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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军援建的首个肝病治疗基地日前在新疆
第六人民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作为援建方的解放军第
302 医院，今后将每年派遣多名专家赴基地开展肝病防
治技术指导，在当地推广应用各类肝脏疾病治疗的新方
法，开展肝病相关检测项目，培养肝病防控人才。

据介绍，我国肝病人群数量巨大，病种繁多，危害严
重。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地域等方面因素影响，
新疆地区人群感染乙肝、丙肝基因型与其他省份不同。
随着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深入，耐药突变株的出现也
给诊疗带来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新疆的丙肝漏报率
同样让人堪忧。由解放军第 302 医院援建的肝病治疗基
地将致力于提高各种肝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用规
范、有效的治疗全方位改善肝病患者的疗效，打造一支肝
脏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团队。肝病中心还设立专家委员
会，由各学科专家和 302 医院资深肝病专家组成，开设肝
病专病和会诊门诊，组织各科专家联合出诊，解决患者的
各类疑难肝病问题。

解放军第 302 医院政委邢振湖表示，该院自 2010 年
与第六人民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先后协助建成
了新疆首个感染性疾病血液净化中心和艾滋病防治中
心；指导建成了远程会诊及专家咨询网络平台及共同应
对突发、新发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机
制；派遣多批次医疗队实施协作帮扶，选派业务精、水平
高的专家留疆开展技术指导。 （戴 欣）

军队援建首个肝病治疗基地在新疆投用军队援建首个肝病治疗基地在新疆投用

本版编辑 姜天骄

为老区病患撑起生命方舟

无影灯下，手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指导手术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长者。一根U
形管穿过患者肝脏放置，通过总胆管、十二
指肠，从空肠引出，避免外引流造成胆汁损
伤，有效解决了黄疸问题，架起了新的生命
通道。这是瑞金开展的首例此类手术。

指导手术的正是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
科教授冯玉泉，今年 72 岁，专业技术二
级。他是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级别最高的
专家，每年都要随队到老少边穷地区义
诊，被称为“铁杆队员”。

“能用我们的技术，为老区人民的健

康 尽 些 绵 薄 之 力 ， 这 是 我 们 最 大 的 心
愿。”老教授的肺腑之言情真意切。

和冯老一样，专家们个个全力以赴，
诠释了国家队的实力和水平。

一位 29 岁的患者曾到多地寻医问药
未果，这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找医疗
队专家。神经外科教授马晓东为他接诊，
询问病史、查看资料、检查身体，不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明确诊断为“脑部血管动
脉瘤畸形”。马晓东解释说，“有些病变不
太容易发现甄别，像你这种情况平时可能
没啥感觉，一旦脑出血，就特别危险”。
考虑到病变部位接近运动区，开刀手术风
险很大，专家提出了“先治疗栓塞，再放
射治疗”的建议。“积极治疗很关键，我
们一起努力。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

时联系我。”马晓东留下了电话。患者异
常感慨，“以前不清楚得的是啥病，幸亏
遇到了马主任！”

为基层医务人员传经送宝

帮带指导，是医疗队义诊活动内容之
一。专家们与老区医务工作者共同分享多
年工作积累的经验。

10 月 15 日下午，兴国人民医院容纳
300 多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医疗队普外
科李玉坤教授正在作题为 《外科急腹症诊
治》 的学术讲座。大家聚精会神，现场只
有专家讲课、记录笔记和手机拍摄多媒体
课件的声音，偶尔还有从外面匆匆赶来的
脚步声。其他医院的听众也不少，很多来
自乡镇。对于基层医务工作者来说，能够
面对面聆听这些重量级专家授课，机会难
得，大家都不愿错过。

大课反响热烈，小课同样精彩。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黄德亮教授和重症医学
科 周 飞 虎 教 授 分 别 在 对 口 科 室 专 题 授
课。听众尽管只有 10 余人，但讲课标准
一点没降，互动交流异常活跃。瑞金人
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曾瑞亮感叹，“以前只

