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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衡 吕国贤 石芝鹏

“一名飞行员跳伞入水，立即前往

救援。”近日，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

下，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海上

搜救演练拉开序幕。

“可以起飞！”接到命令后，飞行员

周宇驾驶一架搭载救生、医护等多种力

量的救援直升机盘旋升空，在武装直升

机掩护下，直奔目标海域。机动过程

中，后舱救生员唐勇、绞车手董文峰再

次检查救援设备，并穿戴好救援装具，

完成搜救前准备。

“打仗需要啥，平时就练啥。”该旅

领导介绍，此次演练，坚持从难从严要

求，在恶劣海况条件下展开，并特别要

求“落水人员”必须由真人充当，最大

限度贴近实战环境。在唐勇看来，“搜

救的过程更紧张了！”

“海上搜救就是在与死神抢时间，

一分一秒都非常宝贵！”唐勇清晰地记

得，4年前，他和战友们第一次执行海

上搜救任务，花了 20 多分钟才将“落

水人员”从海水中救起。

“迅速搜索目标！”进入目标区域

后，搜救机组密切配合，根据洋流、风

向、风速等研判目标概略位置，降低飞

行高度，采取红外成像、救生电台、目

视搜索相结合的方法展开搜索。

“海上搜救犹如大海捞针，最难的

不是救，而是搜。”在塔台指挥室，飞

行参谋王治杰介绍，由于海上缺少固定

地标和参照物、气候环境多变，海上搜

救比陆地搜救更加复杂，加上落水人员

随风浪、洋流漂移，位置判定极为困

难，增大了发现落水人员的难度。

海上气流不断，越贴近水面，飞机

抖动加剧。周宇竭力把飞机控制在平稳

状态，全神贯注地搜索着“飞行员”可能

留下的蛛丝马迹，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

“发现疑似目标！”忽然，在战机左前方的

海面上，一名“落水人员”随着海浪漂浮，

还不时沉到海里。周宇迅速驾机飞了过

去，经确认其为“落水人员”。

海浪翻滚，“落水人员”正在波浪

中挣扎。“准备实施救援。”周宇操纵战

机降低高度、减小速度，熟练地将直升

机悬停在距海面约××米处。据了解，

直升机悬停高度有讲究，悬停高了，会

增加救生员出舱救援的时间，而悬停低

了，旋翼产生的强风会吹“跑”伤员，

甚至产生二次伤害。

“救援环节，最考验的是绞车手，

他担任一个总指挥的角色，飞机怎么

飞，救生员出舱后怎么救，都由绞车手

指挥调度实施。”在指挥塔台，一名旅

领导介绍说。

“状态良好，可以出舱。”董文峰竖

起大拇指，给唐勇出舱指令，唐勇一侧

身，随着缆绳慢慢向海面下降。

“正前方 10 米、8 米……”舱门口

的董文峰通过送话器，协同飞行员周宇

连续修正直升机位置，寻找最佳入水时

机，全速放下钢索，帮助唐勇在目标附

近入水。

出舱下降过程中，由于受下降气流

和旋翼风影响，钢索发生惯性自转，唐

勇通过不断地打腿旋转，确保始终面向

目标。

下降、再下降……正当唐勇快要接

近“落水人员”时，一个海浪将“落水

人员”冲到 3米开外。唐勇不得不再次

用手语与绞车手、飞行员交流，要求修

正方位。

周宇稳稳地握紧驾驶杆，调整机头

对正风来的方向，抓住时机与绞车手一

起将唐勇下放至“落水人员”附近。

接近“落水人员”后，唐勇为其套

好救生套，随即左手将其搂入怀中、右

手发出上升信号。

“准备入舱。”机舱外，救生员、绞

车手和机长密切协同，唐勇携着“落水

人员”慢慢上升高度返回机舱，救护人

员立即对刚脱离险境的飞行员进行检查

和紧急治疗……

“在这次海上搜救训练中，由我充

当落水人员，配合机组进行实战化的协

同搜救训练。通过这种身临其境的方

式，不仅能够直观获取人员落水后的生

存状态数据，还能够深度感知落水人员

的心理反应，全方位采集海上搜救的各

类数据，为后续完善海上营救方案、改

进训练方法提供依据。”训练结束，模

拟充当“落水人员”在海里漂浮的中士

曾子浩欣喜地说。

“前后舱协同配合还不够默契”“投

放救生员还不够精准……”来不及休

整，官兵们围坐在一起，结合飞参判读

和视频录像进行复盘总结和技术讲评，

并提出整改意见。

打仗需要什 么 ， 部 队 就 苦 练 什

么。周宇说：“此次海上搜救训练，论

证了海上搜索营救组织实施程序，测

试检验了机载救援救生装设备性能，

采集积累了应急救生相关数据，有效

提高了机组协同配合能力水平和卫勤力

量战伤救治能力。”

