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5 军 营 观 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２年８月５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陈小菁

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本期话题：演兵场上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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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手”过于自信，
将机会拱手让人

弹药装载完毕，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某仓库弹药支援保障队队长张学成，下

达了“战场投送”命令：“咸玉龙带领包永

真押送弹药，一旦遇到特情，按预案灵活

处置。”

得令行动。穿戴好单兵“外骨骼”，

二级上士咸玉龙和上等兵包永真，合力

将一辆小型无人车搬上了弹药运输车。

边装车，咸玉龙边向记者介绍：别看

车小，威力大着呢——“这辆小型无人

车，不仅马力足、提速快，还具有爬坡、应

对复杂路况能力。”

谁能想到，如今对这辆无人车津津

乐道的咸玉龙，就在几个月前，还“打心

眼里瞧不上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

咸玉龙被誉为仓库搬运“突击手”。

这位经验丰富的班长带出来的搬运机械

班，曾多次登上连队龙虎榜，他带出来的

“徒弟”不仅操纵叉车技能过硬，军事体能

也过硬。每次任务一到，不管是平时抢收

抢发，还是演训中展开弹药投送，咸玉龙

总能带领全班攻下“山头”。

“突击手”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去

年冬天，该中心组织一场保障演练，小型

无人车首次在弹药投送保障链条中亮

相。身经百战的咸玉龙过于自信，把使

用无人车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一个新兵较

多的班。

那个班的班长吴锐，是位大学生士

兵，早就对智能设备在战场上的运用跃

跃欲试。此次“意外”得到弹药投送无人

车的使用权，吴锐如获至宝。

随后，吴锐带领战友认真研究无人

车的各项性能和操作方法。很快，每名

战士都可以熟练操作无人车了。

与“突击班”较量，
“无人车班”轻松获胜

演练如期而至，张学成有意让咸玉

龙带的“突击班”与吴锐带的“无人车班”

比试一番。

“弹药支援保障队前出开设野战弹

药库，择机实施机动支援保障。”一声令

下，“突击班”和“无人车班”分别携带战

斗和搬运装具，直奔支援保障地域。

行进到距预定保障地域不足 1 公里

之处，变窄的道路阻挡了弹药车前进。

张学成决定，就地停车开设野战弹药库。

他们刚将弹药车隐藏妥当，就接到

上级“前出支援保障”命令：“我方一个连

兵力急需补充步枪弹和火箭弹……”

张 学 成 立 即 派 出 2 名 战 士 前 出 侦

察，同时命令“突击班”和“无人车班”做

好弹药投送准备。他们侦察发现：从野

战弹药库到山脚下的投送路线，虽然不

在“敌”火力范围内，但有 2 处“染毒地

段”；接下来的一段上山路线，虽然有稀

疏植被掩护，却容易遭“敌”攻击。

咸玉龙带领“突击班”采取“兵分两

路、徒步接力”的投送办法——山下 8 人

每人间隔百米，山上 4 人每人间隔 50 米，

一人扛着一箱弹药，运用“屈身前进”等

战术接力前送。

不想，穿戴防毒面具、途经“染毒地

段”，2 名战士扛了 2 趟弹药，速度明显降

了下来。爬坡投送弹药的 4 名战士显然

也遇到困难，其中 1 人扛着弹药箱上山

不久，就被宣判“阵亡”……最后，咸玉龙

和战友们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弹药运抵

一线。

紧接着，轮到“无人车班”应战。只

见他们两人一组，迅速将近 600 公斤的

弹药装进无人车，贴上了防护膜。

随后，吴锐通过操控遥控装置，指挥

无人车顺利穿越“染毒地段”，冲上 200

米坡路进入简易工事……弹药迅速补充

到一线战位。

看到这一幕，咸玉龙才意识到自己

小瞧了无人车。

无人机遇到的“充
电”问题，人也会遇到

如果说咸玉龙和战友们在演兵场上

感受到的是“科技+”的威力，那么第 967

医院应急医疗分队的队员们感受到的则

是“科技+”的“囧途”。

那天，应急医疗分队接到呼叫：“一

名狙击手感到腹部疼痛，请求医疗分队

支援……”

此时，应急医疗队与伤病员之间还

有一段距离，由于伤病员位于一处高地，

救护车辆无法抵达。他们立即开启远程

问诊，并做出诊断：该狙击手急需服用一

种药品。

为赢得救治时机，医疗队尝试使用

无人机投送药品。医护人员将急救药品

和一瓶热水放入保温袋，吊挂在无人机

下方。

一切准备就绪，医疗队参谋王锟操

纵无人机起飞升空。不一会儿，远处高

地逐渐出现在监控屏幕中。就在此时，

无人机飞行辅助功能突然发出提示：需

要立即返航。

无人机返航后，医疗队员分析查证

发现，因锂电池突遇低温，导致电量骤

减。无奈，他们只得将锂电池更换，再次

操纵无人机运输药品……

无人机的“囧途”，引发了大家的热

议。一些官兵刚刚被点燃热情，这下子

又迅速降温：“看来，还是靠自己两只手、

两只脚最靠谱。”

