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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信息化条件下装备保障训练问题，提出了基于知识理论的装备保障训练能力。介绍装备保障训练能

力的内涵、基本问题，对装备保障训练过程进行分析，构建装备保障训练能力演化过程模型，对装备保障训练能力

演化过程进行深入剖析。该研究为装备保障训练的分析与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与思路，对促进装备保障能力的

生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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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equipment support training under information conditions,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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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装备保障训练是装备机关与保障部（分）队为

满足作战及其他军事行动对装备保障的需要，有计

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学习装备保障知识，演练装

备保障技能的活动。目前，装备保障训练能力建设

日渐成为部队训练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故对基于

知识理论[1-3]的装备保障训练能力进行研究。 

1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理论 
1.1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的基本问题 

知识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企业理论中，成为企业

理论中的一个分支。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理论

的核心概念是知识，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获取、共享

与利用知识的学习性系统，企业这一学习型系统所

拥有的知识存量与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配置、开

发与保护资源的能力，从而决定了企业内各种资源

效能发挥的程度。  
装备保障训练是施训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

训者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各个环节的总和。知识一般

可分为 2 类：一类是通过教育、正规培训以及书本

获得的知识，即装备保障训练中的所指的狭义的知

识；另一类是实践经验、工作技能、心得与技巧的

积累以及与其他人交流而获得的知识，即在装备保

障训练中获得的技巧。前一类知识属于公共知识范

畴，一般情况下比较容易获取；后一类知识属于“诀

窍”性质的知识范畴，难以准确地用书本形式加以

传播，往往带有一定的排他性。为便于阐述，笔者

根据知识的特点将装备保障训练中所指代的知识

（狭义的知识）和技巧统称为知识（广义的知识）。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是指装备保障实体能够独立

完成装备保障训练任务的能力，又指装备保障实体

利用、协调、整合其内部的训练资源，在其内部完

成知识（保障理论、指挥、管理等）流动、传播、

转移过程的能力。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装备保障训练能力理论发

展出以下基本观点[4]： 
1)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是一个“知识―能力”系

统，以知识为载体，由能力要素和能力架构组成，

具有知识特性和系统特性（其中，能力要素包括人

员要素、装备要素、信息要素、训练保障要素 4 个

方面，能力架构包括环境能力维度、训练资源能力

维度、组织管理能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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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理论告诉装备保障训练

主体如何解决训练实践中的各种难题，是装备保障

训练的决策和创新的源泉； 
3)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以管理、学习和创新为动

力源呈现出一种动态不均衡的状态，随着外部训练

环境和装备保障训练实体内部训练目标的变化，必

须不断地培养、应用和更新装备保障训练能力[5]； 
4)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具有层次结构，存在于装备

保障实体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包括装备保障机关和装

备保障分队，是装备保障能力生成的重要途径[6]。 

1.2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与知识理论的关系 

装备保障训练的过程包括确定训练任务、制定

训练计划、进行训练准备、训练组织实施、进行训

练考核 5 个部分[7]。根据知识理论的观点和装备保

障训练的定义，装备保障训练的过程是一个知识转

移与集成的过程。装备保障训练最终目的是要使装

备保障实体获取知识资源和增强知识的应用能力。 
从知识管理理论视角来看，装备保障训练是装

备保障实体组织处理知识的过程，即装备保障训练

为了提高训练质量及满足装备保障能力的要求，创

造、获取、转移、整合知识并改变其自身行为和组

织管理效能的活动过程。 
图 1 构建了训练过程的知识转移模型。以装备

保障分队为例，描述训练能力与知识理论之间的关

系，反映了训练过程的持续性和动态性。装备保障

训练从受训者的角度来分，分为单兵（军官）、班组、

分队 3 个层次的训练。装备保障分队的训练过程始

于单兵（军官）的知识获取，主要采取个人自学、

组训者的传授等方式，进行知识一系列的转移，这

种转移的过程嵌入到装备保障分队训练的组织流程

当中，且依赖于其内部沟通和交流的“共同语言”。

班组、分队的训练，则是依靠新产生的集体知识，

是一个知识整合的过程，绝对不是个人获得知识的

简单加总 [8]。装备保障分队的训练是一个基于知识

的动态过程，包含了训练的不同层级，即从个人到

班组、再到分队的双向互动过程。 

 
图 1  装备保障分队训练过程的知识转移模型 

2  基于知识理论的装备保障训练过程分析 
按照装备保障训练所获得的知识的状态，可以

将知识划分成过程性知识和实体性知识两类。过程

性知识体现在训练业务流程中，具体包括流程知识

以及在训练过程中总结的经验诀窍等，具有时间特

性和程序特性；而实体性知识则表现在当前装备保

障训练的依据和法规中，具体包括装备保障训练大

纲、通用装备保障训练指导法等，具有动态特性。

过程性知识往往随着训练业务流程的开展而运用，

结束而停用。如果开展流程的实体对某项流程的环

节知识掌握得不好，则该环节的过程性知识往往无

法有效地运行，势必会给装备保障训练带来梗阻。

因此，有必要对过程性知识和实体性知识进行有效

整合，整合的方式就是两种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相互转化：一方面，让过程性知识融合到实体性知

识当中；另一方面，必须以实体性知识指导、补充

过程性知识，以确保装备保障训练有纲可循，有法

可依，如图 2。 

 
图 2  基于知识理论的装备保障训练过程分析图 

图 2 充分体现了装备保障训练过程中的过程性

知识向实体性知识相互流动转化的过程：其中，过

程性知识到实体性知识的转化过程主要是从装备保

障训练的流程中提取相关的程序知识、规则知识等，

将其用明确的方法表述出来，融合到实体性的知识

体系（如大纲、法规）中，形成实体性的流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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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转化过程和方法如图 2 实箭头所指方向所示。 
实体性知识向过程性知识转化是对装备保障训

