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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焰出膛，炮火轰鸣。前不久，第

77 集团军某旅在高原组织装甲分队实

弹射击演练，一辆坦克动力系统突发故

障“趴窝”，车长周国顺带车组成员关闭

火控系统、检修油管和线路模块等，很

快排除了装备故障。

“自主保障能力强一分，战场打赢

底气就多一分。”该旅保障部装备维修

科科长舒海峰介绍，随着部队演训增

多，战场保障需求水涨船高，以往遇到

新装备故障，他们大多依靠上级或厂家

保障。

去年，该旅主战装备全面升级换代

后不久，官兵们便赴高原驻训，进行实

战化演练。一次，一辆新型战车在远程

机动途中突发故障，官兵只能干等厂家

技术人员前来解决。对此，该旅领导心

有顾虑：真打起仗来，不能一味依靠外

援这根“拐杖”，只有紧贴战场需求，想

方设法提升自主保障能力，才能助力决

胜打赢。

为此，该旅定向选派技术骨干赴院

校、厂家进修，邀请专家和技术人员进

行教学指导，通过分类培训和军地联

训，培养出一批精于操作、擅长抢修的

“苗子”。

机关与营连成立攻关小组，采取

难题会诊、案例剖析的方式，研究探讨

战车维修教学组训的方法手段，并对

新装备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险情等

进行汇总梳理、归类建档，为自主保障

提供数据支撑。同时，结合体系演习、

实弹演练、重装机动等任务时机，该旅

开展新装备保障针对性训练，锤炼任

务部队官兵多维检修、应急抢修等自

主保障能力。

不久后，该旅顶风冒雪组织百公里

战场机动演练，多个铁甲梯队行进在路

况复杂的雪域天路。

演练现场，坦克车长、炮长、驾驶员

纷纷充当装备性能数据采集员，记录战

车油耗、预热系统工作时长等数据，并

独立操作完成战车功能联调和电子参

数测试，及时处置了多个突发状况，确

保部队遂行任务安全有效。

“这一年，为让装备经受住‘高寒大

考’，我们想尽了办法。”该旅保障部领

导介绍，记得去年刚上高原，有的战车

出现因低温“趴窝”的问题，后来旅里想

办法引进了一系列新型防冻液、辅助加

温系统和其他抗寒保温器材，同时组织

装备技术骨干完成了 3 轮多类装备加

改装，保障装备快速启动、安全行驶。

为最大限度地检验装备御寒性能，

提升自主保障能力，驾驶员周重仁和战

友们常常在一天气温最低的凌晨进行

战车冷启动。为让人装都暴露在低温

中，驾驶员需连续开舱驾驶几小时，手、

脚、脸冻伤已成家常便饭。同时，在保

障机关的引导下，装备在低温条件下启

动行进、实弹射击、指挥控制等各种数

据由车组成员采集并汇入上级数据库，

为发挥装备作战潜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自驻训以来，周重仁养成了拿一

个小本记录战车工作状态与相关数据

的习惯。他说：“现在，我们会记录每

个环节的时间与数据，充分的积累与

学习让我们对改进新装备操作有了更

大底气。”

