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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每一场战争都是孕育下一场战争

的母体。纵观现代战争网电作战发展

史，从贝卡谷地之战以色列凭借强大电

子战能力奇袭叙利亚的“一战成名”，到

海湾战争美伊双方电子战装备的“激烈

对抗”，再到科索沃战争北约“盟军”电

子进攻与南联盟反空袭行动电子防御

的“无形较量”，直至 2010 年后，各军事

强国相继提出的“电磁频谱战”“电磁机

动战”“赛博空间作战”等新概念，战场

网络电磁观正催生作战方式的全新改

变，网电对抗战争时代扑面而来。

现代战争实践证明，制信息权成为夺

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战场从有形、

有限的地理空间延伸至无边、无形的网络

电磁空间，战争形态走向“无人、无声、无

形”的崭新阶段，网电空间已成为军事斗

争新战场、国家安全新边疆和战略博弈新

阵地，网电作战融合渗透、覆盖全域、巧力

博弈、体系破击，正打破未来战场胜负的

天平，成为制胜未来战争的入场券。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

逐。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战

争形态加速演变，科技成为现代战争的

制胜利器。网电作战作为新型作战手

段，必须用科技手段为网电训练赋能，把

科技优势高效转化为胜战优势，推动网

电作战新质战斗力节节攀升。我们需要

不断尝试构建模拟战场系统，改变对抗

训练样式，实现“训练就是打仗”的对抗

效益，不断创新和验证网电作战战法。

未来信息化战争，网电作战发挥着

“打头阵、贯全程、瘫体系”的重要作用。

我们需要加强网电作战指挥建设，深度推

进网电作战指挥融入联合作战体系，跳出

“混编即联合”传统思维，达成联合先“联

脑”的深刻共识。我们应抓紧重构网电力

量融合布势，搭建电子对抗部队与合成部

队网电互通、高度联动的力量融合体系，

互借优势补短板，互设环境试效能，互为

对手实战抗，变“闭门造车”为“借力蓄

势”。我们还需加强网电作战运用研究，

牢固树立全局观念，与联合作战主要方

向、主战力量、主体行动同频共振，紧密衔

接，变“单打独斗”为“联合制胜”。

打赢无形空间的争夺战，是一场没

有终点的长跑。我们应牢固树立科技

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以任务需求为牵

引，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不断提升科

技素养和科技实践应用，加强新装备训

练、新力量训练、新领域训练，放开手脚

进行战法创新、训法改革，探索实践改

进战斗力生成模式，真正以科技系统为

平台，以实兵交战为抓手，以数据评估

为检验，使电子对抗新装备新技术成为

手中铁拳、制胜利剑。

向科学组训要战斗力
■程昭善

打 赢 无 形 空 间 的 争 夺 战
■杨中奎

记者调查

陆军某旅借助“电子靶场”组织网电对抗模拟演练。 何楚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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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开展实战化
对抗训练，是大家的共
同夙愿

