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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通讯员张静

报道：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王
健琪教授领衔完成的“雷达式生命探测
技术与系列装备”，在最近召开的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这项成果攻克了战时伤员搜寻、平
时灾害救援中的非接触生命探测难题，
获国家发明专利 15 项、软件著作权 4
项，已列装国家各类应急救援力量。

如何非接触、远距离穿透探测生命
信号，实施精确救援，是战时保战斗力、
平时保群众安危的关键所在。王健琪教
授率先提出“生物雷达”概念，带领团队
历经 16 年刻苦攻关，克服五大类百余个
科研难题，取得了多人体目标雷达探测
等 5 项重大技术突破，研制出伤员探测
仪、穿墙人员探测仪、多目标生命搜寻仪
等多种重要仪器。

近年来，第四军医大着眼国家和军
队重大战略需求，矢志锻铸军民“生命之
盾”，聚力野战内外科学、军事心理学等
13 个优势资源，重点在战创伤救治、陆
航部队特勤保障等急需领域开展创新性
研究和实用性装备研发。

第四军医大生物医学工程系政委赵
贽介绍，该系罗二平教授瞄准部队特殊
环境用氧这一重大需求，研发的“医用膜

分离制氧机”系列卫勤装备，填补了我军
高原抗缺氧及医疗用氧装备的空白，其
中“单兵高原增氧器”被总部列为战略储
备物资；董秀珍教授在国际上开创基于
生物电阻抗的战创伤监护技术及装备研
究，突破了战创伤动态连续图像监护系
列技术。正是这一项项贯穿基础原理、设
备研发、临床试验等的创新性研究，保证
了部队作战需求。

新亮点1
新装备碾冰踏雪砺锋芒

哈气成霜，滴水成冰。三九时节，
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万人千车，开进冰
封雪裹的陌生地域，一大批新装备首次
亮相演兵场。

以往冬训，出于多重顾虑，很多
新装备都“待字闺中”。新装备是形成
战斗力的拳头力量，只有在复杂恶劣
的环境下锤炼，才能真正形成战斗
力。今年冬训，师党委要求所有新装
备必须参训。

某团出动的装备中，新装备占到了
80%。团长宋子骞告诉记者，有人曾担
心出动某新型高炮，需要机械维修车、
电器检测车、电源车、弹药车实施伴随
保障，冰天雪地，保障难度高，危险系数
大。而团党委认为，“抓战斗力建设不
能前怕狼后怕虎，为战斗力负责就要勇
于担当、敢于担当。”

领导敢于担当，官兵沙场争先。冬
训期间，官兵们驾驭新型高炮翻山越
岭，先后摸索出了隐蔽伏击、流动打击、
梯次抗击等 10余种训法战法。

午夜时分，某团接到演训命令。刚
刚发动某新型火炮的班长刘晓明，掏出
随身携带的《严寒条件下装备效能数据
采集手册》，记录下这样的数据：零下
21℃，发动机加热启动时间为 27分钟。

团领导介绍说，严寒条件下，新装
备的各种性能都会产生波动，只有摸准
它们的“脾气秉性”，才能在实战中得心

应手。为此，团里让参训官兵人人都当
信息采集员，随时记录各种数据，汇集
到团数据中心，通过上百次试驾训练，
得出了不同车辆应对各类冰雪路况的
数据；通过冬季枪械、火炮的反复试射
计算，得出不同气温段轻重火器的技术
参数。

车外冷风如刀，车内温暖如春。气
温降到了零下 20℃，某型导弹车内温
度却接近零上 20℃，上士张朝武驾驶
着新装备风驰电掣般奔向前沿阵地。
然而，并不是所有新装备都安装了空调
系统。某团三连班长周宗前驾驭的火
炮就因低温造成火控计算机“罢工”。
他和战友们一起研制了“土空调”，利用
发动机的热量，对车内的火控计算机、
通信控制器等进行加热，解决了装备取
暖问题。

就这样，该师官兵发挥聪明才智，
破解了许多信息化新装备的耐寒问题。

新亮点2
新人才崛起北疆冬训场

军区某通信团连长李廷富，坐在新
配发的轮式方舱内，娴熟运用信息化设
备，及时采集战场信息，从容指挥全连
官兵，准确传递上级发出的道道指令，
灵活自如处置各种通信突发情况。

