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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军士提高军事训练伤防治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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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部队训练中，发生军事训练伤是在所难免的。卫生军士在基层军队卫生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提高卫生军士对于军事训练伤的防治

能力是保证训练安全，推动防治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环节。基于此，本文以卫生军士提高军事训练伤防治能力为切入点，分析相关策略，并给出建

议，在明确学科方向，确定研究重点；明确防治职责，实现系统防治；优化培训内容，加强训练指导；做好考核评价，提升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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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军事训练强度不断增大，训练伤发生率逐年攀升，成为部

队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因素。减少训练伤的发生以及快速恢复身体状

态，成为各级的共同课题。卫生军士是军队基层卫勤保障中的重要

组成，是监督军队安全训练，开展军事训练伤防治工作重要角色。

因此，针对卫生军士提高军事训练伤防治能力进行研究，对于做好

军队基层卫勤保障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一、明确学科方向，确定研究重点 

所谓“防患于未然”，在军事训练加强训练伤的防治一直是部

队卫生保障工作的重点。卫生军士在军事训练中，需要参与训练上

的预防、治疗、康复等一系列工作。在军事训练实践中，卫生军士

要想提高军事训练伤防治能力就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学科方

向，从而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现代军事训练中，训练伤的

防治工作涉及军事训练学、军事训练医学、运动医学、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卫生军士在工作中应加

强理论研究，探索学科交叉，结合实践制定科学防治方案，从而保

障广大官兵的健康安全[1]。 

二、明确防治职责，实现系统防治 

卫生军士是基层部队军事训练中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其工作

的主要职责是保证部队官兵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身心健康。军事训

练伤的来源自然是日常的军事训练，在这一过程中，卫生军士不仅

要做好训练损伤的及时治疗，还要配合部队管理，做好训练伤的预

防和康复，监督相关措施的有效落实，以最大限度减少训练伤，避

免伤病复发，保证官兵的身心健康。 

基于军事训练伤防治中的职责，卫生军士在具体的工作环节应

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以做好系统防治，提升自身的工作能力。其

中在预防环节，卫生军士应利用专业评估对参与训练官兵的健康情

况进行评估，筛查可能出现的训练风险，并协调相关部门进行风险

规避工作；针对性地提出训练建议以及不适宜的训练项目及方法，

开展适应性、调整性、补差性的专项训练；根据防治机制将医学观

察、卫生监督、饮食营养、运动心理学始终贯穿军事训练全过程，

帮助广大官兵展开科学训练，有效防治训练伤，提高训练水平。在

治疗环节，根据部队的安排部署，根据训练中出现的损伤采取规范

治疗，控制损伤危害；针对常见的训练伤进行研究，总结经验，提

高现场处置伤病的能力。在康复环节，卫生军士针对不同等级的训

练伤制定相应的康复方案，加强与官兵的沟通，做好康复知识宣讲，

提高其康复意识，帮助其做到生理功能的重建、生活学习工作能力

的恢复和心理精神的康复，让官兵早日回归部队、回归战位。 

三、优化培训内容，加强训练指导 

系统的培训是卫生军士提高军事训练伤防治能力的重要途径。

目前通过对部队卫生军士的调查分析来看，部分人员在军事医学相

关理论方面存在“短板”，难以针对军事训练伤的防治实践工作提

供有效支持。针对此，部队应重视卫生军士的培训，并优化培训内

容，提高卫生军士的理论和实践素养。 

第一，整合军事训练伤防治理论内容，组织培训。在培训中，

应整合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临床诊断等医学基础知识进行系统的

讲解，夯实卫生军士的医学理论；此外，还应根据部队训练的实际

情况，展开军事卫勤基础理论、战伤救治理论及实操、平战时期心

理健康维护和军事医学重点学科发展现状与前沿进展等内容，立足

当前部队实际，完善培训内容，促使卫生军士更好地适应军事斗争

卫勤准备和部队卫生机构建设要求，并提高政治站位，以端正的态

度参与到军事训练伤防治工作中来。第二，结合军事训练伤的具体

方案进行实践训练，提高防治技术。例如在军事训练中，常见的训

练伤主要包含急性软组织训练伤、单双杠训练伤、训练性昏厥与低

血糖、韧带损伤、匍匐训练伤、腰扭伤、疲劳性骨折等。在培训中，

应结合具体的案例说明这些训练伤的临床表现、防治措施、治疗方

法和康复方案等等，以提高卫生军士的实践素养。此外，部队还应

结合每一次的军事训练组织卫生军士对训练伤的防治工作进行反

思和总结，发现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疏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2]。 

四、做好考核评价，提升防治能力 

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是检验卫生军士岗位任职

能力的重要措施。在军事训练伤的防治工作中，部队应明确卫生士

兵的岗位职责，并以能力为导向，利用系统全面的考核标准对卫生

士兵进行综合评价。但是，目前在卫生军士的考核中存在着“轻实

景操作，重知识点考察”、“忽视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考

核”等问题。针对此，部队应从防治军事训练伤的角度优化考核评

价机制，对卫生军士的岗位能力进行系统评价。 

在评价过程中，首先应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贴合新时代部队

军事训练的现实，明确考核内容与标准，确保考核工作规范有序推

进。其次，突出防治军事训练损伤的能力，依次构建模块化考核内

容，明确具体的考核技能，让考核过程更加契合官兵在军事训练防

治损伤的需要。第三，面向实训，针对训练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

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卫生军士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战素养。这

样才能确保其专业技能在军事训练中的综合应用，从而充分体现其

岗位职责。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卫生军士是部队基层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在军事

管理中，加强对卫生军士的培养，提高其军事训练伤防治能力，对

于保证官兵的健康安全、保障部队训练的有序开展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此，基层部队卫勤保障部门应通过多种措施加强对卫生军士，

打造专业化的卫勤保障队伍，以全面做好军事训练伤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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