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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的
虚拟仿真技术应用研究

　　摘　要　研究总结了关于虚拟仿真技术在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的研究趋势与现状，从虚拟

仿真“需求与设计”“原则与措施”的角度论述了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

需求与设计阶段，通过围绕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要求、难点等，从基础逻辑、场景设计及功能

设计三个模块分析了虚拟仿真系统的设计。虚拟仿真技术应以“基本警务技战术意识”“技战术

训练中规范和有效使用武力能力”“技战术训练中现场指挥和协同能力”为原则，通过“创建多

元化虚拟实战环境”“建立‘一对一’个性化实景教学模式”“多警种联合模拟作战”“制定长期

有效的规划”，提高虚拟仿真技术在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的应用价值与效率。

　　关键词　警务技战术　实战训练　虚拟仿真技术　

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因公牺牲

的数据来看，2022 年我国警务人员共计

308 名民警、170 名辅警殉职，4334 名民警、

3470 名辅警因公负伤 [1]。公安系统作为维

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警务人员履职中极易遭遇暴力对抗、枪击

及爆炸等危险情况，严重威胁警务人员生

命安全。公安部印发《关于 2019 年至 2022

年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提出，通过加强警务技战术训练，降低

警务行动中存在的风险因素，通过加强实

战训练提高警务人员综合素质及技战术的

同时，有利于帮助警务人员在警务行动中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2]。虚拟仿真技术为开展

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提供了应用场景。

一、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运用
虚拟仿真技术的研究趋势

虚拟仿真（Virtualreality ；VR）技术是

交互性、虚拟性、沉浸性及仿真性较强的交

互信息技术，使用者佩戴物理传感器实现在

虚拟语境中与所在环境产生交互，通过基

于虚拟语境中“人体”对虚拟事物的感知

与接触，从心理、生理等维度达到预期的

表现形式 [3]。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警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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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实战训练的研究可追溯至 1993 年美国

陆军提出的“分布式交互仿真（DIS）”理念。

DIS 通过虚拟技术将单兵、小组实时集合，

实现“全球化”“时空化”作战人员交互的

同时，改善因物理层次限制造成技战术训

练效率低下的问题 [4]。该技术作为虚拟仿真

技术的前身，通过将“实况”“虚拟”“构造”

三大要素融合，实现“人人”交互，有利于

技战术推演与技战术模拟。现代化信息技

术的跨越式发展与实质化变革，虚拟仿真

技术的不断优化与革新为我国警务技战术

实战训练提供了良好基础。重庆市公安局

于 2020 年通过自主研发与创新虚拟警务技

战术实战训练系统，将“实弹射击”“重点

区域训练”“突发事件处理”等警务技战术

实战训练内容以虚拟仿真技术手段实现 [5]。

吉林警察学院交通管理系道路交通管理虚

拟仿真实验室项目通过模拟交通指挥、警察

执勤、警察执法，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交通道路事故现场勘查仿真系统及车体痕

迹检验虚拟仿真实验系统，为警务人员培

训及警校学生实践提供了良好基础。

二、基于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的
虚拟仿真系统需求与设计

（一）设计需求

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推广仍面临训练

基地建设不完善、警务训练费用突出及枪

支训练不足等问题。虚拟仿真技术作为以

“虚拟”“仿真”“交互”为特点的交互性电

子产品，将其应用于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要减少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对基础设施及

枪支等硬性要求，在极大程度上提高警务

人员技战术能力掌握的同时，减少实训过

程中因动作幅度过大或训练过强导致的人

员受伤问题 [6]。

（二）系统设计

1．基础逻辑

本次系统设计主要以面向警务技战术

训练的虚拟仿真实训为主，系统结合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仿真技术等底

层逻辑的同时，围绕警务技战术训练内容，

通过搭配边缘计算、射频定位、语言播报、

LOT、测量传感器及环境监测等技术，实现

对警务人员在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训练中

的运行、表现及结果进行数据采集与统计，

将各项数据指标上传至移动终端系统进行

分析 [7]。该系统围绕警务人员各项技战术训

练指标及权重，对警务人员虚拟仿真警务

技战术训练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可为警

务人员技战术表现不足与完善提供参考（见

表 1）。
2．场景设计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功能设计要求，保障虚拟仿真警务技

