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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结合大型舰船型号研制程序，系统地规划了大型舰船全寿命期综合保障

顶层策划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包括建立综合保障工作体系并运行、制订综合保障工作计划、总体

综合技术分析、保障性设计准则制定、保障系统设计等 14 个管理与技术方面内容，该策划具有指导性、可

操作性和实用性，它可在大型舰船研制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综合保障工作的有效深入开展中发挥重要指导

作用，从而进一步优化大型舰船总体综合作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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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Level Planning Technology for Integrated Logistic Support of System Engineer-

ing-Based Large W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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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ystematic engineering theory and method, and combined with large wa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work systematically planned main working contents and procedures for top level planning of integrated logistic support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large warships, including contents in 14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aspects,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run-

ning a working system of ILS, making integrated support plans (ISP), analyzing overall integrated technology, making suppor-

tability design guidelines and designing a support system. The planning is instructive, practical and workable. It plays an impor-

tant instructive role in guaranteeing effective and in-depth execution of integrated logistic support in producing and using large 

warships and further promotes the integrated logistic support ability of large w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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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的型号研

制管理过程中，也曾遇到过顶层设计不充分的问题，

如缺少顶层设计和控制、技术协调不够，进度拖期、

经费使用效率低、与使用要求有差距等。经过不断摸

索、对比各种不同研发模式，已逐步固定在“顶层设

计、统筹计划、集中协调、联合协同、前期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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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上。以美军大型舰船研制为例，军方和承制商十

