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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雷武器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方法 

罗晓强，王毅刚，游修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388 部队 92 分队，广东 湛江 524022） 

摘  要  针对目前水雷武器已按照试验鉴定新模式即将开展在役考核，却还没有完善在役考核数据采集

与管理方法的情况，提出了水雷武器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方法。该方法以效率为核心，以精准为原则，

理清在役考核各单位间的关系，搭起各单位间的桥梁，构建统一领导、分工实施的组织模式，以数据采集与

管理系统为核心技术与管理手段，可高效率、高质量、更系统、更流畅地开展型号在役考核数据的采集与管

理工作。可推广应用于各类型号装备的在役考核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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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 of Mine Weapons in Service Test 

LUO Xiaoqiang，WANG Yigang，YOU Xiudong 

（No. 91388 Unit of PLA，Zhanjiang 524022，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 mine weapon will be tested according to the new mode of in-service 
test，whilst there is no perfect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for in-service test，a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for in-service test of mine weapon is put forward. Regarding efficiency as the core and 
precision as the principle，this method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units in service test，builds the 

bridges between the units，and constructs the organizational mode of unified leadership and division implementation. 

Taking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cor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eans，it can carry out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service test with high efficiency，high-quality，better systemization and better 

fluency，and can be widely applied to the in-service test of various types of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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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我国水雷武器已按照新模式开展试验鉴

定，在役考核作为检验装备“一能三性”比较关键

的一个环节 [1]，其考核的结果是评价装备研制结

果、改进老型号不足和研制新型号的重要依据。在

役考核阶段的工作内容主要有确定考核指标、编制

试验与评估方案、开展数据采集等，其中最重要的

环节是如何采集与管理该阶段的数据，并有效利用

这些数据，保证评估结论可信度。 

在役考核的数据采集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到的数据具有数据量庞大、类型繁多、时间跨

度长、管理与实施难度大等特点，在以往的试验中

从未涉及如此庞大的工程。以前，虽然在各试验阶

段和部队管理与使用阶段，均有记录产生的数据信

息，但是这些信息因标准化不够，其格式、质量、

内容等均不符合在役考核的数据要求。这些信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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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在的问题有：数据内容和格式不统一，记录的

