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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王志斌 特约记者夏
效生）在 1月 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评比中，空军预

警学院王永良教授领衔主持研制的“雷

达空时自适应抗干扰技术及应用”项目

喜获 2014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该项目攻关历时十余载，其创新成果在

10 多种雷达装备的研制与改进升级中

投入使用，对提升我国重要型号雷达装

备的抗干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至此，

该院已连续两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目前，一个具有战略预警体系支撑

性院校的科技体系已在该院形成。

一所专业技术院校，为何能在科研

攻关中屡获国家大奖？记者探其奥秘：

得益于他们打造了一批“科研敢攻坚、战

场为打赢”的科研团队。目前，该院有全

军科技领军人才和学科拔尖人才及空军

级专家 16 人，空军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108 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两人。

近年来，他们紧盯新型作战力量人才

培养建设前沿，加速推进人才培养的信息

化升级。建立首席专家、拔尖人才、青年

骨干的科研人才梯队，从中科院某技术物

理研究所、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引进43名

战略预警领域急需人才，组建了天基红

外、反导预警、云计算和空间目标监视等

抢占战略预警研究前沿、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多个科研团队，成立了12个院级研究中

心。按照“方向包干、定岗主攻、持续积

累、打造品牌”的思路，组织跨学科跨单位

联合攻关，促进集成创新。聘请20多名院

士为特聘教授、院士顾问或客座教授，为

主要技术骨干量身订制“成长路线图”，建

立联合培养人才机制。

该院着眼实战化作战需求，打破专

业壁垒，成立“战略预警体系运用、微波

光子雷达、军用云计算”等多专业课题

组，先后攻克“新型机载雷达低自由度自

适应杂波抑制方法”“预警机探测效能提

升工程”“某专项指挥控制中心系统”等

10 多个重大项目，这些项目成果持续在

部队推广使用并转化为战斗力。

空军预警学院

科研攻坚 战场打赢

科技日报讯 （侯文泽 王飞 于文
权）渤海之滨，寒风凛冽。“5、4、3、2、1、

发射……1 号车发现目标、2 号车跟踪

正常……”新年开训，随着一串串口令，一

场实战化背景下的测控装备模拟演练正

在展开。这是近日海军某总站利用信息

化训练系统进行实战化练兵的一个场景。

作为海上靶场试验部队，该总站有

遥测、雷测、光测等各类主战装备 20 余

台套，科技含量高，装备造价不菲。

但这不菲的“身价”，却给部队战斗

力提升戴上了“紧箍咒”。面对科技水平

先进的测控装备，部分战士因为担心弄

坏，宁可摸摸看一看，也不愿动手放开

练。在年初总站领导基层调研时，有的

战士开玩笑说：“这东西哪敢练，弄坏了

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为此，总站党委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信息化上，“能不能

把科技元素‘拉’进部队来，‘融’到训练

中”成了党委“一班人”的思想共识。

事关战斗力的都是大事，大事当然

要大抓。在制定未来三年发展蓝图中，

该总站果断地把信息化训练系统研发列

为重点建设项目。期间，专门抽调技术

骨干，积极利用驻地科研资源，最终建成

完成了一套多功能、智能化、开放式的信

息化训练系统。

练兵，离不开“狼”！试验部队的

“狼”，就是任务中出现的各类装备故

障。在训练室中，这套信息化训练系统

设置的排故训练，让很多经验丰富的老

士官都一时间慌了神，对于新上岗的战

士，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紧张程

度一点不亚于装备实操训练。

“我们这套系统，是拿战斗力标准筛

出来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实战背景下的

排故训练，可以大幅提升官兵装备维修

保障能力和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在笔

者提及技术研发时，总站主任宋延清颇

有成就地介绍说。

求实战之“真”，务打仗之“实”，信息

化实战化练兵带来测控部队战斗力的提

升，自这套系统投入使用以来，该总站先

后参加并完成多次试验测控通信保障任

务，新战士训练周期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在参加上级比武练兵活动中，有 10 余名

