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任编辑 聂翠蓉 军 事
2021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五

◎贾朝星 肖云舰 本报记者 张 强

◎夏 澎 本报记者 张 强

M I L I T A R Y

军中典型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黄 超 本报记者 张 强

放下手中工作，轻轻揉揉眼睛，吴集定了定

神，把目光投向漆黑的窗外。此时正值元旦假

期，虽已是凌晨时分，但他还在为国防科技战略

的相关规划做着“冲刺”。

离开办公楼时，天空已现鱼肚白，凛冽的寒

风呼啸而过。走在路上，身为国防科技大学前沿

交叉学科学院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科技室主

任、副研究员的他脚步坚定，内心踏实，他已习惯

了这样的加班。

主修数学和计算机专业的吴集，通过 12 年

的努力，成功“跨界”到战略领域。在国防科技和

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这个寂静的“战场”上，他

赢得了一场场胜利。

深冬时节，鄂北某训练场，空降兵某旅空降

空投专业集训现场，数台大型吊车整齐排列，官

兵们合力协作，很快完成多个空投货台重心的测

量和调整。

集训现场，起关键作用的是一套名为“红外

线水平仪”的辅助器材。

组织装载训练的该旅空降空投技师孙秋生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由我们自主研发的‘红外线

水平仪’可以快速精准地测量和调整货台重心，

使货台保持最佳离机姿态，确保空投装备物资顺

畅离机、正常开伞、稳定下降和安全着陆，大大提

升了空投大件装载效率。”

以快制胜离不开科技创新

重装（重型装备）空投是确保作战装备从天

而降的主要手段。然而，在对作战装备和物资实

施装载过程中，测量和调整货台重心一直是一道

难题。

作为从事重装空投十多年的老骨干，孙秋生

深知调整货台重心的重要性，一旦货台重心位置

不符合空投要求，会出现装备物资与空投系统缠

绕碰撞、空投大件无法平稳下降、着陆时装备侧

翻等安全问题。

一次重装空投保障任务中，孙秋生和战友负

责多达上百个空投大件的装载工作。当时，他们

采取传统的“悬锥法”测量调整货台重心，由于效

率低下，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加班，花费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时间充裕且装载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悬锥

