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心慧眼

舰载雷达是舰艇名副其实的“千里
眼”。但这些“千里眼”也有“看不清”
“看不准”的时候。

几年前，刘冬利在部队调研中发
现，有的舰艇雷达还使用过去陈旧的
方法，既费时费力，还容易产生精度
误差。

雷达精度误差大，将直接影响舰艇
作战效能。面对战斗力建设急需，刚刚
完成岸基雷达精度标定研究的刘冬利，
决心将研究方向瞄准舰载雷达。别看
是从岸上移到海上，由于舰载雷达种类
数量多、精度要求高，一切研究都要从
零开始。

校对雷达，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找
到一个比雷达精度更高的参照物来标
定。为此，刘冬利带领课题组成员一头
扎进海量的资料库中，寻找更加高效、
精准的标定手段。

一次，他查阅相关资料，脑海里突

然闪现出灵感：雷达杂波主要存在近距
离，如果利用数字延时方式，制作出一
个在雷达屏幕上显示距离足够远的电
子“假目标”，就能摆脱地面物体的影
响，达到精准标定的目的。

找准研究方向，更加严峻的问题却
摆在刘冬利面前：如何提高距离延时精
度？当时，市面上所有的电路都难以满
足设计要求。
“市场上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

刘冬利带领课题组一头扎进实验室，凭
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们先后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首次将

延时精度较以往提高 80%以上，而且通
过采取超带宽技术，实现了舰载雷达信
号频段的全覆盖。

为了进一步解决仰角标定问题，刘
冬利提出通过改造无人机、挂载反射和
定位装置，制作出一台可移动、可伸缩
的标校塔。

没想到，出师不利。由于加载了大
量设备，引起了机体共振，无人机刚刚
起飞就抖动不止，甚至撞掉了桨叶，只
能返厂修理。于是，刘冬利主动找到地
方专业无人机公司寻求帮助，没想到企
业的回复是难以解决。

面对这一难题，有的课题组成员思
想产生了动摇：“连专业公司都没有把
握，我们又是‘门外汉’，难度太大，还是
放弃算了。”
“决不能轻言放弃！”面对困难，刘

冬利选择了迎难而上。他白天铆在工
厂跟着工人们一起调试设备，晚上自学
无人机相关理论知识。整整 2年时间，
数不清飞过多少架次，终于实现无人机
顺利升空。

系统刚刚研制成功，就迎来了一次
实战检验。那年，一艘军舰在参加演习
前，负责引导导弹发射的火控雷达突发
故障。临危受命，刘冬利带着最新科研
成果来到部队，很快便完成雷达误差修
正，确保演习任务顺利完成。

一战成名，这套舰载雷达标定系统
成了“香饽饽”，迅速装备多家部队单
位。经海军专家组评定：该系统将一艘
舰艇多部雷达的标定时间大大缩短，总
体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对水面舰
艇作战能力提升具有突出贡献。

面对荣誉，刘冬利说：“为提升部
队战斗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军人职
责所在！”

不久前，由他领衔的某创新科研团
队正式成立。他整合了多学科领域的
科研力量，正朝着更前沿、更具实战意
义的研究领域发起冲锋。

刘冬利：擦亮舰艇“千里眼”
■马英智 本报记者 陈国全

初冬，申城郊外的长兴岛海风瑟
瑟。码头上，我国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
舰静静安卧，庞大的身躯插着数十根通
风管道，工人们正在舰上紧张地进行舾
装作业。
“舰艇下水只是建好了‘毛坯房’，

舾装好比是‘精装修’。”现场负责监造
的江南造船厂驻厂军代室副总代表周
欣说，如今新型驱逐舰正进行管路、电
缆的安装敷设及舱室装修，争取早日试
验试航、交接入列。

再好的装备也需要人去

操作，官兵需求是企业创新的

突破点

这几年，媒体常用“下饺子”形容我
国海军新舰艇的列装服役。国产新型
战舰快速列装，得益于我国强大的科技
实力和完备的造船体系，证明了我国已
具备建造一流战舰的能力。

