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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聚焦救生脱险训练

南海舰队某潜艇支

队副参谋长易辉——

让“肌肉记忆”具有情感

在大洋深处潜航巡逻的潜艇最怕啥？
一怕“掉深”，二怕“进水”，三怕“着
火”。

2014 年某月，正在大洋深处潜航
的 372艇，不幸遭遇海水密度突变造成
的“水下断崖”，浮力骤减的潜艇急速
掉向海底。如果不在潜艇“掉”至极限
深度前采取断然有效的措施，便会艇毁
人亡。

时任 372艇艇长的易辉，清楚地记
得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深海巨大的压
力下，急速下降的艇体发出了“嘎嘎”
的响声，那是艇体钢壳正在被挤压变
形；主电机舱的一根管道，因压力过大
而破损，海水喷涌而入……

面对突发险情，372潜艇官兵处变
不惊、果断应对，成功从“掉深”中脱
险，操纵潜艇顺利上浮，创造了我国乃
至世界潜艇史上的奇迹。

创造奇迹的经验是什么？排除罕见
险情的秘诀在哪里？

逃过终身难忘的一劫，现任某潜艇
支队副参谋长的易辉，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深有感触地说：化险为夷的本领，源
于平时练就的过硬技能。

易辉说，要想“绝地求生”，离不
开平时严格细致刻苦的训练。在那种紧
急危险的状况下，全艇官兵极短时间内
执行了数十个不同的口令，在能见度几
乎为零的水雾环境中，关闭了近百个阀
门和开关，操作数十种仪器，精准无误
地完成500多个动作。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经过千
百次的训练，是不可能做到的——那
天在艇上的全是从军 10年以上的士官
骨干。

什么叫过硬技能？易辉解释说，就
是平时训练时把每一个课目、每一个步
骤、每一个动作都练到极致，把“熟
练”练成“下意识”，做到丝毫不差、
分秒不差，最终变成自己的“肌肉记
忆”。但这还不够，还要把每个人的
“单独肌肉记忆”练成步调一致的“集

体肌肉记忆”。驾驭潜艇如同在“刀尖
上跳集体舞”，不允许一个战位不协
调、一个动作跟不上，全艇官兵必须全
力做到“同舟共济一条心、协同配合如
一人”。

让易辉感动的不仅仅是全艇官兵
练就了共同的“肌肉记忆”，更重要
的这种“肌肉记忆”是有温度有情感
的。在危险面前，很多人会本能地选
择自我逃生，但奋战在战位上的潜艇
艇员们，下意识去做的却是另外一种
选择。

372潜艇急速下降时，在巨大的海
水压力下，主机舱一根管道突然破裂，
海水呈喷射状飞溅涌入。正在值更的电
工区队长陈祖军、轮机兵朱召伟和电工
班长毛雪刚瞬间就反应了过来，条件反
射般地关停了主电机和部分设备，并在
第一时间进行封舱处理。

正是这 3 名视死如归的战士，做
出果敢决绝的动作，才为潜艇快速浮
起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事后，
372 艇共有 5人荣立二等功，其中的 3
个二等功便授予这 3名勇士。

一个团结的集体有了过硬的本领，
再加上有了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把生
的希望让给战友的崇高境界，才创造了
世界潜艇史上的脱险奇迹。

南海舰队某航空旅

大队长王国辉——

有准备才有定力

“当意外出现时，我希望这是一个
梦，自己赶紧醒一醒。”谈到 10多年前那
次跳伞时，南海舰队某飞行大队长王国
辉回忆说，没有谁愿意碰到险情和意外。

那是一个夏日，天气非常好，他和他
的教练驾驶着某型教练机在大海上空飞
行。在做一个下降转弯的动作时，王国
辉推拉杆发现推不动了，教练在后舱也
推不动——拉杆失灵！飞机瞬间就进入
了螺旋状态，急速往下掉……
“跳伞！”得到了跳伞命令后，后舱的

教练先跳，前舱的王国辉后跳。巨大的
弹射力量瞬间就把王国辉弹出了 20多
米，使得他进入短暂失忆状态。

跳伞对王国辉来说不是第一次，但
遭遇险情被动在海上跳伞则是第一次。
拉掉座椅、打开降落伞、掏出救生筏……
看似简单的动作，丝毫不能出任何差错，

否则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好在一个多月前，我们刚刚进行了

一次海上跳伞训练，所有的跳伞动作我
都是一气呵成。”王国辉庆幸地说。

在海上漂了 4个多小时后，王国辉
和他的教练被直升机救了起来。后来王
国辉才知道，他俩是海军首例海上跳伞
成功获救的。

由于跳伞时巨大的弹射力量，造成了
王国辉胸椎压缩性骨折。经过两年的康复
和恢复性训练后，王国辉驾机重上蓝天。

谁能想到，7年之后，王国辉驾机再
次遇到了意外险情。

那天在蓝天上，王国辉驾驶着改装
后的新型战机刚做了一个特技动作，战
机的一台发动机就发出了警报，险情又
一次降临在王国辉的身上。在地面的指
挥下，王国辉沉着冷静，驾驶单发战机顺
利着陆。

