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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战备与训练



第一节 训 练

训练工作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基本任务是，搞

好部队的技术训练，组织指挥训练和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专业训练，

以提高场区现职人员的军政素质，保证试验任务的顺利进行。

‘。

训练的组织与实施

发射场的训练工作按级实施管理。在基地司令部设训练处，后勤

部战勤处设训练科，在发射团、光遥测量站、库尔勒测量站司令部设

训练股，其它团站在其司令部作试股增配一至二名训练参谋，分别负

责基地、后勤系统和各团站的训练工作。 ，

建场初期，结合设备的安装、调试，贯彻了军委为靶场提出的“学

习、掌握、熟练、巩固、提高"的训练方针，注重了实际应用，普遍

进行了四至五个月的专业基础训练；一九六。年初部队进场后，集中

搞了五至八个月的操作和指挥协同训练。当时经过院校和教导队培训

的人数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为完成初期的试验任务和以后的

技术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九六七年以后，由于片面强调“少而

精一的CJ,l练方针和“文革”的影响，发射场的训练工作处于被取消的

状态。在此期间，新型号试验任务相继增加，扩建场区，技术干部缺

额较大，部队的技术素质急剧下降。一九七五年，军委提出“整军备战”的

方针．但“四人帮”仍疯狂干扰。一九七六年以后，训练工作重新得到

重视和加强，和科研试验工作一起成为发射场一切工作的中心。

， 目前，发射场训练工作的实施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新兵训练。即新兵入伍后，以三大条令为基本教材，以团站为

单位，进行事业共同课目和我军光荣传统教育，集中训练二至三个月．

2．骨干集CJ,l。即由各级训练机构或委托某一团站，开办各种类型

的集tJ,1班和技术讲座，轮训和培训基层技术骨干(包括干部、战士)。

3．下厂学习。当试验产品型号变化，设备更新或返厂修理时，组

织操作、使用人员下厂，去设计部门学习。

4．岗位练兵。试验部队结合试验任务准备和实施，搞好操作训练

与合练；各勤务保障分队结合值勤、值班和任务进行训练；技术干部

通过参加技术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和联试，提高其专业技术水

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整理技术资料、编写专业教材、开展

专题研究和技术革新活动，把实践知识系统化，进一步提高其理论水

平。
’

，．

5．根据可能，选送部分技术干部、战士到院校培养。

6．组织干部在职自修。要求各类技术干部制定自学计划；组织未

达到中专水平的技术干部参加科委举办的。电子技术中等专业”的自

修班(一九八。年学习人数达298人，经考试合格发给中等毕业证书)；

举办培tJ,I班，保证自修时间的落实．

施训机构，任务及能力

发射场实施训练的机构有基地教导队(团级)、汽车教导营和十个

连级tJ,l练队。’

．一、基地教导队。

基地教导队位于七号场地。它是在原二十训练基地第一试验部教

导队的基础上，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组建的。该部下辖四个营级学员队，

即军事政治队、技术队、通信教导队(位于九号场地)和学兵队．全

i．㈡引潮割”矗Ih引叫引引U纠；



队有工作人员142人，其中干部29人、教员26人，战士84人：营房面积

9092平方米，其中教学用房999-平方米。教导队的任务是，轮训基地

连、排军事、政治和后勤干部。训练通信学兵和基层技术干部。该队

训练容量为500人。

二、汽车教导营

汽车教导营位子12号地区，归基地后勤部建制．它是由后勤部汽

车营原汽车教导连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扩编而成。该营下辖两个汽车

连和一个油机修理教导连。金营定员142人，其中干部34人， 教员6

人，战士1 02人；营房面积】3087平方米，其中教学用房4000平方米．

其主要任务是，为基地培训汽车司机、汽车修理工。施训容量为266人．

’

．．豫弩
’

