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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成 周子翔 本报记者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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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亮 郭 阳 本报记者 张 强

精准模拟的救援装备、迅速处置地震和火灾

等突发险情、确保救援任务圆满完成……与以往

救援行动或演练不同的是，这些操作都是利用

VR虚拟现实技术设备完成的。

近日，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训练

室内，官兵们戴着 VR 眼镜，端坐在模拟训练器

前，进行救援训练。“VR 技术可逼真模拟地震救

灾清除破障、急造军路、火灾救援等多种场景，救

援训练中的官兵，仿佛置身于各种真实场景中，

救援所需的‘十八般武艺’得到一一淬炼。”作训

参谋胡宇航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军事训练，VR技术大有可为

记者了解到，以往因空间地点限制和恶劣气

候影响，该支队日常训练质量常常得不到保障。

去年汛期，驻地降雨频发，官兵们连续几周

都没法正常训练，只能躲在室内。而在实际救援

中，面对突发情况，也时有因官兵对处置方案陌

生，难以完成快速救援任务的情况发生。

谌涛是某中队的挖掘机操作手，谈起自己的

第一次救援经历，他感触颇多：“以往训练没有战

场环境，总是根据单个科目逐一训练，可当你真

正去了受灾现场，就会发现自己平时训练获得的

经验无法灵活施展。”

经过考察，该支队了解到，VR 虚拟现实技

术已经用于场景演试、军事训练以及作战仿真，

在军事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利用 VR 技术，军队可以搭建专业的装备训

练平台，实现对装备的性能展示、运行原理仿真

以及虚拟驾驶训练和操作训练等。受训人员通

过虚拟交互外设获得接近真实效果的视觉、听觉

和体感体验，迅速掌握装备的操作技能，并对一

些常见或复杂场景做出模拟训练。关键是，其良

好的可控性、安全性、无破坏性、不受气候影响、

不受空间和场地限制、费用低等特点，正好可以

解决日常训练容易受到空间和气候影响的问题。

该支队积极引进虚拟辅助设备，并创新性地

将其与救援训练相结合，没想到效果奇佳。

在 VR 模拟训练室，通过 VR 模拟训练器设

置系统构建作业场景、选择模式可最大程度还原

救灾现场，不仅降低了专业训练过程中的安全隐

患和装备磨损等问题，而且高效提升了官兵的操

作水平。

“戴上 VR 眼镜，各种情况处置扑面而来。

以往我们的学习方式都是‘满堂灌’，形式枯燥。

自从 VR 技术进入部队后，将平时救援的场面展

现在眼前，能让我们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作为武警

部队专业救援力量的责任与担当。”战士黄思童

感慨道。

虚拟战场，锤炼实战硬功

某中队战士李武平以前专业训练成绩并不

是 很 突 出 ，但 在 去 年 支 队 举 办 的 首 届“ 良 匠

2020”专业比武中，却斩获了吊车科目第一。

拿到奖状后，他欣喜地说：“平常训练时间很

有限，自己的底子也比较薄，自从有了 VR 模拟

训练器，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补差训练，在模拟

器上切换自己所属专业的情景模式进行学习，获

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某中队模拟训练室，中队长张建华正在给

官兵介绍部队救援主战装备、演示 VR 设备的使

用方法，讲解后再组织新兵观看专业操作视频。

“以前我们专业训练途径比较单一，效果

很一般。这次我们引进了 VR 技术，再现训练、

救援实景，彻底颠覆传统的现地教学模式，官

兵能够零距离走上战场，训练效果远远超出预

期，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作训科科长祁玉

伟介绍道。

某中队中队长车佳伟也深有感触地说：“去

年我们在野外筑路练兵，那一阵子持续下雨。作

业面本来就窄，一下雨泥泞湿滑，履带式机械还

好，轮式机械根本无法作业，太危险。利用 VR

技术，我们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系统训练，再遇到

这种情况也不怕了。”

