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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欧洲政治局势多变，我们尝试以俄罗斯为目

的国进行援建项，我们产品急救机器人。我们认为这一

系统的构建是有可行性的，因此，我们尝试以俄罗斯，

白俄罗斯为目的国，以中国为基点进行医疗机器人的援

建的项目的管理学角度进行分析。项目的执行人员是工

作的个体，所以我们将在人员管理，机器人管理，系统

构架管理上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在这一个项目中的人员管理应该基于以

下几点：

1. 通过激励的手段，目的是让工作人员积极地服从

你的管理，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

去进行管理。2. 强制性，我们认为当前的强制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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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有利于在特殊时期进行人员管理的，我们认为往

往存在于大型机构的权力层面。以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党

的管理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从罚款到枪决逃兵，都是

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当下级不服从命令时对其进行的处

罚是十分有利于管理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强制性属

于负激励的范畴，往往需要与正面的激励配合，否则容

易引起逆反心理。3. 爱国的思想教育，援建类的项目往

往始发于国家层面，是基于友好邻邦往来的重要手段，

因此我们认为：对国家的政治信仰是公民最重要的，这

可以给人以无形的力量，也就是爱国精神上的满足，而

我们在接受这种爱国精神的时候，可以成为这一理念的

新的传播信源。这就是思想教育的必要性。[1][2][3]

使用人工智能的急救机器人，这是基于无人机的，

这需要一个系统用于导航和制导、协调、目标识别以及

捕获和药品交付的功能系统制定，而且我们认为这一系

统是一项战略资产。

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无人机机器人发展在全球是不对

称的，几乎是以中国的无人机为主流。因为它成本低。

无人机作为急救机器人并不是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认为

计算机的系统基于管理学额原理，必须要满足指挥、控

制、通信和情报、药物投放和情况侦察，正在成为现代

各类大型的相关的必要的情况或行动中的最重要的介入

的元素之一。我们认为，若拥有人工智能无人机，许多

的国家在出现需要医学辅助的情况下，这可以进行相关

的医学行为。

因此：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群是新的医学工具，

目前需要相关的具体的管理学设计。[4][5]

5G 技术当前被广泛用于我国的各类生产活动，它的

特点是这样的：

1. 高速度：5G 网络已成功在 28 千兆赫（GHz）波段

下达到了 1Gbps，未来 5G 网络的传输速率可达 10Gbps，

这在危机救援工作中是非常大的优点，科学的管理可以

辅助俄罗斯国家开展相关工作

2. 泛在网：泛在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广泛覆

盖，一是纵深覆盖，可把以前网络品质不好的卫生间、

地下停车库等都用很好的 5G 网络广泛覆盖，那么用于地

形复杂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可以将信号加强，并且

进行相关的工作。

3. 低功耗：目前 5G 技术的功耗优化措施包括 eMTC

和 NB_IoT 等。

4. 低时延：5G 技术能让信息时延低至 1 毫秒，甚至

更低。[6][7]

中国和俄罗斯有空前的合作领域，相关机构的调查

数据显示，这一方案的可行性非常高，因此尝试构建相

关管理学框架是有利于学科发展的。[8][9]

在相关的数据的检索中，我们发现，当前的学科定

义中，急诊医学是一门临床医学专业，涉，现场急救、

创伤急救，急性中毒、理化及环境因素损伤，的相关救

援，灾难医学也是其中的范畴，其定义为：因灾难事故

中涉及人员伤亡而必须迅速实施的医疗救援，包括对灾

难的预见、预防和准备，灾难现场伤员的解救和医疗急

救，重大灾难后卫生防疫。[10][11][12]

我们尝试制定了相关流程与分析图：

1是建立于中国北京的信号中心

2.0 建立于白俄罗斯边境的信号加强中心

2.1 建立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辅助中心

3.0 建立于明斯克州的信号加强中心

4是需求者

5：回收程序

我们研究的管理学方法如下，在不同得到区域根据

5G 的技术要求基站设置不同的合作单位，这些合作单位

可以进行相关的交流，并且管理者为位于北京的信号中

心，我们假想这一 5G 技术的根本是为了急救药物在相关

的目标区域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投放。

基于机器人的管理方便程度与可行度，与功能的设

定，我们认为急救机器人的能力如下：

1. 携带相关的便利的药物，通过这些药物我们才可

以对必要的需求人员进行就治；

2. 在相关的区域可以对相关的物体进行识别；

3. 具备相关的自动销毁装置；

4. 具备相关的识别患者的生命体征的能力，这是相

关的其他治疗的必备条件；

5. 可以直接在北京的信号中心进行信息接受，也可

以在北京信号中心的授权下根据分中心的指令进行运转。

经济学讨论：

在相关的中国 5G 技术的发展上，我们意识到借助中

国的庞大的网络通信工程，实现这个计划的成本比较低，

尤其是在网络数据的通信方面，并且我们认为即便是飞

行到乌克兰境内，机器人的理论功能也是可行的，虽然

超出了援建目的国的距离，但是也是可以达到并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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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低的，这一计划对相关的国际民众有重大利好，符

合一带一路经济政策。[13][14]

结论：

发展新型项目的管理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认为管

理学的发展是时代变化的结果，急救机器人是以人文本

的发展模式，对国际社会有利，值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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