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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上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

式上，9 架直-8 直升机分别悬挂党旗、国旗、

军旗飞过天安门广场。巨幅党旗和国旗长

9 米、宽 6 米，军旗长 7.5 米、宽 6 米，在高空

中经受着每小时 160 至 180 公里飞行速度的

考验。

一般来说，在如此高速下，巨幅旗帜尾

部会产生剧烈抖动，冲击会使旗帜边缘局部

受损，进而在集中载荷作用下整个旗帜会被

撕裂。然而阅兵红旗却能平整展开，在蓝天

映衬下绚丽多姿。记者从承担国庆阅兵红

旗攻关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8

所（以下简称 508 所）了解到了其中的奥秘。

在盛大庆典活动中进行国旗飞行展示，

是国际惯例。要解决旗面破损问题，通常是

将飞行时速降至 100 公里以内，或缩小旗面

尺寸。但在国庆阅兵中，这两种方法都不适

用。悬挂红旗的直-8 直升机是空中受阅方

队的排头兵，如果飞行速度过低，会给其后

的固定翼飞机飞行带来安全隐患。如果将

旗面尺寸缩小，又会影响飞行展示效果。

几种常规涤纶材质曾被制成红旗进行

试飞，结果红旗完全无法承受高速气流的冲

刷，破损严重。如果通过增加质量的方法加

大了旗面材料的强度，就可以使旗面材料变

得更加厚重，但在飞行试验中，旗面尾部吹

毛脱丝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红旗抖动异

常，声响巨大。

接到红旗攻关任务后，508 所科研团队

迅速开展集智攻关。通过吸收航天器回收

降落伞的研制经验，他们发现，旗面材料在

气流中飞行时，尾部所受的惯性力大小与

材料质量分布率成正比。因此增加旗面材

料质量虽然能提高强度，却也要承受更大

破坏力。

在这一思路引导下，研制团队将目光

投向了航天器降落伞同性质材料。该材料

所用高强锦丝长丝的线密度极小，粗细仅

有头发直径的三分之一，但强度可达普通

民用锦丝强度的两倍。最终选取的高强锦

丝绸，比神舟飞船降落伞材料强度高 17%，

重量降低了 15%。但对于挂飞红旗来说，

这种轻薄柔软的锦丝绸材料自身刚度并不

够。研制团队结合真实飞行试验数据，参

照 降 落 伞 流 固 耦 合 仿 真 分 析 软 件 计 算 结

果 ，对 旗 面 尾 部 结 构 进 行 了 改 进 优 化 设

计。他们借鉴降落伞设计技术，在旗面尾

部两侧增加了两块梯形“风兜”设计。风兜

的存在可以大大提高旗面尾部的受力拒变

能力，减轻风力对旗面尾部的压迫，既减小

旗面变形，又保护旗面。

此时的阅兵红旗已经达到了飞行要求，

但在高空飞行中透光度太强，展示效果还不

完美。508 所又邀请专业的材料研制单位

开展研究，在布料上增加了一层特制涂料，

不仅改善了外观，还让红旗具备了很好的防

雨能力，即使阅兵时下雨，旗面上的雨水也

会迅速滑落，红旗依旧能迎风飘扬。

飞越天安门的红旗加持了这些高科技

气势恢宏，威武雄壮！

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阅兵仪式成功举行。从开国大典

上的“万国牌”“骡马队”，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阅兵中全部以国产武器装备亮相，天

安门前这条阅兵路，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和

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大阅兵规模

之大、参阅方队之多、新亮相的武器之全，均

创造了历史。

那么，这次阅兵都有哪些值得回味的亮

点呢？

40 多型装备首次参
阅，受阅机型突出国产化

各型飞机 160 余架，装备 580 台套亮相

阅兵场，史上规模最大；40 多型、300 多台套

装备首次在天安门地区参阅，首次亮相的新

型武器装备比重较高。每个“首次”都折射

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

展变化。

这些装备既有陆上攻坚新锐，也有反恐

作战的火力网，既有无人作战的黑科技，也

有大国战略的杀手锏，作战要素一应俱全、

作战空间无所不含，是全面实施科技兴军战

略的一次集中大展示。

装备方队指挥部办公室政治工作组组

长王瑞成介绍：“此次参阅的武器装备涵盖

了诸军兵种的主战装备，集中反映了国防科

技自主创新 70 年的建设成就，展示了现役

国产主战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参阅武器装

备数量多，规模之大、类型之全都创造历史

之最。”

