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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皮小盒装模块，这

也能叫科研？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科技研发中心
新成员、博士赵爱罡来到实验室。在他
的印象里，实验室中应该堆满精密、昂
贵的实验器材和各种尖端武器部件。

然而，一进门，摆在赵爱罡面前的，
是一堆质感廉价、像火柴盒一样的铝皮
小盒。当他得知，这些小铝盒就是科技
研发中心最新产品——导弹武器训练
装备通用仿真模块时，这位博士的心情
跌落到谷底，“这也能叫科研”？

原来，火箭军某部配发了一款结构
复杂、造价昂贵的某型导弹模拟训练设
备用于日常训练。然而，这个“宝贝疙
瘩”运行成本高昂，线路连接复杂，经常
需要“停工”，由生产厂家上门维修保
养。看着宝贵的训练时间被白白浪费，
官兵们颇有怨言。

2018年 8月，到部队调研的范小虎
得知官兵的苦恼后，立即开始了新型
“模拟训练通用仿真机”的研发。

模块化设计既方便官兵根据训练
需要进行个性化拓展，又避免了频繁使
用实弹、实装开展日常操作训练造成的
精密元件损耗；廉价的铝制包装虽然看
上去有点“土”，但是损坏后可直接丢
弃、无须维修，节省训练资源和时间，一
投到部队就得到官兵的交口称赞。

别看这些科研产品成本低，质量却
一点也不差。从逻辑电路到软件包，核
心技术均由团队自主研发，利用自主知
识产权降低成本。不过该花的钱，一分
都不会少花。在研制某型导弹“仿真配
气台操作手柄”时，团队曾考虑选取便
宜的电控阀门，替代实装中价格不菲的
气动阀门。但两种阀门因为阻尼不同，
手感差别很大。如果学员适应了轻快
的电控阀门，在实装操作时很可能因阀
门拧不到位而引发严重事故。
“无论如何不能开用偷工减料省成

本的头儿。”最终，在经济成本与训练效
益之间，大家选择了后者。

不该用电控阀门的地方绝不用，不
该用单片机的地方绝不用……对战斗
力形成负责、对官兵生命负责，是这间
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大上”的实验室不

变的坚持。

为什么我的团队里，

还有几个专科生？

这天，科技研发中心几名年轻的博
士教员惊讶地发现，刘浩和另外几名在
读的专科士官学员，居然出现在自己研
究团队的名单里。
“这是怎么回事？让专科生搞科

研，不是把咱们的‘平均学历’都拉低了
吗？”

可出乎几名高学历教员的意料，刘
浩居然有一手分析电路的绝活。在“某
型导弹虚拟仿真系统”的研发中，刘浩和
同学们准确整理出系统的控制逻辑，成
功将工程图纸转化为数学报表。就是这
张报表，成了整套系统的数字总依据。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主任范小虎
的“土味”新尝试——“混搭”搞科研。

从前，科技研发中心的各个科研团
队，几乎全部由博士、硕士组成。成天
“猫”在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对来自实战
化训练场的“泥土味”很陌生，有些科研
产品脱离部队实际需求，引发了基层官
兵的阵阵“吐槽”。

去年，几名博士教员精心研发了一
款“基于 VR技术的导弹发射车虚拟驾
驶训练”系统。刚刚研制成功，大家就
兴冲冲地邀请正在学校参加短期培训
的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黄晓斌前来
试用。

团队成员满以为能得到老班长的
称赞，没想到黄晓斌一盆冷水把大家泼
了个透心凉。
“我都快开睡着了！实战中发射车

不是走沙土路就是上碎石滩，哪有这么
好的路况？”

系统基于理想状况模拟的道路，与
实战环境完全不符。本来引以为傲的
产品被一线官兵点评为“赛车游戏”，几
名高学历教员的心情跌落到谷底。

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范小虎的神
经——必须让“硝烟”和“沙尘”吹到科
研团队中来，实验室要向基层技术骨干、
一线部队官兵甚至专科学员敞开大门。

经过重新编组，科技研发中心几乎
每个项目的团队都由博士、硕士教员和
在读专科学员共同组成。仅有中专学

历的黄晓斌也作为编外成员被请进科
研团队，进行模拟驾驶系统的改进。

在黄晓斌的参与下，科研团队重新
设计了道路模型。试驾结束，黄晓斌揉
着腿，满身大汗地走出“驾驶室”，向大
家竖起大拇指，“这回成了”！
“博士理论创新，硕士工程设计，学

员实践转化。”这种“混搭”的组合不仅
提升了科研的针对性，在实验室与训练
场间形成了良性循环，更让学员与官兵
的综合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通过参与科研任务，学员们对导弹
工作原理吃得更透、钻得更深。据部队
反馈，学校毕业学员大都能第一时间适
应部队，“无缝嵌入”作战单元，完成实
装、实弹训练任务，70%的学员毕业不满
2年就成为班长或技术骨干。学员刘浩
更是毕业不到 1周，就被破格任命为班
长，成为全旅最年轻的技术尖子。

