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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特战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步兵特战化并不是
一个新提法。进入新世纪以来，
步 兵 就 开 始 逐 渐 进 入“ 特 种 作
战”时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
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中，陆军特
种作战部队在主要战略方向和
关键时节，完成了诸多看似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常规作战特战
化、常规部队特战化”的时代特
征日趋明显。

随着作战目的、作战规模有限
的信息化战争登上历史舞台，一
种小规模、低伤亡、快节奏、高效
益的特种作战模式日益受到各国
青睐。编制小巧、功能强大、反应
迅速的特战化步兵，有能力在更
广阔的战场上完成传统“数量型”
步兵难以完成的作战任务。特别
是随着战场侦察与精确打击力量
的发展，步兵以较小规模的特种
作战方式融入体系作战成为既科
学又有效的选择。

智能化战争时代，人工智能技
术极大增强了步兵的作战效能，
使普通步兵具备了改变战场态势
的能力。智能化步兵战斗在一
线，是复杂多变战场态势的最直
接感受者，是各种危险性、不确定
性因素的最短时反馈和应对者。
作为末端释能节点，智能化步兵
能够紧密对接体系中的智能要
素，引导体系中的智能力量，协同
体系中的智能行动，步兵班组能
够实现有人无人混合编成。算力
支撑下的智能化步兵与无人作战
分队携手行动，特战能力全面超
越信息时代。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打得更灵巧、防得更严
密、战力更持久”。

步兵特战化的本质是什么

步兵是以人为主的集合体。
步兵特战化的本质是让步兵从
传统“集中火力必先集中兵力”
的火力平台向“火力集中、兵力
分散”的信息平台、智能平台转

变。通过改变传统战斗力系统
中，战斗员仅仅是武器操纵者的
模态，实现军事智能化过程中步
兵与武器的密切协同、优势互补
和人机一体。也就是说，充分发
挥 人 擅 长 归 纳 、综 合 、决 策 、指
挥，机器擅长搜索、计算、存储、
运用的特点，引导步兵加快特种
作战能力的生成。

围绕步兵特战释能，在作战样
式上，步兵多采取结构上瘫痪、战
力上破解、心理上瓦解等特战化
样式；在优势发挥上，步兵编制精
干、机动灵活、独立作战能力强，
集袭击战、情报战、心理战等特战
优势于一身；在战术运用上，广泛
运用特种侦察、引导打击、拔点夺
要、目标破袭、控制占领等多种方
式，通过联合作战体系融入物理
域、信息域、认知域，有效提升了
陆军的整体作战效能。

在此其中，能力建设、力量
构成、遂行任务与制胜机理共同
构成了步兵特战化发展的重要
内容。

步兵特战化“特”在能力建
设特殊。与其他军兵种一样，步
兵发展也遵循战争形态演变规
律。当前，为适应遂行多样化任
务需要，步兵正在实现由单一职
能向集成功能转型，精干、合成、
灵活是步兵建设的根本目标，因
此 衍 生 出 的 近 战 歼 敌 、地 域 夺
控、体系破击、侦察引导等诸多
作战能力都具有天然的“特战”
基因。在编成结构上，步兵朝着
小型化和模块化方向发展，作战
运用向着按需编组、灵活运用、
快速重组、适应性强的灵巧化方
向发展，而这些都体现了特战化
能力的发展方向。

步兵特战化“特”在力量构成
特殊。所谓力量构成特殊，是指
特战化步兵由各类内集外联、即
插即用的特战模块编成，具备精
确、立体、全域、多能、持续作战的
能力；可在多个作战方向、从多种
投送渠道、在多种作战空间，以机

降、穿插、渗透等机动方式投入战
场，围绕体系作战目标展开行动，
做到“异地同步、形散神聚、高度
联合”。

步兵特战化“特”在遂行任
务特殊。未来步兵遂行特种作
战任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以非
正 规 作 战 手 段 ，以 精 干 小 群 编
组，通过在敌纵深或后方实施广
泛 而 有 重 点 的 破 袭 、袭 乱 等 行
动，破坏敌作战指挥控制系统，
摧毁敌重要的火力支援系统和
军事设施，袭击敌方支援保障系
统，夺取敌重要目标。也正是因
为 遂 行 任 务 特 殊 ，在 步 兵 训 练
中 ，各 国 已 经 开 始 拓 展 目 标 引
导、特种射击、特种爆破等特战
基础课目训练，强化渗透破袭、
敌后袭扰、搜剿占领、区域控制
等特战战术训练，锤炼步兵分队
遂行特种任务的能力。