飞行了1600多个小时、曾5次荣立三
等功的王国辉，在总结自己成功处置险情
经验时说，成功处置险情的重要前提是
平时严格刻苦的训练。“没有经历跳伞的
训练，很难有遇险时的镇静自如。空中发
动机停车也一样，平时我们在地面上对
单发着陆的模拟训练就要求很严，指挥
员经常是一对一地盯着我们一个动作一
个动作地练，谁不过关就不能上天飞。”

私下里，战友也对王国辉开玩笑说：
“你真是一个倒霉蛋！空中遇险，有的飞
行员恐怕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你居然
碰上了好几次。”

面对战友的玩笑，王国辉只是一笑
了之。他对记者说，千万不能有“迷信思
想”和侥幸心理。既然选择了战斗机飞
行员这个高风险的战位，就得有随时应
对各种险情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有了心
理准备，遇险才能不慌张；有了平时扎实
训练的准备，处理险情时才能应对有方。

海军某海上防险救

生支队机动救捞中队长

魏新松——

源于热爱的撕肉求生

对潜水员而言，海上救捞充满了风
险和挑战。

从事潜水工作近 20 年的魏新松队
长，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黝黑的脸庞几
乎没有表情，很难察觉到他的喜怒哀乐。
他参加过饱和潜水试验，最深潜水深度是

120米，还参加多次海上打捞救生工作。
这或许就是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的人固
有的淡定。

在深海打捞救生，可不是在浅海潜水
游玩，水压相当于10余倍大气压，风险不
言自明。下到深海，面临的是一片漆黑和
寂静，不仅要克服海水带来的身体压力，
还要克服黑暗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曾经 4次荣立三等功的魏新松，没
有给记者看他的奖章，而是给记者看他
的留下深深伤痕的左手中指，讲起了一
次刻骨铭心的深海打捞。“那是一次撕肉
求生的经历。”他说。

多年前，魏新松奉命前往某海域执
行打捞任务。他穿着近 100公斤重的潜
水装具，潜到 80多米的深度，对打捞物
品进行了摸排捆绑。一切水下工作完成
后，魏新松慢慢上浮。

魏新松说，上浮的速度不能太快，得
一段一段来，让身体适应压力的变化。
到达 40 米深度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
了，黑暗中，魏新松的左手中指被钢缆缠
住了。穿着笨重潜水装具的他，怎么也
解不脱。在水下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
危险。情急之中，魏新松一咬牙，用尽全
身力量拽开了中指，钢缆生生地撕掉了
他中指的一块肉。十指连心，忍着钻心
的剧疼，魏新松重新开始缓慢上浮。

摆脱了钢缆的羁绊，忍着疼痛的魏新
松又遭遇险情：也许是挣脱钢索的动作太
大，氧气管缠住了，气供不上来。魏新松立
即启动了随身携带的应急氧气瓶。上浮到
了离水面30米时，在船上做保障工作的队
领导，派遣了另外一名潜水员下来协助。
在战友的接应下，魏新松浮出了水面。

此时，应急氧气瓶的氧气只剩下 10
秒钟的供氧时间。换句话说，再晚 10秒
钟，魏新松将直面死神。

谈起这次脱险的经历，魏新松说，最
想感谢的还是他们救捞中队这个集体。
深海潜水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闯险境
的是个人，但没有集体做坚强的后盾，任
务也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除了谈到平时训练对打捞工作的重
要性外，魏新松还谈到了一个与众不同
的脱险“秘诀”，这就是对潜水打捞工作
的热爱。

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秘诀”，记者
一个晚上也没有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第
二天，记者又专门找到魏新松切磋这条
“秘诀”。

魏新松给记者解释说，只有对潜水
打捞工作怀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在平时
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我们总
说，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热爱一项工作
也是如此。只有干一行、爱一行，才能
迸发出无穷的力量，遇到不测时才能豁
得出去扛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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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险为夷必有“秘诀”
—海军部队一组成功处置意外险情案例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穿戴救生装具、爬入发射管、注
水、加压……近日，海军某潜艇支队
在损管训练中心组织鱼雷发射管脱险
训练。

