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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落后的血性

“今天你赢了我，明天我

战胜你，就是战斗力的螺旋

上升”

去年的“金头盔”之战，姚凯和搭档
高中强赢得并不轻松。一次缠斗中，高
中强差点与对手“同归于尽”。

那是一场难解难分的双机编组二
对二空战。第一场双方打成平手，上天
再战依旧难分伯仲，直到第三场，他们
才以“一枪”优势险胜。

那一刻，高中强被对手锁定了，而
且处于不可逃逸区。怎么办？就在距
离被击落还有 10秒时，他做了个令人惊
讶的动作：掉转机头，向对手发射“导
弹”。

如果是实战，他也将被击落。但他
的这个举动，有可能以自己的劣势抵消
对手的优势，帮助自己的长机赢得胜
利。“当时没想过那么多，只想怎么赢！”
事后复盘，高中强觉得，真上了战场，自
己还会那么做。

去年的“金头盔”比武，增加了四
机近距空战考核。近距空战在实战中
被称为“必须见血”的战斗。

空中拼刺刀，就得有血性。空战
史上，我军航空兵曾在国土防空作战
中写下同温层开炮、双机对头着陆、
零高度歼敌等血性篇章。今天，当对
抗训练随着“金头盔”比武在空军航
空兵部队推开，蓝天上真刀真枪的对
抗，已经成为飞行员们砥砺血性的新
擂台。
“金头盔”比武多次在空军某训

练基地组织展开。该基地副司令员
景建峰多次在比武现场指挥观战。
他告诉记者，虽然“金头盔”只是对抗
训练，但也碰到不少人在空中打红了
眼，不得不通过“叫停”来确保训练安
全。

对飞行员们而言，为赢得对抗的
胜利，当然要不惜一切和对手拼，但
更多的时候，还得和自己拼。敢打敢
拼、快意恩仇是有血性的表现，卧薪
尝胆、败中求胜同样也是有血性的表
现。

对此，“金头盔”得主郑平深有体
会。2011年首届“金头盔”比武中，郑平
驾机升空，与对手展开激烈对抗。凭着
过硬的技战术，他几乎把对手逼到绝
路。可每当锁定目标准备实施攻击时，
机载雷达就受到电磁干扰，总构不成发
射条件。

不信邪！上去又打，还是输；再打，
输得更惨！

怎么办？惨败回营后，他们对部队
训练方法、战术运用、设备使用、心理素
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
厉兵秣马准备再战。第二年，沙场再点
兵，他们一举包揽了个人前 6名，2名飞
行员夺得“金头盔”。
“逆袭”的道路并不轻松。姚凯

也曾在 2014 年的“金头盔”争夺中铩
羽 而 归 ，在 2016 年 的 比 武 中 以“ 一
枪”之差败北。去年夺冠的背后，是
每周只休息一天的艰苦训练，是每次
对抗都五六倍甚至七八倍重力加速
度的高强度载荷，是每次训练结束后
“一晃脑袋脖子就嘎嘎直响”和腰酸
背痛。

这些，在争夺“金头盔”的征程上，
已逐渐成为飞行员们的常态。

航空兵某旅旅长雷霄告诉记者，如
今，除了改装飞行外，每个架次都是有
升空就有对抗。旅里也有一张类似“金
头盔”比武排名那样的榜单，每天刷新
着飞行员们的成长进步。

这个榜单上的第一名，平均个把月
就要易主。雷霄觉得这是最可喜之处：
“今天你赢了我，明天我战胜你，不甘落
后的血性背后，就是一支部队整体战斗
力的螺旋上升”。

不敢懈怠的钻研

“平时训练的道路四通八

达，但只有一个正确的出口通

向胜利”

回顾过去 7年里的“金头盔”比武，
你会发现，这项赛事的规则一直在变：
从同型机对抗到异型机对抗、从一对一
空战到二对二空战、从中距到近距、从
放开高度差到取消部分战机外挂和干
扰限制……

