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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介绍了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分析了国外自然环境试验站网、数据资源深

层次开发利用、数据共享服务等建设现状。重点从基础设施与服务保障能力、数据治理管控模式等方面，

概述了国内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现状与成效，提出了要进一步激活要素价值潜能、创新数据共

建共享服务模式、创新数据服务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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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Practices for Constructing Equip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Test Data Engineering 

ZHANG Lunwu, ZHOU Kun, TAN Tiantian, WANG Jingcheng, SHU Chang, ZHOU Junyan, LI Xu, XIE Jing 

(Southwes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hongqing 40132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 the connotation and importance of equip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test data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status of foreign natural environment testing station networks, deep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resources, and data sharing services were analyzed. The work focuses o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achievements of 

domestic equip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data engineering from aspect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 assurance capability, 

and data governance models. Finally, further recommendations to activate the value potential of elements, innovate in data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ervice models, innovate in data servic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nd accelerate industrial digitali-

zation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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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是装备试验鉴定大数据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装备服役环境因素数据、

装备自然环境效应数据、装备服役历史数据等基础数

据信息，以及装备失效与服务案例、标准规范、模型、

软件等数据衍生品，是支撑我国装备环境适应性提升

和质量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开展环境试验与评

价、指导装备环境适应性设计与防护策略制定的重要

科学依据[1-3]。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是以

提升武器装备作战保障能力为牵引，分析装备全寿命

期内的数据应用需求，完善数据管理手段，挖掘数据

内在规律，发挥数据最大效益，建立覆盖装备试验全

过程的数据体系，实现数据建设规范化、成果产品化、

环境试验与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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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常态化，包括数据采存管理、关联挖掘和共建共

享等内容。通过开展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

设，加强共建共享，深度整合已有自然环境试验数据

资源和采集力量，集中管理、综合开发，有利于型号

设计研制人员及时全面掌握所需数据信息，合理选择

材料、构件、元器件等军工基础产品，科学确定武器

装备环境适应性要求和指标，正确制定环境试验与评

价方法，提高型号设计研制人员的决策效率和决策水

平，进一步提升武器装备环境适应性，高质高效服务

武器装备建设[4-5]。 

1  国外建设现状与成效 

1.1  自然环境试验站网与数据积累[6-7] 

1）重视全球气候影响，实施自然环境试验全球

化发展战略。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全球气候类型

对产品的影响，全面实施自然环境试验站网全球化发

展战略。1907 年至今，美国材料试验协会（ASTM）

陆续建立了覆盖各种环境类型的试验场站 50 多个，

形成了环境试验网和全球性环境试验研究中心，美国

ATLAS 通过全球性规划发展，已建成包括美国、日

本、俄罗斯、法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澳大利

亚、沙特和中国等 10 个国家在内的 21 个大气环境腐

蚀试验站网。英国共有各类大气试验场站约 40 个，

在西非、新加坡、澳大利亚海滨等不同地点建立了规

模不一的试验场站。法国约有试验场站 30 多个，气

候类型大致分为欧洲大陆、非洲撒哈拉沙漠、赤道地

区热带气候。日本大约有 40 个左右的大气环境试验

场站，已形成网络体系。 

2）发展高效监测与试验评价技术，有力支撑自

然环境试验能力建设。针对不同气候类型，开发集成

式监测装置进行系统监测。德国研制了自动测定紫外

辐射、试样温度、大气湿度装置，能同时测定 A

（320~400 nm）和 B（280~320 nm）2 个波段的紫外

辐射量，较好地评价短波紫外辐射对材料的影响。日

本东京大学开发了大气腐蚀监测仪（ACM）传感器，

通过记录温度、相对湿度、海盐沉积量等海洋大气腐

蚀影响因素，分析其对材料、部件、装备等的腐蚀损

伤。法国 ENVEA 集团开发了 AQMS 环境因素在线

监测分析系统，可 24 h 不间断观测温度、湿度等气

象因素和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大气污染物，并自动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美国阿特拉斯耐候集团研发了

VIEEWTM 图像分析系统，通过采集并处理试样表面

在各种光源下的数码图像，计算缺陷程度，进行腐蚀

与老化评级。 

为满足装备发展过程中的试验与评价需求，世界

各国一方面在全球典型/极端气候区域拓展自然环境

试验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创新环境试验技术与评价方

法，设计、开发了针对性强、实用性好的综合试验与

评价技术，研制了周期喷淋、跟踪太阳反射聚能等自

然加速试验装置（如图 1 所示），建立了相应的试验

方法和标准。阿特拉斯耐候集团研制出了将太阳辐射

强化 60 倍的超高加速自然环境试验系统。美国麦金

利气候实验室能够模拟地球上高低温、高低湿、雨、

雪、雾、砂尘暴、积冰现象等多种气候条件，迄今已

为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400 余架各类

飞机、70 多个导弹系统、2 600 多种其他装备的环境

适应性试验提供支撑。 

 