“无人机经历的‘囧途’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我们的思维陷入‘囧途’。”复盘会

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一位领导说。

不久，军地科研专家被邀请到该中

心举办的“科技大讲堂”，为官兵普及人

工智能领域技术知识。

“未来战场上，无人智能设备不仅可

以减轻官兵负担、规避战场风险，还可以

提高投送效率。相信目前出现的一些问

题，在将来都不是问题。”那天，听完讲

座，第 967医院野战医疗队队长刘轶宁和

战友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无人机库房。

“无人机遇到的是‘充电’问题，我们

遇到的也是‘充电’问题。”刘轶宁说，只

要人的问题解决了，智能设备一定会成

为战场精准高效保障的关键力量。

一批智能化设备嵌
入“战场”，融入保障链路

去年冬天，该中心某保障旅在某山

区组织各保障要素实战化训练。

一天下午，接到“寒潮预警”，该旅保

障组立即查看未来几天驻训地区的天气

预报和官兵御寒装备携带情况。结果发

现，当天晚上到随后两天，不仅气温骤

降，而且普降大雪。

当时，从温区跨区参加驻训的几支

分队官兵缺少寒区被装。该旅领导临时

决定：将补充紧急御寒被装任务，当作

“实战保障”训练课目来完成。

该旅助理员曹赫负责指导物资支

援营完成此次任务。当被服支援保障

队 装 载 完 御 寒 被 服 后 ，曹 赫 叮 嘱 他 们

将 多 旋 翼 无 人 机 带 上 。 后 来 ，天 上 下

起 了“ 冻 雨 ”，车 辆 上 山 困 难 。 他 们 搬

出 无 人 机 ，分 批 把 御 寒 被 装 精 准 投 送

到执勤岗位。

这次“战场投送最后一公里”的实

践，增加了该中心各保障要素官兵运用

智能设备的信心。随后，一批智能化设

备嵌入“战场”，融入保障链路。

前 不 久 ，在 某 综 合 战 术 训 练 场 ，

一 场 实 兵 实 弹 射 击 联 合 演 练 正 在 进

行 。 突 然 ，一 枚 炮 弹 打 出 来 之 后 迟 迟

没 有 爆 炸 ，对 后 续 实 兵 演 练 的 官 兵 造

成 威 胁 。 现 场 指 挥 员 命 令 ：立 即 排 除

哑弹。

该中心某排爆小分队接到命令后，

立即操纵无人机前出侦察，发现那枚哑

弹已扎进土里，地面只露出大约 30 厘米

长的弹体，如果人工挖掘排除这枚哑弹，

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正 当 大 家 为 排 爆 员 担 心 时 ，只 见

排爆小分队直接开过来一辆弹药应急

排 险 车 。 在 操 作 员 的 操 纵 下 ，一 台 履

带式排爆机器人从车内直接“奔赴”那

枚哑弹。

据 了 解 ，这 台 排 爆 机 器 人 由 该 中

心某报废武器弹药销毁大队与科研单

位 共 同 研 制 ，可 以 代 替 排 爆 人 员 对 爆

炸装置或武器实施侦察、转移、拆解和

销毁。

不 一 会 儿 ，排 爆 机 器 人 就 赶 到 了

哑弹旁边。只见操作员遥控指挥机器

人 将 那 枚 哑 弹 夹 住 ，用 力 将 其 从 泥 土

中拔出，转移到一处安全地域，然后将

其引爆……

“科技+”嵌入战场保障链条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探索运用智能设备提升实战保障效能新闻观察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于 浩 郭 冰 刘奕麟

被抽组到弹药支援保障队不久，上

等兵张信博参加了一场野战弹药投送演

练。军事体能并不出众的他，这次表现

却让人刮目相看。

“这场硬仗攻得下来，全靠我身上

的‘机械甲’。”走下演兵场，张信博感

叹不已，“一个单兵就是一条运输线，

穿上‘机械甲’，就像给每个运输线增

加了一个马达。”

任务前夕，张信博和战友曾参加过

一项测试：在同一时间内，单兵徒手搬

运 40 公斤重的弹药与穿上机械外骨骼

搬运的效能相比，器械运能是徒手运能

的 3 倍还多。

盛夏，科尔沁草原上硝烟弥漫。首

次亮相的“机械甲”，成为沈阳联勤保

障中心组织的野战弹药投送演练的一道

风景线。

与科幻电影中的“钢铁战甲”有所

不同，这身“机械甲”更像是一个运能

助力系统。它还有一个形象的称谓——

“外骨骼”。

该中心某仓库参谋长、弹药支援保

障队队长张学成告诉记者，“外骨骼”

