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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医务人员“虚拟现实”训练方案对我海外基地卫勤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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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与分类，在借鉴美军医务人员“虚拟现实”培训计划、训练目标、

训练阶段与训练模式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驻海外基地卫勤工作面对的难点与挑战，提出对基地卫勤力量训练建设的

几点启示，为提升基地卫勤保障能力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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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virtual reality” training program of US army medical staff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ervice in PLA overseas bas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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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VR” training plan, training target, training stage and training mode of US army medical staff,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medical service work in PLA overseas base,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of medical service force in bas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edical service 
support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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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

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仪式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我国首

个海外保障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海外基地是指一

国在海外权利地域或在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数量的

武装或保障力量、执行特定军事活动、设立机构和

基建的区域［1-2］。全新的行动模式、多元的任务背

景、陌生的地域环境和复杂的周边形势对海外基地

卫勤保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运用新技术提升

海外卫勤保障基地医疗单元的训练水平，强化其快

速反应支援能力、协同联动能力及时效处置能力，

是基地卫生力量科学建设的重要支点。

美军于20世纪90年代初将“虚拟现实”（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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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VR）技术应用于兵种训练领域［3］，并逐步

优化。可以说，VR 技术为美军军事专业人员提供

了全新的训练和培养模式，专家认为将虚拟模拟和

机器人技术整合进军事培训之中，对作战水平的提

升和保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杠杆作用［4］。了解国外

成熟高效的 VR 训练模式，探索其在驻外基地卫勤

保障建设领域的运用，对于夯实我军驻外基地卫生

专业力量，提高多样化勤务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　VR技术特点与分类

VR 技术是仿真生态的一个分支，核心在于利

用数字图形合成、计算机模拟仿真和人工智能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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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军医务人员VR训练方案