海上搜救，
“落水人员”由真人充当

□ 许广毅 赵 强 张庭瑜

“无人机在空中灵活飞翔，时而疾

驰，时而盘旋，进行精准投送保障……”

近日，2025 年全国无人机创新技能大赛

在河北张家口、北京两地举办，军队院

校、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81 支代表队

参赛，经过激烈角逐，联勤保障部队工程

大学选派的 4支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摘

下一、二等奖各两项。

“无人机与无人车协同投送成功！满

分！”在大赛无人系统空地协同赛场，裁

判话音刚落，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参

赛队队长孙翱翔与团队成员激动相拥，

这项高难度的课目，他们以“零失误”夺

得冠军。

该课目要求无人机与无人车在未知

战场环境下，完成“侦察——定位——投

送——打击”任务，对数据链稳定性和协

同度要求极高。

起初训练时，无人机常因信号中断

“失联”，无人车容易在复杂地形“迷

路”。机和车如何紧密衔接，成了摆在孙

翱翔面前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

队员们一头扎进实验室，学员刘炳杨

负责编写空地协同程序，一次调试中，无

人机失控撞向障碍物，机身瞬间断裂，螺

旋桨划伤刘炳杨的手背，鲜血直流，他却

全然不知，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里的

crash日志喃喃自语：“问题出在动态避障

逻辑！”

团队成员都铆足了劲，不把难题攻克

绝不罢休。那天夜里，实验室里灯火通

明，经过反复调试自主感知算法，当新程

序使无人机与无人车成功实现精准对接

时，团队成员一扫疲惫，相视而笑。

在 2025 年全国无人机创新技能大赛

应用技能赛场上，比赛要求 60 秒内完成

无人机组装，并完成指定任务，这需要参

赛队员每个动作都不能出现闪失。学员吕

马文翔发现，“拧螺丝的角度偏差 10度就

会浪费两秒。”他反复观看零件拆卸、组

装视频，整个操作过程从最初的两分钟提

高到 53 秒，他的经验就是熟能生巧，让

组装形成“肌肉记忆”。

比赛现场，吕马文翔点击键盘，发出指

令，人机协同，灵敏穿过重重障碍网，以毫

米级精准度，稳稳降落在停机坪中心。

“滴！”计时器定格在 4 分 37 秒。场

下人员屏气凝神，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

呼声。

“无人机俯冲侦察，快速投送，在强

电磁干扰下识别目标，精准摧毁移动靶

标。”也是在应用场景赛现场，该校蔡豫

团队研发的一套“智能无人机群投弹系

统”，让评委和观众眼前一亮。

研发之初，这套系统“卡脖子”环节

出在动态目标识别上，传统算法在复杂环

境下目标识别率不足 60%，远达不到实战

要求。

与其枯坐绞尽脑汁不如暂时放空自

己。一个周末的上午，蔡豫到动物园游

玩，当看到鹰隼捕猎时，这触发了他的灵

感。蔡豫脑海里闪现出教员讲授的“仿生

探测原理”，“鹰隼能在千米高空锁定地面

小鼠，靠的就是动态视野聚焦。”团队迅

速引入生物视觉模拟算法，将目标识别率

大幅提升。

更棘手的难题要数无人机群“抗干扰

投送”。一次户外测试，突遇强风，无人

机投弹偏差达 5 米。“必须解决强风环境

下的精准投送问题！”学员尹涵枢尝试修

改飞行控制代码，在程序中加入实时风速

补偿模型。随着一串串代码不断地编写、

推翻、再编写、再推翻……一次次地尝

试，使投送精度得到显著提升。

在大赛应用场景赛现场，面对多目标

动态对抗，一架无人机突发情况，信号中

断，按照规则可以申请重赛，操作员朱杰

处变不惊，冷静处置，果断切换至备用信

道，指挥其他无人机迅速补位，化解危

机，顺利完成任务。

“比赛可以重赛，战争没有重来。平

时只有练就临机处置的真本事，战时才能

打通智能火力支援的‘最后一公里’。”赛

后朱杰说。

“赛场上的精准，源于课堂到演训场

的无缝衔接。”教员邓台宏看着成绩单，

想起半年前的跨区域演训，学员们研发的

智能无人保障系统，在复杂天气下投送急

救物资。无人机穿越雨幕时，红外传感器

被水雾干扰，学员赵鑫急中生智，手动切

换至视觉导航模式，最终将物资精准投送

至目标点。

“把课堂当战场，练在平时，才能赢

在战时。”该校科研部门领导介绍。

在该校无人智能化作战后装保障实验

室墙上，一本“错题本”令参观者印象深

刻，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372 条失败信

息。“记得第一次参加校内赛，无人机飞

丢了，我蹲在操场哭了半小时。”学员孙

翱翔记忆犹新，刚入学时，他是连无人机

电池都装不好的“菜鸟”，如今已是主导

空地协同系统研发的“主角”。

载誉归来，年轻的学员们没有停下脚

步。吕马文翔带着队员将“毫米级投送”

