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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我的战位

结缘数据，目光锁定

战场

枯燥、烧脑，这是很多人对数据的第
一印象。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数据分
析师刘志成却觉得数据“有点意思”。

喜欢数据、追逐数据、痴迷数据，这
是刘志成给许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走进刘志成办公室，记者一眼就发
现了“不一样”：他的电脑桌上，有横竖两
块屏幕。竖屏上，爬满了正在仿真推演
的信息数据；横屏里，排列着 10多项与
数据相关的课题。再仔细一看，每项课
题的“完成时限”都精确到了某一天。

在刘志成办公室里，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技术、数据挖掘与预测分析等书籍
塞满一书柜……

刘志成认为，“追技术”是技术工作
者的天性。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日新月异，他一直思考着如何将这
些新技术手段应用到工作中。
“大炮巨舰时代，谁的火力强，谁就

能打赢一场战争。但现在不一样了。”刘
志成说，信息数据赋能的时代，每天都会
产生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装填武
器装备的“新弹药”，谁能掌握更充分、更
准确，谁就能占得先机。

这是刘志成和身边战友越来越清楚
的一个事实。为了这一刻，他已经准备
了很久。

大学本科时学的是数学，研究生读
的是军事运筹学，刘志成很早就与数据
打起了交道。不过，他真正认识和理解
数据，则是近几年的事。

回头再看，一切似乎早有安排：刘志
成 19年军旅生涯里每一次转型，都像是
踩着时代的鼓点——

2008年，学术界提出“大数据”这一
概念。这一年，刘志成在院校读博士，尝
试着用数学方法研究排兵布阵、挖潜战
场数据。不知不觉间，他迈入了作战数
据处理的大门。

2013 年，是国际公认的“大数据元
年”。这一年，负责雷达阵地勘选工作
的刘志成，利用计算机编程建立模型，
导入卫星图、地形图、航空图等地理数
据信息，将阵地勘选效率大幅提升。那
一刻，他切身感受到数据建设对战斗力
的价值。

5 年前，刘志成参与某重大任务。
接触到海量的空情数据后，他对大数据
有了更深的认识。

3年前，刘志成所在的中部战区空
军雷达某旅改革整编，增设了“雷达情报
数据分析师”。首批定岗的数据分析师
里，就有刘志成。

1年前，中部战区空军启动核心体
系能力建设规划。预警系统的建设目
标，让刘志成的热血沸腾。
“信息数据蕴藏着无形的潜力。人

们常说数据海洋，跳进数据这片海，我想
做的不只是畅游酣泳，还要战风斗浪。”
刘志成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战争形态从
“能量主导”向“信息主导”不断演进，战
场信息的多变性和电磁环境的复杂性，
给预警网络蒙上了一层迷雾，而吹开“迷
雾”的“东风”就是数据。

作为全旅首批数据分析师，刘志成
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尽快让数据成为战
斗力。

刘志成很焦急，也很冷静：掌握了数
据，不等于掌握了信息。随着数据时代扑
面而来的，也有贴了标签、装点门面的“伪
数据”。只有对数据进行深加工，从数据
中发现价值，才能把数据变成信息，实现
从“机械纪元”向“比特纪元”的跨越。

有价值的数据从哪里来？用这些数
据干什么？刘志成似乎在实践中看到了
一把轮廓逐渐清晰的“钥匙”……

追问到底，摸着数据

“过河”

“我感觉，这个不明空情是鸟群。”
“你认定它是鸟群，凭什么？”
“不好说，我感觉是！”
这是一次异常空情处置复盘时，刘

志成与当班操纵员的对话。处置结束，
指挥室又恢复平静，刘志成心里却掀起
了波澜。

这次空情处置，让刘志成既兴奋又
无奈。兴奋的是，经查证，操纵员的“感
觉”是对的；无奈的是，无论他怎么引导，
操纵员的判断还是停留在“感觉”上。

雷达情报，位于整个作战流程的源
头。现代战争要求雷达不仅要“看得
见”，更要“看得清、看得准”。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雷达操纵员，虽
然说不清判定机理，却能快速判定目标
类别？为什么有的操纵员能判别出来，
而有的却判别不出来？这些经验、感觉
有没有规律？能不能量化？

