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和！”
11月 2日晚上，室外飘着小雪刮着

寒风，可一走进新疆军区某边防连新型
拆装式自供能保温方舱，记者的第一感
受就像走进了暖房。

外面冰天雪地，室内暖意融融。记
者看到，很多官兵在方舱里穿着衬衣活
动，不少战士甚至身着短袖体能训练服
在洗漱。见记者惊讶，随行的边防连连
长程麟淇开心地说：“咱这方舱一不靠空
调二不用暖风，仅靠太阳光蓄能集热就
能实现室内供暖。”
“这就是我们的热源。”程连长指

着方舱一侧的一排太阳房说，白天这排
太阳房被动式蓄能，屋顶的太阳能主动
式集热，只要把紧临太阳房的窗户打开
就能为室内供暖了，实现了能源自足、
循环使用，而且不用柴油不用电，减少
了对后方长途配送燃料的依赖。之前，

研发单位陆军工程大学反复试验，在室
外-40℃的寒冷天气下，可保障室内温
度高于 15℃。

此时，室内外温度计显示，室外温
度-15℃，室内温度 19℃。阵阵暖意，让
记者忘记了方舱外那呼啸的寒风。脱下
大衣，记者在室内参观发现，方舱功能齐
全，宿舍、食堂、集成盥洗室、干式自洁厕

所、库房等一应俱全。
“方舱可以随意组合。”程连长拿出

手机，向记者展示他们前几天组装这个方
舱营地的视频——全程没有出动一台大
型机械，都是官兵用手拼装的，像变魔术
一样。
“由于新型材料重量轻，全部采用集

成钢榫结构进行模块化组装，大家拿着

说明书，就像搭积木一样，别提多简便
了。”曾多次拆装方舱的四级军士长张兴
震告诉记者，方舱结构可拆装、空间可变
化！从一个班到一个营，可以依据需要，
想建多大就建多大！方舱超过 90%的部
件都能重复利用，官兵们这个点位执勤
任务一结束，拆掉方舱就可以往下一个
执勤点位去。

“科技改变边防官兵生活！”听了张
班长介绍，记者禁不住感叹。张兴震把
记者带到卫生间说：“更大的‘黑科技’在
这呢！”

原来，高原高寒地区边防执勤和野外
驻训，官兵上厕所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新型保温方舱排污采用生物降解干式自
洁厕所，用生物菌群分解取代传统水冲的

方式，不仅不会冻堵，不用日常维护，而且
没有一点异味，别提有多方便了！

新型保温方舱究竟好不好？记者决
定当晚和连队官兵一起，住一住保温方舱。

为取得最真实的数据，记者特意选
取了靠边的一张床。看到只有一床军用
棉被，记者怕冻着，棉衣棉裤都没敢脱，
还想把军大衣盖在上面。一旁的战士张
世杰笑着说，室内温度完全够用。

果然，一夜温暖如春，记者和官兵
们酣然入梦。翌日早上，起床号响起，
看着连队官兵精神抖擞的样子，记者不
禁感叹：随着新型保温方舱投入使用，
过去官兵住帐篷经常被冻醒的历史已
一去不复返。

日前，本报刊发陆军工程大学研制的新型拆装式自供能保温方舱亮相高原边防的消息后，引发广泛关注。新型保温

方舱到底怎么样？本报记者赴西北边陲亲身感受——

雪域高原，夜宿新型保温方舱
■本报记者 刘建伟 中国军网记者 李庆桐 通讯员 陈飞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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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高原，两出车祸，他

们为何如此情系高原——

“你的心离基层有多

近，确定的科研项目官兵

就有多需要”

这些天，陆军工程大学国防工程学
院教授韩旭始终沉浸在兴奋中——

他带领团队潜心研发的拆装式自供
能保温方舱在雪域高原试用成功，一举
解决了官兵高寒野战宿营难题，使我军
在高原高寒地区无依托条件下野战宿营
能力实现新突破。

初冬时节，韩旭带领团队冒着风雪
再上高原。看着边防官兵在温暖如春的
保温方舱里宿营，韩教授乐得合不拢
嘴。此刻，他不禁想起了 20年来多次踏
上高原看到的一幕幕情景——

