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6 责任编辑 苏菁菁 邮箱 sujj@stdaily.com

◎王 琼 本报记者 张 强

◎本报记者 张 强
通 讯 员 赵红勇 李明恒

◎文 强

科技强军论坛科技强军论坛

空天防御能力作为维护国家空天安全的重要战

略能力之一，已经成为大国制胜未来的关键力量。

当前，智能技术已向军事领域全面渗透，以智能化战

争、自主化装备和无人化作战为标志的军事变革全

面来临。面向未来，应从作战概念创新、制胜机理探

索、装备技术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空天防御智

能化作战能力建设。

创新作战概念 探索制胜机理

作战概念不仅是设计未来战争、牵引军事需求

和装备发展的原动力，还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方

面。面对未来智能化、无人化高端战争和全域化、体

系化作战对抗，传统“跟随式”装备发展和作战理念

已经难以满足打赢未来战争的需求。因此，要从设

计战争的视角走自主创新式发展道路。

从装备研发角度看，应改革当前装备发展论

证的模式机制，按照“作战概念设计—装备需求

论证—装备系统设计”路径，将智能化作战理念

贯穿到装备研发之中，实现空天防御装备生而智

能、生而集成。

从作战能力角度看，应通过创新空天防御智能

化作战概念，探索智能作战技术，推动空天防御战略

能力跨越式发展。

从装备形态和作战样式看，随着网络化智能化

技术的应用，武器装备从有人化、集中式、平台式

向无人化、分布式、有人/无人协同集群式发展，作

战样式也由传统的平台间对抗转向体系间对抗。

这要求武器装备更加智能自主，具备快速解耦、瞬

时入网、云端指控、自主决策、分布协同、异构重组

等能力。

从杀伤机理看，智能化空天防御作战使传统的

“探测—识别—决策—行动”向“感知—决策—行

动”转变，由单一的杀伤链路向杀伤网转变，杀伤

路径、杀伤方式更加多元化。因此，深研未来机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下的空天防御智能化制胜

机理，是取得战场先发优势，打赢未来空天攻防作

战的关键。

着眼体系融合 促进技术发展

智能化装备和技术是提升空天防御战略能力

的载体。要适应任务编成集群化、指挥决策智能

化、战场感知全域化、武器装备无人化的趋势，以

智能作战场景深化智能技术在武器装备中的运

用，深研军事大数据、作战大模型、高度自主武器

等，全面推动空天防御智能化装备技术发展。

以空天防御作战中的反导作战为例，依靠单个武器系统或作战平

台难以实现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成功的反导拦截需要融合预警探测、

指挥控制、火力拦截、作战保障等全域作战要素，动用天基、空基、海基、

陆基、电磁频谱等多域作战力量，作战时间由传统的“以小时/分钟为单

位”压缩到“以秒为单位”。这需要自主化全域感知能力和指挥控制能

力的支撑。

因此，应着眼“看得见、跟得上、瞄得准、毁得掉”全要素和全装备体系，

一体推进装备技术智能化发展。同时，明晰不同类型装备智能化需求和装

备体系通用化智能需求，全面推动军事智能技术和装备进步。

设立相关学科 聚力人才培养

智能化作战人才是提升空天防御战略能力的关键。在智能化战争样式

持续演进、智能化装备技术迭代发展的背景下，空天防御作为智能化需求最

迫切的领域之一，应以人才为本，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以军队院校为主体，设立空天防御智能化作战相关学科，培养专业

化智能作战人才；二是以学历和任职教育结合的方式，开设空天防御智能技

术、智能作战、智能保障等专业课程和智能专题培训班，提升军事人才的智

能化作战素养；三是融合多方资源，依托地方院校、科研院所，面向中高级指

挥员和技术人才开展空天防御智能高端研修班，实现联合培养；四是构建线

上线下融合的学习环境，依托慕课、军事职业教育平台等，为广大官兵在线

开设空天防御智能化技术课程。

只有不断创新智能化作战概念、探索智能作战制胜机理、聚焦智能化技

术应用、发展智能化武器装备、培养智能化作战人才，才能在未来战争中取

得战场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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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内外军营内外“前方道路存在大量积水，水下情况