   
 

a 超高加速反射聚能试验装置              b 玻璃框下聚能试验装置 
 

图 1  自然加速试验装置 
Fig.1 Natural acceleration test device: a) ultra-high acceleration reflection energy gathering test device;  

b) energy gathering test device under glass frame 
 
3）环境适应性数据逐渐从材料扩展到零部件、

元器件乃至系统整机级。美国海军武器中心在寒带、

热带、沙漠等典型气候下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自然环

境试验，在太平洋表层海水和不同深度开展了海水环

境监测及 400 多种合金的海水环境试验，在全球 11

个海水试验站对复合材料、阴极保护材料等进行了长

达 16 a 的环境试验，取得了海量环境监测数据和环

境效应数据。同时，美军依托全球存在的海军舰船及

陆战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移动平台环境监测，欧洲腐

蚀联盟（EFC）从 1992 年起在 8 个国家的 11 个试验

站进行了海水腐蚀试验，获取了较全面的海水对不锈

钢的腐蚀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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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结构件、系统整机的环境损伤，结合实际服

役条件下使用环境和载荷的交互作用情况，研究新型

环境试验强化技术，为装备结构设计、延寿等积累了

可靠的环境适应性数据（如图 2 所示）。2005 年，美

国国防部启动了 C-5“银河”运输机腐蚀预防与控制

计划项目和飞机电接插件缓蚀计划项目，系统积累了

飞机用元器件及结构的腐蚀防护数据。美国军方对通

用弹药进行了长达 15 a 的贮存试验研究，获取了多

种通用弹药在热带气候、沙漠气候、寒带气候等严酷

自然环境，以及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等舰载环境

下长期贮存和暴露试验数据。针对弹箭等重大型号产

品，通过开展自然环境试验监测其贮存环境信息和性

能变化数据，对监测型号产品质量状态、环境适应性

改进提升、寿命评价等具有重要意义。从公开的资料

看，美国在大力神Ⅱ、霍克、红眼睛、民兵Ⅲ等众多

导弹武器型号上开展了贮存环境适应性试验，基于试

验数据制定了针对性的延寿措施，成功延长了导弹的

贮存寿命。 

1.2  数据资源深层次开发利用 

1）编制系列数据手册，并制定标准规范，提升

环境数据质量及应用水平（如图 3 所示）。依托长期

的自然环境数据积累，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各

种环境数据的规律研究与管理使用，编辑出版了大

量数据手册与标准规范，为装备环境适应性要求确

定和试验设计提供了基础支撑。美军相继编制和修

订了《工程设计手册》（含《环境工程设计手册》《材 

料科学与工程手册》等分册）、MIL-STD-210B《军

用设备气候极值》、MIL-STD-210C《军用系统及设

备设计和试验用气候数据》和 MIL-HDBK-310《军

用产品开发用全球气候数据》等相关的标准和手册，

并在 AR70-38《在极端气候条件下所用装备的研究、

发展、试验与鉴定》陆军操作规程和 MIL-STD-810H

《环境工程考虑和实验室环境试验》中，以环境因

素极值对全球环境进行了分级，对不同服役地域武

器装备的试验和鉴定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支撑

美军装备在高强度战争中的环境适应性。英军编制

了 DEF STAN 00-35《国防装备环境手册》（第四版），

详细阐述了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引发的效应，描述了

武器装备在地球大气中可能遇到的气象和生物环境

及其影响，为环境试验方法选择和试验严酷度确定

提供依据。 
 

 
 

图 2  美国空空导弹及其分系统与材料的试验样品 
Fig.2 Test samples of American air-to-air misslies  

and their subsystems and materials 

 

     
 