哨楼温度太低，战士夜里执勤冻得
在里面直蹦，个别战士脸上、手上、脚上
都被冻出冻疮。

前哨班执勤只能住帐篷，尽管烧炉
子，可冰天雪地里仍不暖和，官兵睡觉得
穿棉衣棉裤、戴棉帽子，被子上还得盖上
厚厚的大衣，捂得严严实实。就这样，晚
上还会被冻醒。早上起床，很多人脸上
都结了冰霜……

从那时候起，这一幕幕便深深地刻
在了韩旭的脑海里。他萌发出一个念
头：要是能研发出一种便携式的保温方
舱，让边防官兵走到哪儿住到哪儿该多
好啊！

现在回想起来，韩旭仍特别有感触：
要不是那几次高原之行，他也不知道，自
己会不会把保温方舱作为攻关的项目。

刚开始，听说搞国防工程防护的韩
旭把保温方舱作为攻关方向，不少人都
劝他，这不是你的老本行，跨专业研发项
目难度太大，一旦搞砸了就得不偿失
了。再说，有那么多项目你不搞，为啥非
要搞这个？

别人不理解，可韩旭下定了决心。
他脑海里总浮现出边防官兵在冰天雪地
里裹得像个粽子一样睡觉的情景。韩旭
告诉团队成员：作为部队科研工作者，部
队需要、战场需要、官兵需要就是自己的
攻关方向。

研发过程中，团队骨干李永有些想
不通，觉得研发保温方舱是“种了别人的
地荒了自家的田”，再加上一开始既没立
项又没经费，他觉得干这活出力不讨
好。面对李永的思想疙瘩，韩旭没有给
他讲道理，而是鼓励他到雪域高原去走
一走、看一看。

当时，恰逢教员代职锻炼，李永主动
报名前往西北高原代职教导员。3个月
的朝夕相处，李永一次次被边防条件的艰
苦和官兵的付出震撼着。

离基层越近，越知道官兵所需；离战
场越近，越了解打赢所需。从那以后，李
永成了保温方舱攻关工作最积极的年轻
骨干。

如今，他们团队养成了一个习惯：一
有机会就往雪域高原跑，一有时间就往
边防连队跑。很多人因为高原反应严
重，上吐下泻、头痛欲裂、睡不着觉，每次
去一个来月都要“减肥”几斤。

这些年，团队成员九上高原，两次出
车祸。教授韩旭断了两根肋骨，副教授
张华脸上留下了大疤，讲师王瑞海长期
耳鸣眩晕。每次下高原时，他们嘴上都
说再也不上来了，可一听要上高原又都
抢着报名。

这些天，韩教授带领团队深入一线
对保温方舱进行升级改造。让他们没想
到的是，一路上，听说是他们研发的保温
方舱，官兵都自发地向他们敬礼。

面对这一礼遇，团队几名成员又想
起了韩教授说的那句话：“不走出实验
室，不深入到基层一线，就找不准攻关的
方向。你的心离基层有多近，确定的科
研项目官兵就有多需要！”

跨专业研发，他们是怎么

成功的——

“搞科研不可能万事

俱备，既要有十年磨一剑

的精神，又要有逢山开路

的劲头”

谈起当初的艰难攻关历程，很多人
纳闷：跨专业研发，既没“户口”又没经
费，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这些事，团队负责人韩旭和张华记
得很清楚：最开始不懂核心技术，他们
就从边缘项目入手。看到高原上官兵
嘴唇容易裂，他们专门给战士研发了一
款唇膏；官兵巡逻缺氧，他们特意研发
了“固体氧气发生器”……就这样，他们
每年解决一小部分难题，一点点向核心
技术进军。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现实面前，
很多看似很小的难题，都曾让他们绞
尽脑汁：原本 12 个人的研发团队，后
来只剩下 4 人，他们只能“身兼数职”
攻关。更难的是，每个人还要完成正
常教学任务。他们经常是白天授课
忙得团团转，晚上还得加班熬夜搞研
发。

