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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军用物资组套包装与集装化储运。方法方法 分析军用车辆器材基数组套包装与集装化

储运的优势，提出器材基数组套包装的形式和实现方法。结果结果 提出了器材基数组套和组套集装化方

式。结论结论 车辆器材基数组套包装与集装化是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物资保障模式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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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study the military material set packaging as well as the containerized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advantages of military base vehicle equipment kits packaged with containerized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forms and methods to achieve equipment base kits packaging were proposed. The
containerized pattern of equipment base kits and group sets was proposed. The base vehicle equipment kits packaged with
container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adapt to the future information warfare material suppor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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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信息化战争对作战物资装备的依赖，无论是

在质量上，还是在时限上，特别是在数量上，都将呈现

出与以往巨大的不同。及时、准确地将大量作战物资

装备送达作战地域，势必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重

要因素，也是后勤各种保障能力的最终体现。美军在

近几场现代局部战争中，迅速发展的模块化、集装化

储运给出了重要启示，以基数组套、集装化储运的新

模式，将成为军品包装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在现代后

勤物资保障中居于主导地位[1]。

1 基数组套包装

1.1 基数组套包装及优势

军品包装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军用物资提供有效

的防护，并通过包装储运“链接”功能将军用物资储运

各个环节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完整的物流供应链，对

军事力量施行有效保障[1]。我军现役车型多，器材品

种杂，配套厂家多，包装形式各异，厂家供应器材不仅

有木箱、纸箱、条筐包装，还有麻包、草袋、草绳缠绕，

另外器材包装规格尺寸杂乱，防护水平低，储存时间

短，不适应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急时应急”、“战时应

战”的保障要求。军用车辆器材基数组套包装，是将

器材按保障需求——“基数”进行组套防护包装，再利

用集装器具将形状各异、大小、数量不一的器材，按照

某种规则组套集装在一起，或将若干个基数集合在一

起，形成一个能满足多种需求、适合物流作业的最佳

组合单元，即基数组套集装单元。通过这种基数化包

装“链接”组成的“集装单元”，可真正实现“储运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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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一体化”，为军用车辆器材快速化、一体化和精确

化保障提供便利[2]。

1.2 基数组套包装方式

军用车辆器材基数组套包装除了与器材包装规

格尺寸、结构有关外，还与器材储备基数有关。其方

式主要有以下3种。

1.2.1 携运行单元

按照部队战时应携运行的器材基数进行防护包

装后，组合成器材基数“单元箱（组）”或“单元包”，供

部队应急所需，随时保障。

1.2.2 战术基数组套单元

按部队建制或车辆装备编制数确定战时可能的

战损车辆（轻损）应保障的器材基数，对这些器材进行

组套包装后，再装入器材箱组，形成基数化战术集装

储运单元，配发到部队一级或仓库存放，战时进行伴

随保障见图1。

1.2.3 战役（战略）基数组套单元

按部队建制或车辆装备编制数确定战时可能的

战损车辆（中损或重损）应保障的器材基数，在后方仓

库对这些器材进行组套包装后，再装入统一选用的集

装箱或组合箱（如JY7型军用集装箱组），编配组成野

战后方器材仓库，对战役、战略方向进行定点或伴随

支援保障，见图2。

军用车辆器材基数组套包装，对器材包装结构、

材质、尺寸、防护、储存期限、单箱数量、包装标识等提

出了相应的要求，应规范和统一这些要求。

2 基数组套集装

2.1 具体目标

器材基数组套包装与集装化是要提高器材包装

的标准化、系列化、配套化和模块化程度。具体目

标：基数组套包装器材在数量、种类、功能、工作流程

上与器材保障需求相配套，满足品种适用、数量适

当、功能配套、流程协同的要求；实现器材贮运过程

与物流要素的无缝链接；提高物流作业效率和物流

载体利用率；能为在储、在运器材信息化管控提供便

利条件。

2.2 基数组套集装要求

战储车辆器材由于品种多，形状各异，尺寸、质量

差异大，大件总成件多等因素，对其组套集装提出以

下要求。

2.2.1 器材摆放

不同器材在装箱时有不同的摆放要求，如立放、

侧放、躺放、旋转等，这就要求依据器材本身的属性进

行合理分类，然后确定其摆放位置。

2.2.2 器材承重能力

不同器材有不同的承重能力，同一器材不同支撑

面承重能力也有差别。应保证承重能力差的器材放

在承重能力强的上面，尽量满足下重上轻的配载原

则。

2.2.3 器材装载优先顺序

一个集装单元内需装载不同品种的器材，且体

积、质量和承重能力各不相同，有些还有特定的配载

要求，在组套装箱时设置器材摆放优先级，装箱优先

级高的器材优先装载。

2.2.4 配载优化

不同器材装箱配载方式不同，为提高集装单元空

间利用率和装载率，组套装箱时将根据器材包装方

式，采取相应的优化方式和配载规则。

图1 战术基数组套单元

Fig.1 Tactical base set unit

图2 战役基数组套单元

Fig.2 Battle base set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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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器材基数组套与集装化