某基地副司令员景建峰认为，每年
都有新变化，正是“金头盔”比武始终充
满活力的重要原因。每次“解锁”一项
自由空战的限制，都打开一片实战化对
抗的新空间。战斗力借助实战化训练
的台阶一点点牵引出来，大家也通过这
个过程逐渐掌握未来空战的制胜机理。

雷霄参与了“金头盔”比武最初
规则的制定。在他看来，空中战斗飞
行是“小前台、大后台”。这句话既包
含了“小兵力、大体系”的空间概念，
也蕴含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的时间哲理。对抗比武这个“前台”
的每一点变化，都牵引着官兵在“后
台”对更多体系装备、更深制胜机理
的研究。

三夺“金头盔”的蒋佳冀曾把自
己的胜利归结于：第一次靠奇招制
胜，第二次凭组合拳夺金，第三次则
是靠学习研究的深度。事实上，这可
能只是谦虚的说法。“奇招”和“组合
拳”又何尝不是对对手、对战术战法
的研究？

7年来，“金头盔”比武如同一个风
暴眼，一支支部队走进其中接受实战化
对抗的洗礼，也从中树立起求真务实的
学习研究之风。

研究的第一个层次是人和装备。
技术决定战术。飞行员们愈发深刻地
认识到，只有把手中装备搞懂，将对手
的技术情况、装备性能研究透彻，并有
针对性地进行准备，研究出对策措施，
才能出奇制胜。

紧接着，他们又将钻研的目光投向
了战术战法和制胜机理。飞行员杨国

伟先后 3次参加“金头盔”争夺。去年他
发现，大家的空战意识和能力进步神
速：“对方一枚导弹打过来，你敢于从容
不迫地做出机动，最后分秒不差地规避
掉，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但在这次
考核中很常见。”

研究深入一小步，实战能力可能提
升一大步。然而，学习研究每深入一点
都不容易。

高中强告诉记者，根据他自己的
经验，空中 8 分钟的对抗，至少需要 8
个月的数据积累，“胜利都是每一个架
次、每一滴航油换来的”。

他举了个如何飞出最佳快转速度
的例子。空战中，飞行员操纵战机快速
转向的速度直接关系着击杀与生存的
效率。然而，最佳的快转速度是多少
呢？从 3000 米到 9000 米的作战高度
上，每个高度层要探索 20个数据。也就
是说，要得到作战空间的最佳快转速
度，你至少得探索好几百次，每次都得
承受五六倍的重力加速度。然后，还得
结合个人操作习惯反复训练，把理论的
最优转化为本能的反映。

听上去，这样的研究很枯燥，但高
中强“没觉得”：“当你想尽办法，终于摆
脱了导弹，被大家称为‘神摆脱’，也挺
有成就感的。”

年复一年的“金头盔”争夺之路上，
无数的飞行员都在做着和高中强类似
的事情，而且丝毫不敢懈怠。

备战“金头盔”的那段时间，航空兵
某旅大队长丁傥一连 3天都梦到打空
战，“跟着了迷一样，一闭眼脑子里净是
飞机姿态，怎样能以最短时间发现敌
人、规避导弹，抢占对手的六点钟方向
击落它”。

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飞行员们对
“金头盔”比武本身也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都当做是一个争彩头的比
武，现在，大家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
检验自身能力的平台。”一名飞行员告
诉记者，大家研究得都很深，都结合自
身的装备制定研究了一些战法，但是
管用吗？大家都想借着竞赛性考核来
检验检验。
“平时训练的道路四通八达，但只

有一个正确的出口通向胜利。”在高中
强看来，“金头盔”比武为大家寻找那个
出口提供了光亮。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金头盔”争
夺战中所有考核架次生成的数据，空
军机关都会分发给部队作为战法研究
资料。

