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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校开展实战化实践教学是培养学员专业素养、创新能力、任职适应性和激发战
斗精神、提高战斗意志的重要环节。文章结合军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和防化兵承担任务，提出了

防化领域环境工程专业学员开展实战化实践教学的基本思路，构造了销毁日遗化武实训平台，

并组织特种污染环境模拟与评价方向学员开展了试验性实践教学。研究认为科学组织好学员参

加日遗化武处理，不仅明显提升学员的军政素养、协作精神，而且专业保障能力和岗位创新意

识明显提高，是实现实践教学实战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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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研究生学员是军队高层次技术人才的主要力

量，加强对学员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战能力的

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着力点，开展实战化

综合实践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１－２］。然

而，军校研究生实践教学容易出现指向模糊，所

需场地、装备、弹药、器材保障难，效果质量难

以保证等现象［３］，导致学员和部队单位均不满意。

防化领域的环境工程专业是一个军地急需的新兴

交叉学科领域，专业性综合实践教学改革同样面

临着类似的问题和挑战，尤其对于未来改革转型

后的工程硕士研究生的能力素质培养更是如此。

在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 《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和世界反化学恐怖的复杂背景下，如何结合

专业特点和未来核生化环境保障任务的实际需求，

搭建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平台，开展具有专业内

涵、实战效果和明确岗位指向的教学活动，是实

现本领域研究生实践教学改革的关键。

二、研究过程

（一）实战化教学的基本理念

从实战需要出发，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在实战中学、在实训中练，是习主席建军治军的

重要思想，也是开展 “教为战”实践教学改革的

基本思路。防化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学员的实践

教学，一方面要起到促进学员的军人职业素养全

面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突出专业特点、迅

速提升专业能力，使学员未来岗位任职所需要的

知识和能力短期内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质的飞跃。

因此，防化领域环境工程研究生实战化实践教学，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将学员置身于真实的核生

化环境下，全过程、全要素、全流程参与核生化

安全保障，从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内容上

切实聚焦服务作战、全维参战。

（二）实战化实践教学平台的选定

根据未来防化领域环境工程硕士生实战能力

培养要求，特种污染环境模拟与评价方向的学员

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综合实训，应具有高度的

责任感，能适应军队建设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

战的需要，具备对核生化危害预测和风险管理的

基本技术和能力，为部队备战、作战和非战争军

事行动提供专业化保障。围绕这一目标，学员毕

业前的综合实训平台应充满着能坚定学员听党指

挥、报效祖国的浓郁政治氛围，具有能训练学员

胆大心细不畏惧危险的实毒实弹环境，满足能强

化训练学员行为规范和开展特种污染环境的危害

分析、风险评估以及风险控制专业能力的软硬件

条件。

销毁日遗化武是为彻底清除二战时期旧日军

战败后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具有真实化

学战历史和实毒实弹高爆高风险的特点，是中、

日两国政府共同组织、由中日一线防化技术专家

共同实施的化学武器全过程处理、环境要素全程

监控、毒剂污染多维治理、防化保障全面参与的

一项维护国土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专项任务。

执行这一特殊任务，防化专家要对破损、泄漏的

各类旧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进行挖掘、回收、鉴别、

分类、搬运、存储、保管和销毁，需要专业化的

防护洗消、侦检分析、风险评估、环境监测、危

害控制、应急救治等大防化综合技术保障，具有

政治敏锐性强、化学战历史真实、处理技术标准

严、现场成果应用新、硬件设施装备精、专业人

员要求高等特点，受到国际禁化武组织、我国政

府、军队以及学术界、技术单位的高度重视。根

据日遗化武埋藏情况和销毁进程，实现彻底销毁

还将持续近十年［４］。结合本专业领域研究生能力

素质培养要求，找准实训切入点，组织学员参与

这一具有影响力和专业特色的专项任务，科学筹

划，精细准备，必将对检验和提升学员的军政责

任感、磨炼其战斗精神、提高协同保障能力、拓

宽专业视野、培养协作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销毁日遗化武实践教学的设计

为妥善、安全、有效解决好旧日军在中国领

土发动化学战后引发的环境安全威胁和特种污染

等具体问题，结合日遗化武处理任务和未来应用

型研究生实践教学目标，在毕业综合实习阶段，

重点安排环境模拟与评价方向学员参加日遗化武

的挖掘回收、托管运输和最终销毁三类专项作业。

各类作业中具体任务与岗位技术要求见表１。实训
活动安排在学员毕业论文开题到课题完成之间。

为防止出现形式化、低效率，实训教学完全融入

日遗化武处理任务中，学员参加作业的有效时间

在５０天以上，且在多单位联合参加的任务现场独
立承担专业技术保障岗位，接受指导教员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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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全程指导、监督和考评，确保专项任务和