3.1 器材基数组套包装

军用车辆器材基数组套包装，是将器材按储备基

数规定的品种和数量，重新分拣、包装与配套组合，将

若干单体包装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基数化存储单元

或集装单元。

3.1.1 器材分类

由于车辆器材种类多、形状各异，构成与材质比

较复杂，通过合理分类，可针对不同类别器材采用合

适的防护包装技术和装箱方法[3]。军用车辆器材通常

按以下方法分类：按器材防护包装等级分类，主要依

据器材对湿度是否敏感，是否易生锈、变质，以及是否

贵重、精密等因素，将其划分为A，B两个防护包装等

级；按器材本身的属性分类，主要依据器材材质、结

构、尺寸、质量和表面状态等特征，将其划分为大件总

成、中小总成、金属零部件、电器设备、非金属器材、壳

箱等类。

3.1.2 基数组套流程

器材基数组套场地可设器材启封分拣区、器材单

体包装区、包装器材存放区、包装标识制作区、基数组

套装箱区、基数箱组存放区、集装单元存储区。器材

基数组套人员可分为分拣组、包装组、装箱组、标识

组、集装组和搬运组。基数组套流程见图3。

3.1.3 防护包装

军用车辆器材，特别是战储器材是为战时应急所

需，通常储存时间较长。为保证器材储备质量，适应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气候环境，以及一般库房、简易库

房和野战条件下的储运，就必须对其进行防护包装，

以延长储存期限。同时，可减少器材外包装占用体

积，提高集装单元的利用率[4—5]。器材防护包装时，应

综合考虑器材的材质、形状、大小、贮运环境等因素，

选用合适的防护包装方法，见图4。

3.2 器材组套集装化方式

3.2.1 集装化方式及选择

目前，集装方式按其形态可划分为专用箱组集

装、集装箱集装、托盘集装、框架集装、捆扎集装、集装

袋集装、集装网集装等。根据军用车辆器材特点和储

备要求，其组套集装选用专用箱组集装、托盘集装、集

装箱（组合式）集装、框架式集装。

专用箱组和托盘主要用于车辆战术储备器材基

数组套集装，组合式集装箱和集装框架主要用于车辆

战役储备器材基数组套集装[6]。

3.2.2 依托器材专用箱组套集装

战备维修器材箱是一种小型集装箱组，专门为储

运车辆战术储备器材而定制。各车型战术储备器材

依据基数标准制订装箱清单。组套装箱时，严格按器

材组套装箱要求、装箱顺序、装箱定位图实施。对包

装尺寸发生变化的器材，可适当调整抽屉内活动隔板

位置，也可使用缓冲衬垫材料填充其空隙，以适应防

护包装尺寸的变化。

某车型战术储备器材使用B型箱进行基数组套装

箱，第1箱第1层基数组套装箱见图5。其装箱顺序：

先装第1箱第1层（上层）抽屉，再装下一层的顺序实

施装箱。抽屉内可按照先装左右上格，再装左右下

格，再装中间各格的顺序装配。

3.2.3 依托标准托盘组套集装

1）基本要求。为规范装箱流程，提高作业效率，

图3 器材基数组套流程

Fig.3 Flowchart of equipment base set forming

图4 器材防护包装技术方法

Fig.4 Equipment protective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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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托盘基数组套集装提出了以下要求：稳定性，为保

