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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弹药装备的保障力是制约弹药装备战斗力发挥的重要因素。 弹药包装作为弹药的承载体和防护体,在
弹药的储存、运输、检测等保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安全性、储存性、运输性和配套性等 4 个方面,分
析了包装对弹药装备保障的影响;同时分析了新型作战平台对弹药包装的新需求,并针对提高弹药包装性能,
增强弹药保障水平,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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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ort capability of ammunition armament is the key factor to the action of battle effectiveness of ammuni鄄
tion. As the bearing body and protection body of ammunition, the ammunition packag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sup鄄
port process of ammunition such as storage, transport, measurement, and etc. The effect of ammunition packaging to
ammunition support wa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safety, storage performance, transport performance and compati鄄
bility. The new demand of the new style combat platform for packaging was analyze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鄄
ward to improve the packaging performance and support ability of ammu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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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

用,加快推动了我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弹药装

备也不例外。 随着智能化弹药的出现,弹药装备已经

远远超越了铁壳加炸药的概念,逐步发展成为集光、
机、电、新材料等多学科技术于一体的复杂系统装备,
对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战斗力的影响越来越大。

1摇 弹药装备保障对战斗力的影响

弹药装备是用于直接对敌目标实施打击和毁伤

的武器装备,是武器效能发挥的终端。 其战斗力主要

表现在对目标的可靠毁伤,这也是对弹药装备的终极

性、根本性要求。 影响弹药装备战斗力发挥的因素有

诸多方面,其中弹药装备的保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

素。 弹药装备保障是指为满足部队作战需要,组织实

施弹药供应,包括筹措、储备、补充和管理等各种措施

及其相关活动的统称[1]。 弹药保障主要体现在弹药

装备战斗力生成之前的准备过程中,涉及从弹药出厂

到战场作用瞬间之前的全过程,包括储存、运输、检测

和维护保养等,在此过程中,包装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现代战争对弹药的消耗惊人,仅伊拉克战争期

间,美军向海湾地区运送的弹药就高达 36. 78 万 t。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打仗没有弹药,毫无办法冶。[1]

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及时准确地提供充足、安全可

靠的弹药装备,将直接影响弹药装备战斗力的发挥,
并最终影响战争的胜败。 在弹药的储存、运输和检测

等各个环节中,要不断提高弹药装备的保障能力和水

平,确保弹药战时供得上、打得响、打得准。 未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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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弹药装备的保障模式、方法和手段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科学的弹药包装不仅能有效地保护弹药,延缓弹

药的质量变化,使其在不同环境影响下受到的侵蚀最

小,还可以提高弹药装备的快速识别、收发和装卸运

输能力。 由此,提高弹药装备的保障能力和水平,弹
药包装科学与否至关重要。

2摇 包装对弹药装备保障的影响

弹药装备的保障涉及诸多方面,但由于弹药自身

特性,其储存寿命平均约为十几年,因此其自生产出

厂到使用或报废,弹药的大部分寿命时间都是在储存

和运输中渡过的。 在此过程中,弹药包装作为弹药的

承载体与防护体,对弹药装备的保障和战斗力的发挥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性能将直接影响着弹药装备的

安全性、储存性、运输性和配套性。
2. 1摇 包装对弹药装备安全性的影响

弹药装备的安全性是指在运输、储存、检测等勤

务处理过程中或发射时不出现自燃、早炸、膛炸等安

全事故的能力[2]。 弹药由于其自身具有燃爆特性,在
受到外部环境力作用时,可能导致其意外发火,引发

安全事故。 科学的弹药包装可以对弹药起到隔离和

防护作用,提高其安全性。 其原因一是减缓弹药质量

的下降速度,使其保持较好的战术技术状态;二是减

少外部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 例如防潮、隔热和密封

包装可以降低温湿度对弹药元件和火炸药的影响,防
止性能变化从而引发早炸、膛炸等事故发生;电磁屏

蔽包装可以降低外部复杂的电磁环境诱发的意外发

火事故,防静电包装可以防止因静电放电而产生的自

燃自爆事故。
2. 2摇 包装对弹药装备储存性的影响

在弹药装备全寿命周期中,处于储存状态的时间

最长,因此弹药装备的储存管理是弹药保障中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 储存过程中,弹药装备的装卸搬运、
堆码翻库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工作量和劳动强

度非常大。 如果弹药包装设计得不合理,与搬运设备

不兼容,就不能采用机械作业,只能通过战士采用手

搬肩扛这种原始的方式来实现,就可能严重影响搬运

的效率[3-4]。 在堆垛的过程中,还可能造成库房内堆

码时很难达到规定的堆积高度,并会出现堆垛晃动失

稳的现象。 不仅影响了库容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可能

因倒垛而引发危险。 相反,科学的弹药包装可以大大

减小储存管理的难度。 如果弹药包装的规格设计合

理,可以利用统一的托盘实现集装化或集装箱化,便
于机械作业,提高弹药收发的效率。 另外弹药包装如

果采用射频技术和条码技术,就可以实现弹药的自动

判读和识别、自动收发,具有方便、准确、快捷等特点。
此外,弹药包装还可以防止弹药装备在储存过程

中受到环境应力的影响而出现质量下降或变性的现

象。 目前的弹药储存主要包括后方仓库储存和野战

弹药仓库储存。 后方仓库中的温湿度环境一般都能

够满足弹药储存的要求,但在野战条件下,自然环境

比较恶劣,弹药容易受到温度、湿度、盐雾、腐蚀性气

体、微生物、冲击、振动及电磁辐射等影响,如果弹药

包装不合适,对环境的影响不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

用,就可能导致弹药金属元件锈蚀、装药受潮、电子元

件受潮失效等后果,从而使弹药降低或失去使用效

能。 因此,要采用科学的包装方式和材料,通过一系

列防护技术和措施,以有效地解决弹药自身与环境之

间的基本矛盾,保障弹药装备的良好储存状态。
2. 3摇 包装对弹药装备运输性的影响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吨的弹药通过铁路、公路及其

