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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幕上显示，演练现

场浓烟四起，一队队无人车

利用烟幕掩护迅速开进，救

出“伤员”后紧急后送；天空

中旋翼飞转，装载洗消设备

的无人机从四面八方赶来，

及时压制“核污染”。后勤战

线上，拥有“十八般武艺”的

无人设备大放异彩。

该部深入学习贯彻动

员令精神内涵，牢固树立

科技强训理念，不断加强

模拟化、网络化、智能化练

兵手段建设，努力提高练

兵备战中的科技含量。一

批科技密集型产品成果的

推广应用，为部队训练转

型升级、核心军事能力提

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营内外

◎姜 涛 王化禄

◎雷 键 乔朝杰

◎黄武星 陈延杰 本报记者 张 强

◎岳小林 王昊忠 本报记者 张 强

◎池浩森 林佳徐 白 楠

“地面！我已被锁定，请示回转！”“收到，敌机已被击落！”近日，在空

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的 VR 模拟训练室里，指挥引导模拟训练正在

紧张有序进行。一场“战斗”结束，学员牛昊楠摘下头盔，深有感触地说：

“利用 VR 技术，我深刻感受到提供敌方威胁态势信息给飞行员带来的巨

大帮助。”

作为培养空军航空兵部队指挥人员的摇篮，该院在培养学员飞行感

知、实战思维、协同能力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然而，对近几届毕业学员

部队任职情况进行调研后，该院领导发现，新干部无法快速融入部队作战

体系，更有甚者产生恐惧、畏缩心理，导致处理空中特情时，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

针对学员反馈，该院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子——针对指

挥训练、实兵对抗、装备操作等，邀请地方厂家与飞行技术骨干共同打造

VR 模拟训练室，引进能够对视听效果进行真实模拟的虚拟现实训练系

统。通过仿真平台，生成与真实飞行状态基本一致的虚拟环境，使学员在

实战背景下感悟空中领航岗位的重要性，更好地为战斗力生成服务。例

如，在指挥引导模拟训练中，学员分别担任引导员、伴飞员，结对进行红蓝

对抗，在交锋中淬炼他们领航空天的锐气，打通从课堂走向战场的“最后

一公里”。

据了解，以 VR 模拟训练室为代表的新一代军事职业技能模拟训练

装备系统体系落户后，充分调动了学员的训练积极性，提升了训练质效。

在该院近期组织的毕业学员任职能力考核中，优秀率得到明显提升。

向战而行 飞出谋胜新航迹

“部分同志快速反应射击成绩不理想、不稳定，关键要从姿势和技

巧着手……”为了进一步提升特战和机动分队训练水平，日前，武警北

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坚持按纲施训、从严治训的原则，积极组织官兵

以解决训练短板弱项为重点突破口，集思广益加强训练研究，丰富方

法提升训练质效。

据了解，该支队为了强化按纲施训、从严施训的成果和实效，组织特战

队员围绕射击、格斗、战术等重难点科目成立研究讨论小组，总结既往和其

他单位的经验做法，以大纲为范本，对其中规定的内容熟读深思，大量查阅

训练教材，研究借鉴外军特战分队先进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训练方法。在

实弹射击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先考后练，再练再考，反复练，练反复的方式，

完成了手步枪的多个射击课目；还依据大纲要求设置难度，对照训练短板，

采用“一对一帮扶”“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多种组训方法，对特战队员们

进行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建立个人射击档案和成绩曲线图总结分析，按小

队整体成绩进行评比，极大调动了特战队员们的积极性。

据统计，采用这种新方式训练，特战分队实弹射击的考核成绩优秀率

达到了 92%，为下一步比武考核和遂行实战化任务打牢了基础。

科学组织 锤炼打赢能力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外场机务餐厅内,炊事员廖硕在“炒菜机

器人”的语音提示下,将菜盆放入“炒菜机器人”出菜口下方,一道色香味

俱全的酸辣土豆丝不到 20分钟就出锅了。

该场站领导介绍：“随着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任务的日益繁重，各餐

厅保障压力陡增，伙食质量和出餐效率受到极大挑战。”

