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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推进军用物资组套集装化，提升军用物资的应急快速发付能力，缩短任务部队的物资需求

响应时间。方法 着眼现代战争中的物资保障需求，分析军用物资组套集装的意义，结合实际，按照内

部、中部、外部包装 3 个层次开展组套集装工作，从物资组套集装方案、器具和包装基础标准 3 个方面

避免组套集装的随意性。结果 提出了“内部包装多样化、中间包装组合化、外部包装集装化”的军用

物资组套集装基本模式构想，明确了做好军用物资组套集装工作的关键环节。结论 军用物资组套集装

对增强我军储备物资防护能力、提升战时应急保障能力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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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mote military material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enhance the emergency rapid 

dispatch ability of military supplies, and shorten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mission troop's material requirement. By focus-

ing on the demand of material support in modern war,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ry material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was analyzed. The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internal, intermediate and external packag-

ing,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e random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was avoided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material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scheme, appliances and basic packaging standards. The idea about 

basic mode of military material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internal packaging diversification, intermediate packaging 

combination and external packaging containerization was put forward, and the key chain of doing a good job of military 

material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was specified. Military material set-forming containerization has positi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our army reserve material protection ability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emergency support 

in wa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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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套集装是近年来随着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深入

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军用物资包装形式，它具有针

对性强、易于管理、便于运输等特点。在战争爆发突

然、作战节奏加快、物资消耗猛增的现代战争中，组

套集装可以有效提升军用物资的应急快速发付能力，

大大缩短任务部队的物资需求响应时间，对于确保军

事行动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1  军用物资组套集装的意义 

军用物资组套集装的实质，是依据各类保障对象

的物资消耗规律，将不同品种的物资按特定的数量比

例进行组套，并按照便于集装化储运的方式组合集装

的过程[1—2]。它既反映任务部队需求，又增强了物资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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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能力，更提升了物资应急保障能力。 

1）组套集装是组织战时物资精确保障的客观要

求。战时各任务部队部署相对分散，对各类物资的需

求量也不完全相同，对每个具体的任务部队而言，其

对物资的需求往往呈现出品种较多、数量相对较少的

特点[3]。为在战时能适时、适地、适量地完成各类物

资配送任务，同时优化使用配送力量，需要针对每个

具体任务部队，将所需的各类物资按需分拣、组套集

装后统一配送，实现精确配送。 

2）组套集装是增强物资野战生存能力的有效途

径。从近年的军用物资管理来看，大部分物资出厂是

将同一品种按生产批次进行包装，其包装往往侧重于

商品销售，对物资储存、运输、保障等业务管理的实

际需求考虑不周，物资包装的防护能力普遍较弱，难

以满足军用物资的管理要求[4—5]。组套集装在打破品

种界限、拆解原厂批次包装的同时，着眼军用物资预

期的使用地域环境条件，以及远程空投、野外补给、

伪装防护、电磁屏蔽等野战化条件下的军事防护需

求，采用更为可靠的针对性防护包装措施，可以有效

增强军用物资的野战生存能力。 

3）组套集装是提升军用物资保障效率的必然选

择。集装化是现代高效物流的重要标志，它通过国际

统一的物流集装模数标准，实现了物资集装包装单元

的规格与各类运输工具货厢尺寸、装卸搬运机械结

构、仓库货位尺寸等的最佳匹配，可以最大限度地利

用空间，同时便于实现物流各个环节之间、不同运输

方式之间的交接流转，实现快捷高效的铁路、公路、

水路和航空等多种方式联运。组套集装的目的，就是

将多个较小的单件物资组合包装成符合集装化要求

的标准规格包装单元，以更好地体现物流机械设备的

作业效率，提升运输工具和仓储设施的空间利用率，

构建军民融合式物资保障的桥梁，充分发挥各类物流

力量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军用物资保障的效率、

能力和潜力。 

2  军用物资组套集装模式的基本构想 

军用物资组套集装既要满足物资特殊的防护需

求，又要符合集装化储运的要求。结合物资组套集装

的实际，可按内部包装、中间包装、外部包装 3 个层

次开展军用物资组套集装。 

2.1  内部包装多样化 

内部包装是指直接或间接接触物资的内层包装，

在流通过程中主要起到保护物资、方便使用等作用。

内部包装主要是针对物资的特性，通过应用具备防

潮、防锈、防霉、阻燃、防静电、防电磁辐射等性能

的包装材料，采取抽真空、充气、泡罩等包装方式，

创造一个与外界自然环境隔离、具备物资最佳储存条

件的密闭微环境，防止或延缓物资发生锈蚀、虫蛀、

霉变、老化等现象，达到延长物资储存寿命、维持质

量状态的目的。内部包装多样化，就是要坚持适度包

装的原则[6]，在综合考量军事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针

对各类物资的个性化防护需求分别选用最经济的包

装材料和包装方式，既要防止防护不足造成损失，也

要避免过度包装导致浪费，如对电子产品应当采用防

电磁辐射包装，但对光学仪器则不需要防电磁辐射包

装。通过内部包装，使军用物资具备了不受外界环境

条件影响的特性，奠定了组套集装的基本条件。为从

整体上降低成本、减轻部队二次包装的压力，内部包

装可以通过向物资生产厂家支付相应合理包装成本

的形式，由厂家按军方需求完成包装，并在保质期内

为物资的质量负责[7]。 

2.2  中间包装组合化 

中间包装是指介于内部包装和外部包装之间的

包装形态，在流通过程中主要起保护产品、方便运

输等作用 [8]。中间包装通常应按照物资品种进行包

装，根据需要可以包含同种多件物资。对有防震要

求的物资，在内部包装与中间包装之间根据需要可

以填充缓冲材料，以减少运输过程中冲击、振动造

成的危害。为便于物资运输，中间包装应采用标准

化的包装箱，其规格尺寸应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认定的物流基础模数尺寸要求，即 600 mm×400 

