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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军事训练伤防治与研究工作是降低非战斗减员、有效保障部队战斗力和提高军事训练效果的关键举 
措。深入分析军事训练伤的防治策略与相关研究，可为进一步细化科学施训的具体落地提供依据。海军部队作为我

军战略发展的重要武装力量，其建设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局面，海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与研究成为部队的重要研究课

题。近年来，康复医学在运动能力建设、训练伤防治等多个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康复理念的全面覆盖和康复具体实

施及应用阶段的不断前移得到各领域的广泛认同。加强康复在海军训练伤防治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就当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海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与研究的康复策略提出思考和展望，为海军军事训练伤防治

与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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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he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of military training injuries (MTI) are crucial for reducing non-battle 
casualties, ensuring combat readiness,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ilitary training. In-depth analyses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MTI and related research can provide concrete guidance for scientific training practices.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Chinese Navy has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of MTI in naval forces have become a key focus. In recent years,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for its importance in areas such as physical capability enhancement and injury prevention. The comprehensive 
adoption of rehabilitation concepts and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It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injuries in 
naval train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ehabilit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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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I in the Navy,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and prospects for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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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训练伤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军事训练伤防治工作重点在基层，重心在预防，

预防是关键，康复治疗是保证。近年来，全军军事

训练伤防治与康复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2024 年 
1 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组织召开全军军