不明，救援车队无法通行……”对讲机中

话音刚落，只见 3 名侦察员操作无人机、

水下机器人等装备，将实时照片及水下

情况传回指挥车。指挥员当机立断、科

学研判，采取垂直式供排抢险车与远程

控制子母抢险车同步作业的方式对道路

积水进行抽排。

不到半小时，800 米的道路积水被

抽排完毕。部队顺利抵达抗洪一线。

5月 11日至 17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

传周。为此，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在京郊某地举行抗洪抢险全要素、全流

程实兵演练。此次演练以强降雨引发山

洪，村庄成为生命孤岛、水库游客被困、

岸堤出现溃坝险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遭受严重威胁为背景展开。

作为国家级专业抢险救援力量，支

队举行的这次演练吸引了多位军地专家

前来观摩。

水下机器人探测水下环境、无人测

量船测量流速风速、空气动力艇搜救转

移人员……演练中，包括多型无人装备

在内的先进装备悉数亮相，为部队遂行

任务提质增效。

“这艘 KC335 型空气动力艇搭载大

功率发动机和碳纤维螺旋桨，耐磨减阻

性能优越。”操作手刘德钊说，该艇能在

浅水、浅滩、流水、冰雪、水草密集等复杂

水域航行，弥补了常规水面运输工具的

功能短板。

岸堤上不时闪过抢险救援人员的

身影，数台机械装备马达轰鸣，防穿刺

救援艇、水陆全地形车和自行式门桥等

装备轮番上阵，穿梭复杂水域，开辟渡

口码头，搜救转移“被困人员”。“各组注

意，前方 10 米处正北方向，成三角队形

前进……”水波荡漾，多艘冲锋舟、防穿

刺救援艇组成的搜救编队正在全速航

行，时而成纵队，时而成横队，时而成

“O 形”队列，持续对人员和物资进行搜

救打捞。

突然，前方出现多根电线杆和不明

漂浮物，搜救编队立即成“S 形”队列，成

功绕过障碍。

在绕障过程中，几艘橙色的泡沫艇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种采用低密度高

分子聚合物材料制成的防穿刺救援艇，

比常用玻璃钢冲锋舟、橡皮艇重量更轻、

防穿刺防撞能力更加优越，在保护搜救

官兵自身安全的同时，大幅提升了搜救

效率。

“岸堤出现管涌溃堤险情，请迅速前

往处置。”人员刚被转移，对讲机里又传

出新的导调指令，所有救援人员顿时变

得紧张起来。演练进入关键阶段，多台

自行式门桥依次下水，漕渡机械装备向

事发地域挺进。

“正在漕渡装备的自行式门桥出水

为车，入水为桥，具有水陆转换快、架设

撤收快等特点。”现场指挥人员韦业祥

说。谈话间，一台自行式门桥遭遇“突发

情况”——螺旋桨被水下灌木和杂草缠

绕，无法继续航行。

情 况 危 急 ，救 援 人 员 立 即 派 出 水

下机器人潜入水底。探明情况后，经

过短暂的战法推演，指挥员王平果断

决 策 ：“ 出 动 水 陆 两 栖 挖 掘 机 清 理 航

道！”指令发出后，一台水陆两栖挖掘

机随即入水，航行、挖掘、清理，一整套

动作行云流水，航道被快速清通，门桥

随即漕渡装备到指定位置。在管涌溃

堤处，救援人员通过多机协同、两端作

业、土石结合等方式，快速封堵决口，

演练圆满结束。

“在救援一线，先进装备已经成为

部队官兵抢险救援利器，大幅提升了

部队执行任务的能力。”相关专家现场

点评，“批量使用无人化装备，抢险救

援如虎添翼。此次演练，可以说是新

质救援力量的集中亮相，代表了抢险

救援国家队、专业队、战斗队、突击队

的能力水平。”

据了解，今年开训以来，支队持续研

究人装融合训练以及新领域战法，构设

了 4 类 26 个典型场景，组织抢险救援演

练十余次。通过逼真设置训练场地，从

难从严设置训练科目，支队不断锤炼“服

务国强，抢险救援”的本领，确保关键时

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新装备支撑抢险救援提质增效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抗洪抢险演练见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月 23日到陆军军医大学视察，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

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提高办学育人水平和卫勤保障能

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医大学。

“习主席亲临学校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学校建

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陆军军医大学

校领导表示，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只有

将研究锚定打赢、考场瞄准战场、课堂紧跟沙场，各环

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

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才能培养出一批批德才兼备

的新时代红色军医。

对接部队需求 找准科研重点

翻开陆军军医大学教员高钰琪的高原调研笔记，

厚厚十几本全是数据和案例。“这些实战实训的案例和

数据是改进教学、开展科研的依据。”高钰琪说。这些

年来，他一直将征服高原病作为自己攻关的方向。

高钰琪介绍，高原病是驻扎在高原地区官兵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主要威胁。当部队快速进入高海拔地

区，急性高原病发病率可达 90%。为解决这一难题，陆

军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选派教员奔赴一线，将最

新研究数据带回课堂、融入教学，并依据调研数据展开

科学研究。

通过大量高原现场实验和科研攻关，陆军军医大

学高原军事医学系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高原环境模拟舱

群。模拟舱群可模拟 10000 米以内的任意海拔和零下

45 摄氏度低温的特殊环境，是高原医学教学、研究、训

练的重要平台。同时，高原军事医学系还提出高原病

分型方案，揭示发病机理，研究制定了首部《高原部队

人员用氧标准》，全面推广“氧气到一线”的“救命氧”模

式和“每人每天吸氧一小时”的“保健氧”模式。数据显

示，吸氧后，官兵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发病率大大降低。

记者了解到，陆军军医大学经常组织教授专家团

队，深入一线部队，围绕基层卫勤保障、伤病诊治和军

医培养等展开调研。带着课题下部队，揣着案例回课

堂，已成为学校每位教员的工作常态。

“只有对接教学科研与部队需求，才能找准工作发

力点。让课题从部队中来，成果到部队中去，真正提高

部队战斗力。”学校领导说。

在一代代红色军医的接力奋斗中，陆军军医大学

军事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形成了以战创伤医学、高原军

事医学、军事预防医学等为代表的军事医学学科体系，

建立了创伤与化学中毒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制了我国首

列卫生列车、我军所有型号装甲救护车和系列战伤急救

器材，获得了包括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4项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2项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在内的2000多项科技奖励。