一串“为什么”，让刘志成找到了前
行的阶梯，又陷入另一个“黑洞”。

每天，空情量数以千计，每个空情信
息数据又有着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批
目标，每名操纵员的经验和感觉都不一
样，每部雷达显示的数据也不一样；就算
同一部装备，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显示
的数据也不一样……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志成
决定把全旅所有雷达装备、每一名操纵
员处理每一次空情的数据都记录下来。

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刘志成自
己心里也没底。收集、分析数据的过程
分外冗杂、枯燥，许多战友并不理解：
“费这么大劲，收集这些数据究竟有啥
效益？”
“我也不知道这些数据有多大的价

值，但觉得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信念
的力量，再次占了上风。

很快，旅党委决定，组建一个由刘志
成领衔的“智囊团队”集智攻关。

基层雷达站主官、雷达技师、操纵

员，都成了刘志成的“线人”。他们总会
接到刘志成的电话：“今天有什么情况？
处置中发现什么问题？装备操作有哪些
需求？”

一开始，大家还比较耐心。一段时
间后，很多人怕接到刘博士的电话，怕他
没完没了提问题。

刘志成也怕，不过他最怕的是大家
“没有需求、没有问题”。后来，他跑到雷达
站，跟着操纵员一起值班、一起处置空情。

刘志成与团队成员分组行动。科
研院所、基层雷达站、演训现场……几
乎每个与数据信息相关的地方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

当团队整理出近20年上级下发的不
明空情处置记录，大家惊呆了——这些
详细记载每一起不明空情的信息数据和
处置流程的资料，摞起来足足有一米高。

整整一年，刘志成像挖矿工一样在
收集数据。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
不停地接打电话。每一个电话背后，都
有一串真实的数据信息。

旁人眼中，刘志成不爱说话，但一谈
起数据就停不下来。他说：“数据就是源
头活水，算法既是研战之器，又是胜战之
钥。成立团队就是为了打破以往无‘数’
可用、望‘数’兴叹的窘境。”

有旅党委做支撑，刘志成的数据
“挖矿”之路走得格外踏实。他坦言，这
几年自己要么在“取数”的路上，要么在
“读数”的路上。终于，刘志成积累了丰
富的宝贵数据。

然而，信息多并不意味着益处多，数
据大并不意味着价值大。冰冷的数据只
是“初级产品”，充满“战味”的深度分析
才是关键。

刘志成想通过大数据分析，为雷达
操纵员配上一张“淘金者”的筛网，过滤
细砂、筛掉砾石，快速找到金子般珍贵的
有用信息。

摸着石头过河时，那种找不到方向
的迷失感，让刘志成一次次站到了崩溃
的边缘。

那段时间，刘志成常常加班到深夜，
撑不住了就靠在椅背上眯一会儿，梦里
都在分析数据。

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分析和排列组
合，刘志成和战友们终于摸索出各类不
明空情的基本规律。

这一刻，刘志成长舒了一口气。

“高招”入库，数据共

享全网互通

眼珠灵动，指尖轻击，雷达操纵员在电
磁空间“驭波锁敌”。作为防空预警信息的
源头，他们堪称空天安全威胁的“吹哨人”。

坐进雷达方舱，该旅某雷达站下士
陈远河借助一套辅助系统，熟练处置空
情。他的身旁，三级军士长刘伟修心里
感到一丝欣慰，又有点失落。

在空军雷达部队，刘伟修的名字响
当当。他值了 17年的班，及时发现并处
置多起不明空情，曾荣立个人一等功。

可现在，刘伟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感到自己的看家本领正变得岌岌可危——

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这套辅助系
统不仅能够识别目标、判断性质，还囊括
成功处置异常不明空情的经典案例，甚
至涵盖了雷达站周边战场的数据……

一键即知、数据共享、全网互通，
这套辅助系统就是刘志成团队的研发
成果。

辅助系统给雷达操纵员带来的“冲
击”可想而知。刘伟修感慨：“一套系统汇
集了所有操纵员的‘高招’。年轻操纵员
处置空情更有底气，成功率也更高了。”

