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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T型台

跨越的不仅是险

阻，更是日益接近实战

的标准

9 月 13 日，第二个比赛日。现
场，崎岖不平的赛道上，军事交通
学院猛狮 1队参赛车正快速行驶。前
方烟雾突起，瞬间遮蔽路面，顿时
难辨方向。只见参赛车略微减速，
随后一头冲进烟雾之中。不一会
儿，参赛车成功钻出雾团，重新出
现在赛道上。

对普通驾车来说，这不过是极
为常见的一个行车特情。但对无人
车来说，它的“眼睛”——激光雷
达极易被烟雾误导，它需要开动大
脑认清方向，才能成功走出雾团。

让无人车穿越烟雾遮蔽地段，
这是一道难关。为了攻克这一难
题，团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让他
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百思方得
其解”的攻关项目，竟然作为考题
出现在“跨越险阻2018”挑战赛上。

翻 看 挑 战 赛 《观 摩 活 动 手
册》，记者留意到，几乎所有考核
项目难度都在“水涨船高”，而烟
雾遮蔽不过是这届挑战赛增加难度
项目的一个缩影。
“如果对三届挑战赛进行难度评

级，那么第一届挑战赛难度为 10，
第二届难度为 20，这届难度就是
40-50。”走下赛场，国防科技大学
东风猛士队领队孙振平谈起自己的
感受。

事实的确如此。记者在现场看
到，同样的“野外战场自主机动
与侦察比赛”科目，今年与上一
届相比，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本
次挑战赛给定的是点到点的大体
位置，但地形设置比上一届挑战
赛更为复杂。第二届挑战赛上，
赛场两侧大多是树林，参照物单
一易辨，主路也只有一条。今年
的赛场，林地、草地、坡道、河
道样样都有，不少路还被阻断，
参赛车队根本不知道哪条畅通，
不确定性更大。

为什么这份考题出得如此之
难？从《观摩活动手册》列举的挑
战赛四大特点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这四个特点分别是“强化需求导

向”“拓展技术领域”“促进实战运
用”“深度军民融合”。可以说是战
场什么样，考场就该什么样。未来
战争什么打，考题就该怎么出。考
题就是一切向实战聚焦。

翻看手册材料，记者留意到，
从第一届 2个组别比赛科目到第二
届 5个组别比赛科目，再到今年第
三届设置了 10 个组别 44 个比赛科
目。数字变化的背后，是军地双方
亟须跨越的一个个障碍和关口，更
是考官们“带着硝烟味儿”对表实
战的要求。

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本届
挑战赛，名称发生了变化——由地
面 变 为 陆 上 。 正 当 记 者 疑 惑 之
时，在第四个比赛日的现场找到
了答案。赛场，一架架无人机先
后升空，展开与无人车的自主协
同。随着陆军职能的增加，本届
挑战赛的比赛领域也进行拓展，
由地面装备延伸至陆上装备，无
人机现身考场，让考题难度再度
加大。这标志着新一轮的跨越已
经开始，下一场“军考”的又一
重点初露端倪。

打开的不仅是比赛

入口，更是军民深度融

合的大门

装备摆放规范有序、参赛队员
精神饱满、操作设备专注细心……
如果不是展位前竖有标牌，参赛选
手上衣印有标识，记者很难分清哪
家企业“姓军”，哪家企业“姓
民”，哪些是部队科研院所，哪些又
是地方高校。

纵览三届赛事，记者发现，民企
参赛比例发生很大变化。从第一届
一家没有，到第二届占比 38.9%，再到
第三届占比达到 47.6%。有人说，民
企队参赛，跨越的不仅是险阻，更是

民企实现自身跨越发展的过程，它们
跨越的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一道
道沟坎。

第二个比赛日，记者登上一辆
裁判车，跟随一辆参加比赛的无人
车前行，强烈的颠簸不时把人从座
位上抛起。经过山林区域、砾石路
面、泥泞地段、壕沟栅栏等多个区
域，也许是路况过于复杂，这辆无人
车的新型履带最后脱开。对这家民
企参赛队来说，比赛难度明显大了
不少。

