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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军事药学学科体系与分类。方法　运用系统分析和系统结构化法，在对军事药学的学科定位、分

类现状、分类思路和分类方法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描述军事药学学科体系。结果　军事药学学科体系可划

分为军事药学基础学科、军事药学技术学科、军事药学工程学科、军事药学管理学科四大类及若干小类。结论　加强军事药

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将完善学科体系分类，有助于提高军事药学学科整体认知水平、推进军事药学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　药学；军事医学；学科体系；学科分类

［中图分类号］　R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11（2021）06-0483-04
［DOI］　10.12206/j.issn.1006-0111.20210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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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system and classification of military pharmacy disciplines. Meth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of  the  military  pharmacy  subject  positioning,  classification  status,  classification  ideas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he  military  pharmacy  subject  system is  described  with  system analysis  and  system structured  approach. Results　The
military  pharmacy  disciplinary  system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military  pharmacy  science,  military  pharmacy
technology,  military  pharmacy  engineering,  and  military  pharmacy  management,  and  several  sub-categories.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military pharmacy disciplinary system will improve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classification,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overall  cognitive  level  of  military  pharmacy  discipline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pharmacy
disciplin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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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药学是关于防治特种及常规武器伤和防

治军队特殊环境引发疾病所用药物的研究、生产、

储运、供应和使用的科学[1]，是军事医学、药学和卫

生勤务学融合交叉的学科。军事药学实践可以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但军事药学学科的形成不过

几十多年的时间。1988 年德国学者 Heuck 主编出

版的《军事药学》一书可以说标志着军事药学学科

的初步形成，该书详细介绍了药材保障的组织管

理、军事药学的化学技术、军事医学技术等多方面

的理论和实践知识[3]。随着军事药学学科的发展，

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国际药学联合会在药学科学委

员会下增设了军事与急救药学委员会[4]，中国药学

会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下设了军事药学专业委员

会，定期召开涉及战伤救治、灾害救援等相关的药

学理论与实践的学术交流活动，以此促进军事药学

研究与药材保障水平。因此，对军事药学进行科学

分类，确定军事药学各分支的目标、功能、作用、地

位、关系，有助于提高对军事药学的认识，引导军事

药学相关学科的培育、研究和实践、论证与决策，

优化军事药学资源配置，促进军事药学学科的系统

化发展与完善。 

1    军事药学学科的定位
 

1.1    军事药学是药学的一个综合性分支[5]

军事药学研究对象是用于防治战伤和军事特

殊环境下发生的创伤和疾病的药物，是军队卫勤保

障、健康服务、野战作战等能力的有力保障和物质

基础。军事药学与一般药学都具有基于人的健康

和疾病用药的共同特征，两者本质上具有内在一致

性，从而形成了统一的药学学科。作为药学与军事

学的交叉融合学科，军事药学受到军事学影响体现

在军事药学的研究对象、价值取向、保障方向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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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尽管具有如战伤救治药物、特殊环境防治药物

的某些特定的军事特征，但这些特殊仍然改变不了

军事药学基于人的健康与疾病用药的药学属性。

因此，军事药学不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药学

的综合性分支学科，它是对原有的药学学科的某一

方面或某一部分进行深入研究而产生的学科，针对

的是战伤救治、军事特殊环境所致疾病防治药物为

对象的特定药学。 

1.2    军事药学是军事后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药学”是一个偏正词组，“军事”作为定

语，界定了“药学”的内涵。军事实践、军事需求是

军事药学的发展与进步的动力，也是区别于一般药

学的重要特征。军事药学根据军事行动或作战需

求，为多样化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各项卫勤物资保

障。从传统意义上讲，军事药学的科研、教学、学

术等活动都归入后勤范围，成为军事后勤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与其他军用物资后勤保障

特点相比较，军事药学品种复杂，精准性、时效性明

显高于其他后勤物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

装备的更新和作战样式的变化，军事药学的地位和

作用也日益增强。军事药学不仅仅是对战伤救治

所需药品的被动药材保障，还在人机工效、神经认

知、催眠促醒、健康维护等方面，具有积极主动地

维持或提升作用。军事药学能力已成为战斗力要

素之一，呈现出由后方阵地向战场前沿，由被动保

障向主动干预的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特征。 

1.3    军事药学是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6]

