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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与火的碰撞

寒区环境实战演训

走出内蒙古阿尔山市伊尔施机场，寒风卷起
路边细雪扑面而来，让人如坠冰窟。走进阿尔山
训练基地，红色的“巍巍大兴安爬冰卧雪，梦幻阿
尔山练兵备战”标语让记者对接下来的集训有了
满满期待。

训练第一天，严寒给了大家当头一棒。当天
下午，温度仅有-28℃，即便穿上迷彩作训棉衣，
戴上防寒面罩和帽子，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
实，寒气还是往骨头里钻。

在小雪中步行半小时后，集训队抵达指定地
域。队员迅速展开设备，进行截获突发信号、查
找伪基站等模拟训练。两个多小时的野外作业，
给队员和装备都带来了巨大考验。笨重的衣服、
帽子、手套妨碍设备操作，有人直接脱掉手套，一
会儿的工夫手就被冻得通红。

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电
磁频谱中心）参谋杜佳，对各种装备非常熟悉，他
向记者介绍，现有频管装备在低于-20℃的环境
中，各项性能下降明显。此时，记者发现手机电
量急剧下降，有时会自动关机。检测设备的电量
也迅速消耗，北京市无线电监测站工程师王彤
说，回去要找厂家定制类似暖宝的装具对装备进
行保暖。
“张家口市崇礼区温度没这么低，但是风大，

体感温度可能和这里一样。”聊起 2022年冬奥会
无线电安保任务，河北省无线电监测站主任科员
刘鹏表示，针对可能遭遇的问题，我们会早下手
早解决，打好有准备之仗。

国防科技大学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教研室
副主任吴东，给大家进行寒地电磁频谱管理分队
战斗行动授课。让记者佩服的是，那天拂晓时
分，气温-32℃，正当大家在基地附近进行晨跑和
队列训练时，他已跑完 5公里回来，帽子边缘满是
冰霜。“每公里用时比平时慢一到两分钟。”他的
目的是实测寒地跑步用时，他寄语大家加强体能
训练。

严寒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暴露问题、积累经
验，找到应对之策。对于大家的表现，集训队政
委张红卫说：“这既是将来执行 2022年冬奥会无
线电安保任务的一次预演，也是对预备役频管部
队提升高寒条件下频谱管控能力的一次锤炼。”

集训人员都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练兵机
会，不畏严寒，以极大热情投入演训之中。5天
里，集训队开展了野外防寒、装备耐寒、任务等
级转换实施、寒地电磁频谱管理分队战斗行动、
指挥所信息节点构建等课目实战化训练，举行
了监测测向理论和实操竞赛。

有与无的辩证

电磁空间磨砺本领

电磁频谱管控的作用是什么？和电子战有
什么区别？什么是电磁频谱战？

作为集训队一员，置身电磁尖兵队伍之中，
首先要明白这些问题。为此，记者不断向身边的
战友“求科普”。国防科技大学博士赵杨告诉记
者：“我军电磁频谱管理，侧重己方人员，主要目
的是维护频率使用秩序，确保无线电安全，而电
子战强调电子对抗，敌我攻防。”

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一个未知信号能干扰“神舟”飞船的返回，一

个车载MP3播放器会干扰到无人机的使用……
眼睛看不见，但是设备能捕捉到。所有需要使
用无线电频率的设备，比如手机、广播、无线话
筒、导航等等都是用频设备，武器平台的通信和
制导也需要用频，如雷达、导弹、无人机等。电
磁信号没有边界，频谱管控不分军地。随着高
科技装备越来越多，电磁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各
类用频设备的正常使用离不开电磁空间秩序的
维护。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并

不是没有用，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其作用。“无用之
用，方为大用。”

电磁空间是陆、海、空、天、网之外的“第六作
战域”，对战局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
“冰雪砺剑-2018”实战化训练，参训官兵正

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试比高。风雪有痕，硝烟无
声。12月 5日，一场电磁频谱战在阿尔山打响。
根据演习作战想定，集训队作为电磁频谱分队加
入整体作战行动，在作战集群内担负电磁频谱管
控任务。

记者第一次离战斗这么近，赶紧集中精神记
下每一步部署。搜索频率、捕捉信号，屏幕上跳
动的波纹，在记者看来十分复杂的高科技设备，
按照分发的设备《快速使用手册》，似乎也可以按
部就班地使用。

电磁频谱分队以班为单位，制订物资器材准
备计划和机动方案。很多队员第一次参加这样
的集训，第一次在演习中接触具体的战斗部署，
第一次有机会把热血从军报国志付诸行动。这
是一支战斗力特别强的队伍，大家根据工作经
验，针对寒区战场实况，提出很多可圈可点的建
议，例如使用干扰压制设备时要谨慎，行进中对
讲机使用密语等。