单位和个人获得专业第一名。

海军某总站

从“赔不起”到“放开练”

国内首台新型绿色
除漆设备应用辽宁舰

科技日报讯（孙东明 周怀平）随着

多项科研试验任务的顺利开展，国产首

艘航母辽宁舰多个系统陆续进入维护保

修阶段。

1 月中旬，笔者从海军装备部获悉，

由该部某研究所协同军地两家单位联合

研制的“舰船涂层电磁感应高效除漆设

备”，在辽宁舰首次保修除漆任务中表现

出色、深受好评。任务中，共成功去除航

母相关区域的防滑、舵板涂层，总面积超

过数百平方米。

据专家介绍，这套外形酷似家用

移动式吸尘器的新型除漆设备，利用

电磁感应涡流加热原理，独特设计的

移动式感应加热装置，使用钢基体与

涂层之间的温度响应系数差破坏两者

结合度，实现了对舰船钢基体表面的

快速绿色除漆，从而为解决航母飞行

甲板等重点区域防滑涂层的去除难题

提供了全新手段。

空降兵某团
6名大学生士兵登台授课

科技日报讯 （陈翊 王辰）“能获得

此次‘优秀小教员’，要特别感谢团里为

我们大学生士兵搭建的平台！”近日，空

降兵某团“六大员”培训总结会上，手捧

金灿灿的荣誉证书，大学生士兵付星星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主动发挥高学历战士优势，给他

们展现才华的平台，对他们和部队是双

赢的效果，这也是‘双学’活动的应有之

义。”宣传股长何文翔对笔者说道。事

实证明，这群年轻士兵属于“给了阳光

就灿烂。”

此次部队组织板报员、拉歌员、裁判

员、网管员、摄像员、报道员集中培训，该

团大胆创新，在往年邀请师团专家、调配

干部骨干的基础上，安排 6 名专业与培

训内容结合紧密、理论功底扎实的大学

生士兵登台授课，与台下战友交流经验

心得，果然大受欢迎。

第二炮兵某旅
采取“一人一策”培养方式

科技日报讯 （王安民）第二炮兵某

旅坚持以提升战斗力为出发点，瞄准任

务需要和未来发展，采取“一人一策”培

养方式，为每名科技干部“私人定制”成

长路线图，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

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年初，该旅针对在科技干部培养方

法上不分专业特长和个人差异，存在“一

锅煮”的问题。他们深入基层征求官兵

意见，采取“一人一策”培养模式。

他们依据科技干部的学历层次、工

作岗位和实际能力，为每名技术骨干科

学制定总体培养目标，将研究课题、申报

成果、发表论文等内容进行量化，根据工

作年限的增加，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具

体细化到每年的培养内容，确保短期目

标能实现，长期目标能看见。在培养措

施上，既突出在岗位锤炼和课题研究方

面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又注重在学习借

鉴交流中开阔思维提升理论水平，采取

重大课题牵引、军地融合培养、团队集群

攻关等方式，为科技干部的成长成才提

供有效载体。

通过创新“一人一策”人才培养路

子，促进了技术骨干之间相互学习、相互

借鉴，推动了人才培养工作健康发展，营

造了良好育人环境。

第二炮兵某旅
筹划工作接力“不断线”