是在教科书里看到过这些专家的名字，
现在当面听他们讲课、接受指导，对我
们来说就像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真
的很解渴”。

教学查房、手术示教，是专家传经送
宝的另一种方式。查房时，心内科晏沐阳
教 授 结 合 一 位 77 岁 老 人 心 衰 、 心 房 纤
颤、肺部感染特殊病例，现场讲授问诊、
叩诊、听诊等注意事项，并以“扁鹊诊断
病人四步骤”和“中医著作 《景岳全书》
十问篇”为例，强调中华传统医学和循证
医学的重大意义。仅一个病例，晏沐阳就
讲了 20 分钟。病房里站不下太多人，有
些医护人员就在门口旁听、记录⋯⋯

利用休息时间，医疗队专程拜谒了革
命旧址，参观了中央红军总医院院部旧
址。“来到这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对于
我们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精神的熏
陶，意义特殊。作为新时期人民军医，继
承弘扬红军总医院光荣传统，我们责无旁
贷。”冯玉泉教授道出了全体医疗队员的
心声。

一次老区行，一生老区情。为期一周
的义诊画上了圆满句号，但军中白衣战士
情系老区人民的赤诚始终如一。他们期待
着再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

医疗尖兵情暖老区百姓
——解放军总医院国家医疗队赴江西义诊帮带纪实

王继荣 罗国金

今年 7月 22日，“北斗二号运控应用系统成果
鉴定会”在北京举行。总站承担的 40 余个项目在
专业理论、核心技术和装备研制等方面取得的创
新成果，填补了卫星导航领域多项空白。“实施创
新驱动才能把握战略主动，依靠自主创新才能实
现自主可控。”面对成绩，总站主任王瑶有感而发，

“创新的目标必须从‘追踪前沿’定位到‘抢占高
点’上。”

北斗二号区域系统建设是实现我国卫星导航
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关键阶段。在北斗二号系统
建设中，作为任务主体单位，他们编写设备集成、
系统联调、星地联调大纲近 30 份，先后完成近
300 项联调联试任务，排查解决 300 余项技术难
题。首次提出的集“定位报告”与“连续导航”两种
功能深度融合的技术体制，开辟了国际卫星导航
领域新路子；首次提出的“导航系统与增强系统一
体化设计建设”总体方案，提供的重点区域信号精
度跃居世界卫星导航前列；首次采用高精度激光
时差测量方法，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对同步轨道卫
星的激光测量；北斗用户终端全部装上了自主研
制的“中国芯”⋯⋯

对于使用无线电波探测的卫星导航系统来
说，“测距就是测时，时间代表精度”。哪怕相差万
分之一秒，都会导致近 30 公里的定位误差。要实
现实时精确的导航定位，必须有高精度时间基
准。仅用 6 年时间，总站就从零起步建成军用时
间频率系统。2009 年 11 月，中央军委颁布命令，
规定总站保持的协调世界时为我军标准时间，使
我军拥有了统一的高精度时间基准，并彻底终结
了依靠 GPS 授时的历史。2012 年 12 月 28 日，党
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贺电，高度肯定北斗
二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是国家和军队信息化
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贡献。

目前，北斗全球系统攻坚战已经打响。前瞻
性开展项目预研，周密组织研究论证，总站靠雄厚
技术实力赢得了 16 个总体方向关键技术攻关项
目和 16 个参研项目，成为全国上百家参研单位中
最大的卫星导航专业技术实体。

近年来，总站先后攻克 50 多项核心关键技
术，4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取得 273项科研成
果和专利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测绘
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特
等 奖 1 项 、军 队 和 部 委 级 科 技 进 步 奖 132 项 。
2007年被中央军委记集体二等功。

