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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执法应对暴力对抗行为的
防控战术研究

　　摘　要　警察执法安全关系到警察队伍建设的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近

期警察在执法中遇暴力对抗受伤害的情况有上升趋势，特别是持械对抗已对民警的生命构成极

大威胁。通过对执法遇暴力对抗行为的现状和案例分析提升安全处置策略，从警察执法应对暴

力对抗行为的防控战术原则、战术意识深层论述在执法时如何做更加安全；其次从应对遇袭时

的常用防控技能去重点研究；最后从执法遇袭防控训练应注意问题进行综合论述，切实提升民

警实战素养，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关键词　战术研究  警察执法  处置策略  防控战术

据央视新闻 ：2021 年全国公安机关有

4375 名民警、3420 名辅警因公负伤 ；2022

年有 4334 名民警、3470 名辅警因公负伤，

2023 年有 4565 名民警、3311 名辅警因公负

伤。公安民警在执法中遇暴力对抗是负伤的

主要原因。2024 年 4 月 10 日晚汉中市西乡

县公安局民警史礼海在处置警情中为保护

现场群众安全，挺身而出制止持刀行凶嫌

疑人不幸被刺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4

月 15 日山西定襄县公安局民警武霖在对可

疑男子核查身份时，突遭对方持刀袭击，在

制服过程中武霖不幸牺牲。执法安全已成

为公安工作中一个突出问题，多年来国家通

过相关立法解决执法安全的问题，在 2020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

二百七十七条第 5 款修改为 ：“暴力袭击正

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

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

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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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这是首次对袭警单独设法定刑，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根据《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袭警罪在中国正式成

为独立罪名，这为执法民警严惩暴力对抗等

袭警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让民

警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敢于执法。本文针对警

察执法应对暴力对抗行为的防控技战术进

行研究，以处置警情实战案例进行分析，提

升处置策略，对常见警情的对抗行为开展徒

手、警械及武器实战化训练，在依法履职的

同时，切实保护好自身和群众安全，维护好

社会安全稳定。

一、警察执法遇暴力对抗行为的
现状分析

通过对一线基层民警执法现状调研，目

前执法遇暴力对抗行为主要表现为三类：执

法对象的徒手推搡与攻击、持械的对抗与攻

击以及有预谋的暴力攻击，其中徒手、持械

的对抗与攻击占袭警案件的大部分。据中国

法制网舆情中心做过一份袭警报告，在暴恐

事件中警察被袭仅占 1.3%，为逃避执法的

暴力对抗占了 52.1%，聚众滋事占 23.5%。

在执法中遇暴力对抗行为较高警种主要集

中在交警和派出所民警。在执法中受到徒手

攻击主要表现在推搡、抓脸、扇耳光、拳击、

蹬踹等形式，以右手抓、拉、打及右腿蹬、

踹为最多攻击行为。在执法中遇持械攻击占

比相对较少，但攻击往往对警察生命构成严

重威胁，主要表现在持棍棒或持锋刃攻击。

据袭警案例统计常见持械攻击行为主要是

右手持刀具的直刺、斜劈或持棍棒的横扫、

斜劈等。笔者通过现状和数据分析研究执法

遇袭时最常见行为动作以及攻击路线，提高

警察防卫预判能力，有针对性开展应对暴力

对抗行为的防控训练。

二、从实战案例中分析应对暴力
对抗行为时的处置策略

（一）徒手的暴力袭击

徒手袭击行为多为抗拒性袭警行为，警

察在执法中如控制不当，现场就会逐步升

级。如情绪进一步激化，就会升级到徒手的

攻击，比如扇耳光、拳打脚踢等行为。虽然

这些攻击行为不会造成警察伤亡，但发生的

概率高，如执法民警徒手控制力差，在无法

有效阻挡对方攻击时，就会对警察的身体造

成伤害，严重影响执法者的形象。

案例 ：2018 年 1 月 2 日，某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李某在路面执勤时发现女司