在上级支持下，该场站专门引进了“炒菜机器人”。该机器人可存储上

千道菜谱，600人量级的菜品3台机器人一同翻炒，仅需2人操作，约20分钟

即可完成。同时该场站还配备了“调料机器人”，它可以预先在程序中存有

各种菜肴的调料配比，根据就餐人数和菜品自动配置固体、液体调料。

该场站军需股股长兰宁介绍，他们引进智能装备，打造“智能厨房”，

使厨房实现了清洗自动化、切配机械化、烹饪智能化、洗消自动化、流程信

息化，后厨炊事保障力量精简了 50%，菜品洗切效率由 1小时缩减至 25分

钟，菜品烹制时间由 50分钟缩减至 20分钟,有效缓解了保障压力。

打造“智能厨房”提升保障质效

“我任务区遭‘核袭击’！”初夏时节，高原腹

地，狼烟四起。随着一声令下，一场信息化条件

下后勤保障演练在火箭军某导弹旅训练场拉开

战幕。

无人机携带医疗器材闻令出动，迅速向战场

集结；各保障分队通过指挥系统明确部队所需保

障物资的数量，立即向预定地域机动。

“时间比以往缩短了近 1/3！”看着第一批

抵达目的地的保障物资，该旅旅长董世民介

绍，此次演练中他们首次采用多种信息化设

备，大幅提升响应速度和保障精准度，探索出

导弹旅“平时一体建、战时一体保”的后勤保障

新模式。

谈话间，新特情不期而至，“后勤数据融合分

析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片“信息真空”。该平

台作为指挥系统的“神经中枢”，能够实时反映战

场后勤态势、整合发送指令，至关重要。

指挥所迅速作出判断：整套系统采取冗余设

计，出现故障的概率极小，而前方“袭击”刚至，很

可能是伴随“袭击”产生的强电磁脉冲导致前线

电子设备损毁。

前方“伤亡”情况如何？现场环境怎样？这

是指挥所里人人都关心的问题。“遭袭”的 10 分

钟内，正是救治伤员的黄金时间。可“爆炸”刚刚

发生，漫天的放射性尘埃圈起了一片“生命禁

区”，谁又敢贸然深入？

这时，大屏幕上突然传来了现场画面。原来

是无人设备组的可编程无人侦察机率先冲进“战

场”，它们利用搭载的高清摄像头、红外成像设

备、生命感知系统等迅速扫描，大屏幕上，原本因

“敌袭”而消失的信息失而复显。

该旅政委司建平介绍：“此次演练中，我们投

入了大量无人设备，完成了复杂条件下失踪人员

搜救、核辐射监测、核污染压制等多重任务。”

大屏幕上显示，演练现场浓烟四起，一队

队无人车利用烟幕掩护迅速开进，救出“伤员”