绚丽浓艳的彩虹带也成为了空中的“吸

睛”亮点，这是九机“箭队”拉烟带给人们的

视觉盛宴。

空中梯队由陆海空 28 个旅团级单位抽

组而成，编成 12个梯队，通过天安门。空中

梯队新型装备多，受阅机型突出国产化。

空中梯队指挥部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

武祥峰介绍，此次受阅空中作战要素历次最

全，国产新机悉数亮相，大大增加了预警机、

运输机、特种机等的数量和种类，展示了我

军战略预警、战略打击、战略投送和信息支

援等空天作战要素，标志着我军空中新型精

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体系正在形

成，彰显了我军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领土安

全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

练兵备战导向鲜明，
创新编设指挥方队

一辆辆战车披坚执锐、一件件装备昂首

挺胸……

阅兵联合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副参谋长谭民介绍，

此次阅兵练兵备战的导向非常鲜明。装备

方队按照作战模块编组受阅，既包括了传统

的陆上、海上、空中等作战模块，更加突出了

新型作战领域。

“所有装备外观根据作战地域和作战任

务进行了迷彩喷涂，并进行了重新编排。多

数装备均按照战斗姿态受阅，装备方队的人

员均穿着新式迷彩服，佩戴单兵综合系统受

阅，体现了练兵打仗、强军备战的精神风

貌。”谭民说，“特别是，无论哪个军种，无论

是在陆地、森林、沙漠还是城市作战，均穿着

一种迷彩服，体现了服装也要向作战牵引。”

这次阅兵还编设了 15 个徒步方队，按

照仪仗方队、领导指挥方队、陆军方队、海军

方队、空军方队、火箭军方队、战略支援部队

方队、联勤保障部队方队等的顺序排列。

其中第二个出场的领导指挥方队是首

次创新编设，由军委机关和五大战区、各军

兵种机关人员组成。第一个排面，全部是少

将军官，整个方队编在仪仗方队后出场受

阅，充分体现改革后，新的领导指挥体系的

特色，体现将军们身先士卒的作风和高级领

帅人员的风采。

徒步方队指挥部副指挥员、北京卫戍区

参谋长刘士胥介绍，领导指挥方队有“两个

第一”：我军阅兵史上第一个从领导指挥机

构抽组的方队；第一个由共和国将军组成第

一排面的方队，也是改革强军、联合作战指

挥印记最鲜明的方队。

忠实履行使命，维和
部队方队首度亮相

红色臂章、蓝色贝雷帽、新式迷彩战斗

服，徒步方队中压轴出场的维和部队方队让

人眼前一亮。

这是我军阅兵历史上首次以海外维和

力量为主组建的方队，是在分列式中与仪仗

方队首尾呼应、压轴出场的方队，也是 15个

徒步方队中唯一一个以迷彩着装接受检阅

的方队。

我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中派出维和兵力最多的国家，是联合国维和

行动第二大出资国。一批批走出国门的中

国蓝盔，把忠诚举过头顶，把使命扛在肩头，

在战火纷飞的南苏丹，在硝烟弥漫的马里，

在瘟疫肆虐的刚果（金），在危机四伏的黎巴

嫩，在风沙肆虐的达尔富尔，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忠实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铮铮

誓言。

维和部队方队将军领队徐有泽少将介

绍：“此次阅兵之后，很多受阅官兵将带着阅

兵的精神和荣誉，奔赴远在异国他乡的维和

一线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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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隆重举行，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
阅兵仪式。

左图 东风-17常规导弹方队。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下图 空中护旗梯队的直升机护
卫着国旗。

新华社记者 韩明坤摄

大国重器

在天为雄鹰、落地为猛虎、入水为蛟龙。

在这次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的陆上

作战群中，有一支动在空中、走在地面、降在

敌后、用在关键的装备方队。这就是空降兵

战车方队，以功勋卓著的“上甘岭特功八连”

为主体组建。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参阅的 21 台

空降兵战车全部经受过近年来跨区演训、联

合军演等重大演训任务的检验,突破了复杂

天候、陌生地域战车三件连投、人装同机空降

等技术难题，实现了主战装备机械化、重装空

投系列化、空降规模多样化。

重装空投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空降

兵综合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空投技术的强

弱直接关系到空降兵的战场打击能力。

此次受阅的空降兵战车，是我国完全自

主研制的一款可实施空投的两栖轻型履带式

战车，彻底改变了中国空降兵“一人一具伞一

杆枪”的轻装作战模式，是中国空降兵迈入

“重装时代”的一座里程碑。

回忆起刚到空降兵部队任职时的训练场

景，空降兵战车方队方队长孙涛感触颇深：“受

空降能力制约，装甲战车等重型装备降不下

去，伞兵只能靠两条腿走路，靠轻武器击敌，极

大制约了部队的作战能力。重装空投这扇窗

如果打不开，建立在机械化基础上的重装突

击就无从谈起。”