战术实战训练场所综合性、全面性的同时，

对场景分区及植入功能明晰界定。虚拟仿

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场景主要以“入场

区”“预备区”“课目区”“体测区”“查询

区”“展示区”“出场区”为主，警务人员

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入后领取虚拟仿

真感应器，而后展开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8]。

入场区为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

练区域的入口，警务人员进入训练场区通

过人脸识别、二维码扫描等方式进行统一

认证，认证成功后在训练场区领取虚拟仿

真反应器，以此对警务人员警务技战术实

战训练轨迹、数据进行记录，并将实时数

据上传至终端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警务

人员训练入场证明需要管辖派出所集中统

一上报警务人员警号、身份证及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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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为警务人员提供训练计划参考，选

定训练计划后绑定身份，为后续警务技战

术实战训练提供指导。

预备区主要以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进

入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场所后进行准

备与整理提供服务的区域，该区域主要以

场景展示、动作示范、课程计划更改、添

加课程等内容为主。

课目区作为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的重要区域，该区域主要以“计时课

目区”“计次课目区”“计距课目区”“动作

质量课目区”组成（见表 2）。

体测区通过测试设备对警务人员身体

机能基础信息进行测试，如对身高（cm）、

体重（kg）、BMI（kg/m2）、血压（mmHg）

及血氧（%）等数据进行测量，并将测量数

据上传至移动终端，为教官、警务人员提

供准确身体健康数据，便于为警务人员后

续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计划制定提供参考。

查询区作为警务人员虚拟仿真警务技

战术实战训练数据反馈的重要区域，警务人

员可通过在查询区对训练数据、训练成绩、

训练进度、计划进度等信息进行查询，同

时具有课程预约、训练记录及反馈等操作。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警务人员数据查询便

捷性，本次系统设计通过开发“XX 警务技

战术实战训练服务平台”公众号，警务人

员可通过绑定微信号对数据信息进行获取。

展示区为本次系统设计的重点区域，主

要以展示警务人员在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

实战训练中的出勤数量、训练信息、训练

过程及内容为主，通过制定双向交流机制，

为警务人员调整、查询警务技战术实战训

练计划提供便捷 [9]。

出场区以身份认证的方式识别警务人

员离场行为，同时对警务人员训练频率、次

数、时间进行数据统计。离场时，统一回

收警务人员感应装置，如感应装置离场异

分类 具体内容

训练逻辑
围绕警务技战术训练标准制定警务技战术训练内容，管理人员设定虚拟仿
真警务技战术训练场景，对各项操作技能进行实施监督、获取，通过对训
练内容完成度、精准度的数据采集与分析。

评估逻辑
对警务人员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训练场景中的表现数据采集后上传至移动
终端，通过对警务人员完成标准评估。

课目区分类 具体内容

计时课目区
内含 400x400 跑道，通过速度、轨迹追踪传感器，对各项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内容计时，具体内容包括“短跑 100m”“30×2 跑步组合”“100m 障
碍短跑”“5km 长跑”等项目。

计次课目区
内含“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双杠臂屈伸”等运动项目，系
统根据警务人员动作规范、运动频率计数后将数据上传至移动终端。

计距课目区
通过捕捉警务人员“跳远”“双杠支撑”等距离类项目的数据，将警务人
员完成标准数据上传至移动终端。

动作质量课目区
实施捕捉警务人员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容完成度、动作标准，包含“格
斗术”“徒手防卫”“警械使用”“镇暴处置”等内容，评估学员动作完成
度及标准度。

表 1  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基础逻辑

表 2  课目区分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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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系统自动发出告警。

