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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在全军营造信任人才、尊重

人才、支持人才、关爱人才浓厚氛围，

把广大人才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军工企业是青

年人才的集聚地，是创新创造的一方

沃土。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为企业管

理者如何培养使用人才，尤其是用好

青年科技人才指明了方向。

人 才 的 厚 度 决 定 科 技 创 新 的 高

度 ，赢 得 青 年 才 能 赢 得 未 来 。 回 顾

近 年 来 崭 露 头 角 的 科 研 团 队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创 新 团 队 平 均 年 龄 30 岁 ，

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 35 岁……这

些 新 时 代 的 青 年 英 才 ，年 纪 轻 轻 就

担重任、挑大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

知识结构新、发展潜力大、创新精神

强 等 特 点 ，有 力 推 动 了 我 国 科 技 事

业发展。

军事领域，最需要创新精神；科

技兴军，最需要青年担当。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

掌握主动，离不开大批科技英才的接

力奋斗。一旦缺少青年领军人才，科

研队伍就会后继乏人，就很难推动科

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就军工企业而

言 ，要 想 在 武 器 研 发 领 域 实 现 从 跟

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就要用好用

活青年人才，充分释放青年人才创新

力量。

青 年 人 才 处 于 科 研 工 作 的 黄 金

阶段，最富有创新潜能。然而，现实

中，不少青年科技人才常常面临一些

成长成才的藩篱——有的企业管理

者喜欢将缺经验不稳重与青年科技

人才画等号，缺乏对青年科技人才创

新研究鼓励支持的勇气；有的单位在

选拔任用人才时“唯论文、唯学历、唯

职 称 ”，使 得 青 年 科 技 人 才 被“ 硬 杠

杠”牵着鼻子走……凡此种种，将青

年科技人才的锐气和朝气消磨得一

干二净，最终使企业内部暮气沉沉、

缺乏活力。

实际上，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引

进、使用上投入更大精力，集中更多资

源，往往收获颇丰。在 B-200 雷达立

项之初，苏联武器设计师本京的超前

设计理念并不被众人看好。所幸在导

师拉斯普列京的大力支持下，本京仅

用 56 台雷达便部署了 2 条环形雷达监

视带。从此，北约高空侦察机再未出

现在莫斯科上空。

“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

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激

发青年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企业管理

者 既 要 当 好“ 场 外 指 导 ”，也 要 成 为

“啦啦队长”。一方面要营造识才爱

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建立健全有利于

人尽其才的评价使用机制、有利于竞

相成长的奖励激励机制、有利于脱颖

而出的资源分配机制，让人才活力充

分迸发；另一方面要放手使用优秀青

年人才，为其撑腰壮胆、敲锣打鼓，支

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不断开创人

人 渴 望 成 才 、人 人 努 力 成 才 、人 人

皆 可 成 才 、人 人 尽 展 其 才 的 良 好 局

面 ，进 而 更 好 推 进 武 器 装 备 建 设 创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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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强能，“量身订
制”防弹衣