团长王守胜告诉记者，让新装备指
挥员、关键岗位和小兵种专业人员全部
走上冬训场，是通信团今年冬训的新变
化。伴随新装备不断列装，新增卫星网
管操作员、应急通信机务员、通信参数

规划管理员等岗位 30 多个，涉及 6 个
通信专业，所有官兵全部参加了今年冬
训。不然，“信息化条件下，兵熊也可能
熊一窝。”

一次演练中，该团一名干线网接入
员被“蓝军”突击队“俘获”。替补队员
因不了解新式接力机在严寒条件下的
技术特点，操作失误，致使指挥所作战
指令无法正常下达。

针对问题“对症下药”，区分层次，
完善机制，研究制定了各关键岗位人员
素质标准、组训考核办法，建立起抓新
增关键岗位人员训练的长效机制。同
时，打破建制，采取小兵种大集中和短
期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强化训练，加快
人才成长步伐。

从开设节点到撤收转移，从网络构
建到末端抗毁，该团在不同任务阶段和
不同训练科目中，历练提高全体官兵能
力素质。他们运用声、光、电技术营造
逼真战场氛围，让官兵找到战场感觉，
锤炼过硬心理素质；在严寒条件下组织
上百次装备操作使用、组网训练和联调
联试，使官兵谙熟战术互联网装备的技
术特点和应用规律。

为确保新增关键岗位人员关键时
刻能够上得去、顶得住，该团在冬训中
紧贴实战要求，全程设难布险，让人才
在实战中淬火。

人才能力素质有效提升，操作、维
修新装备自然得心应手。一次对抗演
练中，该团二营五连一辆新列装的用户
节点车突发故障。紧急情况下，车站长
曾伟涵准确判断是由于严寒导致电台
内部电源接线故障，他迅速将断点焊接

上，电台立即恢复正常。道道作战指令
瞬间直达火力打击要素，最终夺得对抗
演练胜利。

新亮点3
新战法林海雪原起狂飙

“不是来打坦克吗，怎么没一点动
静？”正当记者疑惑时，隐藏在密林中的
一辆步战车迅速前出发射反坦克导弹，
打得在雪窝子里缓缓挪动的“敌军”一
辆重型坦克冒起蓝烟。还没等“敌群”
反应过来，步战车已遁迹茫茫雪野。

这前后不过 3 分钟的精彩一幕，只
是 39 集团军某旅在冬训中利用雪野环
境，根据轻型车辆装备机动灵活的特
点，创新“快打快撤”、“破点斩首”等 5
种新战法的一个缩影。

“针对冬季自然环境和作战任务，
研究运用新战法，是今年冬训的一大特
点。”集团军领导说，战法创新是部队能
打仗打胜仗的动力源泉。

某防空旅旅长刘鑫对此深有感触，
“以往一群防空火炮拦截一架靶机的场
景不见了，现在是数架靶机组成的空中
编队，与防空力量对抗较量，逼着我们
创新防空战法。”他们创造的“防空群网
控火力弹炮混编”战法，在实战演习中
大显身手。

防空训练场上，防空警报突然响
起，4 架“敌机”掠空飞来。2 架被防
空导弹击落，另 2 架低空闯入导弹射
击盲区。此时，官兵立即操作导弹制
导雷达联动高炮雷达，用某型防空火
炮对“敌机”实施火力打击。“长点
射，放！”随着一声口令，数十条火舌
令“敌机”空中开花。

冬训场上，战法创新在 39 集团军
所属部队蔚然成风。某旅针对严寒条
件下侦察难度大的问题，探索出有机融
合新型雷达、无人机等 7 种侦察设备运
用的“多维立体侦察法”；某旅紧贴合成
营作战任务，创造出精确侦察实时跟
踪、精打要害破击体系等“五精”战法；
为提高严寒条件下通信稳定系数，某团
通过改造传输信道、加装指控软件，实
现了指挥专网、情报侦察网和装甲电台
网“三网合一”⋯⋯今年冬训，全军已研
究探索出横向囊括防空作战、通信组网
等，纵向涵盖综合集成、一体化作战等
在内的 23项创新战法。

新战法的转化运用，有力促进了
特种作战、指控通联等战斗力的生
成。集团军作训部门提供的资料显
示，机降作战、电磁防护、导弹实射
等重难点课目的优秀率，提高了 6 个
百分点。