这期间，他们还要完成多项国防防
护工程的研究工作，忙忙碌碌。去北京
申请立项，申报材料都是韩旭在火车上
加班加点撰写的。

至今，韩教授还记得那个情景：为
了研发新型板材，他们利用业余时间
免费给多家企业进行板材测试，趁着
这个机会摸透产品性能，积累研发思
路。

好不容易积累出适合高原高寒的新
型板材理论数据，可因为没立项，他们一

时无法进行实地生产试验。怎么办？是
暂时搁置，等立了项有了“户口”有了经
费再说？韩旭没有犹豫，他知道：搞科研
不可能万事俱备，既要有十年磨一剑的
精神，又要有逢山开路的劲头！

韩旭找到地方几家企业，给他们
讲这个项目的广阔前景，增强他们对
研发团队和研发项目的信心，请他们
投入资金一起进行合作。

十年磨一剑。他们终于攻克了一道
道技术难题，成为新型保温方舱的技术
专家团队。

凭着逢山开路的劲头，2019年保温
方舱正式立项后，他们不到半年就拿出
试验房，紧接着又升级了 5个版本，做出
第五代拆装式自供能保温方舱。
“搞科研就是向未知领域挑战，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团队负责人韩旭和
张华特别强调说，大学党委和机关的关
心帮助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重要动
力。

大学党委机关出台一系列制度机

制，鼓励科研成果全面向战斗力转化。
了解到团队缺少资金无法做出试验房的
情况后，机关科研学术处专门从“为部队
服务工程”中拨出资金，支持他们创新研
究。

数十次改进，上百次完善，他

们为何停不下研发的脚步——

“官兵满意是我们的

最高奖励，保障打赢是我

们的最终标准”

发电机功率较大，下一步必须小型
化、模块化，实现随意组装使用；

前后墙的尺寸可再扩大，这样夜
间紧急集合时，官兵下床时才不会碰
到……

这些天，韩教授带领团队成员马不

停蹄奔赴多个保温方舱试用连队，了解
官兵使用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

这样的改进完善，对他们来说早
已司空见惯。看起来简单的方舱，每
一个结构和零部件，他们都经过了上
百次的深思熟虑和反复修改。就拿保
温来说，为了确保太阳房蓄集的热量
不消散，他们除了在方舱板材上下功
夫之外，还发现作结构支撑的铁架子
是散热的重点。

怎么办？一次，他们在机场打包行
李时受到启发：箱子外面打包，一下子就
把箱子固定了，那方舱能不能也把铁架
子放到外面来呢？思路一变，舱内冷桥
散热的问题迎刃而解。

紧接着他们又发现，方舱直接放在
冻土层上，热量会顺着接触面向下流
失，既无法保温，还会导致冻土层解冻
后下陷。针对这一情况，他们把“面承
重”改为“点承重”，既解决了传导散热
的问题，还解决了不平坦地面的方舱架
设难题。

高原冬季大雪封山，官兵只能喝冰
雪化出来的水。他们了解这一情况后，
在方舱的太阳能热水器上加设蒸发箱，
在给冷水加热的同时蒸发成纯净水，有
效解决了官兵的喝水难题。

经过数十次改进、上百次完善，眼看
着新型保温方舱的功能越来越先进，基
层官兵越来越喜欢，不少人替他们着急：
试用成功，好评如潮，也已定型，你们咋
就不着急评奖呢？

要知道，评奖对科研人员立功、受
奖、评职称都有好处。可韩旭和团队成
员对此态度鲜明：“官兵满意是我们的
最高奖励，保障打赢是我们的最终标
准。”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他们改进方
舱性能的新思路——始终以官兵好不好
操作为标准，将许多官兵使用不便的高
科技由繁化简，使之更加符合部队使用
需要。

为确保方舱保温，他们采用性能
先进的某真空板材。试验发现，虽然
保温性能确实很好，可这种板材非常
娇气，一旦战士携带的枪械与之磕碰，
很容易损坏，官兵维护起来比较麻
烦。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将其换成了
某夹心复合板材，既轻便又耐用，使用
起来格外方便。