故障信息不详实，数据产生的环境记录不清楚，数

据管理不系统、质量不高，多阶段同类型的数据要

素不一致等。按照这样的数据记录方法采集在役考

核数据非常艰难，投入的精力、财力、时间等均难

以估计，且数据采集不够充分、不够准确、有效性

模糊等问题，可能对在役考核结论产生不利影响。 

完善采集各种内外场数据、各研制阶段数据、

在役考核阶段数据等方法，建立一套准确、完整、

系统、完善的多源数据采集规范体系，确保数据的

质量是在役考核评估的重要环节，目前还未见较完

善的方法。目前，在“六性”数据收集与管理、航

天装备试验鉴定数据管理、基于大数据的数据管理

等方面，已有一些方法[2-10]，但是这些方法还不够

详细，不能直接用于工程实践，具体细节还需进一

步研究，特别是在役考核数据收集与管理方法急需

研究。 

研究水雷装备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方法，

即形成一套从数据采集到数据使用的整个流程的

规范要求与实施方法，全方位获取被试装备相关的

研制与生产信息、试验信息、存储信息、使用信息、

故障信息和维修保障信息等，用以分析评估被试装

备指标，并应用于数据开发与挖掘。 

1  在役考核数据内容和特点 

1.1  在役考核数据内容分类 

水雷在役考核数据信息的分类比较广泛，主要

的分类方法如下。 

1）按照类型分，主要的信息类型如下。 

①实验室试验信息。 

实验室试验信息主要包括分系统和组部件的

实验室可靠性试验数据、实验室环境试验数据、实

验室电磁兼容性试验数据和实验室抗干扰试验数

据等，是系统级及现场试验信息的补充。 

②现场试验信息。 

现场试验信息主要包括陆上试验数据、海上试

验数据、湖上试验数据以及现场存放储存数据等。 

③专项试验信息。 

专项试验信息主要包括专项组织的加速储存

试验、保障性试验、维修性试验、测试性试验、环

境适用性试验、安全性试验和电磁兼容性试验等试

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也包括一些单独专项组织的

模拟试验数据。 

④部队使用信息。 

部队使用信息主要指水雷在部队仓库储存、训

练、演练等期间产生的信息。 

2）按照阶段分，主要包括性能试验阶段信息、

作战试验阶段信息和在役考核阶段信息。 

3）按照产品级别分，主要包括组部件信息、

分系统信息和系统级信息等。 

4）按照内容分，主要包括被试产品基本信息、

试验或数据产生条件、数据基本要素（如时间、航

程、精度、动作）、故障信息、故障判定和数据有

效性等。 

1.2  在役考核数据特点 

1）数据类型多。 

水雷装备在役考核涉及的数据类型多样，理

论上，在技术状态不改变的情况下，所有相关的

试验、使用、训练等数据均可纳入在役考核数据

收集的范围。 

2）数据量大。 

水雷装备在役考核涉及到考核指标多、要求

高、需要的数据量非常大，包括各类试验数据、训

练数据、使用数据，以及全系统数据、分系统数据，

各类环境下的数据等。 

3）收集难度大。 

目前，还没有可行的水雷装备在役考核数据收

集方法，而在役考核数据类型多、分布广、涉及人

员和单位多等问题，收集难度很大。 

4）分析难度大。 

由于数据量大、数据类型多，分析和处理数据

难度比较大。 

5）应用价值大。 

数据是反映水雷装备使用好坏的最好证明，是进

行新装备研制、改进改型、评定相关指标的重要依据，

是装备战斗力的重要体现，具有较大的深度挖掘价值。 

2  总体实施方案 

水雷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是指对在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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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期间产生的数据和相关单位已有的历史信息进

行规范收集、整理分类、加工处理、整编、分析评

估、存储、传递、开发与挖掘等过程。数据是装备

在役考核的基础，是保证在役考核充分的生命线。

没有完善的数据支撑，在役考核的评估结论将是不

可靠的。在役考核数据是广泛的，除了试验、训练

和使用等数据外，还包括试验文书、产品图纸、测

试录取和观测的信息、加工处理后的信息、故障维

修信息等任务数据，也包括测量测试设备、气象水

文设备等试验设施设备数据，以及其他在役考核期

间产生的资料信息等。 

在开展型号在役考核时，为了保证获得良好的

数据，参考文献[2]等关于型号质量与可靠性信息管

理指南，以及参考文献[9]等关于试验鉴定数据管理

方法，提出水雷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方案如下。 

1）结合在役考核设置组织机构，设置型号在

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该系统主要职责：根

据试验大纲、指标评估方法等要求，全面负责和领

导型号在役考核数据需求分析、确定数据来源、制

定数据采集要求、分配数据采集任务、培训人力人

员、组织实施数据采集与管理、协调数据采集与管

理相关事宜、监督数据采集与管理过程、组织数据

分析与评估、反馈装备暴露的问题、开发数据应用

与挖掘等。 

2）在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领导下，

在有条件的单位设置型号信息管理中心，主要是进

行在役考核数据的归档分类、存储、维护、开发应

用与挖掘等。试验评估单位，根据信息中心提供的

数据进行在役考核指标评估；同时，信息中心可根

据传递回来的数据，监督各单位开展在役考核数据

收集与管理的情况；统一管理后的型号在役考核数

据，供各单位方便使用，包括查阅、统计分析与数

据工程建设[12]等。 

3）标准化是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数据格式、

数据内容、问题记录、数据精度、填写要求、存储、

传递和维护等，都是可能导致数据无法使用的危险

源。因此，要制定规范的数据采集与管理规定，明

确采集内容、规范以及运行机制。 

4）要选择有资质的承试单位负责型号在役考

核；同时，强化参试（含型号信息中心维护人员）

人员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稳定的参试队伍，

提高技术与管理能力水平。 

5）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全方位监督数据需求

分析与论证、组织实施、试验评估、问题反馈以及

督促整改等各环节；建立个人工作责任制和考核机

制，辅助监督管理。 

综上，可在型号研制与试验主管单位的综合计

划与领导下，成立型号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并全

面负责与组织实施型号数据采集与管理工作。数据

采集与管理系统由型号主管单位或者承担在役考

核单位牵头，其他论证单位、军代系统、参研单位

（含生产、测量保障等单位）、总装生产单位、承

担性能试验与作战试验单位等作为成员，组成型号

在役考核机构，配备规范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

依靠先进的保障资源（组建型号在役考核信息中

心），配备高素质的数据采集与管理队伍，保证型

号数据采集与管理工作畅通运行。 

型号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运行方式如图 1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型号主管单位（包括研制主管单位和试验

