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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可修复维修器材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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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目的摇 对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可修复维修器材的保障进行探讨。 方法摇 对维修器材的可

修复性、修理级别进行分析,研究可修复器材的管理包括可修复器材的技术、质量和供应管理,可

修复器材的筹措和报废。 结果摇 制定了可修复器材的确定步骤,编制了可修复器材的管理细则。
结论摇 编制了紧贴标准和实际、有经济效益的可修复器材划分标准,在可修复器材筹措、供应、管

理、回收等环节建立了统一、规范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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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pairable Maintenance Equipment Support of Ground Guidance Kits
for a Certain Ammunition

LI Yu鄄feng, XU Lu鄄tie, CHEN Yong鄄kang, ZHAO Ran
(O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repairable maintenance equipment support of ground guidance kits for a certain ammu鄄
nition. Methods Repair levels and repairability of repairable equipment were analyzed. Management of repairable equip鄄
ment, including technology, quality and supply management, financing and scrapped was discussed. Results The steps to
determine repair equipment were finalized, and the management rules of repairable equipment were developed. Conclusion
A standardized, practical and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standar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pairable equipment was complied.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repairable equipment in financing, supply, management and recycling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 material support; repairable equipment; ground guidance kits

摇 摇 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维修器材保障是装备技术

保障的重要内容,文中针对该炮弹地面制导装备可

修复器材保障工程进行了研究[1—5]。 对我军典型主

战装备可修复性器材的分析结果表明,品种占筹措

供应标准品种 15% 左右的关键件、贵重件器材,其
金额占标准经费的比例高达 85% 以上[6—7]。 对某

型炮弹地面制导装备可修复器材的研究也表明,品
种不到 10%的可修复器材,金额占 80%左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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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可修复器材保障研究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

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以来,可修复器材保障研究无

人问津。 开展该项研究,不仅具有潜在的军事效益,
也具有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摇 维修器材的可修复性分析

