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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军论坛科技强军论坛

军营内外军营内外

精 准 定 位 、翻 越 障 碍 、快 速 排

爆 …… 近 日 ，一 场 反 劫 持“ 战 斗 ”在

天山脚下某废弃卷烟厂打响。针对

目 标 地 域 发 现的多处不明“爆炸物”

特情，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特

战中队排爆手肖宏波操作某型排爆

机器人，快速精准清除“爆炸物”，成

功救出“被劫人质”。这是今年开训

以来，支队注重提高训练科技含量，

深化科技练兵的写照。

“新装备扬威演训场，得益于支队

前期扎实的攻关研练。”支队领导介绍，

目前，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进程加快，装

备科技含量持续提高。这要求官兵强

化练兵备战，不断提升科技素养。

官兵科技素养亟待加强

“不能让先进的武器装备束之高

阁。”曾经，面对结构复杂的“爆炸物”，

肖宏波因不会使用新型排爆设备导致

任务失败。这段惨痛的教训让他深刻

意识到，熟练掌握手中先进武器装备具

有重要意义。

中队长马维说，过去不少官兵一

提起特战训练，就认为是与追求体能

极限、磨炼坚强意志相关的课目，对

科学组织训练、强化科技练兵等方面

的重要性理解有限。这导致一些队

员科技素养不高，难以熟练运用先进

武器装备。

一次“红蓝对抗”实战演练中，蓝

军在门后安装了“爆炸牵引装置”，某

小队几名队员不仅没有用无人机和软

管窥镜侦察屋内情况，而且闲置破拆

设备，选择从正面踹门突入，结果全部

“阵亡”……战后复盘时，大家充分意

识到，实战意识不强、科技素养不高等

问题制约了部队的战斗力建设。随着

现代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部队在军

事训练中必须不断加强适应新形势的

能力，提升科技练兵意识，会用、善用

先进武器装备。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

练。”支队领导安飞雄说，他们把提高官

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通过让官兵参与和军事高科技知识相

关的课目，增强官兵的科技认知力、创

新力、运用力，让科技成为备战打仗的

重要引擎，鼓励官兵在科技强军、科技

强训的大潮中当先锋、作表率，有效提

高支队军事训练的科技含量。

专攻精练锻造制胜尖刀

在近日的一场战斗演练中，由于受

地形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普通无人机

无法发挥有效侦察作用。“‘暴恐分子’

藏身在废弃的大仓库内，请求使用穿越

机作战。”特战中队侦察员吴栋接到命

令后，立即佩戴沉浸式飞行眼镜，使用

穿越遥感功能，操作穿越机迅速向“暴

恐分子”藏身的地域飞去。

几分钟后，目标仓库内的画面被传

回，“暴恐分子”的动向和仓库内的布局

一目了然。指挥员根据掌握的情报精

准指挥，特战队员们兵分两路同时发动

进攻。很快，“暴恐分子”被成功“击

毙”，战斗结束。

近年来，支队加强科技练兵，使官

兵熟练运用多种先进武器装备。以排

爆机器人研训为例，支队遴选专业骨干

组建攻关团队，按照“吃透理论点、摸准

切入点、啃下重难点”的思路，收集整理

某型排爆机器人的操作规程和训练要

点；邀请厂家技术人员和友邻单位骨干

来队授课辅导，对战士进行手把手教

学；规范新装备操作流程，对机械手臂

操作等重难点内容展开专攻精练，逐步

提高训练难度强度，全面提升训练水平

和打赢能力。

同时，支队广泛开展“学科技、知科

技、用科技”活动，组织无人机操作等先

进装备培训，有效提升官兵的科技素

养；开展自主对抗，充分释放创新训练

手段的综合效应，形成以科技为支撑的

战法训法；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

手段建设，借助“科技+”“网络+”等方

法，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此外，支队还运用科技手段帮助特

战队员走出伤病桎梏。通过引进数字

化体能训练设备，支队科学分析队员伤

病状态，组织精准施训。同时，支队常

态化记录官兵的身体指标、训练过程中

的配速、心率等，根据数据实时调整训

练强度，针对官兵的优势特长和短板弱

项合理制订训练计划，既有效提升了体

能水平，又减少了伤病发生。

深化科技练兵，锻造制胜尖刀。如

今，支队中逐渐涌现了一批高学历技术

能手、业务尖子、岗位标兵。他们成为

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人才储备，让创新活

力竞相迸发。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提高训练含“科”量 增强打赢硬实力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们用无人机展开侦察。 张毅摄

创新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当创新的

“火种”播撒在部队基层一线，会迸发出怎样的能量？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火箭军部队大力开展

