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天津塘沽爆炸事故中，我军防化部队官兵携带专业器材
奔赴一线救援。同期，在俄罗斯的国际军事竞赛中，我防化团
表现出色，夺得了道路侦察项目冠军及团体第二名。防化兵是
怎样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起怎样的作用？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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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

然，人道自己。 ——《养性延命录》”

铁甲金盔降毒魔
我军防化部队在行动

在“一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军队都以
化学武器（毒气弹）向对方攻击，参与使用毒
气以及防御对方毒气的专业部队便称为“化
学部队”。此后，随着军事科技进步，现代生
物武器和核武器进一步研发，围绕上述武器
攻防的部队也称为“化学部队”或“生化部
队”。

我国军队遵守国际公约，绝不使用违反

国际法的进攻性生化武器，主要强调对此类
武器的防御，因此我军的相关部队称为“防化
部队”或“防化兵”。此外，还有一些常规武器
如火焰喷射器、烟幕弹等，因为使用中会出现
高温、特殊气体，对它们的使用也归于防化部
队。防化部队是一支专业性很强的部队，他
们既可以上战场，也可以发挥其专业特长，在
和平时期参与民用建设和安全项目。

我国防化部队，其主要职能是战时和平时
的“三防”，即防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

具体工作主要有如下内容：
（1）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观测观察，即获

取敌方核攻击和生化攻击的诸多信息。比如
核保强度如何，化学毒剂是什么种类。（2）对
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进行侦查，即及时发现化
学毒剂、核辐射或生物试剂的存在。（3）对核
化生攻击和燃烧武器进行直接防护、控制，如
使用防毒面具、防核车辆和掩体对人员进行

防护。（4）对已经发生的核化生和燃烧武器等
损害进行清洗、消除，例如扑灭已经燃起的火
焰，或对已经开始扩散的化学毒剂进行清洗。

防化部队除了自身完成上述防御工作，
还要对受到攻击或威胁的其他部队和老百姓
进行培训指导。我军防化部队在和平状态
下，会对可能发生的涉核、化学、生物恐怖袭
击、恶性犯罪或严重事故等进行防范。例如
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化工厂的泄漏，都需要防
化部队出马。

现代战争中，防化是部队的重要职能，因
此一般各级作战单位都会编有专门防化部
队。同时防化部队中包含不同的分队，配备
不同的专业设备。

以我军为例，防化部队包括观测分队、侦
察分队、洗消分队、喷火分队、发烟分队等。

一般在集团军中编有防化团或防化营，在步
兵师编有防化营，在步兵团编有防化侦察
排。其中，一个防化营下属侦察连、洗消连、
发烟连等，一个防化侦察排则下属若干个防
化侦察班。

早在 1932 年，工农红军的特科队就编制
了“化学排”。不过那时候敌我双方都没有什
么化学武器，既不能攻，也无须防，化学排的
主要任务就是点火产生烟雾，掩护战场。

抗战时期，日军多次释放毒气残杀我抗
日将士和无辜群众，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专
门成立了“化学队”，并在延安举办防毒培训
班，对奔赴前线的指战员进行防化培训。不
过那时我军缺少防毒面具和防毒面具药剂，
培训时只能让大家对鬼子的毒气进攻有所了
解。如果遇到了毒气，就只能尽量疏散群众，
或者用一些很原始的手段减轻损害。到解放
战争后期，华东野战军的几个纵队也建立了

防化分队。
同期，国民党军队在李忍涛将军的力主

下建立了化学部队。军政部专门成立了学兵
队，训练化学兵人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各
级军事机关设立防毒机构，集团军、师也分设
防毒科、防毒课和防毒组、防毒排。1938年又
成立了化学兵总队，装备 82 毫米化学迫击
炮。然而因为军政机关腐败加之初期战况紧
张，纸面上的防毒工作落不到实处，防毒面具
每个连分不到一个，导致将士们面对日寇的
毒气攻击依然伤亡惨重。到抗战后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国军装备了化学武器和火焰喷射
器。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上将提议成立防化
兵学院，并在各部队组建防化分队，得到毛主
席批准。解放军防化兵学校在1950 年成立，
抗美援朝的各部队在军、师、团下都编制了防
化兵分队。1953 年，大军区和总参军训部都
设了防化兵处。1956 年，防化学部正式成
立。此后几经改编，始终为我军的一支重要
特种技术力量。

我军的防化器材，最初是收集修复缴获
的日、美器材。到 1959 年，已经能对苏制防
化器材进行仿制生产。上世纪 60 年代中苏

关系交恶后，我军自力更生，实现了防化器材
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
我军还发展了防原子弹装备，包括专用仪器、
器材、技术车辆共8类55套又34台件。