机齐某未按交通指挥行驶，于是上前拍其汽

车引擎盖提醒她纠正，齐某对处置不满，下

车后揪其衣领质问李某，因情绪激动扇了李

某两个耳光，因警帽被打掉，在李某弯腰捡

帽时，齐某上前又踹了一脚。随后李某和齐

某发生肢体冲突，引发群众围观。后齐某叫

来家人，多人围攻李某，致李某多处软组织

损伤，齐某因此被刑事拘留。

案例分析：本案原是普通的纠正违章案

件，执法的警察却被袭击，存在的问题值得

深思。警察在执法中表现的自我防卫意识薄

弱，已发现执法对象情绪不稳，未保持安全

的执法距离，反而被揪住了警服；其次徒手

控制能力不足，被扇耳光后，民警应当及时

发出警告，使用催泪器或徒手控制对方，而

不是和对方发生肢体冲突，引发群众围观，

造成不良影响。

执法依据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

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十九条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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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在以轻微暴力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尚未严重危及公民或者公安民警人身安

全，经警告无效的，公安民警可以徒手制止；

情况紧急，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

严重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徒手控制。”第

二十条规定 ：“公安民警徒手制止，应当以

违法犯罪行为人停止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为

限度 ；除非必要，应当避免直接击打违法

犯罪行为人的头部、裆部等致命部位。”第

二十一条规定 ：“当违法犯罪嫌疑人停止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时，公安民警应当立即停止

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徒手制止动作，并依法

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将其约束。”

（二）持械的暴力袭击

在执法中持械的暴力袭击往往对警察

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据统计在每年牺牲的

警察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由对方持械攻击造

成的。在持械的暴力袭击中，刀具、棍棒、

砖头等是较多采用的凶器，因这些工具获取

渠道简单，但攻击强、杀伤力大。应对持械

的袭击，警察用徒手一般很难应对，只有采

用合理的警械或武器才能更好地处置。

案例 ：2016 年 9 月 7 日，某市一间网

吧报警说有人在店内行为异常，四名民警带

着一把防暴钢叉和三根伸缩警棍前往现场。

到达后，由于网吧内过道狭窄，四名警察成

一路纵队从背后接近该男子，最前面的警察

持防暴钢叉本想打掉放在桌面的水果刀，未

果后该男子持刀攻击第一名警察，被警察用

防暴钢叉打掉刀具，在男子弯腰捡刀时，警

察扔掉钢叉冲上前用双手按住对方。在激烈

搏斗中，警察摔倒在地，男子捡刀后攻击第

一名警察。此时第二名警察捡起防暴钢叉，

被男子发现后开始攻击此警察，在后退中防

暴钢叉被打掉。第三名警察使用警棍不断

攻击该男子，还是被其打倒在墙角椅子上。

此时第一名警察捡起了防暴钢叉，想控制对

方，但迫于对方力量，选择了后退。该男子

在追打中被后面赶来的特警击毙。在此处警

中，造成了三名警察负伤，一人险丢性命。

案例分析：在这个案例中，首先是装备

配置问题，四名警察无人佩戴八大件腰带，

只携带防暴钢叉、伸缩警棍就前往处置；其

次，四名警察缺乏“危险加一”意识，在

发现对方有刀的情况下，更应谨慎处置，在

一人夺刀另一人必须控制嫌疑人，使人刀分

离，而不是一人上前夺刀；第三，徒手控制

能力不足，第一名警察在打掉刀具后，因未

采用锁臂折腕等控制技能完全限制对方行

动，反而丢掉警械陷入被动。另外，警棍技

能匮乏，未正确使用警棍进行格挡和劈击，

最终造成了三名警察严重受伤。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第七条第 5 款规定：

“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

行职责的，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警棍、

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等驱逐性、

制服性警械。”