训练范围拓展了，训练效能提高了。

今年新兵下连没多久，该支队就组织新战士

在 VR 模拟训练器上进行专业训练，让新战士提

前感受专业设备的操作使用，在室内也能“沉浸

式”地学习专业知识。

该支队参谋长张秦介绍：“VR+训练模式走

进课堂，改变了传统室内的授课模式，官兵通过

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身临其境学习专业知

识，效果非常好。”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该支队先后组织官

兵 1500余人次走进 VR 模拟训练室展开训练，在

虚拟战场环境中锤炼实战硬功。前不久，在支队

组织的月考中，首长机关和基层分队的专业操作

成绩优秀率达到 95%。

目 前 ，VR+训 练 模 式 在 这 个 支 队 广 受 好

评，官兵主动学、主动练的意识逐渐增强。下

一步，该支队还计划将 VR 技术投入到战斗精

神培育、心理行为训练等方面，进一步助推战

斗力提升。

利用 VR 技术，受训人

员可获得接近真实效果的

视觉、听觉和体感体验，迅

速掌握装备的操作技能，并

对一些常见或复杂场景做

出模拟训练。

眼前这位军人，中等身材，常年戴着一副金

丝边框眼镜，操着一口略带江淮口音的普通话，

谈起工作娓娓道来、不紧不慢，让人很难把他与

那个在部队摸爬滚打多年威武刚烈的军人形象

结合在一起。然而，话语间，记者却能感受到他

矢志强军、一心为战的决心。

这位军人名叫李永贵。提及科研，李永贵最

常说的就是：“我喜欢下部队，因为我们只有深入

部队，才能紧贴部队需求，为部队提供支持！”

全身心投入军事通信抗
干扰领域

1985年刚参加工作时，李永贵才 20岁出头，

他一身豪气、满腔热血，心心念念的是如何发挥

所学雷达对抗专业知识，在基层建功立业。

可是，人生往往事与愿违，还没等他筹划好

未来时，第一个任务便悄然而至——上级安排他

去学习通信抗干扰技术。这是与他所学专业完

全不同的全新领域。但那个时候军队信息化建

设刚刚起步，十分缺乏这方面的人才。

李永贵起初并不乐意，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

能够奔赴沙场。如今，要去学的通信抗干扰技术

似乎与沙场离得更远了，自己还能施展抱负吗？

“虽然不是研制真枪实弹，但打仗靠通信，在

激烈的战场对抗过程中，占领了通信传输系统的

主动权，这场战争也就赢了一半。”领导看出他的

顾虑，向他解释了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如果无

线通信装备不具备抗干扰能力，作战指挥、武器

控制都会失灵，再先进的通信武器装备都将成为

摆设。现在，我军的抗干扰手段还比较单一，需

要大量人才做更多的探索与研究，这是我军现代

化建设的要求。”

李永贵渐渐意识到这个技术的重要性。他

不再犹豫，安心地接下了任务，全身心投入到军

事通信抗干扰领域的研究中。

随着科研任务的不断深入，李永贵发现，敌

方干扰技术在不断精进，向多样化、动态化方向

发展，而我军的抗干扰手段却像一套招式固定的

军体拳，只能按照刻板的套路去执行程序，无法

见招拆招。

这种差距让李永贵感受到了科研攻关的刻

不容缓。此后 35 年里，他一直从事通信抗干扰

技术的研究、装备研制、作战应用等工作，参与见

证了通信抗干扰技术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

单装到体系列装的历史进程。

见证动态抗干扰技术从
无到有

要想在战争中占领高地，通信方必须及时掌

握敌方干扰的方法，化静态单一的抗干扰形式为

可以根据战场环境随机应变的动态抗干扰手段。

认识到未来战场的发展需求后，李永贵确立

了基本的研究方向，带领团队迅速投入到动态抗

干扰技术的实践中。

“1997 年 9 月 7 日”这个特别的日子，至今仍

深深刻在李永贵记忆深处。当时，整个团队已经

在重庆呆了两个多月，野外实验已不下几十次，

但是，他们所研制的抗干扰装备一直无法完全抵

抗野外动态、零散的干扰。

“不瞒你说，有时候真有打退堂鼓的想法。”

李永贵陷入回忆，“当时好多个深夜从实验室加

班回来后，总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愁得

睡不着。”