步兵特战化“特”在制胜机
理特殊。首先，特战化步兵注重
情报先行，聚焦构建全维立体的
严密情报体系，不断提升情报融
合、分析、保障能力，把情报优势
主导下的作战优势转化为作战
胜势；其次，特战化步兵注重体
系支撑，强调“战略筹划、战役指
挥、战术行动”，通过感知战场态
势、共享战场信息、协调战场行
动、遂行作战任务，以体系支撑
下 的 小 型 化 特 战 行 动 ，达 到 小
战、巧战屈人之兵的目的；最后，
是注重谋略制胜，强调战略与谋
略的高度融合，用步兵特战化力
量的“刀锋”，实施高效的点穴式
打击，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一
举达成战略目的。

特战化推动传统步兵转型重塑

特战意味着特殊的战术和特
殊的装备，当然，如果特殊的战术
和装备全面普及所有步兵，那就
不叫特战了。因此，需要指出的
是，我们所说的步兵特战化并不
是要求所有步兵都实现特战功
能，而只是部分步兵特战化，其具

体数量还要根据军队实际情况作
出决定。

目前，步兵特战化趋势之所以
越发明显，和军事技术的飞速发
展密不可分。比如美军视觉增强
系统（IVAS），就能将武器观瞄信
息、位置（GIS）信息、通信信息、指
控信息、情报信息、态势信息等一
系列关键信息显示技术系统集成
到单个设备中，实现步兵数据共
享，增强单兵、班组、分队的态势
感知和协同战斗能力。

步兵特战化发展，既需要速
度，也需要硬度，更应作为优先建
设力量，作为新质力量的突出代
表来建设，做到常见常备常态常
用，使其成为向特战化发展的理
想载体。

步兵特战化建设，要着眼现代
战场需要，通过编制、装备的特殊
化，以及训法、战法的全面创新，
建设一支特战劲旅，使之具备特
种部队的超常作战能力。

其 建 设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三 方
面：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战役战术
层级的特战化力量，筹建战略层
级的“撒手锏”力量，组建各类专
业特战化力量，逐步构建体系融
合、结构合理的特战化步兵力量
体系；二是按照特战能力生成机
理，创新训练方法手段，优化训
练运行机制，科学构建训练内容
体系，持续锤炼步兵立体侦察、
远程渗透、信息传递、引导打击
和破袭夺要等特战化能力。随
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特
战化步兵将会进一步增强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并提升对联合
作战的认知和感知能力；三是要
积极瞄准特战装备信息化、智能
化、轻型化、个性化、隐身化、无
人化的发展方向，积极研发新概
念和非致命性武器装备，大力发
展 侦 察 引 导 设 备 、信 息 传 输 设
备、渗透和投送装备等，建立种
类齐全、系统配套的步兵特战化
武器装备体系。

（据《中国青年报》）

□□孙晔飞孙晔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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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人人都知道“π”是圆周
率，是3.14……，是一个被科学证
明了的无理数。然而，不久又发
现了一个超越“π”的神秘数字
4.6692……，这个被学术界认定
的，与“混沌现象”有关的常数也
称为费根鲍姆常数。它像圆周
率一样，充满着神秘的未知，引
领着科学的发展。

40 多年前，痴迷数学研究的
物理学博士费根鲍姆放弃了做
粒子物理学家的“主流”工作，跳
槽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当起了“小助手”。他在利用计
算机工作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被
誉 为“ 新 的 圆 周 率 ”的 常 数
4.6692……。

那么，4.6692……，这个数字
到底神秘在哪里呢？这得从数
列的周期说起。我们都知道，最
简单的数列可以很任意，比如1，
2，1，2……当然，还有一些数列

的周期性则要复杂得多，也有趣
得多。费根鲍姆研究的数列，也
表现出周期性，而且随着参数 b
的不断增加，表现出来的周期性
会不断增加，它会从二周期变成
四周期，然后变成八周期……这
种现象在数学或者物理学上被
叫做“逻辑斯蒂映射”或者“抛物
线映射”。

问题的关键是，常数 b 要等
于多少？因为 b 的数值是任意
的。但在做数值计算时，必须首
先设定这个参数。费根鲍姆固
定了不同的参数b，发现当常数b
选择到一些特定的数字后，整个
数列最后会收敛到一个“不动
点”。也就是说，这不动点是抛
物线方程的一个根，不动点就是

