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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战斗力急需解决的难

点，蕴含装备研发的燃点——

发挥新技术的“乘数

效应”

海面静谧，看似波澜不惊，实则
暗流涌动。演习双方严阵以待，大战
一触即发。

一声令下，演习开始。红方舰艇
破浪而行，铆足劲准备与蓝方舰艇一
决高下。
“嘀嘀嘀……”报警声回荡在蓝方

舰艇指挥舱，悄然前行的红方舰艇赫
然出现在雷达屏幕上。

先敌发现，方能出其不意。蓝方
舰艇指挥员立即下达命令抢先攻击。
红方舰艇猝不及防，败下阵来。

复盘会上，红方舰艇指挥员心情
难平，“我们和蓝方舰艇使用同样的雷
达，为什么他们就能先探测到我们？”
红方舰艇指挥员对雷达的性能提出了
质疑。随即，一份关于演习情况的总
结报告送到海军某部刘参谋的桌上。

此事没过几天，第二十二研究所
的高级工程师王红光敲开了刘参谋的
房门。没想到，两人的初次见面使一
项“尘封许久”的技术成果成功应用
到部队。
“你是搞电子研究的专家，帮我想

想，为什么同样的装备在演习场上出
现了不同结果？”刘参谋的脸上满是疑
惑。

王红光沉思片刻，开始试着分析
原因：“有可能是大气环境对电磁波的
传播产生了影响，致使雷达产生盲
区。海上大气环境瞬息万变，如果运
气不好碰上了恶劣环境，再好的雷达
也会‘失明’。”
“这么说，如果能监测到雷达周边

的大气环境，我们使用雷达时就能趋
利避害了？”刘参谋急切地问道。
“对！前些年，我和所里同事为了

弄清大气环境对电磁波传播的影响，
下了好大功夫才做出理论模型。”王红
光回答。
“既然有成果，为什么后面没用在

装备上呢？”刘参谋的追问，让王红光
一时无言以对。

王红光的这段经历折射出武器装
备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研究所一
些新技术没有第一时间应用到装备
上，有的研究成果只作为一个实验报
告或几篇论文被束之高阁。
“研究所擅长的是基础研究，注重

技术储备，缺少的是技术成果向部队
的转化。”谈到这个问题，第二十二研
究所副所长杨志强对笔者说，技术成
果转化是打通“创新链”的过程，要
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
发、工程化、产业化等多个阶段，每
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的发展规律，从事
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如果对后面阶
段重视不足，就缺少了技术成果转化
的动力。

对军工研究所来说，既要脚踏实
地进行科研攻关，更要及时将先进的
技术成果转化为性能优异的装备，让
创新“远水”解部队战斗力“近渴”。

随后，研究所领导班子下定决心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以“大气环
境监测”专业方向为试点，将基础研
究的项目组，并入有着丰富产品化经
验的研发部。新的团队既有理论研
究，又有软件实现、硬件设计，装备
研发工作也变得顺畅起来。不到一年
时间，新型监测设备成功诞生了。

装备好不好，官兵有话语权。在
一次演习中，海军某舰在这型监测设
备的辅助决策下，成功规避了不利的
大气环境，雷达探测能力得到有效提
升。

“理论研究与装备研发的‘珠联璧
合’有效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两张
皮’的问题。现在目标很清晰，就是
不断研发新技术，并持续将这些技术
转化为新装备，满足部队的实战需
求。”王红光对笔者说。

军工人必须沉下心到部队蹲

点调研、了解需求——

迸发新装备研发的

“思维火花”

高级工程师李振星是所里频谱管
理科研领域的翘楚。自从他来到所
里，频谱领域的新技术研发都有他攻
关的身影。

这么一个技术“大拿”，却在自己
熟悉的领域遭遇了“滑铁卢”——原
来，他研制的某新型频谱监测大数据
平台，经过部队多次试验后没有通
过。这个项目可是李振星团队这些年
集智攻关、苦苦研究的成果。