对演习方案进行细化之后，分队紧急拉动，
开赴模拟作战区域，途中对设置的紧急情况进行
有效处置，保证分队人员和装备器材的安全，以
及己方装备电子频谱的保密。

演训从准备、实施到最后的撤收、转移，流
程完整，训练要素齐全。这次集训集结了军地
无线电领域的精锐力量，他们长期奋战在这个
领域，装备先进、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工作岗位
就是他们的战时岗位。经过实战化训练，集训
队员加深了对军队的了解，提高了军事素质，锤
炼了军人作风，当那一天来临，可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

军与民的携手

深度融合力量倍增

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让记者感受到军民
融合产生的巨大能量。

此次训练采取混编模式，参训人员中既有
现役部队官兵，又有预备役官兵；既有“未入队
先上战场”的拟预编人员，又有首次参加预备役
部队训练的地方人员，包括 60后到 90后各年龄
层次。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交流经验，电磁频谱中心
特意组织了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座谈
会围绕集训感受、如何做好频谱管控展开，每个
人都很专注，纷纷建言献策，记者也深受感染。
“这次对频谱管控部队所用的设备和部队需

求有了了解，以后可以更好助力国防发展。”
“这次建立了联系，以后遇到相关军地协调

问题知道应该联系什么部门。”
“在保密的前提下，地方无线电管理部门对

驻军部队的用频应有大致的了解，部队也要懂无
线电知识，避免军民用频互相干扰。”
“军地应建立顺畅的常态化联络协调机制，

业务交流、联合保障、联合演练机制。”
“应加强频谱数据积累，建立数据库，在军民

频谱数据上实现融合。大数据只有加以分析运
用，才是有用的信息”……

在电磁频谱中心政委徐堃的主持引导下，大
家畅所欲言，谈的都是真问题、真感受。他们对
无线电事业、对国防事业的强烈责任心，让记者
相信，有这样一支中坚力量，一定会将我们军地
电磁频谱管理事业做好、做强。

事实上，电磁频谱中心是我军第一支依托
国家行业系统组建的新型高技术预备役部队，
是一支精锐的战略作战力量。成立 8年多以来，
多次圆满完成全国全军重大活动的频谱管控任
务，是军民融合发展的先行者。一次实战化训
练，一支预备役部队，集合起全行业的资源和力
量，激发起国防动员潜能与活力，为国防事业增
添新动能。

在无线电行业，地方所使用的设备非常先
进，人员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
基础设施建设到装备、人员，都可为国防事业提
供助力。

穆志雄是内蒙古自治区无线电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监测员，这两年他参与了朱日和沙场阅
兵、“和平使命-2018”联演无线电安保任务，成为
首批走出国门的预备役人员。提起穿上军装执
行任务的经历，他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阿尔山训练基地正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相关
部门大力支持下建设起来的。预备役上校、内蒙
古自治区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兴
志介绍，基地是一个绝佳的平台，为军地电磁频
谱管控力量搭建桥梁，既服务于经济建设，也为
国防事业出力。作为电磁空间练兵场，预备役频
管部队在这里学习打仗，从这里走向战场。

孙广东是黑龙江无线电管理局工程师，他说
出了很多尚未加入预备役的参训人员心声：“现
在的我是一名集训队员，将来希望正式成为光荣
的预备役战士，为国防建设、军民融合和电磁频
谱管理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无形战场试比高
—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组织“冰雪砺剑-2018”实战化训练侧记

■本报记者 张 蕾

为提升高寒地区电磁频谱管控能力，全力保障2022年冬奥会无线电安全，12月
3 日至 7 日，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部队在阿尔山训练基地举行“冰雪砺剑-
2018”实战化训练。来自全国 12个省（区、市）无线电相关机构的人员组成集训队，
在-30℃的极寒环境下秣马厉兵。

阿尔山是天然的练兵场。这里常年寒冷潮湿，冬长无夏，雪期长达 180 天。
越是寒冷的天气越能检验实战能力。本报记者作为集训队员全程参与训练，下面
请跟随记者的笔锋和镜头，一同走进这支部队，了解电磁频谱资源和管控的重要
性、体味电磁卫士的苦与累、感悟军民携手为我国电磁频谱秩序与安全做出的努
力和尝试。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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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军预备役
电磁频谱管理中心组
织 的“ 冰 雪 砺 剑 -
2018”实战化训练，吴
东、朱璇和我主要负
责电磁频谱分队战斗
行动理论授课、想定
作业组织，以及比武
竞赛裁判工作。作为
一个南方人，第一次
来到-30℃的阿尔山，
一下火车瞬间就被冻
透了。但是一到训练
基地，我就被沸腾的
训练场景深深打动，
不愧为行业领域的第
一支预备役部队，骨
子里透着“勇于开拓，
敢为人先”的闯劲：极
寒边塞应急拉动，训
得特别难；技术战术
竞赛，搞得格外全；力
量手段军民一体，融
得非常深。