赛后，记者问：“民企技术优势并
不明显，面对难度如此大的赛事，你
们为什么还要踊跃参加？”
“定位准确。”这家企业的负责人

对记者说，军企民企、相关科研院所
都需要一个全面开放、协同创新的平
台，进行交流学习、优势互补。

平台应运而生很重要，把这个平
台做好做强更重要。

敞开大门办比赛是一条经验。
“没有繁琐流程”“开个介绍信就
行”……被采访的民企联络人大多
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某民企参赛
队高级工程师孙建洲告诉记者：
“比赛并没有降低门槛，少的是繁
琐流程，要的是企业的硬实力，
参赛无人系统的性能就是实力的
重要体现。”

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是另一条经
验。本届挑战赛的现场副总指挥、
总裁判李荣利告诉记者，每届比赛
都很重视裁判工作，赛前会编制《任
务说明及评分标准》《裁判实施细
则》，广泛征询参赛单位意见建议，
集中组织裁判员进行专门培训。尤
其这一届，为实现精准公平评判，所
选裁判员全部拥有硕士学位，赛前
绝对禁止进入赛场、赛道，比赛进行
全影像实时回传。

这些方法经验，让民企参赛队
直呼“正好需要”。“正好需要”有
多需要？参赛队用这个交流平台做
什么？效果怎么样？随着采访的深
入，这些问题被一一解答。

定位与测试。无人系统的性能
究竟如何，需要在实战环境中检
验。挑战赛选择的赛场，环境往往
贴近实战，这给一些从实验室里
“走”出来的产品，提供了绝佳测试
机会。赛场辅助裁判杨恒告诉记
者：“这样难得的测试环境，不到万
不得已，没有车队会轻易退赛。”有
一家民企参赛队今年使用的是国产
无人驾驶芯片和国产发动机。这个
项目的负责人对记者说，通过参加
比赛，评估企业在行业中的定位，
发现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
发积累经验。

定向与补漏。在待考区，一家
智能车队的无人车格外抢眼。在第
二届挑战赛中，他们车队曾陷入沼
泽地、耗时很久。针对问题，他们
围绕车辆通过性展开攻关，很快推
出两款新车型。他们挑选其中一
款无人车参赛，凭着无人车良好
的 越 野 性 和 团 队 成 员 的 默 契 配
合，这家车队在挑战赛中取得 E组
第一名的好成绩。

展示与联合。赛场上对手，赛
场下联手。随着挑战赛影响力增
大，不少大企业前来探班，寻找赛
场上的“潜力股”。70 多岁的老军
迷王海泉和他的儿子王先越没有想
到，就是因为“在第二届挑战赛上
露过脸”，他们就吸引了一家大企
业的关注。在这次挑战赛中，他们
的研究成果以这家大企业的名义再
次展示。

在待考区，记者多次碰到中船重
工集团公司等国企领导，他们带着技
术人员在无人车、无人机前驻足观
看，详细询问参赛无人系统装备的性
能。对参赛的民营企业来说，产品及
服务质量能得到大型军工企业的认
可，就意味着很大商机。

平台契合需求，平台推动融
合，平台连着市场。由此来看，“跨
越险阻 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
赛，打开了军民融合的入口大门，
更激活了军民深度融合的一池春水。

搏出的不仅是排名

先后，更是直面挑战、

超越自我的勇气

第二个比赛日上午，沙漠苍狼
队的无人车驶入赛道。这是国防科
大与某民企联手打造的一款履带式
无人车。

凭着成熟的轮式底盘技术，国防
科大的无人车队已经连续两届位列小
组前两名。如果这次不做改变，这个车
队拿到前三名不成问题。然而，这届比
赛，他们选择了改变，不断挑战自己。
对此，国防科大某所所长徐昕说：“夺得
好名次是好事，但不能总把眼光盯在排
名上，而应时刻紧盯未来战场。”

荣誉可以留存，但一味地迷恋于
光环就是故步自封。学会归零，才能
实现自我超越。做到这一点的，不单
单是国防科大的无人车队。

第二个比赛日，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智能先锋 2队夺得B组亚
军。走出赛场，选手刘跃谈得最多的
是这次比赛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平台不太适合地形、无人车底盘较
低，到电脑两次断电的原因分析，再
到采取哪些改进措施争取更好的成
绩……直到最后，他都只字未提取得
的好成绩。面对记者的再次发问，刘
跃浅浅一笑：“不谈荣誉，只说问题。”
也许，比起成绩，从中吸取经验及教
训，是这个团队最本质的初心。