后紧急后送；天空中旋翼飞转，装载洗消设备

的 无 人 机 从 四 面 八 方 赶 来 ，及 时 压 制“ 核 污

染”。后勤战线上，拥有“十八般武艺”的无人

设备大放异彩。

第一批“伤员”在无人车的帮助下成功返回

后方，全身防护的医疗组迅速展开救治。然而，

不少“伤员”情况严重，已经无法通过沟通获得血

型等有效信息，救治的黄金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流

逝。

此时，医护人员马上拿出扫描设备，对准战

士身上的二维码一扫，“受伤”战士的身份信息立

刻出现在屏幕上。根据不同“伤情”，他们还将初

步诊断信息制作成电子“伤票”，通过电子标识有

源终端进行存储传输。

类似的电子标识也运用在了物资装备上。

深山中的 2号阵地给养物资遭受严重“污染”，必

须重新调拨。在过去，大宗物资调运光是出库入

库、分类发放就要半天，而且人工登记、统计容易

出现误差。

而如今，模块化的保障箱上都贴上了电子

标签，入库登记、统计就像超市里扫条形码一

样简单，物资的数量、类型、质量等情况“一扫

便知”。通过装载在运输工具、保障点位的有

源电子标识终端，这些信息还能及时传送到后

方。几十箱物资装卸、分类、入库仅用了 10 多

分钟就全部完成。

纵观整个战场，“核爆袭击”伴着深山阻隔。

在这样恶劣的信息传输条件下，部队又是如何保

持“兵撒千里不断线”的？

这时，伪装网下一台通信车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

该旅参谋部通信科科长张铁耀介绍，这台设

备叫作“多链路通信系统”，一台车集成了多型通

信装置，能根据现场通信环境自行选择通信方

式，一种通信手段失效后立刻采取另一种，保证

通信网络 24小时畅通。

“既要有硬实力，还要作最坏打算。”指挥

所一隅，一块小屏幕看上去很不起眼。跟别的

指挥设备不同，这台设备上不断传来的都是诸

如“收到”“×时×分我部遭遇”之类言简意赅

的信息。

正在操作该设备的该旅参谋姜贺介绍：“这

台仪器看似简单却大有玄机，它采用复合应急通

讯方式，整合了上千条常用的以字节为单位计算

的指令，即使信号再弱，各类信息也能直达指挥

末端。”此时的他正与远在深山中的发射分队进

行通信，在电话线被切断，常用无线频率被压制

的情况下，正是靠着这套系统，各项指令才能畅

通无阻地传达。

火热的演兵场上，无形的电磁波、有形的通

信线缆密布每一个角落，信息化的脉搏正在后勤

保障链条上全域、全时、全环节跳动。

演训场上，无人设备放异彩、通信系统显神通

仲春时节，高原大地，练兵备战热潮涌动。

一阵急促的号音打破寂静，担负战备值班的火箭

军某部官兵闻令而动，携带战斗装具迅速奔赴

号位，装载物资、呼点编组、启动车辆……一场

实战背景下的全要素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拉开

序幕——机动途中编队紧急出动，机动一路“敌

情”不断，临机导调处置特情。

网络化指挥控制、模拟化实装操作、实景化

设置特情。一路下来，满是科技含量的训练细节

令人赞叹不已。

记者了解到，中央军委发布开训动员令以

来，该部深入学习贯彻动员令精神内涵，牢固树

立科技强训理念，不断加强模拟化、网络化、智能

化练兵手段建设，努力提高练兵备战中的科技含

量。一批科技密集型产品成果的推广应用，为部

队训练转型升级、核心军事能力提升发挥了重要

作用。

“遭‘敌’空中精确打击，部分道路桥梁‘损坏’！”

演练中，面对特情，作战参谋张森立即汇总数据，

系统自动计算后报告结果，“采用备用路线迂回

突击，部队可以按时占领阵地！”