在研究制定战
斗计划时，集训队员
纷纷提出专业的建
议：“应该准备牵引
绳”“应该严令禁用公网手机”“应该对染毒
车辆进行洗消”，一点也感觉不到他们是预
备役。座谈时，大家踊跃发言：“电子对抗时
会不会吃亏？”“同频干扰信号我们分得开！”
“纳秒级的复杂信号怎么监测跟踪？”我能够
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对电磁领域斗争形势的
担忧，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对解决战场难题
的执着。

这次集训，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
心政委徐堃反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能
不能在战时用得上？如果赋予我们作战任
务，我们能不能完成好？”强烈的忧患意识和
担当精神，涌流在这支部队全体官兵身上，
更体现在此次集训全程。训练环境“真”，运
用多种辐射源逼真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利用
极寒山地构设严苛气象水文环境；训练内容
“难”，抓住方案计划制定、应急拉动、要素开
设、战斗值勤等重难点来设计训练问题，提
高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训练要求
“严”，严格训练标准，按照大纲训，按照题库
考，严格作息制度，坚持早出操晚点名；训练
导向“实”，不搞假把式，杜绝形式化，不编脚
本、不背台词，用实装、出实兵、为实战。

这支部队，能接硬任务，能啃硬骨头。
他们不但保障了几十场重大活动的无线电
安全，还连续多次参加大项演习，甚至远赴
境外执行演习部队的频谱安全保障任务。
对电波安全的不懈追求，让他们能够在背景
噪声之下发现特殊敏感地域对讲机的泄密
隐忧；对电波信号的熟稔识别，让他们能够
在沙场点兵中发现隐藏在宽带噪声中的干
扰信号；对电波参数的长期累积，让他们能
够在查找“黑飞”时不出大门第一时间锁定
非法无人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支
预备役部队，在电磁空间的斗争中，不但能
够用得上，而且能够用得好！
（作者单位是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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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

日子，源于我作为一个南方人第一次看到雪而

兴奋的心情，源于这是我在冰雪中实战化集训

的日子，更源于我能够切身感受到作为一名预

备役战士的荣光。

5天的集训，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预备

役频谱管理部队是一个新生的力量、高科

技的力量、精锐的力量，是要打仗的部队，要

时刻做好为国效力的准备。正如座谈会上

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政委徐堃所

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我们要做

好自己，磨砺成为尖刀，有能打仗、打胜仗的

信心。

通过此次集训，我了解到其他省市的无线

电管理情况，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进行交流

学习，提高了无线电业务能力，如掌握台站设

备的系统化管理与维护、对频段的快速监测和

频点的高效压制。此外，对精益求精、锲而不

舍、迎难而上精神的培养，让我受益匪浅。观

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与《邱少云》，让我再

次领悟到舍己忘我、敢于牺牲的精神，这正是

我们所要学习的。

作为一个基层部队的预备役人员，我要

把风雪中培养的军人好作风发扬下去，把集

训中的这份热情保持下去，不只是在本职岗

位上发光发热，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战位上尽

力尽责，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风雪中锤炼军人好作风
■广东省预备役频谱管理大队 苏武杰

2022年冬奥会，将在北京市和张家口市举

行。张家口市崇礼区为雪上项目主赛区，河北省无

线电管理部门担负着维护崇礼赛区空中电波秩序，

保障各项比赛计时计分、赛事转播、无线通信等各

个环节顺利进行的重要使命。所以，这次“冰雪砺

剑-2018”实战化集训，我们可谓提前练兵。

崇礼赛区冬天气候寒冷，平均气温为-20℃

左右，最低气温可达-25℃，这对无线电监测检

测设备、监测车辆性能以及人员的素质和适应

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在阿尔山-30℃的极寒

环境下，我重点关注的是低温条件下的监测设

备、车辆运行情况。

集训中，我发现很多便携式监测检测设备

在没有耐寒保护装置的情况下，户外工作10分

钟左右，电池就会急速掉电直至关机甚至设备死

机。有的设备工作状态变慢，液晶屏幕非正常黑

屏。还有的监测车辆无法点火启动，监测车设备

电瓶掉电快。同时，技术人员在严寒低温条件下

长时间工作，应配置更高标准的防寒装备。

以上这些都是通过这次集训发现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需要着手去解决，拿出应对之策。

我们河北省无线电管理部门常年担负首

都及其周边各类重大活动和赛事的无线电安

全保障工作，军地协调合作极为紧密。作为拟

预编人员参加这次集训，不仅对我们接下来的工

作有很大的帮助，也让我对军地联合进行电磁频

谱管控有了更多的信心。

经过此次集训，在和现役及预备役官兵的交

流中，我对这支预备役部队有了新的认识，希望能

更早成为他们的一员。

为冬奥会无线电安保练兵
■河北省无线电管理局 刘 鹏

蜜冒着严寒，集训队向
野外的阿尔山靶场行进。

蜜早上队列训练后，集
训队员的帽子和防寒面罩

上都会结满冰霜。

蜜集训队员正在架
设天线。

蜜集训队员正在查找
无线电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