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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荣获“军队科技创新群
体奖”的兰州军区某测绘信息中心近
日又传出喜讯：由中心主任王明孝带
领的科技团队，历经一年多的探索攻
关，创造性地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到地
形图生产领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
幅 3D 地形图。专家鉴定此项成果居国
际先进水平。

3D 打印技术是快速成型技术的
一种，它通过计算机软件控制，把装在
打印机内的“打印材料”一层层叠加起
来，最终使计算机上拟打印的立体蓝
图变成实物。近年来，这项技术被迅速
应用到工业、医学、建筑、军事等多个
领域。兰州军区某测绘信息中心的科
研团队勇追世界科技潮头，于 2013 年
启动 3D 地形图科技攻关，成功研制出
我国第一幅 3D 地形图——《兰州市区
三维（3D）地形图》。

记者眼前的这幅 3D 地形图与传
统的人工制作沙盘相比，具有精度高、
可量算、重量轻、便于携带的优点，可
谓是现地地形的“浓缩版”。军事专家
指出，3D 地形图的成功研制，可为军
事地形分析、首长指挥决策、部队遂行
任务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具有很高
的军事应用价值。

该中心政委许仕敏介绍说，在 3D
地形图研制过程中，中心科技人员没
有选用石膏、树脂、特殊塑料和金属粉
末等国际上专用的昂贵打印材料，而
是将库存的数千吨废旧地图开发为打
印材料，最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具有
很强的推广性。

全国制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
的鉴定认为：此项成果设计思路新颖、
研制难度大、技术先进，填补了国内空
白，居国际先进水平。

中心主任王明孝表示，第一幅 3D
地形图研制成功后，中心科技人员致
力于技术的升级改造。目前，他们已将
A4 幅面的 3D 地形图的精度由最初的
1 毫米提高到 0.1 毫米；将打印时间由
24 小时缩短到 8 小时；制图范围实现
了从战区地域向战区外地域的拓展。

“在不久的将来，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
任务的区域在哪里，3D 地形图就可以

‘打’到哪里。” （李晓强 杨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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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幅3D地形图
火箭军中的“草根专家”

——记第二炮兵某导弹旅技术室主任陈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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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深处一抹动人的绿
王泽勇 洪 远

在高学历人才云集

的第二炮兵导弹部队，

只有高中学历、大专文

凭的某导弹旅技术室主

任陈学东声名远播。他

领衔研制的多项装备器

材，成功破解了部队战

斗力建设瓶颈，32项科

技创新成果有效推进部

队战斗力提升，有的还

为新型导弹研制定型生

产“增砖添瓦”。航天科

研专家和部队官兵赞誉

他是战略火箭军中的

“草根专家”。

水香湖、根雕园、奇石馆⋯⋯在曾经孕育
过楼兰文明的戈壁荒漠罗布泊的腹地，一群
守卫祖国安宁、守望戈壁宁静的军中汉子，用
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一片神奇的绿色。

新春伊始，我们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
地——总装驻疆某基地辛格尔哨所。

站在罗布泊第一泉边，哨所班长王琼
讲起了八千里巡逻的感人故事：我国首颗
原子弹试验前，７名警卫兵每人负重 70 多
斤，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大漠，徒步巡逻
8300 多里。行至楼兰古城时，他们断水断
粮，仅靠３支葡萄糖和顽强的毅力，走出绝
境，完成使命，还发现了这一甜一咸两眼生
命之泉。

“清泉流淌在戈壁滩，战士守卫在清泉
边，清泉为战士把歌唱，战士把清泉来装
点。扎根辛格尔，献身戈壁滩，寂寞埋心
里，欢乐留人间⋯⋯”为记住前辈英雄壮
举，让历史昭示后人，官兵们创作了歌曲