法’多次调整后也能满足要求，然而一旦时间紧、

装载量大，它的弊端就非常明显。”他说。

“测量和调整货台重心的速度跟不上，部队

的重装快速出动能力就上不去，这对于以快制胜

的空降兵来说是致命短板。”该旅领导介绍说，制

约装载效率的这个瓶颈问题要是不解决，就很难

在这一领域保持优势。因此，这次新年度开训，

是空降空投骨干围绕多型辅助设备开展攻关的

黄金时间。

“要想提升部 队 快 速 反 应 和 重 装 突 击 能

力 ，就 必 须 研 发 新 的 科 技 手 段 ，提 升 空 降 空

投效率，让科技为战斗力提质增效。”该旅领

导说。

这一重担落在了以孙秋生为代表的空降空

投专业骨干身上。作为空降兵部队的一支重要

机械化作战力量，该旅坚持通过科技强训大幅提

高训练科技含量，继而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辅助工具大幅提升装载效率

为什么不能通过辅助工具，使用一套固定的

标准来提升部队的重装快速出动能力呢？孙秋

生和战友受红外测量器启发，经过精心设计和调

试，最终研制出能够测量和调整货台重心的“红

外线水平仪”。

它具有自动安平、蜂鸣报警、线条清晰、使用

快捷、室内室外通用等特点，很好地克服了悬锥

摆动、肉眼估读造成的观测不准、估值偏差大等

不足，有效提升了测量和调整货台重心的效率和

精准度。

去年秋天，该旅采取空地一体的方式千里机

动至草原开展实兵对抗演练，需要利用夜暗条件

完成几十件空投装备装载。接到命令后，孙秋生

和连队其他骨干借助刚刚研发的“红外线水平

仪”展开货台重心的测量和调整，短时间内就完

成了装载任务。

此次集训，为了给集训骨干展示“红外线水

平仪”的优势，孙秋生通过比对的方式，对“悬锥

法”和“红外线水平仪”测量和调整货台重心的流

程均进行了演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传统的“悬锥法”基本上

停留在“肉眼判、粉笔涂、卷尺量、概略读”，而

且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不仅数据精度不高，

还需多人反复测量校对数据，时间较长、效率

低下。而利用“红外线水平仪”，在货台起吊

状态下，官兵们根据水平气泡或蜂鸣报警提示

调整机身水平后，简单地按键操作和测量，就

能快速判断出货台重心距离是否符合空投要

求，测量时间缩短，操作人员减少，还较好地

克服了环境因素给货台重心测量带来的不利

影响。

“目前测试使用的‘红外线水平仪’已经是我

们改进后的产品了。”孙秋生介绍说，除了进行

“红外线水平仪”的普训外，该旅还组建了其他攻

关小组分别围绕某型装载平台和离机辅助设备

全力展开技术攻关。

记 者 了 解 到 ，该 旅 近 年 来 创 新 成 果 频

出。特别是在空降空投领域，该旅始终坚持

自主创新，将科技成果运用到日常训练和技

术改进上：离机信号器，较好地保证了集群伞

降过程中跳伞员离机安全；某型中件装载平

台，使得中件装载效率提升了数倍；重装空投

机舱模型，解决了地面装机只停留在理论方

面的问题……

目前，多项创新科技成果已经运用到了战备

训练中且不断得到更新换代，成为助推该旅战斗

力提升的重要引擎。

科技让空投重型装备效率倍增

工作中的吴集工作中的吴集 曾佳曾佳摄摄

冬日的新疆乌苏尔市巴音沟寒意逼人。“砰！”突然远处两山间传来一

声巨响，硝烟升腾处，几道身影朝峡谷深处窜去。

“6名‘暴恐’分子伏击特战一小队后，向峡谷逃去，现命令特战第4、5、6

小队前出追捕，观察手丁志强用无人机先行勘察敌情及地形。”武警兵团总

队执勤第五支队参谋长安飞雄下达山地追逃演练命令。

丁志强是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特战中队下士、特战小队侦察

员。受命后，他迅速升起自己的法宝——无人机。

5秒过后，嗡嗡声渐行渐远，只见一个小黑点慢慢消失在峡谷尽头。

“各小队注意，正南方向 2125米处左侧山腰一灌木丛中，两名‘暴恐’

分子正在构设陷阱。”操作无人机的丁志强神情专注，将从显示屏中观察

到的最新敌情用对讲机及时向各小队报告。

为防止因山体阻挡而丢失信号，丁志强边操作无人机，边手脚并用攀

上一处制高点。

2578米，无人机继续向峡谷深处飞去，此时屏幕中出现一个山洞，两

名“暴恐”分子正探身进洞，随后一人扯来一团杂草将洞口虚掩。再次洞

悉敌情，丁志强嘴角扬起一阵笑意，用对讲机向各小队长报告情况。

此时峡谷中突然刮起了风，屏幕画面一阵抖动，信号开始变得不稳

定。遇此突发情况，丁志强眉梢一紧，神情严肃起来。

“快返航！不然要‘炸机’。”见此情况，毕业于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直

招士官搭档赶紧好心提醒。

不返航有可能炸机，返航又会半途而废。但就差最后两名“暴恐”分

子的动向没有勘察到，丁志强心有不甘。

对于无人机，丁志强有种执念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为了学会操作，

他足足缠了曾赴南京参加侦察员培训的小队长马维两个月；一次楼房反

劫持课目中，他用无人机试图抵近侦察，没想到嗡嗡声惊醒了“暴恐”分

子，无人机差点被击落……无人机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要不我升高一点试试？”丁志强镇静了一下，继续操作。所幸，无人

