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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航空航天工业发展而成长起
步的空气动力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带
有鲜明的军民融合属性。不仅飞机、导
弹、飞船要经过风洞里成百上千次的锤
炼才能最终定型生产，列车、桥梁、建
筑同样也要接受风洞的历练，才能确保
安全。

作为我国空气动力试验研究的“领
头雁”，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瞄准国
家战略要求，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
大战场默默耕耘，用创新和奉献抒写着
军民融合新篇章。

前沿技术 助力起飞

每一种新型飞机的首飞成功，不仅
是飞机设计制造技术的一大跨越，同时
也是对先进空气动力试验研究能力的一
次展示。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因在某型飞机研制中完成大量攻坚任务
而被评为“首飞突出贡献单位”。

当我们仰望战机翱翔在天空中的风
采时也许很难想象，在新型飞机的试验
研究工作中，气动中心承担了 85%以上
的气动试验任务。从布局气动效率到减
阻优化设计，几乎每一个关键技术都离
不开风洞事业的助力，确保了各项性能
指标的实现。

在新型飞机首飞成功的背后，有许
多至关重要的试验要在被誉为航空航天
飞行器“摇篮”的风洞中进行。飞行器
振动与噪声问题是困扰现代航空航天工
业的一大难题，相关国家竞相研究，气
动中心也一直在探索实践。他们组建

“气动声学研究团队”，深入研究噪声产
生的机理和传播性，在大型飞机气动研
究中提出飞机起落架舱、后舱门减振降
噪的建议，最终被型号总设计师采纳。

大型运输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的重要标志。自主研制大型运输
机，是新世纪我国航空工业的国家工
程，也为气动人大显身手提供了舞台。

针对大型运输机的布局形式，气动
中心专家带领课题组创造性地总结出一
整套风洞试验方法，运用自主研制的计
算软件生成了精确高效的数值计算网
格，完成了 90%以上的气动试验,解决
了大量关键气动问题。

大飞机是世界工业制造的王冠明
珠 ， 堪 称 中 国 梦 的 腾 飞 之 翼 。 作 为
C919 大型客机全国联合工程队的主要
成员单位，气动中心全程参与了总体布
局论证、设计、评估、气动试验规划等
总体工作，共同承担了超临界机翼、增
升装置等关键部段设计，完成了国内风
洞试验任务总量的 75%，研究掌握了多
种故障状态下的全机气动特性。

2015 年 11 月，C919 大型客机总装
下线，远在千里之外的气动中心科研人
员激动不已。目前，他们正与中国商飞
联合进行我国新型客机气动技术攻关，
已共同设计出满足要求的新型机翼，将
有力助推我国大飞机自主创新发展。

聚指成拳 促进升级

大型低速风洞、大型低温风洞、大
型连续式跨声速风洞，堪称世界风洞建
设工程的巅峰之作，是我国迈向航空航
天强国的标志性设备。建成后，将进一
步拓展我国军民共用空气动力试验体
系，对于空气动力学创新发展、国民经
济战略转型升级以及国防实力提升都具
有重要意义。

国家所需就是使命所在。气动中心
主动投入规划论证，提前开展关键技术
攻关。经过 9 年磨砺，最终突破主要关
键技术，目前三大设备已经全部列入国
家规划，陆续立项建设。

大型低温风洞运行温度最低达零下
100多摄氏度，风洞建设所需的特种超低
温钢材在我国应用极少，国内实力最强
的钢铁材料单位，在相关性能参数和加
工制造工艺研究方面也存在大量空白。

为了国家利益，气动中心把科研人
才聚指成拳，国内相关单位纷纷组建专
门的研究团队，从最基本的材料机械性
能和物理性能测试工作入手，解决低温
钢材在原料生产、加工制造工艺等方面
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有力促进了我国在
这一领域的技术升级。

过去，风洞试验高速摄影存在幅频
低、曝光时间长等技术缺陷，严重影响
高瞬态过程的精确测量，为满足高速
度、高精度成像需求，科研人员在国家
重大科学仪器研制专项的支持下，成功
研制了 10 纳秒级序列激光阴影成像
仪。他们联合全国多家科研院所，突破
原理性研究，创造性发展了先进的序列
成像阴影测试技术，在国内首次获得高

速碰撞过程高质量碎片云阴影照片，填
补了国内空白。

融通军民 合作共赢

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国民经济建设服
务，这是气动中心确立的“两大服务”，也
是中国气动事业“国家队”的责任担当。