为了最大限度给室内集热，一开始
他们采用太阳能主动搜索定位的方式，
科技含量很高，用上了自动定位、太阳能
集热、高效换热器等科技。可在试用中
发现，虽然亮点很多，却要求全天候有
电，且换热器需要定期清洗，对官兵维护
要求很高。

考虑到操作使用不能给官兵造成
负担，他们几次改进，最终确定采用阳
光走廊的方式蓄能，不使用任何动力
装置，只需官兵开关窗户就能调整室
内温度。

看到很多高科技被“减配”，不少人
问他们：把科技含量降低了，你们不怕以
后评奖时受影响吗？韩旭告诉他们：军
队科研不能搞简单的“科技秀”！只有最
适合打仗需要的，才是最好的科研成
果。保障战场打赢，才是给我们军队科
研工作者的最高奖励！

版式设计：梁 晨

为战而研，需要跨越几道坎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胡均权 陈飞琼

在雪域高原邂逅陆军工程大学新

型保温方舱研发团队，边吸氧边聆听他

们研发中一个又一个感人故事，看着一

拨又一拨边防官兵自发向他们敬礼，记

者在感动的同时，也陷入了思索：为什

么是他们研发出新型保温方舱？

有偶然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必

然！

因为他们把足迹深深地扎根到了

雪域高原，把目光紧紧地投向了一线

官兵。诚如韩旭教授所说，你离基层

有多近，你确定的科研项目官兵就有

多需要。正是因为他们九上高原，和

边防官兵零距离接触，才让他们摸清

了边防官兵的真正需求，才让他们找

准了研发方向；正是因为他们对高原

边防官兵有感情，把官兵的需要装在

心里，才有了二十年如一日跨专业钻

研攻关的不竭动力。

因为他们把“为战而研”作为军队

科研工作者的第一要务，找准了高原

高寒部队的作战需求。备战打仗是

军队的根本职能和价值所系，是全军

的主责主业和第一要务。同样，这也

是军队科研工作者的第一要务。这

几年，陆军工程大学党委机关把聚焦

备战打仗作为首要职责，自觉扛起研

为战的使命担当，为科研人员心无旁

骛搞科研创造良好条件。保温方舱

研发团队之所以能精准确定这一攻

关方向，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把打赢所

需、战斗力建设所需作为攻关的唯一

方向，始终盯着明天战场的要求、今

天官兵的需求去思考和研发，把打仗

需要作为科研需求，把备战难题作为

科研课题。摸清并找准了高原高寒

部队的作战需求，“研”与“战”无缝契

合，他们研发攻关的成果自然深受官

兵喜欢。

因为他们把助力打赢作为对军队

科研人员的最高奖励，跳出了“研为

奖”“研为己”的怪圈。曾几何时，个

别科研单位重视鉴定报奖而轻视转

化应用，甚至搞一些中看不中用的

“橱窗成果”；还有的在科研方向和课

题选择上，对战场建设缺项、作战体

系弱项关注不够。这些问题的症结

在于，科研人员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

绩观，是否像保温方舱研发团队一

样，跳出了“研为奖”“研为己”的浅层

次思维，真正把保障打赢作为毕生追

求的最高目标，当成自己科研事业的

最高奖励。

军队科研工作只有“为战而研”，方

能“向战而行”。这，既是保温方舱研发

团队带给我们的启示，更是时代对每一

名军队科研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只要各级科研人员走向战场，坚持

战斗力标准，进一步强化科研为战意

识，紧盯对手之变、战场之变、科技之

变，坚持向备战打仗聚焦、与备战打仗

对表，我们就一定能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就一定能以科研创新牵引和

支撑强军实践。

把目光紧紧投向一线官兵
■刘建伟

左图：新型拆装式自供能保温方舱亮

相高原边防。

上图：陆军工程大学科研学术处胡均

权处长（右一）带领研发团队深入雪域高

原对保温方舱进行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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