3．功能设计

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系统功能设计决

定了整体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

容与质量。基于虚拟仿真系统的警务技战

术实战训练系统功能设计，在沿用警务技

战术实训内容的基础上，植入警务技战术

实战训练特定警情技战术训练，并增添了

若干对抗练习。

“桌面 / 兵棋”推演。该推演早期应用

于军事演习，通过推演的训练方式提升单

兵、兵团大规模对抗能力，通过构建相关对

抗模型（系统）及做好事态发展规律，引

导单兵、兵团在既定情境中进行模拟训练。

基于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的“桌面 / 兵棋”

推演主要以警务人员在大型安保活动或基

于突发性事件处置等构建。因实战对战不

可预见、不可控因素较多，且桌面推演难

以模拟实战心理，如何还原虚拟仿真警务

技战术实战训练中的迫切性、突发性是系

统设计的要点 [10]。

分解实战训练。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中分解实战训练是通过某一内容或几个内

容要点进行提炼后，形成“专项”训练课目，

以此加强警务人员训练质量。分解实战训

练作为将实战训练分解后进行分别训练的

方式，基于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的分解实战训练，可将警务技战术实战训

练内容逐步分解后，进而再将内容有机融

合，加强警务人员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要

点掌握的同时，提高实战训练质量与效率。

实景模拟实战训练。实景模拟实战训练

作为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容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战模拟的方式最

大程度还原截取、执法现场及环境的现状，

根据系统植入要素，通过情境在线的方式，

引导警务人员在虚拟情境中完成模拟对抗

练习。实景模拟对抗练习作为虚拟仿真警

务技战术实战训练还原度较高且对抗压力

较强的练习内容，在具体训练中应围绕训

练规模、警务人员人数等综合因素，可从

传统“一对一”的训练模式演化为大型对

抗练习，有利于加强警务人员在实战中的

配合度，并调动警务人员能动性、积极性，

为警务人员履行执法安全性提升提供良好

保障。

实战训练管理系统。实战训练管理系统

泛指通过对警务人员训练时间、训练内容、

训练成绩等内容进行监督、管理与评估的

系统机制，通过移动终端控制系统对训练

内容、环境、状态等因素调整，做好“街区”

模拟及设备控制等工作。对抗系统在功能

调节上主要以动态化调整机制为主，如针

对警务人员训练进展，在基础射击训练上

添加快速反应射击训练、pap 射击训练、全

息技战术冲房训练等实战训练，帮助警务

人员在训练中身临其境感知实战中的场景，

有利于降低警务人员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成本支出的同时，对于提高警务人员警务

技战术实战训练质量具有促进意义。

三、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的虚
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原则与措施

（一）虚拟仿真技术在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中的应用原则

基于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的虚拟仿真

技术运用，应在保障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内容符合标准要求的同时，加强警务人员

在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各项能力的提升，

具体可参考如下原则 :

1．基本警务技战术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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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战术意识作为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培养的关键，公安部对于警务人员警务技

战术意识的培养要求有了显著提升。基于

虚拟仿真技术的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容，

应着重培养警务人员技战术安全意识，通过

围绕“风险评估”“技战术安全（掩体、距离、

武力戒备）意识”培养构建警务技战术实

战训练内容。

2．技战术训练中规范和有效使用武力

能力的培养

技战术训练规范性与有效性是促进警

务人员综合能力提升的关键。基于虚拟仿

真技术的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应按照多元

警情构建多层次、多异构情境，引导其通

过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容进行

交互性、对抗性训练，全面提升警务人员

的综合能力。

3．技战术训练中现场指挥和协同能力

的培养

现场指挥与协同能力是警务技战术实

战训练反复积累与强化下的综合能力，要

求警务人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良好的“指

挥”“控制”“协同”能力。维稳防控常态

化趋势下，积极加强警务人员突发性事件

处理与应急处置机制成为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应积极提高警务人员现场指挥能力、协同能

力，通过多次、反复实战训练，提升警务

人员意识、心理、技能及技战术等综合能力。

（二）虚拟仿真技术在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中的应用措施

1．创建多元化虚拟实战环境

创建多元化虚拟实战环境是基于虚拟

仿真技术构建多元化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的关键。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与“场地”“设