群众性创新活动，涌现出一大批热爱创新、追求卓越

的“军士创客”：某旅一级军士长崔道虎取得 27项创新

成果，改进创新 4 项工艺工法，参与的 30 余项施工任

务全部圆满完成；某团一级军士长牟伟杰研制出某通

信子系统、电话发送传真业务装置等 10 余项创新成

果，其中 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他们用创新的“星星

之火”，点燃战斗力增长的动力引擎。

训练难题成为科研课题

不久前，某部在深山密林中展开演练，一套侦察

设备因突降大雨“罢工”。这时，操作班组组长、三级

军士长聂荣历经数月研制的“机罩防雨衣”“机身导雨

槽”等装置成功救场，让训练得以顺利进行。

“大家给我的启发，让我完成了这项创新。”面对

官兵的称赞，聂荣说：“解决训练难题，需要灵感的火

花。”该部一位领导表示：“一些创新、革新看似是突发

奇想，实则源于对训练问题的长期思考、敏锐洞见，更

源自创新者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

数年前，该部接收了一批新装备。然而，“懂行”

的人屈指可数，训练推进缓慢。“等比例制作模型、开

发模拟训练系统，也许能让官兵更高效地开展训练。”

眼看任务在即，聂荣率先破局。他带队昼夜攻关，研

制出多类模型和模拟训练系统。春去秋来，随着装备

更新换代，聂荣的创新成果不断升级，一本本厚重的

操作手册，见证着他用科研为战斗力“添翼”的历程。

从训练难题中寻找制胜“密钥”，是基层“军士创

客”的特长。某部助理员迟洪亮曾是修理所班长。

入伍 8 年，他 4 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被大家誉为“士

兵发明家”。他爱琢磨武器装备，一琢磨就能搞出些

名堂。

某次发射演练中，一台装备车受损，抢修耗时较

长，险些贻误战机。此后，迟洪亮历经 400 多个日夜，

成功研发出“汽车发动机气门导管安装器”，大大缩短

了维修时间。在赴高寒地区驻训期间，他又先后研发

出“汽车燃油供给抢修装置”“高效多用炉”等创新成

果，提升了部队作战效能。

某部修理技师、一级上士赵永朋也喜欢研究装

备。他参与研发的某软件获该部装备革新竞赛三等

奖。在一次演练中，某装备出现故障，既需硬件修理，

又要软件调试。赵永朋和两名修理工组成临时小组，

成功在规定节点前完成抢修。此后，他积极发挥专业

优势，将软件知识编辑成册，先后帮助 10 余名骨干掌

握了相关技术。

研究成果“战味”十足

未来战争，不仅是高新武器装备的对抗，也是各

类计策谋略的交锋。这是某“蓝军”分队在“红蓝对

抗”实战化演练后得出的结论。分队运用高科技手段

侦察对方的一举一动，根据地形特点灵活使用武器装

备，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战法创新在关键时刻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分队指挥员说。经过多次演练，官兵的警戒防备

能力大幅提升，战法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近年来，某

“蓝军”分队根据不同导弹部队的职能任务特点，探索

创新一批战法战术，设计几十类贯穿演练全程的复杂

特情。

“心中装着战场，创新才有方向；身上充满硝烟，

科研才有意义。”作为“科研达人”，火箭军士官学校

教练员、一级军士长王俊峰常常用这句话告诫自己

和学员。

那年，某装备部件拆装仍需要人工托抬，操作误

差大、风险隐患多、安装时间长。王俊峰得知这一情

况后，立即带领学员展开调研。拿到第一手资料后，

他马不停蹄地进行建模和计算，设计出两种成本低

廉、操作简便的专用拆装装置，大大提高了安全系

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10年来，王俊峰参与建设多套

教学实验系统。他主导研发导弹武器实战化教学训

练装备 30余种，获军队各级科技创新奖项 10余项，为

军士人才培养注入科技动能。

在导弹发射分队，军士操作号手正如火如荼地

围绕练兵备战，开展创新活动。不久前，某旅列装新

型装备，而装备效益却未得到有效发挥。特装车驾

驶员、二级上士陈启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说：

“纵使千难万难，阻碍战斗力生成的难题必须攻克。”