事训练伤防治工作研讨会，肯定了前期我军军事训

练伤在防治理念、技术、器材和制度规范等方面取

得的积极创新成果，并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军事训练

伤四级防治体系建设。会上指出，在军事训练伤中

大约 85% 的伤病员需要接受康复治疗。因此，无

论是在平时还是战时，康复治疗都是军队医疗保障

的重要环节［1］。笔者从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与研

究中心角度，针对军改后新形势下高标准的军事训

练要求，面向海军军事训练伤特点与防治需求，探

讨军事训练伤防治与康复策略及建设意见。

1 海军军事训练伤特点与防治难点

海军是我国的海上武装力量，主要任务是防御

敌人从海上的入侵，保卫领海主权，维护海洋权益。

2023 年底，笔者随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与研究中

心开展新一轮“三巡”工作，结合前期调研的数据

与资料，发现海军军事训练伤近年向“伤谱广、伤

阈宽、任务态”的特点演化。

1.1 伤谱广 海军是细分兵员种类最多的军种，包

括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和岸防等

部队。多兵种化造就其训练伤“伤谱广”的特点。与

其他军种相比，海军训练伤防治工作的管理与实施是

个巨大挑战。调研发现，在海军训练伤谱中，除了因

常规体训科目所致的软组织损伤、骨关节损伤、

热射病等，还包括特殊训练科目如飞行、潜水、跳

伞、攀岩、综合演练等产生的骨折、软组织挫伤、

淹溺、火器伤等特殊伤情［2-6］。针对伤谱广的特点，

海军训练伤需要制定更加全面的防治策略。

1.2 伤阈宽 按照任务属地区分，海军驻训分布

涵盖北部、东部、南部战区，包括我国海防线，跨

越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其驻

训点呈现地域广、湿度大、温差大等特点［7］。面

对特殊驻训作业环境，海军训练伤同时呈现出伤阈

宽的特点，除了与其他军种共性的训练伤，还有特

有的海洋生物伤、海训皮肤伤、海水浸泡伤等。近

年，在国家国防战略的部署下，海军任务区域多分

布于热带、亚热带区域，在此背景下，聚焦高温、

高湿环境下训练伤防治是下一步海军卫勤工作重点

之一。此外，海军需要研究不同地域、季节和环境

等对官兵机体与疾病的影响，并制定针对性的防治

与康复方案。

1.3 任务态 近年来，海军发展战略由近海防御

转向远海护卫。远海联合卫勤保障训练、卫勤联合

实战演练模式常态化开展，联合军演、护航、海外

基地驻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出访等军事任务

常态化执行。任务态发生伤情的特点对海上独立任

务训练伤后的应急处置与早期康复的介入是关键。

远航卫勤环境下随着任务周期的延长和受活动空间

限制、船体晃动、食物补给欠缺等不良因素影响，

造成任务队员肌肉萎缩、关节损伤发生率逐步提 
升［8］，所以围任务的周期内损伤预防的康复策略显

得更加重要。此外，任务态下，心理应激也是影响任

务队员训练伤高发的另一重要因素［9］。结合多任务

态的特点，海军训练伤防治工作中独立处置方案与

能力尤为重要，要系统培训与落实；损伤后早期康

复的及时介入是保障伤后战斗力恢复的要点，需要

加强建设；损伤预防思维是重中之重，要贯穿始终。

由于海军军事训练伤存在以上“伤谱广、伤

阈宽、任务态”的特点，其防治工作相较其他军兵

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不同兵员种类、不同战

位、不同训练科目、不同岗位的体适能要求也不尽

相同。因此，推出更为精准的个性化军事训练伤防

治策略和干预手段，已经成为当前海军军事训练伤

防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2 海军军事训练伤防治发展策略

随着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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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军委、海军紧密围绕军事训练伤发生的相关风险

