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伦在天台上测试花
3000余元从网上淘回的美
国哈里斯步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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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伦，一个来达州生活十年的成都人。他
和大多数无线电爱好者一样，最初通过反复拆
解安装收音机，学到更多电子知识。由于从小
欢喜“搞破坏”，父母引导他把爱好转入电子维
修专业。当发邮件、打电话、网络传递信息的方
式中断，无线电就成了短时间内能建起通讯网
络的最好支撑。2012年，雅安地震发生后，刘
虹曙、胡伦以省无线电应急大队通讯保障组成
员身份进入灾区。

1992年，国家给民间无线电爱好者开通专
用频率资源以后，国内“火腿”数量逐年增多，并
带动一大批没有业余无线电操作执照的人“发
烧”玩对讲机，这类刚“入行”的无线电玩家，被
全球“火腿”调侃是“香肠”。据了解，如今达州
有近300人获得国家认证的电台号，这些分布
在达州各个行业的“火腿”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技
术。胡伦于2007年获得台号“BH8ANR”。

2008年的一个晚上，胡伦和刘虹曙两个素
不相识的人，通过电波成为朋友。2012年，雅
安地震发生。胡伦、刘虹曙接到四川省无线电
协会无线电应急大队通知，携带自筹的无线电
装备赶赴雅安灾区，会同更多的“火腿”为抗震
救灾提供无线电通讯保障。在灾区，胡伦发现
自然灾害毁坏导致常用通讯工具失效后，无线
电发挥出了惊人的作用。胡伦也注意到，来自
全国各地的民间救援组织，在搜救、排危、通讯
保障等方面都具备一定的水准，而他和刘虹曙
这样的散兵游勇是被临时凑到一起的。其实，
前往灾区前刘虹曙曾对胡伦说过，达州有人在
筹划组建一支民间救援队伍，胡伦没怎么在意，
因为“玩无线电是出于个人爱好，以前没想到这
爱好能给别人提供多大的帮助”。

胡伦到雅安灾区救援的事在达州“火腿”圈
传开不久，一个以“蓝天”命名的达州民间救援
队找到了他，这时的胡伦在灾区已经受到各地
“火腿”感染，他也很想发挥自己的爱好去帮助
别人，双方在以“把爱好转为实践服务社会”的
前提下一拍即合。

胡伦介绍，资源有限的无线电频率划分为
军用段、航空段、警用段、民用段（如工地、茶楼、
酒店等区域）、业余段。而无线电对讲机可分为

专业无线电对讲机和业余无线电对讲机，两
种对讲机发挥各自功用。专业无线电对
讲机功能简单实用，留有多种通信接
口，频率设置通过计算机编程，频率保
密性较好，使用者无法改变频率。而
业余无线电对讲机，体积小巧、功能齐
全，可进行频率扫描，但在设备的稳定
性、频率稳定性、可靠性、使用环境等方

面都要比专业无线电对讲机差一些。

行进达州● 精彩故事

达州 的 快乐火腿族 无线电

深夜2点，刘虹曙
开始用无线电在全世界
通联圈里的朋友，他先
反复报出自己世界独有
的台号“BG8ERV”，然
后等待回应。当有了回
应，他把对方的台号记
录下来，如果是以前没
有遇到的台号，他就激
动不已。

在手机通讯发达的
今天，像刘虹曙这样爱
好用无线电交流的人，
在全球被称为“HAM”，
译名正好是“火腿”。刘
虹曙调侃称，“火腿”收
获的快乐需要不断投钱
改进设备，所以这种快
乐要“无限垫”的昂贵代
价。

在上世纪还没出现以个人名
义安装座机电话的年代，念小学
的刘虹曙随父亲在邮局第一次见
到了电话。那时候，他听说电话
可以传递两个见不着面的人的声
音。再后来，电影中“长江”呼叫
“黄河”的片段，让刘虹曙对没有
电线连接的通讯方式着了迷，他
不断地追问老师，得到的答案却
只有三个字——无线电。从此，
刘虹曙一直想弄明白“长江”和
“黄河”是怎么通讯的？

“我的台号BG8ERV中，B代
表中国，G代表级别，8代表区域
（中国云、贵、川三省），后面ERV
是我的个人身份。”刘虹曙介绍，
凡通过考试获得国家业余无线电
操作执照的人，都拥有一个在全
世界独一无二的台号。

从小对无线电产生深厚兴趣
的刘虹曙，一直没机会学习无线

电，直到1991年参工有了收入，
他才开始自学无线电知识。“第一
个收音机拆了就还不到原。”刘虹
曙最初从拆解收音机起步，他重
装的收音机始终接收不到信号，
后来向一位老师傅请教，才让收
音机收到了信号。从那以后，刘
虹曙隔三差五就把收音机拆起
耍，因掌握的电子知识太少和专
业工具不齐，他拆解的都是些较
大的零件。刘虹曙通过自学能够
维修收音机了，他又开始自学维
修电视机、电冰箱。“那些年，听说
哪个工友家电器坏了，我就主动
跑去维修，不收钱，只为练手。”

“以前，私人组装或使用电台，
会被别人说成是特务。所以民间
根本就没人敢私自组装电台。”刘
虹曙记得很清楚，从1992年开始，
中国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通过国
家认证和逐级考核，可以拥有业余
无线电操作执照，和全球唯一的台