早在 20 多年前，气动中心就已经开
始逐步对我国“蓝箭”、“中华之星”、250
公里动车组和 CRH6 城际动车组等十余
项高速列车开展空气动力学试验，为列
车选型提供关键依据。

为让高速列车跑得更快，气动中心
科研人员先后对高速列车外形进行大量
数值模拟计算，让“长客 400 型”高速列
车气动减阻 1%。

不要小看这 1%，它可以让全国高铁
每年节约 3 亿千瓦时电，相当于一个中
等城市一年的居民用电总量。

为降低列车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气
动中心科研人员经过 4 期、300 余次风
洞试验研究，最终找到噪声产生的具体
位置及其机理，为进一步优化列车的外
形设计、有效降低噪音提供了有力技术
支撑。

为进一步提升列车在恶劣环境下行
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气动中心科研人
员研究提供了大量消除列车侧翻、脱轨
等重大安全威胁的科学数据，让“中国
造”平稳高速地飞向青藏高原，为“中国
造”高速列车迎来世界口碑和国际订单。

高速列车仅仅是气动中心从事工业
空气动力学相关研究的一个缩影。其
实，自 1978 年起，在钱学森的直接指导
下，该中心从零开始创建中国人自己的
工业空气动力学研究团队，先后完成上

海“东方明珠”电视塔、首都机场新候机
大厅、北京奥运会火炬塔等 20 多座大型
建筑物，苏通跨海大桥和厦漳跨海大桥
等 30 多座桥梁的大量试验，使中国工业
空气动力学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绿色中国，环保先行。气动中心在
国内是最早系统开展风力发电研究，举
办全国风力机空气动力培训班，为我国
风电研究培养出第一批高端人才。还立
足开发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先进风
力机叶片叶型、提高风能利用效率，并
牵头负责 863 计划“先进风力机翼型族
设计与应用”主题研究工作，有力支撑
我国风电产业自主发展，提升国际影响
力。气动中心自主研制出高原离网型小
型风力机产品，其中相关技术成功地向
地方企业转化。

着眼把中国气动事业做大做强，气
动中心充分履行国家中心职能使命，主
动团结全国气动力量，加大技术输出与
共享共用力度，积极推动优质气动资源
全国共享，支撑国家空气动力事业创新
发展。

——2015 年 4 月，向全国同行郑
重宣布，开放研究型风洞设备、推动行
业统一标模体系建设、建立国家飞行器
气动数据天地相关性体系等 5 条回报国
家、回报社会的战略举措。

——2015 年 12 月，在新区集中建
成的一大批研究型风洞，正式面向全国
开放共享。

——2016 年 4 月，向全国同行免
费发布共享自主创新研发的两款以“风
雷”命名的流体力学数值计算软件。

——建成空气动力数据库，完成数
百万条试验数据及时入库，面向全国发
布飞行器标模布局方案。

6 月 6 日，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
“老战士报告团”在驻地民政厅作“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辅导授课。30 年间，“老
战士报告团”以“战争亲历者、历史见证
人”的特殊身份，走进各地高校、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部队，宣传党的创新理
论、讲述党的传统作风、播种红色基因，
把信仰的火种撒遍大江南北。

生命之火点燃信仰

1986 年 10 月，10 名在当年大裁军
中“下马”的老干部、老党员重新“上马”，
组建了“老战士报告团”。他们当时的想
法很简单：工作岗位可以退休，干部可以
退居“二线”，共产党员却永远没有“二
线”。虽然职务没有了，但仍可以为党和
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一做就是 30 年。报告团成员换
了好几茬，但为党发声、传播党的思想理
论这个主旨从未改变。

他们有 11 人参加过战争，5 人身负
重伤。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让
党的创新理论早已深深融入他们的血
脉，由内而发的语言，在真情的浸润下，
往往直指人心。理论一经他们讲解，就
不再是干巴巴的枯燥文字，而是能够激
发震撼人心灵的力量。

老战士杨春晖 88 岁时因病住院，躺

在病床上依然挂念着讲课的事，趁家人
和医生不在，偷偷撰写讲稿直至离世。
老伴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上衣口袋里
竟有 3页未写完的讲稿⋯⋯

“生前当标兵，死后作标本。”老团长
张绪临终前，把遗嘱“遗体火化洒江城”
改为“遗体捐医供科研”，实现 17 岁入党
时“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誓言。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前不久，“首届感动四川十大人物”
赵庆珍和“抗洪英雄”高建成之女高洁缘
被增补为老战士报告团新成员。