《战士与清泉》，歌声里有情、有爱、有忠诚。
虽然地处戈壁荒漠最深处，但这里绝

不是文化的沙漠。秦俑战士、展翅雄鹰、罗
布泊龙、蛇鹰大战⋯⋯业余时间，战士们从
戈壁滩捡来树根、石头，巧妙设计，精心打
造，建起了根雕园和“楼兰奇观”奇石馆。
他们从那些惟妙惟肖的根雕、奇石中，找到
了精神寄托，感悟出了奉献的真谛。

“这么偏远、荒凉的地方，孤独又寂寞，
你们后悔吗？”面对提问，“老哨所”四级军士
长李清兵说：“我在哨所的这13年，孤独过、
思念过、悲伤过，但从来没有后悔过。”

辛格尔哨所伴随蘑菇云升起而诞生。
50 年峥嵘岁月，半世纪春华秋实，一代代
哨所战士钉子般守卫在荒瘠的大漠中，吃
苦不言苦，受累不叫累，用忠诚与奉献捍卫
着战士的神圣使命。

辛格尔哨所巡逻区域面积大，且矿藏
丰富。驱逐非法开矿盗矿、以旅游为名进
入禁区人员，是哨所战士的重要职责。

巡逻路上有苦、有乐，也有险。一次巡
逻中，大雨、狂风不期而至，本不清晰的巡逻
路被雨水冲刷、风沙覆盖得没有一点痕迹，
战士们被困在了戈壁滩，忍着饥渴、疲惫等
待救援。在缺乏参照物的戈壁滩上，随着夜
幕渐渐降临，救援小组始终无法准确定位。
一名巡逻战士急中生智，点燃自己的衬衫，
向救援分队发出信号，终于脱离危险。

一年夏天，一伙非法开矿人员欲进入
禁区。哨所战士上前阻止，一个派头十足
的人对班长神秘地说：“只要你高抬贵手，
我给的至少是你们几年的工资⋯⋯”这人
一边说着话，一边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
班长，却被班长断然拒绝。见软的不行，这
伙人又摆出一副武力征服的架势，步步逼

近，战士们毫不畏惧、更不退缩。一场对峙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战士们硬是将这伙人
挡在了警戒线外。

守土有责，使命如天，是战士们永远不
变的誓言。体能、军体拳、盾牌术、巡逻几十
年如一日，从没有停止过。战士们说，脚下
这片土地，守好了是责任，守不好就是罪人。

家国情 边防行家国情 边防行

不能解决战斗力建设技
术难题要我何用

紧贴实战需要搞科研，是陈学东入伍
7 年后从参谋岗位半路出家干技术工作时
定下的准则。17 年来，“我的 30 多项科
技成果在部队推广运用，灵感全部来自基
层官兵操作一线。说实话，尽管有的成果
科技含量并不太高，但只要官兵觉得实
用、管用、好用，对基层部队战斗力建设
有帮助，我就特别满足。”陈学东坦率地
对记者说。

导弹发射前必须经过测试，要把很多
电源、电缆线路插装到弹体上。过去，线
路插拔安装时，需要 6 名操作号手使用多
台设备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耗时费力。每
次看到这个场景，陈学东心里就特别扭。

“未来战争讲究‘发现即摧毁’，导弹测试
操作能不能再方便一些，再快一些？”有
人提醒，“插拔安装程序和方式是导弹生
产厂家设计的，基层技术人员何必多此一
举。”陈学东却说，“基层技术干部就是要
解决部队战斗力建设技术难题，否则，要
我们何用！”

陈学东钻进高高的导弹发射筒里收集
数据，带领课题组反复研究线路插拔安装
设备，当第五套方案出来时,所需操作人
员和时间都已大大减少,大家都说就此成
型吧。但陈学东仍不满足，又经过十几次
改进调试，只需 2 人操作的导弹测试插拔
安装架车终于闪亮登场了。不仅操作时间

极大缩短，而且安全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提
高。上级首长感叹，“没想到陈学东这个