因素，全面深化制度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开展训

练伤“巡讲、巡诊、巡调”三巡工作，针对性普及

军事训练伤防治的科普知识，建立军事训练伤四级

防治体系，针对性改善训练器材并配备康复治疗设

备、加强军事训练伤防治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等有

效举措。由于军事训练伤发生与多种因素密切相

关，分析海军军事训练伤防治发展趋势，应着重从

以下几方面展开。

2.1 针对不同因素的防治策略  
2.1.1 个人因素 在既往对海军陆战队的研究中

发现，官兵的训练伤发病率与年龄、军龄相关［2］。

17～25 岁的年轻官兵承担较重的训练任务，他们

具有体能优势，参与训练的热情高，但对军事训练

技巧的掌握不够全面，更容易受伤。军龄较长的官

兵因长期的训练累积了慢性损伤，也增加了受伤的

风险。此外，休假刚归队人员、超重或肥胖者、患

有失眠等慢性病者及体弱者也是军事训练伤的高发

人群。究其原因，此类人群训练伤发生率高与其身

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关节负荷、身体机能和肌肉

力量等体能素质均相关。

针对以上个人危险因素，海军训练伤的防治与

康复工作要重点开展各级官兵体能与运动能力评

估。目前的评估主要是通过常规体检完成，缺乏专

业军人运动能力评估专项。零星组织的个体化评估

结果也不能及时有效转化为被评测官兵的针对性防

治与康复方案。另外，目前调研及评估工作主要还

是依赖于传统的纸质调研、问卷等形式完成，其所

覆盖人群有限，数据采集分析效率偏低，数据的可

视化效果和及时反馈性差，不能为上级部门的决策

快速形成指导。随着医学与工程技术的进步，围绕

个体因素的体能与运动能力评估，今后的发展趋势

将聚焦训练伤防治及康复，在数据得到安全保证的

前提下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每个官兵的体能

状况、运动能力、易伤部位等，及时形成有效的个

性化训练伤防治指导及康复治疗方案。

2.1.2 训练因素 在海洋军事训练的环境中，过大

的训练负荷与过强的训练节奏显著提升了受伤的

概率。海军特色的训练科目多样，组训难度大，强

度高［3］，尤其是在实战化训练标准提升的背景下，

官兵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体能和技能挑战，也增加

了受伤风险。近年来，海军各兵种训练强度和训练

科目的难度均明显提升，训练标准与要求也较前提

高。相对地，在基层的组训人员中能够同时熟练掌

握训练伤相关的防治和康复专业知识的人才还较

为欠缺，科学组训的有效推进存在较大挑战。鉴于

此，标准化的综合体能训练与个体化的专项运动能

力增强训练显得更加重要，这需要训练伤防治专家

组的宣教、基层军医的学习与官兵的参与，三者形

成合力；而借助动作识别技术、视觉互动技术等工

具研发相关群体体能训练软件与设备，逐步可以作

为组织标准化、个体化军事训练的补充，形成未来

海军军事训练新模式。

2.1.3 环境因素 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欠缺

的训练场地及不够完善的防护装备，也是不可忽视

的外部风险，会增加海军军事训练伤的发生率［10］。

相比其他部队，大部分海军部队长期处于海上组织

训练，以上问题显得更加尖锐，尤其在训练环境与

场地两个因素上。由此，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提

升个人技能与防护装备尤为重要。针对海军舰艇

环境的特点，积极合理应用运动损伤防护装备是今

后的发展趋势，可借鉴国外海军针对舰艇甲板硬度

高、空间小而使用下肢防护装备的相关做法，集

成、研发一批适合我海军官兵的特色防护装备。

2.2 预防教育和提升防伤意识的干预 从预防

教育和防伤意识提升的角度来看，海军军事训练

伤的发生往往与官兵对训练伤预防知识的缺乏有 
关［3,5,10］。因此，强化防伤教育、提升官兵的自我

保护意识，是降低海军军事训练伤发生率的另一重

点。这包括定期举办线上线下的防伤知识讲座、开

展实战化的防伤技能训练、模拟场景演练等，以努

力让每一名官兵具备接近运动专业人群的理论与实

践水平，熟练掌握并应用防伤技巧，从根本上减少

训练伤的发生。

2.3 零期诊断和早期康复 早期发现训练伤征候

及早期的康复治疗介入对于治疗训练伤具有重要意

义。术后的康复干预可有效提高伤病官兵重返战位

率。基层军医及卫生员应熟练掌握运用训练伤零期

诊断技术，在训练前后，通过实时伤史采集和特异

性专科体检，特别是对训练中的疼痛及功能障碍进

行判别，发现训练伤早期病例，实现军事训练伤的

早期监测、诊断及治疗。对于术后的伤病官兵，应

普及康复疗养政策，发挥海军医联体职能，有效降

低伤残率并提高重返战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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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卫生健康监管的干预 卫生健康监管是确保

军事训练顺利进行和维护官兵身体健康的重要保

障，各训练单位必须强化对参训官兵健康状况的全

方位监控与评价［11］。任务期间的海军部队，可在

组训实施前、训练过程中、训练结束后科学评估

身体状况并及时响应与对策。加强官兵自我监测

意识，使官兵掌握生理心理正常与异常特征，一旦

发现任何异常，即刻向医疗部门汇报，积极协同医

疗、卫生管理团队执行训练期间的健康监控与评估

流程，共同构建安全高效的卫生健康监管制度。

3 海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与康复的思考

近 30 年来，我军在军事训练伤防治方面不断

进行探索和研究。2001 年 8 月，中国军队首次发布

《军事训练伤诊断标准及防治原则》［12］，明确规

定了军事训练伤统一的防治原则：落实《军队军事

训练健康保护规定》，实施科学训练方法；加强军

事训练期间的医学教育与监督；强调军事训练期间

的心理知识教育与心理指导。此后历经 20 余年不

断发展，2022 年 9 月发布了《军事训练伤诊断与防

治原则专家共识（2022 版）》，关于训练伤的预防

和治疗原则得到进一步完善［7］。

结合海军军医大学近年海上卫勤保障任务经

历，从长远航、岛礁、海外基地以及岸基等“三

巡”和“遂行保障”中总结，康复理念在军事训练

伤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步凸显，“训前预防”

措施和“伤后康复”方案已成为防治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13］。“康复训练的前置”体现在训练前

