下潜艇'空中航空兵'陆战部队'电子对抗部队

等作战力量将按作战任务编组)

!

*

#担负信息作战'空

中作战'反潜作战'防空作战'登岛$礁%作战等任务&

作战兵力在战场的全空间展开#并在指挥信息系统

的保障下#围绕统一的作战目的#相互紧密联系#呈

现出海'空'地'天'电'网一体作战#侦察预警'指挥

控制'火力打击'防护和保障交联融合的新型海军作

战体系&这种作战体系的着眼点是选择敌作战体系

的要害部位和关键支撑点实施重点打击#以破坏敌

关键功能发挥#瘫痪敌作战体系#使得海军作战与保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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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行动将在水面'水下'空中'地面'太空等有形空间

甚至在电磁频谱'信息网络等无形空间中进行&此

军事作战特点#引申出了卫勤保障点多面广的特点#

伤病员可在水面'水下'空中和地面分别或同时发

生&根据,以人为本-和,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卫生

人员-的要求#各个战斗部队或单元都应该配备卫勤

力量#在地面'水面'水下'空中实施伤病员医疗救护

与后送#疾病预防与控制&

@

!

作战力量多元和方式的多样性&使卫勤力量组成

多元化&组织指挥复杂

现代海战以联合作战居多#参战的兵力不但有

海军#还会有空军'陆军'火箭兵'武警和地方力量#

一次战役中会有多种作战方式&作战力量的多元性

和作战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卫勤力量结构的多元化

和构成来源的广泛性&卫勤力量可包括!$

#

%海军作

战卫勤力量#主要有海军战役军团编制内的卫勤力

量$如海军医院#基地'舰艇'支队'水警区'舰航卫勤

保障力量#医院船'救护艇'卫生运输船等%($

!

%战区

联勤卫勤保障力量$如联勤分部医院'应急保障旅卫

生营'卫勤机动力量等%($

%

%空军卫勤保障力量$如

场站卫生队'空军医院等%($

H

%上级卫勤加强的部

$分%队($

D

%地方动员的卫勤保障力量等&单从海军

参战部队的各卫勤单位看#有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

队'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以及陆战队等部队卫

勤#这些卫勤力量有各自的保障对象'不同的保障任

务和要求'不同的保障方式和方法#而且部署分散#

点多线长#使卫勤组织指挥艰巨而复杂&

从战役卫勤系统看#由于参战军兵种多#各军兵

种卫勤又自成体系#并形成一定的上下级及友邻相

互联系#工作关系复杂#要使其有效运转#协调'控制

好各卫勤单位'部门的正常运转#卫勤内'外部的协

同将极其复杂&

从卫勤力量的运用方式看#随着卫勤机动性能

的日益增强和信息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一部

分卫勤力量不一定部署在战役'战术地$海%域内也

能遂行保障任务#即实施快速反应'应急机动的保障

模式#这既为卫勤力量的分散部署创造了条件#也对

卫勤保障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在受到信

息攻击的情况下#卫勤组织指挥难以顺畅高效地实

施#卫勤组织指挥的稳定性更加难以保证&

B

!

武器装备远程化#制导化#精确化&伤员可瞬间批

量发生

火力突击是遂行海上作战的基础和主要表现形

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海战战场透明#无前

后方)

%

*

#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武器大量装备部

队#海军兵力的武器装备全面实现了导弹化和电子

化#远射程精确制导兵器已占据海上作战的主体地

位#使海上交战的距离基本超出发射平台的雷达探

测距离#超视距发射'防区外打击已成为信息化条件

下海上作战的基本交战方式&这种交战方式深刻地

改变着传统的交战观念#由强调集中兵力转为强调

集中火力#由强调平台自行搜索'展开接敌转为体系

提供目标信息#平台在引导下发射#使海上进攻更具

突然性#同时也加大了海战场的纵深化发展#使防御

一方更加困难&现代战争高新武器大量使用#杀伤

力显著提高#

#

"

!

枚导弹或高爆炸力炸弹即可重创

或击沉一艘护卫舰或驱逐舰$表
#

)

H

*

%#造成数十名

舰员伤亡$表
!

)

H

*

%#而且伤员中烧伤'炸伤占多数#

救治难度大'要求高#需要迅速急救'后送#并尽早获

得早期的确定性治疗#才能降低伤死率和伤残率&

L

!

