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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模式构建

邓金国Ǔ张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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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随着电子信息装备的大批量交付，如何构建敏捷高效的服务保障模式愈发受到军地双方的重视。文章通

过分析美军基于性能的保障模式受到的启示，分解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的目标，搭建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的总体

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模式的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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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现代战争和军事变革带

来了深刻影响，电子信息装备逐渐向智能化、数据化、

一体化、通用化、系列化发展。对国内新体制电子信息

装备而言，当前还未形成具有匹配特征的服务保障策略

与模式[1]。现行基于事后分析的保障模式不能满足新体制

电子信息装备全面战斗力支撑的保障需求，如何思考和

实践构建高效、面向战斗力、适应新体制电子信息装备

特点的保障模式[2]，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2��美军电子信息装备保障模式与启示

美军电子对抗装备大力推行基于性能的保障模式

（PBL），通过具有清晰的权利与责任界限的长期性能协
议来强化主承包商保障责任，对提高装备战斗力和保障

效费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合同商保障模式的推动下，

美军电子对抗装备承包商服务保障业务快速专业化、产

业化发展。以作战任务为牵引实现了基于电子对抗作战

任务的保障，极大提高了装备保障效能。

解析美军保障模式有以下启示：一是军队建制力量

已不可能独立完成大批量电子信息装备的保障，工业部

门要深度参与到保障的各个环节，甚至是作战端，“建

用管保战”一体贯通才能发挥装备作战效能；二是新

概念、新技术在电子信息装备上的验证应用速度明显加

快，电子信息装备作战能力迭代提升迅速；三是新型电

子信息装备，执行任务机动敏捷，要具备“快速集结、

快速出动、快速使用、快速转移”保障能力；四是需要

军地各方紧耦合，联合开展战术推演、各专业协同组

训，才能有效发挥电子信息装备在作战体系中的作用[3]。

3��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目标

3.1  提升完好率
强化备件等保障资源筹措和供应，加快现场问题

处置，使装备系统保持较高战备状态水平，保证随时

能战。

3.2  充分发挥作战效能
针对电子信息装备实战任务较多的特点，采取预防

性保障措施，保证装备运行任务高质量完成，充分发挥

装备体系作战效能。

3.3  提升战斗力
全面收集装备作战使用问题和建议，构建战斗力提

升研究“绿色通道”，持续快速迭代优化装备战斗性

能，不断拓展装备战斗力包线。

4��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总体思路

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模式以战斗力提升目标为牵

引，统筹装备维修保障规划计划、资源配置和力量运

用，以装备完好为基础，以效能发挥为核心，为军队提

供包含完好保障、效能保障、培训服务、质量提升、备

件供应、装备退役、报废等一系列“装备+服务”式保
障，通过军队和企业双方的协同与合作共同保持、恢

复和改善装备技术状态，实现对装备“基于能力的保

障”，达到装备战斗力生成和持续发挥的目的[4]。

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总体思路如图1所示，“管理
方案”里面包含“7项具体措施”，各措施环环相扣，循
序渐进，有力提升装备作战效能、装备保障效率、装备

综合保障能力，满足新时代支持电子信息武器装备作战

的保障能力需求，主要做法如图1：
5��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主要做法

5.1  现场问题快速解决
工业部门需要建立完善的服务保障网络，在重点地

区建设抵前工作站，负责例行的巡检巡修、装备跟飞、

备件储运、临抢修等工作。其中服务网点人员一专多

能，通过采取分级维修，将装备可能发生的故障进行归

类，按照在其发生故障和受到损坏的地点或其附近修复

的原则，针对每种故障类型采取最合适的维修保障方

案，缩短服务响应时间，使最大数量的装备在最快的时

间内尽可能靠近使用部队，使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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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总体思路