他运输方式,由工厂运往仓库,或由仓库运往部队,以
满足部队训练和作战使用。 由于战时弹药消耗量大,
弹药的运输更是弹药保障工作中的关键环节。 根据

有关规定,出于安全的考虑,弹药在运输装载时必须

采用横装的装载方式。 由于弹药种类繁多,现有弹药

包装的适配性较差,按照该要求进行装载时,很难

100%地利用车厢的容积,有的弹药在装载时,甚至浪

费 1 / 3 ~ 1 / 2 的有效容积,从而导致运力不足且造成

了极大浪费。 同时,有的弹药包装箱自重过大,有的

重量甚至超过弹药自身的重量,造成了运力的浪费。
此外,在运输过程中,弹药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振

动冲击,甚至可能会出现不慎跌落的现象,较大的冲

击作用可能会使某些弹药解除保险,引发事故。 由此

在弹药包装设计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弹药装载运输方

式、包装的自重等因素以提高运输效率,同时还要注

重振动或冲击防护性能。
2. 4摇 包装对弹药装备配套性的影响

弹药装备的配套性是指弹药在规定的使用条件

下,能随时满意地投入使用或根据要求能随时作好战

斗准备的能力[2]。 这不仅要求弹药的各部分元件、技
术文件具有配套性,弹药的包装同样要满足配套性,
主要包括外包装、内包装和弹药包装的密封性等。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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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弹药的包装不满足装备的配套性要求,可能造成弹

药在储存、运输或携运行过程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

响而致使质量或性能显著下降,从而影响弹药装备战

斗力的发挥。

3摇 提高弹药装备包装性能的措施和方法

我军的弹药包装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

步,但是还存在着系列化、标准化和通用化程度低,防
护功能不匹配,勤务方便性较差等不足[5-6]。 由此为

了提高包装性能,增强弹药装备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3. 1摇 规划需求牵引

随着武器装备科技水平的发展,各类新型作战平

台正在或即将装备部队,例如远程火箭炮武器系统、
攻击无人机平台、航母作战平台等。 这些新型武器装

备平台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
增强了我军的军事实力。 由于各类新型武器平台都

配用了不同功能、不同型号的弹药,例如远程火箭炮

武器系统就配用了末敏弹、云爆弹、杀爆弹等多类弹

种,航母作战平台配用了舰炮弹药、航空弹药等各类

弹药,因而对弹药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

外,现代战场日趋恶劣的电磁环境,以及未来电磁脉

冲弹、高功率微波弹等新型弹种的出现,对我军智能

化弹药的安全性和战场生存能力也提出了严峻挑战。
由此,弹药包装的发展要顺应新型武器平台和新型弹

种的发展趋势,满足其对弹药包装的军事需求。
3. 2摇 抓好顶层谋划

目前的弹药包装箱(筒)的结构、尺寸和标准都未

完全统一,即使同一种武器所配用的弹药包装也不尽

相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少顶层谋划,生产厂

家“各自为政冶的结果造成的,给弹药的储存、运输和

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加

强顶层谋划。 由总部相关单位组织专家,根据弹药装

备的发展现状和信息化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储存、运
输、检测等勤务处理各个环节对弹药包装的要求,进
一步修改完善弹药包装的标准制度,并将其作为评定

弹药装备性能的重要技术指标,同时将其严格纳入出

厂验收程序,消除“各自为政冶带来的不利影响。
3. 3摇 加强系统设计

目前各弹药生产厂家比较注重弹药本身的设计

和研制开发,但在弹药包装设计方面投入不够,存在

“重弹药、轻包装冶的思想,从而制约了弹药包装技术

的快速发展。 由此,要将弹药装备的设计与弹药包装

的设计结合起来,在弹药的设计定型过程中,要尽可

能考虑弹药包装的要求,将弹药包装的标准制度、铁
路运输规定、弹药试验规定等都纳入弹药包装的设计

中,加强弹药包装的系统设计,实现弹药包装的通用

化、系列化。
3. 4摇 注重技术运用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不断涌现,因此弹药包装也要顺应时代发展和信息

化发展趋势,加大集装化、组套化、可视化等技术的转

化应用[7-8],不断提高弹药包装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

平,提高其防潮、防热、防静电、防电磁干扰等性能指

标,为我军更好开展弹药保障业务工作,加快弹药装

备的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满足未来军事斗争准备需

要提供可靠保障。

4摇 结语

弹药包装作为弹药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

弹药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 由此,要紧紧适应装备发

展趋势和弹药快速精确保障带来的严峻挑战,抓好弹

药包装论证、研制、生产和应用的各个环节,着力提高

弹药包装性能,推动弹药装备保障力和战斗力的快速

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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