笔者在现场看到，艇员必须在完
全密闭黑暗的发射管内等待数分
钟，通过敲击发射管壁的方式与外
界进行沟通，经过注水、加压等过程
后，才能从发射管前盖脱离“失事”
潜艇，浮出水面。组织训练的某艇
艇长钟文说：“要完成这种高强度的

脱险训练，艇员不仅需要掌握过硬
的脱险技能，还需具备过人的心理
素质。”
“高强度用兵、实战化训练，前提

是厚实的处置险情基础。”该支队支队
长潘辉雄说，他们专门建造了集潜操
模拟器、红蓝对抗中心、损管模拟深
水舱等训练设备于一体的损管训练中
心，利用“声、光、电、雾、火”等
设备营造逼真的水下遇险场景，锤炼
艇员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应急处置能力。

鱼雷发射管脱险训练
■吴 奔

《华盛顿邮报》去年做过一项统计，美军在此前 3年，非战
斗死亡人数是 185人，战斗死亡人数是 44人。也就是说，在事
故中的死亡人数是战场上死亡人数的 4.2 倍。另外一家美国
媒体也做了一项统计，在过去 7年时间，美军各军种飞行地勤
人员因各种安全事故造成了 1000多人次的受伤，而在各战场
上由敌人造成的伤害只有 82人。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一个现
实：平时的事故远远高于实战的伤害。

近年来，我军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部队官兵在训练和执
勤中遇到的意外和险情几率大大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实战化训练的强度越高、越接近实战，安全风险就越大。以前
我们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如今，我军机械化信息
化程度越来越高，训练和执勤几乎没有不动武器装备的。在
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下，我们当然不能走“危不施训，险不练
兵”的老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当

然是预防，把一切防止事故发生的工作做实做细做周全。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当意外

险情来临时，也必须要有第二手准备。这个第二手准备，就是在
扎实抓好日常训练基础之上，多开展救生脱险训练和准备。

本文采写的这组海军部队成功处置意外险情的案例，虽
然有些离我们有点久远，但这些历史的经验会给我们带来很
多有益的启示。

记者调查

初夏的一天，南海驻琼某机场上
空晴朗少云。南海舰队航空兵组织
的飞行人员海上跳伞集训如期进
行。在集训中，飞行人员熟练掌握了
海上跳伞、生存营救理论知识和基本
技能。

由于海上跳伞救援浸泡海水时间
长、体力消耗大，且易受海浪、暗流、水
温等因素影响，所以海上跳伞救生的
难度大、要求高。在空中很短的时间
内，飞行人员要接连完成解开备份伞

连接、打开海上救生船、向充气背心充
气等多个动作。

随着海军航空兵使命任务的拓展
和海上执行任务的常态化，飞机在海
上出现险情的概率在增大，一旦出现
险情被迫跳伞，飞行人员的生命安全
将面临极大的考验。为进一步提升
飞行人员遇险后的自救能力，海军航
空兵要求每名飞行人员定期进行海
上跳伞训练，依靠严格训练成功处置
意外险情。

飞行员海上跳伞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前电站左舷燃油管路中弹起火，
火势过大，前损管队支援灭火。”盛夏时
节，南海某海域，正在进行综合防空反
导演练的合肥舰，突然接到导演组下达
的“舰艇中弹起火”险情，迅速下达了损
管指令。
“舰艇能不能打，看作战能力；扛不

扛打，则要看损管水平。”合肥舰舰长赵
岩泉说，“损害管制是舰艇为保持或恢
复自身生命力所采取的预防、限制和消
除损害的措施和行动，训练容不得半点

花架子，必须实打实。”
近年来，合肥舰所在支队紧贴实战

提高战时损管水平，制定战时损管标准
程序规范，优化人员配置和损管区划设
置，官兵损管职责更清晰；提高训练门
槛，24小时随机发布黑暗、微光、缺员、
仪器仪表失灵、遭受毒剂或放射性沾染
等条件下的损管险情，提高舰员战时损
管能力；建立舱室损管读卡制度，制定
战时损管标准程序规范，让舰员实现流
程化操作。

战时损害管制训练
■王 栋 刘泽淼

延伸阅读

图①：南海舰队航空兵组织飞行人员海上跳伞训练；图②：海军某潜艇支队在损管训练中心组织鱼雷发射管脱险训练；图③：海军某潜艇支队
官兵在进行损害管制训练。 高伟宏、周演成、于 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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