创新教学模式 提升救治水平

“地震现场，学校食堂坍塌，液化罐随时会爆炸，

请立即抢救！”这是陆军军医大学本科生临床技能大

赛上的最新考题。在陆军军医大学模拟训练中心，逼

真的情景设计、贴近实战的考题，既是对学员医学知

识和操纵能力的考核，也是对他们心理素质和应急能

力的挑战。

与此同时，在陆军军医大学举办的直升机应急医

学救援人员培训班上，来自东部战区某部的军医学员

们，正对一名双下肢炸伤、双侧股骨骨折合并失血性休

克的“战士”展开迅速急救。他们沉着冷静，结扎止血，

建立骨内输液通路和快速补液处置，直至“战士”生命

体征稳定。而这一切，都是学员们戴着 VR 眼镜，在虚

拟仿真思维训练系统里进行的。

“所有考场都指向战场，所有专业都指向打仗。未

来战场上需要什么，考场上就考什么；未来作战任务是

什么，考核重点就是什么。”学校领导说。

近年来，陆军军医大学精准确立“陆战、陆训、陆

医”定位，锚定“教学中心向学员转移、教学方法手段与

时俱进”目标，创新教学模式，建立了全军卫勤综合训

练基地、战创伤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卫生列车训练基地

等实战化训练平台。

为有效解决基层军医实践机会少、实战救治经验

不足、平转战训练缺乏等问题，学校创新课堂，通过 VR

技术，运用计算机软硬件、人工智能等技术，模拟不同

战场环境下的团队救治，集成了战创伤失血休克、高风

险感染、不稳定性心动过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大

量实战化救治案例。

如今，陆军军医大学已有 4门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

本科课程，有 20余门课程获评军队级精品课程、陆军精

品课程；牵头主编近百部全军、陆军统编教材和部队训

练教材；系统开展研讨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多维度

开设野战外科、维和军医、麻醉军医、直升机应急医学

救援等培训，深入一线培训卫勤队伍，为全军培养了一

批批基层卫生骨干，有力提升了一线战伤救治水平。

发挥办学优势 打造人才方阵

2018 年，陆军军医大学博士毕业生高诗豪被分配

到边疆工作。看着荒凉的山脊，高诗豪心中充满彷徨，

担心自己所学没有用武之地。但一次运送伤员的经

历，改变了他的想法。

“受伤战士从高处坠落。当时他的脉搏加快、血压

下降，肋骨、脊柱有多处骨折，专家组诊断可能伴有脾

破裂，情况十分紧急，必须转运抢救。”高诗豪说，6小时

的转运，他一刻不放松，直到站在医院手术室参与脾脏

切除手术，他才真正意识到，读书时挂在嘴边的“三级

联诊、后送转运、伴随保障”对一线官兵的生命健康究

竟意味着什么。

经过 3 年历练，如今，高诗豪已通过学校开辟的青

年人才成长绿色通道，成为陆军特色医学中心的骨干

力量。高诗豪是陆军军医大学培养的高学历人才的典

型代表。这些人才的成长让学校更加坚定自身的人才

培养规划线路。

军队发展靠人才。针对“抓好后继有人”这一军

队 事业的根本大计，陆军军医大学充分发挥特色办

学优势，制定实施“扎根基层—实战磨砺—成才成

长—择优选拔”路径，将课堂延续到沙场。学校领

导 表 示 ：“ 我 们 坚 信 ，培 养 德 才 兼 备 的 新 时 代 红 色

军医，打造过硬军事医学人才方阵，必须经过实战

磨砺。”

在此培养机制下，一批批从陆军军医大学毕业的

高学历人才在艰苦边远地区快速成长。他们结合基层

部队特点及官兵实际，创新推进基层卫勤建设；针对基

层训练伤多发等情况，研究慢性病疼痛机理和治疗方

法；为基层引进红外热成像等诊断技术，为消除病痛提

供技术支撑……

提起在校的学习经历，这些学员表示：“基层不

仅锻炼了我们的业务能力，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了军

医的职责使命。越靠近一线官兵，我们的保障就越

贴近实战！”

据悉，在 80余年的办学实践中，陆军军医大学共为

部队输送高素质军事医学人才 20 余万名，成长出 20 位

院士，160余位技术三级以上专家。

陆军军医大学：培养新时代红色军医

陆军军医大学进行实战化联演联训陆军军医大学进行实战化联演联训。。 熊灵峰熊灵峰摄摄

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组织官兵到安徽省科技馆参观见学。通
过观看科普宣传片、体验科学实验等，支队培塑官兵科技素养，激发他们学
习科技、钻研科技、运用科技，投身强军实践的热情。图为官兵观摩科技成
果。 徐伟摄

培塑官兵科技素养

官兵利用自行式门桥漕渡机械装备。 李仕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