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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教员，请您帮忙看看这台装备……”

前不久，空军预警学院雷达士官学

校教员刘谊露，受某雷达旅邀请，为基

层技术骨干进行新装备培训。借此机

会，该旅官兵向刘教员求助。

眼前，是一台“病”了挺久的电站——

这台电站单独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但一到并机工作就“闹情绪”。电站各

模块检测均显示正常，厂家先后几次派

技术人员前来处理都无功而返。

“这次能行吗？”疑问盘旋在众人心

中。方舱里，大家伸长脖子，目不转睛

地盯着电站控制屏前的刘教员。

只见刘教员翻开一本教材，对照接

线图，手拿仪器在眼花缭乱的线束中不

断变换测量点，对几组关键参数进行调

整。粗调时，他用工具快速交替旋转电

位器，同时密切注视着仪表。渐渐地，

他操作速度越来越慢。

此时，仪表上的参数已经与之前的

设置值“天差地别”……

“好了！”只听刘教员兴奋地说。

大家在半信半疑中开始试机。轰

鸣声响起，指示灯一个个亮起：绿灯、绿

灯、绿灯……随着最后的合闸动作，担

心的跳闸没有出现——并机成功！

经 过 一 连 串 测 试 后 ，装 备 运 行 正

常。该旅领导左看右看，由衷地竖起大

拇指：“没想到，你们对新装备的研究竟

能达到这个程度。”

紧接着，大家的问题接二连三，刘教

员从原理和技术层面一一解答。最后，他

拿出了那本围绕电站编写的教材——《某

型雷达电站电气系统结构原理及操作维

护》。“你们想知道的，或许在这里能找到

答案。”刘教员说。

与 此 同 时 ，这 本 刚 审 定 完 的 新 教

材 ，已 被 摆 在 了 空 军 预 警 学 院 雷 达 士

官学校电站维修教研室的书架上。在

书架的另一头，一本《地面雷达电站手

册》也在其列，尽管蓝色硬壳封面上的

烫 金 字 已 经 模 糊 不 清 ，这 本 出 版 于

1980 年 的 教 材 始 终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新 老 教 材 跨 越 时 光 长 河 ，在 书 架 上 相