机升高 20米后，信号开始逐渐稳定。他长出一口气。

“4 小队成功击毙山腰灌木丛中设伏的两名‘暴恐’分子。完毕！”听

着对讲机中传来的捷报，丁志强倍感振奋，决定继续向前勘察。

2900米了，还没有发现其他敌人。3000米是自己手中这台无人机在

巴音沟山区的飞行极限，丁志强在心里盘算着，要是超过这个极限，他就

会失去对无人机的控制。

追还是不追？丁志强决定再“逞能”一下。他咬了咬牙，指挥无人机

继续向前。

“有了！”在飞行 2990 米后，屏幕中出现正在翻越一处山坡的两个

人。原来最后这两名“暴恐”分子发现被无人机跟踪后，主动选择避开原

先计划潜入的峡谷，改道翻越左侧山坡进行战术迂回。

“6 小队用烟将藏身山洞的‘暴恐’分子熏出来并成功抓捕。”对讲机

那头再次传来捷报。略停顿了 2 秒，丁志强将最后的敌情报告出去。随

后，他从容指挥无人机返航。

不久后，峡谷中飞出一架无人机，小黑点越来越大，嗡嗡声越来越

响。丁志强将无人机降落下来，此时显示屏中显示电量还有 8%。

战后复盘，“蓝军班长”李正芦得知自己的精心设局竟被一架小小的

无人机打败，一时语塞。

“班长，要小心天上有‘眼’。”丁志强以一个玩笑打破会场沉默。

“向科技要战斗力，我们输得不冤！”李正芦心服口服。

精心布局

不敌天上有“眼”

军营内外

丁志强（左）用无人机侦察敌情 黄超摄

科技日报讯“上午 9 时 30 分，4 名‘犯罪分子’手持砍刀抢夺现金 2

万余元，‘砍死砍伤’保安、收营员各一名，向某方向逃窜……”追捕任务

命令传来，武警云南总队大理支队特战官兵闻令而动，拉开了“魔鬼周”

的帷幕。

近日，为检验和提高特战队员在艰苦环境和复杂条件下的综合作战

能力，全力锻造一支“全面过硬、能打胜仗”的反恐“利刃”，武警云南总队

大理支队严密组织实施了“魔鬼周”极限训练。

据了解，针对冬季气候严寒、地形复杂、情况多变等因素，该支队坚持

从实战出发，围绕城市反恐和山地反恐等课题，通过开展体能与技能、战

术与指挥、心理与意志一体化训练，全面检验特战队员的应变能力、处置

及协同配合能力。结合勘察地形特点和训练实际需要，共设定 7 类 60 余

个训练科目。特战队员们需要身负 30斤背囊，长途奔袭 10公里发现目标

后，立即转入反恐战斗。

负责此次训练的该支队领导说：“‘魔鬼周’训练就是要接受魔鬼般的

洗礼，才能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特战精英。”

（杨富春 马亮志 张雪松）

身负 30斤背囊 长途奔袭 10公里

滇西武警开展“魔鬼周”极限训练

近日，武警兵团总队组织数千名
新兵深入零下 20 摄氏度的天山深
处，围绕奔袭、搜索、侦查、通信、警棍
盾牌等技战术科目展开训练，科目设
置紧贴实战，进一步锤炼新兵走、打、
吃、住、藏等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牛小龙摄

极寒天气

锤炼新兵作战能力

一步十二年一步十二年，，从技术骨干从技术骨干““跨跨””到战略规划师到战略规划师

2006 年，吴集从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博士毕业。此时，另一所知名军队院校领导向他

抛来“橄榄枝”：“来我们学校当老师，将来交个实

验室给你管！”

考虑再三，吴集还是选择留在母校。当时，

学校科研部刚成立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急

需交叉学科背景人才，而学校其他院系也想要他

去当专业课老师。

在熟悉的领域工作固然“轻车熟路”，但在全

新的战略研究领域工作，将会对未来的军队建设

大有裨益，而这正是吴集从军以来的理想。他下

定决心，将个人发展和国防事业的需要相结合，

毅然选择“跨界”，成为国防科技大学战略研究所

的“先行者”之一。

当然，实现这样的“跨界”并非易事。回想当初，

吴集感慨道：“写代码与写报告，完全是两码事。”