技 术 融 入 新 的 后 勤 保 障 方 案 ， 蔡 豫 思

考 如何让无人机在高原低压环境下投送

更稳定……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更是核心保障

力。赢得军事竞争主动，根本出路在创新，

无人智能技术正重塑现代战争后勤保障模

式，只有紧跟时代步伐，瞄准科技前沿，才

能提升保障打赢能力，硬实胜战底气。”教

员张洪萍表示。

“创新之花开得盛，科研硕果才能结得

好。”该校近年来推动智能无人系统、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后勤保障深度融

合，获批开展两个新域新质学科培育，科研

创新氛围日臻浓厚。

如今，该校第二课堂俱乐部已成为培养

学员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学

员参加全国“挑战杯”竞赛获奖 40项 （含 3
项国家级）、全国机甲大赛获奖 24项 （均为

国家级）、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获奖 10
项， 1 名本科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发表两篇

SCI论文。

“ 把 课 堂 当 战 场 ”

□ 杨 盼 郑 均 王靖文 张兆鹏

舱盖上锁瞬间，正午机坪上的滚滚

热浪被隔绝在座舱之外。飞行员按程序

启动战机，伴随着低沉怒吼，发动机转

速不断上升，引擎积蓄着撕裂空气的力

量——近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一场融合空中加油、区域制空与对地火

力支援的长航时飞行训练拉开战幕。

上跑道，开加力，多架战机依次升

空，完成集结后长机与僚机拉开间隔，

奔向数百公里外预定区域，他们将在那

里执行区域制空任务。

空中预警机向战机编队不停分发空

中态势。突然，数个可疑目标高速接近

任务区。“保持警戒，梯次拦截！”长机

下达指令，同时驾机前出至阵位最前

沿。确认“敌方”侦察机试图渗透后，

长机立刻大坡度机动迎头切入其航线，

形成有效驱离态势。

半个小时后，大规模“敌机”编

队来袭。长机指挥两架战机迂回侧

翼，并带领另一架战机正面牵制。利

用电子干扰配合，他们在万米高空织成

无形防护网。

“打开火控雷达！锁定！‘敌机’进

入不可逃逸区！”长机完成目标分配

后，连续按下发射按钮，模拟加载的导

弹向“敌机”奔去。

“击落敌机 4架，其余已回撤！”数十

秒后，耳机里传来地面实时评估报告。

战机编队连续拦截 3 波次突防企图，

当最后一架“敌机”被驱离时，红方战机

已在空飞行×小时，机翼下翻涌的云层见

证着他们“寸土不让”的坚守。

当油量指示滑向警戒区，战机编队

飞向空中加油区域，目视加油机后，两

机高位保持警戒，另两机从后方丝滑接

近。“‘鲲鹏’，‘雪狼’请求左侧进入加

油。”“‘雪狼’可以进入！”10米、5米、3米、

1米……受油探头稳稳插入锥套的刹那，燃

料源源不断注入战鹰体内。这不仅是燃料的

补充，更是区域制空作战的底气——持续掌

控空域的能力，始于每一次精准补给。

完成加油，编队再次前出巡航。这时

候，担负对地打击任务的战机对“敌”重

要目标展开火力覆盖，为我方地面进攻力

量撑起坚强的保护伞。

日落时分，大地已被黛青色夜幕笼

罩。高空的战机在夕阳照耀下仿佛身披金

色战甲，他们正在第二次空中加油，随后

再次前出，持续担负区域封控任务。

“连续高强度长航时飞行，是对飞行

员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该旅领导

表示，作为新时代的空中利刃，每一次

升空都是在提升实战能力。苍穹之上，

飞行员与战鹰守护的不仅是一片空域，

更是身后万家灯火的安宁。这场淬炼，永

无止境。

云 端 砺 剑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多课目实战化训练直击

战机根据空中态势，前出应对。 杨 盼/摄 战机加力升空奔向预定空域。 杨 盼/摄

战机密集编队飞行，前出执行区域制空警戒任务。 杨 盼/摄

担负对地支援任务的战机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杨 盼/摄完成对接，稳定输油。 郑 均/摄

战机担负区域制空任务，巡航在群山之上。 杨 盼/摄

战机完成启动，准备升空。 张兆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