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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战机平稳着陆，郭巍征服了那一

抹天际蓝。

2018年11月26日，海军航空大学

初教机毕业考核现场，学员郭巍顺利

通过初教机单飞考核，晋级高教机飞

行阶段。

在考核前两个月，郭巍还是教官口

中那个“基础弱、记忆差、动作粗”的后

进生。驾驶喷气战机翱翔海天，是每一

名海航飞行员的梦想。为了实现自己

的飞行梦，郭巍每天都泡在模拟驾驶

舱。发动机的轰鸣、数十个仪表的摆

振、机头与天地线难舍难分的舞蹈，每

时每刻都萦绕在他的脑海。即使在吃

饭时，他也拿着航线程序图写写画画。

经历了两个月的淬火磨砺，郭巍

走上考场，驾机直冲云霄。

“好的，完美！”无线电中传来指挥员

的称赞，郭巍驾驶战机划过天际，平稳地

落在5分线上，以优秀成绩通过考核。

那一刻，仰望蔚蓝天空，郭巍再一

次确认：振翅翱翔守卫祖国海疆，是他

永不改变的追求。

天际蓝

赛场上，不可控因

素太多

计时器的数字在飞快变换，厦门
大学学生李萱凝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
的汗珠，观众也为她捏把汗。
“还是不行，数据反馈飘忽不定，

完全无法选择路线。”队友急切催促
着。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赛前调
试时，李萱凝还是乱了阵脚。

正当他们准备检查代码逻辑时，
裁判按停了计时器。“准备时间到，出
局！”一声令下，李萱凝无奈地关上了
电脑。随后她满脸苦涩地掏出手机，
“亲眼目睹自己的死亡”。一段文字附
上欲哭无泪的表情，她在朋友圈写出
了最真实的感受。

赛前，李萱凝团队 6进迷宫，5次
探路成功，谁能想到夺冠的热门队伍
竟“死”在迷宫口。赛前模拟探路
时，电磁环境单纯，无信号干扰；但
比赛打响后，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
杂波严重干扰雷达信号反馈，导致李
萱凝的无人装备失控。

临阵败退的不只李萱凝。
适应赛场的队伍接踵而至，又接

连离开，只有空军工程大学学员胡正
豪和他的“陆战雄鹰”坚守在迷宫
旁。天寒地冻，暴露在北风中的双手
因为长时间敲击键盘已经泛紫。为了
提高距离测算准确性，胡正豪一干就
是一天一夜。
“不可控因素太多，只能拼一把。”
无人装备启动，通过直行道，有

惊无险地转过两个弯，即将转过第 3个
弯道时，因转向角度不够，“雄鹰”撞
向隔板，再也没能重回正轨。

胡正豪揉了揉疲倦的双眼，带着他
的“陆战雄鹰”心有不甘地离开赛场。

隔板厚度和地板平整度与实验室
模拟迷宫不同、数传雷达有杂波、传
感器低温变迟钝……第一个比赛日结
束，“雄鹰”频频“折翼”，多项难题
暴露出来。

是夜，“大黄蜂”代表队的何泽鹏
一手举着无人装备，一手举着手电
筒，在迷宫旁找门路。他边思考、边
踱步，不时向右或向左转，就像迷宫
里的探路车。

何泽鹏将手电照向隔板，涂有反
光材料的隔板反射着手电筒的光芒，
何泽鹏眼前一亮：“红外线”！为何不
直接给无人装备装上“眼睛”？加班整
晚，翌日清晨，只见他的无人装备上
多了一个红外探测仪。

弯道就在眼前，何泽鹏紧张地扶
了扶眼镜。“砰！”无人装备如同“熊
瞎子”，直接转向死胡同。
“光线！光线！”教员郭庆喊道，

“光线太强，红外探测误差更大。”一
语道破梦中人，何泽鹏辛劳整夜，却
因没有考虑早上亮度偏高，一切努力
付之东流。

真正的胜者，成绩

不是唯一牵挂

“智胜空天-2018”的会旗在风中
猎猎作响，军地学子高举证书、呼喊
“学习、创新”口号的精彩一幕永远定
格在镜头里。
“你们用的是飞控与机载处理器

相结合的上下联合模式吗？”学员李
征的脑中只有一个愿望，向“大咖”
拉直问号。大赛之旅，他的感受只有
一个——震撼！

李征是陆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
因痴迷无人机技术，多次参加国际飞
行器设计赛事，在圈内小有名气。
“智胜空天-2018”赛场上，曾在

各类理念创新比赛中所向披靡的李
征，却在无人机硬件设计、软件应用
比拼上屡受打击。

2V2空战现场，李征带着战机抵达
蓝方战位，进行最后的战前调试。“蓝方
战机允许起飞！”一声令下，李征的战机
垂直升空，刚离地 4米，战机猛地砸向地
面，托底支架直接甩出场外。
“蓝方申请弃权。”为了不让战机