图 3  系列数据手册 
Fig.3 Data handbook series 

 
2）构建数据信息系统平台，数据共享和应用服

务广泛。军事发达国家在开展环境基础数据资源积累

的同时，非常重视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研发了基于

基础数据资源的数据库、算法/模型、数据地图等，

发现数据中隐藏的规律，最大程度发挥数据资源服务

装备的效能。进一步推动数据资源的转化应用，形成

知识库，构建专家系统、决策系统，建成了各类数据

信息系统、共享服务平台，大大提高了数据资源利用

率。一些大型数据中心如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英

国海洋数据中心都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环境数据库和

专题网页应用模块，为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等各领

域研究人员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数据服务。美国国防部

建立了提供历次国防腐蚀控制会议介绍、腐蚀控制基

本知识、产品、重大事件、相关文献、法规及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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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腐蚀信息共享平台（如图 4 所示），并利用十

万余份腐蚀技术文献和报告开发了基于专家系统的

在线腐蚀数据库系统，用于辅助非腐蚀领域的研究设

计人员进行材料优选。近年来建立的 GIDEP 信息共

享平台，包括产品失效经验数据库、产品信息数据库、

工程数据库、可靠性/维修性数据库等 6 个子库，其

中工程数据库主要收集系统整机、组件、部件、零件

（元器件）从设计、采办、使用到报废全过程产生的

各种文档和报告，包括研发、试验、生产、管理、采

购和后勤保障使用方面的数据。通过数据共享应用，

大大提高了数据资源利用率，最大程度发挥数据资源

服务装备的效能。 

 

 
 

图 4  美国国防部腐蚀信息共享平台 
Fig.4 Corrosion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o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  国内建设现状与成效 

2.1  基础设施、服务与保障能力 

1）站网布局持续优化，面向全球的自然环境试

验与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

提升武器装备的环境适应性，支撑武器装备高质量发

展，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针对装备全域服役的典型

环境特征，逐步建立健全环境试验站网，完善数据积

累能力，形成国防科技工业自然环境试验站网、材料

环境腐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试验站网一军一民

的环境试验服务保障体系[8-12]。国防科技工业自然环

境试验站网经过统筹建设与创新发展，已全面覆盖我

国湿热海洋、高原低气压、低温寒冷、干热沙漠等典

型气候区以及三大海域，具备长期持续、规模化开展

材料、工艺、零部件、元器件及装备系统等多层级军

工基础产品自然环境试验、自然环境加速试验的能力，

同时拥有完备的环境适应性数据采集监测能力[13]。国

防科技工业自然环境试验站网是多层级军工基础产

品环境适应性数据采集汇集、管理治理、分析挖掘、

研究应用、共享发布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平台。 

材料环境腐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试验站网

着重针对材料腐蚀数据获取，掌握我国典型自然环境

条件下材料的腐蚀行为和规律。相关部委根据行业发

展需要，先后建立了包括大气、水环境、土壤环境的

材料腐蚀野外试验站点，共计 34 个野外试验站，包

括 18 个大气环境腐蚀试验站，9 个土壤环境腐蚀试

验站和 7 个水环境腐蚀试验站。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是各类典型材料环境腐蚀试验观测与数据积累

的关键平台，已成为国家材料腐蚀与防护科学数据中

心，同时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也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2）监检测与模拟试验技术持续创新升级，贴近

实战的环境适应性评价能力不断加强。一是自然环境

因素数据观测实现自动化、立体化、实时化[14]。高精

度自动气象站、大气污染物浓度自动观测系统、大气

环境和水环境立体化观测装置等一系列环境因素监

测设备投入使用，自然环境因素自动测量设备数据采

集流程改造升级，实现了数据动态分析和设备异常的

及时发现，站网环境观测智能化水平全面提高。二是

自然环境效应测试评估技术向原位、实时、动态预警

升级[15-17]。探索环境损伤识别和防护技术原理，突破

自然环境条件下应变、腐蚀等环境效应光纤传感自动

测试、涂层下金属基体累积环境损伤快速无损检测、

表观损伤定量评价等技术，实现 10 μm 腐蚀裂纹扩展

等多种效应原位传感监测、表观损伤类型和等级识别

精准性从人工观测的约 70%提高到 90%以上。三是自

然环境效应模拟技术向多因综合、动静结合发展[18-23]。

研制环境-工况耦合试验、海洋自然环境高加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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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太阳反射聚能试验、周期喷淋试验等系列化自然

环境加速试验装置，可按多种标准模拟温度、湿度、

太阳辐射、霉菌、污染物、气压、振动、冲击、碰撞、

跌落等单因素或多因素效应的气候与力学环境，复杂

自然环境效应模拟试验能力大幅提升。 

2.2  数据治理管控和数据工程建设[24-30]  