实训双目标的实现，促进具有应用价值的学位论

文的完成。

表１　环境模拟与评价方向学员参加日遗化武处理实训计划

平台

类型
具体内容

现场

岗位
任务目标 实训目标

挖掘

回收

对埋藏地的日遗化武进行

挖掘、回收以及场地恢复。

托管

运输

将挖掘出的日遗化武从托

管库运往销毁场所，属特

种危险品运输。

最终

销毁

对已经挖掘、鉴别、运输

后的化学武器进行最终

销毁。

气象测

报与风

险评估

发挥专业作用，为作业现场环

境监测、人员防护、周边居民

疏散和事故应急处置提供依据。

能为不同气象、道路条件下的

特种危险品运输提供爆炸泄漏

风险预报与控制方案。

通过气象测报和事故风险预测，

指导销毁设施布局、事故情况

下人员疏散、防护和应急处置。

１训练学员在埋有化学武器环境下、直
接接触化学武器，面对毒剂泄漏和爆炸

风险下胆大心细、科学处置、抗风险、

抗恐惧的素质。

２训练学员熟练防化气象测报、风险预
报的现场操作技术，训练专业设备维

修、维护、应急布设的能力。

３锻炼学员在不同条件下科学分析、准
确计算、综合判断、正确评价化学武器

泄漏爆炸风险，以及开展优化控制的专

业综合能力。

（四）日遗化武处理实践教学的实施

为探索实战化实践教学改革方案的有效性，

２０１４年结合日遗化武处理任务，试验性组织了防
化领域环境工程专业环境模拟与评价方向硕士生

开展了两批次日遗化武处理实践教学活动［５］。当

实训任务明确后，课题组首先在导师的参与下成

立专项组，指定了每位学员的现场指导教员；针

对每位学员的实际情况编制了实施计划，将硕士

生的毕业课题纳入到专项课题和任务研究中；结

合任务需要，团队还专门研发了日遗化武处理化

学危险事故快速评估系统和危险品运输风险预报

系统，组织学员进行必要的理论、操作、技术、

设备及应用等方面的培训和准备；明确了学员的

现场岗位、任务要求、技术标准和实训目标，具

体信息见表２。

表２　研究生参加日遗化武处理实训情况和目标要求

任务类型 日遗化武长距离运输 日遗化武挖掘回收

时　　间 ２０１４０６０４～２０１４０８０２ ２０１４０６２６～２０１４０８２４

任务背景

将北方地区发现的日遗化武运输至销毁场。

通过运输路线调查、路径优选、气象测报、

临近风险预报和实时风险评估，确保日遗

化武安全、顺利运输至目的地。

对东北某地发现的日遗化武进行挖掘、回收，恢复该场地环境

安全；并对泄漏的化学弹和被污染的环境介质 （如土壤）进行

初步分析和安全化处理，为净化环境和彻底销毁日遗化武提供

基础保障。

岗位职责

确保运输安全，提供日遗化武运输中发生

爆炸、泄漏事故的风险预报，及时为运输

指挥部提供应急救援决策支持。

为挖掘回收过程提供气象监测保障，实时预报日遗化武挖掘回

收爆炸泄漏事故风险，及时为现场作业指挥部提供应急指挥、

应急救援支持。

实训要求

掌握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和设备操作；熟

练危险动态移动源的气象信息监测、数据

处理和定时预报；能利用后台运算系统与

平台，开展事故临近风险预报；提供专业

化应急保障。

掌握规范化、专业化系统、设备操作；熟练特定任务区防化气

象信息的监测、数据处理和定时预报；能利用后台运算系统与

平台，对任务区化学弹爆炸泄漏事故实时风险预报；提供环境

事故专业化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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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果分析

通过总结学员的实训体会和指导教员的综合

评价，结合学员在后期完成毕业论文中的表现，

研究认为：组织实施处理日遗化武实战化实践教

学，虽然提高了组织设计的标准，增加了前期准

备和过程管理的环节和难度，但在提高实战化教

学效果方面有着突破性的成效。

１．政治素养和军人素质明显提高
两次实践均将学员完全置身于日遗化武实毒

真弹的处理现场，不仅接受了二战时期东北、华

北战场中国人民遭受化学战毒害历史的再教育，

还亲历了中国政府在外交斗争、政治纪律方面的

高标准训练，在化武竞技战场上展现了高级防化

技术人员的风采和能力，心灵上得以触动、形象

得以重塑、精神得以激励，这对于新时期防化学

员的军人素质、政治素养和战斗精神的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在参训学员的实践总结报告中无不显

现出这一鲜明特点。

２．专业认知和协作服务意识明显改变
实践中学员各自承担明确的现场岗位任务，

在履职尽责中，深刻认识到本专业内涵在化学战

后废弃化学武器销毁、军事环境特种污染防控中

的作用和地位，感受到本专业技术人员在化学事

故应急中，与上下游技术力量协同作战的重要性，

明确了未来任职目标和要求，协作精神、专业服

务意识明显改变，专业自豪感油然而生。在指导

教员的综合评价中无不透露出这一感受。

３．创新意识和专业应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通过两轮实训，学员均全程参与了日遗化武