持托盘包装箱稳定，降低箱体重心，应将质量较大的

装入包装箱下部，质量较小的装入包装箱上部；同种

器材集合装箱，一个基数器材中，同种器材应集合组

套装入同一箱同一格中；同类器材集中装箱，一个基

数器材中，有些器材功能相近，材质相同，可将其集

中装入同一箱同一格中，以方便器材的管理使用；箱

内器材布局，当包装箱内器材种类较多时，可用插板

将箱内空间分隔若干小格，按器材大小适时调整隔

板位置。

2）组套流程。为提高装箱效率，将装箱过程分为

分类组套、试装定位、核对标识等3个阶段。分类组

套，依据该车型器材基数标准备好器材，按器材分类

方法分为若干类别，再进行组套。试装定位，依据装

箱原则、装箱要求和器材类别进行装箱，按器材尺寸

合理调整箱内插板位置，试装完毕后，对整个箱体进

行质量和平衡测试。测试通过后，准确记录每个包装

箱插板位置以及器材在各箱内的位置、数量和摆放顺

序，绘制定位平面图和装箱明细表。核对标识，装箱

完成后，对照定位平面图与装箱实物进行核对，装箱

明细表与基数标准进行核对，确保装箱器材数量、位

置准确。核对完毕后，再进行标识。

3）集装实例。对某车型1个战储基数器材进行

托盘基数组套装箱，器材有171种，共1089件。分类

组套，将器材按照前述分类方法进行分类，然后组套

装入分拣框内。试装定位，按器材组套装箱要求装

箱，该车型器材共装10箱，见图6，装箱完成后，进行质

量和平衡测试，参照实物绘制各箱内器材定位平面图

和装箱明细表。核对标识，依据定位平面图和装箱明

细表与实物、基数标准核对。

器材标志采用文字与二维条码混合标识，主要标

示器材编码、器材名称、规格型号、出厂日期、包装数

量等内容。标志直接粘贴于器材内包装或中间包装

的中部。

箱体标志包括箱体内、箱体外。箱体内采用图形

和文字标志，箱体外采用数字和射频卡标志。图形标

志标明该箱器材装箱布局定位情况，采用定位平面

图。文字标志采用装箱明细表，标明该箱器材车型、

器材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内容。数字标志采用阿

拉伯数字，每个基数包装箱从1开始编号，标明该箱编

号。射频卡标志标示该箱器材车型、器材名称、规格

型号、数量等内容。箱内标志设于箱盖内中央，便于

观察，防止脱落，箱外标志设于包装箱外侧正面明显

位置，标志上有保护措施。器材查找定位通过读取射

频卡信息、查看定位平面图、装箱明细表和器材二维

条码的方式进行。

3.2.4 依托军用集装箱组套装箱

1）JY7型军用集装箱。JY7型军用集装箱（外形

尺寸为1968 mm×2438 mm×2438 mm），作为器材集

装箱的基本组合单元，将3个设为一组，组合成1个6

m标准尺寸的器材集装箱见图2。JY7型军用集装箱

图5 B型箱第1箱第1层装箱

Fig.5 The first box of the first layer of packing for B-type boxes 图6 器材分类与组套装箱

Fig.6 Equipment classification and group packaging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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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两侧对开门，通口尺寸为1880 mm×2380 mm。

在器材集装箱侧板顶部靠近角件的部位，设置一电源

壁盒装置板，装置板上设有通讯接口、网络接口、GPS

接口和电源接口。

2）组套集装方式。JY7型集装箱内部存储结构采

用抽拉托架式结构，见图7。抽拉托架式结构可将器材

集装箱内部上下空间进行有效分割。抽拉托架在箱体

内侧壁上有滑槽，托架上有滚轮（分上滚轮和下滚轮）、

限位装置和周边护栏。滚轮可使托架在沿滑槽前后滑

动，滑出后，方便上部器材在器材集装箱的装卸。组套

装箱时，依据器材分类和组套集装要求进行。

3.2.5 依托集装框架组套装箱

对单车储备基数标准数量小于1，体积与质量较

大，如发动机、变速箱、分动箱等总成，不适宜按单车

基数装入集装箱或标准托盘，可采取装入定制箱或集

装框架中。对汽车轮胎单车储备基数标准数量较大，

不同车型的轮胎尺寸差别明显，不宜按单车基数装

箱，可将其装入定制的轮胎集装框架内。器材集装框

架见图8。

4 结语

军用车辆器材基数组套包装与集装化是一种预

置化的储运模式，在平时仓储环节，将各种车型不同

品种的应急保障器材通过分拣－启封－防护－包

装－组套－集装－标识等作业，提前预储在集装单元

内，以实现器材防护长效化、储备数量基数化、储备方

式集装化、储备管理信息化，为战时器材保障的快速

化、一体化和精确化创造条件。目前，军用车辆器材

基数组套包装与集装化储运已在基地仓库“两化”试

点建设中得到了推广应用。下一步要重点优化器材

基数组套装箱、装盘作业流程，规范基数组套装箱标

准，进一步提升器材基数组套包装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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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集装箱内抽拉托架式结构

Fig.7 Pulling container-frame structure in the containerized box

图8 器材集装框架

Fig.8 Equipment pack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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