有矛就有盾。面对快如闪电的子

弹，防弹衣应运而生。

防弹衣，被誉为“最强贴身铠甲”。

早期，防弹衣的材质大多采用钢板，虽然

能有效防御子弹射击，减少士兵伤亡，但

数十公斤的“负重”让士兵苦不堪言。

战 场 上 ，高 速 旋 转 的 子 弹 击 中 铁

甲，会对士兵的内脏和骨头造成很大冲

击。士兵穿上如此笨重的防弹衣，常规

战术动作很难完成。有数据显示，穿上

10 公斤重的防弹衣，士兵机动作战能力

会降低 30%以上。

于 是 ，各 国 科 学 家 对 防 弹 衣 如 何

“减重强能”这一课题展开研究。防弹

衣的材料选择至关重要。科学家尝试

在保证防护性的同时，尽可能地为防弹

衣“减重”。

19 世纪 60 年代，科学家用 10 层以

上的棉花纤维制造出“棉质背甲”，这

种 软 甲 在 实 战 中 防 御 效 果 良 好 。 此

后，美国科学家齐格伦发明了“丝绸防

弹衣”，尽管价格不菲，但依然受到各

国买家追捧。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美军装备研究

部门通过试验多种材料后发现，锰钢不

仅兼具“硬”和“轻”两大优势，而且价格

便宜，是用来制造防弹衣的绝佳材料。

20 世纪 70 年代，凯夫拉防弹衣问

世。这种防弹衣材料强度是同等质量

钢 铁 的 5 倍 ，密 度 仅 为 钢 铁 的 五 分 之

一。试验表明，凯夫拉防弹衣吸收弹片

动能的能力是尼龙的 1.6 倍、钢的 2 倍，

一件重 1.8 公斤的凯夫拉防弹衣能抵挡

0.44 毫米口径手枪子弹的近距离射击。

不止减重，还要强能。俄罗斯加固

复合高强度材料中心研发出能够“水上

漂”的防弹衣，并将其命名为“两栖”。

这种防弹衣在护甲外添加了可漂浮的

衬板，确保全副武装的士兵能够实现水

中漂浮；英国防务科技实验所牵头研发

出一款新型陶瓷防弹衣，在确保优质防

护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了防弹衣的柔

韧性，使士兵在战场上的战术动作更加

灵活。

此外，“量身订制”让防弹衣个性更

加鲜明。有的国家针对女性设计出女

士防弹衣，与男士防弹衣相比，这种防

弹衣更贴合女性身材，具有良好的包裹

性和强劲的防御力。

“身体娇贵”，防弹衣
并非刀枪不入

如果你认为穿上防弹衣就有了“金

钟罩”，那就大错特错了。目前，世界上

没有哪一款防弹衣是完美无缺的，它们

都有自己的“罩门”。

防弹衣并非刀枪不入，它只能防御

一些口径较小的子弹，对于口径较大的

榴弹，以及非致命性的烟雾弹和闪光弹

等，防护效果并不理想。

战场上，穿戴防弹衣的士兵有可能

反复中弹。特别是软质防弹衣被子弹

第一次击中后，相应部位纤维会拉伸或

者断裂，对连续射击的子弹无法形成有

效防御。

我们知道，防弹衣的工作原理是通

过防弹板的碎裂吸收子弹动能。防弹

板受到冲击后，会造成相应部位大面积

破损，影响防弹衣的防护性能。当防弹

衣受到子弹连续射击时，防弹板通常会

偏离原位，一定程度上影响防弹衣的防

护性能。

2003 年，国外一名警察在抓捕毒贩

时，不幸中弹，弹头击穿软质防弹衣并

打入腹部。当时，这名警察身着的防弹

衣由 100%泽隆材料制成，具有防护性

好、重量轻、穿着舒适方便等优点。按

理说，这种防弹衣不会被轻易击穿，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后果呢？

经过调查发现，这名警察的防弹衣泽

隆纤维发生老化，防护能力下降约30%。

事 实 上 ，防 弹 衣 是 一 种“ 娇 贵 ”装

备。无论是凯夫拉还是泽隆，都属于人

工 合 成 的 化 学 纤 维 ，在 日 常 使 用 过 程

中 ，很 容 易 发 生 自 然 老 化 现 象 。 一 方

面，在阳光直射情况下，化学纤维老化

过程会大大加快，当照射达到一定时间

后，材料的抗张强度会急剧下降；另一

方面，化学纤维的寿命还与环境温度有

关，特别是受到弹头的巨大冲击后，局

部温度陡然升高，防护性能骤减。

要 想 使 防 弹 衣 时 刻 保 持“ 战 备 状

态”，需要将老化严重的防弹衣及时更

换，使用者也要定期对防弹衣进行维护

保养，做好防潮防晒等保护措施。

目前，世界上防弹衣种类繁多，其

中最常见的是凯夫拉防弹衣。尽管它

在防护低速枪弹和爆炸破片方面有着

不俗表现，但遇到步枪发射的高速子弹

时，防护上往往“力不从心”。

国外通常会对防弹衣防护性能进

行分级。国际上常用的 NIJ 标准，将防

弹衣防护性能从低到高划分为 6 个等

级，每个防护等级对应不同类型口径子

弹。其中，最高防护等级的防弹衣能够

抵挡射速高达 850 米/秒的子弹，防护效

果惊人。

创新混搭，液体防弹
衣的“科技范”