本以为这么“高大上”的装备应
该是部队官兵爱不释手的“香饽饽”。
可为什么在部队试用后官兵并不欢迎？

带着这个问题，李振星利用保障
部队演习的机会，来到当时的试用部
队。演习间隙，获得部队领导许可
后，李振星来到指挥所，开启了他颇
为自信的频谱监测大数据平台，只见
屏幕上迅速显示出一份份报告，整个
战场环境态势一目了然……
“可我想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装备

用什么样的频段通信最畅通？”指挥所
夏参谋的反馈让李振星陷入沉思。

再先进的装备，如不符合实战需
求，官兵们也不会喜欢用。“新装备研

发不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而是要
在部队实战化训练中获得灵感。”带着
这样的想法，李振星随后在部队待了 5
个月，收集了一大批来自官兵用装的
需求反馈。
“装备是很先进，可是操作起来太

复杂。”“同类型的装备型号差异太
大，本可以通用的配件却来自不同厂
家，维修保养起来太繁琐……”

官兵们的“吐槽”，反映出装备离
实战标准尚有差距。带着这些问题，
李振星回到所里，迅速投入到这型频
谱监测大数据平台的改进当中，不到 2
个月时间，一款操作简便、功能完
善、性能可靠的装备应运而生。

在一次演习中，这款装备开机后
第一时间将战场电磁频谱环境精确反
馈到指挥部，有力地保障了各分队的
通信需求。演习结束后，部队官兵反
映说，“改进后的装备好用多了，操作
简单，结果一目了然。”

装备的国产化不是简单地做

“加减法”——

孕育中国自己的“亲

生子”

去年，一篇名为《中越边境扫雷
为何不用机器人？》的文章，引起网友
的关注。

中越边境雷区地形复杂、地雷种
类繁多，很多地方只能靠人工排除。
炎炎夏日，我军官兵穿着厚重的防爆
服在雷场搜索前行的场景，让人感动。

前些年，官兵们用的探雷器还是
上世纪 90年代定型的装备，探测精度
还不能满足任务需求。一直以来，掌

握该核心技术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
技术封锁。
“通过自主创新，实现高性能探雷

器的国产化。”一次技术研讨会上，第
二十二研究所和陆军某研究所的几位
专家坐到了一起，下决心啃下这块
“硬骨头”。

第二十二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彭正
辉对笔者说，研制初期，他们对国际
上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悉
心梳理，再吸收国内上一代装备的经
验成果，最终确定了新型探雷器的研
制方案。

拿出研制方案只是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实现这一方案，前提是把整个
硬件系统设计出来。“硬件设计可以说
是整个研制项目中耗时最长的一个阶
段。特别是元器件测试这个环节，看
似简单，实则工作量非常庞大。有时
一个放大器就有十几种性能相近的型
号，性能差距虽小，放在整个电路中
却会引起很大的误差。仅测试这一
项，就需要我们对近千个元器件进行
比对和筛选。”

翻过硬件设计这座“娄山关”，
紧 接 着 就 是 软 件 研 发 这 个 “ 腊 子
口”。“难就难在设计出的软件系统要
适应各类土壤，这正是以往装备最突
出的短板。”彭正辉告诉笔者，为了
使探雷器在各种土壤环境下保持很高
的灵敏度，项目组用了大半年时间对
各类土壤特性进行数据分析，在这个
基础上设计出了一种新算法，使探雷
器在复杂的土壤环境中能够让地雷无
所遁形。

在项目组的艰苦攻关下，用了不
到 2年时间，我军国产高灵敏度探雷器
问世。这款新型探雷器，不仅精度
高、环境适应性强，而且操作简单、
使用轻便，成为官兵们排雷的好帮手。
“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实现装备

的国产化不是简单地对零部件做一些
‘加减法’，而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实现
自主创新，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国防科
技工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彭正辉如是说。