去年 4月，上等兵胡沛林利用辅助
系统，成功处置一起异常不明空情，荣立
个人三等功。当兵第二年就立功，在该
站历史上尚属首次。这让刘志成底气十
足：“充分挖掘数据背后的潜力价值，人
人都能成为‘金牌操纵员’。”

数据奔流，战力倍增。一次，面对突
发情况，刘志成电话询问目标位置的风
向、风速等气象数据。由于目标处于运
动状态，气象数据获取时效性较差，影响
了指挥员与一线任务官兵掌握判断。
“信息数据是作战链条的第一环，没

有高效的获取手段与验证方法，何谈战
场主动权？”刘志成紧接着带领团队展开
集智攻关。他们到友邻部队、院校和地
方院所学习借鉴，通过引接公共气象资
源和手机地图软件等搭建平台，实现气
象信息、地理位置资源上下互通。

技术升级后，值班员轻点鼠标，目标
的风速、风向、运动轨迹一一呈现。通过
手持设备，值班员可以将现场情况与指

挥所通联，实现“开机即传输，走到哪儿
就通到哪儿”。

第一时间感知作战目标和战场环境
的信息数据特征，对指挥效率的提升不
言而喻。

又一场演练开始了。
“目标在某地被击落，命你部前出查

证。”指挥员通过大屏幕分析战场态势，向
距离目标最近的雷达站下达行动命令。

随即，屏幕上查证分队的红色光标
由慢变快，与目标位置快速重合。值班
战勤人员浏览各终端回传的画面，将最
前线、最要紧的画面投射到屏幕上，还原
真实的战场。
“指挥员洞悉信息数据的源头，才能

掌控战场态势。”一目了然的战场态势，
使信息数据精起来、动起来、立起来，指
挥员的决策效率和精准度倍增。

数据库激活“信息源”。近年来，刘
志成带领团队着眼大数据应用前沿，聚
焦备战打仗急难问题，紧盯新装备作战
应用，完成 20多项课题攻关，开发相关
作战软件，研究形成多套战法，推动目标
判性和指挥决策由“粗放经验型”向“精
准专业化”转变。

攀登的乐趣在于征服高度，工作的
激情源于直面挑战。前不久，该旅某机
动分队接装新型雷达，刘志成同步展开
全功能操作技术攻关，帮助战勤人员用
最短时间摸透装备边界性能，发挥最大
作战效能……

解锁“制胜密码”，布网万里空疆。
该旅政委朱卓介绍，刘志成团队点燃了
新质战斗力增长的引擎，掀起了一场关
于数据意识、数据思维的“头脑风暴”，更
吸引了一批骨干人才紧盯前沿、瞄准一
线练兵备战。

近年来，该旅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
旅党委连续 3 年被评为先进师旅级党
委。

数据无言。面对各种褒奖，刘志成
代表团队参加旅“备战打仗先锋”颁奖仪
式时感慨：“我们赶上了强军兴军的伟大
实践，必须珍惜时光、不负韶华。”

版式设计：梁 晨

一名数据分析师的“实战解码”
■刘 永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张 雷 通讯员 杨佳志

湛蓝的天空，辽阔而深邃。
飞行器、鸟群、空飘物……每一分钟，就有千百个目标从这

片天空飞过。在雷达兵眼中，一个个目标就是一方方屏幕上无
数个闪烁的小点。

屏幕背后，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紧盯着每一个蛛丝马迹。凝

望天空，守望祖国。这些目光中，有一束格外坚定犀利。
调整改革后，博士刘志成成为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首批