在他的提议下，多名军士操作号手联合厂家和院校

专家集智攻关，革新模拟训练器材；采取“时域换空

域”训练模式，减少训练中装备暴露的风险；创新“夜

间荧光定位装置”训练方法，不断提升演练难度……

一套“组合拳”下来，导弹发射分队的训练质效显著

提升。在上级组织的能力认证考核中，陈启乾所在

发射营成功处置多项特情课目，所有发射架均通过

上级考核。

基层创新蔚然成风

某部每年都会举办创新成果展和精品工程评选，

其中超半数的展示成果与获奖作品都出自军士之

手。一项项创新成果的背后，是“军士创客”披荆斩

棘、坚守突破的身影。

数年前，该部新接收一批某型装备车。为了给装

备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一批“军士专家”主动请缨。

他们住在老旧潮湿的库房中，将装备开赴各阵地进行

实装训练。经过连续 20多天的研究突破，他们收集梳

理了近千条试验数据，形成 5项重要成果。

从入伍时的青涩新兵，到各自领域里叫得响的

专家，这些“军士创客”历经坎坷。一次施工作业中，

一名官兵手持磨光机除锈，腿部被机器碰伤。崔道

虎得知消息后，决定研发专用除锈设备。为此，他搬

来施工废料，购买教材光盘，自学制图软件、机械原

理、自动化控制等知识。炎炎烈日，铁屑飞溅，他每

天戴着安全帽、裹着工服钻进加工棚反复试验，最终

研制出一款多功能自动除锈机。这款设备大大减轻

官兵的劳动强度，降低了安全风险，还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

科研不停步，创新不停歇。某部直招军士、三级军士

长邹旋，在训练中发现部分战友不太熟悉特种装备的内

部结构和工作原理。为此，他反复测量、绘制、建模，经过

不断修改和试验，最终建成了易于理解的“三维建模图

库”。这项工作引起部队领导的重视。部队专门成立以

邹旋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并配备高性能计算机、3D打印

机等设备，让一批模拟训练器材相继出炉。

创新不问出处，英雄不论出身。近年来，火箭军部

队紧盯实战，大力倡导基层创新，构建“三型”军士人才

体系，广泛开展“三小”革新，打造创新人才高地。多项

举措催生一项项创新硕果，有力助推战斗力生成。

“军士创客”点燃战斗力增长引擎
——火箭军部队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纪实

火箭军某部高级军士在训练一线进行科研攻关。 郭海涛摄

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使战争形态快速变化，机器人、无

人机、无人艇、巡飞弹等智能化武器装备的投入使用，让战

场决策周期逐渐变短，倒逼指挥员及指挥机关想在前、谋在

前、动在前。

进行前瞻式谋划和决策

智能化作战是一项涉及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认知

域等多层面多系统的复杂工程，不可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前

瞻思考、长久谋划。指挥员及指挥机关需要了解机器学习、

大数据、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动向，考量智能化作

战的制胜机理、作战概念、人才培养、装备研发、理论创新等

问题，制定军事智能化发展战略。应结合使命任务，区分不

同战略方向、不同军兵种，思考智能化作战的具体样式和能

力生成路径，提出建设需求，提前布局。围绕单兵、单装、单

平台在未来智能化作战中的功能定位，运用数字孪生、元宇

宙等技术构设作战场景，找准与未来智能化作战相契合的

任务点。

《孙子兵法》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

乎”。“算”历来是优秀兵家必备之技。冷兵器时代，“算”

多为“庙算”，即通过占卜神灵及气象星辰等进行决策，决

策科学性低。热兵器时代，“算”多为“概算”，即指挥员及

指挥机关基于战场经验，对影响作战的地形、气象水文等

条件进行定性分析、实现决策。机械化时代的“算”多为

“细算”，指挥员及指挥机关通过运用兰彻斯特方程、战斗

力生成指数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辅助自身

决策。信息化时代的“算”多为“精算”，指挥员及指挥机

关可以依托兵棋、模拟仿真等计算机软件进行定量分析，

最终作出决策。随着大数据预测技术的不断成熟，智能

化时代的“算”将是“前算”，即通过大数据分析未来战场

态势，预测不同作战场景下的战果，通过人机结合，实现

真正的“未战而先算”。

依托智能技术预测战场态势

应对智能化战场，作战体系必须反应迅速，而这离不开

天、空、地、海、潜、网等全域多维空间作战力量的协同支

持。随着信息数据传输距离、速率的明显提升，智能化作战

更加强调分散部署、瞬时聚能，“去中心化”特征凸显。这种

趋势将带来“后端谋势、前端聚势”的智能化作战样式，即以

人为主体的“高智能体”在战场后端观察战场整体态势，以

无人机、机器人、无人战车等为主体的“低智能体”在战场前端，完成自主发现目

标、自主跟踪监测、自主组网铰链、自主共享情报、依令快速打击等系列动作。

在这一背景下，指挥员和指挥机关需要根据智能化作战特点，依托智能技术

预测战场态势，进行“前馈式指控”。看一步、算多步、胜全局。在平时，指挥机关

要及时搜集更新部队演训与危机处置数据；在战时，要依托嵌入大数据的“网—

云—边端”智能通信网络，实时预测战场态势。在可能的危险发生前，通过人机

结合，借助“云端”向作战人员、武器平台等边端力量发出告警信息，使相关人员

做好准备，根据实际战情及时消除危机，防患于未然。

战争形态的演变正在让作战成本持续提高。一些集群战术让作战回归到了

拼数量、拼资源、拼消耗的模式，使平时准备、体系运维的成本不断增长。这一情

况对战时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挥员及保障部门应在战时根据战场态势

实时调配作战资源、保障力量；在平时，根据使命任务、作战对手、作战区域、作战

场景预想预测战损战耗，展开前置式保障，将保障资源和力量提前部署在预设战

场周边，在作战初期实现自给自足，使作战体系正常运转。

（作者单位：陆军第71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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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湖北总队黄石支队组织开展实战化训练，提升官兵实战能力，
掀起新年度练兵备战热潮。图为武警特战队员进行多种枪械交替快速实弹射
击训练。 谢定安 侯智勇摄

掀起备战热潮

初春时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紧贴实战组织战术编队、对地攻击、陆基模拟着
舰等多课目飞行训练。此次训练设置实战化战术背景，锤炼官兵血性胆气，砥砺打
赢本领，确保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进程稳步推进。图为飞行员快速登机。姜涛摄

锤炼飞行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