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正柳 张家华 本报记者 张 强

6 责任编辑 聂翠蓉 军 事
2022 年 4 月 1 日 星期五

M I L I T A R Y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喀喇昆仑平均海拔超

过 5500 米，驻守在此的官

兵常常会出现心慌气短、胸

闷腹胀、头疼欲裂、疲乏无

力等高原反应。以前，他们

只能硬扛，现在，随处可见

的高科技装备，正在守护着

他们的安康。

◎邓泽铭 傅金泉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旅先后修订各类行

动方案预案40余套、新战法

20余个，使训练更具实战性、

对抗性，大大增强了训练的

科技含金量。

军营内外

◎郭紫阳

◎廉 鑫 宫 鑫 刘浩杰
本报记者 张 强

仲春时节的金银滩大草原，阴雨连绵，武警青海总队特战侦察分队野外

综合演练在这里拉开战幕。一场山林地捕歼战斗中，在各小组的通力配合

下，两名挟持一名“人质”的“暴恐分子”被围困在草原深处一废弃民房内。

见雨势渐弱，现场指挥员迅速下令：“无人机抵近侦察！”“我方侦察员

已占领制高点，通过窗户能看清屋内情况，还有必要使用无人机吗？”虽有

不解，但侦察组仍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进行侦察。

正当“暴恐分子”准备将窗外无人机打掉时，早已悄悄逼近的突击队

员破门而入，两名“暴恐分子”被迅速制服，“人质”安然无恙。

原来，指挥员是通过无人机吸引“暴恐分子”注意，并利用其噪音掩护

突击队员向“暴恐分子”接近，大大增加了突击成功的概率。

“我们要打破固定思维模式、装备常规作用等因素的局限，全面探索、

深入挖掘各类装备的作战潜能。”该总队参谋长黄大斌介绍，以往官兵对

侦察无人机的作用存在刻板印象，认为其仅仅是用来远程、高空侦察敌情

和地形的。此次演练中，他们鼓励特战侦察队员打开思路、集中智慧，就

侦察无人机的实战应用和战法创新展开探索研究。

散发传单、传递信号、转移注意力……侦察无人机的这些潜在作用，

被特战侦察队员在一次次思维碰撞和专攻精练中熟记在心。

演练中，他们还就风雨、高压电等因素对无人机飞行的影响进行了试

验和研究，收集掌握了一批宝贵数据。

“尽管有的想法暂时还难以实现，但我们接下来会通过和无人机厂家

沟通、改进无人机性能、调整战术战法等方式，将难题一一解决。”该总队

海西支队特战中队副中队长安浪浪自信地说。

于实战应用中

挖掘无人机作战潜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在地面上把跳伞动作练得过硬，才能
逐梦蓝天。近日，空降兵某旅组织跳伞地面动作考核。考核过程中，考评
员全程监督、严格把关，确保考核公平公正，做到依法训练、科学训练、安
全训练。 张嘉宇 罗健摄

练就过硬的跳伞动作

近日，武警山东总队德州支队使用自主研发的思想动态评估系统对

官兵的思想和心理情况进行一季度量化判断，帮助一线带兵人减少主观

因素带来的困扰。该系统能通过大数据和客观指标更加全面科学地对官

兵思想和心理作出判断，实现动态预警。

2020 年初，该支队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始研发官兵思想动态评

估系统，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该系统拥有图表分析、案例指

导、量化评估、数据共享、精准“画像”、提示报警等多类功能，打通了全面

客观、专业高效的信息共享链路。第一次心理测查过程中，该系统发现战

士赵天翔存在心理异常。经系统分析发现，该同志难以适应下连后的生

活，并出现了失眠、情绪低落等现象，支队心理咨询师及时对其进行有效

心理干预后，他的状态明显好转。

担负此次系统研发任务的宣传保卫股干事付铁铮介绍：“思想动态评

估系统能让我们运用信息化手段完善思想心理防线，将影响官兵思想的

常见因素量化，打造出客观动态、群防群治的思想防御体系。”

用信息化手段

为官兵心理保驾护航

◎黄 瞻 李明昊

近日，多架战机在海南某机场“昂首”列阵，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一场强者间的红蓝对