那天已将近凌晨一点，团队更新了一版方

案，想深夜上山顶，再做一次实验。当时的条件

不比现在，山路陡峭，有的地方连路灯都没有，大

家都劝阻李永贵，建议他们不要上山，但李永贵

仍在漆黑的夜晚，沿着蜿蜒的山路，带着一行人

来到山顶的实验室。当他们把完善的版本接上

机器一试，唰地一下！之前存在的劈里啪啦的干

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年功成！这一刻，宣布了动态抗干扰技术

的可行性，使我军的武器装备在与敌对抗的过程

中多了一份筹码。

下山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那天晚上，

李永贵又没睡着，但这次他是怀揣着苦尽甘来的

心情，兴奋地合不上眼。在复盘的时候，李永贵

惊奇地发现：最后一个成功的版本竟然和之前的

一版方案，只有几条代码的区别，但结果却差之

千里。

“当时真的是很生气！感觉白白走了许多弯

路。”李永贵笑道，“但是后来也渐渐明白了，做科

研，就是靠严谨才能取胜，离标准差一分一毫都

不算成功。”

培养人工智能抗干扰技
术人才队伍

将样机进一步完善后，团队研制出的具有动

态抗干扰能力的自适应调频接力机开始批量生

产，装备部队。作为团队核心骨干，李永贵多年

以来的心愿得以实现。而到了参与评奖的时候，

李永贵却十分谦虚：“这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只要

我的成果不被束之高阁，能够提高部队战斗力，

我就觉得非常满足了。”

最后还是同事帮他把资料整理好提交了上

去。最终，该项科研成果也相继获得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现在，抗干扰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李永贵团

队也提出了更加先进的想法——人工智能抗干

扰。根据军队编制体制调整和装备体系的发展，

强化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下通信抗干扰作战运用

方面的创新，有望在实时感知干扰手段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实现对敌方通信电子进攻行动、战略

意图的预测，在实战中迅速抢占先机、夺得优势，

为军队联合作战通信电子防御战斗力生成提供

有效手段。

如今的研究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道阻且

长，李永贵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这时的他开

始对一件事较真起来——培养通信抗干扰技术

和战术人才。

李永贵在全军办起了抗干扰通信培训班、在

军职教育平台推出微课。除此之外，东海部队演

习、驻港部队演习……各种军事演习上也都能看

到他的身影。

提及这些，李永贵感慨道：“这个领域专业人

才太少，发展太快，一切都是日新月异，我一定要

在退休前的这几年时间尽我所能，多多培养、支

持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打赢未来

战争提供基本的战斗力支撑！”

以不变的强军之心对抗“干扰”

◎张照星 严芷菱 本报记者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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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雪夜，寒风刺骨。火箭军某旅一场实案化合成演练悄然打

响……冰冷的“巨无霸”旁，借着皎洁月光的映衬，积雪覆盖的路面上留

下一串串杂乱清晰的足迹，而这些尺寸小巧的印记，正是现场担负技术把

关任务的该旅女助理工程师刘杉踏出的。

刘杉是位90后的东北姑娘，瘦削高挑、言语不多。读书时，她就被贴上

了“学霸”标签。如今，她又成为该旅的“四有”优秀军官，并荣立个人二等

功。记者了解到，刘杉也是该旅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二等功的女军官。

“搞技术必须追求满分”

下基层部队以后，刘杉很快被分配到技术室。这里正是作战导弹旅训

练科技含量的“高地”。然而仅仅1个月后，刘杉就在“高”处打了“趔趄”。

一次，刘杉去发射分队把关实装操作训练，一位现场指挥操作的连长突

然跑了过来，“连珠炮”似地问了几个关于导弹构造、系统原理等方面的问

题。开始刘杉还能招架得住，随着层层深入，到最后竟支支吾吾无言以对。

这几年，该旅新换的武器装备性能先进、系统复杂、技术精密，对官兵

特别是技术干部的科技素养要求更高。照常理，刚接触导弹专业，“被问

住”在所难免，但刘杉偏不信邪。

专业是立身之本，绝不能当“门外汉”！刘杉开始主动申请外学外训

机会，跟在科研人员、厂家师傅、技术骨干后面，忙得像“陀螺”，能现场“消

化”的知识绝不拖到明天。遇到想不通的，晚上就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学

原理、对参数，有时还通宵达旦研究一张导弹分系统电路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旅组织的专业理论考核中，刘杉以99分夺魁。