三、警察执法应对暴力对抗行为
的防控战术原则

如何应用有效武力控制，作为执法者应

时刻清楚使用徒手控制、警械及武器控制的

防控战术原则。                                                              

（一）依法适用原则

警察执法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依

照法定程序使用武力控制，遵循法无授权不

做与法定职责必做的执法原则。保证执法全

过程合理合法、安全使用强制手段。执法

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



·103·

警察执法应对暴力对抗行为的防控战术研究

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

《城市人民警察巡逻规定》等法律法规。

（二）法定程序原则

警察在执法中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第

一步到达现场应迅速评估处置环境，判断风

险 ；第二步向对方表明身份和执法的目的，

采用口头警告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如对抗执

法继续违法，可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制止。如

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严重后果或来不及警告，

可直接使用警械控制 ；第三步使用警械后，

如造成执法对象伤亡的，应立即救治并通知

医疗部门；第四步保护执法现场，收集相关

证据 ；第五步向指挥中心报告处理情况。

（三）最低武力使用原则

警察在执法中应针对现场情况采取最

小武力制止犯罪，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在

执法的全过程使用武力控制必须受到严格

限制，在执法条件允许下，逐步升级武力，

从徒手到警械到武器使用要根据现场情况

准确判断，始终遵循武力加一原则。

四、警察执法应对暴力对抗行为
的防控战术意识

（一）戒备意识

戒备是警察执法的重中之重，执法的过

程如戒备不严，对潜在的危险认识不够、对

突发的情况应对不周，执法风险性就会大大

增加。树立戒备意识，就是要求警察在执法

过程中时刻保持敏锐的“危险”意识，警察

之间要协同作战，分工要明确，一人处置，

另一人必须全程警戒，当发生突然袭击时能

及时防护和提醒队友，控制局面减少伤亡。

（二）树立“危险加一”意识

树立“危险加一”意识，不能简单的理

解将执法对象的武力提升一个等级来看待，

而是将执法的处置环境和难度风险提高一

个等级来考虑，要有预判的意识。第一，武

力加一原则，使用高一等级的武力震慑对

方，打消暴力对抗的想法；第二，警力加一

原则，通过对执法对象的预判，增加警力

优势，防止来自其他人的突然袭击 ；第三，

行动方案加一原则，因执法过程瞬息万变，

提前做好多个方案才能从容应对，防止意外

发生。

（三）加强“警力优势”意识

警力优势就是执法时要有充足的警力，

非特殊情况决不能抱有“以少胜多”的想法。

多数警情处置的失控，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民

警到达现场后，缺乏对现场情况的预判，在

警力不足的情况下仍进行执法行动。加强警

力优势就是到达现场后，如发现警力严重不

足，第一时间要请求增援。

五、警察执法应对暴力对抗行为
常用防控技能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

简称为《条例》）中的第七条规定 ：“袭击

人民警察的，经警告无效，可以使用警棍、

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等驱逐性、

制服性警械。”《条例》的第九条规定 ：“以

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

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

生命安全，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

这些法规条文明确了警察在遇袭时可以适

度采用警械和武器，虽程序较为复杂，但赋

予了警察的防卫权力。因此加强警察对徒手

控制能力、催泪器的使用、伸缩警棍的应用、

枪械的快速射击能力尤其重要，以下防控技

能在执法中能较为有效应对突然袭击。

（一）增强徒手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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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控制能力是人民警察在依法履行

