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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场如果没有了卫星导航会怎样？
为什么当有些武器装备失去了卫星导航信
号，依然能够精确命中既定目标？

这种精确打击技术的背后，离不开自主
导航系统中一个叫作激光陀螺的核心器件。
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激光
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时光倒回到 40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的目光，投射到湘江之畔的一所军校。在邓
小平的直接批示下，这所由“哈军工”发展而
来的高等军事学府，改建为国防科技大学。
由此，迎来了这所军校自主创新的春天。

春晖中，一个名为激光陀螺的团队开始
加速“旋转”。

而今，经过40余年的探索，我国激光陀螺
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赶超的飞跃。

40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中国军队创
新驱动时代的到来，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加强
国防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
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在强军兴军征途上，国防科技和自主
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军队的醒目路标。这些
年，一个又一个创新团队应科技进步而
生，应科技优势而立，应科技创新而强，坚
持自主创新，紧紧牵住战斗力提升这个
“牛鼻子”。

高性能CPU、北斗导航、高超声速、超精
加工、新型复合材料……一系列关键核心技
术的掌握，实现了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
不断跃升，为科技兴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和人才支撑。

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

激光陀螺，又叫环形激光器，可用于航
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高精度惯性导航。激
光陀螺虽小，却集成了光、电、机、材料等诸多
尖端技术，是让导弹打得更准、舰船跑得更快
的核心部件。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性
难题，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世界国防科技竞争
的制高点，各国纷纷跟进。

1971年，国防科大的前身长沙工学院成
立激光教研室。“就当时中国的科技条件，要
完成这项任务，难度好比攀登珠峰。”然而，
“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将来必定受
制于人。”

依靠进口武器装备，靠不住；走引进仿制
的路子，走不远。自力更生才有出路。

白手起家，注定步步维艰。没有实验室，
临时改造一间废旧食堂；没有试验设备，在仓
库里找来废旧仪器修好；为了节省开支，大家
推着板车到建筑工地上捡废料……

在那个年代，这是许许多多科研团队相
似的创业故事。

1年，2年，3年，国内许多科研单位先后
知难而退，团队铁心坚持。

4年，5年，6年，世界许多研制机构纷纷
下马该项目，团队依旧没有丝毫动摇。

10年，20年……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
攻关，1994年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
机诞生。

激光陀螺团队取得的创新成果，是中国
国防科技战线实现新跨越的缩影。他们的科
研攻关历程，折射出中国军队逐步掌握核心
关键技术的轨迹。

循着这条轨迹，我们看到广大科研人员
一次次创造了“中国速度”，把五星红旗插上
了超算之巅；一次次刷新了“中国精度”，把我
国光学制造加工技术带入了亚纳米时代；一
次次突破了“中国创造”，研制出新型雷达、北
斗导航关键设备等高新技术成果和装备。

如今，回溯这一个个自力更生的传奇故
事，世人在赞叹的同时，不禁会发问：他们是
如何做到的？

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因为自主创新是一
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也很简单，因为在
国防科研战线上，无数像激光陀螺团队一样
的创新群体和科研人员，都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再难我们也要坚
持搞下去，必须对国家有个交代。”

国家使命，军人担当，这个对国家的“交
代”，是他们攻克核心技术的信念之源，也是
深藏在强军征途中的密码。

自主创新彰显信心决心

激光陀螺研发是一个完全创新性的科技

攻关工程项目，其研制无经验可供借鉴。研
制初期，一切从零开始进展缓慢，时任团队
负责人高伯龙院士给大家鼓劲：“缺这缺
那，不能缺信心。别人能干，我们也能
干！”经过 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攻克了
一系列工艺难题，掌握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激光陀螺加工技术。

习主席强调，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
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什么是矢志不移？就要像“陀螺”一
样，围着轴心高速旋转。

怎样坚定信心？就要像“激光”一样，
方向性极强、穿透力极大。

这种信心和决心，就像一束至纯至强之
光，照射出一代代“激光陀螺人”为高新武
器定位的“旋转”人生，也是许许多多国防
科研创新团队的真实写照。

在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海外
媒体曾预计中国舰载机成功应用至少需要一
年半时间，没想到中国人只用了两个多月。
这背后，“航空工业英模”罗阳和他的团队
自主创新，将歼-15舰载机从设计制造到首
飞的周期缩短40%……