数据分析师。他一头扎进雷达情报数据的海洋，与战友们一起
攻克制约战斗力生成的诸多难题，打开了预警体系能力建设的
一扇窗。

“养兵千日，用兵千日。”雷达兵每分

每秒都在和数据打交道。从价值密度低

的海量数据中获取有用信息，如同“从高

压水管中喝水”一样困难。

科学有效的数据分析手段，对快速

实时掌握多变的预警战场态势至关重

要。对战场数据进行分析解码，既是时

代趋势，更是打仗需要。调整改革后，部

队新增专门分析数据信息的工程师，他

们就是“从高压水管中喝水的人”，打通

了战斗力链条的“任督二脉”，贯通了预

警体系的关键节点。

今年，我们利用刘志成团队研发的

软件系统，多次及时准确处置复杂空情，

指挥决策和目标判性的效率大幅提升，

深刻感受到了数据的价值。

——空军雷达某旅参谋长赵福双

我当了19年雷达操纵员，深感这是

一个十分依赖经验的岗位。随着值班时

间的积累，处理的空情多了，判读的回波

多了，自然就有了快速发现判别上报的

“老本”。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别人常说我

们雷达兵“越老越吃香”的原因。

去年，我参加实兵对抗演练，作为主

班操纵员总能第一时间抢报空情，着实

“傲骄”了一把。今年，刘志成博士带着

自己研发的辅助决策平板电脑到我们

站，给一名年轻的操纵员试用。没想到，

那个小年轻竟然和我打了个平手！从

此，我对这套系统刮目相看。

无论是凭经验也好，靠系统也罢，我

们雷达兵的目标只有一个：提高备战质

量、打赢未来战争。真心为刘博士的数

据分析团队点个赞！

——雷达操纵员陈国应

进入刘志成博士团队之初，我受领的

第一个任务是分析采集来的战场数据。

当时，我感到“压力山大”、无从下手。

经过2年的学习实践，我对数据分析

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前受技术条件限制，

空情数据量大，采集、存储和分析手段有

限，战勤人员更多依靠经验判读。随着技

术不断革新，为空情数据采集、存储、分析

提供了软硬件条件，我们完成的任务更多

了，提供的信息更准了，花费的时间更少

了，大家对数据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空军雷达某旅助理工程师解一

（马 闯、杨佳志整理）

战位说

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数据分析师刘志成（右一）指导战勤参谋完成作战课题研究。 刘 川摄

改革落实在军营·新战位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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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什么最有价值？

答案可能有很多个，但数据绝对

是其中之一。今天，数据已成为最重

要的资源之一，是各领域争相夺取的

新财富。

古往今来，数据一直被军事家所

推崇。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到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不论小仗大仗，要想打胜仗，首要就是

摸清敌我双方的底数。

当前，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

智能化演变，数据作为各类指挥信息

系统的“血液”，无疑是最稀缺的战略

资源。军事数据作为最秘密的“弹

药”，在打赢未来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关键作用。一组数据，很可能会影

响一项战略决策，乃至一场战争的输

赢、一支部队的安危。

谁获取更多数据，谁就能更精准

地读懂战争，谁就能掌握主导战场的

先机；谁掌控了数据资源，就等于握住了

解锁战争制胜之门的钥匙。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中，调整

设立了很多与数据密切相关的战位。

这些战位成为部队战斗力的新质增长

点，引领着本系统本领域跨越转型，甚

至牵引一个体系和一个兵种作战准

备、指挥流程、辅助决策等方方面面发

生质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军队建设由

“粗放型、经验型”向“精细化、专业化”

转型的生动缩影。

得数据者得胜利，摸清底数才能

制胜战场。各级指挥员做出决策越来

越取决于对数据的获取、鉴别、挖掘、

处理、运用。要强化数据意识、数据思

维，着力提高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

策、用数据打仗的素养，让数据真正成

为解析未来战争的“透视器”。

数据连着战斗力。对数据的把控

能力，成为衡量部队作战能力的新标

尺，也成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新引

擎。数据分析处理，是作战体系能力

建设的核心环节，是整个流程中比较

难啃的“硬骨头”。

只有像保护武器弹药那样保护好

各类数据，像维护使用武器装备那样

采集更新各类数据，才能确保数据新

鲜、实用、可靠，使备战打仗更加精准

高效。

要重视作战数据的采集、整理、运

用等工作，注重盯着基层末端挖掘数

据作战潜力，利用实战化演训破解数

据建设难题，构建贯通战略、战役、战

术的信息数据流，为打赢未来战争提

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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