‘草根专家’竟解决了这么大的技术难题。”
某型导弹定型发射，陈学东担任技术

保障组长。尽管有科研院所技术专家到场
把关，他仍坚持带领技术保障人员对导弹
武器系统数百个接地、电源插座一项不
漏，进行逐个排查。最后，发现 11 个不
符合技术要求的点位和 7 处隐患，得到纠
正和排除。发射一举成功，新型导弹提前
列装形成战斗力。大家都说，“有陈学东
在，上上下下都放心。”

基层技术干部也要敢想
敢干高科技的事

一声“点火！”大地撼动，某新型导
弹直刺苍穹。按下发射按钮的是入伍刚满
一年的新兵。“新兵蛋子”就能熟练操控

“倚天长剑”，得益于陈学东研发的导弹发
射训练等效装置。

常言说，神枪手是让子弹“喂”出来
的。但要熟练操控导弹，精准摧毁目标，靠
一枚枚导弹去“喂”显然不现实，只能在模
拟导弹装备上练。然而，就是这“假导弹”，
也很昂贵，一弹难求。新型导弹列装该旅
后，配发的模拟训练器材只有一套，操作号
手实践机会少，就算规程背得滚瓜烂熟，往
往一摸实装，也“手脚发颤”。

这是个制约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大问
题，上级首长和部队官兵都心急如焚。武
器装备生产厂家和科研院所也曾尝试攻

关，终因多种原因无果而终。怎么办？
“破解新装备训练瓶颈，咱基层技术干部
能不能出把力？”正当陈学东摩拳擦掌
时，有人劝他，“这是司令员操心的事，
你一个基层技术干部逞什么能！”陈学东
的犟劲儿上来了，“当年铁人王进喜他们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拼命拿下大油
田。今天的条件比那时好过不知多少倍，
基层技术干部咋就不能想高科技的事！”

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旅技
术室，研发精密复杂的新型导弹模拟训练
装备谈何容易。那段时间，陈学东他们天
天跑阵地、进发射场，去科研院所查资
料，到市场中搜罗元器件，通宵达旦设计
图纸，画出的图纸摞了 2 米高，夜以继日
焊接拼装电路线路。经过 100多个昼夜数
十次试验、调试，导弹技术训练等效装置
终于研制成功了。第二炮兵装备部门邀集
各路专家召开评审会，评定这套训练装备
从作战指挥、系统测试、发射训练全部与
实战对接，能够全流程、全要素、全程序
代替实弹操作训练。“草根专家”从此令
业界权威刮目相看。

这些年来，他研制成功的大件位移器
和发射车铁路运输支架，使号称“巨无霸”
的新型导弹发射车跨区长途输送不再成为
难题；优化的导弹武器制导系统平台测试
项目流程，使新型“杀手锏”武器反应更敏
捷、出手更凌厉；参加评审的某型装备在他
的建议下做出多项改进；他指导帮带的
600 多名技术人才成为火箭军中技术保障
的精兵强将⋯⋯2013 年，“草根专家”陈学
东光荣当选第二炮兵“十大砺剑尖兵”。

本期聚焦

春节过后，新疆伊犁军分区哈桑边防

连 4 名官兵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4 名

民兵一起踏雪巡逻。巡逻中，军民巡逻人

员充分发扬互帮互助的团队精神，克服高

原缺氧、恶劣气候以及道路陡峭等带来的

不利因素，圆满完成了此次边境联合巡逻

任务。 朱德华摄影报道

“我代表所有的
航天员感谢你们，在
我 们 的 疗 养 和 训 练
中，你们提供了优质
服务⋯⋯”和航天英
雄杨利伟有同样感受
的，还有首批女歼击
机飞行员、亚丁湾护
航飞行员以及陆海空
三军飞行员。近日，
沈阳军区对医院 （疗
养院） 系统一项调查
显示，兴城疗养院为
兵服务满意率位居前
列。赢得这个口碑，
院长贾锐直言得益于
探索建立空勤疗养健
康圈新模式。