名列前茅者不忘超越，名次靠后
者直面挑战。章浩飞是兵器装备集团
兵器装备研究所雕狼队的联络人。最
终，雕狼队获得C组第六名。赛前信
心满满，赛后他照样充满信心。他有
理由可以这么自信。雕狼队所用的无
人机曾在去年的国际机器人挑战赛
上，夺得车机协同与自主起降项目的
第一名。参赛的全地形车，也在之前
经历过多次赛事检验，并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通过比赛，他发现图传通信
是装备最突出的“短板”。他说：“下一
步，他们会在变频探测和通信抗干扰
方面下功夫，把问题尽早解决，争取下
一届比赛能够获得好成绩。”

像雕狼队这样没拿到好名次的
参赛车队还有不少。但是，当记者问
及他们下一届挑战赛还会不会参加
时，他们的回答相当一致：“一定会
来，咱 2020 年见。”从他们自信的
话语中，记者感受到这些为了梦想
不断努力的创客们，正以一种奋进
的姿态演绎着自己的精彩人生。

探营“跨越险阻2018”挑战赛—

一场陆上无人系统装备的“军考”
■本报特约记者 王社兴

陡坡、壕沟、泥潭……比赛前绝对禁入的陌生
环境；路径阻断、烟雾遮蔽、信号中断……多种突
发情况构成的实战环境；抵近侦察、机动突击、破
障前行……直接取自战场的连串考题。这是参加
“跨越险阻 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车队面对的
共同考卷。

9月 12 日至 23 日，“跨越险阻 2018”陆上无人系
统挑战赛在北京某综合训练场举行。这是一场无
人系统装备的集中亮相，60多家军地单位组织车队
参赛，这些车队基本覆盖了国内从事陆上无人系统
装备研发的科研院所、军工企业的优势团队；这是

一场陆上无人系统装备的“军考”，赛事不仅组织严
密规范，而且结合实战化标准为以后无人系统发展
指明了方向。

采访中，记者发现，参赛队员对这场挑战赛有
一个共同感受，这次考场环境接近战场，“考题难度
明显加大”。

面对这份新考卷参赛车队表现如何？考题的变
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已经举办三届的挑战赛有怎
样的影响？赛事期间，记者来到现场，探营这场陆上
无人系统装备的“军考”，寻找答案的同时，也在思考
这三届“军考”的意义所在。

国防科技大学东风猛士队孙振平：我来自

国防科大贺汉根教授领衔的团队。我们团队从

上世纪 80年代就从事无人车系统装备的研发，

并连续三届参加挑战赛。这次能获得亚军，原

因有二：一是团队经验丰富，大多数人参加过

赛事，有一定经验。为了参加此次挑战赛，我

们今年 5月备战，7月集训。这次比赛难度系

数增大，环境全然未知，我们对无人车自主规

划路线能力、现场感知能力、卫星导航信号受

到干扰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强化，让无人车能够

应对更多的突发情况。二是吸收民企优势资

源，提高无人车的赛场竞争力。今年，团队得

到东风汽车集团公司的支持，使用了“猛士”

