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营 区 卫生 
  
  营区是部队进行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工作学习、文化娱乐和生活休息的场所，

其卫生条件好坏直接影响官兵身体健康。因此，创造良好的营区卫生环境与适宜

的训练、生活居住条件，是保障官兵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军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营区卫生包括营区规划、营区地点的选择、营房的设计和建筑、营区的绿化、

营区污物处理、公共场所卫生等。军医应经常进行卫生指导、监督和参与管理。 
  

第一节  营区建筑卫生 
  

一、营区规划的卫生学意义 
营区规划是对营区的办公区、训练区、生活区、仓库区、生产区、绿化区

等地进行总的规划，以适应部队人员训练、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需要。营区规划卫

生主要是指从卫生学的理论出发，结合部队任务和经济状况，把上述各种成分合

理地布置在一定区域内，为部队人员创造良好的训练、学习、生产条件和生活环

境。 
营区规划卫生要尽可能创造良好的居住和训练条件，提供良好的小气候与合

理的日照，保证指战员身体健康，提高训练水平。在建筑营舍时注意实用、经济、

卫生，在可能条件下，顾及建筑的美观，并应有适当的地区进行绿化。 
  
二、营址的选择 

选择营址时应详细调查对营区规划影响较大的当地的自然因素，如气候、

地形、土壤、水体以及环境污染因素等。充分利用自然因素，防止环境污染。 
(一) 气候 
气候对营区的小气候影响较大。我国幅员广大，气候十分复杂，为适应各地

规划及建筑的需要，国家曾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建筑气候区，又称一级气候区。一

级气候区下又划为 26 个二级气候区和两个特级区，一级气候区标志着建筑气候

上性质不同，二级气候区标志着建筑气候程度上的差异，特区则指某些独特的建

筑气候条件，如夏季酷热，冬季常年冻土等。 
我军营区遍布全国各地，规划营区时必须考虑当地气候条件，确定建筑物

的朝向、平面布置、墙壁的厚度、房基结构和上下水道深浅、通风采暖等，使指

战员得到适宜的居住环境。 
(二) 地形 
地面起伏、地势高低、倾斜方位的不同，对小气候和营区的布局、整顿、

发展等都有影响。据研究，朝北的斜坡最冷，朝南或东南的斜坡温暖，因为这种

方向可以获得较多的日照。高地能减弱风力，保护位于下风侧的居民，使不受强

烈的寒风袭击，阻当或减少工业企业所排出的烟尘和有害气体的影响。从卫生学

上看来，理想的地形应有一定的向阳坡度，这样可以迅速排除雨雪水和生活污水，

保持地面干燥。 
(三) 土壤 

土壤与人类健康有密切关系。土壤的成分及其物理性状可影响局部小气

候，因为空气的温度绝大部分是由于太阳的辐射热先被土壤吸收，再通过辐射、

传导、对流使空气加温。由于土壤性状不同，其吸热和散热的性能也不同，因此

不仅造成局部地区气温的差异，还可影响局部气流的流动方向。 



土壤的性质和卫生状况也有密切关系。疏松干燥的土壤在需氧菌的作用

下，能够促进土壤自净，并容易渗透雨雪水，使营区的地面干燥，卫生状况良好。

因此，在选择营区内的居住区用地时应注意土壤的性状。 
(四) 水源 
有无水源是确定营址的重要条件。营区修建自备水源时，首先选择水量充

足、水质良好、便于防护的地下水，尤其是深层地下水能提供水质优良的水。要

注意清除可能的污染源。选择江河水时，应将取水点设在城镇和工业企业的上游，

并建立卫生防护带。 
(五) 天然绿地 
绿色植物有调节空气成分、防尘、净化有害气体、减少噪音、改善小气候的

作用。在营区规划时，应充分注意利用这种自然因素。 
　   

三、营区的规划 

  营区通常包括指挥领导机关和训练地区、宿舍区、武器和车辆技术装备场所、

文化娱乐场所、生活和各种服务部门、仓库区及道路与绿化场地。 

  从配置上，指挥领导机关为主要建筑，应建于营区中心位置，其余房舍应根

据用途和联系，配置在适宜的位置上。按卫生学要求，能污染环境的各种场所，

如车库、厨房、室外厕所、猪圈、垃圾、污水处理站等均应与办公室、教室和宿

舍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设置于下风侧。 

　 营区给水应尽可能采取集中式给水。排水规划要解决雨水排除和污水处理。

卫生队或医院污水，猪圈污水、粪便污水均应有无害化处理措施，要设置垃圾处

理场所。 

  在营区总面积中，建筑面积不宜超过 15～20％，80～85％用于修筑道路、

操场和绿化。设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营区，为防风沙，宜在风沙吹来方向

建筑围墙，种植防护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