1）多维度开展基础数据采集，持续拓展数据资

源覆盖性。依托自然环境试验站网体系，通过跨行业、 

多单位联合承研，国防科技工业部门持续拓展装备自

然环境试验基础数据采集领域，完善数据资源覆盖

性，形成涵盖环境因素数据、环境效应数据、环境适

应性案例集、试验试件及设备设施数据等多尺度的基

础数据类型，见表 1。制定/修订了自然环境试验基础

数据“采、存、管、用”标准规范，形成了数据工程

标准体系，在体系化、制度化建设自然环境试验与测

试大数据服务平台层面发挥了顶层引领和基础支撑

作用。 

 
表 1  装备自然环境试验基础数据分类体系 

Tab.1 Basic dat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equip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testing 

门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大气环境 

以典型气候区/站点进行分类（环境因素至少包括：温度、相对湿度、太阳

辐射、日照、气压、风、大气降水、天气现象（积雪、大风、雷电、砂尘

等）、氯离子、二氧化硫、氨、硫化氢、氯化氢、二氧化氮、臭氧、大气降

尘、沙尘、霉菌） 

自然环

境因素

数据 

海水环境 
以典型海域进行分类（环境因素至少包括：温度、盐度、浊度、溶解氧、

潮差、酸碱度、电导、电化学性能、水流、海生物、污染物、泥沙、海冰）

材料环境效应 
金属材料环境效应、高分子材料环境效应、复合材料环境效应、含能材料

环境效应、光电材料、其他材料 

金属结构件环境效应 

非金属结构件环境效应 结构件环境效应 

金属与非金属混合结构件环境效应 

电子元器件 

环境效应 

电阻器、电容器、滤波器和网络、开关、电子连接器、继电器、电气电子

组件、板和卡等环境效应 

部组件环境效应 以产品类别进行分类 

自然环

境效应

数据 

产品整机环境效应数据 以产品类别进行分类 

试件信息数据 试件组成与状态、试件试验信息和检测信息 

试验场地数据 以试验场地所在环境进行分类 

仪器仪表数据 以仪器仪表种类进行分类 

试验设备数据 

以试验设备使用场景分类，可分为大气环境试验设备、海水环境试验设备、

自然环境加速试验设备、气候模拟试验设备、运输模拟试验设备、电磁干

扰试验设备 

检测设备数据 

以设备使用环境及测试性能分类，可分为大气环境测试设备、海水环境测

试设备、表观性能检测设备、化学性能检测设备、物理性能检测设备、力

学性能检测设备、电磁兼容性测试设备、专用测试设备等 

分析评估设备数据 数字环境试验场数据、仿真试验系统数据、数据处理设备数据 

试验试

件及设

备设施

数据 

计量和标校数据 设备计量数据、性能标校数据 

标准规范 
环境试验标准规范、性能测试标准规范、环境适应性评价标准规范、其他

标准规范 

科技文献 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学术期刊、研究报告、其他科技文献 

科技管理 科研项目信息、科研机构能力、专家队伍 

技术与产品 环境效应减缓和抑制技术、设备/装置、专利、软件著作权 

综合性

数据 

自然环境试验与观测站网 自然环境试验站、自然环境观测站、实验室 

 
通过开展典型环境因素监检测及数据积累、关键

材料及零部件自然环境适应性规律分析等研究，长期

积累全球 14 类气候区和四大洋重点海区地面环境因

素数据 7 亿余条，揭示了温度、湿度、太阳辐射等关

键环境因素动态演变规律。成体系采集了基础材料、

基础元器件、结构件、部组件、分系统等共 2 200 余

种基础产品在典型自然环境中的损伤行为数据 170

余万条，指导和规范装备体系的材料和器件选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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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覆盖航天、航空、船舶、电子、兵器等军工行业