分重视舰船工程的顶层设计，将系统工程的概念注入

舰船的设计建造中。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采用系统

设计、系统仿真的方法，进行需求分析（理解分析军

方需求）、功能分析（确定总体功能和进行功能分配）、

技术途径分析（分析提出可能的技术途径）、评价决

策（方案权衡和风险评估）及描述系统要素和实施过

程，并通过上述步骤及其反复迭代、权衡，输出项层

设计的结果。例如：美军新型航空母舰 CVNX、导弹

驱逐舰 DD（X）、高速突击联接器（两栖登陆母舰）

从工程顶层开始，就通过系统设计手段，进行需求分

析、多方案仿真、性能与船型和性能与费用比较、可

行性分析、方案分析以及威胁矩阵分析等，为确定最

终设计目标提供技术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军

在 CVNX 新一代航空母舰设计中，第一次将母舰与

舰载机进行协同设计。其顶层技术要求和论证通过广

泛的综合集成研讨模式而形成，而综合保障顶层策划

是大型舰船顶层策划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它决定舰

船服役后综合效能的发挥，对影响战斗的胜负起到决

定性作用。 

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考核系统效益的综

合性，从大型舰船总体的最优化角度出发，全寿命周

期综合考虑大型舰船功能、规划、协调等组织管理问

题，并将大型舰船研制生产过程作为系统来考虑，找

出一套最优的方法，按照系统工程的程序与方法去建

立大型舰船综合保障顶层策划的优化系统。该系统可

以使我国舰船领域从传统的序贯式研制模式向现代

的主装备与保障资源同步研制模式转变；从只注重功

能性设计观念向既注重功能性设计又注重可靠性系

统工程的设计模式的转变；从传统质量观向现代质量

观的转变等。另外，通过在大型舰船全寿命、全过程

中有效开展综合保障顶层管理、设计等相关技术研

究，完善型号综合保障工程有关法规、规定和标准以

及型号指导文件，监督指导承制方有重点、有计划地

开展综合保障工程工作，全面提升大型舰船研制综合

保障工程管理、设计及研究水平，降低大型舰船的研

制风险，提高大型舰船基本可靠度和任务可靠度，减

少维修人力和费用、提高大型舰船综合保障能力，降

低寿命周期费用，从而全面提升大型舰船战备完好

性、任务成功性及作战适用性。 

2  顶层策划工作基本原则 

顶层策划工作有以下几条基本原则：顶层策划工

作应与型号研制程序相协调；顶层策划工作应涵盖型

号全系统、全寿命、全过程；顶层策划工作应具有可

操作性和前瞻性；顶层策划工作应具有指导性和约束

性；顶层策划工作应具有警示性和预防性作用。 

3  顶层策划的指导思想与目标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结合型号研制程序，

开 展 大 型 舰船 全 寿 命 期综 合 保 障 顶层 策 划 技 术研

究，以指导大型舰船研制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综合

保障工作的有效深入开展，从而确保大型舰船综合

保障能力发挥，提升大型舰船综合作战效能。其主

要目标为：确保综合保障工作系统的有效运行；确

保综合保障工作在型号全过程、全系统、全寿命中

落实；确保综合保障工作有计划、有目标、有节点、

有步骤开展；有效开展综合保障相关工作，确保综

合保障指标达到合同要求；确保综合保障工作在转

研制生产阶段时的有效监督与控制；确保型号综合

保障经费合理使用；确保型号研制生产过程中相关

的管理接口和技术接口相互协调；确保综合保障信

息的有效管理。 

4  顶层策划主要工作内容 

综合保障工程是在装备研制全过程中为满足战

备和任务要求，综合规划装备所需的保障问题，在装

备部署使用的同时以可承受周期费用提供与装备相

匹配的保障资源和建立有效的保障系统所进行的一

系列技术与管理活动，而顶层策划工作是确保这一系

列技术与管理活动得到有效开展并达到预期目标的

关键措施之一。大型舰船全寿命期综合保障顶层策划

工作主要包括管理与技术两个方面，其中，管理方面

在顶层策划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指导和监控着

后续综合保障工作的有序开展，是大型舰船综合保障

工作开展的方针和指南。 

4.1  顶层策划主要管理工作 

为确保大型舰船综合保障工作有效、有序地开

展，在型号研制之初就应以系统工程思路综合考虑

大型舰船综合保障管理工作相关问题。项目从保证

型号综合保障工作在科学、合理地安排下，确保大

型舰船综合保障工作在全寿命期中有人干、有人管、

有人监督、有人检查的角度。其主要考虑的综合保

障管理工作有：建立综合保障工作体系并运行、制

订综合保障工作计划、 全寿命期过程中的综合保障

活动、 综合保障工程协调与控制机制、 综合保障

工程接口、综合保障信息管理、综合保障顶层文件

的规划与编制、技术培训等八个方面工作，并明确

各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流程、责任人、时间节点、

组织形式等内容。顶层策划主要管理工作内容框架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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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理工作内容框架 

4.2  顶层策划主要技术内容 

运用系统工程的思路与方法，从顶层策划角度研

究制订大型舰船综合保障顶层策划相关内容，从而指

导大型舰船总体、系统、分系统及设备等各级研制、

生产和使用单位开展综合保障工作。首先结合顶层策

划技术文件，对各系统、分系统、各承制单位进行进

一步分解，落实各项技术指标的实现，明确相互协调

关系等，推进综合保障工作在型号研制生产和使用中

的进一步落实。然后再结合型号特点，从大型舰船总

体研制的角度，研究制定大型舰船总体综合技术分析

指导性文件、保障性设计准则、全寿命期保障分析内

容及过程、保障资源规划等相关内容的顶层规划文

件。同时通过收集分析其他大型水面舰船研制、建造、

试验、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测试

性和综合保障等相关信息，以及本大型舰船的系统组

成及结构信息，由各系统主任设计师负责组织清理相

似型号设计、建造、试验中暴露的问题，分析其原因

及改进措施，提出改进建议，在此基础上总体主任设

计师负责汇总各系统问题清单，并进行分类成册，由

两线系统组织评审检查，通过后由总体及各系统主任

设计师组织落实到设计、建造文件中。大型舰船综合

保障顶层策划主要技术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总体综合技术分析、保障性设计准则制定、

寿命期保障性分析内容及过程、保障资源规划、保障

方案和保障系统规划、风险分析等六个方面的工作内

容。具体技术工作内容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技术工作内容框架 

5  结语 

大型舰船是一个巨型复杂系统，要使其保障好、

好保障，应在研制之初从系统的观点出发，运用系统

工程的手段和方法，通过制度和实施科学的计划，去

组织、控制综合保障活动的开展，确保达到预定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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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保障性目标，实现装备系统的整体优化。 

同时，大型舰船型号全寿命期综合保障顶层策划

技术文件是在型号研制初期制订的具有指导性的纲

领性文件，它是从全寿命期角度、系统考虑大型舰船

全寿命期的综合保障工作，但由于舰船型号一般研制

周期较长，全寿命期不可控因素较多，因而顶层策划

技术文件应立足型号，与型号研制进度相协调，在实

践中不断进行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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