版式设计：韩 洋

图片资料：郭晓威

打通走向战场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着眼部队实战需求科研攻关新闻调查

■贾志欣 张世其 赵晓伟

美军曾提出一种作战理念：战争状

态下士兵的生存能力比作战能力更为重

要。于是，研制最坚固的M1A2型坦克

防护装甲，被列为美军装备改进的当务

之急。受领任务后，设计者巴顿找来了

著名破坏力专家迈克·马茨工程师。两

人各带一个小组，一组负责研制防护装

甲，一组负责摧毁研制出来的防护装甲。

最初，马茨总能轻而易举地把巴顿

研制出的新型装甲炸烂。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巴顿一次次修改方案、更换材

料，终于有一天，马茨使尽浑身解数也

未能奏效。就这样，一种当时世界上最

坚固的坦克防护装甲，在近似疯狂的

“破坏”与“反破坏”的较量中诞生了。

巴顿与马茨这两个技术上的“冤家对

头”，也因此同时荣获了美国紫心勋章。

无独有偶。号称“夜鹰”的美军

F-117A隐形战机，从首战巴拿马到再

战波斯湾，在现代战争中屡屡出奇制

胜。当初，在研制该型战机时，为提高

其隐身能力，美军不但从隐身技术寻

找突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反隐形技

术研究小组——红队。他们通过长达

数年“你探我隐”的较量，不仅使战机

的隐身性能大幅度提高，而且也让美

军的反隐身技术取得长足进步。

世间万物，无不是在相克之中求

相生，相反之中求相成，相争之中求相

进。上述两则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敢

于打破常理、引“狼”入室的成功事例，

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武器装备设计制造中的问题，“局中

人”常常不易察觉，而借助“第三只眼”来

评判其优劣得失，往往更客观、更精准。

诚如一位哲人所言：“要重视你的对手，

因为他最早发现你的过失；要感谢你的

对手，因为他可以使你强大起来。”

锋利的刀刃，靠坚硬的石头砥砺；

过硬的质量，靠强劲的对手锻造。在武

器装备研发时，主动设置对立面，把“矛”

与“盾”的对峙、“红”与“蓝”的对抗引入

其中，相当于提前将装备置于战场经受

考验，就可以把装备的短板弱项化解于

萌芽状态。相比之下，如果列装之后发

现问题再改进，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而且会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提升。

武器装备的发展历来是一物降一

物，没有永远的“明星”，只有彼此的

“克星”。站在对手的角度，以对手为

参照选准设强新装备的“克星”，才能

让我们进一步知己知彼，抢在对手前

面探寻更先进武器装备的制胜机理，

进而打造出适应未来战场的坚甲利

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强劲的对

手，既是我们改进武器的“磨刀石”，也

是我们研发武器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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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了一圈儿！”军事科学院军需
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绳以健，从西藏
某边防部队调研归来，同事们这么形
容他。可他笑着说：“时间有点短，
我还想多走走高原边防。”

绳以健所在的研究所，是全军军
用被装、单兵综合保障和给养保障的
总体研究论证单位，担负部队官兵
吃、穿、防等方面军需物资的需求论
证、技术研究、试验试制等任务。

去年，他们研发的 38种边防巡逻
被装，发往西藏边防一线部队试穿试
用。前段时间，绳以健和课题组组长
张华等一行 6 人，奔赴西藏边防一
线，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在部队过
的咋样，巡逻官兵穿着感受如何，有
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2014年，研究所接到新式边防巡
逻被装研制任务。为了准确掌握边防
官兵对被装的需求，科研团队派出多
个小分队，分别奔赴新疆、西藏、黑
龙江等边防部队进行调研。经过充分
的调研论证后，他们的项目正式启动。

新式被装不仅要实用，更要突出
科技元素。“别看这小小被装，背后
需要攻关的技术可不少。” 张华对笔

者说，轻质、保暖的功能性纤维材
料，是世界材料领域的前沿技术。科
研团队从天然纤维加工和合成纤维改
性技术入手，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改
进，突破了锦纶阻燃、涤纶改性、潮
态纺纱等关键技术难题。