2005 年初，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空降

兵战车首次列装空降兵部队，该型战车体积

小、重量轻，具有较好的空运空投性能。

同年，空降兵部队接到参加“和平使命—

2005”中俄联合军演的任务，其中一项最重要

的内容就是与俄罗斯空降兵在同一场次同一

高度完成三件战车连投的任务。这是中国空

降兵部队首次与外军联合演习,演习对象又

是世界军事强国精锐部队，任务艰巨只能成

功，不能失败。

空降兵战车方队装甲技师、三级军士长

叶有义是方队唯一一个参加过“和平使命—

2005”的驾驶员，他告诉记者：“当时，中国空

降兵战车列装不到半年，重装空投技术也不

成熟，‘和平使命—2005’空投的战车还是三

件连投，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空降兵科研

团队经过艰辛探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相继解决了飞机导轨、牵引伞、脱离锁等关键

核心部位重大空投难题，使空投试验得到历

史性突破。

2005 年 8 月 25 日，在山东某地上空，演

习正式开始，这是中国空降兵首次大规模成

建制的重装空投演习，也是首次全装实弹空

投演习。中国空军出动 4 架“伊尔-76”运输

机，搭载 12辆战车飞临演习场上空。一辆辆

战车从天而降，稳稳着陆后，叶有义和战友们

迅速解脱战车，快速实现人装结合，向敌目标

发起冲击。

此举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重装空投技术的

快速发展，标志着空降兵部队的装备机械化、

信息化建设迈入“重装”时代。

作为新时代的空降空投技术保障人员，

方队队员李益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伴随着

空降空投技术的突破和装备建设的快速发

展，中国空降兵已经具备从几百米低空到数

千米高空的重装空投能力。

战车空降，犹如一个个悬挂在长空的惊

叹号。它向世人宣告，中国空降兵经过 69年

建设发展，已经从单一兵种的“背伞步兵”，发

展成为由炮兵、航空兵、导弹兵等 20 多个专

业兵种组成的“空中集团军”，具备了空地一

体、远程直达、纵深突击的全方位作战能力！

重 装 空 投 给 战 车 插 上 翅 膀

10 月 1 日上午，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

兵式上，在雄壮的军号声中，东风-17常规导

弹方队引领战略打击模块闪亮登场。16台新

型导弹发射车以整齐队形缓缓向前，气势威

武通过天安门。

横看一条线，斜看成一点。当方队通过

礼毕线那一刻，饱经磨砺的基准车驾驶员张

杰无比激动。

“导弹发射占领阵地要求分秒必争，接受检

阅同样必须米秒不差。”张杰告诉记者，无论国庆

阅兵还是日常备战训练，对自己来说都像是打仗。

这个方队由火箭军某基地的 2支常规导

弹劲旅混合组成。在波澜壮阔的砺剑征途

中，这个基地开创了首创导弹集群发射先河、

首次突破反导系统等多个历史首次……强军

路上，他们把备战打仗的鲜明底色镌刻在了

导弹阵地、发射架下。

“新型导弹发射车无论是外形还是性能，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常规导弹的

发展变迁，一级军士长谭永文侃侃而谈。

20年前，他驾驶第一代常规导弹发射车参

加国庆50周年阅兵。那时候装备性能不稳定，

操作起来也比较费劲。一天夜里训练，因为方

向盘反应滞后，他差点把车开到路边沟里。

“可现在不一样了，全是自动挡驾驶、助

力化转向、智能化控制。”这一次，谭永文担任

方队驾驶员教练。能摸一摸新型导弹发射

车，他高兴得不得了。

虽说发射车技术含量提高了，但想熟练

驾驶新型导弹发射车也不容易。有一次，驾

驶员李富勇按照以往经验进行倒车定位，可

连续尝试了好几次才勉强成功。“新型导弹车

不光是前轮转向，后面几个轮子也能转向。”李

富勇解释说。

外形的变化是直观的，更重要的是导弹性

能的蜕变升级。方队政委赵伟介绍说，此次受

阅的新型常规导弹，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制，能够

全天候、多方位、多角度对多种目标实施精确打

击，具有发射时间更短、机动距离更长、有效射

程更远、打击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等特点，

是新一代中近程打击力量的尖兵利器。

“宁可让生命透支，决不让使命欠账。”基

地老司令员杨业功生前曾参与筹建我军历史

上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掀开了火箭军常规

导弹部队建设序幕。弥留之际，他还喊着“一

二一、出发”的口令。杨业功崇高的精神、未竟

的事业、高尚的品格，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

在部队中传递。

回想部队组建之初，军龄和旅队同龄的

李富勇感慨良多：“纸箱画成操作面板，麻绳当

作连接电缆，官兵们在艰苦条件下练习导弹

操作，将一枚枚导弹送上蓝天。”

时光荏苒，弹道有痕。从南国密林到西

北戈壁，从东南前沿到白山黑水，一路走来，李

富勇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部队越来越忙，外出

训练时间越来越长。

从指定发射到随机抽点，从整营发射到

整旅齐射，这些年，部队备战打仗的任务越来

越繁重，导弹发射的频率越来越密集。

从打仗的队伍走来，以胜战的姿态参阅。

记者翻开受阅官兵的履历发现，18 名驾

驶员全部上过发射阵地；10 名高级士官均是

来自核心操作岗位、都亲自指挥或发射过导

弹；乘载员绝大多数来自主战分队……昨天，

他们以胜战的姿态驰骋沙场，今天，他们以自

信的面貌昂首向前。

新一代尖兵利器崭露锋芒
——走进东风-17常规导弹方队

温志晖 本报记者 张 强

夏 澎 陈立春 本报记者 张 强

10月1日上午，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受阅的武警反恐突击方队。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国庆盛典特别报道
阅兵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