纯“土法上马”，教员

难道是个“电焊工”？

闷热的操作间火光四射，焊条燃烧发
出的刺激性气体直冲鼻腔，几个“某型导
弹综合测试教学训练”系统的机柜半成
品，已经焊接成型，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

入学之初，学员余双林第一次看到

科技研发中心的教员们，还以为自己走
错了门。
“难道科学家不应该是穿着白大

褂、在无尘实验室里操作精密仪器吗？”
眼前的几个教员都戴着劳保手套、穿着
迷彩服，要不是领章上明晃晃的军衔，
余双林真以为他们是几个“电焊工”。
“我们很多处于试验阶段的产品，

都是团队成员DIY的。”范小虎说，中心
开展的很多科研项目，在国内、军内都
属首例，由于缺乏相关工业技术指标，
团队只能手工绘图后，自己动手“攒”出
试验品。

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土法上马”也
得上。为了研发急需的实战化教学训
练装备，科技研发中心团队把“土的洋
的”一切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某新型号导弹即将列装部队，范小
虎和他的团队受命开展配套仿真训练
系统研制。此时，该型导弹尚未最终定
型下线，许多参数还在不断变更，生产
厂家迟迟无法提供准确的实验数据资
料。

没有数据资料，就无法把握导弹的
输入、输出特性，仿真不出控制原理。
而仅仅 1∶1 复刻出导弹操作平台的外
形，交付部队开展操作流程训练，对官
兵掌握导弹运行原理作用不大。“只练
手、不练脑”，官兵难以具备临机处置、
紧急排险与指挥分队作战的能力，训练
也就失去了实战意义。
“咱们不能干等着！就算用笨方法

也得试试。”范小虎打起铺盖卷，和团队
成员跑到试验场，亲自测量相关数据。

隆冬时节，塞北的试验场寒风刺
骨。为了就近开展测量，大家将紧挨着
发射场的旧仓库当作实验室兼宿舍。
测量设备怕冻，大家就把被子给机器
“穿上”，自己缩在大衣里。

入夜，团队成员在发射场周边寻找
最佳观测地点。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
扛着设备来到测量点开始工作。

一天夜里，范小虎正带队“踩点”。
突然，几束刺眼的手电光射来，紧接着，
一行人被巡逻官兵当成“敌特分子”包
围了。几人连忙掏出证件，才化解了这
场误会。

就这样，研发团队历尽千辛万苦
弄到了全部实验数据。最终，配套仿
真训练装备几乎与改型导弹同时列
装，为部队快速形成战斗力打下了扎
实基础。
“搞科研搞得像我们这样又‘土’又

‘囧’的还真不多见。”目前，团队共研制
出 7种导弹型号、共 750 多套子设备的
“全系统模拟训练”系统，并成功推广到
教室、洞库、阵地，让课堂与战场、教学
与打仗无缝对接。范小虎感慨地说：
“如果能让战斗力更迅速地生成，再
‘土’我们也乐意！”