科技日报讯（曹四春）近日，第二炮

兵某旅召开党委会筹划新年度工作达成

共识：去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工作，今

年“接着干”。

该旅筹划新年度工作“先理旧账”揭

短亮丑，梳理总结上一年工作多讲问题、

少说成绩，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去年年度

工作计划逐条销号问责，推动部队建设

扎实推进。

该旅旅长陈在望介绍：“部队建设只

有一环扣一环抓，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

稳扎稳打、全面开花结果。”基层官兵反

映，党委筹划新年度工作不搞人为突击、

不刻意回避问题，敢于公开承担责任、问

计于兵，接力筹划紧抓，既有连续性，又

避免做无用功。

总参陆航部某试飞大队的试飞员们为

在低空、超低空的“极限高度”，飞出我国首

型专用武装直升机——直-10 武装直升机

“树梢杀手”的极限性能，他们完成了一、

二、三类风险课目 200 多个，成功处置空中

特情 24起，获取重要科研参数近万个。

承担试飞任务 14 年来，这支部队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安全飞行数千架次、上

万小时，出色完成了 4 个系列 20 多个新型

号国产直升机的科研试飞任务，一机未损！

挑战极限中试飞新机型

一年冬天，试飞机组在气温零下 40 多

摄氏度的大兴安岭进行直-10 直升机高寒

条件下一类风险科目试飞。在没有任何

加温防护的驾驶舱内，试飞员在手脚冻得

几乎麻木的状态下驾机从 3000 米高度向

下俯冲，大地扑面而来，空气与直升机摩

擦声呼啸而至，噪声像铁皮撕裂般强烈刺

耳。此刻，直升机开始出现左右飘摆和剧

烈抖动，随时面临变形甚至解体，稍有不

慎就会机毁人亡。但试飞员镇定自若，屏

住呼吸，紧握驾驶杆，操纵着几乎要失去

控制的直升机继续俯冲：100 公里/小时，

200 公里/小时，300 公里/小时……当空速

表显示时速达到极限值时，试飞员果断退

出了俯冲动作。现场惊心动魄，这一速度

超出了设计性能的 1.1 倍，创下了该机型

高寒飞行的极限，填补了国产直升机飞行

的又一项空白。

试飞的成败关系着型号的命运，直接

影响装备研制进程和国防军工发展。一位

直升机总设计师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

些搞直升机的，可能一代人一辈子就搞这

么一个型号，但如果核心性能飞不出来，这

个型号就可能夭折，不仅国家投入的大量

财力物力得不到回报，我们这一辈子的心

血也将赴之东流！”这番刻骨铭心的话，让

试飞员们感到责重千钧。

2007 年 7 月 12 日，一场险些使直-10

武装直升机研制毁于一旦的罕见特情不期

而至。试飞员张志强和张云磊按计划进行

直-10 武装直升机极限旋翼载荷测试试飞

时，机体突然剧烈抖动，驾驶杆操纵困难，

各种报警指示灯全部亮起，从 1800 米高度

迅速下降。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

识，试飞机组在短短 4 分钟内，驾驶直升机

避开多个居民区成功迫降在距机场 20公里

外的稻田里。现场检查发现，直升机尾部

蒙皮多处撕裂，尾传动系统严重损坏，油管

断裂，液压油已漏光。“倘若耽误几秒，直升

机就会空中解体！”事后专家认定，这次迫