这意味着，空战骨干们的研究成果
将在更大范围内为飞行员们共享；对空
战制胜机理的探索，也将凝聚起更加广
泛的力量。

不需提醒的创新

“飞行不是我的工作，我

的工作是空战”

观察 7年来的“金头盔”争夺战，景
建峰还有一个发现：这些年来，每年夺
得“金头盔”的飞行员，用的都是不同的
战法。

去年的比武中，高中强和姚凯甚至
每一场比赛打法都各不相同：这局软磨
硬泡、借力卸力，下局又迅疾如雷、快打
快撤，决赛中关键一场比赛，大家都打
得很谨慎，他们却大胆采用超远距离发
射，拿下了关键一分。

这一切都在佐证一个事实：争夺
“金头盔”，每一次的成功都是不可复制
的，要赢得下一次的胜利，就必须不断
创新，“你不创新，一年的优势都保持不
了”。

当然，战法本没有固定套路。空战
是空中战斗的艺术，战法是应变之法，
是战术原则和技巧的灵巧运用，是飞行
员的临机发挥和个性张扬，创新似乎本
来就是空战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在过去，各部队由于空战训
练大多是与自己对抗，对手是熟悉的；
对抗的条件有不少限制，又少了许多变
化的可能，创新的种子想要破土并不容
易。
“金头盔”比武带来了改变：交手的

部队每次都不同，参赛的选手每年都有
固定比例的新人，空战对抗的环境条件
每年都有新变化。对飞行员来说，“要
适应这些新情况，你必须主动求变创
新”。

在比武中，得分低的部队看到了
自身不足，有紧迫感；得分高的部队看

到兄弟单位的昂扬斗志，有危机感。
强烈的竞争，时刻催化着不需提醒的
创新。

于是，飞行从一种技术性的活动
变成了充满创造性的活动。飞行员
高本超由此对飞行有了新的理解：
“飞行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空
战。”这里的空战，当然是指千变万
化，蕴含无尽可能和创新思想的自由
空战。

不过，空战中的创新并不都是什
么异想天开，更多的时候则是于困难
重围中杀出一条新路。高中强记得，
刚开始练习近距空战时和旅里的林
参谋长打，总是被打得稀里哗啦，根
本看不到赢的希望。后来，他和姚凯
开始大量画图研究，一次一次，从输
到不输，然后再到赢，新的招法也就
逐步形成。

新招法需要检验。检验的最好平
台，当然还是“金头盔”比武。

去年的比武中，有个单位摸索出
的战术是先隐藏自己，然后到了中距
再后发制人。结果到了对抗中，对手
根本就没有给他隐藏的机会。“这说明
创新的方向跑偏了，失败了。但是把
自己的失败暴露在上战场之前，也是
有价值的。”

如果是成功了也别高兴太早。在
“金头盔”比武这个平台，你的点滴创新
分分钟就可能被人复制过去，然后用来
对付你。航空兵某旅副大队长刘汇敏
告诉记者，去年的比武中，他们从对手
身上学了不少战术，“决赛中有一场对
阵某旅的关键比赛，我们用的就是他们
前一天战胜另一个部队的战法，几乎就
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航空兵某旅中队长王凡在每一场
空战后都会细心分析兄弟部队的战术
亮点：有的善于能量管理，有的精于空
战几何学应用，有的空空、空地配合默
契……最终，博采众长汲取了一大堆创
新成果的他，去年与队友共同斩获“金
头盔”。
“激励创新、检验创新、推广创

新”，在王凡看来，这是“金头盔”比武
给予每一个追求胜利的飞行员的最好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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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顶“金头盔”
——空军“金头盔”比武进化史的调查与思考之三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王天益

都说烈火炼真金。要戴上那顶金

光灿灿、象征中国空军歼击机飞行员

最高荣誉的“金头盔”，自然也少不了

激烈自由空战的淬炼。

作为空军四大实战化训练品牌之

一，“金头盔”有什么独特的“炼金术”？

采访中，有两个现象令人印象深

刻：一是飞行员们聊起“金头盔”时毫不

掩饰的对胜利的渴望，二是“金头盔”的

练兵模式和规则在各部队遍地生根。

你可以把它们视作“金头盔”的溢

出效应，但也不妨将其理解为“金头盔”