备”“装备”“人员”等要素具有密切联系，

传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基地，因基础设

施缺乏完善性，导致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效果较差，同时民警、特警等警务技战术

实战训练内容要求不一，导致基础建设面

临较大难度。对此，可依托虚拟仿真技术

构建多元化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场景。如

围绕“枪战”“极端”事件构建虚拟作战情境，

为警务人员综合能力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2．建立“一对一”个性化实景教学

模式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构建“一对一”个性

化实景教学模式，通过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体测区”对警务人员各项基础数据进行统

计后，围绕警务人员在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课目区”的训练数据进行识别，针对警务

人员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进而为警务人员在虚拟仿真警务

技战术实战训练中“一对一”个性化教学

提供数据支撑。如：部分警务人员在“冲门”

环节上的技战术运用不合理，同时警务人

员对于“冲门”的场景认知相对模糊，为

进一步提高警务人员“冲门”技战术的运用，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冲门”场景及事态

发展，加强警务人员理论认知与实践认知。

此外，传统“一对一”个性化教学主

要以警务教官对警务人员进行针对性辅导，

因警务教官工作量较大，同时警务人员个

体需求差异不同等原因，导致警务教官在

“一对一”个性化教学中无法针对警务人员

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补充。而基于虚拟仿

真技术的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方式，警务

教官可通过对警务人员在虚拟仿真警务技

战术实战训练内容中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参考各项标准指标及动作规范，以此

为后续“一对一”个性化辅导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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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警种联合模拟作战

警务人员履职执法中，因案件类型差异

及事态环境多变等交织因素，需要多个警

种相互配合完成案件处理。多警种联合中，

要求各警种围绕自身履职要求，完成对案

件及事态的处理，指挥人员也要根据各警

种特长特点合理安排与规划分工。从传统

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容来看，因多警种

联合实战训练对于人力、财务、物力的资

源要求较高，且在联合模拟作战中，因客

观因素限制导致多警种配合需要长期磨合，

这一现象造成多警种联合模拟作战存在诸

多问题。依托虚拟仿真技术构建警务技战

术实战训练，可通过引导多警种佩戴传感

设备进行模拟联合作战，打破传统时空范

畴限制的同时，对于减少人力、物力及财

力资源的需求具有促进意义。多警种联合

模拟作战中，通过“课目区”联合作战模块，

可实现不同警种在虚拟仿真系统中联合作

战，实现在不同地点下的同一场景共同完

成任务。

4．制定长期有效的规划

传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容规划以

警务教官对警务人员实战训练中的表现进

行总结与反馈为主，因警务人员实战训练

表现能力不同，导致警务教官无法针对各

警务人员的具体表现进行干预，导致警务

技战术实战训练效果不佳。对此，应通过

制定长期有效的规划方式，帮助警务人员

自身综合能力提升。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构

建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干预措施，定期总

结、分析警务人员在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

中的表现及不足，为警务人员警务技战术

实战训练内容制定与完善提供良好基础。

本文以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的虚拟

仿真技术应用进行讨论与分析，通过对警

务技战术实战训练中运用虚拟仿真技术的

设计、应用原则及措施进行讨论，以期为

广大学者提供参考帮助及建议。虚拟仿真

技术作为将“线上”与“线下”警务技战

术实战训练内容融合的综合方式，改善传

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内容存在不足的同

时，有利于针对警务人员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中存在的不足进行针对性干预。在虚

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系统构建中，

应围绕公安教育学习内容，根据基层实施

条件与要求构建虚拟仿真警务技战术实战

训练平台，通过 VR、AR 等训练基地建设，

做好上下线警务技战术实战训练课程开发，

依托信息技术评价体系，保障在同一教学

目标指导下完成阶段性、层次性的警务技

战术实战训练内容，以此加强各地区、各

部门警力的协调能力，整合优化警务技战

术实战训练时间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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