正是靠着这种“我能行”的坚定信
心，“不放弃”的顽强决心，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核心
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科技兴军的基础
不断夯实。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

当今世界，高新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
运用，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深刻变化，
日益成为影响大国博弈成败、关系军队兴衰
的重要因素。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激光陀螺团队成
员上舰船、进部队、睡工厂，用实战需求引
导科研方向，用工匠精神雕琢科研产品。

加注核心技术的推进剂，跑出自主创新
的加速度，掌握制胜未来的新装备。这样的
故事，写满了改革开放 40年来的科技兴军
篇章。

天空中，随着空中预警探测技术取得突
破，空警-2000、空警-200等预警机在国庆
60周年阅兵式上惊艳亮相，“空中帅府”扬
威信息化战场。

陆地上，得益于兵器工业设计能力、工
艺水平等不断提升，99式主战坦克驶向疆
场，“陆战之王”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大洋里，国产新一代导弹驱逐舰持续列
装，“中华神盾”筑起巍巍海上长城……

11 月初，第十二届中国航展在珠海举
行。歼-20 战机劲舞蓝天，展示出第四代
战机的优异性能；歼-10B 飞出“眼镜蛇
机动”等酷炫动作，表明我国已成为世界
上少数几个掌握此项关键技术的国家之
一。

曾几何时，在珠海这片天空飞出“眼
镜蛇机动”动作的还是外国战机。我国生
产的歼-8、歼-7等战机也曾进行了飞行表
演，但与世界强国空军战机相比存在明显
代差。

航展展示科技成果，也见证创新历程。
从存在代差到世界先进，发生在航展上的变
化，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
生动写照。

40 年来，一代代国防科研工作者们坚
持以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为牵引，坚持自主
创新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时不我待、加紧
攻关，将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
战场制胜利器，有力促进了部队战斗力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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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始终是战争胜负的决

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的重要作用绝不

能低估。面对国家安全需求的新变化，

我们既要敢于亮剑，也要重视铸剑。血

与火的史实一再证明，只有拥有先进的

武器装备，才能更好地震慑强敌、以武

止戈。

我军从来不缺乏狭路相逢、敢打必胜

的亮剑精神。万里长征中，多少次“死尸

堆高了，小河变成了红流”，红军依然向死

而生、勇往直前；抗日战场上，我军不畏

强敌、血战到底，“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

倭寇誓不休”；朝鲜战场上，“炮击过后，中

国军人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拼命抵

抗”。我军靠着“气”的锐不可当，成为世

所公认的“无法复制的军队”。

一度，“气”的无比充盈弥补了我

军“钢”的不足，但在许多时候也付出

了沉重代价。因此，我党我军从来不

否认国防科技、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

重要作用，始终把拥有和掌握先进的

科技与装备作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

标。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超级大国

的核垄断、核威胁与核讹诈，老一辈革

命家和科学家高瞻远瞩、态度坚决，

“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两弹一

星”的横空出世，向世界宣示了中国自

主创新的勇气、信心和能力，捍卫了民

族尊严、国家安全。

“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装备因

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如果武器装备上

存在代差，仗就很难打了。”从近几场

局部战争可以看出，谁牵住了科技创

新这个“牛鼻子”，谁掌握了高新武器

装备，谁就能在战场上占得先机、赢得

优势。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场，从

空袭南联盟到出兵阿富汗，美军拥有

集海、陆、空、天、电、网联合作战系统

于一体的压倒性科技优势和军事优

势，对手想打够不着、有劲使不上，只

能望天兴叹。

“现代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是大国地

位的重要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利

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军始终坚持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