决即将上演。

“计时起飞！”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滑

动、升空……战机直刺苍穹，直奔目标空域，战斗

在目标空域拉开。

“发现目标，按 1 号作战方案实施！”正在作

战空域搜索的红方僚机飞行员刘宇森，闻令迅速

调转机头，暗藏在预判的蓝方突破航线上，伺机

攻其不备，打蓝方一个措手不及。

二次雷达上显示，红方正按作战方案迅速摆

开阵形，意图吸引蓝方注意力，并特意为其留出

突破口。

“注意，‘敌’正快速向我突破口机动”“注意

继续隐藏，听令集中火力打击”……一条条战斗

指令有条不紊地在红方间传达。

近年来，该旅先后修订各类行动方案预案

40 余套、新战法 20 余个，使训练更具实战性、对

抗性，大大增强了训练的科技含金量。这些做法

贯穿在此次红蓝对决全过程。

演练越是贴近实战，态势就越是波谲云诡。

果然，战况并非红方预想的那般简单。实时评估

系统显示，蓝方迅速转换战术，再现了一场经典

战例——“螳螂捕蝉，反被蝉食”。

“你佯装正中对手战术意图，变速向‘埋伏点’

机动，距离××公里时，加满油门，转向迂回并投

放红外干扰弹”“我在侧翼做好掩护，防止红方反

应过来，对我方形成夹击”……蓝方飞行员战术

安排得有条不紊。

高手过招，胜负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翻转、

规避、机动、对头……只见蓝方飞行员接连做出

高难度迂回动作，并迅速创造有利攻击条件，从

侧翼向红方长机飞行员周宗国发起攻击。短暂

相持后，蓝方僚机飞行员高峰抓住转瞬即逝的攻

击窗口，果断按下发射按钮。

片刻后，红方僚机也被“击落”。

刚下战机，红方两名飞行员就立即钻进战术

研究室，开始对这场战斗进行复盘讨论。米黄色

的灯光下，战术研究室内气氛略显低沉。

“真是一群狡猾的‘狐狸’，看来要战胜他们，

难度还不小！”“是有点挑战性，但这又何尝不是

一次磨炼战法、验证新战术的好机会？我们出奇

制胜、反败为胜，也不是第一次了！”……说罢，红

方立即开始研讨新的制“敌”战术，深入细致地查

找本场战斗中存在的不足，并开始对下一波攻防

展开协同。1 小时后，红方新一轮的作战方案研

讨结束。讨论中，红方两名飞行员嘴角不时微微

上扬，双拳紧握，眼神流露出对下一场胜利的自

信与渴望。

不久后，双方再次鏖战海空。结果如同红方

所料，蓝方误判了他们的战术意图，红方拿下一

场胜利。

战后，周宗国说：“飞行是勇敢者的游戏，实

战是检验战斗力的最好标尺。我们只有反复同

高手过招切磋，快速查找出自身的短板不足，不

断衍生出新的战术战法，才能更好应对瞬息万变

的战场态势。”