各型产品环境适应性案例 100 余个，编制形成了《轻

质材料环境腐蚀数据手册-铝合金、钛合金及防护工

艺分册》《橡胶材料环境适应性数据手册》《武器装备

环境适应性案例集》《我国典型气候区域和海域自然

环境数据手册》等，为产品研制生产提供了基础数据

保障。 

2）数据规范性持续加强，全方位奠基数据高质

量应用。稳步推进试验站固定式自然环境观测系统升

级改造，开发信息解码软件，打通国防站网环境因素

数据自动采集、实时传输、动态展示链路，采用信息

传输单元，实现基于 4G 网络、北斗系统的设备数据

远程传输，形成了自动观测装置的组网回传方案。大

幅缩短数据输出到数据应用的时间，提升自然环境因

素数据的汇集处理能力，促进自然环境试验与测试原

始数据向二次数据、数据产品转化效率。开展数据规

范化与质量控制，一是逐步完善装备自然环境试验与

测试大数据标准体系，编制数据入库规范、分类与编

码、数据质量控制规范等标准，为后续数据质量规范

化奠定基础。二是实现海量自然环境因素数据的自动

化质量控制，包括格式检查、缺测检查、界限值检查、

主要变化范围检查、内部一致性检查、时间一致性检

查、空间一致性检查、质量控制综合分析和数据质量

标识等。三是针对环境效应数据种类多、统计繁琐的

特点，理清原始数据、二次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增

加二次数据自动统计计算功能。根据数据处理规则，

自动生成二次数据，并收录到各类专题数据库，提高自

然环境效应基础数据的溯源性和入库规范性。三管齐

下，专业数据资源的规范性与可靠性大幅提升，为高质

量数据产品与应用服务的产出与孵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3）数据管理应用能力全面提升，推动数据服务

跨越升级。针对自然环境试验与测试数据分散、数据

低价值利用现象突出、数据无法形成合力服务产品质

量建设等问题，通过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打通自然

环境试验与测试数据采集传输、存储管理、加工挖掘、

共享应用全过程，打造自然环境试验与测试大数据服

务平台，实现试验站网基础数据资源统筹管理，面向

用户提供数据资源查询、分析、图形化展示，形成多

维动态数据可视化决策支持产品，促进数据资源高效

使用，大幅提升自然环境试验与测试基础数据资源管

理能力。 

一是构建全球自然环境因素数据管理与可视化

平台，覆盖全国湿热、亚湿热、暖温、寒温Ⅰ、寒温

Ⅱ、寒冷和干热等七大气候区以及部分重点区域，实

现部分非密站点环境因素数据采集的实时传输（如图

5 所示）。针对自然环境效应数据种类多、结构复杂

的特点，基于关系型数据库，构建自然环境试验与观

测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搭建底层子库 200 余个，开发

系统管理、数据存管、数据智能查询等功能模块 20

余个，有效整合了行业长期积累而分散保存的环境效

应基础数据资源，实现了六大类基础数据资源的动态

扩展管理。 
 

 
 

图 5  全球自然环境因素数据管理与可视化平台 
Fig.5 Global natural environment factors data management and visualization platform 

 
二是开发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共享发布系统，实现

产品环境效应数据、失效与服务案例、科技成果数据、

算法与模型等多源异构数据资源融合与高效流转使

用。建立了离线建设-线上发现-线下共享的数据共享

共建机制，形成了自然环境试验与观测数据应用服务

规范，带动了自然环境试验在各军民品企业中的应用

服务模式创新。 

三是构建自然环境试验数据挖掘平台，大力研究面

向应用服务的环境适应性模型体系（如图 6 所示）。全

面打通基础数据资源池、专题数据库、挖掘平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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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专题看板、数字地图之间的数据流转链路，通过

自定义配置模型功能与场景式应用开发促进海量数据

大幅增值，为基础数据资源向数据产品的转化提供了工

具软件，推动形成数据驱动、模型驱动的研发模式。 
 

 
 

图 6  自然环境试验数据挖掘分析平台 
Fig.6 Natural environment testing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platform 

 

3  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

展望与对策 

以装备环境工程领域积累的大量数据资源为输

入，目前国内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数据产品，发布了系

列标准规范，初步搭建了数据共享服务平台，装备自

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初具成效。然而相较于国外

建设现状，对标国内装备全要素数据采集要求多维性、

环境数据治理挖掘技术多样性、数据产品服务体系高

效性的需求，国内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还

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未能实现共享和聚合，数据挖掘

深度不够，未形成高水平服务产品，创新能力不足，难

以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新挑战等问题。需要从进一步激活

要素价值潜能、创新数据服务模式与数据服务体制机

制、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把握数字化转型重大机遇等

方面全面加强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 

3.1  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潜能[31]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和

倍增效应，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生产要素。全面

实现数据要素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一是以“增”带“存”

强化基础数据治理，建成以数据为核心的“一站式”

数据价值创造平台，构建以研发、制造、管理为基础

领域的数据仓库，提升数据采集、挖掘和利用管理能

力，充分激发存量数据价值，实现数据要素价值高质

量倍增。二是以“数”谋“新”加强前沿技术攻关，

大力发展超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数

字化核心能力，推动生产力跃进升级。三是加“数”