近年来美军官兵在各大军事行动中所展现出的

专业的作战适应能力与勤务保障能力与他们近似

实战的高水平 VR 训练建设密切相关［8］。美国国防

部每年对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进行部署前培训，将

VR 技术整合到医疗培训和应用程序，帮助医务人

员在进入行动区域前的过渡阶段迅速获取或者重新

巩固必要医疗技能，减少部署期间患者死亡和二次

受伤的错误治疗风险［9］。

2.1　训练目标与阶段　美国国防部医疗保健研究

和质量机构与美国陆军创伤训练中心合作指导制定

了以急重症救护、多发战伤救护、复苏医学救护

与呼吸道保持等临床实践技能为基础，融合团队领

导、情境监控、相互支持和沟通能力塑造，并加以

战场环境模拟个性化运用的培训架构。同时，其训

练方案不断吸纳伤病员治疗转运的新兴理论，力求

所有医疗队员在部署前能够及时更新知识，掌握最

新治疗方案，达到独立或团队行动标准。

训练阶段通常分为教室基础模拟、临床循环模

拟和极限流量模拟 3 个阶段（图 2）。适应性训练

框架由虚拟建模、环境比较和数据优化 3 级设计组

成，包括：任务分析，得出要测量和训练的知识和

技能的本体论；数学建模，确定技能获取和丢失中

的领域和个体特定变异；认知建模，将特定的技能

缺失模型嵌入强化学习者行为模型中，然后将其与

从任务分析得出的本体行动结合起来［10］。

2.2　阶段一训练　将执行任务的美军医疗人员在

相应的培训中心进行预先训练，训练内容主要以场

地教学和模拟训练为主，同时开设 120 h 左右的单

纯性课堂讲座。在 VR 实验场地中，在数字模拟的

多类创伤伤员的帮助下，受训人员依次进行伤员护

理课题学习、临床实践指南学习和针对受训人员存

在的知识盲点进行的专项补差训练。团队模拟训练

也在阶段一进行，导师可以根据伤员受伤的严重程

度和患者的需要，利用模拟环境指导受训人员体验

不同的团队工作角色。

行动（部署）环境模拟训练是阶段一训练中最

等多种技术生成能最大程度还原现实世界，并可进

行人机互动的多媒体特殊构象空间［5］。VR 技术具

有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三大特点［6］，实现的

是一种现实与虚拟的交互状态。以海外基地卫勤

模拟训练为例，参与者将自我意识与创拟基地所在

地域现实世界相结合，对其中的物体进行观察与操

作，参与虚拟医疗事件的处置记录，获得视觉、听

觉、触觉甚至是嗅觉等直观的感受（图 1）。目前，

VR 技术按照应用平台与领域发展的不同分为四大

类：桌面窗口型 VR 系统、高真度型 VR 系统、网

络分布共享式 VR 系统和混合现实系统［7］。与传统

的计算机仿真应用相比，VR 技术在结果立体现实

化、环境信息多维化、传感交流简便化等方面更具

先进性，使用者能从综合集成的环境中加深对现实

事物的理解，得到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认识。

图 1　VR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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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军医务人员 VR 训练进阶图

VR：虚拟现实

重要的一项内容，所有受训者均应参加。目的是让

受训者快速了解并感受实际部署环境与挑战，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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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阶段二训练　在本阶段中，培训导师使用 VR
技术控制受训人员的临床技能学习过程。通过虚拟

构设的多类战伤患者的处理模型，包括人物的虚拟

认知、知觉、动作范围和不同的处理背景实现。受

训人员在训练过程中通过 VR 的感知处理模块、运

动行为模块、记忆和技能获取模块进行训练指标项

目的客观测量。

在此期间，受训人员轮转创伤复苏中心、手术

室和重症监护室，巩固团队合作项目与合作原则。

团队一次管理数名 VR 创造患者与可使用的医疗器

械装备，实施损伤修复或高级创伤生命支持，并稳

定患者情绪，经初步治疗和稳定化处理后，将患者

转移到继续干预和管理区域观察，直至体征平稳。

受训人员和团队在本阶段执行昼夜循环工作班次，

平均治疗护理 30～40 名虚拟患者，从而保证有足

够的时间与机会练习调整治疗方法。在本阶段，随

着团队成员熟悉他们的初始分配角色，他们会被随

机安排到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团队角色，以发挥团

队的灵活搭配功效。

2.4　阶段三训练　本阶段是受训人员的训练成果

检验阶段，也是他们在部署之前最后一次全面训练

和查漏补缺的机会。本阶段训练以顶峰练习为主

要内容，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受训人员需要独立控

制虚拟的创伤救护中心，急重症观察区和外科手术

室，并进行一段时间的持续模拟手术。虚拟患者流

量随着战场部署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并模拟一次超

过受训团队收治能力的大规模伤亡事件，考验团队

的快速应变能力、持续极限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

3　我军驻海外基地卫勤力量训练建设面临的挑战

3.1　驻地基础设施落后，涉外环境复杂，安全威

胁挑战大　以吉布提保障基地为例，其地处非洲东

北部亚丁湾西岸，气候炎热少雨，美、日、法等国

均在此设有军事基地，其境内自然资源贫乏，工农

业基础薄弱，长期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

之一。毗邻国家政治形态复杂，区域动乱、部族矛

盾、恐怖主义、恶性传染病使吉布提国家安全形势

常年处于严峻状态。严酷的生存环境、动荡的政治

格局、脆弱的安全防线给基地卫勤力量的实地训练

工作开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对卫生部门的持续保

障能力是巨大的考验。

3.2　驻地物资匮乏，补给供应耗时长，受疫情威 

胁大　受海外驻地经济形势限制，大量医用生活物

资只能在国内或者在受信任的第三国采买并实施远

海运输，其周期长、限制多，可运输品种少，部分

物资的自然损耗严重［11］。同时，在运输过程中，物

资安全性容易受到港口所在国或地区自然源性疾病

或地区性流行病威胁，因此，每次物资补给对基地

卫勤力量的组织准备、预案设计、协作替代能力都

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

3.3　驻地周边冲突暴发突然，海陆两面伤员瞬时

增多，医疗救援准备时间短，困难因素多　海外地

域敏感多变，部分区域恐怖主义滋生猖獗，跨国犯

罪集团盘踞，地域冲突事件或恐怖袭击事件往往突

然发生，大批量伤员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各类伤情

会在短时间爆发［12］，摩擦的突然性和救援的时效

性要求基地卫勤力量在接到命令后快速展开行动，

准备时间短暂，易受地缘外交、宗教习俗、信息失

衡、语言屏障等不利因素影响，这对医务人员的备

战训练程度与彼此合作程度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4　基地医疗力量抽组时间短，磨合训练系统性