利用电机产生动能，辅助官兵完成弹药

箱搬运动作；单兵运输过程中，系统通

过手部、脚部多个点位的压力检测，将

弹药重量均匀地分配到单兵全身，通过

科学助力，帮助官兵分解一部分重力。

真正将“机械甲”引入实战保障，

还要从一次运输任务说起。

那次，弹药支援保障队接到预先号

令，要求某仓库配合某部实弹射击进行

弹药投送保障。

“由于投送的是实弹，又在夜间操

作，运输过程中不能出现箱体碰撞或滑

落等情况。”为安全高效完成任务，张

学成向上级请示使用单兵运输外骨骼系

统。

试用之后，弹药保管员们直呼过

瘾。他们没想到，“机械甲”这么快就

嵌入演兵场。

穿上“机械甲”飞奔在演兵场上，

张信博感受到战友们纷纷投过来的惊讶

敬佩的眼神。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新科技成果

帮助我们打胜仗。”这是一名士兵的畅

想，更是一支部队的探索实践——

“ 科 技 +” 是 保 障 力 跃 升 的 翅 膀 ，

当 越 来 越 多 的 “ 科 技 +” 嵌 入 战 场 保

障链条，单兵作战能力必将迎来“战

斗力+”。

弹药投送，单兵穿上“机械甲”
■梁立坤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历史，总能从细节里窥探出未来的

影子。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在战场上滞

留了超过 40 万吨物资。由于并不掌握

这些物资的具体信息，他们不得不打开

清点 2.5 万个集装箱，直接造成数十亿

美元的损失。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借助物联网技术，给每个集装箱加

装了无线射频芯片，大大提高了军事物

流后勤和装备保障的效率。

2020年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的无

人机所构建起的战场绝对优势，仿佛打

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们纷纷在猜想——

“机器人的战争”中，人类能否控制住其

所爆发出来的惊人能量？

“后方的人只需要在电脑上动一

动手指，前方冷血的‘杀人机器’便能

战斗到只剩下一个轮子。”一位军事专

家所描绘的未来无人智能化战争，或

许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只有 0 和 1 的

世界里，人类的生命安全将会被重新

评估。”

随着人类社会智能化程度日益提

升，军事智能化进程不断提速，智能化

作战保障作为军事智能化的必备要素，

已经成为部队建设亟待突破的瓶颈。

特别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作战进程快、

力量控制精、技术含量高，保障的强度

和难度空前增加。保障是为作战服务

的，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得如此之

紧；保障要求快速高效，但从未像今天

这样要求如此之高。

着眼智能化的未来战场，曾有学

者提出：“争夺新军事革命制高点，人

的智能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人的思

维观念、思维方式、道德素养和能力素

质也应当得到全面提升。在物联网带

来的全新时代下，物这个“老朋友”一

直在进步、在发展，人不能始终固守在

旧 的 思 维 里 停 滞 不 前 。 打 赢 未 来 战

争，提升实战保障质效，我们必须突破

传统思维。

深入研究“科技+”实战保障潜能，

及时将技术成熟、适应战场需求的智能

化装备引入训练场。未来战场需要精

准高效保障，我们的传统保障模式，不

管是在“精准”还是在“高效”方面，都还

存在一些短板。要补齐传统保障短板，

除了要强化官兵保障技能和战斗精神

之外，还要不断探索引进智能设备进入

实战保障。

更新传统保障训法，不断强化人与

智能设备的磨合训练。当前，虽然有的

智能设备被引入到了训练场，但更多的

是体验性、试验性运用，一些官兵认为

训练时体验一下就行，还没有真正把这

些智能设备当作要与自己一起保障作

战的“战友”那样认真对待。智能设备

是先进战斗力、先进保障力的增长点，

如果不认真研究、尽快掌握，就很可能

错失发展的机遇，进而在激烈的军事竞

争中被对手拉大差距。

紧盯技术发展前沿，关注未来作战

涌现的新需求。以无人化为主要表现

形式的智能科技已渗透至战争全要素

全过程，必然促使保障内容和模式发生

革命性变化。这迫切要求我们站在智

能化的时代前沿，关注未来作战涌现的

新需求，抓紧研究智能化作战保障新机

理，积极吸收“云端大脑”“物联网”“虚

拟仓储”等智能化因素，以此牵引作战

保障的变革。

实战保障要突破传统思维
■王祖来

官兵穿上机械外骨骼装载弹药。

图①：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官兵使用叉车装载弹药。图②：野战弹药支援保障分队组织保障演练。 汪学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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