研究方向由单一具体的技术课题，变成宏观

决策和实际管理的理论，需要研究者涉猎更广的

研究范围。最初，这让吴集感到所学的知识几乎

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至今他还记得第一次承担学校科技委任务

的情形。起初，他仍沿用撰写学术论文的套路，

查数据、做分析、画图表，历经数月精心创作的报

告，本以为能得到表扬，没想到领导看后，却毫不

客气地说：“战略研究报告不是学术论文，这篇稿

子并没有实用价值！”

被领导泼了冷水，吴集内心落差很大——以

前是专业技术骨干，现在竟然“一无是处”。调整

心态后，吴集重整行装，虚心地向前辈请教，重新

修改了四五遍后，报告最终定稿。

类似的经历，让吴集更加深刻认识到“战略

研究是出思想、出方案、出政策，规划军队和学校

未来发展道路的工作，必须跳出科研看科研，思

维不能有丝毫的禁锢”。

甘当战略研究领域“先行者”

如何在新领域扎稳脚跟？吴集的答案是“在

战争中学习战争”。

2009 年，总部向国防科技大学发展战略所

下达专项研究任务，其中涵盖航天、信息等数十

个方向，这也是国防科技大学首次承担如此高规

格的战略研究任务。

任务当前，领导“点将”，让吴集担任总体组

秘书。

担任此职务，相当于一人分饰“三角”：既是

项目管理者，又是课题研究者和沟通协调者。吴

集的交叉学科背景有了用武之地。

在工作协调方面，他创新建立情报推送机

制，牵引各部门推进任务研究；建立资料共享机

制，及时分享重要资料成果……如此一来，20 多

个子课题的任务得以高效推进。

在课题研究方面，他充分发挥交叉学科的优

经受高规格任务锤炼

“战略研究，要超越地平线看到别人没看到

的，着眼于未来想到别人没想到的！”研究渐入佳

境，但吴集却不断给自己加压。

2013 年的一天，吴集追踪到国外一项前沿

网络技术，能策动群体性事件，对我国安全稳定

造成重大威胁，他随即投入研究。不到两周时

间，一份关于网络安全的专家意见上报总部，管

理部门立即采纳并出台相关网络安全监管措施，

为部队安全撑起“保护伞”。另一项紧急任务中，

吴集利用计算机专业特长，溯源到国外某项已进

行了 10年的研究资料，参考后高效完成任务，填

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空白……

2018 年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正 处 于 改 革 调 整

期。作为研究室领导的他一手抓转隶移交（部门

合并调整）工作，另一手抓课题研究，全年休假仅

两周，协助机关完成“国防科技大学科学研究中

长期发展规划”“新时代学校科研定位与发展战

略研究”等多份重要文件。

强军征程，步履匆匆。这些年，吴集先后主

笔参与军队、学校重大战略和规划文件起草 20

余次，撰写上报各类咨询报告 30 多篇。他也先

后荣获全军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1项、装备理论

优秀成果一等奖 2项，战略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

和军队领导批示，成为全军军事理论卓越青年基

金获得者。

在吴集的努力下，一份份“科大方案”助力我

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实现了由跟跑向并跑、领

跑的转变。

用超前思维要求自己

吴集，国防科技大学前沿

交叉学科学院国防科技战略研

究智库科技室主任、全军军事

理论卓越青年基金获得者。荣

获全军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1

项、装备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2

项，战略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

和军队领导批示。

势。多名专家集智攻关，在定性研究基础上，首

先“吃透”总任务要求和研究方向，然后他创新采

取“数学建模”方式加“系统工程”思维，把任务中

很多关键指标用量化数据算了出来。

“这个方法好！”参与任务的专家不禁眼前一

亮。此法意味着，某项技术发展和相关建设的“优

先度”在报告中一目了然，实践性和可靠性更高。

历时两年，任务竣工。报告呈到总部，首长

立即给出评价：“充分展示了国防科技大学在全

军国防科技综合性战略研究的水平！”

经此一役，国防科技大学相关力量在国防

科技发展战略领域的地位大大提升，以前只能

参与小课题研究，现在可以承担战略研究总任

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