聚力自主保障，提升打赢指数。记

者了解到，该旅选择在低温、雨雪、风沙

等天气下将主战装备拉出去，测试不同

时间段、不同温度下的装备性能的上限

和下限，掌握恶劣环境中装备全维度检

修保养、故障排除、操作使用的注意事

项。针对不同海拔、不同气候，他们对

新装备性能指标细化分解、逐项论证，

取得了数百组新装备数据，逐步摸清装

备作战性能底数。

如今，该旅一批专业技术骨干活

跃在高原演训一线，在保障实践中梳

理出多种全天候、多领域的编组协同

抢修预案，其中一半以上在实战化演

训中得到检验，提升了部队新装备的

保障功效。

提高自主保障能力 增强战场打赢底气

辽阔的海空，蔚蓝深邃。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

声，两架被誉为“飞鲨”的歼-15战机追逐缠斗，从海军

航空大学某基地中央塔台上空掠过。

短时间内，海量数据“涌入”塔台，高度、速度、

气象等信息在塔台研战室内一方方屏幕上跳动。

经过该基地某大队数据工程师涂帅自主研发的讲

评系统的梳理转化，这些数据重组成红、蓝两架虚

拟战机，“悬停”在研战室内的大屏幕上。这两架

虚拟战机将“重演”对抗过程，并由专业分析师对

该过程进行复盘。

“数据像云，托举舰载机飞行人才成长；数据像

风，推动舰载机飞行事业高速发展。”在涂帅眼中，他

和战友们的工作就是“聚云化风”。他们的工作点位

遍布机场战训各角落，他们的战位贯穿“飞鲨”起降各

环节。

作为舰载机飞行事业中特殊又关键的一环，该大

队的主要使命是舰载机测试评估。大队官兵们以鼠

标、键盘为枪，驰骋数据战场，攻克制约舰载机战斗力

生成的诸多难题。自大队承建以来，核心测试评估能

力实现昼间、夜间和陆基、舰基全覆盖，加快了舰载战

斗机飞行员的培养进程，成为助推“飞鲨”翱翔海天的

科技引擎。

争分夺秒掌握“数据弹药”

机棚旁边的草地上，一群蚂蚁奔波忙碌，争分夺

秒地运输着赖以生存的食物。说起来，采集战机数据

的中士沈健全的工作和这群蚂蚁也有些类似。随着

战机归航，轰鸣声由远及近，沈健全也将带着他的两

个小徒弟，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这里没有硝烟弥漫，无声的数据战场上，沈健全

只有一个敌人——时间。作为数据采集技师，他要最

快最精准地采集每一批战机数据，上传至数据处理分

析系统，完成舰载战斗机测试评估工作的第一环。

战机滑行入库，保障车辆、机务兵从各个角落围

了上来，准备检修战机、补充燃料。趁着车辆行驶的

短短几分钟，沈健全带着一个徒弟冲刺到战机旁，拿

出仪器采集数据。而另一个徒弟则站在机棚入口，略

带紧张地汇报供给车辆和机务的位置。

“师傅，这架的数据下载完了。”冬日里，徒弟冻得

小脸通红，但是采集数据时仍然十分麻利。

“走！”三个人拎着 20公斤重的装备一路狂奔到下

一个机棚，争分夺秒地完成任务。

“为什么要这么赶？”一开始徒弟不太理解。直到

有一次数据断线重新采集，耽误了两分钟，赶到下一

个机棚时加油车抢了先。按理说也没什么不妥，但采

集数据不及时，没有新鲜的数据，飞行员实时讲评工

作就无法开展。从那以后再采集数据时，沈健全发现

小徒弟比以前更加用心。

“大炮巨舰的时代，谁的火力强谁就能打赢一场

战争，现在可不一样。”上传数据时沈健全感慨道，信

息数据赋能的时代，衡量未来战场的胜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谁能掌握更精准的“数据弹药”。

能力量化使训练更加高效

蚂蚁搬运的食物最终要转化为能量，数据也一

样。沈健全采集完的数据都将通过光纤网络传输到

数据分析系统，该大队飞行训练评估团队会将其中的

数据汇总、分析、转换，最终形成飞行质量评估报告。

“阶段性飞行数据和飞行质量评估报告能将飞

行员能力量化，从而科学评判飞行员是否具备参加

航母资质考核的能力和资格。”该大队大队长石治

国说。

记者翻开一份飞行质量评估报告，一个由蓝绿线

构成的线形图映入眼帘。负责撰写评估报告的工程

师王力介绍，两条线分别代表实际动作与规范动作，

无论油杆操作、战术姿态还是下滑曲线，都能反映在

这个线形图中。

对人才能力进行数据量化会有怎样的效果？飞

行员赵鑫淼讲述了自己学飞的一段经历。

刚接触舰载机飞行时，赵鑫淼的飞行技术总是不

太稳定。问及原因，赵鑫淼说：“操纵杆要求精准掌

控，精度不好把握。”