军事医学是研究军事活动条件下，对有生力量

健康保护、伤病防治、提高作业效能的理论、技术

和组织管理的特种医学[7]。而军事药学的使命是将

生命科学和军事医学的技术、理论、方法转化为药

品、给药技术和用药监护，从而满足军队卫勤保障

的药物需求。军队特需药品是军事药学研究的对

象，也是军事医学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军事药学作

为军事医学共性基础学科群之一，是生命科学和军

事医学学科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高新技术

武器装备的发展，高技术信息化局部战争条件下的

致伤特点，从单因素、单途径、单处杀伤向多因素、

多途径、多处杀伤方向发展，从表面和脏器损伤向

细胞分子损伤发展，从硬杀伤向软杀伤发展，以及

造成心理创伤和心理失能等[8]。另外，新的高效能

核化生武器、高强度连续作战、恶劣的自然环境，

造成的睡眠剥夺、心理应急、人机协调等问题，使

得指战员心理和心理应急问题更加突出。上述军

事医学需求对军事药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将

促进军事药学学科向更深的领域拓展。 

2    军事药学学科体系分类现状

通常所谓的学科是指有关高等学校或研究部

门为培养高级专业人才而设立的教学科目，也就是

我们通常所说国家教育部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

士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科。学科形成确立必

须具有学科本身独有的概念内涵、理论原理、方法

原则、范畴规范等学科要素，学科基本理论或规

律、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学科形成的

主要标志。军事药学是随着人类的战争产生、发展

的，它与当时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

息息相关。军事药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冷兵

器时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但真正形成军事药

学学科体系是近十几年来的事情，并且仍在发展完

善当中。为此，讨论军事药学学科体系与分类具有

重要价值与意义。

外军军事药学形成的标志是前德军 1988 年出

版的《军事药学》专著一书，书中将军事药学定义为

研究武装部队的医疗物资保障的科学，结合理论与

实践，组织医疗物资的供应。与药学、军事医学有

紧密的联系。研究领域包括医疗物资保障的组织

管理、军用制药化学和技术以及军用医学技术，其

研究内容涵盖丰富，尤其突出医疗物资的保障管理

和卫勤指挥[9]。美军对军事药学学科没有明确的界

定，但美军有关军队特需药品的研究与保障，随着

频繁参与实战而获得军事医学快速发展的同时，军

事药学方面的研究也达到了较高水平。从美军药

品研究与保障分工来看，美军的军事药学包括军队

特需药品的研究开发与管理、药材保障、药学人员

管理等内容。

我国军事药学学科创建起源于军事需求，即核

化生特种武器损伤防治药物和疟疾治疗药物的研

究。特种武器损伤防治药物的研究，促进了药理

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学等学科专业的

发展，也培养了一批军事药学基础理论扎实、研究

方法适用、实践经验丰富的国内外知名的军事药学

学科队伍，对军事药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3 年，我国第一部《军

事药学》专著出版，系统阐述军事药学学科的全貌，

奠定了我国军事药学学科形成的理论基础，为军事

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提供基本依据。依据我军

《“十二五”军事医学重点建设学科专业领域指南》，

于 2012 年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原第二军医大学自

主设立了军事药学二级学科，成为军队“2 110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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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三期军事药学军事重点学科建设的承建单位，

同时，在博士、硕士专业目录中设置军事药学，开展

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军事药学学科体系。 

3    军事药学学科分类思路
 

3.1    军事药学学科分类存在问题

军事药学学科的形成来源于军事实践需求，各

分支学科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因而其研究内容

有所侧重。由于各分支学科发展完善的程度具有

较大差异，造成军事药学学科分类呈现多元、多

维、多态和复杂性特点。就目前军事药学学科分类

来看，最主要是按功能作用将学科分为军事药学科

技、军事药学服务、军事药学（品）监管、军事药学

教育等学科[10]。但上述军事药学划分也存在着相

关学科归纳不完全，分类和组织方式缺乏严密逻

辑，学科间界线模糊等诸多问题。军事药学学科分

类是一个重要且基本的理论问题，学术界对军事药

学学科的分类划分，至今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划分

框架，统一的军事药学学科分类标准尚未形成。但

是，作为一个基本科学理论问题，进行努力探索并

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军事药学学科建设的

重要认知目标和必经的发展完善阶段。在学科分

类划分研究过程中，必须秉承系统整体、发展规

律、科学合理、客观标准的原则，从本学科长远发

展和建设完善的角度，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分类划

分的影响，切实将军事药学学科体系分类做到尽可

能科学合理。 

3.2    军事药学学科分类思路

军事药学是集研发、服务、监督、教育等一体

的实践活动学科群，也是包含科学技术、工程制

造、管理监督等要素，具有知识属性的复杂学科体

系。从军事药学学科分支的地位、作用、功能、目

标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军事药学学科特征的

研究分析、归纳总结，是科学合理进行军事药学学

科分类的重要思路。从军事药学研究对象、保障群

体、作战能力与健康维护需求，以及军事特殊环境

下特殊的技战术指标和保障方式角度，军事药学明

显区别于一般药学学科。“全寿命、全维度、全过

程”的军事药学保障方式，以及“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的综合医学模式的提出，对一般药学提出了挑