再受损伤，李征选择弃赛。比赛结
束，李征心有不甘，站在对手的无人
机旁久久不愿离开。

看着对方技术先进、造价不菲的新
型无人机，他连珠炮般向对手抛出问
题：这款机载处理器优势是什么？旋翼
风压过大的难题你们怎样解决……

返回学校途中，在疾驰的车厢
里，李征翻看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
的“真经”，在朋友圈写下参赛心得：
“自认为新奇的创意，实际上早已经实
现，自己在问为什么是一的时候，很
多人已经在询问为什么是九十九，在
科技创新面前，忧患、前瞻和敏锐缺
一不可。”

真正的胜者，成绩不是唯一牵
挂。在各类科技赛事中摘金夺银的空
军工程大学“大黄蜂”航模队早已将
奖牌深藏行李箱。

无人机技术如何应用于空天战
场？团队带头人许卓凡感到任重道
远。颁奖结束后，许卓凡尽“地主之
谊”，组织了一场无人机技术专题研讨
会。作为发起人，他苦思冥想，一下
开列了 15个研讨方向，个个都与未来
战场紧密相连。

会上，有人构想无人机作战新模
式，有人提出反制蜂群无人机的“天
网”设想……这场军地学子的研讨充
满着“硝烟味”。

一场高水平赛事的

幕后挑战

“迅速下降！”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教练

分队士官王成站在雷达管制车旁厉声
喝道，一头雾水的操纵员连忙速降无
人机。

赛前，该校提早向军航管制部门
申请临时空域。经批准，飞行高度不
得高于 100米。多目标识别赛场上，一
架无人机迅速升空，却突然失控，飞
行高度远超安全高度。
“对有效空域上无人机的科学控

制，不仅考验着参赛选手，也体现了
保障人员的科技保障力。”空军工程大
学领导说。

展开雷达，升起天线，屏幕上闪
烁的光点是一架架升空的无人机。科
技保障力的背后，长着高高天线的航
空管制车功不可没。走进车中，空军
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教员周志华左
手正紧攥喊话器，前方显示屏不断扫
描着空域。这台内部设置“科技感”
十足的管制车，其实相当于一座移动
的机场塔台，既能日夜观天象，还能
为无人机空中“指路”。参赛人员驻足
观看，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外号：“智慧
绿巨人”。

从清晨到日暮，教员周志华揉着
疲惫的双眼走下管制车，王成带领队
员回到集结地。这是与科技数据“赛
跑”的一天，按亮运动手环，王成发
现自己一天走了4万多步。
“准许起飞！”红蓝双方无人机瞬

间起飞，裁判屏幕左上角迅即出现参
战双方参数。红方高度提升 25米，蓝
方也紧随其后，从作战固定区域的
“火柴盒”侧翼移动至红方后侧。红方
刚想溜之大吉，但显然为时已晚，蓝
方接连翻滚、垂直拉升对准红方开启
锁定装置。红方战败，双方积分系统
上蓝方得一分……
“这个裁判系统仿真性的确高！”

西安航空学院的专家教授禁不住伸出
大拇指。

裁判系统来之不易，背后是空军
工程大学教员们的心血。裁判系统机
载端可获取无人机坐标并传送到地
面，地面接收信息后发送至各个机载
端，机载端最后输出供参赛队使用。

为了排除定位坐标误差，教员梁
晓龙端着笔记本电脑，“泡”在阵地上
一米一米矫正，参数一个一个修改。
即使身披迷彩大衣，每测算 20米他都
要停下来搓搓冻麻的双手。两个月时
间，他将系统的误差缩到最小。

苦熬西北寒夜，眺望远处雷达，
一架架无人机试飞的航迹绘就出幸福
的“心形”。

两天三夜，时间很短也很长。回
望“智胜空天-2018”赛程，所有参赛
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智胜空
天，明年再会。

