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露天工事卫生 

     

露天工事主要有掩体、堑壕、散兵壕、交通壕等，防御枪弹和弹片对参战人

员的杀伤，并能削弱原子武器杀伤作用。堑壕、交通壕的结构深而窄，能够避免

光辐射烧伤，减轻冲击伤和核损伤。崖孔(猫儿洞)系在堑壕崖壁、兵器掩体崖壁

上挖成的单人或双人洞状掩体。崖孔由于跨度小、抗力大，故有明显的防护作用。 

     

一、露天工事的构筑要求 

    露天工事构筑上除应满足战术要求外，尽可能做到排水防潮、防寒、保暖和

妥善处理粪污。 

    (一) 排水防潮 

    堑壕、交通壕构筑在高地斜坡时，应在上坡距壕 2～5m 处挖截水沟，引水流

向低处，或设置过水槽将水引过堑壕、交通壕等。为排出壕内积水，壕底要有一

定纵向坡度，并在一侧构筑排水沟，将水引至壕外低凹处。如地形限制水不能自

然流出时，可在壕内较低处构筑集水井或渗水井。战壕内人员站的地方，可就便

用砖、石块、树皮、木板等垫起，并配发防水衣、防水靴，防止衣袜浸湿。 

    (二) 防寒保暖 

    露天工事冬季防寒，可在堑壕壁挖洞(又称崖孔、猫儿洞、壁龛)，内铺塑料

布、木板、树枝、稻草等，可供战士轮流休息，并能避风寒，防潮湿。要适当地

配备皮大衣、毛皮鞋，并保持鞋袜干燥。尽可能供给热食。要求部队原地活动手

脚，增加御寒能力。 

    (三) 粪污处理 

    一般在班排阵地后方构筑坑式或沟式野战厕所。坑长 1.2m，宽 0.31m，深

O.8m，坑间距 O.61m，每个便坑同时可供两人使用。厕所便坑附近堆土和铲，以

便便后覆盖。在工事的支壕内挖筑小便池和渗坑，在可能条件下，厕所侧方设置

简易洗手架，以保证便后洗手。 

    垃圾坑要挖在堑壕外面或堑壕侧面。堑壕内可利用空炮弹箱做垃圾箱，于战

斗间隙及时倾倒，以免影响卫生。污水主要是挖污水坑利用土壤渗透进行处理。 

     

二、战时露天工事内的卫生问题 

    (一) 预防浸渍足和战壕足 

    浸渍足易发于气温较高季节，进入阵地后阴雨连绵，在泥水中穿着鞋袜日以

继夜的构筑工事或坚守阵地时。由于双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脚受袜中与鞋里泥

沙摩擦，引起损伤发炎，出现红、肿、痛症状，继而溃烂。 

    战壕足是由于长时间暴露于持续的湿冷环境所致的足部非冻结性损伤。多发

于夏、秋或冬季，由于雨、雨加雪、或者积雪、冻土融化时，地面十分潮湿，战

士鞋袜潮湿，加以长时间蹲在战壕里，使脚部血液循环障碍，因而发生战壕足。

发病初期双脚感到寒冷，继而麻木，有时脚底有刺痛或钝痛感，伤员除行动困难

外，双脚红肿、继而苍白，以后伤处出现点状出血、水肿和水疤，严重都可在浅

层发生组织坏死等症状。 

    (二) 注意个人卫生 

    野战防御工事居住条件差，长期防守部队要及时轮换休整，组织教育部队加

强日常卫生整顿，夏季部队可就地取材构筑简易的淋浴设备。 

    外军采用小型淋浴装置送到前沿阵地，供一个连队使用。这种小型装置燃料



较易解决，机动性高，容易隐蔽，不象大型淋浴受到道路的限制。为解决战场上

或缺水地区的洗澡问题，我军研制成功一种在缺水情况擦拭全身、除去皮肤污垢

的“皮肤清洗剂”。这种药剂是棕黄色液体，主要由中性表面活性剂、防腐剂、

香料等组成；使用时取 2.5g，加水 0.5kg，沾湿毛巾后在全身上下反复擦拭，擦

后不必用水冲洗。此药剂在实际应用中战士反映很好。 

    (三) 做好饮水与饮食卫生 

    前沿阵地尽量利用当地水源，为防止敌人投毒应保护好水源。如果没有可利

用水源应修建水泥贮水池或利用就便器材贮水，也可利用塑料布、篷布等收集雨

水，以备缺水时饮用。阵地上水质主要改善措施是澄清与消毒。澄清主要是在容

器内采取混凝沉淀的办法；消毒主要用氯制剂等在容器内消毒，但消毒后氯味较

大，必须除氯后方可饮用。条件允许应尽量供应开水。 

    防御作战，由于受特殊条件制约，指战员食品供给往往没有可靠保障，各级

卫生人员必须指导炊事员作好阵地食品卫生工作。 

严禁食用腐败变质食品；缴获食品必须经检验合格方可食用；罐头食品用前

检查，并一次用完；严禁食用不认识的野菜、野果和蕈类。有条件时每日应送三

次热菜、热饭，条件不允许时，可送两次，中间可用军用干粮、罐头或其他糕点

补充。原则上不食用剩菜、剩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