产生化学反应必不可少的两种元素：一

种是精神的力量，一种是法规的力量。

这二者，一内一外，犹如熔炉内部

的高温和坚固的“炉壁”。7年来，“金头

盔”比武淬炼出大批空战精英，引领空战

训练不断向实战贴近，与之不无关系。

我们都说，精神是最锋利的刀刃。

然而，利刃也需要磨刀石，就像种子离

不开土壤。如果你走进航空兵部队，看

见那一张张不断刷新对抗成绩排名的

榜单，看到飞行员们针对上天飞行1小

时展开的4小时、5小时地面研究。你

会发现，在这里，“金头盔”是比武训练

平台，也是空战文化，是涌动着血性、创

新精神、刻苦钻研的源头活水。

《尉缭子》说：兵者，以武为植，以

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实战化，到

底怎么“化”？“金头盔”比武让我们看

到，不仅要“武化”，也要“文化”，既要

锤炼技能战术，也要砥砺精神锋刃。

并且，这二者并不割裂，不是要分别

在训练场和课堂上来解决问题，而是

可以一体推进、整体实现的。

当然，光有这些还不够。练兵热

情高涨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必然提高。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单位

年年也搞大比武，参赛者拼得头破血

流，却仍不过是在“一年级”的考场上

争第一名。

哲学上认为，精神的力量需要科

学引导方能转化为有效的物质反应。

“金头盔”的引导方式，就是那些不断

变换的、在争议中不断完善的比武规

则。这些坚固的“熔炉炉壁”保证了官

兵的时间、精力和智力的正确投向，并

朝着能打胜仗的模式不断塑形。这个

过程中，它们也固化为空军新一代军

事训练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好的实战化训练法规？我

们可以说，能够设计未来战争的法规

当然是最好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能设

计赢得未来战争的实战化训练路径也

同样重要。

就像一名年轻飞行员读懂的“金头

盔”的魅力：“它不是一个实战的平台，但

至少每年都在改，每年都在贴近实战！”

﹃
金
头
盔
﹄
的
炼
金
术

■
王
天
益

夕阳西下，战鹰归巢。

训练结束了，又是一场艰苦的对抗，

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姚凯疲惫地跨出

战机机舱。他抹了把额头的汗珠，拎起

头盔，头盔里的汗水也滴答落下。

姚凯是去年空军航空兵竞赛性考

核的“金头盔”得主。“金头盔”，顾名

思义，是一顶金色的头盔。而此时，

姚凯手中的头盔和其他战友的别无

二样。

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空军组织

的“金头盔”比武，已再没颁发过那顶曾

让无数飞行员羡慕的金色头盔。

“ 金 头 盔 ”比 武 不 颁 发 金 头 盔

了。这背后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解

释。这个变化，在空军航空兵部队也

没有成为新闻。对此，姚凯的理解

是，“物质上的东西，无所谓了”，大家

更看重的是那顶“金头盔”背后蕴含

的东西。

“ 金 头 盔 ”的 价 值 在 于 头 盔 之

外。采访空军航空兵飞行员，类似的

观点一再被人提起。这项比武赛事

历经多年的进化，有形的“金头盔”不

再为飞行员们所看重，那顶头盔所代

表的对胜利的渴望却在人人心中落

地生根。

7年来，这个训练平台在不断升级

贴近实战。“金头盔”比武在空战训练领

域引起化学反应的同时，也为建设强大

现代化空军的“空战文化”注入了时代

养分，潜移默化中提升飞行员们所必需

的品质素养。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空军飞行员们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顶光芒四射的

“金头盔”。

记者手记记者调查

飞行员围绕空战战法展开地面协同演练。 本报特约记者 刘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