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8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年一度

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召开。解放军信息工

程大学信息技术研究所“网络通信与交换技

术创新团队”，获得科研团队最高荣誉——

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该团队以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为平台，在主导我国程控交换技术

和产业化完成重大跨越中崛起，在带动我国

高速宽带网络技术和产业化取得重大突破

中发展，在引领我国通信网络安全技术及核

心装备实现重大创新中壮大。30 年实现三

大领域技术突破！4 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8 次二等奖，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

功各 1次。

所长陈鸿昶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回顾我们团队 30 多年的科研历程，几

个领域我们都不具备先天优势，如果一味跟

踪研究就永远只能站在低端，只有不迷信传

统，敢于跳出旧有的框框，才能实现原始创

新，进而引领创新。”

跨界融合：一次“联
姻”开创一个时代
“跨界”这个词现在很火，却不是互联网

时代的首创。

在研究所所史馆，我们看到，1985 年研

究所初创之时，开拓者邬江兴、鲁国英和罗

兴国几位年轻人都是我国计算机研发领域

的总师级人物，那时的他们正卯足劲头研制

国内速度最快的分布式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峰值目标设定为每秒 5亿次……然而，伴随

着党中央、中央军委百万裁军的决策，他们

科研冲锋的脚步被紧急叫停，巨型计算机研

发项目就此下马。虽然他们没有“下岗”，但

却已然“失业”！

“那时连个鬼也不来找我们！”说到当时

的窘迫，邬江兴院士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有了研制程控交换机的新差事。“程控

交换机是什么？”他们一接触，这才知道交换

机与计算机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再一

了解，国外研发程控交换机耗费的人力财力

都是天文数字。不懂技术，又没人没钱，怎

么干？邬江兴和同事们冥思苦想。突然，一

位战友问：咱们封存的 5亿次计算机资料能

不能派上用场？一句话启发了他，“老外是

在电话交换机里加上计算机控制，我们为什

么不干脆造一台能够实现电话交换的大型

计算机呢？”

创新的窗户纸就此捅破，信息领域两大

支柱学科“通信”与“计算机”实现了一次超

越时代的“跨界联姻”。凭借“基因杂交”而

成的优势技术体系，他们以远低于国外产品

的研发代价，一举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打破了西

方国家长达 20年的技术封锁！就此开启民

族通信产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04

机”被国人骄傲地称为“争气机”。

思维转换：思路一变
天地一换
“高性能”要以“高耗能”为代价，成为计

算机界无奈的共识。“能不能研制出一台性

能与耗能兼顾的高效能绿色计算机？”这成

了邬江兴团队的新目标。

在邬江兴院士案头的电脑屏幕上，记者

看到了一条形态变换万千的“怪物”。邬院

士笑着对记者说，正是这只丑陋的“怪物”启

发了我们，它叫拟态章鱼，能够根据周围环

境的不同，模拟十几种海洋生物来进行狩

猎、栖息和逃遁等不同行为。传统计算机采

用固定结构处理所有应用问题，我们何不通

过计算机的结构变动来适应任务变化？

万物规律相连互通，看似不搭界的思维

范畴，合理转换后就是一把开启科学死锁的

钥匙。经过艰苦的科研攻关，2013 年 9 月，

他们成功研制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采用变

结构思想，实现资源的合理调配，其效能可

比一般计算机提升十几倍甚至上百倍，而功

耗只有原先的 1/10。业界认为，该计算机

的研制成功是中国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

的突破，使中国计算机领域实现从跟随创新

到引领创新、从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跨

越。2013 年底，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

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刚刚面世不到三个月

的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成功入选。

正反联动：“螺旋式”
熔炉锻造“双刃利剑”

采访中，邬江兴谈到，他们团队近期正

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拟态安全防御理论及其

验证系统的国家级测试工作。拟态安全防

御就好比生物体的免疫系统，虽然体内充斥

着不停变化的各类细菌病毒，但是持续工作

的免疫系统能够以变对变，从而在动态平衡

中保证肌体功能运转。这种动态防御机制

其实就是拟态计算思想的反向应用。

目前，他们基于拟态网络安全防御原

理，已经研发出拟态路由器和 WEB 服务器

验证系统，为网络空间安全开辟出了全新路

径。业内人士认为，这个方案对有效破解我

国信息产业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困局，

具有重要意义。

当创新成为常态，收获自然成为习惯。

他们先后研制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路由器、互动新媒体网络、新型网

络架构和全 IP 移动网等众多科技成果，开

辟了我国宽带网络技术从跟踪研究、同台竞

技到自主引领的发展道路。

正向积累“聚水成渊”，反向应用“铸犁

为剑”。一项项成果从实验室落户演兵场，

飞赴信息作战第一线，某型号装备持续为国

家电信网信息边防提供核心支撑，某移动通

信系统迅速形成作战能力……从指挥中枢

到单兵装备，从战时应急到平时保障，一道

道空中电波连起我军作战指挥的“信息链”，

一道道“无形盾牌”守卫着我军战时打赢的

信息疆土。最前沿的军事应用为正向技术

的再次突围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创新之

路越走越宽！

三十年实现三大技术突破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技术研究所创新攻关启示录

□ 杨克功 杨 森 本报记者 唐先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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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刘畅 薛祺）近日，两栖坦