好产品是研制出来的，更是测试
出来的。一年冬天，在滴水成冰的北国
边关，科研人员身着新研制的防寒服，

与执勤官兵乘坐雪地摩托车一同巡逻，
收集冬装保暖方面数据。-30℃，他们
在野外一呆就是大半天。

衣服的保暖性是达标了，但科
研人员发现，官兵穿的内衣在战场
动静转换时经常出现排汗不及时、
遇冷风结冰的情况。针对这一问
题，科研团队加大对新材料、新工
艺的研究，配套研制出吸湿快干的

作训内衣，保证了皮肤与衣服间的
相对干燥。

去年 9月，绳以健带领课题组成
员，到气候湿热的林芝地区，跟随部
队执行巡逻任务。他们爬高山、穿丛
林、越障碍、蹚河沟，忍受蚊虫、蚂
蟥叮咬，体验新研被装的作战环境适
应性。

林芝地区气候湿润，毒虫、蚂蟥
防不胜防。防蚂蟥皮肤衣效果到底怎
样，巡逻官兵拭目以待。攀爬时，不
断有蚂蟥向官兵身上袭来，但只需轻
轻一抖衣服就能甩掉。一同巡逻的战
士告诉课题组成员，过去，蚂蟥叮咬
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给他们野外执
行任务带来了诸多不便。“这款防蚂
蟥皮肤衣，真是解决了我们野外训练
的大难题！”

山高路险，巡逻分队走了一天。
晚上，绳以健在地图上一测量，发现
才走了 14公里。作战靴能不能再轻便
一些、携行装具能不能再减减重……
从西藏回来，绳以健的笔记本记得密
密麻麻。“这趟边防之行，我们收获很
大，一路上收集了宝贵的试验数据，
为下一步新研被装的改进、完善、优
化、定型指明了方向。” 绳以健说。

左图：绳以健赴边防一线部队试

验单兵炊具的加热性能。

易 点摄

军事科学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深入边防部队调研—

翻山越岭测征衣
■赵 勋

最近，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营官

兵欣喜不已，他们研发的新型半挂车移位

器成功使半挂车平移了10厘米。可别小

看这10厘米的创新，该营教导员李秀告

诉笔者：“能在短时间内将重量十几吨、长

度10余米的半挂车平移10厘米，意味着

我部重装备运输车铁路装载时间大幅缩

短，重装备运输保障力得到有效提升。”

这个小发明还要从之前的一段经历

说起。那次，该营重装连外出执行保障任

务。官兵们在夜间铁路车辆装载时发现，

由于车辆超宽超限,半挂车比铁路平车还

宽，为了保证半挂车和铁路平车重心在水

平方向上对正，装载时官兵必须保持半挂

车在平车上左右露出部分等宽，否则要重

新进行定位和装载。那次任务，官兵们用

了20多个小时才完成了装载任务。

能不能发明一套操作简单、成本低

廉的半挂车移位器？带着这个想法，汽

车营组织相关业务骨干开展研究，经过

数月攻关，成功研制出这套新型半挂车

移位器。这套半挂车移位器只需2名官

兵配合操作就能快速地在铁路平车上

对半挂车进行左右平移，迅速达到左右

一致的装载标准。

上图为官兵利用新型半挂车移位器

对半挂车进行平移。 徐培钧摄

小创新作用大
■徐培钧

部队是军事科技新成果实践的广阔舞台，如果军工研究所攻关取得的装备技术新成果被“锁”在
实验室，不能及时在部队训练场这个大舞台上实战运用，这不仅不利于军工研究所自身的创新发展，
也会制约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在深化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主动作为。为了让技术新成
果与部队实战需求精准对接，他们扎扎实实到部队蹲点调研、了解需求，研制出多款满足实战需求的高
新武器装备，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添砖加瓦。

军工T型台
匠心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