号。“国家对民间使用无线电管理
方面的政策放宽以后，我组装的第
一个电台第一次成功发出的信号，
竟然接收到一个外国‘火腿’的回
应，那把我高兴得整夜没有睡觉。”
刘虹曙头回扮演“长江”与“黄河”
通联成功，他从此沉迷无线电通联
世界各地的“火腿”，且每次通联成
功，他都会把对方的台号抄录在
案，并和对方探讨学习更多的无线
电知识。

近些年来，刘虹曙耗资十几
万元改进电台，只为收获每次通
联成功那短短几分钟的快乐。由
于享受这样的快乐太花钱，刘虹
曙调侃称“火腿收获的快乐需要
不断投钱改进设备，所以这
种快乐要‘无限垫
’的 昂 贵 代
价”。

“长江”呼叫“黄河”

段军10多岁的时候学习电
工，父母当初这样安排，是想他今
后靠电工技术养家糊口。段军向
来以父母要求的“术业有专攻”为
目标努力奋斗，但在他40多岁的
时候，他通过两个读电子工程专
业的儿子对无线电有了一些了
解，最终“发烧”成为一名无线电
爱好者。从此，段军在父亲眼里
变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人，甚
至担心两个孙子受他影响“学
坏”。

段军对无线电的了解，更多
的是从两个儿子那里听来的，曾
经“头脑发热想组装一个电台吼
起耍，但没有勇气去做”。2013
年的某一天，段军在雷音铺偶遇
刘虹曙、胡伦等人架设电台天线，
好奇心促使他后来组装移动中继
电台。

说起对讲机通讯与手机通讯
的区别，段军脱口而出“照规定

电台只能通话，不像手机可以用
来聊天”。除此之外，手机只能
在网络覆盖区域使用，对讲机自
身就是一个电台，只要频率相
同、之间没有山或建筑物等障碍
阻隔信号，对讲机就能发挥作
用。还有，对讲机不仅可以一对
一通讯，也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
果，通讯时不需拨号，按键说
话，松键收听，让使用者通讯更
自由。若有移动中继台为第三方
支撑建立通讯网络，对讲机的通
讯范围不仅可以扩大到几百公
里，还能根据需要随时以移动中
继台为中心，调整通讯网络覆盖
的地理位置。

“遇到搞不懂的问题，就打电
话问儿子，他们给我说的全是理
论知识。”电工出身的段军组装电
台的时候，遇到在儿子帮助下仍
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就跑去找
刘虹曙、胡伦帮忙。当段军的电
台第一次发出“吱吱”杂音，40多

岁的他高
兴得像孩童
又蹦又跳。为
测试电台性能，段军经常
在家用电台术语喊出“CQ、CQ，
这里是……”，整得70多岁的父
亲嫌他吵人，“老太爷说我40多
岁不务正业，说那是莫明堂的细
娃儿才耍的东西”。在段军父亲
看来，这无疑很难以理解，但段军
却乐在其中并沉迷于此。

段军父亲认为，家里有座机
电话，出门有手机，没人愿意为打
个电话身负沉重的电台，他更担
心的是段军的耍心，会影响两个
孙子的成绩。2014年暑假，段军
两个儿子从学校回家，老太爷的
担心出现了，段军和儿子有空就
凑在一起讨论关于电台方面的知
识。自感冷落的老太爷有了想
法，但他没想到的是攻读电子工
程学的孙子，能通过组装电台把
所学知识用于实践。

“40多岁还不务正业”

把爱好转向服务社会

■本报记者 杜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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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伦、刘虹曙组装电台

刘虹曙、段军、胡伦测试移动中继电台

谣言一：孩子长个子就是那几年，该长的时
候自然要长

孩子能长多高、有多少生长潜力，关键看骨
龄（拍摄一个左手正位X光片）。如果骨龄正常
（即：与年龄�1岁）说明孩子不属于晚长；骨龄
提前，提示发育较早；骨龄落后，结合专家的分
析可判断孩子是否为晚长。不能盲目的认为孩
子不长个就是晚长类型。

谣言二：孩子不长个就是营养不良，只要加
强营养、运动自然会长高

人的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但不是匀速的
过程，是具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主要的调控因
素是不相同的。例如：婴幼儿期（0-3岁）的生
长调控主要因素是营养；儿童期（女孩：3-10
岁，男孩：3-12岁）的生长调控主要是依靠甲状
腺激素、生长激素；青春期（女孩：10-17岁，男

孩：12-18岁）的生长调控主要是生长激素、性
激素；只要其中某一个阶段出现问题，孩子身高
就会受损。所以长个不能仅仅是营养的因素。

谣言三：孩子身高主要是遗传，只要父母都
高就不用担心孩子不长个

孩子身高遗传确实占有70%左右的比例，
但不能忽视另外的30%。孩子的身高是否正
常、到底还能长多少，是不是由疾病导致的，必

须由相关科室的医生，比如：内分泌科、儿科、儿
保科等科室的医生结合病史、检查综合判断。

达州市中心医院儿科矮小门诊门诊时间：
周三上午、周六上午

坐诊专家：张本金、吕有道、邓春晖
咨询预约电话：13551433159

那些年曾经关于孩子的谣言，您听说过吗?别因为谣言耽误孩子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