你相信防弹衣的重量能够比纸还

轻，硬度却比金刚石还硬吗？

科学家曾做过一次微观弹道试验：

一颗微小的硅粒，以 3000 米/秒的速度

射向单层石墨烯。惊人的是，这种蜂巢

形结构的材料可以迅速分散硅粒冲击

力，并能够中断穿过材料的外展波，承

受冲击能力比普通材料更强。

迄今为止，石墨烯是自然界最薄、

强度最高的材料，它的断裂强度比最好

的钢材还要高出 200 倍，能够代替凯夫

拉、芳纶等材料。石墨烯材料不仅能够

轻松抵挡子弹，还能大幅减轻士兵的战

场负重。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赞叹石墨烯材

料是如此“高大上”，但科学家创新的脚

步并没有停歇。最近，英国一家公司推

出了一款液体防弹衣，防护效果远强于

传统防弹衣，而且更轻、更具柔韧性，所

用材料是纤维和液体。

我们知道液体是柔软、流动的，而

铠甲则是坚硬、牢固的，这两个“小伙

伴”怎么才能很好结合在一起呢？这要

从一种特殊的液体说起——

由牛顿黏性定律可知，液体的黏度

值是恒定不变的，比如水、酒精等液体

被称作牛顿流体。那么，非牛顿流体就

是不满足牛顿黏性定律的液体，它的黏

度值则是一个变化量。这就体现了非

牛顿流体的重要特性：流体的黏度值会

随着压力和冲击力的增加而增大。

在 设 计 制 造 防 弹 衣 时 ，这 家 公 司

创 新 采 用 一 种 名 为“ 剪 切 增 稠 液 ”的

液 体 ，这 种 液 体 中 自 由 悬 浮 着 许 多 特

殊 粒 子 。 当 子 弹 高 速 撞 击 这 种 材 料

时，“剪切增稠液”中的粒子就会吸收

撞 击 能 量 ，并 迅 速 变 得 极 其 坚 硬 ，从

而起到阻挡子弹的作用。这种液体与

凯夫拉纤维搭配使用，能产生“1+1＞2”