向“实”，增强数实融合，基于超大量、成体系、长

时期积累的基础数据资源，以构建数字化自然环境试

验场、装备环境适应性数字样机为目标，打造自然环

境效应与防护仿真试验能力，逐步实现装备产品环境

适应性的数实融合验证，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和

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2  固化创新数据服务模式 

持续开发数据产品与研发微服务模块，健全自然

环境试验数据共建共享机制，扩大数据应用。建成形

式灵活的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共享发布体系，打造自然

环境试验数据资源的展示窗口。通过常态化推送数据

产品、标准模型工具敏捷化应用服务、数据驱动定制

化评估服务等多方面向全行业各应用服务单位、国民

经济主战场提供体系化的专业数据、定制化的技术服

务、知识化的科普资源以及全覆盖的行业资讯，有效

促进数据流通，以更完备的数据产业链扩大环境试验

数据服务范围与影响力，使专业数据资源形成合力，

推动工业产品质量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 

3.3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范式 

确保自然环境试验与测试大数据服务产业高质

量发展，搭建数据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一是数据归口

管理机制，积极配合上级主管机关，协助制定专业建

设规划，牵头制定数据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规范，逐

步建立自然环境数据服务中心，形成数据汇集与服务

应用的归口管理机制；二是常态化工作机制，组建专

职数据服务人员队伍，建立数据汇聚管理规范与数据

交付、分发制度，保障数据形式、内容与质量，进行

规范化数据治理与产品输出，提供常态化推送的基础

数据服务；三是集成服务机制，面向工业装备全寿命

周期需求，利用基础数据资源持续形成定制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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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模块化开发软件工具，针对不同单位以集成化的

数据与软件提供便捷的服务保障；四是共建共享机

制，围绕重大任务保障需求，打通自然环境试验领域

的行业壁垒和不同单位之间的政策壁垒，减少重复建

设，整合资源，降本增效，充分发挥“聚合优势”，提

高环境试验数据资源服务效能。 

3.4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

升级 

需求牵引带动产业建设。深入用户一线与生产研

制单位，紧盯装备产品论证设计、研制生产、试验鉴

定与使用维护需求，以数据、算法、模型等为新型生

产要素，增加数据手册/汇编、软件工具等数据产品

产出，有力支撑装备产品环境适应能力提升。牢固树

立服务装备的意识，以需求为牵引推动环试大数据产

业建设。 

行业协同赋能产业建设。坚持“小核心、大协作”，

充分融合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行业优势资源力

量和知名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力量，发挥各自

优势强化行业协调联动，贯通环境试验与测试大数据

产业圈信息流、数据流与技术流，合力推进环试大数

据产业建设。 

自主可控保障产业建设。积极践行国产化替代战

略，大力推进浪潮服务器等国产硬件设备、达梦数据

库等国产软件工具，以及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在自然环境试验大数据采集、管理、挖掘、共享应

用等全过程的应用，确保自然环境试验与测试大数据

建设高度自主可控，支撑后期可持续创新发展。 

3.5  新域新质装备[32-36]  

目前，全球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数字化变革，要

求装备试验鉴定数字化转型。加强装备自然环境试验

数据流通与应用，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

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贯彻落实

习主席关于大数据产业发展重要指示的重要任务。 

立足新发展阶段，针对武器装备自主创新发展、

新型试验鉴定体系构建等重大现实需求，适应信息化

时代数据资源建设和运用模式变革。一是要聚焦装备

自然环境试验数据服务保障能力瓶颈短板，瞄准国际

先进水平和前沿技术，以作战需求为牵引，以装备环

境问题为导向，聚力技术推动，健全标准规范，完善

保障条件，深化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人才队伍能力和

水平，扎实开展装备环境工程建设，为装备建设与运

用提供坚实的环境观测与服务保障。二是要以自然环

境试验与测试服务数字化建设为重要抓手，不断摸索

环境试验数据的建设、管理、应用模式，持续做好武

器装备数字化转型的模型体系与工具软件等自然环

境数据产品与服务开发，筑牢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

服务保障力，扩大环境试验服务品牌在全军的影响

力，在自然环境试验领域，以完备的数据要素、坚实

的数字底座，通过数据标准制定、数据产品输出、数

据服务引领全面融入装备数字化转型发展。 

4  结语 

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是提升武器装

备环境适应性、高质高效服务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环

节，目前通过站网布局优化、基础数据资源拓展、数

据管控模式强化等举措，已取得初步建设成效。进一

步应把握数字化转型重大机遇，从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潜能、固化创新数据服务模式、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范

式等方面持续推进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数据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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