成员袁升科告诉记者，这些年周围
一些人不断劝他们，报告团中有战争经
历的人越来越少，你们讲革命时期的故
事恐怕没有说服力，很难再继续走下去。

面对质疑，袁升科几晚彻夜未眠，他
反复琢磨后感到，传承红色基因延续红
色血脉，不就是要靠一代代人传递吗？
如今的接力棒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我们不仅有义务坚守好阵地，更有责任
把它传递给下一代。

“老一辈的事业需要有人继承，我一
定要把战位补上去。”曹京柱曾常年担任
老战士报告团的义务宣传员，转业到地
方宣传部门工作期间，经常为老战士报
告团送学习资料。

如今，在老战士报告团成员中，既有
90 多岁的老兵，也有“90 后”的新兵，虽
然年代不同、阅历不同、资历不同，但大
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青春永驻。

“前辈能付出的，我们为何不能付
出？前辈能做到的，我们也要努力做
到。前辈所信仰所追求的，我们要继承
好发扬好！”课后发言，中士李雷向战友
发起倡议：干好自己的工作，传好前辈的
作风，争做合格党员，让党的事业薪火相
传、血脉永续。

躬身践行树立榜样

“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党确认我是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成为合格党员是老
战士报告团老团长张绪的最后牵挂。离
世 3 年后，张绪被中组部追授为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成为全体党员的榜样。

6 月中旬，记者跟随老战士报告团的
足迹采访，凡是听过他们报告的人都有
这样一个共识：老前辈用实际行动甚至
生命树起了共产党员的标杆。

老战士报告团成立之初就定下规
矩：不求索取、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不搞
吃请、不提个人要求。这么多年来，大家
始终自觉坚持，从未有人破例。

30 年 来 ，老战士报 告 团 不 仅 讲 得

好，更做得好。组织上给张绪配了一辆
车，他却把车变成报告团的公车，还跟
家人“约法三章”：公车要公用，不能破
坏党性原则。成员马国昌的孙女下岗
待业，作为军职离休干部的他，说啥也
不愿意找组织解决，而是拿出自己的退
休金让孙女继续学习深造；曾担任武汉
市军管会主任的刘文科，卸任时没有带
走公家的一支笔、一张纸，年过八旬仍
坚持给年老体弱的邻居送报纸、送牛奶
⋯⋯这种优良作风不仅在老战士报告
团每个人心中打下烙印，更带动他们的
子女和身边人向党看齐。

30 年来，为什么大家对老战士报告
团那么认可？每场报告反响都那么热
烈，讲的总是那么令人信服，就是因为他
们说的和做的一样，腰杆硬、底气足。驻
地中学教师韩涛告诉记者：“看到他们所
做的，你无法不相信他们说的！”

每当党的重大理论成果出台或发
表，老战士报告团成员总是第一时间学
习讨论，并结合各行各业特点研究，紧跟
时代创新方法。

30 年，老战士报告团足迹遍布全国
20多个省市，3400余场报告，220多万听
众，共收到来自社会各界感谢信 3000 余
封，军地单位聘书200余册⋯⋯这一串串
数字的背后，是老战士报告团立身为旗、
躬身践行合格共产党员的真实写照。

香江六月，赤日炎炎。位
于新界的青山靶场铁翼飞旋，
硝烟弥漫，驻香港部队多兵种
联合实兵演练如火如荼。

这是特战一连又一次精彩
亮相。进驻香港 19 年来，在
历次重大军事演习中，连队屡
屡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被誉为“出手即震撼”的“香
江利刃”。

特战一连过硬的战斗力
从何而来？熟悉一连的人都
称赞：“一连有个好支部！”连
队 前 身 就 参 加 过 著 名 的“ 三
湾 改 编 ”，是 最 早 落 实“ 支 部
建 在 连 上 ”制 度 的 单 位 之
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一
国两制”特殊环境下，连队党
支 部 传 承 优 良 传 统 ，始 终 以
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
履行神圣使命。

塑造有灵魂的特种兵

在驻香港部队，特战一连
武艺精湛人尽皆知。驻军领导
认为：“既特在身手好，又特在
理论强，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特
种兵！”

一连党支部事事处处从政
治大局考虑问题。2011 年 4
月 3 日，连队潭尾营区一墙之
隔的后山发生山火。时任连长
余泽江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
组织官兵携灭火器材紧急集
合。集合后，余泽江并未下达
出发命令。“火情紧急，为啥按
兵不动？”队列中传来小声议论。“在香港抢险救灾，必须严
格按《基本法》和《驻军法》行事，没有上级命令，绝不能轻举
妄动！”余泽江说。