图1 基地教导队外戢
‘

三、卫生员训练队

卫生员训练队位于十号地区， 归

4513。医院建．{}I!，组建干一九七七年

三月。全队有工作人员11人， 其中干

部4人，战士7人，所需教员可临时从

该医院各科室抽调。 其主要任务是，

为基地培训卫生员，训练容量50人．

懿泸‘!_趣．。、。j；慧盛蔷霉鄹

戡酽；
图2汽车教导营外景

困3卫生员训练队外景



四、团站训练队

团站训练队归各团站建制，大多是一九七六年以后陆续组建的．f

其主要任务是，为各团站培训学兵和短期训练技术兵，轮训正付班长

和基层军事技术干部。所需教员可临时从部队中抽调。各训练队的组

建情况见下表： ．

工 作 人 员
单位(训练队) 组建时间 调练容量

干 部 战 士 合 计

警 卫 团 1977．11 4 4 8 40

测 试 站 1978．2 3 8 1l 80

发 射 团 1978．5 3 14 17 38

光遥测量站 197．65 3 5 8 25
十

库尔勒测量站 1976．5 4 4 8 80

铁 管 处 1965．5 3 6 9 60

电 厂 1979．4 6 5 ll 80

雷?达测量站 1976．5 3 4 7 36

合 计 29 50 79 439

说 明 本表为1980年统计数。

历年施训情况

一，基地历年施训情况表

全训单位平
集训班开办情况

外出学 特等射手
蕾lI练年度 集训 集训

均训练时闯 期数 合计 习人数 技术能手
干部 战士

1976 100(天) 27 1076 1076 386

1977 126， 89 403 1839 2242 464 lOl

1978 141， 75 672 2430 3102 601 873

1979 159， 79 819 2562 3401 723 3ll

1980

；^i—q弱鞠硼州*繁薯，一礓



二、教导队历年施训情况表

训
施 训 情 况

练 军 事 技 术 政 治 后 勤 通 信 总+ 计
年

度
期 干 战 期 干 战 期 干 战 期 干 战 期 干 战 期 干～， ·战
数 部 士 数 部 士 数 部 士 数 部 士 数 部 士 数 部 士

1976 ，，85．． 53 ．． 120 204

1977 37 44 20 10 57 54

1978 2 89 3 80 80 2 229 2 309 169
●’～ —

1979 5 352 157 5 68 147 51 2l’ 47 1325
_—一——

1980

198l

三、汽车教导营、卫生员训练队历年施训情况表

训 施 ，训 情 况，、，

练 汽车教导营 卫 生 员 训 练 队
。年

防疫 新医
度 期数 人数 卫生员 护士 西学中 合计

人员 正骨

1976 1 110

1977 1 130 38 29 44 lll

1978 2 158 50 50

1979 2 291 62 40 102

1980

Lr，o●●●●～



第二节战 备

东风场区地处西北边陲，位于最北部的点号距中蒙边境仅90公里，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o“。