近年来，河南民权县人
武部政委李瑛帮扶 21 名孤
儿，并鼓励他们建功军营的
故事，在豫东平原广为传
颂。李瑛用自己的身躯，为
一个个孤儿撑起家的大厦，
用温暖的臂膀为他们注入远
行的力量。

“不能看着孩子四处流浪”

元旦刚过，在海军大连
雷达某旅开展的感恩父母
教育活动中，年轻官兵们
纷纷与父母电话互动，而
列兵王志良却拨动了千里之
外的民权县人武部政委李瑛
的电话。

“叔叔，您像把伞为我
遮 风 挡 雨 ， 关 心 我 成 长 。
我取得的成绩，无不饱含
您的爱⋯⋯”王志良说。

王 志 良 的 感 恩 话 为 何
要说给李瑛听？故事要从
2006 年说起。

那一年，时任民权县人
武部副部长的李瑛，来到野岗乡孟汽坊村住村扶贫。一天，
他正和乡亲们座谈时，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孩子从旁边走过。
鞋子烂得露了脚后跟，棉袄上 5颗扣子掉了 4颗。

“孩子叫王志良，是个孤儿。平时生活全靠村民和村委
会接济。”一位老乡叹了口气。

“从今儿起，我就当王志良的监护人，让孩子以后有个
依靠。”李瑛对村干部说。

“这样的苦孩子还有几个呢，村里管不好。”村干部委婉
地告诉李瑛，照顾孤儿困难很大。

李瑛心意已决，“咱这和谐社会，总不能眼看着孩子四
处流浪。”

第二天，李瑛住进王志良的家，帮他修整新家，教他洗
衣、做饭，培养独立生活能力，还把他送回学校。一晃，几
年过去了，王志良从职业学校毕业后，被李瑛送入军营。

9年来，李瑛扶助 11名孤儿成长，中途没有一人辍学。

“有我在，家就在”

“李叔，我入伍走后，家里就剩我奶奶一人了。房子还
没盖起来，我放不下心。”去年新兵登车前，穿上新军装的
孤儿赵建，对奶奶的生活忧心忡忡。

“你只管安心训练，有我在，家就在。”李瑛拍着赵建肩
膀，让他吃下“定心丸”。

第二天，李瑛动员 20 余名热心人，来到赵建的家。挖
地基、砌墙、上大梁，4 天后，两间新瓦房拔地而起。接
着，又为赵奶奶申请了低保。

前年夏收期间，天空突然阴沉，北关镇郭庄村 70 多
岁的张奶奶瞅着 5 亩成熟的麦子心急如焚。这时，李瑛带
着 2 台收割机和 4 名民兵来到地头，一个多小时全部颗粒
归仓。

张奶奶的孙子张玉思也是孤儿，3 年前在李瑛的资助下
中专毕业，入伍来到新疆军区某高炮团。李瑛知道张奶奶体
弱多病，每到春播夏收，都主动上门帮助。

“李叔，奶奶有您照顾，我的训练劲头更足了。”张玉思
从边疆给李瑛打来感谢电话。

近年来，先后有 21 名“孤儿”在李瑛的动员下报名参军。
“孤儿兵”大都跟随老人生活，入伍后不免多有牵挂。李瑛为他
们建立了家庭档案，及时为老人排忧解难，为 13 个老人协调
了低保、为 6户人家整修房屋、为 4户老人打了压井。

“奖牌就是最好的报答”

“李叔，给您捎点特产，感谢您多年的养育之恩。”最
近，从某海防团首次休假回家的士官班长张太平，一下火
车，直奔李瑛的办公室。

“你把立功受奖喜报给我捎回来，比吃这些鱼虾还养
身。”李瑛笑说。

这些年，李瑛跟踪关心“孤儿兵”的成长，时常打电话
询问训练、学习情况，教导他们用训练成绩回报社会的关怀
和党的培养。

2012 年，从城关镇入伍的孤儿常明真，来到南京军区
某师炮兵团。去年，连队选拔骨干准备参加军事大比武，好
胜的小常名落孙山，非常郁闷。

李瑛得知情况后，打电话开导他说，看到了自己的素质
差距，就要靠过硬本领争取参赛机会。

常明真知耻后勇，奋起直追。五公里越野全连跑第一
名，轻武器射击成绩优秀。最终，连队临阵换将派他上场，
在比武中夺得 2个单项第一。

“叔叔，等我休假回家好好报答您。”常明真被部队树为
训练标兵后，给李瑛打电话报喜。

“你的奖牌，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李瑛欣慰地说。
近 5 年来，李瑛送进部队的“孤儿兵”中，13 人立功、