“1分也是差距，搞技术必须追求满分。”不断自我施压下，刘杉仅用 1

年时间就被推荐为旅技术骨干，并入选上级技术尖子人才库，从一名“学

霸”摇身变成导弹专业的“行家”。

研制新装备模拟训练系统

几年前，部队接到即将换型某新型武器装备的命令，一时间大家有些

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家伙’还没到，拿什么练？”

“脑袋长在自己头上，装备没到咱们就超前研制一套模拟训练器材！”

领导的话，给技术室打了一剂“强心剂”。

新型导弹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高，指挥员发号指令、号手操作动作，

基本要靠计算机界面执行。有计算机基础的刘杉，自然“扛下”研制模拟

器材界面化系统的重担。

“研制操作界面，关键是要最大化还原真实使用体验。”刘杉回忆，在

没有现成装备的情况下，为了“移植”可视化系统，她只能照着之前在厂家

拍下的软件界面“模仿”，用图像处理软件对数以百计的模块一点点精抠，

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刘杉用了足足 2个多月。

“前台”做好只是一小部分，把界面模块准确与操作指令对接、建立界

面与控件的交互关系，系统才算完整，这就离不开程序代码。她一边向懂

计算机语言的工程师任鹏钰请教，一边找来大堆专业书，开始进入“程序

员”的日常。1 年后，这套模拟训练器材研制成功，官兵如愿对着器材串

规程、练操作，极大改善了训练条件。

“要不断提升科学素养”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期间，刘杉所在单位装备作为火箭军

装备方队之一，“分毫不差”驶过天安门。

成功受阅背后离不开技术支撑。刘杉研发的具备车辆记速和成绩存

储功能的激光计时器，让驾驶员训练更加科学直观，提升了车辆行进中的

精准性。同年，刘杉还参与研制发射战位分布式虚拟仿真系统，该项目在

当年火箭军“三小”革新竞赛中获奖，她也因此荣立三等功。

不久前，她随令出征奔赴千里之外，参加新型武器装备首检测试任

务。-20℃的严寒天气下，山谷的寒风夹杂哨音，却依然挡不住刘杉的脚步。

她坚持每天都到阵地跟踪训练，每台装备都登车操作，每天加班加点攻关技

术难题。前期训练中，刘杉多次纠正号手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指导他们排除

操作中出现的故障，为单位带出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保证任务顺利完成。

“先进科技就是核心战斗力，作为一名技术干部，只有不断提升自己

科学素养，才能为导弹腾飞插上科技之翼。”采访中，已连续 4个月奋战一

线的刘杉平静地说。

发射架下

90后科研女兵不输须眉

最美“抗疫勇士”——王福生院士团队、最美“援外军医”——第四批

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最美“比武尖兵”——董溪溪……近日，解放军总医

院第五医学中心举行首届“最美三防人”年度新闻人物揭晓暨颁奖仪式，

12组素质过硬、群众公认的先锋群体和个人成为焦点。

“先进典型最有说服力、号召力。通过举办‘最美三防人’年度新闻人

物揭晓活动，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进一步强化

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以身边人身边事，激发广大官兵员工干事业的热

情。”该中心政治工作部主任张聿山介绍，去年以来，该中心官兵奋勇争

先，主动作为，圆满完成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健康扶贫、演练演训等重大

任务，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当好新时代人

民军医”的诺言。

护士长丰明星十几年如一日奋战在一线。疫情期间，她和团队完成

了近万例次核酸采样任务，为北京疫情防控作出了贡献。如今，她因抗疫

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

去年以来，第五医学中心还持续开展“赓续红色基因，当好新时代人

民军医”专题教育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军医的誓言。该中心肝病医

学部肝病外科主任朱震宇，连续 6 年 16 次带领医疗队进藏救治包虫病患

者。2020年，朱震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前不久，作为代表，

他登上央视牛年春晚的舞台，向观众讲述扶贫工作者的心声，向全国人民

汇报健康扶贫的成果。

该中心广大医务人员纷纷表示，身边榜样的力量催人奋进，这次颁奖

仪式就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要学习榜样身上敬业创新、主动担当的精

神，立足自身岗位，钻研专业、苦练本领、建功军营。

最美三防人

践行“当好新时代人民军医”诺言

◎戴 欣 韩早远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李永贵，国防
科 技 大 学 第 六 十
三研究所研究员，
全 军 通 信 抗 干 扰
研究中心总师，中
国 科 协“ 求 是奖”
获得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