战，也使得军事药学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

军事药学是一门包罗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的

综合性学科。在这一综合性学科下，又包括许多不

同的层级并形成体系。既有发现和认识药物现象、

探索药物作用规律的基础药学学科，也有指导临床

药物使用的临床药学学科；既有实现特殊环境下满

足药品需求的特种药学，也有针对健康维护与战斗

力提升的药学保健；既有保障药品质量的药事管理

学科，也有保证药物供应的军队材供应管理学。作

为药学的分支学科，军事药学也包罗了科学、技

术、工程与管理等学科。同时，军事药学还涉及到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系统科学、文化

科学、数学、军事等学科领域。军事药学学科所具

有的系统化特征，其学科分类必须按照多维度进行

科学分类，只有按照系统化的思想进行归纳总结，

才能使得军事药学学科分类科学、客观、合理，否

则分类划分易产生以偏概全的问题。为此，我们将

军事药学学科分为军事药学基础学科、军事药学技

术学科、军事药学工程学科、军事药学管理学科四

大学科类别。 

4    军事药学学科分类
 

4.1    军事药学基础学科

军事药学基础学科是依托一般药学基础理论，

解决战伤与军事特殊环境药物最基本的实际问题，

探索药物在机体活动和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律。军

事药学基础学科，是药学科学在军事实践过程中为

了解决和满足军事特殊需求问题而出现的学科。

与药学科学的研究内容相比，军事药学相对较窄，

与特定战伤或疾病防治药物紧密相关，往往是对战

伤或特殊疾病防治药物的规律、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如特种武器、特殊军事环境条件下创伤防治

药物的作用机制研究，这些领域一般药学涉及较

少。军事药学基础学科的理论方法来源于药学科

学，其为军事药学提供理论知识的同时，反过来丰

富了一般药学的知识，拓展了药学的认识领域。从

系统结构的角度，军事药学基础学科包括军事药物

化学、军事药理学、军事药剂学、军事生药学、军

事生化药学、军事药物分析学等。 

4.2    军事药学技术学科

军事药学技术学科以其应用性为学科基本特

征，与军事药学基础学科区别明显。军事药学技术

学科强调的是技术应用，特别是药学技术在战伤

（病）救治上的军事应用，应用的针对性、目的性比

较强，药学技术能否达到军事上的效果最为关键。

与药学技术学相比军事药学技术学科，与特定战伤

或疾病防治药物使用、应用紧密相关，往往是对战

伤或特殊疾病防治药物的应用技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如特种武器、特殊军事环境条件下治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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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临床规律、使用需求，以及药械合一的药学技

术在军事需求中的实际应用等。军事药学技术学

科包括军事药物流行病学、军事药物治疗学、军事

药学工效学、军事药学信息学、军事药学心理学、

军事药物装备学等。 

4.3    军事药学工程学科

军事药学工程学科具有目的明确、组织集成、

层次多样、关系交错等特点，是在特定的药材保障

目的驱动下，采用工程化思维方式，在军队药材保

障历史实践活动中而形成。军事药学工程学科是

在军事药学基础学科和军事药学技术学科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以特定的保障对象、领域为目标，解决

一定范围药材保障问题而发展形成的一门学科。

军事药学工程学科主要包括特种武器损伤药学

（“三防”损伤药学、新概念武器损伤药学）、军兵种

药学（陆军军事药学、海军军事药学、空军军事药

学、火箭军军事药学）、军事特殊自然环境药学、军

事作业环境药学等。 

4.4    军事药学管理学科

军事药学管理学科是系统研究军事药学管理

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基于现有

药材保障条件下，对军事药学资源如何进行合理优

化配置，如何提高军队药材保障效率与能力的科

学。随着聚焦后勤、精确后勤、即时后勤及感知与

响应后勤保障理论的变革[11]，军人健康管理、军事

“三位一体”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军事药学管理学科

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

期，对科学管理要求凸显。军事药学管理学科主要

包括军队药材供应管理学、军事药学情报学、军队

医院药事管理学、军事药学史、军事药学教育学、

军队药品监管科学等。

学科分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军事药学学

科作为一个系统，将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

中。与其他学科相比，军事药学学科建设时间更加

短暂。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划分的军事药学学科体

系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入。无论是从思维方式、目的

作用、军事需求等角度进行符合逻辑的军事药学学

科体系划分，还是从教学、科研、临床等领域进行

符合认知的军事药学学科体系分类，都仅仅是一种

学科分类的认知方向，从整体上讲，军事药学学科

体系分类还处于相对局部认识的阶段。系统结构

化分析法是一种着眼于关系主体的认知思维方法，

能够从全局的角度，对学科分类进行深刻全面的认

识。采用任何一种军事药学学科分类方法，对于一

个复杂的学科体系而言，总是会存在着一定的瑕

疵。因此，加强军事药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探索更

加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分类，将有助于提高军事药

学学科整体认知水平、加快军事药学学科体系的发

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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