根据杨成武总参谋长关于“在战争爆发前夕，要尽可能地保存试验

部队、试验资料和高精尖设备，基地应制定撤离东风场区的予案”的指

示和未来战争初期的特点、基地的性质任务以及场区特殊的地理条件，

基地于一九八。年九月十日，削定了防空袭就地疏散方案，防空降、反

偷袭方案和撤离方案。 一

防空袭就地疏散方案
J

●

一、疏散区域的划分

基地司政技后机关及直属队、通信总站、警卫团、东风中等专业

学校、发电厂、铁路管理处等单位按十号区的疏散区域划分图进行疏

散；发射团、测试站、光遥测量站、教导队、一农场，在各自营区周围

划定疏散区域。一
。

’各防空袭区域，要构筑必要的防空掩体和对空射击阵地。

二、防空袭有关规定 一

设立防空监视哨：基地进入战备期时，要在2#、，”10#、19#设立

对空监视哨。以上三处对空监视哨，分别由发射团二营、警卫团和光

遥测量站二中队派出。 ，

建立防空袭警报勤务：通信总站设专门有线无线警报台，负责接收

总参谋部、兰州军区的信号，靠空一、空二及守备师传递防空袭警报；



靠三个对空监视哨的敌情报告。基地接到空袭警报信息后，立即组织

部队按规定的区域疏散。

组织对空射击：敌机临空时，基地在2#、10#及大树里三处设立

对空射击阵地。发射团、警卫团和雷达测量站分别组织一个连的兵力，

用现配的火器实施对空射击。其它各点号的部队，也要根据敌机活动

规律，自行组织对空射击，但事前应向基地报告。 ，，一

加强警戒巡逻：各单位接到空袭警报、完成部队疏散任务后，要

对重要试验设施、通信枢纽、指挥机构、物资仓库等所在地加强警戒

巡逻，严防敌特混入破坏。10#区的通信枢纽部，由通信总站派’出部队

警戒巡逻；基地司政办公大楼、，后勤部办公大楼、技术部机房、资料

室、一所等由警卫团派出警戒部队巡逻；后勤部所属仓库、银行、服务

处等由后勤部派出部队警戒巡逻；7#测试厂房、单元实验室、计算机

房，大树里的雷达，计算机房，9#的制氧厂房、特燃库区，29#的通

信机房、计算机房、遥测车库以及2#发射场地等，分别由所在单位派

出部队警戒巡逻。 ． ，‘!‘：：，‘’Z：“．、：⋯

实行夜间灯火管制：夜间发现空情时，要实行灯火管制：电，厂．按

基地司令部的通知停止供电。 ．，

I-， 一。T‘

‘．确定防空信号：疏散信号有线—～明语，警报器——连续短鸣，

信号弹——红色三发；解除信号有线——明语，警报器——连续一长

一短，信号弹一绿色三发． 一‘'一：

三、通信联络 ，

。

。’，一。j

防空袭就地疏散时，通过既设的通信设施，保障基地对上对下通

信渠道的畅通。

基地指挥所设于司政办公大楼：当情况变化指挥所迁到办公楼东

南侧o#掩蔽部时，其通信组织方案如下；：．
。

．．．
：-j。!一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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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线电通信：在o#掩蔽部内开设一部二十门交换机，并利用现有

的警报线路，以沟通各部、团站久磁电话单机，电话站长途、自动电

话，以及收信台机房直通电话单机。

无线电通信：通信总站以三台150瓦通信车和七部15瓦电台，供准

备接转对上对下的联络和临时派遣之用。光遥测量站配以150瓦和500

瓦两台通信车的设备及有关操作人员，作为基地的予备分队。

运动通信：由通信总站派遣一个班(10人)，担任基地的运动通信

任务。，

四、后勤保障

，’防空袭就地疏散时，原则上按平时的供应办法，即由各团站自行

组织实施后勤保障。

各团站驻地遭到空袭，破坏严重，失去了自身保障能力时，贝n由

基地后勤部采取战时后勤保障办法，以实施生活保障和伤病员的救护。

市电被敌破坏时，各团站应利用现有的油机送电、供水。

当10#区遭到敌机轰炸，引起房屋着火时，消防队应首先对司，

政、技、后办公楼，仓库，医院等主要建筑进行灭火，修理营要组织

力量抢救后勤仓库物资。

当敌机轰炸引起人员伤亡时，轻伤员由各单位卫生所处置，五一

三医院将组织一百人的救护力量，以接收重伤员的治疗． ．

若10#地区水电系统遭敌破坏，各单位应设法就近取水．

五、10#区紧急疏散预案图(见第1l页)

防空降，反偷袭方案

。；敌机向我发动全面进攻之前，很可能利用空降部队进行偷袭．其

侵略企图：一是袭击基地机关、技术阵地、发射阵地、通信枢纽、雷



达测量设备或其它分散点站，破坏基地指挥机构和重要设施；二是抢占

14#、45#机场，夺取制空权。为此，基地防空降、反偷袭方案如下：

一、防敌机偷袭处置原则 ·

、

各分散点站，尤其是驻19#的光遥测量站二中队，要把防空降偷

袭作为制定战备方案的重点，平时要加强戒备和对空观察。一旦发现

敌人有空降偷袭迹象，应立即向上级报告，并迅速组织部队对空射击，

以击毁敌机和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同时还要以驻地营房和防空掩体为

依托，组织兵力火力阻击待援或根据上级的指示行动。 ．

二、反敌空降处置原则

基地各部队平时要加强对空观察监视，遇有情况应及时向基地报

告。 ⋯，
+

，．

当敌进行空降时，各部队应组织现有兵力，火力对空射击，力争

将敌消灭在空降过程之中。当敌空降兵着落时，乘敌立足来稳便发起

冲击，阻止敌集结、展开。在无法消灭空降之敌时，应占据有利地形

阻击待援。

三、通信联络
‘

‘。

有线通信：要以既设的有线电路，保障各级对反空降反偷袭地区

的通信联络。

无线电通信：基地与各反空降、反偷袭地区建立指挥通信，增援

部队插入网内实施协同通信。 j
r，。 ；

各作战区的对下通信，由负责该战区指挥的团站组织。

基地战备方案实施阶段，设战时值班台。凡开设1 5瓦电台的单位，

紧急时可直呼值班台，并以伪码告本部电报代号。

四、后勤保障。，

在执行反空降、反空袭任务时，后勤部视情况直接给予保障。汽

9

}}，}；．r}。；}



1
：

鼋



一
’