军地高校百支战队

决战无人机挑战赛
■陈 卓 史海龙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同时也

炸开了“锅”。

“智胜空天-2018”无人机挑战

赛在实时规划、自主规避、创意设计

等项目上一共决出6个一等奖、12个

二等奖、17个三等奖。然而，几家

欢喜几家愁，无人机“迷宫”、2V2

空战两个项目却因多人弃赛，未决出

冠亚季军。

弃赛的“海渊”战队队员杨森

说：“风速过大导致个别比赛环境恶

劣，让高难度课目难上加难，的确有

点力不从心。”因为科技含金量太

大、比赛门槛设置太高，许多选手望

而却步。当然，杨森也坦言，正是因

为难，自己才找到了“短板”，明年

备战也有了方向。

诚然，他们都是军地高校的优秀

学子，看似是弃赛，或者说是失败，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一种勇于

认识自我的成功，一种勇攀科技高峰

的成功。

在求知的征途上，不仅有灿烂星

辰和浩瀚大海，还有时常令人望而却

步的荒漠“无知区”，抑或是无人能

及的高原“无人区”。此时，正确认

识自己是勇于超越自己的第一基石。

既要宁缺毋滥，更要宁高毋低。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7年内曾九

度空缺，正是这种高标准，推动着中

国科技不断填补新的空白。

科技领域的“争锋”，谁都不敢

说自己无所不能，谁也不可能面面俱

到，甚至不敢说自己擅长的本领已经

进入了没有对手的“无人区”。正因

为如此，我们才不能搞皆大欢喜的比

赛，更不能搞“轻轻一跳就能摘到桃

子”的角逐，那样降低的是赛事水

准，蒙蔽的是赛手视野，损害的是科

研事业。

犹太人不喜欢问幼儿园的孩子今

天学了什么，他们常常问：“今天你

提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种探索未知

的可贵精神。当我们从“无知区”迈

出之时，拍拍身上的征尘，再次小心

翼翼地进入“无人区”时，每一位青

年学子都应问问自己：我们的知识储

备够不够？我们的科技素养高不高？

我们的胜战能力强不强？

空海一体战、信息争夺战、网络

中心战……未来的战争什么样？猜测

的版本也许有无数个。但是，无论哪

种样式的战争，都绕不开一个核心问

题——谁想赢得先机，谁就必须从

“无知区”抢滩登陆，迈向新的“无

人区”。

隆冬严寒之际，我们乐见“智胜

空天-2018”无人机挑战赛的成功举

办，也喜见以这种最严苛的方式考验

学子。未来军人就应该如此，比的是

科技的“最强大脑”，比的是无人区

的“谁与争锋”。未来军校亦应如

此，引导学员不断闯入知识领域的

“无知区”、科技前沿的“无人区”。

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是一次比

赛，更是一次宣示。在强军征程上，我

们必须时刻保持本领恐慌，充满知识

饥渴。只有这样，才能制胜未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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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这身迷彩绿，是原熙文的活力青

春。

2018年11月，来自全军9所院校的

选手齐聚国防科技大学，在“导航杯”军

队院校定向越野邀请赛上一决高下。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学员

原熙文的双腿已经有些麻木了。南国

冬日的冷雨、深可过膝的泥水、荆棘丛

生的山林，恶劣的战场条件不断挑战

着他的生理极限，原熙文感到，自己的

肺都要跑炸了。

在一道山梁下，原熙文找错了点

位。为了赶时间，他决定沿着田埂抄

近路追上对手。连绵的冬雨将田间小

路浇成一片泥泞，原熙文几次滑倒在

田埂间冰冷的水洼中。酸、软、麻，双

腿灌铅般沉重。然而，为了胜利，他又

几次咬牙站起，拖着浑身的淤青与泥

水向前奔去。

终于，原熙文成功超越了对手。

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他身上的迷彩

绿，早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绿，是青春的颜色。站上领奖台，

原熙文似乎看到，前方有更远的征途，

正等待他用双脚前去丈量。

迷彩绿

■本期观察 马聪刚 武蕴璐

洁白的浪花，伴着万慧的军旅航

程。

2018年12月上旬，陆军军事交通

学院首次组织女学员开展内河航行训

练，学员万慧作为带队骨干，既憧憬又

紧张。

从南京到上海，330余公里的长

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万

慧指挥着航海、枪帆、机电等多个部门

操纵船艇，接连数日的颠簸让她吃不

下睡不着，体力近乎透支。

这天深夜，突如其来的5级北风

卷着瓢泼大雨，猛然降临在狭窄的水

道。冷雨夹杂着冰粒，针扎一样刺在

战友们脸上；平底江船像一片树叶，独

自在江浪中挣扎。

“紧急集合！”面对险情，万慧与战

友们没有丝毫退缩。检查轮机、紧急

固定、保持通信畅通，锚泊值班员顶着

风雨，始终没有离开战位。

风浪似乎也害怕了坚毅的学员

们，呼啸着黯然退去。

东方破晓，阳光照耀在粼粼的江

面。站在船头，万慧相信，洁白的浪花

将伴着她的强军梦想，驶向更加辽阔

的远方。

浪花白

比赛前，空军工程大学学员小心翼翼地调试无人机，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 何 昕摄

一路向北，灰色天空笼罩的渭北高原，在车窗外清晰
可见。厦门大学学生李萱凝望着与南国迥异的风景，期
待着即将进行的“大角逐”。

隆冬腊月，来自全国百余所军地高校、科研院所和一
线部队的最强战队来到空军工程大学，800余名选手在该

校三原校区进行了为期3天的“巅峰对决”。
“亮剑”渭水河畔，“鏖战”空军校园。此次“智胜空

天-2018”无人机挑战赛着眼智能无人领域和无人作战的
前景，组织了无人机多目标识别、无人机定点攻击、无人
机空空对抗等课目，使清寂的校园激情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