上图：博士、硕士、大专学员组成的

“土味混搭”，让实验室与战场无缝对

接。 喻华刚摄

一个科技团队的“供给侧改革”
■陈 帅 喻华刚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栾绪悦

战友心中的最佳设计师非尚明迪

莫属。

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

员三队组织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文艺

演出中，不论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别出

心裁的灯光秀，还是精致独特的演出

服，都出手于这位青春靓丽的女学员。

可谁能想到，新训时，她曾是个

“叛逆少女”。抵制短发、顶撞班长，甚

至一度产生要退学的想法。然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尚明迪在校园里逐渐

找到了家的感觉。她努力让自己融入

这个大集体，全心全意献出所有的光

和热。

利用自己的特长，每逢有演出，

尚明迪总是奔波在教室和礼堂间，彩

排节目、布置场地、完善剧本、修改服

装……身为团支部书记的她凡事亲

力亲为，忙到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日

常生活中，她积极为队里设计队徽、

队服，还用缝纫机缝补了不少生活中

的小“bug”。

青春邂逅军营，迷彩绿见证了尚

明迪一天天的蜕变。

蜕 变

提起刚刚完成人生中第一个马拉

松的张梦涵，战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3000米从23分钟跑进14分钟，体

重减了25公斤。国防科技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学员张梦涵用了6个月的时

间，成为战友眼中完美“逆袭”的代表。

想当初，这个笑容淳朴、面庞坚毅

的女学员曾经是队里的“拖油瓶”,甚

至连张梦涵自己都不好意思与大家一

起训练……

只有自强者才能赢得尊重。不甘

心的张梦涵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

张梦涵开始对自己展开“魔鬼训

练”：严格控制饮食，每天下午1个小时

力量训练，练跳绳、绑沙袋、穿沙衣、拉

轮胎……凡是能提高下肢力量的训练

项目，都被她列入了日常训练“清单”。

凭借“不服输、不怕输”的勇气和

毅力，张梦涵不但证明了自己，也让自

律和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奋斗青春，

从一场“逆袭”开始。

逆 袭

联考大关即将到来，在摸底测试

中，孙雪菲再次赢得“全能冠军”。

何谓“全能冠军”？战术、射击、枪械

拼装、投弹、跑步……每个项目都要力争

上游。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员

孙雪菲就是这样“面面俱到”。

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

参加比武时，孙雪菲的成绩并不理想，

全力以赴的拼搏却连领奖台都未能登

上。虽然内心深处对自己充满质疑，但

孙雪菲依旧坚定地报名参加了第二次

比武。

强化体能没有捷径，靠的就是实

打实地练。从健身房到训练场，孙雪

菲在假期中开启了“4圈热身、8圈变

速跑、武装三千三（个）、冲刺一二三

（圈）”的循环模式。残酷的训练避免

不了伤痛的困扰，她的胳膊上常常有

一道道血痕，膝盖青一块紫一块……

面对劲敌，“亮剑”是孙雪菲的唯

一回答。在学院第二届军事基础技能

比武中，孙雪菲力克群雄，斩获全能第

一、射击第一……

孙雪菲用拼搏书写青春，沉淀下

的是永不言败的信念。

成 长

“范教员，你们研发的‘虚拟仿真训练系统’试用效

果很好，我们旅决定向您订制一套模拟训练设备。”正

在做实验的火箭军士官学校科技研发中心主任范小虎

摘下劳保手套，接听了火箭军某导弹旅三级军士长朱

红军打来的电话。听说自己的科研成果受到部队欢

迎，范小虎感到由衷的自豪。

在大部分人眼中，科研人员应该是身着白大褂，

在宽敞明亮的实验室里进行各种“高大上”的实验。

可这支闻名火箭军的科研团队人员，却时常脱下实验

装，穿上迷彩服，到实地一线调研、向基层官兵求

教。尽管有时被同行笑称“土得掉渣”，但十几年

来，正是凭借这股“土味”，他们有针对性地解决了

一些同质化科研产品无法转化为战斗力的问题。通过

与部队实战化需求的精准对接，悄然进行着一场关于

院校科研的“供给侧改革”。

新体制 新实践 新风貌

“东南方向，坐标 145发现敌人。”
“全体注意！前方土坎，占领位置！
一、三号火力掩护，二号摸上去实施
偷袭！”开学初的一个周末，航天工程
大学四大队七班的学员们正在手机游
戏平台上进行一场虚拟战术对抗赛。
随着战场情势的瞬息万变，一串串战
术口令被迅速准确地下达。

在虚拟世界这一方“刺激战场”
上，战术战法的激烈对抗同样碰撞出
了硝烟味。通过将军事知识灵活运用
到娱乐中，学员们找到了打开手机游
戏的新方式。

最近一段时间，模拟连指导员王
旋碰上了新烦恼：晚上查铺时，总能
发现有人在偷偷用手机玩游戏。为
此，他很头疼。其实，随着智能手机
的普及，手机游戏早已成为青年绕不
开的话题，军事和枪战题材的游戏更
是在军校学员中“吸粉”无数，成为
不少人的课余休闲方式之一。

手机游戏具备很强的即时性和对

抗性，既考验个人操作，又讲究团队
配合。堵不如疏，何不另觅良策？王
旋和骨干们商量后，将连队里几个游
戏高手组织起来，成立了“刺激战
场”兴趣小组，聘请他们作为“战术
分析师”，根据每名学员的个人特点量
身定制游戏角色定位，并定期组织手
游对抗赛，把新烦恼变成培养团队精
神、增进战友凝聚力的新机遇。
“一会儿比赛的时候，我们一定

要打出战术配合，把课堂上学到的班
战术活学活用起来。王宏负责高点观
察和狙击，丁明江负责轻机枪火力输
出，鞠新昌和我用霰弹枪和步枪近战
歼敌。”对抗赛开始前，队长蔡耀宗
迫不及待地为自己的参赛小队布置起
战术。
“把游戏当作演习，在虚拟的‘刺

激战场’中实践战术技巧。”“种子
队”队长高天昊历数自己的制胜秘
诀：我们根据《战场环境概论》选择
有利地形，利用《军人心理学》预判

对手行动，将日常学习掌握的军事技
能和班组默契，在游戏里转化成战术
意识和团队协作……

从一开始看似水火不容到“学玩
一体”相辅相成，在提升学员军事素
养的同时，打开手机游戏的“新方
式”还收获了意外之喜。

第一届连队手机游戏对抗赛，学
员丁明江拿到了个人第一名，可是这
位游戏“王者”现实中的单双杠成绩
却一直不及格。模拟连干部找他谈
心：“不能光是游戏里的‘王者’，训
练上咱也要当‘强者’。”这番话让丁
明江把在游戏里不服输的劲儿带到了
现实中。为了尽快打出翻身仗，每天
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器械场加班锻
炼。
“单杠卷身上 16 个，成绩优秀！”

最近的一次测试中，丁明江的表现惊
艳了全队。如今，他的目标是登上连
队“龙虎榜”，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强
王者”。

用新方式打开“刺激战场”
■黄春霖

陈思妍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