很快，连队接到了紧急出动的命令。官兵火速赶往现
场，与香港消防队员密切配合，仅用 1小时就扑灭了山火。

进驻香港以来，连队每次遂行急难险重任务都严守《基
本法》和《驻军法》，切实做到“绝不乱出手，出手就管用”。

磨砺打胜仗的刀尖

特战连队，是尖刀的“刀尖”。如何把“刀尖”磨得更锋
利？一连党支部聚焦打仗狠抓连队军事能力提升，带领官
兵苦练特战本领，确保关键时候能够一招制敌。

身处国际都会，视野更加开阔。一连党支部在扎实抓
好基础训练的同时，积极创新训练理念。格斗训练，他们从
传统散打、巴西柔术、日本柔道、以色列格斗术、蒙古式摔跤
等各国搏击训练精髓中汲取营养，外请世界格斗冠军进行
指导，实战能力大幅提升。副班长陈长江参加全军特种部
队综合格斗骨干集训，获 75 公斤级冠军。射击训练，连队
引入武警猎鹰反恐突击队室内近距离射击训练课目，强化
官兵射击速度和精度，人人掌握突入房间 2 秒内完成目标
识别、举枪射击、解救人质的技能。连队依托驻军三军联合
优势，每月与航空兵团组织 4 至 5 次协同训练，每季度与舰
艇大队组织一次临检拿捕和海上救援实兵演练，全面锻造
三栖特战精兵。目前，该连人人具备 10 多种单兵特战技
能，连队精研细练了几十套特战战法，随时能够遂行担负使
命任务。

展示风采的代表队

男特战队员穿越火圈体现胆魄意志，扛举圆木、刺
杀格斗展示力量阳刚；女特战队员摩托车特技驾驶尽显
飒爽英姿⋯⋯7 月 1 日，是驻港部队军营开放日。担任特
战课目演示任务的，正是特战一连的官兵们。他们扣人
心弦的表演、精湛过硬的武艺，让看台上的香港市民大
开眼界。

除军事课目展示，一连还经常参加交流联谊和社会公
益活动，与香港社会接触较多，受到媒体高度关注。连队党
支部大力加强形象教育，着力强化官兵的“窗口”意识、“代
表队”意识，时时处处彰显威武、文明之师良好形象。

香港社会重法制。连队党支部把提高官兵法律素养作
为经常性工作来抓，坚持每月一堂法制教育课，重点学习

《基本法》《驻军法》和香港有关法律，让遇事找法、办事依法
成为连队处事原则和官兵行为习惯。连队无论在营区内驻
守还是在营区外执行任务，都严格遵守《香港动植物保护
法》，爱惜野生动物、爱护一草一木，遇到受伤野生动物悉心
照料、放归自然，从不摘取路边唾手可得的果实。连队组织
特种射击比较频繁，为防止扰民，严格遵守香港《防卫（射击
练习区）条例》关于靶场使用时间、通报程序、安全措施等规
定，每次射击训练都避开香港公众假日，至少提前 7 天上报
计划、刊登政府宪报；都悬挂警示红旗、警示红灯，搞好警戒
观察，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官兵外出，自觉尊重港人生
活习惯，乘扶梯靠右站立、过马路走斑马线、公共场所不大
声喧哗。每次外出训练，官兵都自备垃圾袋；在公共海域组
织海训时，大家每天不仅带走自己的垃圾，还将海岸线上的
垃圾收集起来，背到一公里之外的垃圾站，受到香港环保人
士的称赞。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实习生李永文报道：中国科协军
民融合学会联合体成立大会 6 月 27 日在北京举行。该联
合体是由中国兵工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
会、中国核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仪器仪
表学会、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等 8 家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共同
发起成立的非法人学会联合体。

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军民融合科
技创新高端智库，为国家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供科技
智力支撑。搭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大平台，推动形成军
民人才互动、资源互通的新模式。建立军民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长效合作机制，通过搭建技术与需求对接平台、举办科
技成果展览展示活动等形式，推动先进的军工技术为国民
经济发展服务，先进的民用技术为国防工业服务。

在成立大会上，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第一届主席团主
席杜祥琬院士宣布，在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的基础上正式
成立军民融合科技创新高端智库，为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实
施及有关重大政策制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融 合 共 享 别 有“ 洞 ”天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践行军民融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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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在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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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党的理论 播种红色基因
——记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老战士报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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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米低温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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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米×2 米超声

速风洞。 余 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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