降的成功保住了科研成果，挽救了直-10

这个型号，创造了航空科研试飞的奇迹。

用智慧把试飞融入科研

2010 年夏天，试飞机组在西北某试验

基地执行直—10直升机武器靶试地面试验

时，发生意外——直升机旋翼被出膛的火

箭弹击穿，碎片溅射至数十米外，火发器内

部元器件被烧焦，电源口盖被震落——这

是一起罕见的重大险情。然而，试飞机组

并没有被眼前的惨烈景象所震慑，却第一

时间参与到专家组的故障分析论证中，积

极查找问题发生的原因，并协助科研人员

迅速改进试验方案。新方案一出炉，他们

就立即投入到新一轮试验试飞之中，并最

终确保该型机取得了空中靶试 100%命中

目标的喜人战果。

近年来,大队试飞员们始终坚持“把试

飞融入科研”“让试飞前伸到科研”，结合试

飞实践，先后向直升机设计部门和生产厂

家提出可行性建议上千条，解决了大量影

响直升机性能品质和飞行安全的问题，有

力推动了新型直升机的研发进度，提升了

装备的技战术性能。

为全军及武警部队改装培训新机型飞

行员是试飞大队一项编外任务，也是直接

关系部队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任务。目前大

队改装培训的 200多名飞行员，在部队遂行

重大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2013 年 5 月，大队又承办了“全军陆航部队

特情处置科目飞行骨干集训”，为陆航部队

培养了一批特情飞行技术教学骨干。

无私奉献中打造过硬团队

为了获取某型直升机复杂环境下的性

能数据，试飞机组先后三上雪域高原无人

区，在高原缺氧、气象复杂、生存环境极度

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扎下帐篷野外试飞，创

造了国产直升机的多项飞行纪录。期间，

试飞员赵锋试飞时空中氧气系统故障紧急

迫降，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但迫降时气压

急剧变化导致耳膜穿孔，耳鸣、头疼等后遗

症至今折磨着他。在大队，罹患失聪、面瘫

等职业病的试飞员不在少数，然而只要不

影响任务谁也不愿停飞，他们总说“今天我

们试飞多担一点风险，明天部队作战就少

一分牺牲”。正是凭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他们一连飞出了国产直升机的多个

极限数据：最大飞行表速、最大过载值、最

大仰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

采访中，大队政委陈风华细数大队传

家宝的讲述解开了笔者心中的问号：

群雁高飞头雁领。从宋义到徐国林，

再到姚海忠的三任大队长，十几年如一日

以身作则立下了一个铁规矩——最新最难

最险的科目，大队长飞第一个架次。

试飞干部无小事。大队地面干部默契

地形成了一个没有成文的好传统——待

遇，优先考虑试飞干部；困难，优先解决试

飞家庭。

……

好班子带出好团队。如今，大队试飞

员人人立功受奖，人人有科研成果，人人都

能成功处置空中特情。

低飞低飞，，在树梢头在树梢头
记总参陆航部某试飞大队试飞员群体记总参陆航部某试飞大队试飞员群体

□□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周敬波周敬波 徐发广徐发广

迷彩帐篷内，10多台电脑一字排开，10

多名学员操控着游戏中的战车，“红”“蓝”