至今，某连连长张屹帆依然不敢肯

定，自己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手中装备

的能力底数。

一次，张屹帆带队参加高原演习。

出发前，他把某型电子干扰装备的相关

理论背得滚瓜烂熟。

演习筹划阶段，当指挥部问及该型

装备的性能时，他自信满满地背出所有

理论参数。

然而，战斗打响后，该型装备多次对

“敌”释放干扰信号失败，险些影响演习

全局。

“我们的装备无法发挥出最大效能，

很多适用于以往演训场的参数被证明无

效。”几经摸索，张屹帆和战友们才发现，

在高原山地，随着海拔升高，该型装备的

相关性能会发生变化。

为了摸清该型装备在不同海拔和地

形条件下的性能变化规律，张屹帆和战

友们辗转千里，进行了许多次实地试验。

“未来战场，各种极端环境千变万

化 ，要 彻 底 摸 清 电 子 战 装 备 的 性 能 边

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屹帆的

感受道出了电子对抗训练面临的首要

难 题 ——如何全面掌握手中装备和自

身能力底数。

“知己”不易，“知彼”更难。

那次跨区合同战术训练，该旅通信

对抗技师陆耕耘提前做足了功课。他把

对手的信号参数、样式，以及“蓝军”在往

年演习中的常用战法摸得门儿清。

然而，战斗打响后，对手并未按陆耕

耘预想的那样，先发制人地发动电磁干

扰。令他欣喜的是，他和战友们竟然率

先侦获了“蓝军”通信电台信号。他们迅

速启动多型装备，对蓝方电台目标实施

干扰。

“事后证明，我们当时侦获的电台信

号都是‘蓝军’故意布设的假目标。”当陆

耕耘和战友们忙于攻击这些假目标时，

“蓝军”迅速摸清了他们的“底牌”，并突

然实施反击，一举实现对红方通信网络

的全面干扰。

面对屏幕上疯狂跳动的干扰信号，

陆耕耘和战友们用尽各种办法，依然侦

不到、扰不了、攻不破。

那场败仗不仅成为陆耕耘的心结，

也在全旅引发反思。

“辨不清对手的真伪、抓不住对手的

信号、摸不准对手的弱点，就没办法打

赢。”该旅议训会上，“以深入研究对手牵

引实战化训练”成为重要议题。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该旅参谋

长李长勇看来，要在电子对抗中做到知

己知彼，进而赢得无形空间主动权，唯有

实战化对抗训练一途。

多年前，李长勇曾带领一个营的兵

力，参加上级组织的合同战术对抗训练。

那是一次实打实的对抗：不预设目

标信号、不划定干扰方向，模拟干扰也变

成了实侦实扰。他们只能自主决策、自

主攻防，以往演习前通报各类要素的“惯

性做法”，被无底案、背靠背的自由对抗

取代。

至于对抗过程，李长勇形容其“甚是

惨烈”。那场对抗虽然失败了，但他觉

得，那才是实战化训练本该有的样子。

“实兵对抗演训机会毕竟有限，有的

营连甚至全年都轮不上一回。受到训练

条件限制，常规在营训练达不到实兵演

练的难度和效果。”李长勇说，突破地域

空间限制，常态开展实战化对抗训练，成

为大家共同的夙愿。

破 局

首战失败，恰恰说
明“电子靶场”成了磨
刀石

近几年，某营代理营长李辉光明显

感觉，外出参加实战化演习的机会越来

越多了。

“真实的能力底数需要不断在实战

化对抗训练中去摸清楚，制胜未来战场

的硬功也只有在实战化训练中才能练

就。”该旅领导告诉记者，自体制编制调

整改革以来，借助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

体制优势，他们确实争取到了更多实战

化对抗训练的机会。

去年，李辉光带领全营机动千里，参

与跨区演习。他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

演练机会，争分夺秒地搜集对手电磁数

据，全力熟悉情况、研判态势、推演方案。

然而，当战斗打响后，面对陌生的电

磁环境、陌生的目标信号，他们还是惜败

而归。

“如果我们日常训练就能经历这样

险恶的战局，也不至于到了演习场上手

忙脚乱。”事后复盘，李辉光感到训练离

实战化标准还有不少差距。

为了探索常态开展实战化对抗训练

的招法，该旅做了不少尝试。

他们先是协调友邻单位，租借部分

装备，进行复杂电磁环境布设。但这终

究不是长久之计。

接着，他们又在内部成立“蓝军”分

队，频繁组织红蓝对抗训练。但受各种

条件局限，难免陷入自我设计、自我循环

的怪圈。

实战化电子对抗训练的突破方向到

底在哪？

不久前，该旅邀请院校、厂家和基层

官兵代表三方召开联席研讨会，探讨无

形空间对抗新趋势。研讨的议题只有一

个：搞清未来战场上电磁对手的真实模

样，实现日常高质量的实战化电子对抗

训练。

最终，在上级指导下，汇聚各方智

慧，能够“建立多型靶标、构建复杂电磁

环境、等效模拟各类电子靶标”的“电子

靶场”系统被提上该旅的建设日程。

今年初，“电子靶场”初步建成，开始

投入使用。

连长张屹帆在去年带领连队赢得

“军事训练先进连队”的荣誉。在该旅

组 织 的 红 蓝 对 抗 中 ，该 连 尖 子 团 队 操

纵的电磁干扰装备几乎打败了全旅所

有对手。他们首先向“电子靶场”发起

挑战。

“不管是背对背，还是点对点，我们

在过去的电子对抗演练中总体上是胜多

败少。”张屹帆自信能够带队压制“电子

靶场”模拟的复杂“敌情”，并希望以此赢

得参与上级重大演训活动的资格。

然而，对抗开始后，事情并没有按张

屹帆的设想发展。由于他们的电磁干扰

装备对目标信号的干扰效果不明显，首

次对抗成绩被评定为不合格。

张屹帆虽然败了，但该旅领导说，这

恰恰说明“‘电子靶场’成了”。

“在‘电子靶场’营造的复杂电磁环

境 下 ，我 们 对 各 种 装 备 的 了 解 更 深 刻

了。”这场败仗让张屹帆感受到某种震

撼，“这种感觉，我们曾在跨区演习中感

受过，这就是实战的味道！”

“电子靶场”迅速成为该旅官兵热

议的焦点。有了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

的“对手”，大家好像突然被激发出全新

的斗志。而对“电子靶场”的潜力挖掘

和新训练模式的探索，正紧锣密鼓地展

开……

蝶 变

网电对抗不再是
悄无声息的“软指标”