贴实战对抗，为胜战而练。记者注意到，随

着一批批创新战术战法落地生根，该旅实战能力

在一次次的振翅高飞中得到了全面提升。

一批批创新战术战法在这里落地生根

阳春三月，内陆早已春暖花开，但喀喇昆仑

依旧冰封雪裹。

喀喇昆仑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驻守在此的

官兵常常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腹胀、头疼欲裂、

疲乏无力等高原反应，以前他们只能硬扛，在这里

战风雪、斗严寒，化身边疆界碑，守护万家灯火。

如今为减少他们生活、训练的身体痛苦，许

多高科技产品逐渐在高原上投入使用，高原驻地

处处彰显着科技的魅力。位于喀喇昆仑腹地的

新疆军区某火力团高原驻训地，就见证了高科技

给高原部队带来的巨大变化。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电热产品也在全国各

地纷纷“下岗”。可在海拔 5500 米的雪域高原，

常年低温严寒，电热产品成为高原官兵的得力

“助手”。

去年 11 月，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到高原开

展调研工作，给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官兵带来了

100套电热试用产品。

该研究所某助理工程师介绍，这批电热产品

包括发热手套、电热毯、发热靴、发热背心、发热

护膝 5个品种，他们设计这些产品的初衷就是为

了方便高原部队官兵的执勤与生活。这次就是

让高原边防官兵亲身体验 100套试用产品，检验

产品的保暖性能和实用性。

在该团炮兵指挥连，下士张海已经穿上了该

研究所带来的发热防寒靴。与 21 式防寒靴相

比，该防寒靴外形变化不大、颜色偏淡、重量上仅

多出 23克。鞋的加热电源采用可拆卸的 1900毫

安锂电池组，电池被放在鞋子高帮外侧顶部，更

换起来极方便。开关则恰到好处地隐藏在鞋子

内侧，轻轻一按便可进行加热。

“每双发热鞋配有 4 个电池组，可以交替使

用，充一次电足以支撑 2天。”张海说。

与发热鞋不同的是，发热马甲配套使用的是

6000 毫安的小充电宝。值得一提的是，带 USB

输出口的充电宝均可用来给发热马甲充电，这大

大延展了发热马甲的使用灵活性。

记者了解到，这批电热产品内置发热片的主

材是具有良好导热性和延展性的石墨烯，官兵穿

戴上发热鞋等产品，丝毫不影响值班值勤。

研究所工程师宋瑶介绍，电热产品是否列装

高原部队，还需进一步进行科学论证，但高原官

兵试用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他们的预期。

电热科技产品温暖高原官兵

拂去挂在身上的残雪，某连官兵巡逻分队结

束了一天的执勤任务，将装备收拾好便可前往微

压氧舱进行吸氧。

高原缺氧，地处海拔 5300 多米高原的昆仑

腹地，氧气更为稀薄。

去年以来，高原部队陆续推广应用集装箱式

“吸氧自由”推进训练成绩提升

铁 甲 轰 鸣 ，快 速 机 动 ，弹 炮 横 空 ，火 力 覆

盖 …… 前 不 久 ，一 场 实 弹 化 演 练 在 昆 仑 腹 地

悄然打响。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后方阵地，“战斗”同

样火热。根据导调组指令，炊事班要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野战制炊并进行热食前送。

高原制炊，对炊事员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把饭

菜做熟，其次才是把饭菜做好。

中士董浩带着炊事人员快速将最新配发的

1 号高压锅架起，把矿泉水与牛肉倒入锅中，生

火加热。“用高压锅将肉品煮熟，再进行二次烹

炒，能保证烹煮的菜品既健康又美味。”董浩说，1

号高压锅是专为高海拔地区制炊定制的炊具，在

高原仍可将水烧至 100℃。

忙碌了 1个多小时后，董浩将最后一道菜装

入高原保温箱，装车送往指定地域。

喀喇昆仑气候恶劣，即便是在夏季，也依旧

寒冷，如果没有保温箱，烹制好的菜肴不到 10分

钟就会变凉。小小的保温箱，在实战环境中却是

官兵保“胃”战不可或缺的装备。

汽车颠簸半个小时，饭菜送达指定地域。揭

开保温箱的盖子，菜香扑面而来，热气直往外

冒。经过考核组的评定，野战制炊任务取得优秀

的战绩。刚刚打完“胜仗”的官兵也吃上了热乎

美味的午饭。

因为处处讲科学、用科技，去年以来该团未

出现因为膳食不当而罹患高原疾病的案例。自

行 122 火箭炮、车载 155 加榴炮等新列装的装备

官兵均能快速掌握并开展实弹射击，有效促进了

部队战斗力生成。

膳食装备打赢官兵保“胃”战

近日，南京汤山腹地铁翼飞旋，陆军第 72集

团军某集训班正在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以

下简称南京校区）野外训练中心进行基地化训练。

“雄鹰，雄鹰，十点方向，‘敌机动指挥组’，地

面激光准备完毕，可以打击”，接收到这个命令

后，武装直升机飞行员罗瑞很快锁定目标，一发

“导弹”呼啸而出，战术引导员迅速启动照射，目

标被成功“摧毁”。

去年初，陆军第 72 集团军与南京校区针对

常态化开展联合办学、联合研究、联合施训，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此次训练就是两家单位近期组

织 3个班次联教联训的场景之一。

为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急需的紧缺专业、

全面提高部队训练水平和院校为战育人的能力，

这两家单位坚持以作战需求牵引人才需求，构建

了战教耦合的联合育人格局。

联教联训期间，该集团军炮兵指挥军官集训

班来到南京校区，认真聆听了战术教研室教授尤

新生的“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炮兵营作战运用”