某营营长张江明随即下定决心，下达战斗命令。

几乎与此同时，正在机动行军的某部发射分

队，突遭“敌特”破袭，造成人员装备不同程度“损

伤”。现场指挥员立即将相关情况上报指挥所，

很快附近的装备应急抢修组、野战救护所、油料

保障组相继前来支援。备件更换、“伤员”后送、

油料补给到位后，该发射分队继续向前行进。此

时，从遭遇“敌情”到继续行军，时间仅仅过去数

十分钟而已。

如此精准高效的指挥控制效率从何而来？

记者了解到，这要得益于该部队搭建的全新

作战指挥网络平台。该平台的使用，使首长机

关、任务部队、后方保障的指挥员“以网为聚”，盯

紧电子屏幕即可实现作战筹划高效快捷、作战指

挥精准控制、作战单元互联互通、作战要素密切

协同。

“过去组织作战筹划，沙盘、地图、文书等缺

一不可，各级搭建指挥所耗时费力，过程繁琐且

极易受环境影响。”该部领导介绍，前不久，随着

一批新型信息化装备列装，使得各作战单元、各

作战要素互联互通成为可能。

以此为契机，他们邀请厂家技术人员与部

队官兵密切协作，融合一体化指挥平台和作战

数据指挥控制平台相关功能，通力搭建新的网

络平台。

该部领导介绍，借助这一平台，所属某旅

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可通过信息化、可视化

手段展开集体研讨、即时态势标绘等指挥作

业，各类数据在指挥网内随调随用、实时更新，

各分队协同作战更加便捷高效，作战指挥效率

大幅提升。

“一体化作战指挥平台让营级指挥所的战场

视野更加广阔，协同作战更加高效，有效提升了

部队战斗力。”走下演训场，张江明感慨道。

网络平台赋能作战指挥

“5、4、3、2、1，点火！”一声惊雷，长剑出鞘，新

型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腾空而起，直上云霄。

换型转训不到一年，担任架长不满“周岁”，

发射架长郭文兴就成功指挥实弹发射。

模拟装备助力训练转型

“报告，阵地滤毒通风系统发现故障！”“检查

2 号风机！”日前，随着尖利的报警声响起，该部

一场模拟遭“核袭”背景下的阵地保障演练悄然

打响。

虽然演练地点不在实际作战阵地，但考核组

凭借着最新研创的“实景模型”，为参演官兵营造

了一个实打实的练兵环境。

该部领导介绍，长期以来，阵地保障专业

训练只能依托实际作战阵地展开。但由于阵

地保障装备还要同时保障战备值班、武器装备

贮存等任务，系统在连续运行的状态下，难以

覆盖所有专业和整个流程，故障排除、应急处

置等训练更无从谈起，极大阻碍了阵地保障能

力提升。

为 此 ，该 部 队 从 科 技 强 训 上 谋 求 出 路 。

他们在上级配发的新一代模拟器材基础上，

抽组专班奔赴作战阵地收集一手资料，集中

力量研制符合本单位实际的模拟器材与实训

器材，打造与实际作战阵地状态相契合的“实

景模型”。同时，充分发挥“实景模型”的可视

化、智能化功能，区分给排水、通风空调、供配

电、信息化 4 个专业，常态组织基地阵管专业

骨干滚动轮训，加速阵地管理专业官兵操作

技能升级。

为破解部分应急处置和对抗性科目难训到、

难训全等瓶颈，该部队从专业理论、专业技能、

“四会”教学、故障排除、班组对抗等 5个层面，依

托“实景模型”设置系统故障和战时特情，组织阵

地管理专业官兵广泛开展模拟训练和对抗训练，

有力推动实战化训练水平大幅提升。

“有了模拟训练装备后，以往许多未曾训到

的课目，如今均可正常组训，在提升专业技能的

同时，我的心里也更加有底了！”走下训练场，阵

管专业一级上士孙庆阳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该部还将加大模拟器材和实训

器材的配套融合力度，将模拟化、对抗性训练课

目引入群众性练兵比武，持续深化科技强训，促

进科技力量向现实战斗力、保障力转化。

实景模型撬动保障升级

网络化网络化、、模拟化模拟化、、实景化实景化
这个火箭军部队训练科技含量这个火箭军部队训练科技含量““涨涨涨涨涨涨””

“这要是在以前，没个几年的沉淀积累，想都

不敢想。”郭文兴介绍说，模拟装备的使用，让他

比老班长们早了好几年实现“发射梦”。

如今，像郭文兴一样具备实弹发射资质的发

射架长、操作号手，在该部某旅如同“雨后春笋”

般“破土而出”。

该部领导介绍：“我们依托技术室成立模

拟训练装备研发专班，积极与厂家、院校和科

研院所联系，借助军地优势资源，通过技术嵌

入、系统升级和引进移植等方法，将导弹发射

的步骤流程、原理讲解、故障判读等集模拟训

练装备一身，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了物质保

障和坚实基础。”

作为导弹武器装备的“替身”，模拟训练装备

的大量使用，成为部队新质战斗力生成和提升的

“加速器”。在确保训练内容和效果的同时，不仅

大大缩短了发射号手成长周期，还能有效保持导

弹武器装备的“健康指数”。

“小股敌特”如影随形，防不胜防；“技术问

题”接踵而至，难以预料……不见战车轰鸣、剑指

苍穹，但见战位上操作号手眉头紧蹙、神情凝

重。这是该部利用模拟训练装备组织阶段考核

的场景。

“让新号手放手操，让老号手大胆练。”说起

模拟装备的好处，三级军士长乐汝明赞不绝口，

“在操作过程中出现错误时，系统能自动给出讲

解，介绍各步骤执行顺序、流程原理，让训练考核

不再是‘机械般’的背口令、按按钮。”

为让模拟化更好推动实战化，该旅以信息体

系为平台，以集成训练为抓手，进一步规范完善

模拟武器装备发射流程、操作规程、要点把关、状

态检查、发射预案等要素内容，紧跟备战打仗，梳

理形成故障库、场景库，努力提升模拟装备训练

质量效益。

发射分队开展野外发射演练发射分队开展野外发射演练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为进一步破解特战分队重点课目训练难题，连日来，武警北京总队某
支队严格按照大纲标准，紧贴实战要求，严密组织特战分队进行实弹射击
训练，为遂行反恐处突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张天祥摄

为反恐处突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