挖掘回收和长距离运输的风险评估、危害预报系

统的研发过程，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用于任务现

场，并结合遇到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成果完

善、系统改进和下一步针对性研究的具体思路和

建议 （见表３），不仅高质量完成了作业任务，促
进了实用性成果的研发和应用转化，而且锻炼了

学员在高风险实毒实弹环境中的技术保障能力和

创新能力，为化学事故风险控制提供了高质量的

技术支持。

表３　研究生参加日遗化武处理实训成果

任务

名称
日遗化武运输 日遗化武挖掘回收

研发

成果
日遗化武运输风险预报与实时危害评估系统 日遗化武化学危险事故快速评估系统

实训

成果

应用系统实时预报运输过程日遗化武爆炸泄漏后危害范

围、危害等级、危害纵深、危害面积、危害时间、伤亡概

率分布等要素，为警戒、疏散、监测、防护、洗消等应急

处置提供决策依据；得出运输时风险区内保护目标的分布

状况，为场外应急力量调配和控制措施优化提供依据。

应用系统为日遗化武的挖掘回收提供爆炸泄漏事故下

的毒剂初生云危害半径、滴液染毒半径、物理冲击波

对人员的安全半径、地震动轻损半径和爆炸破片轻伤

半径，指导挖掘场地构筑物和应急救援力量的布设，

为作业人员防护、周边居民撤离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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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任务

名称
日遗化武运输 日遗化武挖掘回收

学员

建议

实训教学建议：（１）参训学员除岗位相关知识外，还要
掌握核生化应急监测车等配套设施的其他功能，要会兼

顾各部分功能的发挥；（２）对研发的日遗化武运输风险
预报及实时危害评估系统进行应用，应从专业层面上熟

悉系统运行原理、预报过程、结果分析、故障排除等，

做好预案准备。

成果改进建议：实时风险预报系统对网络信息依赖性大，

当运输车队到达网络信号覆盖不到区域时会影响测报。

建议进一步研发野外单机版应用系统。

实训教学建议：参训学员要了解气象预报和风险评估

与现场环境监测、应急处置等上下游岗位的关系，建

立快速联络渠道，互通信息，提高任务现场的一体化

保障能力。

成果改进建议：化学事故快速评估系统所依据模式对

风速参数敏感，进行模式试运行时，除考虑当地平均

风速外，还要适当扩大风速阈值进行测试、研究，确

保不同条件下现场作业环境参数设置的适用性、成果

应用的广谱性。

４．聚焦实战捕捉科学问题的能力明显提升
实践证明学员在处理日遗化武现场的技术保

障中能准确找到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切入点，启发

了学位论文研究的思路，有效收集到第一手实战

资料，并形成了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成果。实训

结束后，学员结合实践经历和学位论文研究，在

导师的指导下，分别在专业期刊 《防化学报》［６］和

中文核心期刊 《气象科学》［７］上发表论文，撰写了

“日遗化武处理现场气象测报与风险评估岗位技术

操作规程”，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满足现场需求成果

的研发建议，并及时反馈于任务执行过程，产生

了任务完成和教学实践双赢的效果。

四、结语

实战化实践教学是军校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

节。依托销毁日遗化武专项任务开展具有专业内

涵的实践教学，可以解决多年来防化领域环境工

程专业实战化教学的困难和具体问题，是军事环

境工程研究生实践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研究中

还深刻体会到将 “任务与教学”深度融合、采取

“军校＋部队 ＋相关技术单位”联合施训的方式，
是实现实践教学实战化、提高学员任职能力和创

新精神的有效途径，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１］　李建军．关于实战化教学的几点思考［Ｊ］．政工学刊，
２０１５（１）：５－７．

［２］　曾璞，欧英立．院校实战化教学训练创新［Ｊ］．国防科
技，２０１４（５）：１５－１７．

［３］　关彩虹．处理日遗化武实训教学平台建设构想［Ｊ］．防
化学报，２０１５（５）：６８－７１．

［４］　鲁义．“日遗化武”处理１６年：评价与思考［Ｊ］．东北亚
学刊，２０１３（２）：１４－１９．

［５］　关彩虹，王宁，王新民，等．浅析日遗化武处理综合实
训［Ｊ］．防化学报，２０１６（２）：７７－８０．

［６］　张慧彬，关彩虹，唐木涛，等．大气污染化学事故应急
优化控制研究进展［Ｊ］．防化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３－３８．

［７］　张惠彬，关彩虹，黄顺祥，等．长白山哈尔巴岭气象塔
湍流局地相似性研究［Ｊ］．气象科学，２０１６（４）：４７４
－４８２．

（责任编辑：陈　勇）

５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