上世纪 70 年代，我防化兵装备又上新台
阶。如1971年定型的含磷毒剂报警器，重量只
有1.2千克，新型辐射仪兼有两种仪器的功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型多功能快速洗消装备
投入使用，各兵种专用防化装备得到全面发展；
防化兵的专业保障能力，合成军的自侦、自消能
力，全军的整体防护能力，均达到新水平。

1964 年 10 月，我国原子弹试爆，我军某部混合防化营侦察
连、固定洗消连、机动洗消连及营部的若干直属分队共350余人
身穿防护服，直冲蘑菇云下，冒着危险进入距爆心 2900 米的区
域展开侦察，逐步深入到距爆心950米处，对20个点测量记录，
并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指挥部汇报了精确数据。

在距爆心 600 米处，防化兵穿着防尘服和防尘靴在厚厚的
松土上艰难行进，分头测量了地面辐射级。在原子弹爆炸后的
半小时，防化侦察分队就将核爆炸的科学数据报到了指挥部。
防化侦察分队因此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3支防化部队千余人紧急出动，奔
赴灾区，抢救伤员和灾民，对所有灾区人员进行卫生处理，喷洒
药液消毒灭菌，并为群众供水，确保唐山大灾之后无大疫。这也
是我防化部队首次参加救助重大灾害。

此后，在多次重大灾害中，我军防化部队冲锋在前，防病除
疫。在多次危险品处于火灾、爆炸的紧要关头，防化将士奋勇当
先，扑灭灾患。

1990 年 7 月，我国受邀参加第二轮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对比
实验（简称“联试”）。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
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代表中国出征，成功从29支比香烟稍
大一点的玻璃管中查出了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
在全体参赛队伍中，只有荷兰、瑞士与中国能检测出来。而且中
国队在尚未收到背景说明的情况下，分析出测试模拟的背景，与
组委会的说明完全一致。此后参加的历届“联试”中，我军防化
专家又取得了十次名列前茅的成绩。

链接：防化利器

射流车：全称为“燃气射流洗消车”。在卡车上装载涡轮喷

气发动机，能够产生高温高速的燃气流。这种高温气流本身具

有很强的消毒功能，也可以在气流中加入针对性的消毒液体，喷

射出带药的气流，消毒效果佳。该车还可以加入发烟剂，用燃气

蒸发后喷射出烟雾，作为烟幕发射装置使用。在2008年的雪灾

中，我军曾用该车扫除高速公路的冰雪。

淋浴车：这种车看似家常，却是防化的重要设备。供遭受放

射性沾染或其他毒害物沾染的人员进行洗消。汽车底盘上有特

种车厢，分为脱衣、淋雨等不同房间。受沾染人员进入车厢后，

车辆用水泵将冷水送入锅炉，烧热后洗消沾染物。

新型防护服：单兵防化作业中，包括上衣、裤子、头套、面罩、

手套、靴子一整套防护服，是防化兵的必要设施。传统的防护服

用橡胶材料制成，隔绝性好，但不透气。战士穿着这种防护服训

练作战，没多久浑身汗气蒸腾。每次脱下防护服，里面的汗水倒

出来都是“哗”的一声。而新型“轻便式透湿防护服”采用特殊材

料制成，外层面料能够阻挡毒剂的小液滴和蒸汽，而空气和水蒸

气却能透过。这样，该防护服既具备隔绝功能，又透湿、抗静电、

抗皮肤刺激、耐洗消，可更长时间穿着和作战。在2008年抗震救

灾中，这款防护服深受战士好评。

侦毒器：灾情或敌袭中到底有没有毒剂，是什么毒剂？这

时，防化兵需冒着危险用到侦毒器探测。侦毒器包括含有试剂

的侦毒管、抽气装置和其他辅助器件。防化兵用侦毒设备的抽

气装置吸取疑似区域的空气，与检测试剂发生化学反应引起颜

色变化，根据对比色表即可判断毒剂的种类及大致浓度。

国产74式火焰喷射器：这是我军自行研制装备的轻型喷火

器，由油瓶组、输油管和喷火枪组成，全重 20 千克，全长 850 毫

米，口径 14.5 毫米，配用 3 个燃料筒，最大射程 100 米，有效射程

40米至45米，可近距离消灭掩蔽部、沟涧、防空洞、工事、暗堡中

的有生力量，油料集中性好，不易分散且燃烧猛烈。

“蘑菇云下的坚兵”

职能：防核防化防生武

我防化部队编制

新中国成立前连防化面具都短缺

新中国成立后国产防化器材大发展

试爆原子弹，冲进蘑菇云下测数据

唐山大地震，上千防化兵奔赴灾区

国际大赛上，我防化专家“亮剑”

我军防核化生应急部队配防护服和氧气面罩 我军防化部队在灾区行动 黄山舰上进行防化演习 进行烟雾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