主管单位）下达在役考核任务，并组织成立型号数

据采集与管理系统。由于在役考核时间比较长，其

中较关键的是要组建组织机构、信息中心和运行制

度，保证在长期的数据采集与管理过程中数据的可

信度。 

2）型号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根据任务分工，

向各单位下达数据采集与管理分任务，包括实施计

划、数据需求、规则、人员培训要求、时间节点等。 

3）各单位根据要求组建单位数据采集与管理

分系统，即组建组织机构，包括领导小组、数据采

集小组等。 

4）各单位根据任务计划开展数据采集与管理

工作。 

5）各单位反馈数据采集与管理过程中发现的

装备存在的问题以及遇到的困难等。 

6）型号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派由研制单位、

试验评估单位等单位组成的故障审理组支援在役

考核承担单位，开展故障归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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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单位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计算机网络、

磁盘、文件等方式传给型号在役考核信息中心，同

时反馈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8）试验评估单位根据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

按照在役考核大纲及评估方法开展相关指标评估

工作。 

9）试验评估单位向试验主管单位反馈评估结果。 

10）型号主管单位向参研单位、军代表系统、

装备论证单位反馈相关信息，用以指导新型号论

证、研制、生产等方面的改进。 

11）型号主管单位领导信息中心开发数据应用

与深入挖掘工作。 

 

图 1  型号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总体方案 
Fig. 1  Overall scheme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ervice test of model 

 

3  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 

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是指保障组织实施型号

在役考核的数据采集与管理的组成，主要由组织机

构、规章制度、保障条件和试验队伍组成。如图 2

所示。 

1）组织机构。 

成立型号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组织机构，

是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实施的原则，有效完成各类

数据的采集与管理、分类与整编、存储与传递、分

析与评估的重要保障。 

承担型号研制、生产、总装、试验、试验评估、

检测和故障分析、具体数据收集与管理等单位，都 

均应明确型号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组织机构

设置，所有参试、承研等单位构成型号数据采集与

管理的组织系统。该组织机构设置应与在役考核试

验的组织机构统一起来。该系统应由承担试验评估

单位或型号主管单位牵头，其他单位为成员，共同

负责型号在役考核的数据采集与管理工作。各单位

应成立相应的型号数据收集与管理分机构，明确负

责人及主管部门等，明确领导小组，并下设组织实

施与计划组、数据采集组、数据管理组、质量管理

组、后勤保障组、安全保密组等，要明确各组的具

体任务和要求。领导小组统筹所有采集工作，根据

在役考核大纲、实施细则等要求，设置相应的数据

采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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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全面负责与管理型号在役考核数据