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定不

移自主创新、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在一

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

破，一批新型武器装备加速形成战斗

力。“善于铸剑”为以武止戈积攒了底

气，拓展了空间，增加了手段。

国防科技，事关民族尊严、国家安

全；自主创新，是战略需要，更是使命支

撑。面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面

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我们只有坚持

作战需求牵引，坚持体系设计建设，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实战化运用检

验，真正铸就一把把国防利剑，方能关

键时刻敢于亮剑，方能剑之所指、所向

披靡。

以武止戈必须重视铸剑
■周月星

“××地域可能是‘敌’地空导弹阵
地，请你部出动一架无人机实施侦察……”
深秋午夜，浩瀚戈壁，一架无人机如同
“幽灵”，飞行在月下的天际。

一场多兵种参加的实战化演练随即展
开，担负预先侦察任务的无人机，成为制
胜信息化战场的关键。

这支无人机部队曾研制出我军第一种
高空高速无人靶机，攻克大型无人机自主
导航、飞行等关键技术，列装我军新一代
察打一体无人机……

无人机技术是世界航空前沿技术之
一。这支部队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是
我军无人机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还是我
军数十年来科技创新推动战斗力发展的一
个缩影。

无人机一次次冲天而起的轰鸣声，印
证着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重要论断，也回应着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深刻论述。

这轰鸣声，与歼-20战机、运-20运
输机、99式坦克、“东风”系列导弹、国
产航空母舰等无数新型现代化装备的轰
鸣声一道，汇成了科技兴军的强大奏
鸣，驱动着一个个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
部队新质战斗力。

新技术助推装备建设

新跨越

无人机，特别是无人作战飞机，曾被
预测为21世纪十大新概念武器之一。

谁能想到，上世纪 60年代，我国连无
人靶机都造不出来。没有靶机，对空武器
再好也定不了型。

面对这一空白，某部作为航空防空武
器试验靶保障单位担起重任，最终研制出
了被称为“争气机”的“长空一号”无人
靶机。

随后几十年里，他们又将某型退役飞
机改制成超音速无人靶机，使我国成为第
二个拥有实体型超音速靶机的国家。

跨过千禧之年，阿富汗战争拉开了无
人作战的大幕，美军的无人作战飞机在信
息化战场上开始大显身手。

无人作战飞机不同于无人靶机，不仅
要自主飞行，还要“荷枪实弹”打击目
标。

该部加紧攻克无人机自主导航、飞行
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我国大型无人机从无
到有、从无线电遥控到全自主导航飞行的
突破。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完善新型作战
力量领导体制”等重要表述被写入全会
《决定》。无人机作为新型作战力量，迎来
建设发展新的机遇期。

一年后，这支无人机部队全新组建。
部队列装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我军无人
机事业实现了从靶机向作战飞机、从保障
训练向实际作战的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科技创新驱动
下，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在陆地，随
着坦克、步兵战车、火炮等一次次换代
升级，陆军武器装备迈向世界先进行
列；在海上，国产航母下水，海军主力
战舰加快更新换代；在空中，国产新型
战机批量装备部队，攻防兼备的现代化
空军振翅高飞……

新装备催生战斗力新

增长点

2014 年 6月，上合组织“和平使命-
2014”演习中，参演部队的一枚导弹一击

命中“敌”指挥所。无人机部队以一场近
似实战的检验，向世人宣告已掌握“身处
斗室之中，杀敌千里之外”的新本领。

一年后的 2015年 7月，新疆皮山县发
生 6.5 级地震，无人机紧急起飞，及时传
回灾区的信息，为救灾行动提供了可靠准
确的依据。

无人机在军事演习行动和非战争军事
行动两个战场上大显身手，正是新装备催
生战斗力新增长点的真实写照。

此情此景，也曾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
代的那次国产某新型地空导弹定型试验
中。老一代无人机专家赵煦难忘导弹准
确击落超音速靶机后众人的欣喜——靶
机越强，导弹越强，从此，超音速导弹
的实战性能终于可以得到近似实战的检
验了。

发生在这支无人机部队里的这些故
事，只是我军数十年来装备持续升级换代
促进战斗力提升的生动篇章之一。

在科技兴军的路上，你还可以听
到——
“北斗”导航的故事：海拔 5000米的

边防线上，巡逻车辆陷进雪窝，受困官兵
利用北斗手持机迅速给连队发送短信，短
短几秒钟后便收到对方回复。

直-10 武装直升机的故事：“一树之
高”的低空中，某陆航旅飞过林海雪
原，飞向岛礁海洋，插上翅膀的陆军全
域作战能力越来越强。
“东风”导弹的故事：2015 年胜利日