一项项闪耀着“中国创造”光芒的科研成果，
簇拥“中国北斗”成为浩瀚宇宙中闪亮的星。

自主创新擦亮“胜利之眼”
——总参卫星导航定位总站致力北斗导航事业纪实

本报记者 张 忱 实习生 陈映佑

今天，无论是在陆海空天展开的经济科技竞争，还是以精确打击为特征的军事斗争，

精准的时空坐标就是“胜利之眼”。承担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究论证、研制建设、运

行管理和应用保障“四位一体”重要职能的总参卫星导航定位总站，历经14年攻坚克难、

开拓创新，与其他研制单位携手，如期建成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和军用时间频率3大系统，

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国家。

2011 年 3 月 1 日，海南琼临高 03052 船渔民王
定成在三亚东南方向 80 海里处捕鱼时突发胃出
血。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过北斗监控平台收到
求救信息后，及时派出直升机救助，挽救了渔民的
生命。卫星导航、船舶定位、紧急报警、收发短信，
如今，我国 6 万多条出海渔船都装备了基于“北斗
信息服务平台”的“海洋渔业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渔政部门实现了对渔船的科学调度和实时监控，外
出打渔有了新的“保护神”。

记者走进总站演示大厅，看到所有装备了该系
统的渔船都显示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船员们发
出的短信也在随时更新。总站总工程师谭述森说，
与 GPS 相比，北斗导航终端的优势之一在于增加
了短信通讯功能，可同时解决“我在哪儿”和“你在
哪儿”的问题。

长期以来，GPS 几乎垄断了我国卫星导航民
用市场。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中，总站坚持军
民融合式发展方针，于 2001年启动了“北斗信息服
务平台”自主研发，努力实现服务国防建设和经济
建设的双重效益。他们提出面向集团用户服务的

总体设计思路，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路线，先后攻
克 10 余项关键技术，成功研制数据服务和集团用
户示范系统等多套核心工程软件，为北斗系统服务
数据的大规模集团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
撑。2004 年底，北斗系统信息服务平台研制成
功。目前，这个平台已广泛应用于气象水文、交通
运输、森林防火、基础测绘、地质监测等几十个重要
领域，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总站副主任赵文军说，“全站科技官兵把建设
精确稳定的北斗系统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根本命
脉的高度，在系统研、建、管、用各个环节，不断提升
复杂困难情况下导航定位核心能力”。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
害。一时间，灾区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广大群众
的安危牵动着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心。总站迅
速将北斗用户位置和短报文信息引入灾情监控系
统，实行 24 小时监测。13 日 12 时，监控屏幕上，一
个红点跃入值班人员眼帘，“灾区有人‘上’北斗
了！”只见这个红点正沿着 317 国道急进汶川，经北
斗短报文确认，这是第一支进入汶川的武警救援部
队。他们传回的信息，为救灾决策提供了重要依
据。随后，总站派出北斗导航应急分队，携带近千
台用户机奔赴灾区，实现了抗震救灾的顺畅指挥，
北斗把党中央与灾区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总站先后圆满完成国庆阅兵、载人航
天、应急处突和抢险救灾等 100余项重大战略保障
任务，北斗系统在国防和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

维护国家安全命脉

给世界一个新选择

新闻链接

“模范兴国”、“红都瑞金”，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赣南苏区两颗璀璨的明
珠。10月14日至20日，解放军总医院国家医疗队来到这片红色热土送医送药
送健康，把党的温暖传遍千家万户，谱写了大医为民的时代新篇。

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国家队：10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全部是主任医师、教
授，临床经验丰富；这是唯一的“军”字头国家队：参加“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全国义诊的8支国家医疗队来自军队医院的独此一家。