遇了。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在 役 电 站 装 备

不 少 ，但 装 备 图 纸 和 技 术 数 据 的 缺 、

漏 、错 问 题 日 益 凸 显 。 在 没 有 电 脑 的

时代，老一辈教员凭借双手，绘制各型

号 装 备 。 最 终 ，他 们 完 成 第 一 代 电 站

教 材《地 面 雷 达 电 站 手 册》的 编 写 ，收

录了那个年代全部在役电站装备的相

关情况。

2000 年前后，第二代电站教材“出

炉”，内容侧重点落在装备构造和基本

原 理 上 ，将 20 年 间 新 增 的 两 个 系 列 主

流 型 号 细 致 剖 析 。 之 后 ，装 备 快 速 迭

代 发 展 ，新 型 号 推 出 的 时 间 间 隔 越 来

越 短 ，一 本 手 册 能 管 很 多 年 的 时 代 一

去不返。

当新技术、新装备层出不穷，教材

更 新 提 速 刻 不 容 缓 。 为 适 应 新 变 化 ，

电 站 维 修 教 研 室 平 均 2 到 3 年 就 推 出

一 本 新 教 材 ，有 的 是 针 对 某 一 个 新 型

号 装 备 ，有 的 是 为 满 足“ 初 、中 、高 ”不

同培训层次和部队人员的实际工作需

要 。 从 一 本 教 材 到 一 套 教 材 体 系 ，枝

繁 叶 茂 的“ 教 材 树 ”背 后 ，是 部 队 建 设

的加速度。

这次刘教员维修电站所参阅的教

材 ，正 是 诞 生 于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 它 是

一 本 针 对 最 新 型 号 装 备 的 增 补 教 材 ，

如 同 在 一 根 粗 壮 的 树 干 上 ，长 出 的 一

条新枝……

从 教 材 变 化 看 时 代 发 展
■曾 新 本报记者 李由之

“过时的雷达教材，接收不到时代的

回波。”望着书架上“新鲜出炉”的教材，

空军预警学院雷达士官学校教员刘谊

露说。

变化，悄无声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代电站教材

出版后，刘谊露所在教研室已多次对教

材内容进行增补。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

越 快 ，教 员 们 追 赶 时 代 的 脚 步 也 一 刻

不停。

一 增 一 减 皆 为 战 ，字 里 行 间 满 是

情。恰如这本新教材，它是直接服务于

战斗力的“工具箱”，更是一份时代发展

的纸质笔录。

等和靠会让知识“过
时”，唯有不断地学习，才
能不被时代抛弃

翻开《某型雷达电站电气系统结构

原理及操作维护》，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贯穿整本教材，令人眼前一亮：从原理结

构到运行方式，新的技术手段被全方位

解析；用形象直观的配图对新型关键器

件的内部结构进行拆解展示，复杂部件

还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这本教材，不仅出现在空军预警学

院雷达士官学校师生的手中，也已惠及

部队。千里之外的空军某雷达旅，一级

上士李明伦正对照着上面的电路图，按

照操作指示进行故障排除。

“好用，实用，管用！这本针对某型

装备编写的教材，真是为基层量身打造、

及时送达。”手捧教材的李明伦赞叹道。

谈及这本教材，电站维修教研室的

教员们十分感慨。军士教员熊志浩两指

捏成一条细缝说道：“这是它几年前的厚

度……”

那 年 ，虽 然 仅 有 极 少 数 单 位 列 装

了 新 装 备 ，教 员 们 已 经 开 始 着 手 资 料

收 集 工 作 。 每 次 去 部 队 授 课 、巡 修 或

参加任务，他们都习惯性地“淘宝”：有

时 是 新 装 备 数 据 ，有 时 是 损 坏 的 故 障

件 ，有 时 是 新 器 件 上 令 人 束 手 无 策 的

“疑难杂症”。

这种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教员们开始思考，当时代的浪潮来临，教

材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又该如何与时

代共振？

“等和靠会让知识‘过时’，唯有不断

地学习，才能不被时代抛弃。”这是教员

们用行动给出的回答。

翻看刘谊露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

可以看到这些年他涉猎范围越来越广。

“以学生的姿态追赶时代”是教研室的传

统 ，他 们 深 知 吸 收 前 沿 科 技 知 识 的 重

要性。

同时，教员们也在努力填平理论到

实践的“沟壑”。对部队一线的技师们而

言，他们更关心新技术在装备上如何实

现、如何运用，出现问题该如何解决。为

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在教研室同事

的大力支持下，刘谊露在办公室支起了

一张小小的实验台，桌上堆满了焊接工

具、测量仪表和从部队“淘来”的各种故

障件、电路板。这是他除车间以外的第

二个“实验室”。

这天，像往常一样，刚吃过饭的刘谊

露回到实验台前，开始捣鼓起面前的仪

表和器件。他时而查看资料，时而拆解

器件，时而测量参数，时而写写画画……

一旁的资料和图册被翻得卷了边，笔记

本上不一会儿又记录下密密麻麻的文字

和数据。

正是在这个实验台上，刘谊露进行

了无数次解剖“手术”，将器件内部构造

研究透彻。一张张例图、一项项数据，这

一手宝贵的实践资料，成为增补教材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实验台上的专攻精练，造就了这本

教材的“独一无二”。从一张特殊的附录

表中，可以看到刘谊露的辛苦付出。这

张附录表里记录着一份主要器件的参数

参考值，几页纸上的几百个数据，全部源

自他一次又一次的手动测量。

“这些参数参考值，给了我放手操作

的底气和信心，就像身上拴着保险绳一

样踏实可靠。”试用教材后，李明伦这样

评价。

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动手实

践，造就了这本“接地气”的教材。随着

教员们研究和试验的规模不断扩大，教

材中涉及知识的广度不断拓展、深度不

断增加。

曾经的“金科玉律”，
如果不顺应发展要求，归
宿也只能是“故纸堆”