大阅兵中，“东风”系列战略导弹惊艳亮
相，大国长剑筑起“高边疆”的钢铁长
城。

……
这一个个故事，汇成了鲜活的强军

故事会，成为“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
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的
生动实践。

新观念引领科技兴军

新发展

对于这支部队来说，无人机技术在战
场上的应用，如同他们驻地所在的荒凉戈
壁滩一样，有着太多的空白。

把科技创新尽快转化为战斗力，首先
要尽快转变观念。

转变新装备应用观念。刚接装无人
机时，部队大多是静态部署。“未来是
全域作战，动得少、动得慢怎么行？”
该部试飞站站长陆冬辉带领官兵不断优
化程序。今年 3 月，该部组织全要素机
动演练，装备架设撤收时间较去年大幅
缩短。

转变新型人才培育观念。以“时代楷
模”李浩为代表的无人机飞行员大多是从
有人机部队中选拔而来。从座舱转到方
舱，从空中转到地面，他们积极“自我革
命”，更新观念，更新技能，开始在大地
上的飞翔。

闪电总走在雷鸣之前。创新驱动，思
想观念创新是先导。科技兴军之路，呼唤
新思想、新观念的引领。

1983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科学技术
委员会，科技委“不列编，不对外，不增
加编制”。

2016 年，新调整组建的军委机关 15
个职能部门亮相，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
员会作为独立的军委机关部门位列其
中。

30 多年间，一个相似的机构名称，
不同的职能定位，彰显了这支军队对科
技创新的日益重视，科技兴军的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
“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下更大气

力推动科技兴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

席深刻把握世界军事发展大势和我军所处
的历史方位，擘画科技创新蓝图，点燃了
科技兴军的强大引擎。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
廖湘科、邬江兴、付小兵、马伟明……军
队高端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科技人才队
伍加速崛起，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阅兵场上， 2015 年胜利日大阅兵，
集中向世界展示了我军装备体系建设的
新成就。2017 年的庆祝建军 90 周年沙场
阅兵，受阅部队近一半装备是首次亮
相。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引领下，科技创
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人民军队加
速向现代化奔跑，科技兴军的宏伟愿景必
能早日实现。

创
新
驱
动
，
抢
占
战
场
高
地

■
姚
春
明

易

灯

本
报
记
者

李
建
文

程开甲
作为我国核试验事业创始人之一，他领

导、设计和主持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核

武器等试验。1999年，他与其他 22位功勋

卓著的科学家一同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

林俊德
他像大漠胡杨一般扎根马兰数十年，一生

为国铸核盾，去世前仍保持着战士冲锋的姿

态。一生75载，他参与了中国的全部45次核

试验；生命的最后10个小时，他坚持工作的画

面感动亿万国人。

祝榆生
20岁，他投身抗日，成为八路军战士；30

岁，他组织迫击炮试射，被炸断右臂；66岁，他

受邀担纲99式坦克总设计师……他是99式主

战坦克的总设计师，让中国坦克冲进了世界第

一方阵。

罗 阳
他的一生，是航空报国的一生。在他的带

领下，歼-15舰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到海的飞

跃。他是为我国航母事业倒下的国防科技战

士，也是航母海上试验牺牲的第一人。

直-10武装直升机
直-10是我军第一种专业武装直升机，

两侧武器短翼可挂载反坦克导弹以及空对

空导弹，并配备一座旋转机炮塔。截至 2016

年 8月 6日，我陆军航空兵部队已全部列装

直-10武装直升机。

国产航母
2017年4月26日，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

水。这艘航空母舰由我国自行研制建造。出

坞下水是航空母舰建设的重大节点之一，标志

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

性成果。

歼-20战机
歼-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第四代超音

速隐身战斗机。2016年11月，歼-20战机参加

珠海航展并首次对外进行双飞展示。2018年2

月，空军发言人宣布，歼-20战机开始列装空军

作战部队。

东风-21丁导弹
东风-21丁导弹是打击舰船目标的陆基弹

道导弹，具有慑控范围广、突防能力强、寻跟目

标准等特点。2015年胜利日大阅兵中，该导弹

首次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