克连登陆战斗水上实车演练悄然打响。导

演这场“战斗”的是装甲兵学院指挥系分队

战术教研室的教员们。

近 3年来，该教研室大步走开超常规培

养人才的路子，昔日“教书匠”成了“战术

通”。他们始终把目光瞄准坦克兵战术的发

展前沿，把课堂变成“未来战场实验室”。

笔者获悉，在近日的一场夺控行动演练

中，由学员扮演的“红军”指挥员面对变幻莫

测的战场形势镇定自若，而同样由学员组成

的作战人员忙而不乱，坦克正面掩攻，步兵

侧翼卷击、快速穿插……指挥员与作战人员

密切配合，最终夺取了战斗胜利。这便是该

教研室首次完成坦克兵城市进攻战斗现地

作业授课时的情景。这种完全模拟实战的

训练模式，是他们实现实战化教学“两个靠

拢”的产物。

装甲兵学院
面向战场砥砺铁甲英才

头顶博士学历，却放下身段学管理；看似文质彬

彬，军事训练却毫不含糊。装甲兵工程学院某学员营

营长吴秀鹏上任后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全营各项正规

化建设，带领该营官兵完成华丽“逆袭”，取得该院综合

素质第一的佳绩，人颂“博士带兵，一个顶仨”。

投身一线“加钢淬火”

零下 20 度严寒、8 公里负重奔袭、5 昼夜风雪兼

程……回忆起在某部队的代职经历，吴秀鹏仍历历在

目。他在双腿肿痛难忍、脚掌磨出血泡的情况下，强忍

伤痛完成拉练，超越了自我。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香扑鼻来。”吴秀鹏在日

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

带着这种不服输的冲劲和肯吃苦的韧劲，他白天

一身泥泞苦练军事本领，弥补自身短板；夜晚挑灯夜战

发挥文化优势，辅导战士功课。从一个知识渊博的博

士转变为精通战斗技能的指挥员，他化书生气为虎狼

气，快速成长为基层主官中的“佼佼者”。

“院校管理干部是学员的领路人，他们若不了解部

队，就会面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尴尬。”随着该院深

化“育人模式、教学模式、育人环境”三个转型的春风，

吴秀鹏作为一名优秀基层干部被选调到学员营任职。

科学组训锤炼精兵

京郊晚秋，细雨淅沥。俯身卧倒、匍匐前进、持枪

出击……吴秀鹏干净利落的战术动作将训练气氛引向

高潮。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基层经验发挥出“酵母”作用？

吴秀鹏利用自身在基层部队摸爬滚打积累的“战斗元

素”，制订出了一套具有院校特色的训练方案。他针对

作战部队需要，结合院校考核内容创新设计了“战伤救

护 400米”“班组协同 200米障碍”等一系列贴近实战的

新课目，让学员在趣味训练中提升自身军事素质；针对

体能基础较弱的学员，他组织该营学员结成点对点的

“帮扶对子”，依据季节气候、考核任务等条件制订《体

能训练流动表》，确保训练量与训练强度的完美融合。

亮剑赛场终有时。在全军首届陆军学历教育院校

学员军事技能考核中，他所带的训练尖兵与 5所院校 16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最终一举斩获

学院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桂冠。

开设课堂培育“英才”

头顶博士学历光环、论文入选 EI学术期刊、出版专著《装备保障力量模块化》……吴秀

鹏深知“科学技术是第一战斗力”。

为鼓励学员开拓创新，他组织竞赛经验丰富的学员开堂授课，建立“学员科研小组”，以

老带新的竞赛“黄金组合”确保人才培养不断线；“科创达人秀”“荣誉展示墙”“创客壹基

金”……多种激励形式让该营学员求知不再限于课本，纷纷走向多元化创新之路。

近 3年来，该营累计 120人次在各项大赛中摘金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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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 公里轨道高度、50 米分辨率，近日发