国防聚焦

激光测距技术人员维护天文望远镜，确保系统实现白天对

星观测。

边防官兵

在巡逻车上使

用北斗小型化

手持用户机向

边防执勤管理

系统发送短信

息，报告任务

完成情况。

凌晨的胶东半岛，薄雾轻绕，数十辆导弹兵器车蜿
蜒前行，“霹雳尖兵”营旗随风飘动。这是济南军区空军
导弹某营组建 5 年来第十一次出征。从内陆到高原，从
沿海到大漠，“霹雳尖兵”南征北战，圆满完成演习演练、
实弹打靶、战斗驻训等重大军事任务 10 多项，成为空军
首批“地面防空优胜营”。

这个列装了我军新型防空兵器的地空导弹部队，组
建之时就备受瞩目。官兵们也憋足了一股劲，一定要在
最短时间练出样子来。然而，一次演练中，指挥控制装
备突发故障，面对密密麻麻的主板元件，官兵束手无策，
不得不请专家连夜救援。“临阵落马”的教训让官兵们深
刻认识到，越是信息化程度高的兵器装备，越需要高技
术本领来驾驭，仅凭一腔热血是不行的。没有学习和创
新，新装备难有新作为。

演练归来，一连战勤班 9 名官兵找到连长陈晓亮主
动请缨，表示不把指挥控制装备的性能原理弄懂搞透，
谁也不休假。他们自掏腰包购买学习资料，每天学到深
夜，推动连队业务技术水平飞速跃升。在旅军事训练大
比武中，他们取得了两个单项第一和综合成绩第一的优
异战绩。

该营三连更不示弱。他们成立的科研小组在硕士
连长郑富军带领下，开发出某型雷达模拟训练器和指挥
所坐标转换、雷达探测范围图自动生成等 6 个训练软
件，使新装备作战训练效能显著增强。

学习、钻研、创新，让这个新锐导弹营尝到甜头。这
些年，无论部队走到哪里，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都要
建起一个简易学习室，哪怕是在宿舍一角扯两块布帘一
挡，拉根电线挂个灯泡，也要让官兵学有去处。这些建
在帐篷和车库里的简易学习室硕果颇丰：自编《排故手
册》、《安全操作规则》等教材 35 本，对制导雷达操控鼠
标、吊装吊索等附属装备部件革新 10 多项，提高了新装
备战斗力。官兵们紧紧围绕“机动布防能走、电磁环境
会打、面对强敌善战”目标，在各项任务中积极探索克敌
绝招，创新总结战法训法 10 余套，极大提高了部队常态
化应急机动作战能力和正规化建设水平。

有一年春节刚过，该营奉命远程机动数千公里，赴
西北大漠实弹打靶。预设阵地自然环境险恶，最低气温
零下 26 摄氏度，夜宿帐篷又突遇大风被吹翻，不少官兵
身体不适，输液用的 200 多瓶葡萄糖几天就用完了。就
是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他们取得了首发命中的战绩。

一次，空军数十个导弹营开进西北某地进行对抗演
练。临战前的氛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敌”机何时突
防、如何攻击、几批几架，一切未知。勘测到一个好阵
地，胜算就占了一半。演练期间，仅勘测阵地，营长姜政
琳就带着参谋在沙漠中开车跑了 6000 多公里。战前功
课做得扎实，阵地选得匪夷所思。对抗中，尽管“敌军”
机群实施低空隐藏突防、强电磁压制等手段，但该营反
应神速，8 个演练日，机动布防 8 次，行程 2400 余公里，
取得击落“敌”机 15 架、有效射击 21 次的优异战绩，“霹
雳尖兵”从此威名远扬。

驻西藏山南地区的武警黄金部队官兵积极学习藏族

文化，加强与当地群众交流，警民关系融洽。许浩然摄

“我们用了外国导航系统三分之一的时间和四十分之

一的经费，建成了北斗一号。这些年，总站的科研人员 6 次

改写了世界卫星导航技术纪录，实现了卫星导航核心技术

的群体性突破，北斗二号的系统稳定运行率始终保持在

99.98％以上。”

——总参卫星导航定位总站主任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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