职务的过程中采取徒手进行防控违法犯罪

行为人的强制措施，是人民警察顺利执行任

务必须掌握的一项警务实战技能，徒手防控

能力强弱直接影响到执法效果。下面是几招

常用徒手防控技能，针对执法中可能出现的

徒手攻击，以做好防御和控制。

1．头部防御

警察在执法中会遇到对处置不满，情绪

上来有时就会对警察做出推、拉、打等过激

行为，严重的直接攻击头部，头部是人体中

枢，较为薄弱，受到暴力击打后会出现耳鸣、

头晕等症状，甚至脑震荡，严重影响警察

执法安全。正确运用头部防御技术，就会在

第一时间抵挡住对头部的攻击。动作要领 ：

两臂上提，左手呈肘击姿势护住后脑和太

阳穴，肘关节向前，右手护头，收腹含胸，

下颌微收，闭嘴合齿，保持防护状态。在挡

住第一次攻击后，要迅速推开对方并拉开距

离，同时取出警械做好戒备，避免再次受到

攻击。

2．推击防护

执法中遇徒手攻击，对警察伤害最大的

是对方快速冲过来拳击头部，若防卫不及

时，警察可能被打蒙，面对这种情况，可以

采取双手快速推击技术。动作要领：双手提

臂成内弧直线推出，伸直置于前方，两臂贴

近耳朵保护头部，双手成掌并叠合落在对方

胸口处，然后迅速后退成戒备姿势。这个动

作在训练时，可以由不同身高的人扮演袭击

者，因为身高不同，推击的高度也不同。

（二）熟练警棍防控技术

警械防控技术是警察为应对执法过程

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使用徒手防控技术

不能有效制止，在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升级，

经口头警告无效，可以升级武力使用警棍格

挡、压防、劈击及棍锁等技术进行合法、有

效的防御和控制。

1．快速出棍法

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有大量群众围

观，当对方持械攻击时，警察因担心伤及群

众而不敢使用枪械，这种情况应快速出棍

进行防卫，在向前开棍后迅速展开八字形挥

打，让嫌疑人不敢靠近，以拉开距离形成武

力戒备。

2．格挡技术

当执法现场群众过多或空间过于狭窄

不利于枪械控制时，对方右手持械从正面由

上而下劈击，利用伸缩警棍的格挡技术，能

较好地保护警察自身安全。在衡阳网吧袭警

案中，几名警察面对嫌疑人持刀袭击，手中

的警棍没能有效使用，当对方劈击时，警察

本能用左手挡刀，危险极高。在日常训练中

加强警棍的快速格挡技术，特别是应对来自

左侧劈击的上格挡技术。

3．截击技术

嫌疑人持利器正面袭警时，如身后的

环境不清楚，或无处可退时，截击就是最

好的应对技术。动作要领 ：在对方攻击时，

民警右（左）腿迅速往左（右）后撤一步，

形成左（右）转体闪避，同时用警棍击打对

方的手臂桡侧神经，致其神经麻痹失去攻击

能力。但这个技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躲

避不及时就会被刺伤，所以在训练中结合

实战，要模拟对方快速袭击场景（如电击匕

首直刺、斜劈等），通过训练把握躲避时机，

才能正确运用截击技术。

4．三角锁技术

在徒手袭警案例中如执法对象一手抓

警察的衣领一手掌击警察头部，警察既要防

卫又要摆脱对方的纠缠，面对这种徒手的攻

击，可以采用警棍的三角锁技术，在不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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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对方的情况下，将对方控制。动作要领 ：