前不久，刚从教研室张教授手中接

过审定完的教材，刘谊露一眼就发现了

中间那“鲜红”的一页纸。

定 睛 一 看 ，正 文 部 分 被 红 色 水 性

笔 勾 画 得“ 面 目 全 非 ”。 一 开 始 ，作 为

教 材 主 编 的 刘 谊 露 感 到 非 常 诧 异 ，因

为 被 划 掉 的 ，是 故 障 诊 断 方 法 和 思 路

的 部 分 内 容 ，也 是 传 承 多 年 的 精 华

所在。

这 一 部 分 本 是 教 研 室 的“ 传 家

宝 ”。 曾 经 ，经 由 几 代 人 总 结 提 炼 ，形

成了“看、听、嗅、摸和仪表测量等方法

为主”的经典故障诊断法，如今被整段

“下架”。

张教授说：“以前装备故障，打开外

壳闻一闻、看一看，可能就知道哪个元器

件烧了，换一个就是。如今，在一块封装

好的电路板上，甚至连导线都见不着一

根。”仔细一琢磨，刘谊露明白了老教授

的良苦用心，连连点头。

“曾经的‘金科玉律’，如果不顺应发

展要求，归宿也只能是‘故纸堆’。”刘谊

露说，粗看，教材更新只是字词句和图片

的增减；细读，其中饱含的是思想观念的

转型升级。

教材更新，减下来的远不止旧观念。

眼下这本教材，是某新型雷达装备

配套电站的单行本。既然厂家有装备说

明书、用户手册和电路图册，为何还要专

门编写单行本教材？这要从一个个基层

来电说起。

“图册越来越厚，越来越看不懂”“一

个点位，同时出现在七八张图里，既不知

道 信 号 从 哪 里 来 ，也 不 知 道 流 向 哪

里”……基层官兵的反馈让教研室教员

们开始寻找应对之法。

以前装备集成度低、线路简单，图册

的电路图和装备容易对应，往往几张工

程图就能一目了然。如今，装备集成度

越来越高，厂家提供的图册越来越厚，通

常由不同的工程师，按照不同的功能模

块独立绘制。

过去一张图，如今被“肢解”成几十

张图。看似“厚实”了，但一些官兵也望

图 生 畏 ，不 会 修 、不 敢 修 ，只 能 依 靠 厂

家。考虑到紧急情况下，厂家很难实现

实时维修保障，用于更换的重要器件可

能 出 现 各 种 现 实 问 题 ，刘 谊 露 十 分 忧

心：“问题找不准，谈何抢修？”

制约战斗力的隐患必须消除。刘谊

露决心把几十张图整合到一张图上，办

公室和车间成了他的战场。

整合，并不是简单相加。例如工程

图上一条线，在装备上可能经过了几十

个器件。这几十个器件按什么顺序排

列？每个器件从哪一端进、哪一端出？

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到装

备上一一找对应。

画这样一张图，如同手里同时拿着

成百上千块拼图，要将这些无序的拼图

还原。过程中，还可能面临着部分重要

拼图缺失的问题，需要进行倒推复原。

但只因部队急需，刘谊露便义无反顾地

扎了进去。

刘谊露和战友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

料，实在收集不到就到部队实装上实测

元器件，绘制装配接线图，再复制原理电

路 图 ，获 得 一 手 维 修 资 料 。 通 过 这 种

“笨”方法，刘谊露带着团队一点一点把

新装备里里外外“啃”了个遍。

最终，在无数个碎片化时间的聚合

下，割裂的电路被重新拼装，缺失的模块

被补齐。厂家的工程师第一次看到这张

整体接线图时，直言“不可思议”。

厚厚的图册“减”成薄薄几页，随着

接线图、原理图缓缓展开，电流再次顺畅

地奔腾其中，与他们的心血一同流淌。

奋斗强军不是空喊
口号，而是具体实在的行
动，在课下奔赴，在课上
升华

清风徐来，吹散了实习车间里的几

分闷热。

刘谊露站在讲台上授课，台下是专

心听讲的学员们。最后一排，坐着教研

室的其他教员。

“电子执行器弹簧断裂引起的机械

故障也会导致转速不稳……”刘教员向

学员讲述了一起故障背后的故事，提醒

大家不要忽视那些看似“不可能出故障”