的效果。

为满足未来战场需要，科学家还将

各种新型防弹衣与单兵模块化设备进

行有机结合。他们的普遍做法是在防

弹衣上设计模块化接口，可以放置子弹

袋、手榴弹袋等单兵武器。有的还别出

心裁地在后背位置安装可抓握条带，确

保士兵在受伤或失去行动能力后，能够

被战友及时拖至安全地带。

相信，乘着“科技东风”，未来防弹

衣会朝着“更硬、更轻、更强”的目标迈

进，成为名副其实的士兵“护身符”。

上图：俄军某型防弹衣。

资料照片

寻找“最强贴身铠甲”
■邢 哲 梁 帅 尚晓伟

初冬时节，第 83 集团军某旅机场，

寒风凛冽。该旅机械技师、一级军士长

侯永亮和徒弟彭晓阳对战鹰进行起飞

前的例行检查。

“ 这 些 年 ，听 惯 了 战 机 的 轰 鸣 声 ；

现 在 马 上 要 退 休 了 ，内 心 还 有 点 不

舍。”侯永亮伫立在机库门前，目送最

后一架战机顺利腾飞 ，思绪随之飘向

远方……

刚来部队，侯永亮有幸遇到郭文贵

师傅——一位干了 30 年空中机械师的

老班长。

“干机务是有传统的，师傅什么样，

徒弟就是什么样。”时隔多年，侯永亮依

然记得郭师傅的这句话，不断激励自己

成长成才。

郭师傅出了名的严格。只要侯永

亮操作一失误，郭师傅的批评声便会传

来。大到油料加注、机身检查，小到零

件收纳、抹布摆放，郭师傅的标准极高——

规定程序一项不少 ，必经程序一项不

漏，履行程序一步不错，“大事小事都要

扎扎实实按规矩办”。在郭师傅高标准

要 求 下 ，侯 永 亮 进 步 明 显 ，很 快 成 为

同 批 新 兵 中 第 一 个 放 单 的 空 中 机 械

师。

那年，某型直升机的一种部件达到

使用年限，需要一次性更换多个部件。

担负高强度的部件更换任务，不少人打

起“退堂鼓”，提议统一返厂更换。

“这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侯永

亮主动担任该任务负责人。为提高工

作效率，他带领战友们认真查阅规程、

研读资料，梳理出更换部件的具体步骤

和分工方法。他还把更换部件过程，拍

摄成视频资料 ，供大家学习参考。最

终，他不仅高标准完成任务，还带出一

批有经验的机械员。

从塞北大漠到南海之滨，从东北莽

原到高原戈壁，飞行员飞行的轨迹，勾

勒出侯永亮的“保障线路图”。在一次

次任务实践中刻苦磨练，当年的“小徒

弟”已成长为旅里的“大师傅”。

在 侯 永 亮 的 衣 服 口 袋 里 ，总 是 装

着一本维修笔记 ，这是郭师傅送给他

的特殊礼物。“师傅带好徒弟，离不开

‘情真’二字，具体到工作中就是要带

着‘感情’去说，带着‘真心’去做。”侯

永亮说。

一个人可以飞得快，一群人才能飞

得更远。无论日常工作有多忙，他都会

抽时间给徒弟们讲解维修要领，让他们

尽早成才。

从事机务工作 30 年，侯永亮完成

了近千次飞行保障任务，先后培养出数

十名维修骨干，他们已成为机务保障岗

位上的中坚力量。

第83集团军某旅机械技师侯永亮—

“大事小事都要扎扎实实按规矩办”
■本报记者 彭冰洁 通讯员 王 越 朱文海

前不久，俄罗斯军方透露，他们将为步兵和特种部队

配发新款索特尼克战斗系统。值得关注的是，这款系统

中的新型防弹衣能够有效防御大口径子弹。

自防弹衣诞生之日起，各国科学家一直尝试对防弹

衣材料和工艺进行创新升级。如今，越来越多防护力

强、重量轻、综合性好、舒适耐用的新型防弹衣相继诞

生，成为世界各国军人的“标配”。

互联网上，搜索“防弹衣”这个关键词，可以查找到

液体防弹衣、蜘蛛丝防弹衣、防电子防弹衣等新型装

备。那么，这些先进防弹衣是如何防弹的？是否真的

刀枪不入？它的“罩门”又在哪里？本文将为您答疑

解惑。

军工科普

维修达人

匠心慧眼

“半小时内，找到 3 处故障，并全部

排除。”经过 3 个多月“一对一”帮带培

训，某军工厂张永胜师傅给我出了一张

特殊考卷。

这张考卷不简单，能否正确解答，

关系到我能不能顺利毕业。

来不及多想，我走到故障车前，马

上开展故障排查工作。

按照之前学习的修理方法，我先绕

车一周观察车辆外观是否有异样。没

过一会儿，我就发现第一个故障——油

管与发动机发电连接处断接。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我马上拿

出修理工具，快速排除故障。

“张师傅严苛出了名，后面故障肯

定不会太简单，不能掉以轻心。”第二

道考题果然难住了我，10 多分钟过去

了，我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我深吸

一口气，告诉自己：“要有信心，稳住。”

过了一会儿，我成功找到第二个故

障——无激光回波信号。

这是一个善于“伪装”的故障，不细

心排查还真难以找到。

“怎么处理？”我想起张师傅之前在

实操时讲过这个问题，马上按照他教的

方法展开排故。

故障是排除了，但耗时过多，留给

我 排 除 第 三 个 故 障 的 时 间 已 不 足 10

分钟。

这时候，豆大的汗珠从我的脸颊滑

过，我心里焦急万分。

果然，又是一个冷门故障——火炮

不能解除液力闭锁。

我记得张师傅曾讲过这个问题，

这种故障平常很少见，当时我完全没

有用心学。我看了一下手表，考试时

间只剩 3 分钟。那一刻，我紧张得连最

简单的拆卸螺丝都变得迟钝。

我努力平复紧张心情，结合日常工

作经验开始排故，最终成功排除故障。

此时，张师傅走到我面前，脸色铁

青地说：“超时 10 分钟，不及格！”听到

这个结果，我一脸沮丧，像是泄了气的

皮球。

张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有

一个很大缺点——对冷门故障学习研

究不够，导致遇到突发情况变得手忙

脚乱。”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谁能保证冷

门故障不会出现。一旦出现，你没有能

力排除，就是给对手机会。”张师傅表情

严肃地说。

从那天起，我一有时间就向张师傅

虚心请教，学习不同装备的冷门故障排

除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磨练自己应对

突发故障的心理素质。

时光匆匆流逝，离别之际，我紧紧

握 住 张 师 傅 的 双 手 ，期 待 下 次 相 见 。

张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今年底，

我就要退休了，希望你能记住那张不

及格的考卷，不断激励自己勤学苦练，

将来在连队能够带出一流的维修技术

骨干队伍。”

笛声响起，目送张师傅乘坐的汽车

渐行渐远，我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王 轶、郭 浩整理）

上图：赵亮亮（左一）为战友讲解某

型装备工作原理。 程 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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