及时介入，以达到更好的防伤效果［14］；“早期康

复”旨在对训练伤及时干预，能发挥更好防伤、防

重、加快康复速度的作用，是有效防治训练伤的要 
点［14］。鉴于此，对几个环节提出以下思考。

3.1 防治理念提升

3.1.1 管理人员 海军部队管理人员注重科学施

训，紧密结合新下发《军事训练大纲》《军事训练

保护规定》等制度规范的内容，定期组织官兵开展

学习与继续教育。训练伤防治与研究中心专家组要

定期形成建议议案，针对不同组训内容制定针对性

军事训练伤风险因素筛查、预警体系，供上级以及

军事管理人员在组训、演习、任务中参考应用。

3.1.2 军医 军医是训练伤防治工作的策划者与实

施者，要与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中心医院多线联

动，线上、线下形成专项学习网络，并及时更新制

度、技术、装备等，将最新理念与方案应用服务于

部队［15］，指导目标人群形成个体化强化训练方案，

宣教零期诊断技术［16-17］等，为受训人员提供全程的

防治技术指导方案，落地并融入组训工作中去。

3.1.3 卫生军士 卫生军士是训练伤防治工作的协

助者与执行者。作为部队基础卫勤保障力量中的重

要一环，卫生军士是与广大官兵接触最紧密的卫生

专业人员，其防治理念提升的关键是持续培训，定

期开展防治技术实施、康复设备操作等实践练习与

考核，锻造成为专业技术过硬、临床经验丰富、一

专多能的卫勤保障尖兵。

3.1.4 战士 战士是训练伤防治工作的核心，也是

受益者。本次全军专项研讨会公布的训练伤流行病

学数据显示，训练伤发生率明显下降，伤病结构明

显优化，这都是前期新理念、新举措落地的切实成

效，具有重大军事意义。作为受益者本身，战士更

须掌握防伤与自助互救技术，所以理念更新要作为

一项系统工程来落实，常抓不懈。还可在受训战士

中积极推广和普及更为简便、高效、易学的军事训

练伤防治与康复教材，积极培训训练伤自治互治技 
术［18-19］、非药物疗法的技术［10］等。

3.2 防治技术普及

3.2.1 特定空间 海军所处环境多为高温、高湿或生

活空间狭小，其训练伤分布多以关节损伤为主［20-21］。

长期的实践证明，在特定环境与空间中，中医康复适

宜技术的普及实施能够对训练伤的发病率与伤情起到

积极作用，适合海上任务卫勤保障需求［22-23］。

3.2.2 特殊人群 海上任务往往需要多兵种协作完

成，每一兵种成员都是一群特殊的人群，其训练及

作业内容均显著不同。这决定了其伤病谱系各具特

点，需要为之制定不同的康复干预方案。如，海军

陆战队伤病谱系多为髋、膝、踝关节为主的下肢损

伤［2-4］，航空兵部队伤病谱系多为颈、腰椎为主的

脊柱损伤［24-25］，其治疗方案、技术的侧重各不相

同。面对不同人群开展指导并制定针对性的运动康

复处方和专项体能训练方案，需要通过有侧重地强

化特定人群重点保护部位的特种体能素质，以形成

有效且有针对性的防治能力。

3.2.3 特种技术 开展康复新技术，从筛选出适合

军事训练伤防治康复的角度出发，特种康复技术须

具备可自助、互助的特点，并且见效快速、普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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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近年来筋膜松解术、贴扎技术等在基层部队中

逐步受到官兵的青睐［18,25-26］，这些特种技术在缓解

和治疗慢性劳损性疼痛和肌肉紧张方面安全有效、

操作简便，适宜在基层进行推广使用。

3.3 工程应用创新

3.3.1 普及配备自助互助类医疗器械 海军官兵多

因场地因素受限，存在康复设备在舰艇与岛礁的覆

盖率偏低偏弱的特征，需要加大体积小、便于携带

的自助互助类设备的配备与研发。其特点是可让每

一个独立作战单元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伤病防治体

系，且覆盖主要训练伤病谱系，也能让官兵在第一

时间接受早期康复医疗处理，最大范围发挥其在有

限空间的效应，如刮痧理疗仪［27］、超声波治疗仪、

筋膜枪、低中频治疗仪［28］、短波治疗仪等。

3.3.2 拓展应用智能化康复设备 军事训练实现

向“智”转型、以“智”练兵，不断提高军事训练

科技度和“含智量”，助力加快智能化作战能力生

成。智能康复医疗设备是智能时代下康复医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实施智能化卫勤保障的基础

支撑，直接关乎智能化训练伤康复质效。康复训练

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近年在医学界快速发展与应 
用［29-30］，其标准化的康复理念更适合病种谱系相

对集中的军事训练伤。构建智能化的训练伤康复平

台，拓展智能化康复设备应用，需要我们紧盯智能

理念、智能科技和智能化的发展，使康复保障逐步

迈向“无人化”“同质化”，既可有效减少军队医

疗人员编制与工作负荷，同时也满足海军训练伤防

治建设的迫切需求。

3.3.3 加强军事卫勤信息体系化建设 近年来，随

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军队信息化建

设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全面高效的信息化管理能

力还需要协同上下端，同步、双向、畅通地完成体

能、训练、医疗、康复、运送、预警等多环节、一

体化信息集成管理。军医大学与军事医学研究机构

可以发挥优势，与工程学科紧密结合，推进军事训

练伤信息体系的快速建设，早日实现“训”与“伤”

实时信息统筹，从上到下科学施训，从基层到院校

科学治伤研伤，让官兵人人科学防伤，让康复全面

覆盖官兵各健康需求点。

4 小 结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下的新要求，我

们更要以全面加强保障实战化军事训练为目标，努

力提升军事训练伤防治和康复水平。加强海军训练

伤防治与康复不是小修小补、零敲碎打，而是整体

重塑、系统推进，要重视顶层设计，以训练伤防治

与康复的需求为牵引，脚踏实地，层层突破，科技

赋能，步步为营，创新突破，为实现海军训练伤防

治与康复工作的质变和飞跃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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