mm 的倍数系列或分割数系列，与物流集装基础模数

尺寸，即 1200 mm×1000 mm 相适应，满足标准化、

系列化、组合化的要求，以便在物资的储运过程中

组合包装成标准的集装运输单元 [9—10]。结合物资的

体积和组套方案，中间包装也可以采取为物资生产

厂家提供包装箱的形式，尽量前推至物资生产工厂

内完成包装，以减少部队二次包装的工作量和破坏

原厂包装造成的损失浪费。 

2.3  外部包装集装化 

外部包装是指物资储运过程中的外层包装，在流

通过程中主要起方便搬运、装卸、运输和堆码等作用。

对组套集装而言，外部包装应采用集装化包装，主要

是利用集装箱、托盘、集装袋、集装架等集装器具，

将多个较小的物资包装单元组合包装成标准规格的

集装单元，进而利用快捷的现代物流系统，实现机械

化装卸搬运和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

式的联合运输，使军用物资快速流通到保障地域[11]。

集装包装与运输工具配套使用，机动性强，便于展开

和撤收转移，可以直接配发部队用于野战条件下的伴

随保障，甚至能以箱代库开设野战补给点。组套集装

应尽可能采用标准的通用集装器具，既便于各专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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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统一组合配送，也便于统一调配使用军民物流资

源，同时也有利于重要物资储运过程中的伪装防护。

要特别说明的是，集装化包装不等同于全部集装箱化

包装，对承担应急任务部队执行任务前期所需的物

资，可以预先组套装箱，保持随时可以发运的战备状

态；对于后续以及其他部队所需的物资，则应以托盘

化集装为主，临急按需将各专业物资组合后再调集或

动员集装箱完成集装化配送。 

3  推进军用物资组套集装的主要着力点 

推进军用物资组套集装是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

备工作的重要内容，组套集装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

作战时军用物资的保障，必须着力避免组套集装的随

意性。着眼战时保障需求，结合我军管理实际，应重

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3.1  科学制订物资组套集装方案 

组套集装方案是开展军用物资组套集装的依据，

也是决定套内物资品种数量能否契合任务部队需求

的关键。科学制订组套方案，需要在了解未来战争预

期的作战地域、作战方式，熟悉任务部队的编成结构、

配属装备、兵力运用等，掌握各类物资的战时消耗规

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后勤保障的模式综合

制订各类物资的组套集装方案[12—13]。组套集装方案

的内涵不宜过大或过小，结合作战部署的实际，应按

照模块化、组合化的思路，选择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

（如营级单位）作为保障对象的基本单元，研究确定

其战时对各类物资的消耗需求，以利于量化物资保障

能力，方便战时组织精确配送保障，也为打破专业界

限组织物资配送奠定基础。组套方案应由各专业组织

专家制订，明确各级包装的材质、方式和规格，细化

到每一件物资的装箱位置。为便于堆垛搬运，应尽量

降低包装单元的重心并使底面均匀受力[14]。为便于平

时维护管理，还应尽可能将储存期限和维护保养期限

较短的物资置于外部方便拆装的位置，并尽量使期限

相近的物资相邻存放。 

3.2  严格落实军品包装基础标准 

军用物资中间包装单元是否满足军品包装的基

础标准，是决定其能否满足组合化要求、适应组套集

装要求的关键。为便于依托现代物流体系实现物资快

速高效流通，中间包装规格尺寸设计应严格贯彻落实

GJB 182A《军用物资直方体运输包装尺寸系列》的

要求。具体应在综合考虑集装化储运的要求、物资内

部包装的体积质量、储运过程中的防震缓冲物形状规

格、特殊地域的人工搬运需求等因素的前提下，从标

准允许的包装尺寸系列中选择最佳的规格尺寸[15]。为

有效利用包装箱容积，对套内的小件物资、不规则外

形物资，可以多件共用同一个包装箱。为便于储存运

输过程中的作业管理，中间包装上还应按照 GJB 

1765A《军用物资包装标志》的要求加贴包装标志，

标示内装物资特殊储运管理要求，如堆码层级、向上

方向、易碎品、危险品、易燃易爆品等，提醒各环节

的作业人员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防止发生事故，确

保内装物资安全。 

3.3  统一管理军用物资集装器具 

集装器具是军用物资组套集装的载体，也是增强

物资机动性能、发挥快速应急保障能力的关键。由于

缺乏科学的管理和引导，我军集装器具的应用存在规

格尺寸不统一、流通渠道不畅通、应用发展不均衡等

问题，制约着集装器具保障效能的发挥[16]。为构建快

捷、顺畅、高效的军用物资集装储运机制，应设立专

门机构统一归口管理军用物资集装器具，负责军用集

装器具的选型、采购、配发、调度、回收、维修、处

理等事宜，对所有军用集装器具逐件编号，跨单位调

配使用，并应用信息技术实现对集装器具的全流程跟

踪和全寿命管控，减少空置积存，提高循环利用率，

从全军层面有效盘活军用集装器具资源，以最经济的

方式实现军用物资组套集装配送，提升军用物资保障

的效率和效益。 

4  结语 

军用物资组套包装与集装化是一种预置式储运

模式，依据各类保障对象的物资消耗规律，将不同品

种的物资按特定的数量比例进行组套，并按照便于集

装化储运的方式组合集装，以实现物资保障精确化、

物资防护长效化、物资配送高效化、储备方式集装化。

军用物资组套集装的推广应用，应重点抓好物资组套

方案的制订与优化、包装基础标准的落实、物资集装

器具的统一、组套集装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等工作，为

未来战争中“快速、精确、优质、足额”完成物资保障

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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