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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集装单元化包装在缩短物资准备时间、提高保障分发速度、有效防护内装物资、减少

费用及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对策措施，为开展集装化包装提供相关保障措施。方法方法

阐述集装单元化包装的开展方式，包括统一托盘、集装箱等集装器具标准，统一包装尺寸系列规格、包

装用材质等要求，统一包装物资配套数量，建立包装基数标准，统一储存、运输、装卸搬运设施装备要

求等。结论结论 实现物资集装单元化包装应制定顶层设计方案，研制组合集装器具等新型集装形式，建

立托盘及集装箱回收利用机制，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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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and the effect of integrated and united packaging on shortening
preparing time for supplies, guaranteeing distribution speed, effectively guaranteeing pack supplies, reducing expenses and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ountermeasure so as to provide relevant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integrated packaging.
Methods The article elaborated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integrated packaging, including unifying standards for
packaging tools such as trays and containers, unifying the specifications for packing dimension serie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unifying the standard for the number of facilities of packing goods and materials,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 for
packaging cardinal number and unify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storing, transporting and unloading facilities. Conclusion
Measures should be performed such as formulating top design plan,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novel packaging forms of
combined packaging tools, establishing recycle system of trays and containers and taking the path of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people to realize Integrated and unite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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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装单元化包装的作用

随着物流机械化作业范围的不断扩大，原有包装

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装卸搬运水平的进一步提

高，实施集装单元化包装对于提高整个物流作业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

1.1 缩短物资准备时间

现代物流与传统后勤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

物资品种结构多，物资保障规模大。传统零散包装的

运输与补给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物流需要，需要采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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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化包装模式，及时、准确地将大量物资送达指定地

域。集装化包装采用适用的包装技术，将一定数量的

产品或包装件组合在一起[1]，形成一个合适的运输单

元，以便于装卸、储存和运输。集装包装是完成现代

物流快速投送的有效方法，便于物流装备进行机械

化、信息化作业，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作业

时间。

1.2 提高物资分发速度

配套包装是集装单元化包装的一种重要形式。

配套包装能够根据被保障对象的具体需求，采用集装

单元化方法制定具体的物资包装基数标准，把采购、

运输、储存、分发等活动中的物资基数化[2]。通过统

一包装数量和规格，按人员和装备等保障对象进行快

速分发，满足现代军事物流适时适量要求，是提高分

发配送效能及发挥物流快速保障能力的有效手段。

1.3 有效保护内装物资

集装箱等密闭集装器具，一般具有防水的特点，

不怕风吹日晒和雨淋，可以露天存放，大大节省了仓

库基建投资费用[3]。其集装密封性能好，具有一定的

防火、防雨等功能，对物资有较强的防护作用。另外

还可以以箱代库，既便于展开和撤收转移，又可防激

烈运动冲击、振动冲击、落下冲击、堆积压坏等，减少

物资保障过程中的损失[4]。

1.4 节约费用减少污染

集装箱本身就是一个大包装，箱内的器材为小包

装，器材包装愈规则，尺寸愈小，则利用率愈高[5]。集

装箱运输可以简化包装，特别是以成品装入集装箱

后，直接运送到使用单位，节省了包装材料和费用，简

化了运输手续，减少了运输环节和中转清点装卸工作

量。同时，可避免使用不必要的、不可降解的包装材

料[6]，完全或者一定程度上减少物资外包装，从而实现

绿色包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2 集装单元化包装的开展方法

2.1 统一集装器具规格

在开展集装化包装过程中，一些单位为了满足本

专业物资和装备的特殊性要求，在一定范围内采用大

量的非标集装器具，尤其是集装箱、托盘等，难以在不

同部门之间流转。由此应对包装器具的标准进行统

一，用标准来规范包装形式，用标准来规范统一托盘、

集装箱等包装用具，并与储存和运输工具相匹配[7]。

2.2 统一包装规格要求

包装规格、材质不统一是制约集装单元化包装的

根本问题。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产品包装存在包装标

准多样化的现象，如同一种产品不同厂家生产，规格

不一样，甚至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产品，因出厂时间

和批次不同，包装材质也存在差异。要实现包装规格

标准的统一，就要从源头抓起，在产品研制和采购环

节就要重视包装标准的贯彻实施，采购部门要把包装

产品检验作为产品验收合格的重要依据[8]。

2.3 统一包装基数标准

物资基数的建立要遵循基数编组模块原则，分

析物资需求以及使用集装包装方式规律。按各供应

勤务单独建立，基数的规格和数量应满足应急情况

下的消耗数量，同时，也要考虑不同条件下的出动任

务情况，针对不同类别的人员、不同类型的装备进行

制定[9]。

2.4 统一设施装备标准

制定与实施储运集装化相配套的储存、运输、装

卸、搬运等配套设施设备标准，包括：储存环境标准，

储存环境必须达到标准要求，对库房、站台等进行整

修改造；搬运机械编配标准，在各个环节必须配置相

应的叉车、吊车等装卸机械[10]；运输机械装备编配，应

具备在尺寸、载质量、结构等方面达到物资集装单元

化运输要求的整装整卸车辆[11]。

3 集装单元化包装的对策措施

3.1 制定一套顶层规划方案

为适应集装单元化包装的发展趋势，必须以统管

的思想对集装单元化包装进行统筹规划设计。制定

集装单元化包装建设的工作规范，明确有关管理单

位、科研和生产使用部门的工作职责、目标任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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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修订、检查监督等工作程序和管理办法。建立

工作协调机制和制度，进一步强化管理，建立和完善

包装集装化建设方案，做好规划试点，并统一实施。

3.2 研制使用合适的集装形式

集装方式应符合包装对象产品的要求，如托盘

集装具有占据空间小、易于制造、便于维修等特点，

可以促进装卸搬运作业的机械化，应作为主要集装

方式[12]。对于部分特殊型装备和器材，由于规格较大，

外形不规范，常常给包装造成困难，所以需要使用集

装框架等特定的集装器具。此外，新型组合式集装箱

近几年发展较快，适合军地联合运输工具的转换，应

予以大力推广[13]。

3.3 探讨建立集装具使用管理机制

集装箱托盘等集装器具的物流管理与回流维修，

是集装化包装全面展开不可忽视的环节之一。如何管

好数量庞大的集装箱托盘，解决其中的回流、维修、保

养等问题，将是一个重要课题[14]。集装器具的使用管理

应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在物资储存和运输中，相应产

品的维修及维护、轮换更新、逆向物流等环节都需要做

出相应的规定，并用法规文件的形式进行确定。

3.4 走包装标准军民融合发展之路

坚持军民融合，军地包装资源共享。加强军民集

装化包装标准的沟通协调，完善包装军民融合机制，

开放包装标准体系，积极采用国家包装标准、行业标

准及其他适用标准，参与国家包装标准制定运行，推

动先进包装标准的转化应用，提高建设效益，实现集

装化包装跨跃式发展。

4 结语

集装单元化包装是实现物资集装化储运的前提，

是现代军事物流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15]。在集装单元

化包装建设过程中，要认真分析影响因素，制定相关

对策和措施，重视包装标准化，集中解决制约包装集

装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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