越野车的底盘，使无人车的操控更加稳定可

靠，行驶路线更加科学合理，在比赛中也更有

竞争力。

军事交通学院猛狮1队王任栋：这次能够夺

得冠军，是团队努力的结果。今年，我负责做环

境感知这一部分。没想到，这几年国产雷达性

能提升得这么快，让人振奋。接到参赛任务，我

的压力很大，生怕成为团队最薄弱的环节。在

做设计过程中，我吸收了以前猛狮无人车的技

术优势，并在一些方面进行了创新升级。封闭

式训练中，烟雾路段通行是难点，不能硬闯，因

为烟雾中还会隐藏其它障碍物。经过多次现场

测试、反复改进算法，我们利用 3周多的时间成

功攻克这一难题。与雷达打交道的日子里，我

感到国产雷达性能的可靠性。无人车是整体工

程，只有各个设备性能优异、系统间完美兼容，

才能让装备更具有赛场竞争力。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先锋 2队

刘跃：我们能夺得亚军，得益于前期的技术攻

关。比赛中，我们的无人车队行驶得很稳定，

在高速行驶和颠簸路段行进环节，没有影响到

后车跟进的精度。我们团队从2010年起开始研

发无人车，起初无人车“不走直线”，只能蛇形

行驶。后来，我们对算法进行优化，无人车行

驶轨迹渐成直线。现在无论是城市直行道还是

弯道，无人车都能平稳通过。直线行驶 60公里

后，误差不超过10厘米；行驶在山路等复杂地

段，也能把误差控制在 30厘米以内。下一步，

我们会持续改进算法，换用“猛士”底盘，争

取更好的成绩，研制出成熟的产品。

兵器工业集团201所铁牛二号队许鹏：“铁

牛二号”能够在竞速赛中取得冠军，有点意外，

但也在意料之中。“铁牛二号”外号“土狗”，是

仿生类无人系统。“土狗”的仿生元素来自德国

牧羊犬的后腿，现在研制出的“狗”腿已经可以

自主感知，短时间内完成自平衡。步态方式上，

进行了很大改进升级，“土狗”能够穿越丛林、

壕沟和台阶。能够攻克这个项目，源于一支强大

的人才队伍。“土狗”项目启动后，团队就在不

断扩大人才队伍。目前，无人研发中心约有 50

人。以前，新入职的员工学历可放低到研究生，

现在只招博士以上学历的员工。团队每年都会引

进优秀专家学者1-2人。复合型人才也是引进重

点，这些年团队引进的跨学科人才很多，在研发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 工 圈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占传远 陶宜成 周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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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参赛，三次失利。本以为有了前两次的

经验教训，这次参赛李必军应该十拿九稳，至少

拿个好名次不是问题，但最终结果还是输了。李

必军心里憋着一股劲，依然不服输。

这届挑战赛，李必军带着最新研制的无人

车，再次征战“跨越险阻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

赛。他的无人车已经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参

数完成更新、功能实现拓展，这一切让他有足够

的信心在赛场上大放异彩。

剧情像是前两次的重演，李必军的无人车再

次沙场折戟。比赛结束后，他苦苦地思索：第一

届挑战赛，“途智”号出师不利，比赛中因刹车失

灵冲进了路旁的水沟，赛后对刹车系统进行了改

进；第二届挑战赛，李必军带着“打翻身仗”的想

法参赛，幸运女神依然没有站在他的身边，车队

因耗时太多与好名次擦肩而过。

这届挑战赛，看着一旁败下阵来的第四代无人

车装备，李必军思考：为何改进装备的速度永远追

不上比赛的难度？实际上，装备在不断改进升级，

“考题”也在变难，昨天的“试卷”永远上不了今天的

“考场”，答题人也是一样，并不能局限于过去那一

套答题模式。这场“赶考”，只有对表实战，进行装

备升级改进，才能在赛场交出满意答卷。

在奋斗者的词典里，没有“事不过三”的妥

协。下一届挑战赛，他还会回来的。

挑战永无止境

比赛结束，刘晨赢了。不过，他赢的不是名

次而是人生。

第一次参加无人系统挑战赛，34岁的刘晨并

不紧张，他不担心比赛结果如何。毕竟，他只是

个新手，能登上这个大舞台，就已经成功了。

刘晨是本硕博连读的高材生，原来在一家机

器人公司工作。那几年，刘晨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直到有一次无意间接触到了军用无人车，一

下子点燃了刘晨心中的梦想——做军品，哪怕是

失败，也要迈出这一步。

在无人车的攻关过程中，每一步都异常艰

辛。无人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精准辨识目

标和人机交互是其中的难点。为了实现精准辨

识，刘晨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关，研制出的新设备，

让无人系统识别度倍增；人机交互方面，刘晨发挥

团队技术优势，几经失败，最终开发出一款电子手

套，根据手势识别对无人系统进行操控，让操作更

加稳定可靠。虽然两项技术

并不能带来赛场上的成功，

但刘晨依然劲头十足，因为

无人车每跨越一小步，都是

对他莫大的鼓舞。

“不给人生留遗憾。”刘晨

常常对自己说。其实，“人生

赢家”从来都不局限于冠亚军

的名号，更多的是对那些付出

努力和汗水的人们的一种褒

奖。刘晨无缘登上领奖台，却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实现梦

想。在他看来，参与就是胜

利，为了实现梦想跨过的每一

道坎，都是最好的奖章。

人生不留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