新型战机列装部
队后，飞行训练强度
加大对飞行员身心素
质要求越来越高。面
对新情况，兴城疗养
院探索保障新模式。
该院利用全军软伤疼
痛治疗与康复研究中
心技术优势，先后与
空军第三飞行学院、
海军飞行学院等 6 家
单位建立了卫勤保障
机制，通过开展定期
服务、伴随保障、疗
养医疗、人才培养和
科研协作等五种保障
形式，探索建立一种
院内与院外无缝对接
的空勤疗养健康圈新
模式。

针对飞行训练体
力 消 耗 和 心 理 负 荷
大，以及因飞行作业
的特殊环境产生的外
科疾病等特点，该院
注重“疗”与“养”
相结合，把“航空兵
软组织损伤”作为研
究课题，创造了集中医经络、物理治疗和现代高
科技于一体的“航空软组织损伤”治疗方法。集
智攻关开发了“射频靶点消融术”、“臭氧融盘
术”和“关节清理术”等 8 项骨科疾病治疗技
术，达到了能因人、因病、因时提供个性化治疗
方案的全军领先水平，实现对不同机种、不同年
龄、不同性别飞行员的身体素质要求。为最大限
度消除飞行员飞行疲劳、缓解飞行压力、增强飞
行耐力，科学设置了 22 项训练内容，创新了 9
种训练方法。开展飞行员心理研究和治疗，成功
运用“军事飞行人员心理健康量表”，探索出立
足自然疗养，解除飞行员心理焦虑的疏导方法。
此外，他们还将疗养院文化建设纳入战鹰文化体
系，建造了军事主题园区，使飞行人员在疗养同
时得到心灵滋养。

为探索一线飞行部队保持和恢复战斗力的新
途径，将服务的触角从疗养院延伸到训练场，打
造一个覆盖飞行员生命全程的保障网络。他们通
过定期选派技术骨干下部队代职，举办训练伤治
疗与康复技术骨干培训班，为基层部队培养训练
伤防治技术骨干；免费接收飞行部队医生、卫生
员进修，提高训练伤诊治水平，实现飞行部队小
病能诊、大伤会看，官兵不出门就能享受康复按
摩的愿望。利用一线部队常见训练伤病多、病例
有代表性、数据采集方便等有利条件，选派科研
人员与飞行员同吃、同住、同上训练场，进行跟
踪调查。连续 4 年选派医务人员带着课题到空军
场站、飞行学院进行调研，对飞行人员常见病、
职业病进行研究探索。目前，已完成 《军事训练
伤流行病学调查致伤因素分析》、《兴城海滨疗养
对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血清铁影响的研究》 等军
事医学科研课题。围绕航天员训练和疗养展开的
系列研究已引起总部关注，为深入探索训练伤防
治找到了新途径。

兴城疗养院政委曹力介绍，该院通过建立空
勤疗养健康圈新模式，近年来先后为 500 多名患
有软伤疼痛疾病的飞行人员提供了疾病矫治服
务，使 16 名飞行员延长了飞行作业时间，助 5
名飞行员重返蓝天，相当于恢复一个歼击机中队
的战斗力。 （方光峰 戴 岳）

服务空中战斗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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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军区兴城疗养院构建空勤疗养新模式札记

本报讯 第二届“首都国医名师”评选结果
日前揭晓，著名中西医临床专家，解放军总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冠英获此殊荣。

“首都国医名师”评选活动由北京市中医管
理局和北京市卫生局组织，每 5 年评选一次。
评选对象要求 75 周岁以上，从事中医药临床工
作 50 年以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理论造
诣深厚，学术成就卓越，学术思想独到，社会
影响力强。2013 年，北京地区各医疗和科研单
位 ， 共 推 选 112 位 老 中 医 参 评 ， 经 过 单 位 推
荐、形式审查、行业复评、社会公示和行政部
门审定，最终有 30 名专家荣获“首都国医名
师”称号，赵冠英是驻京军队系统唯一当选专
家。赵冠英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及老
年病有较深入的研究。 （王继荣 罗国金）

简 讯

军医赵冠英教授当选“首都国医名师”

图为陈学东（左）在指导技术人员调试设备。 陈双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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