将警棍穿过对方手臂，左手握住棍头与右手

交叉，左右手与警棍形成三角形，压迫其神

经将对方手臂锁住。

5．夹臂控制

警察在持棍格挡、击打后，要迅速采取

控制技术对嫌疑人进行锁控，防止其再次攻

击。很多警察在执法中因没能完全锁控住

对方双手而被攻击，夹臂控制技术能较好解

决。动作要领：在使用警棍击打对方后，右

手持棍，迅速用棍身从对方左臂穿过上挑，

右手臂贴靠住对方前臂（使其手臂动作受

限），左手反握住上挑的警棍前端（棍头处）,

上右步转体，运用杠杆原理 , 左手握棍头往

身体左后侧下拉，右手握棍把往上提，棍

身紧贴住其左臂合力绞压对方并压倒在地，

右膝跪压其腰部，将其完全制服后上铐搜身

带离。

（三）善用催泪器

催泪器具有体积小、携带和使用方便等

特点，是警务实战中常用的单警装备。当执

法对象情绪狂躁，欲攻击民警时，根据《人

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七条第 6 款

规定（袭击人民警察），经警告无效，可以

使用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等驱逐性、制

服性警械。催泪器的使用，要注意以下问题：

1．执法前要检查催泪器含量和位置

在执法前应确认催泪剂是否充足，执法

时为快速使用催泪器，携带位置应根据个人

的取用习惯，保证放入的催泪器和取出时

的手型相对应，即取出时大拇指落在按压器

上、喷嘴朝前，避免取出后还要寻找按压器

位置。

2．执法遇袭常用双手抱握式喷射

动作要领 ：右手手持罐体，右臂伸直，

左手环握右手，左臂略屈，右臂后拉，右手

拇指放在按压阀上，进行点射或连续喷射的

准备，当对方失去反抗能力后要对其进行约

束控制。

3．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催泪喷射器首先需要观察风向，顺

风喷射；手持催泪喷射器与目标人员保持三

米左右的安全距离 ；使用前要进行语言告

知，使用后观察目标人员，使其保持冷静，

当有效控制对方后帮其冲洗面部，必要时送

医院。

（四）提升警察的射击能力

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嫌疑人持械突

然攻击，在危及警察自身安全时要敢于使用

武器，要果断拔枪射击。依据《中国人民警

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规定，使用

武器作为强制手段，是现场制止严重暴力犯

罪行为的一种具体执法战斗手段。

实战案例 ：在 2015 年 5 月 2 日，安庆

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警察枪击事件。一名农民

徐某恶意堵塞火车站进站口，干扰其他乘客

正常进站。民警李某接到报警前往处理，但

对方不听劝阻，使用矿泉水瓶击打民警，民

警徒手控制，但效果不佳，返警务室拿防暴

警棍制止徐某，此时徐某更加疯狂，抢夺警

棍攻击民警头部，民警及时躲避，警帽仍被

打掉。在对方不断攻击中，民警拔枪警告，

对方仍想用棍打掉民警的枪，此时民警果断

对其射击。在这个案例中，警察的成功源于

他对情况的掌控，在需要拔枪射击时毫不犹

豫，并能在对方攻击时打中嫌疑人，警察具

有稳定的心理和射击技术是此次成功处置

的前提。加强在实战状态下心理抗压能力，

通过实训来提升执法民警的快速出枪、快速

射击技战术。

1．快速射击技术

在持械袭击中，嫌疑人的袭击是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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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而且执法中的距离可能也就几米

远，如果追求精准射击，警察根本没有时

间准备。因此，快速射击技术要求警察在 3

秒内完成快速拔枪上膛并且射击。这个过程

不需要精确瞄准，只需枪口指向嫌疑人躯干

部位，实现快速射击。因为在袭击行为发生

的瞬间，给警察的反应时间十分短暂，没有

时间精确瞄准，只有速度才是制胜的第一要

领，所以快速射击技术是很多实战射击技术

的基础。

2．后退拔枪射击技术

在现实的执法中，警察和袭击者的距离

往往很近，可能就只有 5 至 6 米远，如果对

方突然攻击警察，这个距离往往不足让警察

保持安全的射击环境，如果对方追着攻击警

察，警察只能选择后退，此时后退拔枪射击

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求警察在向后快速

移动中面对袭击者，完成拔枪、上膛、瞄准、

射击。此技术适用于地形宽敞的执法环境，

要有足够的空间后退。

六、警察在应对执法遇袭防控训
练时应注意问题

（一）科学评估处置环境

通过防控训练来提升警察对现场处置

环境的评估。现实执法要求警察到达现场后

要依据局势、环境、警力及装备进行分析和

判断，然后迅速做出最优的应对策略。训练

中要根据执法对象暴力对抗的意图、能力、

方式手段和现有警力情况、警械装备、安全

防护等情况进行优化组合，科学调整力量提

升应对打击能力。在模拟警情处置时要始终

把握好距离、戒备、站位等执法三要素，以

保证安全执法。

（二）注重实战能力与心理素质结合

训练

在训练中不仅要突出实战能力和心理

素质的训练，更要注重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训

练。在实训中模拟执法环境，增加潜在威胁，

逐步升级对抗，让受训者真切感受到紧张

的执法环境。例如执法警组到达现场分工，

戒备人员站位，全程保持警惕，在遇到突发

情况确保自身和搭档的安全等。通过反复的

模拟实训，“二对一”、“三对一”实战对抗，

强化临战状态下的心理素质，提高警察执法

应对暴力对抗的能力。

（三）强化执法民警、警组、警种的协

同训练

在训练中强化民警个人执法能力基础

上，进一步强化警组战术训练，培养队友间

完成任务默契感，通过转换进攻与防控任

务，来不断加强队友间相互支援与补位意

识。同时还要针对复杂警情开展多警种协同

作战训练，特别是模拟一些日常执法肢体冲

突警情、醉酒闹警情、突发刀斧砍杀暴力警

情或涉恐警情等，需调度多警种参与解决、

协同处置，通过不同场景训练，重点强化警

组协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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