两军在虚拟的战场中激战正酣……双方指

挥员根据战场态势，不时通过语音指挥所

属的坦克分队完成各种战术行动，车内乘

员密切配合，完成机动、观察、射击等一系

列动作，并实时用语音进行车际情报沟通，

一场营规模的战术对抗游戏正在进行。

痛下决心 集智攻关

近年来，军事题材电脑游戏已超越了

游戏和娱乐的范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始将军事电脑游戏作为一种新型训练手段

应用于军队教育训练中，收到了良好军事

效益和社会效益。

美军是最早重视利用军事游戏训练士

兵的国家之一，除美国外，俄罗斯、英国、法

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军事电

脑游戏在军队教育训练中的应用。

我国在军事电脑游戏应用方面还处于

探索阶段，目前只有南京军区于 2011 年发

布了名为《光荣使命》的游戏软件，开创了

我军自主研发军事电脑游戏的先河，但是

在军事训练领域且运用于实战化训练的游

戏仍处于空白状态。

国内的军事训练游戏与发达国家形成

的强烈反差，作为培养我军装甲机械化部队

初级指挥军官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强烈的忧

患意识与崇高的使命担当让他们痛下决心，

一定要集智攻关研发出具有我军特色、适合

教育教学训练需要的军事游戏，迎头赶上世

界新军事变革中的训练手段改革。

研制游戏 披荆斩棘

2012年，装甲兵工程学院从 5个系 8个

专业方向选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以许仁杰

副教授牵头的战车训练游戏课题组，他们

凭借模拟训练中心这一全军重点信息化平

台，进行前期原理验证，对游戏制作的技术

流程，架构、定位、策划等进行了一系列的

工作。经过 1000 多个日夜的艰辛努力，一

款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战车训练游戏《铁

甲突击》终于新鲜“出炉”。

游戏设计之初遭遇两大“拦路虎”：

一是像不像的问题。为解决训练场地

像不像的问题，他们以各军区战术训练场的

三维地形数字地图为基础，利用战场环境仿

真技术制作了体现山地、丘陵、城镇、台地、

滨海、沙漠5种地形的16个三维立体的虚拟

战场，真实渲染绘制了逼真的战场环境。

在设计装备操控方式时，以实装的操

作流程为参考，游戏中各种装备的技战术

参数也严格按照实装来制作。例如不同的

弹种在不同天候下的弹道都会有不一样的

计算结果。这也是其他同质的坦克类游戏

所不具备的。

二是解决为分队级战术训练构建联合作

战背景的问题。为了真实地体现各种联合作

战力量的使用情况，课题组的5套技术论证方

案都被推倒重来。其后，他们通过设计高智能

计算机生成兵力算法解决这一问题，其核心算

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只有翻越这一世界

“高峰”，才能使对抗过程中各种作战力量的动

作与实际相符合，游戏对抗结果真实可信。

经过一年半的刻苦攻关，终于创造性

地推出了广域网模式下的多 Agent 的虚拟

兵力自动生成技术，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的

游戏实体的机动、侦察、射击、通讯等模型

智能的设计，以事件、时间、空间触发的方

式，智能生成各军兵种联合作战力量实体，

实时、逼真地体现它们的作战行动，给分队

战术训练构建了一个形象直观的联合作战

大背景，为锻造信息化条件下具有联合作

战素养的指战员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实战游戏 效益翻倍

北京军区某装甲营赵营长感触颇深，

长期以来装甲兵训练最突出的问题是训练

缺乏战术背景和对抗。官兵们普遍反映：

无论是射击模拟器训练还是实弹射击训

练，都只是单纯的打靶训练而没有任何对

抗的意味，即使使用现有的激光模拟对抗

手段训练，也很难体现逼真的战场氛围。

而在这款游戏中，既可以看到山峦沟壑，也

可以感受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还可以逼

真模拟交战双方的激烈对抗，将战场特有

的压迫感融入到训练中。在游戏中，指挥

员可以获得充足的战场信息，拥有决策优

势，贯彻各种战术思想，体会运筹帷幄的惊

心动魄，战术训练、指挥训练、协同训练得

到深化和升华；士兵可以熟悉战场环境，适

应战场氛围，训练战斗技能和坚韧的意志，

当他们真正上战场时，已经就是熟悉战场

环境的“老兵”了。这一点在传统训练场和

演习场上是难以做到的。利用军事游戏进

行训练，必将是未来尤其是和平时期军队

进行实战化训练的一种重要方式。

战术训练教员张继军认为：战术训练

历来是部队战斗技能的综合性训练，但长

期以来因场地和各种保障条件限制，部队

和院校都难以在真实地形和实际规模上充

分实施训练，例如具有现实指向性的边境

封控战斗、高寒山地战斗、城市作战、海岛

台地作战。同时，利用该款游戏可以模拟

交战双方的各种方案，练指挥、练协同、练

保障、练意识，并通过反复训练研究和创新

战法，提高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真正实现

了全科目训练和新战法研究。

装甲兵某研究所高工何明利对笔者说：

“此款游戏可用于新装备的训练与验证，该

游戏运用模拟仿真技术，使受训者通过游戏

学习并模拟操作新装备，即使没有新装备的

部队，也可在游戏环境中学习新装备知识和

掌握新装备操控技能。某些在研的整备也

可以通过游戏进行技战术性能的测试验证，

为装备的设计提供数据支撑。”

虚拟战场铁甲突击
装甲兵工程学院研发首款战车训练游戏纪实

□ 慕佩洲 刘子豪 通讯员 李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