的细微之处。

对照刘谊露所讲的内容，军士教员

杨明擘指着这本教材故障分析部分的一

行字，向记者解释道：“这种故障极其少

见，其他教材都没有记录。”

原来，这是教员们在协助部队排除

故障时遇到的“疑难杂症”。返校后，他

们第一时间进行总结整理，将案例先写

进讲义，再补充进教材。

在部队遇到的许许多多实例，经过

教员们的手和脑，被记录在教材里，成为

更多人学习和参考的经验。书本上不起

眼的两行字，或是一张小小的结构图，背

后往往藏着一群教员千里奔波的足迹和

研究案例的匠心。

那年，教研室团队成员分批次赴某

部开展电站装备巡检维修。他们分别对

多个雷达站电站装备的疑难故障进行诊

断 排 除 ，并 对 部 队 技 术 骨 干 进 行 现 场

培训。

恰逢春运，在买不到高铁票的情况

下 ，教 员 们 搭 过 顺 风 车 、坐 过 农 用 车 ，

在 7 天时间跑完 8 个点位，赶在春节前

修 复 了 10 余 台 电 站 装 备 。 返 程 之 际 ，

一名指挥员打电话说：“我检查工作走

8 个点位，最快的一次用了 8 天。而你

们 是 去 维 修 装 备 的 ，7 天 就 干 完 了 ，我

敬佩你们的专业素质，敬佩你们的敬业

精神！”

为战教战，前提是晓战。教研室长

期坚持实践性教学能力培养，采取到厂

家跟班学、到部队实战练、开展考核竞赛

等形式，从装备拆装等基本功练起，掌握

实践技能。

有时候，许多故障很难从理论角度

进行解释，即使是相同的制造工艺生产

出来的装备，也做不到“千人一面”。理

想的状态与现实之间总有“摩擦”。面对

这种情况，教员们明白实践出真知。他

们整天与装备打交道，什么方法管用、什

么工具好、每个器件是什么“脾气”，都烂

熟于心。

教员们始终将战斗力视为唯一的根

本 的 标 准 ，把 实 事 求 是 当 作 最 大 的 原

则。教材编写完成，他们从不急着出版，

而是先送往部队试用，根据反馈及时进

行调整。

晓战教员，带出善战学员。去年，刚

毕业的学员梁航腾打来电话：“教员，我

到单位没几个月，参加旅里岗位练兵比

武竞赛拿了个第一。感谢学校，感谢教

员！”

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学员黄钦豪

刚到部队，与老班长同台竞技勇夺第一；

学员董大勇首次值班即排除重大故障；

任务电站突然“罢工”，刚毕业的学员刘

宗岩大胆操作，大幅缩短排除故障的时

间……

有人说，机械化战争是“大吃小”，信

息化战争是“快吃慢”。近年来，这个教

研室为“胜一筹”而“快一筹”，共编写了

20 多本教材和实习指导书，10 部雷达兵

训练大纲配套教材，并制作了电视教材、

多媒体教材、三维仿真软件、“慕课”等形

式多样的配套资源。

“奋斗强军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具体

实 在 的 行 动 ，在 课 下 奔 赴 ，在 课 上 升

华。”刘谊露说，它就在一张张绘图里、

一日日测量中，它是夏天能拧出水的作

训服，是指缝里洗不净的油污，是布满老

茧的双手，是行走在戈壁荒漠、海岛高原

的足迹……

一 本 维 修 教 材 的 增 与 减
■曾 新 本报记者 李由之

上图：空军预警学院雷达士官学校教员刘谊露（左三）

在实习车间指导学员实装操作。 史政泽摄

左图：教员刘谊露（左一）授课。 王 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