一 一
．：1

第一·首先保证人员、可搬动的高精尖设备及技术资料撤离，其次

1l

斟，p。替漉。沁藩建澎：案囫



保证可拆卸的装备和一般物资器材的撤出。重要的固定设施(如特燃

库、发射塔架、雷达天线及发电厂发电机)不作拆除，派人留守看管，

直到最紧急关头可实施炸毁。

第二，撤离分有准备撤离和紧急撤离两种方案。从接到上级命令

至敌开始向场区全面突袭，其间有一个月以上时间的情况下，可按有准

备撤离方案实施；若上级命令基地1 0至1 5天内撤离完毕，则以紧急撤

离方案实施。

第三，两种撤离方案的战斗编成，以基地现行建制，组成三个梯

队。第一梯队包括试验技术部队、伤病员以及高精尖设备和技术资料；

第二梯队包括基地机关、直属队和部分保障部队；第三梯队包括撤离

掩护部队、保障部队。第一、二梯队人员的家属小孩跟随本梯队行动，

属第三梯队人员的家属小孩随第二梯队行动。 ．．，。

第四，两种撤离方案的任务。执行有准备撤离方案时，第一、二

梯队负责组织撤离试验技术部队、高精尖设备、技术资料、基地机关及

家属小谤．；执行紧急撤离方案时，第三梯队的任务是先掩护第一、第

二梯队撤离，然后跟随撤出。

第五，两种撤离方式。执行有准备撤离时，人员及设备器材立足

于铁路输送(共需60个专列，每列35节车皮)，撤出时间要求在接到撤

离命令7日内撤出第一梯队，1 5日内撤出第二梯队，30日内撤出第三梯

队；执行紧急撤离方案时，争取铁路输送(以20个专列将第一、二梯队

撤至清水，第三梯队沿摩托行军路线撤离)，而立足于汽车输送和徒步

行军(共需汽车1000台次)，撤出时间要求在接到命令3日内撤出第一

梯队，7日内撤出第二梯队，10日内撤出第三梯队。 ，，

第六，铁管处、发电厂及场区内的有线固定通信台站，编为第三

梯队，具体撤出时间和固定设施的处置原则按上级命令执纸⋯。



第七，库尔勒测量站、和田测量站应根据当地军分区的指示行动。

若上级有具体指示，随基地撤至予定地点。‘上级未明确撤离去向之前，

要制定从库尔勒、和田撤至青海方向的具体方案。

二、战斗编成

第一梯队由技术部、发射团，测量站、光遥测量站、雷达测量站、

五一三医院(含伤病员)组成，各类人员共计5，689人(其中干部

1，527人，战士2，263人，职工411人，家属小孩1，237人，伤病员251人)，

装备l，917台(套)，技术资料约70立方米。

第二梯队由基地机关，直属队，第二、三梯队的家属小孩组成。

撤离人员共5，877人(其中干部1 068人，战士1，879入，‘家属小孩2，930．．

人)，文件资料约五十立方米。 ⋯≥

第三梯队由警卫团、铁管处，发电厂等单位组成。撤离人员共7，356

人(其中干部l，025人，战士6，331人)。 ～
，

受

三、撤离路线 +。-

不同的撤离方式有不同的撤离路线。以铁路运输，其撤离路线为

东风至清水的铁路线(清水以西的撤离路线，待国防科委明确疏散区

域后确定)；以汽车输送的行军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沿黑河左岸南下，

经1 0#及天仓，金塔、高台等地。另一条是沿黑河右岸南下，经狼心

山、45#、大树里、1 4#、苇坑泉、高台等地；徒步行军路线是沿黑

河右岸南下，经45#，大树里、1 4#、双城、进化、天城、高台等地。

四、组织指挥 ：

执行撤离方案时，基地机关组成三个指挥所：

第一梯队指挥所：由司政后机关派出人员组成，并随第一梯队行

动。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第一梯队行动，处理撤离途中的各种情况，遇有

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基地指挥所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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