光会建造只是造船厂“铸舰”的第
一步，造出的装备好不好用、官兵满不
满意、最终能不能形成战斗力才是关键
所在。2017年，在新型驱逐舰还处在设
计阶段时，有这么一段经历，引起了江
南造船厂员工的反思。

为了给海军官兵打造一个舒适温
馨的舰上生活环境，技术人员精心布局
舱室结构，健身舱、活动舱等各类舱室
一应俱全，以便满足官兵健身、娱乐、休
闲的需求。

没想到，海军某部官兵看完设计方
案后，表情显得并不兴奋。他们在减震
降噪、通风、灯光等设计方面提出了不
少问题。

当时，一位海军三级军士长无意间
的一句话，让参与舰艇设计工作的工程
师王飞记忆犹新。“以往出海，舱内空间
狭小，我们干完活，满身汗臭还夹杂着
浓浓的油味，久久难以散去，让人感觉
很不舒服。”

老兵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引起了
江南造船厂技术人员的高度关注。

官兵需求是企业创新的突破点。
随后，江南造船厂重新调整设计方案，
在服务官兵的细节上下功夫。

使用新材料给生活舱室减震降噪、
重新设计管道布局增加通风设备、安装
可调控灯光营造温馨感……正式开工
前，他们专门选取军官舱、士兵舱等 10
个典型舱室制作样板舱，请海军某部官
兵“实地”体验，一系列新元素的加入获
得官兵一致点赞。

交付装备就是交付战斗力。驻厂
军代室总代表冷骏对记者说，新型驱逐
舰建造的每个环节都充分考虑战斗力
因素，每个细节的设计，都要征求官兵
的意见。

一次，官兵提出直升机机舱区域通
道内的层高不够，影响人员和装备通行
效率。在设计状态基本固化的情况下，
技术人员精确测算管、缆的数量及大
小，对原来的方案推倒重来，更改了局
部结构，优化了舱室布局，有效改善了
人员和装备的通行环境。
“新舰造得好不好，官兵首先要满

意。”江南造船厂副总经理黄文飞对记
者说，再好的装备也需要人去操作，官
兵是战斗力生成的主导要素。只有从
新舰规划、设计、建造等多个环节入手，
让官兵操作方便快捷，才能有效缩短新
型驱逐舰形成战斗力的时间。

造新舰就像织一张“网”,

把创新的“点线面”凝聚在一

起

那次坚定的选择，让江南造船厂装
配首席技师耿隆征记忆深刻。

由于新战舰对航速的要求很高，采

用更轻的某特殊材料建造无疑是最好
的选择。然而，该材料对焊接的要求非
常苛刻，焊接时极易变形，是国内尚未
攻克的技术难题。

是使用更有把握的材料和焊接工
艺确保按时完成建造任务，还是冒风
险使用新材料？敢打敢拼的耿隆征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立下了“军令
状”。

面对紧张的工期，耿隆征带领团
队吃住在车间，依托庞大的数据库夜
以继日地开展计算攻关。经过上千次
模拟平台试验论证，他们终于探索出
一种特殊焊接工艺，一举突破了技术
瓶颈。

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马
岛海战中，英军“考文垂”号导弹驱逐舰
曾被 1枚“飞鱼”导弹击沉。事后查明，
该型驱逐舰在建造时采用了薄壳型舰
体，导致舰艇被瞬间击穿。

对新型万吨级驱逐舰来说，打造安
全稳固的外壳是必不可少的。“材料焊
接只是建造船体的第一步，把一块块焊
接好的分段加工成形，才是建造的关
键。”江南造船厂首席专家张国新告诉
记者，刚开始建造船体外壳时，他们采
用传统工艺，但特殊材料加工成形难度
很大，每天完成的任务量很少，如果按
照这种方法建造下去，势必会影响舰艇
的建造进度。

良骏觉鞭影，雄鹰识风云。这一
次，“江南人”对技术创新的诉求从未如
此迫切。他们紧急抽调精兵强将开展
曲板智能化、数字化加工的探索和研
究，联合有关单位共同开发出三维数控
弯板机。
“就是这个‘神器’解决了造船的大