如何帮助他克服飞行偏差？飞行教官徐璨认为，

可以借助数据量化使赵鑫淼在脑海中形成关于操纵

方法的直观认识。接下来，在每一阶段飞行结束后，

徐璨都会结合飞行质量评估报告，帮助赵鑫淼仔细分

析迎角、方向、高度等各项数据，调整补差训练方案。

经过一周的训练，赵鑫淼成绩大幅提升。

“飞行质量评估报告的运用验证了应用量化数据

进行人才培养的可行性，但仅通过一张纸质报告已经

无法满足飞行员的培训需求了。”该大队某中心主任

张野说。随后在研讨会上，他提出研发数据共享平

台，通过数据打造能上舰、会讲评、善指挥、研教学、精

组训、敢胜战的“六边形”飞行勇士。

有了方向后，涂帅开始牵头自主研发飞行训练

辅助系统。两个月后，存有海量舰载战斗机飞行训

练视频、数据、案例和教材的飞行训练辅助系统投入

训练一线，飞行员可随时登录账号查看飞行质量评

估报告，掌握飞行进度，做到一键即知、数据共享、量

化能力。

一段时间后，在网络室观看自己飞行视频和操杆

曲线的飞行员孙毅飞说：“采用‘数据+’模式量化评

估，成绩、短板一目了然，训练更加科学高效！”