练流程的操作过程起指导的过程。它是过程性知识

向实体性知识转化的逆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新的

过程，因为这一过程是要按照现有的流程内容，即

己经成为实体性知识的流程知识来操作具体的装备

保障训练过程，随着军事训练需求以及装备保障能

力对装备保障训练的要求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实体

性知识也要随之进行完善，此时，应用到装备保障

训练过程中也需要进行补充，以充实过程性知识。

具体转化过程如图 2 的虚箭头指向所示。 
实体性知识和过程性知识就是在军事训练需求

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断地循环转化得以创新

和完善的，这样不仅使装备保障训练过程日益完美，

也使装备保障训练大纲及法规等实体知识日渐完

善，从而达到保证训练质量，提高训练效能，提高

装备保障能力，满足军事需求的目的。 

3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演化过程 

在训练能力演化过程中，装备保障训练实体通

过构建不同的知识运行平台，吸取来自于其内外的

各种知识，并将知识投入到装备保障训练过程中，

由此实现知识的不断创新和积累。因此，装备保障

训练能力演化的过程即是其知识的不断创新和积累

的过程，装备保障训练能力演化的过程与知识运行

过程是动态统一的。笔者以装备保障分队为例，借

助于图 3 来分析装备保障训练能力演化的一般过程。 

 
       (a)             (b)             (c) 

图 3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演化过程模型 

首先，在图 3(a) 中的训练能力的边界可以看作

训练能力演化的起点。装备保障分队按照装备保障

分队训练大纲进行训练，具有一定知识宽度与知识

深度的训练能力，具备了某一方面独特的知识积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知识扩散环境的不断

变化，装备保障分队在组织训练过程中需要拓宽知

识基础以维持或促进训练能力的进一步的发展。由

于装备保障分队只拥有在一定军事需求时期内的训

练能力，在进一步的演化过程中就会面临知识创新

不足的问题，此时装备保障分队会在军事需求的不

断变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装备的不断发展等

条件下，根据不断修订的装备保障训练大纲的要求，

分层次、分阶段、分内容的进行训练创新，来扩大

自身的知识基础，进一步拓展训练能力。 
其次，在图 3(b) 中，装备保障分队适应了新的

军事需求，通过训练创新，拓展了训练能力的知识

宽度和知识深度，同时，训练能力的边界也得到了

进一步的扩张，即在原有训练内容的基础上，保持

训练能力的核心不变，拓展其边缘知识宽度与知识

深度。如：随着国防科技在装备与保障装备发展中

的应用，保障装备得到了不断完善与更新；随着提

高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能力和完成军事斗争准备

任务的提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装备保障训练也成

为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等，这些都使装备保障训

练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装备保障分队也会倾向于边

缘知识的创新，以增加自身边缘知识的积累，使训

练能力不断地拓展、积累与发展[9]。 
第三，图 3(c) 也是训练能力拓展、知识创新的

一个结果，反映了另外一种训练能力的方式。随着科

技发展和军事环境的变化，装备保障分队原来所拥有

的核心知识可能会蜕化为一般知识或边缘知识，以

实现训练能力持续成长，形成动态发展的核心能力。

如：以车辆装备保障分队为例，随着国防科技在车

辆装备发展中的应用，使得柴油车装备逐渐代替汽

油车装备，成为车辆装备保障分队主要装备，并对

车辆装备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车辆

装备保障分队会在不断修订的车辆装备保障训练大

纲的基础上，转移训练重点，使汽油车装备的训练

慢慢变成边缘知识，而使柴油车装备的训练慢慢变

成核心知识，使训练能力的边缘发生变化，形成新

的军事需求下的车辆装备保障分队的训练能力。 

4  结束语 

开展装备保障训练能力理论研究，探索装备保

障训练能力的演化过程，对深入理解装备保障训练，

提高装备保障训练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装备保障训练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

将重点研究装备保障训练能力生成问题、装备保障

训练能力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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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武器系统作战效能与评估因素之间的数学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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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方案 3 作为代表来分析评估参数的灵敏度。

分别取每个参数值的 10%，则各评估参数的灵敏度

为： 
( )1 0.002 1u x∆ = , ( )2 0.038 6u x∆ = , ( )3 0.010 9u x∆ = , 

( )4 0.002 3u x∆ = - , ( )5 0.070 2u x∆ = , ( )6 0.042 1u x∆ =  

由分析可见，可靠性指标灵敏度最大，灵敏性

指标灵敏度次之，而最大速度、飞行范围、最大负

载、购买费用指标的灵敏度较小。 

4  结束语 

实例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无须考虑决策属性  

间的复杂关系，在灵活性和所提供的信息量上优于

传统解析法，在计算速度上优于 Monte Carlo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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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 0N = 点的纬度值， 0 0S = 点的经度值。 

另外，由于 Gx矢量有指向作用，且其矢量交点

离航线的远近与目标潜艇离航线的远近有正相关关

系，故常可联合用第一次遭遇的航线上的 Tji∆ 异常

的峰值位置和 Gx矢量异常交点位置，一次性地较准

确地判断潜艇的经纬度位置。 

4  结束语 

结果表明，通过对潜艇位置做的 3 次跟踪探测，

能较准确地定位潜艇的位置。下一步，将对该模型

进行仿真计算，以便验证其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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