16人被选为优秀士兵、7人当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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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锐 劲 旅 搅 动 雪 野 冰 原
——沈阳军区部队开展冬季实战化大练兵新亮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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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式生命探测技术与系列装备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第四军医大学矢志锻铸“生命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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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冬季训练，是探索严

寒条件下作战规律和经验、提

高寒区部队战斗力的有效途

径。沈阳军区面对东北漫长寒

冷的冬季，长年成建制把部队

拉进莽莽雪野，探索严寒条件

下作战新课题。

冬训年年有，亮点各不

同。今年寒冬，北疆猛虎再入

山林，十几万官兵在林海雪原

间，检验新装备、培养新人

才、演练新战法，全方位提高

严寒条件下的实战能力。

面 对 孤 儿 ，河

南 民 权 县 人 武 部

政 委 李 瑛 选 择 将

他们“揽入怀中”，

资助他们上学、送

他们进入军营，为

孤 儿 们 撑 起 了 家

的大厦。

近 5 年 来 ，李

瑛送进部队的“孤

儿 兵 ”中 ，13 人 立

功、16 人当选优秀

士 兵 、7 人 成 长 为

班长。

上图上图 步兵正在展开寒区战场战术演练步兵正在展开寒区战场战术演练。。

左图左图 新型装备在进行射击训练新型装备在进行射击训练。。 盖旭辉盖旭辉摄摄

“假如知道生命这么短暂，我会更加
努力工作。”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教授马登
武生前留下的这句话，被郑重地抄写下
来挂在墙上。在马登武教授办公室的隔
壁，来自辽宁舰的官兵正使用他研制的
训练模拟系统进行训练，并从这里走上
战位。

马登武教授，一名把强军兴军作为一
生奋斗目标的军校教员，直至生命尽头。

某型飞机军械系统状态无法判别，
严重制约部队战时保障能力的提升。瞄
准这一点，马登武全身心地投入到该系

统的研制中。
缺乏资料，他走访部队，把半米厚的

检修资料翻了个遍；缺少人员，他就带着
3 个学生加班加点；没有经费，他们就借
住在农民家里。

正是凭着这股执著坚守、百折不挠
的劲头，马登武和他的团队一点点跑电
路、一块块测试芯片，对某型飞机军械系
统数十个部件的所有电路进行“解剖”，
并研制出多款检测设备。

弹射座椅是飞行员生命的最后保
障。座椅的安全性检测一直装在马登武
心里。只要有时间，就往部队钻、往工业
部门跑，经过近 3 年的努力，他研制的座
椅定检综合测试系统方案得到上级机关
的高度认可并立项。目前，该系统已广

泛应用于多型海军主战飞机，部队官兵
反映，系统性能稳定、管用可靠。

马登武又一次卷起铺盖深入机场开
展调查研究时，一次，部队官兵在检查某
型飞机一处挂点导弹发射电路时，惯常
检查为正常，而用特制仪器检测为故障，
此故障属军械专业疑难故障。

导弹发射从按下按钮到导弹发射出
去，中间要经过数十个环节，每个步骤都
是毫秒级完成，但没有导弹发射内部逻
辑时序关系图，要想找到故障点，谈何容
易，为彻底搞清原理，他和学生一起，贴
在飞机身上，常常工作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弄清楚系
统的逻辑关系，并研制成功军械系统检
测车，对飞机多个地面测试设备进行整

合，使飞机军械检测实现了自主保障。
马登武病重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也正是某型军械检测车国产化研制任务
的攻坚阶段，这是该型机军械系统自
主保障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马登武
叫 来 担 任 主 要 攻 坚 任 务 的 学 生 吕 晓
峰，鼓励他说，“与这型飞机我们已经
相处多年了，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困
难没遇到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陪
你战斗到底。”

“他是一位拼命的专家、一位平凡的
教授，一名优秀的党员。”面对记者，航院
政委龚理华这样讲道，他是航空工程学
院优秀教员的代表，为国防科技的点滴
进步，他们挥洒着血与汗，奉献着所有智
慧乃至生命。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教授马登武：

保 障 战 鹰“ 拼 ”到 底
本报记者 曹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