较弱，整体救治实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驻海外基地

卫勤力量从人员选拔抽组到进驻基地时间短，任务

重，不同隶属团队磨合机会与装备展开使用次数较

少。以吉布提保障基地为例，医疗人员任务部署前

的训练科目以常备勤务训练为中心，训练多以军事

医学理论、战创伤救治技术、野战医疗队的机动与

展开部署等经验零散型课程为主，缺乏任务特征与

模块整体性训练，与热带沙漠海洋环境中突发伤病

员的医治需求相符合的针对性训练内容较少，整体

实力潜质有待进一步挖掘开发。

4　美军训练模式对我军驻海外基地卫勤力量训练

建设的启示

4.1　把握驻外卫勤保障需要，利用 VR 技术构建符

合海外基地实际环境的多维演练场　以“快反、灵

活、高效”的行动标准为基础，以“拉得出、跟得

上、救得下、治得好”的行动要求为目标，以驻海

外基地承担的军地需求为牵引，积极聚焦驻外基地

卫勤保障主心主线，融合数字化信息化渐进升级式

卫勤建设需求，结合基地实际驻扎海陆环境，发挥

VR 技术的临境优势，构建出虚拟全维数字地理信

息系统和具有基于视感、触感、听感、反力感甚

至味感等多种感觉通道的多维虚拟工作环境的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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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平台，比如虚拟的吉布提医院手术中心或者野外

驻训时的沙漠环境，使医疗受训人员能沉浸其中，

进行高真度还原的“实战”保障训练。三维虚拟现

实化的培训场地将成为实现现代卫勤理念的理想界

面，从而较大幅度提高卫勤力量在陌生环境下的联

动保障能力。

4.2　把握驻外医疗装备配置情况，利用 VR 技术建

立模块化、层级化、系统化的医疗训练项目　积极

开展驻海外基地卫生资源评估，掌握医务人员技能

家底和装备使用现状，牢固树立“分类分型深化训

管，着力提升驻外现代卫勤建设层次”的思想，充

分重视 VR 技术的综合效能与科学利用，将 VR 技

术与数据信息交叉综合应用作为一项长期性、重

点性基础工程来抓，做好课程层级设计，加强跨专

业部门的构建分工联合，着力推进分头建设、成果

共享、整体提高的建设思路，推广“基础模拟—临

床模拟—极限测试”的 3 步培训观点，提出符合驻

外基地战略规划与重点部署的保障训练科目，阶段

性开展人装结合的虚拟训练与实操训练，注重人机

磨合效率，按照实际训练中的需求意见改进装备建

设，同时也增加队员对配置医疗设备的熟悉度。同

时，在构建 VR 训练系统时，应注重强化设置环境

的属地化、评判指标的标准化与伤员模型的可用性

和兼容性，增加训练模拟的可信度。

4.3　把握驻外军民行动任务特点，利用 VR 技术

与基地局域网络构建卫勤人员分布式联合训练 
机制　驻海外基地卫勤力量既要承担基地日常训

练与护航编队医疗后送的保障任务，又要承担国际

人道主义救援、出访援助交流、撤侨保障等非战争

军事行动的保障任务，其任务种类多，保障对象繁

复、特点不尽相同。应积极开发应用目前成熟的

网络分布式 VR 技术，在日常训练中，运用远程 VR
系统的联机功能，使分散在不同地域、不同作战任

务、不同指挥层次的作战单元与基地卫勤力量连接

起来，也可把分布在异地异区（比如基地医院人员

和护航编队医疗所人员）的受训人员组织起来，在

同一任务想定、同一行动背景、同一环境态势下进

行规模化联合训练，练层级分工、练协调配合，达

到事半功倍的训练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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