难题。”巨大的车间里，记者看到这个重

达 6000吨的庞然大物。张国新笑着说，
别看这家伙个头大，只需几个人协同操
作，就能实施加工作业。“鸟枪换炮”带
来的是建造效率和精度的大幅提高。

尝到创新“甜头”的“江南人”，把创
新驱动发展作为建造新型驱逐舰的主
导方向，先后取得复杂结构精确制造、
数控等离子精准切割等众多创新成果，
为新型驱逐舰的顺利建造注入强大的
“加速度”。

“建造新型战舰,就像织一张‘网’,
把创新的‘点线面’凝聚在一起。”耿隆
征感慨地说，新型驱逐舰是全新的科技
产品，从总体设计到选材特装均超出现
有规范，只有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才能
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

从“人控质量”到“机控质

量”，创新管控模式打造毫米

级工程

2017 年 6月 28 日，曲线优美、外形
流畅的新型驱逐舰一下水，就很快成为
“网红”。

“新型驱逐舰这身‘新外衣’，耗费
了技术人员大量心血。”焊工陈景毅对
记者说，新战舰是由一个个分段焊接
“拼”成的，分段之间的拼接误差必须控
制在 2到 3毫米，面对战舰庞大的身躯，
精准科学的焊接管控尤为关键。

陈景毅是“全国技术能手”，有多项
焊接技术全国首创。当技术大拿遇到
新型战舰，没想到他差点在分段拼接上
栽了跟头。他领衔的团队受领任务后，
按照计划先进行试验。这个多次完成
高新船舶焊接任务的团队，尝试多种方
法始终不能把拼接精度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
分析会上，有人提出问题出在质量

管控上。虽然焊接工艺没问题，还有焊
接机器人这样的得力助手，但是对焊接
质量的管控还依靠工人经验，缺乏科学
的标准作保证。
“人控质量的传统做法很难适应新

型驱逐舰的建造，对焊接质量的管控必
须升级换代。”随后，陈景毅带领团队开
始了攻关之路。他们通过焊机联网建
立庞大的数据库，用计算机测算和控制
每一个焊接工作点的参数，最终建成数
字化焊接质量管控系统。
“以往是人来控制焊机设备，现在

是焊机设备指导人去操作。”陈景毅说，
通过把工艺参数预设到系统里，焊接过
程中电流、电压有丝毫差错，系统就会
自动报警，中止工人操作。

机器“管”人的一幕让人啧啧称
叹。陈景毅感慨地说：“从‘人控质量’
到‘机控质量’，实现了精准制造、精准
管控，这种具有创新活力的管控模式
真正把新型驱逐舰打造成毫米级工
程。”

数字化焊接管控模式只是新型驱
逐舰质量创新的一个缩影。他们还引
入 PDA识别物流管控技术来管理数以
万计的零部件，每天配送量、配送时间、
配送地点，只需要点击鼠标，就能一目
了然，有效杜绝了零部件错装与漏装。

一次，某分段更换数千个零部件，
当时，有的零部件已经安装到位，有的
还散落在各条生产线上，如何在短时间
内更换这批零部件，设计人员心里一直
没底。

没想到，技术人员操作物流管控系
统，几分钟内就精准定位每个零部件所
处位置、所在状态，仅用半天就完成了
更换，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新型驱逐舰的“破茧”之旅，折射
出我国国防工业的自主创新之路。“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前行路上的
新问题、新挑战，‘江南’作为造船业的
‘排头兵’，只有把握好创新驱动这个
制胜法宝，才能掌握企业发展的主动
权，才能实现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的转变。”采访结束时，黄文飞对记者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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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艘新型驱逐舰看创新爆发力
—探寻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的“破茧”之旅

■■赵 东 本报记者 倪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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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严谨、查建国报道：近日，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组织锅炉作业人员
集训，来自东部战区、部队院校等有关
单位学员参加了集训，锤炼了学员实操
技能，提升了为部队服务质量。

此次培训班，该中心邀请地方高校
联合办班教学，是深化军民融合发展的
一次有益尝试。培训班开设锅炉基础知
识、锅炉运行维护与保养、锅炉事故预
防与处理等 10多门课程，进一步夯实集
训人员的理论基础。在锅炉操作过程
中，他们把课堂搬到锅炉房，组织实地
参观、现场讲解和实际操作，面对面为
学员答疑解惑，有效提升集训学员的操
作水平。