5.2  精准预测备件需求
工业部门建立收集产品技术状态信息和产品使用维

护故障信息的机制，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备件精准供给研

究，形成自筹维修保障备件清单、部队采购备件清单。

针对装备类别、保障的用户和场景较多的情形，需要

的备件保障模型和算法不同，为满足备件预投的主要需

求，需要提出多种针对不同装备类别、不同应用场景的

备件需求预测的模型和算法。具体地，针对不同类别的需

求，以过往采集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分别建立相应的模

型，结合国内外主流备件预测方法进行推演，综合权衡后

确定合适的算法。形成模型和算法后，代入历史验算。

5.3  优化资源配置
深入研究监控装备使用可靠性，推进预测式保障在

资源端的动态优化。通过对保障资源池进行合理配置，

实现保障备件、工具、人员等运筹调拨，保证装备使用

过程中资源水平充分满足问题处置等保障工作的需求。

5.4  加大数据分析共享
工业部门与部队建立常态化沟通和协调机制，全面

准确收集部队任务数据、战法设计、体系协同等作战使

用保障需求和痛点问题，以及装备作战能力提升建议

等，建立“作战使用问题和建议库”，利用此数据库，

军地双方共同围绕装备保障和操作使用，编制多型电子

信息装备维护手册，为一线部队各类装备操作使用和维

护保障人员提供系统的产品使用和保障经验，及其装备

生产调试、部队外场使用典型故障案例汇编等。

5.5  做实重大任务保障
工业部门针对重大演习演练的保障，需从任务前的

需求分析、任务规划、模拟仿真、巡检巡修，到任务中

的效能保障、战法研究以及任务后的数据分析、效能

评估和升级更新，形成“后端的服务撬动前端市场理

念”。在信息网络的支撑下，建立“侦、分、编、仿、

加、评”电子信息装备作战支持闭环流程，以有效支撑

信息装备效能的充分发挥，实现“装备完好”保障向

“装备完好+作战效能”保障的转变。
5.6  持续改进质量问题
工业部门基于外场保障、故障件返修、厂所信息通

报等多渠道多维度的产品状态信息，实现产品状态和保

障资源的可视化，通过信息整合与集成，开展远程技术

支持、保障数据分析[5]。通过技术升级的形式，进行软硬

件升级改进产品，对装备实施针对性的产品质量优化和

可靠性提升，降低装备故障率，持续改进装备的可靠性

和可维修性，提升装备自身的可靠性和保障性能。

5.7  开展综合保障设计
工业部门统计装备从交付以来记录的所有故障和维

修保障信息，并对故障产生机理进行分析，从产品设计

上寻求解决方案。对于更新设计难以解决的故障，深入

分析故障发生规律，从前端的综保设计入手，采用合理

的手段对故障状态设置监控，引入故障预测理念，从状

态监控转变为健康管理，实现预测和综合规划管理，基

于状态进行维修和自主保障，降低使用和保障成本，提

升装备完好率。根据装备系统的组成，在设计时将装备

BIT（内装测试技术）分成系统级BIT和LRU（航行可更
换单元）级BIT。实时监测系统、分系统、LRU的监控状
态，根据BIT，自动化测试结果进行在线故障诊断，根据
故障检测结果和关键性能参数降级程度判断系统健康等

级，定量评价电子信息设备健康程度，对系统、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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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相关参数、性能状态预测，根据故障诊断、健康

评估和状态预测结果以及现有维修资源信息，自动生成

维修方案。对装备健康状况及作战能力进行评估，并依

据建立的分析预测模型，预测系统或关键设备的性能退

化程度或未来的发展趋势，选择最佳维护时机实施预测

性维护[6]。改变当前“救火式”的维修为预测性维修，变

被动保障为主导保障，可大大提高装备的使用效能。

结束语

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体系建立了一种装备保障管

理新机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敏捷高效保障模式，

以实现装备质量问题持续下降，装备保障能力持续提

升，重大任务保障持续向好。电子信息装备高效保障模

式展现了新域新质战斗力，提升了装备完好率，加强了

装备作战效能，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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