1. 1摇 部件、组合件可修复性分析

摇 摇 部组件原则上是可修复的,其确定原则是[8]:
部件、组合件应是可拆卸的;部件、组合件的故障应

是可测的;部件、组合件的故障单元应是可更换的;
故障单元更换后,该部件、组合件可满足原有战术、
技术性能指标要求,使用寿命接近新品。

1. 2摇 单件备件的可修复性分析

单件备件可修复性应考虑下述因素:单件备件

是可更换的;可通过维护性或恢复性修复使其恢复

使用性能;经修复后的备件应满足原有战术、技术性

能的指标要求。

1. 3摇 基于设计寿命的可修复性分析

器材的可修复性与其设计寿命密切相关[9]。
有确定的耗损期,并且耗损期很短的短周期寿命件

原则上是不可修复的,如设计寿命小于等于 5 年的

备件不列入可修复器材范围。 有确定耗损期的定时

报废件原则上是不可修复的。
对可修复器材而言,修复不可能、也不应该无休

止进行下去。 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阀值,超过或接

近这个数值,可修复器材就应该作为报废器材处理。
一般情况下,对设计寿命小于等于装备中修周

期的维修器材,原则上将其列入消耗性器材,故障或

损坏后,作为报废件处理或列入回收器材上缴,如各

种专用电池。 对设计寿命大于中修周期的可修复器

材,按其设计寿命大小及备件技术状况、经济性分析

等,确定是否对其进行修复。 原则上,修理后的剩余

寿命不超出备件的设计寿命(备件故障时的已使用

时间)。 对使用时间接近备件设计寿命的备件,一
般不再进行修复处理。 可修复器材最后一次修复后

可用时间,不应小于其配置级别所对应的修理间隔

期。

1. 4摇 可修复器材的局限性

对部件、组合件器材而言,若部分单元不可修复

或包含可修复单元的整体不可更换,则将其作为不

可修复器材。 可修复器材的修复率既受保障水平制

约,也与维修器材的故障形式密切相关。 对某一特

定维修器材而言,有的故障形式是可修复的,有的故

障形式是不可修复的,因此在开展可修复性分析时,
应主要关心其可修复性一面,只要对某些故障单元

是可修复的,就认为该器材是可修复器材。

2摇 可修复器材的确定步骤

2. 1摇 确定可修复器材划分范围

摇 摇 可修复器材确定的重点是部队或军区修理机构

对装备进行修理、维护用维修器材[10]。 即原则上应

是基本(成套)供应标准或中修(成套)供应标准确

定的维修器材,对战备储备器材应重点考虑基层级

或中继级修理机构使用的维修器材以及关重件。 依

此为依据,确定可修复器材的初始清单。

2. 2摇 筛选法剔除消耗性器材

在器材初始目录中确定消耗性器材。 将其剔除

后,剩余部分即为可修复器材。

2. 3摇 按照相似推理法,确定可修复器材

对同类型装备的零部件进行相似性分析,即将

同类装备上使用功能相近、结构相似、材质属性相同

的可修复和不可修复维修器材,分别作为地面制导

装备的可修复和不可修复维修器材。 如确定电源电

路板是可修复的,那么所有电源电路板原则上都认

为是可修复的。 再如,确定光电编码器是可修复的,
那么所有光电编码器原则上都认为是可修复的。 总

之,应充分使用历史数据,或其他装备数据,利用相

似推理方法,确定本装备的零部件可修复性,并重点

考虑部件类型、组件类型、零部件类型、使用材质、关
键性等要素。

3摇 可修复器材修理级别分析的依据及
原则

摇 摇 可修复器材修理级别分析,尤其是关重件修理

·331·



装摇 备摇 环摇 境摇 工摇 程摇 摇 摇 2014 年 10 月

级别分析,是维修器材可修复性保障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11—12]。 目的是对可修复器材的修复做出费

用效能最佳的修理级别或报废决策。

3. 1摇 修理级别分析的主要依据

修复器材维修级别分析通常按其作战和使用要

求、故障区分、技术条件和维修的经济性等确定[13]。
原则上,按费效比最佳确定修理级别。
3. 1. 1摇 基于非经济性因素的分析

修理级别分析中应考虑的非经济性因素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1) 安全性要求。 安全性要求是指将某零部件

确定在特定修理级别修复时,是否存在潜在的不安

全因素。 如高电压、辐射、极限温度、化学或有毒气

体、噪声等对人身安全、环境安全造成的影响。
2) 保密性要求。 保密性要求是指将某零部件

确定在特定修理级别修复时,是否存在泄密因素。
3) 法规或维修方案要求。 是指将某零部件限

制在特定修理级别修复时,是否违背国家、部队有关

法律、法规、章程。
4) 战备完好性或任务成功性要求。 是指将某

零部件确定在特定修理级别修理或报废时,是否可

使零部件达到原有战术、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5) 保障设备要求。 是指将某零部件确定在特