精品课。参训的某连政治指导员曹君杰在课后

讨论时说：“尤教授把炮兵营战术讲得通俗易懂，

解决了我平时训练中遇到的一些困惑，这堂课对

我来说很解渴很管用。”

历来注重实践化教学的南京校区，在这次联

教联训中聚焦部队作战训练实践、部队转型对人

才培养的需求，组织炮兵专业70余名学员到该集

团军小特专业集训班学习新装备、带兵艺术和战

法训法。学员庄志伟感慨：“部队的战士训练有

素、技能过硬、作风顽强，让我佩服。毕业任职在

即，我必须争分夺秒练强指挥能力、练好战斗本

领、练硬战斗作风，确保第一任职取得‘开门红’。”

联教联训中，南京校区的教员们也深入到第

72 集团军集训队，与部队官兵同吃同住同攻关，

搭建起“教为战研为战”直通车。

在与官兵一起围绕某型雷达装备训法、战法

创新深入交流时，南京校区气象和雷达教研室主

任张忠传将最新研制成功的某型雷达模拟训练

系统带到集训班，官兵使用后进步明显，为部队

全面展开教学组训打下了良好基础。“这套系统

可为炮兵雷达分队提供近似实战的演训环境，支

持炮兵对不同类型雷达的战斗准备、战斗实施全

流程演练与考核。”张忠传说。

南京校区教学科研处领导介绍，双方自去年

初开展战略合作以来，10多个创新课题成果、战法

在演训中得到实践检验，多种装备的战术技术性

能得以改进提升，近千名学员、战士的素质得到大

幅拓展。这种合作模式既有效助推了部队战斗力

提升，也提高了院校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

战教耦合，实现训练水平和为战育人“双赢”

微压氧舱，驻守官兵随时都能吸上“保健氧”，舱

外高寒缺氧气压低，舱内却让人感到温暖舒适。

对长期守防在高原环境下的官兵们来说，微

压氧舱能保护心脑血管、减轻器官运行负担、减

少高原疾病（心功能衰竭、高血压、肺水肿等）发

生率，是他们的能量补给站。

微压氧舱控制面板上，还设有对应不同海拔

高度的按钮，轻轻按下对应海拔由高到低的不同

按钮，便可让官兵所处模拟环境的海拔呈阶梯性

下降，防止环境突变对人体造成损伤。

“过去‘缺氧不缺精神’，现在‘有氧更有精气

神’！”时隔 6 年再赴高原，一级上士张辉深有感

触地说。

2015 年，张辉在海拔 4000 多米的康西瓦高

原驻训，那时候官兵依靠氧气瓶进行吸氧，碍于

氧气瓶数量有限，许多同志舍不得用，都想着把

氧气留给急需的战友。如今随着各式各样的制

氧供氧装备配发到高原，官兵实现了“吸氧自

由”，练兵备战守边护国的劲头更足了。

去年 6 月，上级为该团配发了制氧方舱，缓

解了官兵吸氧难的困局。考虑到冬天车辆机动

不便、制氧员操作环境艰苦等问题，该团又采购

了一批弥散式制氧机与班用制氧机。厂商工作

人员介绍，弥散式制氧机可在弥散式与管吸式间

切换。官兵休息时可调整成管吸式，实现“氧气

到床头”；执勤训练时调成弥散式，能增加室内氧

气含量。除此以外，配发的便携式固体氧气机、

便携式氧气瓶等装备也能为在外执勤官兵的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

随时随地能吸氧，全时保障供氧，相较以往，

官兵因缺氧导致的非战斗减员人数不断降低，军

事训练成绩大幅提升。

哨兵穿戴加热防护护具在高原站哨哨兵穿戴加热防护护具在高原站哨 李仁锡李仁锡摄摄

暖身暖身、、暖胃更暖心暖胃更暖心
高科技装备守护高原官兵安康高科技装备守护高原官兵安康

近日，在平均海拔近 3000米的青海某地域，武警青海总队机动某支
队开展群众性军事体育创破纪录比武活动，10余个充满竞技挑战性的比
武课目，掀起创破纪录的新高潮。 罗元凯摄

军事体育比武热火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