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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其卫勤建设发展也处于世界领先的

水平。目前美军卫勤人员总数约 13万，服务对象包括各类现役军人、

文职人员、家属、退休人员等，高达 970 万。美军卫生经费投入大，

2011 年卫生费用达 500 多亿美元，占国防总开支的 9.4%；综合卫勤

保障能力强，卫勤力量全球部署，拥有 2 艘 1000 张床位的医院船、

30 架卫生飞机等多种世界最先进的大型救治后送平台，在伊拉克、阿

富汗等战争中得到了实战检验和锻炼。目前，美军共计16个医疗中心、

43 所医院全部是综合医疗保障机构，具备医疗、康复、疗养、科研、

训练等多种功能，并与驻地的国防部和国家退伍军人事务部派出机构

协作，为伤残军人退伍、移交提供一站式服务。

1 卫勤保障理念

美军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相继提出了“医疗与士兵同在”、“部

队全面健康保护”等理念，近年来又根据往战争的卫勤保障经验，发

展并总结出新的理念和措施。一是提出了“部队整体强健”的新理念，

美军在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后，逐

渐开始重新思考卫勤保障模式，总结提出了“部队整体强健”的新理

念。美军认为，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具有连续性，因此

要求美军必须具备持续高效的作业能力、弹性适应能力与快速恢复能

力，部队要能够实现 8 种强健：生理强健、营养强健、医学强健、环

境强健、行为强健、心理强健、精神强健和社会强健。二是要注重提

高个人的医学防护能力。美军通过配备单兵防弹服、“三防”防护装

具和接种疫苗、口服预防药物等综合措施，提高个人医学防护能力。

三是强化战场快速响应和综合救治能力。美军提出未来战场要将救治

阶梯减少为三级。第一、第二级分别为现场急救和紧急救治，主要由

参战士兵和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进行自救互救和战场急救，确保能在

黄金 10 分钟内实施有效的包扎、止血、通气、镇痛等处置。美军强

调一线救治既要及时开展紧急救命手术，更要注重早期输液和抗休克

治疗，而不再过分强调野战医疗机构的靠前配置。美军已将止血和早

期复苏作为减少死亡率的优先策略，形成了新型复苏策略——损害控

制复苏。第三级为专科治疗，主要由通过空中、海上和陆地进入战场

的机动卫勤分队负责实施。四是重视空运后送。美军近年来提出了“3 

Right”空运后送理念，即将伤病员在正确的时间送至正确的地点接

受正确的治疗。在伊拉克战场中，美军建立了“重两头、伸中间”的

医疗后送模式，有效减少了救治环节，降低了伤病员的伤死率。

2 卫勤组织体系

美军军队卫生系统（MHS）是为现役军人及其家庭成员、退役人

员及家属和其他有资格在包括军队医院和诊所在内的军队医疗机构接

受服务的人员提供卫生保健的军队卫生服务体系，主要由国防部负责

领导，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 70 年代。负责卫生事务的助理国防

部长是美军卫生工作的最高领导，现任负责卫生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是 Ellen P.Embrey 女士， 助理国防部长有权对国防部所属的卫生人

员的任命、政策、设施、计划、经费、资源进行管理、指导与控制。

助理国防部长的下级组织体系中最主要的是军队医疗卫生服务系统

“TRICARE”。美陆海空三军以往卫勤保障一直保持相对独立、自成体系。

进入 21世纪以后，美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卫生联勤改革。国防部通过构

建“TRICARE”系统对全军医疗保障服务组织进行有效管理。该系统统

一使用陆、海、空和海岸警卫队的卫生资源，并以地方医疗服务网络

作为补充，组成了军队医疗服务体系。平时，该系统管理中心统一领

导和组织全军医疗保障，军队相对独立的卫勤保障体制基本不变，即

各军种卫生系统行政上仍受军种的领导，同时接受该系统管理中心的

指导。在战时，卫勤工作的开展主要由作战司令部的卫勤组织体系负

责领导开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首长组

成的联合机构，主要职能是对各军种进行协调和联合作战指挥，其中

负责卫生事务的最高官员是联合参谋部军医主任，他是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的首席医学顾问，负责为各主要作战指挥官提供有关作战医学、

部队健康维护、卫生战备方面的建议。美军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内都设

有专门的军医主任，负责个司令部内部所有与医疗卫生有关的事务。

3 卫勤科研情况

美军的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直属国防部

的机构包括武装部队放射生物学研究所和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等；

第二部分是隶属于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的机构，包括陆军医学研

究与物资部、海军医学研究与发展部和空军航空航天医学部负责管理

的科研机构。美军军事医学研究始终以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作为目标，

根据战场保障需要确定研究任务，尤其重视成果转化，根据战场保障

需求确定研究任务，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实战和临床，非战场需要的

不予立项。美军针对信息化战争特点和全球化部署要求，重点开展了

传染病防治、战创伤救治、军事作业医学、“三防”医 [1] 学、空运

医疗后送、野战卫生装备等军事医学研究，这些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其中美军野战外科研究所编制 722 人，是美国国防部唯一的烧

伤医学中心，重点开展战伤救治和烧伤救治研究，并设有烧伤临床救

治中心和烧伤飞行员救护队，近10年来共救治了烧伤军人900余名，

而且烧伤临床救治中心在失血控制、新型止血剂、烧伤感染治疗和冻

干血浆等领域有较高的研究水平。美军的科研经费充足，管理极为严

格，不得随意使用、挪用，2010年，医学科研经费总额为 20亿美元，

主要是国防部拨款，也从地方申请科研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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