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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装备实战化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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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特种装备实战化需求进行了概述，对用户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相关对策，从装备制造及

服务保障方面对实战化需求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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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tual combat requirement of the special equipment , analyzes the actual problem
encountered by users and mak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ctual 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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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实战化”，是一种考核标准，它以装备是否

能在真实场景中完成其被预先设定的对抗任务作为直

接判定准则，来衡量装备的好坏；同时，它还可以是一

种工作模式，是以装备在真实场景下的使命和任务，在

装备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其能否适应所处的环境

等因素作为考核条件，并严格遵循现代对抗科学规律来

开展装备检验工作的方式与方法 [1]。

笔者在售后服务过程中实地收集了用户关于实战

条件下对特种装备的迫切需求，同时对现场问题进行了

处理以及深入分析。本文针对特种装备实战化需求进行

了研究。

1 实战化问题对策分析

1.1 熟知使用场景，满足用户真需

随着我国工业技术的愈发成熟，集成化的微型系统

在特种装备上运用普遍，不仅系统体积大大减小、功能

大大提高，同时也使性能、可靠性大幅度上升。系统体

积缩小 [2]，但装备车体并没有减小，因此在设备舱内往

往留有很大的余量空间。在单车作战时这些空间成立用

户存放生活用品的地方，而这些“杂物”在作战时很容

易与舱内的开关、接线端子产生误触甚至造成电路短路。

因此从设计层面就应该考虑到用户实际作战时的使用

场景，装备舱尽可能按产品大小定置化设计，同时避免

开关、接线端子裸露在舱内增加保护罩。同时应考虑设

置专门位置为用户存放必要的生活物资，既保证设备安

全又满足用户实战状态下的生活需要。

1.2 优化保护设置，提高装备可靠性

一般在产品装备研制过程中，为了保护产品安全及

人员安全往往会设置一些保护环节或冗余设计，这是非

常有必要的。但随着大规模批产并交付用户，我们应该

对产品故障模式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分析对保护环节进

行区分：对影响用户正常使用体验的保护或容易出现误

保护影响产品正常功能的保护措施进行优化或剔除；对

未采取保护措施但故障率高或故障后维修时间长的关

键环节应增加保护环节。

1.3 增强人机交互，提升用户体验感

图 1 产品可用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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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装备产品的研制过程就是产品任务书的实现

过程，任务书是特种装备作战性能最低层次的保证，其

规定的指标仅仅是为了保证其作战性能。而用户的实战

化需求则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好用。好用是在可

用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机交互性，即用户体验感。在可用

性工程专家 Nielsen 对可用性定义的五大属性，即：易

学性（Learnability）、高效率（Efficiency）、易记性

（Memorable）、容错性（Errors）以及满意度（Satisfaction）

的基础上，增加人机交互性（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进而提升用户体验感。对于我们工业部门，提升用户体

验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做减法”。简化人机界面，不

要给用户过多选择，只提供其必要操作的项目。将其他

诸如测试、排故用的接口隐藏起来。

2 装备制造及服务保障实战化需求研究

2.1 思想意识

2.1.1 从“产品”到“服务”

在思想意识方面，从做“产品”向提供“服务”进

行转变，强调交付用户的不仅仅只是特种装备，而是整

套装备保障服务 [3]。可以借鉴某些服务标杆企业的先进

方法，例如将“海底捞”的服务模式运用在装备研发、

制造、交付、售后全生命周期，不断进行用户实战化需

求分析并持续完善。

2.1.2 从“满足技术指标”到“满足用户现实需求”

在思想意识方面，从 “满足技术指标”向 “满足

用户现实需求”进行转变，改变以往存在的“应付指标”

的思想，真正为用户的实际需求做出改变。如在中印方

向特别需求的“单车独立作战”、“高隐蔽性”、“高

机动性”、“高可靠性”等要求进行深入的分析并进行

对装备进行改造升级，真正做到满足用户的显示需求。

2.2 设计制造

2.2.1 产品设计安全、质量本质化

在产品设计阶段，建立产品本质安全、本质质量相

关评价机制，通过系统安全分析辨识系统中可能出现的

危险源 , 然后针对辨识出来的危险源选择消除、控制危

险源效果最好的技术方案,并在工程设计中体现出来。在

用户使用装备前就辨识其有可能出现的失误，从根本上

设计限位、联锁装置避免失误的出现。

2.2.2 从“可用”到“好用”提升用户体验

装备研制生产最终目的是部队能够装配先进的装

备，且装备好用、耐用、实用、管用，特别是现役装备

改装更是如此 [4]。在产品设计阶段，通过对易学性

（ Learnability ） 、 高 效 率 （ Efficiency ） 、 易 记 性

（Memorable）、容错性（Errors）、满意度（Satisfaction）

以及人机交互性（Human-Machine Interaction）这六个维

度进行深入研究，摒弃以往“功能全面”的复杂界面，

使用户使用装备就像使用自己日常使用的手机一样。

2.2.3 从“多品种、小批量”到“应急批产”

在产品制造阶段，从以往“所品种、小批量”手工

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转变为“应急批产”的成熟快速制造

模式。积累大量的实际使用经验，结合运用质量统计分

析方法、FMECA 方法等手段，经过一个“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改进质量-提高质量-更好满足装备使用要求”的

发展过程 [5]。将 3D 打印、PDM 数据库等先进技术手段

引入生产过程，实现快速制造、“应急批产”，为实际

场景提供持续充足的产品保证。

2.3 服务保障

2.3.1 提升使命感

在服务保障阶段，提高站位、提升使命感，想用户

之所想，急用户之所急。依托 MRO 系统收集产品故障

信息及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将信息梳理后在工业部门

广泛展开讨论，针对切实影响实战作战效果的问题立即

展开整改。

2.3.2 从“巡检维修”到“提高用户自主保障能力”

在服务保障阶段，将以往“巡检巡修”模式向“提

高用户自主保障能力”模式进行转化。建立售后服务培

训体系，聘任培训讲师，依托 IETM 手册技术制作培训

教材 [6]。对用户进行定期培训并评估培训效果，持续完

善培训教材及培训方法，使其更加贴近实战要求。

3 结束语

实战需求及其迫切，需要工业部门后续持续进行研

究和改进。同时，也为我们在后续产品设计上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思路，在特种装备的研发上可以更有针对性贴

合装备使用群体切实需求，满足用户的切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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