定修理级别修复时的保障设备要求,包括特殊工具、
故障检测与诊断设备、抢修设备等。

6) 保障设施要求。 是指将某零部件确定在特

定修理级别修复时的保障设施要求,如标准工作间、
气候要求、环境要求、工艺要求、测试方法要求、校准

设备及调整要求等。
7) 勤务处理要求。 是指是否存在将零部件从

使用单位送往维修机构时的运输限制,如外形尺寸、
特殊装卸要求、易损性等;在包装、存储方面是否存

在特殊要求,如危险材料、易损备件的包装等。
8) 人员要求。 是指将某种零部件确定在特定

修理级别修复时,是否有称职的维修技术人员,是否

会对该修理级别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
3. 1. 2摇 基于经济性要素的分析

基于经济性要素的分析是通过计算备件每一备

选修理方案的费用,并进行分析、比较,原则上选择

费用最低的修理方案,或者列入报废方案。 经济性

分析要考虑如下费用,即备件费用、人力费用、材料

费用、保障设备费用、运输与包装费用、训练费用、设
施费用和资料费用等。

3. 2摇 按就高原则确定修理级别

部件、组合件的修理级别按其可更换单元(零
部件)更换时技术检测的最高级别确定,以军事效

益优于经济效益原则确定修理级别。 如某部件故障

单元进行更换时,与其相关的战术、技术性能指标检

测必须在基地级才能进行,那么,认为该部件修理级

别定在基地级进行修复。

3. 3摇 修理级别的不确定性

部件、组件的修理级别可能不是唯一的。 如某

部件、组件由 2 个以上的可更换单元组成,对某个可

更换单元可以在基层级更换或修复,对另外的某个

可更换单元可能需要在中继级或基地级进行更换或

修复。 因此,在确定可修复器材修理级别时,应进行

故障分析,由发生的故障确定修理级别。

4摇 可修复器材的管理

可修复器材的管理包括请领、筹措和报废程序

等[14—15]。

4. 1摇 技术、质量管理

可修复器材的修复应树立军事效益第一原则,
严把质量关。 可修复器材的技术、质量管理应遵循

下述原则:
1) 各级对可修复器材的修复应建立严格的工

作程序,对修复工艺流程、使用备件、材料等应有明

确规定。
2) 修复后器材应据其结构及战术、技术要求,

进行相应检验、测试,确认达到新品或规定的出厂技

术要求。
3) 基层级、中继级修理机构承修的可修复器

材,需经团以上装备业务部门组织的技术检查和鉴

定。 特殊修理机构、基地级承修的可修复器材,需经

军事代表机构的检验和鉴定。

4. 2摇 供应管理

可修复器材的供应应遵循下述原则:
1) 可修复器材请领应严格执行交旧领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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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成套供应的,按成套供应办法供应;属于零星供

应时,应按要求交旧领新。
2) 可修复器材应按其配置级别,按需向上申

请,申请数必须与规定数相符。 经装备主管业务部

门批准后,由供应仓库实施供应。 更换下的器材应

按要求 100%上缴相应修理机构。
3) 可修复器材的供应与分配,应综合考虑部队

任务、保障等级等因素。 对优先保障的任务和单位,
应优先供应新品备件。 对担负训练任务的部队,可
供应堪用品备件。

4. 3摇 筹措

可修复器材筹措应遵循下述原则:
1) 应综合考虑任务需求、库存数、待修数及修

复率、合同未到数、质量等级等因素,综合权衡后,确
定维修器材订货数(申请数)。

2) 可修复器材应按规定确定库存限额,其库存

量原则上不低于库存限额。
3) 在经费受限时,应优先保障可修复器材筹措

要求。

4. 4摇 报废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修复器材,应进行报废处理。
1) 已达到设计寿命规定,并且没有延寿、修复、

使用价值的。
2) 未达到设计寿命规定,但已不具有使用、修

复价值的。
3) 超过储存年限并影响装备任务性、安全性

的。
4) 其他因素引起装备任务性、安全性的。
可修复器材的报废,应按下述程序进行报废。
1) 按可修复器材报废程序要求,逐级上报相关

装备业务主管部门,经批复后,方可进行报废处理。
2) 待报废的零部件,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损坏、

丢失或擅自拆卸零件。
3) 批准报废的零部件,可根据不同情况和有关

规定,分别拆件利用、废旧物资处理和返回装备生产

厂家回收处理等。
4) 对涉及军事秘密、影响环保、人身安全和对

社会可能造成危害的,必须进行技术处理,并由专业

技术人员具体实施。
该管理细则明确了可修复器材的技术、质量管

理、筹措、供应、报废等环节,对筹措方式、手段、要
求、供应程序、供应量、报废条件等事宜做出明确规

定。 有效解决了装备维修器材保障和经费需求日益

突出的矛盾,通用武器装备维修器材保障也必将取

得巨大的经济、军事效益。

5摇 结语

对某炮弹地面制导装备可修复维修器材保障进

行了初步探讨,对维修器材的可修复性进行了分析,
制定了可修复器材的确定步骤即先确定可修复器材

划分范围而后剔除消耗性器材,用相似推理法确定

可修复器材。 按照基于经济和非经济性因素的主要

依据和就高原则等主要原则对可修复器材修理级别

进行了分析。 研究了可修复器材的筹措、供应和报

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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