让战机飞行姿态一目了然

飞行训练辅助系统投入使用后，涂帅松了一口

气。他本以为有了这套系统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不想

战场节奏变动之快超乎想象。

“我们大队不仅要保障日常飞行训练，更要在战

术讲评上提供精准参考。”石治国随即任命涂帅组织

大队技术骨干自主研发全面、精准、专业分析战术飞

行参数的讲评系统。

从 0 到 1，从训到战。涂帅和飞行员进行多次沟

通后，带领研发小组成员编写系统程序，调配各项参

数。经过一个半月的加班加点，两条清晰的战机飞行

轨迹在屏幕上显现，实时飞行姿态一目了然，各项数

据分布两旁，系统完整地复盘了红蓝对抗的整场训

练。看到这一幕，飞行教官们向涂帅竖起了大拇指。

陆地组训，海上实战，随着战机飞向远海大洋，数

据工程师的目光也追随“飞鲨”从陆地转向深蓝。但

新的问题又摆在眼前，陆基飞行有恒定的环境条件，

舰基飞行只有恒定的起落点，变幻莫测的海上环境极

大地影响了飞行质量评估工作。

“不仅要计算风速的影响，甲板上由于水雾摩擦

力减小的情况也要考虑进去。”大队助理工程师陈洋

在大队“擎鹰讲堂”上分享第一次和师傅张明执行舰

基飞行质量评估任务的经历。

经过舰基飞行保障工作的锤炼，陈洋算得上半

个“海洋环境研究专家”了。在航母上，他伏在仪器

前不断根据舰基飞行训练情况编写报告，测算风速

评估舰基环境。在他的指尖敲打中，每个架次的训

练情况形成了一张张舰基飞行质量评估报告，流向

飞行教官的手中，成为飞行员是否取得着舰资质的

重要评判依据。

在最近的航段任务中，陈洋从“徒弟”成长为“师

傅”，担任起舰基评估工作负责人的角色，他将带着自

己的徒弟踏上新的征程。站在航母甲板上，陈洋眼神

坚毅眺望远方，他仿佛看到数据如云如风，正托举战

鹰翱翔海天之上。

驰骋数据战场 托举“飞鲨”翱翔

该大队测试兵正在采集战机数据该大队测试兵正在采集战机数据。。 于涛于涛摄摄

近年来，随着舆论对抗、心理较量和法理争夺等逐

渐成为常态化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认知域逐渐成为

后现代战争新的作战空间。

在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时代，信息网络以其

触角深、受众广、互动性强等优势，将在认知战中发挥

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信息是认知战的基础“弹药”，要想打赢认知战，

必须首先夺取制信息权。认知战中，指挥员面临的

问题，不是信息的匮乏，而是如何从海量信息中实现

包括全域感知、高效处理、精准决策与重点防护等在

内的完整操作环路。因此，要想打赢认知战，就要树

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信息利用观，着力构建全域

感知的信息获取体系，利用信息融合机制进行精准

决策，完善信息安全手段坚守己方认知防线，真正为

现代战争撑起“信息伞”。

构建全域感知的信息获取体系

后现代战争将同时发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

域三个领域。敌对双方都会竭尽所能来确保及时、准

确、全面地掌握各个维域的信息，以达到对战场空间的

全面掌握。因此通过信息域打通物理域与认知域链

路，构建全域、全时、全方位感知的信息获取体系是打

赢认知战的前提基础。

为实现这一前提基础，要搭建战略支撑的信息架

构。将卫星侦察、高空战略侦察机侦察、空中无人机侦

察与地面、海上大型侦察监视设备、无线电技术侦察等

结合起来，通过上级信息支援、本级侦察、友邻通报、地

方情况通报和公开媒体，构建空地一体、远近互补、全

天时、全天候的立体信息获取架构。

此外，还要联通战役融合的信息网络。在战略信

息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遵循“归口汇集、分级处理、分层综合”的原则，形成本级所

需的战场综合态势信息，完成对信息的识别、筛选、整理。

编配战术使用的信息节点也十分重要。在战役层面信息获取的基础上，通

过统一筹划、科学编组、灵活配置情报信息获取集群与战术情报节点，构建远、

中、近程结合，前沿、纵深、翼侧相衔接的合成战斗群及各支援保障群侦察队

（组）、系统前端，并与上级情报节点建立情报逐级上报、越级上报和通报关系，视

任务情况，与各型武器平台指控系统情报节点建立情报直达保障关系。

精准决策成为认知战制胜关键

“看清”并不等于“看透”，有了全域认知感知还要精准决策。将全域感知的

信息进行汇集、对比、验证、推理、判断、整合，是信息融合的过程和指挥决策结果

的统一。因此精准决策成为认知战制胜的关键。

精准高效的信息融合机制是解决指控决策瓶颈的有力手段。首先是运用大

数据打通认知决策的沟壑壁垒。运用大数据等相关技术，可以处理敌方文本、视

频、语音通话等多维度信息，对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复杂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推

理战场对抗双方物理域的力量大小、时空位置，信息域的力量体系、指挥体系，认

知域的方案计划、可能行动，源源不断地为后续计算提供数据，并灵活运用态势

共享、按需推送、全网发布、赋权提取等方法，确保各类指挥信息及时融合。

其次是运用云计算共享认知决策的实时成果。云计算将地理分散的数据中

心、作战平台、传感器、武器系统等战场感知资源相互连接，构建成一个网络化的

认知“战场资源池”，能全面、实时、可靠地实现认知信息的决策与指挥虚拟化集

成，降低对单点硬件系统的依赖，提高整个云计算环境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形成

分布式“云杀伤链”。

最后是运用人工智能突破认知决策阻碍。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采用类脑方式处理海量信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军事

“智慧系统”具有自生成性、自组织性、自演化性，可以辅助指挥员进行更加精准

的指挥决策。

坚守己方认知防线

任何战争都离不开防御，认知战也是如此。认知对抗的核心理念是谋求敌

作战人员决策能力和抵抗意志的丧失或降低，使敌失去对抗能力而非彻底毁

灭。为此，要筑牢认知防线，展开反影响、反渗透、反破坏、反控制等各种防护活

动，强化己方认知安全。

加强认知域的隐蔽措施十分必要。可降低己方信息的可感知性，加强防护管

控，强化相关保密、管制手段；实施认知遮蔽，通过增添认知迷雾，围绕战略企图采

取伪装性行动来隐藏己方的真实企图，隐真示假，以增强己方认知的安全性。

还要加强认知域的网络防护，通过网络访问控制、主机安全防护、计算机病毒查

杀、异常检测报警等手段防御抵抗各类网络对认知信息的攻击窃取、篡改、拦截。同

时，还可以运用加密技术、提高信息在软件平台与数据运维中的正常稳定运行。

由于认知战通过直接影响关键人物的心理活动、精神状态和思维决策，影响

军心士气、战斗意志和作战行动。因此，坚守己方认知防线，还需要通过信息及

多种认知平台、多种手段全方位宣扬己方的价值理念、正义立场，凝聚军心、激发

士气，从而使官兵团结一致对抗敌人。

（作者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大校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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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六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实战化反恐演练，全面
锤炼特战分队在复杂地形下快速反应、单兵作战、小组协同、装备操作等综合实
战能力，为今后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坚强支撑。图为狙击副手协助狙击手
进行目标侦察。 李凯摄

直击武警反恐演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