“周期 1”。然后，再不断调整参
数 b，当 b 增加到了一定程度，又
发现周期从 2 变成 4，变为 8 与
16……这个现象叫做倍周分叉。

如果要用通俗简单的例子
来解释的话，那就是：从一个规
律滴水的水龙头开始，它的节奏
是重复的“滴——滴——滴——
滴……”，每一滴都跟前面的完
全一样。然后，当我们将水龙头
打开一点儿，水滴就会落得比之
前快一些，而节奏也就相应变成
了“滴——答，滴——答……”，
每两滴才重复一次，前后两滴不
止是大小不同，就连时间间隔也
有些细微的变化。如果让水滴流
得再稍微快一点儿，就会得到四
滴的节奏“滴——答——滴——
答……”，再快一点儿的话，则会
产生八滴的节奏“滴——答——
滴——答——滴——答——滴
——答……”，也就是说，不同形
式的水滴数目一直加倍，这就是
混沌现象。

那么，这些分叉点的参数 b
又有什么特点呢？费根鲍姆研
究发现：出现倍周期分叉的 b 的
那些数值，距离之比接近一个常
数，大概等于 4.6692……。他还
进一步揭示了同样的现象、同样
的常数适用于广泛的数学函数
领域，这个普适的结论使数学家
们能够在对表象不可捉摸的混
沌系统的解密道路上迈出了可
喜的一步。

有人说，费根鲍姆常数是一
个神秘的常数，一个数学物理中
深邃的常数，一个与π平起平坐
的常数。也有人说，4.6692……，
是一个“新的圆周率”。但不管
怎样说，费根鲍姆常数在数学以
及数学与自然的关系中，有着非
比寻常的重大意义。

♦矢志不渝、心系祖国的楷模

1902 年 10 月 6 日，叶渚沛出生
在菲律宾一个爱国华侨家庭。1910
年，少年叶渚沛随父回国探亲，目
睹了祖国由于技术落后造不出兵
舰而备受欺压的境况，从此立志科
技报国。

1921 年，刚读完中学的叶渚沛
与父亲深谈，希望到美国学习冶金
专业，因为“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
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富强程度。我
国钢铁工业太落后，才造成近百年
来被列强欺压瓜分的悲剧。中国
富强太需要钢铁了”。当年，19 岁
的叶渚沛赴美，先后在科罗拉多矿
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随后在美国联合碳化物研究

所、中央合金钢公司等世界一流的
研究机构和企业工作。

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十几年里，
叶渚沛始终不改少时志，一片丹心
向祖国。

1933 年，他放弃了美国优厚的
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回到
战乱中的祖国。

叶渚沛十分关心和支持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事业。鲜为人知的是，
他曾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倾囊相助
白求恩大夫购置行装和医疗装备
前往延安，秘密协助周恩来总理通
过 外 交 途 径 公 开“ 皖 南 事 变 ”真
相。1944 年，他被迫以考察名义访
学欧美，并抓住机会学习掌握世界
工业新动向。

1949 年，获悉新中国成立的消
息，叶渚沛欣喜万分：“我们这些长
期漂泊海外的游子，从此有了自己

的国家，为祖国争荣誉、振兴中华
的抱负可以实现了。”

于是在 1950 年，他毅然辞去联
合国经济事务部高级官员的职务，
踏上回国之路。

♦立足前沿、开拓创新的先驱

1953 年，为解决国家对钢铁和
有色金属的迫切需求，叶渚沛给毛
主席写信：“请您给我一研究机构，
使我能有机会做有系统的研究，发
展重工业的方法。”1958 年，中国科
学院正式批准建立化工冶金研究
所（过程工程所前身），叶渚沛受命
出任所长。他领导组建了炼铁、炼
钢、流态化、湿法冶金等实验室，针
对攀枝花钒钛铁矿、包头稀土铁矿
和大冶铜铁矿的综合利用等进行
科技攻关。

叶 渚 沛 提 出“ 三 高 一 喷 ”理
论，发展了氧气转炉炼钢技术，组
织了小型试验和半工业试验，并
于 1962 年 获 国 家 科 委 立 项 拨 款
2400 万元，在原石景山钢铁公司
建造了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为
我国高炉生产技术水平和产量提
高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开创性工
作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果，
也为今天过程工程所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济慈曾对他
给予高度评价：“叶渚沛同志知识
渊博，学术思想活跃，在科学研究
上善于运用多科学的综合观点，从
国民经济全局考虑，并始终关注国
家建设的需要。根据国际上科学
技术的发展动向，他不断地提出解
决国家经济建设中许多重大课题
的意见和建议。”