射的高分四号卫星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高轨高

分辨率遥感卫星的空白。那么，什么是遥感卫

星？其“同门”光学侦察卫星有什么优势？是否

也需要像高分 4 号那样在静止轨道上运行？这

是近日高分四号被成功发射以来，人们热切想要

知道的。

利用遥感（探测）设备，从空间对地球及附近

区域进行探测并获取信息的卫星称为遥感卫

星。按主要是为民用还是军用，它可分为商业遥

感卫星和侦察卫星。这样看来，侦察卫星是指获

取军事信息（情报）的遥感卫星，也叫间谍卫星。

比如照相侦察、电子侦察、导弹预警等卫星。其

中，照相侦察卫星又可分为光学、雷达、（光学与

雷达）混合侦察卫星三类。光学侦察卫星主要通

过可见光相机，对地球目标照相侦察并提取相关

信息。

低轨光学侦察卫星，现在一般大都在高度

1600 千米以下的低轨道，具有分辨率高、可变轨

机动、发射难度小等优势。但由于轨道高度低，

离地球距离近，低轨光学侦察卫星无法驻留在某

一地区上空持续侦察。为克服低轨光学侦察卫

星的不足，最好是让它运行到 20000 千米以上的

高轨道，这就是高轨光学侦察卫星。

更进一步，还可让卫星升到 36000 千米的地

球静止轨道上，即静止轨道光学侦察卫星。由于

轨道非常特殊，所以它不但能有效克服低轨光学

侦察卫星的致命缺点，而且还有着完全不同的其

他优点。

首先是卫星与地球保持相对静止，能定点

悬停在空间凝视目标地区——“永不眨眼”并

全时段持续侦察，源源不断地获取变化信息，

使任何目标（包括运动或时敏目标）都难逃它

的天眼。其次是卫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视场很大、覆盖区很广，单颗卫星就能全面监

视 地 球 42%的 面 积 ，只 需 等 间 隔 放 置 三 颗 卫

星，就能覆盖除南北两极附近外的地球所有地

区，侦察效率超高。第三是卫星所受空气阻力

小，寿命长，且轨道保持速度小，侦察稳定性

好。最后是卫星不易被毁伤、生存能力强。现

阶段，无论是地基还是天基、软杀伤还是硬摧

毁反卫武器，都还不能有效威胁到静止轨道卫

星的安全。

静轨光学侦察卫星也有不足。比如，发射

难度大，载荷的能力弱、类型少，调控要求高，

数据传输处理复杂，最重要的是难以获取目标

的高分辨率图像，造成对目标的识别能力弱。

据推算，如果让静轨光学侦察卫星具备 1 米的

分辨率，可见光相机的镜头口径至少要达到 30

米。如此大的镜头传统的技术和工艺难以实

现，何况其体积和重量也大大超过了目前的卫

星发射水平。

正因如此，各航天大国不约而同地都将其定

为重要目标，为提高同等口径的光学物镜分辨

率，纷纷加大在新材料、可展开光学、稀疏孔径成

像、图像恢复与增强等技术上的研究力度，并发

展大运载力的超级火箭，增强发射能力，以求尽

快部署静轨光学侦察卫星。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
战略研究中心）

“永不眨眼”的静轨光学侦察卫星
□ 王 群

在新疆军区某师修理营，张占伟的“闲不住”