海上作战节奏快#战场情况多变&卫勤保障时效

性强

信息化条件下海上作战节奏快'战场情况多变#

卫勤保障的不定因素和动态变化因素增多(现代卫

勤准备时间短#要完成卫勤指挥机构的建立'保障力

量的部署'保障物资的筹措和前送'伤病员救治与后

送等任务#对卫勤保障的时效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卫勤在海上作战准备过程中必须要在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能量的积聚#一旦作战发起伤病员发生后#要将

这些能量快速释放&可以说#卫勤保障成功与否#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卫勤能量的快速积聚与释放&

在作战节奏快'战场情况多变的海战中#伤员抢救时

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保障力&在战

现场
#",-2

内能否得到急救$

#",-2

白金时间%#伤

后
$",-2

内能否得到有效救治$

$",-2

黄金时间%

是伤员救治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拖延了时间#丧

失了时效性#卫勤保障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海上

作战行动频率的增加#战场流动性的增大#使卫勤不

但要在机动中保障#还要在作战中保障#进一步加剧

了卫勤保障工作的紧张性与时效性&

S

!

保障点多面广&伤员数量多&药品器材需求量大#

海上补给难

现代海战通常是联合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海军兵力单独或在其他军兵种兵力支援下#在海洋

战场及相关空间组织实施的作战#其作战力量主要

由海军兵力'空军'陆军的特种力量和海上后备力量

构成&作战力量的多元性带来了卫勤保障对象的多

元性#作战力量分布的广泛性带来了卫勤保障的点

多'面广#使得卫勤所需物资的数量大'品种多&打

击武器的命中精度和杀伤力的提高#非致命武器在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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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激烈的战场环境中的逐渐运用#使伤员的数量

增多#而且伤情构成复杂#造成药品器材消耗增多&

而兵力的机动#药品器材的前送'伤员的前接与后

送#又使运输量剧增#加上战时可能遭受的损失)

D

*以

及海战场环境的复杂性#特别是远海作战常遭遇海

上恶劣的气象条件#药品器材补给将会非常困难&

表
?

!

近代海战中几艘舰艇的战损情况!

L

"

!

舰名$国别% 作战时间 吨位
)

"

7

!

遭袭武器
!

战损情况

艾拉特$以%

#F$& !D""

冥河导弹
H

枚 立即沉没

贝尔格拉诺将军$阿%

#FB! #%$HD

鱼雷
!

枚
H",-2

沉没

考文垂$英%

#FB! H#"" D""

磅炸弹
#

枚 沉没

热心$英%

#FB! %!D" D""

磅炸弹
#

枚及火箭 约
#"M

沉没

谢菲尔德$英%

#FB! H#""

飞鱼导弹
#

枚 大火#

#

周后沉没

斯塔克$英%

#FB& %DB&

飞鱼导弹
!

枚$

#

枚未炸% 重创#

%*

后火才被扑灭

表
@

!

近代海战中几艘受损舰的减员情况!

L

"

舰名$国别%

作战

时间

编制

,

死亡

,

伤员

,

减员率

$

S

%

伤员占伤

亡总数$

S

%

艾拉特$以%

#F$& !"! D# HB HF<" HB<D

谢菲尔德$英%

#FB! !$B !" !H #$<H DH<D

考文垂$英%

#FB! !$B !# !% #$<H D!<%

热心$英%

#FB! !%D !! %B !D<D $%<%

斯塔克$英%

#FB& !!# %& !# !$<! %"<F

[

!

受敌威胁严重&卫勤安全稳定性差

海上日渐透明的战场环境和非线式'非接触式

作战#使后勤遭敌袭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勤资源

的破坏与反破坏斗争将异常激烈&敌我双方都将竭

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后勤安全#以顺利完成后勤保障

任务(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打击和破坏对方的后勤目

标和运输线#以求达到摧毁其战争资源#割断其前后

方联系#瘫痪其后勤供应之目的&在我军卫勤是后

勤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卫勤可纳入后勤统一的防

卫体系内#但仍免不了会遭到敌方的火力打击&

海军战役卫勤机构的配置大部分地处沿海一

带#位置较为固定#遭敌远程综合火力袭击的可能性

增大#在防卫力量不足和伪装防护困难的情况下#战

役卫勤岸上机构和设施的防卫任务更加艰巨(海上

机动保障力量如卫生船舶'编队救护所#是完成海上

保障任务的重要力量#对增强海上持续作战能力起

着决定的作用#由于在较长时间内暴露于海上#隐蔽

困难#加之自身防卫力量有限#将会是敌方主要打击

对象之一&因此#海上卫勤保障力量的安全防卫任

务会非常艰巨&

Q

!

小
!

结

中国的快速崛起#被视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挑

战者#

!"#D

年
!

月
#F

日#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在讲

话中将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概括为,

!Q!Q!Q#

-#即

两个重型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中型对手$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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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繁重艰巨#海军作为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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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能打仗'打胜仗-是对军队的根本要求#为保打

胜仗服务是卫勤的根本职能&为达到保障有力#我

们必须研究现代海战卫勤保障特点&本文根据未来

海战的作战样式'投入兵力'武器装备'作战环境等#

从保障对象'保障范围'伤员发生'伤员救治'卫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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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训练方案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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