♦敢于质疑、坚持真理的表率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包头矿的
开发过程中，叶渚沛与苏联专家的
意见不一致，被扣上“反苏分子”的
帽子。但是，他本着对科学负责、
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始终坚持综合利用包头稀土资源
的主张。

在 1952 年的一次会议上，他通
过大量数据资料，对比了两种方案
的利弊，郑重表示：“我们要对子孙
后代负责，要珍惜包头矿产资源。”

针对转炉还是平炉炼钢的争
论，他不惧压力、不畏权威，用实践
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最终使我国较
早掌握了先进的转炉炼钢技术。

1971 年，叶渚沛在写给毛主席
的信中明确提道：“作为一个爱国
者和现代重工业技术的专业人员，
我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许多错误和
有害于我们的冶金建设的建议，不
能保持沉默，我公开地给予反对。
我知道这是冒险的，但我对党有无
限的信任。”

这正是叶先生敢于质疑、坚持
真理、实事求是的真实写照。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叶渚沛是坚定的爱国主义战
士，是享誉世界的化工冶金学家，
也是科学家精神的典范，永远值得
我们纪念和学习。

纪念叶先生，就是要学习他胸

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
过程工程所建所之初，在一穷

二白的艰苦条件下，他针对新中国
建设对钢铁的迫切需求，带领一批
踌躇满志的年轻科学家，筚路蓝
缕，攻坚克难，为我国化工冶金事
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时代，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把叶先生
的精神继承好、发扬好、践行好，时
刻牢记“国家队”“国家人”的初心，
肩扛“国家事”“国家责”的使命，实
现从“会做什么”到“该做什么”的转
变，继承发扬叶渚沛科技报国、创新
为民的精神，以时不我待的奋斗姿
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纪念叶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笃
定创新、引领前沿的科学精神。

在科研道路上，叶渚沛始终坚
持面向需求、前瞻布局、创新引领、
勇攀高峰。

新时代，我们要赓续传承他的
科学精神。一是聚焦国家战略需
求，坚持全所一盘棋，做好顶层设
计和系统谋划，以介科学理论及方
法为核心，在低碳能源、战略资源、
绿色化工、高端材料、生物医药等
核心领域，开展战略性、先导性、前
瞻性研究，擘画绿色过程制造的宏
伟蓝图。二是围绕国家“双碳”目
标与“卡脖子”难题，加强原始创
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
从基础到应用的全链条创新大平
台，引领过程工程理论创新及技术
变革，为过程工业低碳绿色重塑贡
献智慧和力量。三是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
组为契机，进一步发挥建制化科研
组织的优势，实施人才强所战略，
打造若干创新高地，形成“分可独
立作战，聚可合力攻关”的科技创
新模式，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

纪念叶先生，就是要学习他淡
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叶渚沛不计名利、不慕虚荣、艰
苦朴素、严于律己。新时代，我们
要继承发扬他为人为师的风范，在
科技强国的道路上，特别是青年一
代，要甘坐冷板凳，不忘初心、潜心
致研、默默耕耘。

叶先生的精神，仰之弥高、钻之
弥坚，将永远引领和激励过程工程
所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据《中国科学报》）

52023年4月26日
星期三文化文化责任编辑 / 蔡 静

美 编 / 赵 爽

电 话：029-87335695
E-mail：jsb8211@163.com

□□张锁江张锁江 张张 楠楠

叶渚沛是我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奠基人、中国科
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过程工程所）创始
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当选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被时任中国科学院
院长方毅誉为“人民科学家”。

他一生赤诚报国、献身科学、追求真理。2022
年正值叶渚沛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
敬的心情纪念他，缅怀他为我国化工冶金事业建立
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国家建设和科技发展不懈奋
斗的光辉人生，学习他唯实求真、敢为人先的科学
精神。

当今世界，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演变，新质作战力量已经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制高点和制胜
未来的关键。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我军特种作战、远程火力、情报侦察、电子对抗、空中突
击等一系列新质作战力量“善战”作用越来越凸显。作为最古老的兵种，步兵特战因素也在作战中
占比越来越大，特别是依托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步兵自身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在战场上扮演
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
顾
静
怡

顾
静
怡

步兵特战化““特特””在哪儿

青年时期的叶渚沛院士青年时期的叶渚沛院士

19551955年年66月月，，叶渚沛院士与前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进行学术交流叶渚沛院士与前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进行学术交流

叶渚沛叶渚沛：：
躬身追求真理躬身追求真理 一生赤诚报国一生赤诚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