是出了名的。战友们说，没学会修雷达时，张占

伟整天着急学闲不住；学会了以后，张占伟又怕

没有用武之地，一有机会就抢着去，还是闲不住。

张占伟，二级军士长，入伍 23 年，雷达修理

工当了 22年，今年年龄整 40。

早在新兵下班那时候，连队把入伍前与修理

没沾过边的张占伟分到了雷达修理的专业岗位

上。第一次上实装操作课，班长把一部步兵侦察

雷达拆开，成百上千的电子元件把张占伟看得眼

花缭乱。班长摞下一句话，“3 个月内，把部队现

有雷达的电路图搞懂弄通！”从此，张占伟就像一

块上紧了发条的表。

那段时间，张占伟把班长传给他的两本雷达

修理教材翻破了皮、弄卷了角，融会贯通了也不

罢休。雷达专业书籍密级比较高，平时都入柜上

锁存放在连队的资料室里。张占伟一有空就找

保管员开门开柜取书看，时间一长，保管员被折

腾得不行，最后只好把钥匙交给张占伟，让他当

起了保管员。拿到钥匙后，张占伟看书学习方便

了许多，在资料室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张占伟精通雷达修理绝技后，浑身有股使不

完的劲，更加闲不住了。雷达分队参加上级组织

的专业集训，他主动请缨随队保障；师里担负军

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试点，他积

极报名参加技术革新小组；部队赴高原开展使命

课题训练，他早早给连队递交了上山申请书。

有一次，师雷达分队参加军区集训结业考核

前夕，一台警戒雷达在加高压电变频时突然出现

故障，一会儿烧断保险丝，一会儿电路跳闸，把一

个雷达站的官兵急得团团转。张占伟闻令赶到，

拿出自制的电路图，采取排除法一段段试验排

除，最后在雷达内部一个推拉式的组合里，排查

出一根细若发丝的电缆线额定功率不配匹的问

题。张占伟三下五除二将故障排除掉，这台价值

数百万的雷达重新运转自如。

有一年，部队承办军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

系作战能力建设试点，张占伟对自己多年修理

经验总结梳理后认为，把来自实践的雷达修理

数据和经验输入电脑，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运用

到日常维修和检测中，一定会大有可为。张占

伟说干就干，组织几名战友刻苦攻关近 5 个月，

一台雷达故障波形分析检测仪问世。如今，只

要把这个检测仪往雷达检测插孔上一插，通过

屏幕上显示的波形就可辨别雷达是否有故障，

故障位置在哪里。这一成果当年荣获军区科技

进步一等奖。

在雷达修理岗位上摸爬滚打多年，张占伟先

后精通了近 10 种各型雷达的修理技艺，主导革

新的野战器材装卸平台、火炮拆卸组装工具等多

次在军区获奖，个人多次荣立三等功，不久前又

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三等奖。

瞄上目标的雷达“闲不住”
记新疆军区某师二级军士长张占伟

□ 唐继光 刘 凯

深冬时节，武警安徽总队第二支队开展百日科技大练兵活动。该部利用恶劣气候、复杂地域，组织丛林突击、
捕歼战斗、劫持人质等重难点课目训练，在实战化、信息化训练中提升特战队员技战术水平。 徐伟摄影报道

信息时代，军营适度放宽士兵使用手机限制，有限引入国际互联

网，是大势所趋、兵心所向。面对手机“下连”与网络“入营”，如何科

学应对、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不断提高部队教育管理水平和实效，值

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E 网连边关，天涯若比邻，但失泄密隐患不容忽视，行为失范苗

头不可不察。管理者必须强化主动作为意识，积极研究手机网络特

点，紧密结合部队实际，靠前拿出对策办法，确保主流思想始终牢牢

占据官兵思想阵地。必须从端正思想认识入手，网上无界限更要网

下划红线。教育官兵正确认识网络、理性使用网络、有效规避风险。

同时，要积极引入技防手段，研发智能手机管理软件，实现硬件控制、

端口控制、浏览控制、地点限定等功能，做到全时全域多维防控。

去年以来，总部跟进手机网络发展形势，坚持“报网一体”，充

分发挥军队微信公众号、军队微博等媒体优势。旅团也要发挥这

种优势，使网络成为官兵自主学习的“大超市”、理论学习的“资料

库”。要积极利用手机网络，重大决策问计于官兵，难题攻关借力

于官兵，让官兵发贴留言、灌水拍砖，让每一个终端成为一个“意见

箱”，每一部手机变成一个“麦克风”，让官兵有意见及时能提、有情

况随时能反映。 （作者系火箭军某部副部队长）

理性看待军营放开手机网络
□ 侯 炜

科技日报讯 （熊申辉 王宇）近日，济空某备用场站保障队领导

告诉笔者，自从融入重大战训保障任务后，备用场站官兵从“看家护

院”到“演训前沿”，备战能力得到淬火提升。

去年，空军决定从部分备用场站抽组 3支保障队，历时 9个月，分

别支援到重点任务场站，融入重大战训保障任务。“此举走开了备用场

站实战化训练路子，提升了备用场站作战运用能力，拓展了备用场站

平时运用模式，提高了空军保障资源利用率。”空军后勤部司令部领导

介绍说，今年还将制订备用场站常态化训练计划，全面推开备用场站

实战化训练模式，积极推进后勤力量训练融入空军重大演训任务。

空军部分备用场站
从“看家护院”到“演训前沿”

科技日报讯（王思阳 马嘉璘 文献）近日，武警工程大学科研项

目“武警抗洪抢险无人侦察船”通过技术鉴定。

“武警抗洪抢险无人侦察船”是 2015年度武警工程大学立项的军

事应用项目，由信息工程系李萍教授牵头负责研制。该船是一种新型

的人工智能设备，能完成自主航行或受控航行，采用声呐、光学传感

器，能够将现场状况实时回传指挥所，转发救援指令，抗洪救援速度

快、效率高，属国内首创，可在复杂水域条件下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武警工程大学研发
无人侦察船可用于抗洪抢险

■■有图好好看有图好好看

■军中英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