采集与管理工作，负责牵头建立数据采集与管理系

统、牵头建立各类规章制度、牵头系统维护与管理、

组织数据采集和传递等工作；其他成员单位配合牵

头单位工作；其中承试单位负责数据处理、分析及

评估工作。在所有相关单位中，只有牵头单位和承

试单位可以使用所有数据，并进行集中管理，其他

单位若需要相关数据，需要按照制定的审批程序办

理相关手续后方可使用。 

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数据采集需求，开展数

据采集、数据管理、存储、传递、分析评估等工作，

试验评估单位根据各单位提供的数据开展评估。 

2）规章制度。 

统一的规章制度是执行各项数据采集与管理

的基本依据，是保证各单位能够规范、系统、完整

地采集数据的前提。 

结合试验大纲、实施方案、质量大纲以及装备

数据分类编码、装备数据资源库建设、装备数据采

集整编等要求，由主管单位或者指定相关单位制定

包含数据格式、数据内容与记录要求、数据存储与

传递规范、组织实施规范、问题反馈要求、质量管

理与监督等相关内容的规章制度，如《型号在役考

核数据采集与管理规定》，用以指导规范各单位的

数据采集与管理。各单位根据要求，可制定适合本

单位情况的采集与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等。 

建立健全或利用已有的工作报告制度、质量管

理制度、监督制度、工作考核制度、奖惩制度、人

员交流制度、数据采集与管理经验交流制度等，保

证数据采集与管理工作有效畅通。 

3）保障条件。 

保障条件主要是建设信息中心，以网络计算

机为核心，在各单位设立分中心，将各单位实时

采集的信息能通过网络、邮箱途径实时传回信息

中心。各单位健全型号信息分中心，配齐网络、

计算机、记录录像信息设备、复印复制及传递信

息设备等。集中研究或者利用已有的数据分类与

编码、数据采集整编要求、数据资源库建库要求

等，结合规章制度制定适应本型号的数据归类、

加工等方法。 

4）试验队伍。 

再好的制度和方法都需要人去执行才能发挥

应有的作用，各单位要选择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

的人负责数据采集与管理工作，并定期开展技术培

训和交流，注重培养新人，使数据采集与管理工作

始终有一支高素质的试验队伍。 

 

图 2  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 
Fig. 2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4  数据采集与管理流程 

数据采集与管理流程，主要是指试验数据收

集、加工、分析、存储、传递和试验评估等过程。

按以下 6 个步骤开展。 

1）数据收集。 

主要包括需求分析与论证、明确收集对象、明

确收集要求和方法、开展收集工作、汇总及总结。

要求数据完整、真实、连续和规范。 

2）数据加工。 

数据加工主要是指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审查、

筛选、分类等过程。 

3）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指对加工后数据进行有效性判

定、故障判定等，根据数据加工的结果，试验评估

单位可实时了解数据是否满足相关指标的评估。 

4）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是指将原始数据、加工后的数据、分

析后结果等，按照分类和规则进行存储。主要方式

有计算机存储、纸质资料存储等。存储过程要注意

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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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传递。 

数据传递主要包括采集组与管理组之间的传

递、跨单位传递等。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网络、

邮件等方式进行传递，要确保数据的完整与准确。

传递流程见图 1。 

6）试验评估。 

试验评估是指试验评估单位利用获得的型号在

役考核数据，按照大纲和评估方法、评定准则对相

关指标进行评估，并向试验主管单位报告评估结果。 

5  数据统计原则 

1）明确数据有效性的条件与要求，以指导剔

除无效数据等，如数据环境条件、使用条件、数据

检测条件等。 

2）数据处理方法应明确故障判据、故障统计

方法。不同型号数据、不同级别产品的故障判据不

一定相同，所以不同的数据需要明确故障判据及统

计原则。如确定可靠性数据统计方法时，故障判据

及统计原则可根据 GJB899A—2009、GJB3669— 

1999 等标准确定。 

3）按照型号在役考核大纲或评估方法明确数

据融合方法，对不同环境下获得的数据，应利用环

境因子进行转换。 

4）对部分统计存储时间，但不能确定故障时

间的，按照以下方法确定故障时间：若有历史故障

检测记录且本次检测时故障复现，结束统计时间为

第一次出现该故障的时间；发生故障的时间段只取

一半，即认为故障发生在该段中间时刻，如：2014

年 6 月检测合格，2015 年 5 月检测有故障，则认

为故障发生在 2014 年 12 月。 

具体数据统计原则可结合试验大纲、评估方法

和相关标准确定。 

6  实现途径 

文中所述的数据采集与管理方法，主要关键技

术是数据采集规范和在役考核型号信息中心建设，

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可依托型号数据工程建设技术，数据分类、

采集与整编等相关标准[11-12]，制定型号在役考核数

据采集规范与要求，确保数据标准化。 

2）目前，网络技术比较成熟，可依托互联网

网络、专网建设等方式，开展型号在役考核信息中

心建设。 

7  应用前景分析及结论 

本文提出的在役考核数据采集与管理方法，以

效率为核心，以精准采集为原则，以数据采集与管

理系统为主要管理手段，构建了统一领导、分工实

施的数据采集与管理组织模式。理清了在役考核各

单位间关系，搭起了各单位之间的桥梁，可高效率、

高质量指导开展水雷在役考核数据的采集与管理

工作，可推广应用于各类型号装备的在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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