上图为某地方高校教员在锅炉房

为学员讲解操作要领。 查建国摄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组织锅炉作业人员集训

胡适早年在《差不多先生传》中，

曾描绘过一位“差不多先生”。在这位

“差不多先生”眼里：白糖和红糖差不

多；陕西和山西差不多；八点三十分和

八点三十二分差不多。一次，他得了

病。本来要请大夫，他却请来了牛医，

认为两者都差不多，结果不治而亡。

或许很多人会嘲笑“差不多先生”

的粗枝大叶、稀里糊涂，但在现实工作

中，这种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现

象屡见不鲜。由“差不多”引发的事故，

也是不胜枚举。上世纪60年代，苏联

一名科技人员在工作时忽略了一个小

数点，导致“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

航时降落伞出现故障，宇航员因此殒

命；1990年阿里安火箭在发射时突然

爆炸，事后查明事故原因是由于一块

碎布误留在向第一级发动机供水的管

道内，堵住了供水阀门而引起的。

一个小数点、一块碎布给人们带

来意想不到的悲剧，事故的发生看似

意外，实则必然，究其原因是“差不多”

的心态在作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质量工作多

处强调。报告在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明确提及“质

量第一”和“质量强国”，进一步体现了

党和国家对质量工作的高度重视。

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

求上上。老军工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专注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32年的高凤

林，每次焊接用极致来形容绝不为过，

在壁厚0.33毫米的钢管上，焊缝只能控

制在0.16毫米宽，每个焊点的焊接时间

只有0.1秒；“蛟龙号”首席装配钳工技

师顾秋亮，为确保潜水器在深海里能够

承载几百个大气压且不漏水，除了要把

十几万个零件装配在一起，还要做到装

配间隙仅为一根头发1/50的“丝”级装

配标准。对待产品质量工作，老军工人

这种追求极致的态度，完美诠释了质量

第一的重要内涵。

当前，我军正由数量规模型向质

量效能型转变。信息化武器装备零件

仪器精密、技术含量高，这无疑对其质

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军工企业要

形成一套完整的武器装备生产链条，

做到生产管理规范化、零件加工科学

化、出厂验收标准化，才能确保武器装

备生产每一环节都安全可靠。

武器装备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武器

装备质量好坏关系到战场胜败。作为武

器装备一线的制造者，广大军工人对待

军品质量要常怀“敬畏之心”。在军品生

产过程中，唯有多一分细心，少一分“差

不多”，本着对产品质量负责、对企业负

责、对部队战斗力负责的态度，才能锻

造出更多让官兵用着放心的装备。

■
屈

睿

﹃
差
不
多
先
生
﹄

不
做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过去一年，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歼-20正式列装、“翼龙Ⅱ”首飞成
功……这些大国重器的横空出世，壮我军威士气，挺起民族脊梁。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新的一年，随着深化国防工业改革全面推进，我们期待会有更多国之重器、军中
利器破壳而出，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注入澎湃动力。2018年，我们开设《大国重器》栏目，讲述军工
领域的精彩故事，呈现军工人铸造大国重器背后的家国情怀。

导读：骄傲！震撼！2017年，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的高光亮相，注定是我国军工领域闪亮的明星之
一。顺利下水、实施舾装、按时间节点通电……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的一举一动，吸引着世界的关注，牵

动了国人的神经。
新型万吨级驱逐舰被誉为海上移动武器库、航母“带刀侍卫”，这款巨舰从总体设计、信息集

成到总装建造、技术工艺，高度集合了我国造船业的创新因子，代表了我国舰艇建造领域的最
高水平。

从一艘新型驱逐舰建造，我们看到了科技创新释放出的强大爆发力。

大国重器①

人物·科技先锋

人物小传：刘冬利，海军大连

舰艇学院信息作战系雷达声呐教

研室主任，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

等奖2次、二等奖1次，军队教学

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各1次，入选

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学

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荣立二等功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