在“电子靶场”投入运行的同时，某

营营长王丛德带队参加了一次联合演

练。

当时，他们做好了完全准备。但演

练刚一打响，“蓝军”网电对抗力量就使

出全新“战法”，将他们快速击败。

“ 导 调 组 判 定 我 们 的 电 磁 干 扰 行

动‘无效’，但面对海量数据，我们难以

快 速 找 准 败 因 ，也 就 很 难 快 速 调 整 提

高 。”为 了 尽 快 掌 握 下 一 场 演 练 主 动

权 ，王 丛 德 第 一 时 间 把 演 练 场 上 的 相

关 作 战 数 据 发 回 旅 队 。 该 旅 用“ 电 子

靶场”导调评估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很

快 找 到 了 演 练 失 利 的 症 结 所 在 ，并 形

成了改进方案。

在随后的演练中，王丛德及时调整

部署，逐步扭转了无形空间的对抗形势。

这件事也使该旅官兵见识到了“电

子靶场”系统强大的效果评估能力。网

电对抗不再是悄无声息的“软指标”。每

次电子对抗训练结束，他们通过评估系

统，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战斗数据和精

准的量化评估结果，复盘回放后还能得

出下步针对性训练改进方案。这使该旅

电子对抗训练频次大幅提升。

“对抗完就能得出详细的量化评估

报告，赢在哪、输在哪一目了然，参训分

队 可 以 有 针 对 性 地 快 速 调 整 、快 速 提

高。”该旅领导介绍，当高效的评估与先

进的电磁环境和敌情布设技术相结合，

更是在训练效益方面产生了巨大飞跃。

对于曾经那场跨区合同战术训练

中，自己所遭受的惨重挫败，通信对抗技

师陆耕耘一直耿耿于怀。他一直想重回

那天的对抗战局中，找到最终的破局取

胜之法。这也是该旅领导的共同心愿。

前不久，该旅启动“电子靶场”系统，

终于模拟还原了那场败仗中敌我双方的

对抗态势。陆耕耘和战友们再次入局，

投入激烈的战斗。

经过数次对抗、复盘，再对抗、再复

盘的锤炼，陆耕耘和战友们终于牢牢抓

住了对手的信号命脉，并对“蓝军”信号

成功实施干扰和压制。

“构设真实战场、构建逼真对手，才

能练就打赢真功。”打了翻身仗的陆耕耘

对下一步练兵方向有了更为清晰的认

识，“过去训练，我们局限于几种常规的

战法和信号样式展开对抗。所谓不贴近

实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手设置得

不真不强，而‘电子靶场’恰恰是难得的

强敌靶标。”

从评估方式的变革，到敌情模拟和

复杂电磁环境构设能力的提升，最终引

发的是该旅训练模式“革命”。

随着“电子靶场”不断建设完善，尤

其是目标靶标体系组网构建后，该旅可

随时打造贴近战场的电磁环境，动态调

控险难局势的对抗。

靶场建模、实设目标、回合升级、复

盘检讨……一种“回合升级对抗”训练法

正在旅队试验和完善。

“14 个 回 合 ，20 天 连 贯 训 练 ，我 们

的 对 手 靶 标 设 置 由 简 到 繁 ，训 练 难 度

强度逐步加大，在回合升级中，战斗力

不断攀升。”代理营长李辉光带队体验

了“ 回 合 升 级 对 抗 ”训 练 法 ，对 训 练 新

模式赞不绝口。

一轮又一轮对抗中，面对无形空间

的“刀光剑影”，李辉光沉着指挥，运用各

种战法对“敌”电子目标展开攻击。他们

一路过关斩将，一路升级。直到赢下最

难、最激烈的最终回合的胜利，他才清楚

地知道：接下来的新一轮跨区演习，他们

已经准备好了。

“常态开展实战化对抗训练，才能真

正实现战斗力跃升。”该旅领导总结说，

“电子靶场”已成为撬动该旅战斗力的杠

杆，推动旅队训练转型升级不断发展。

在“敌变我变”的反复对抗中，该旅战场

制胜能力正稳步提升。

版式设计：梁 晨

“ 电 子 靶 场 ”改 变 了 什 么
■本报记者 段江山 特约记者 唐军兵 何楚洋

破晓时分，装备屏幕上突然出现的

干扰信号，让陆军某旅四级军士长郑雷

林措手不及。

这批干扰信号毫无规律，时多时少、

时快时慢，有时两三组相近信号同时出

现，有时七八组轮番显现，不少信号都是

从未见过的全新样式。

“接上级命令，现令你干扰站对当前

信号立即干扰压制！”电台里传来指令，

郑雷林带领班组战友快速投入战斗。

“抓紧研判信号样式，逐个施放干

扰！”郑雷林明白，干扰信号样式众多，如

果不抓紧各个击破，自己手上的这套装

备就成“废铁”了。

此刻的方舱内，只剩下急促的敲击

键盘声，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在险局

危局中，郑雷林和战友们全力寻求破敌

之法。

然而，干扰信号的数量、参数和样式

迅速变化，完全来不及捕捉。

几个回合对抗下来，郑雷林他们已

无能为力。

“ 班 长 ！ 我 们 与 指 挥 所 失 联 了 ！”

战 友 的 反 馈 ，让 郑 雷 林 瘫 软 在 席 位

上 。 他 明 白 ，这 意 味 着 任 务 失 败 。 如

果 是 真 实 战 场 ，他 们 这 些 人 很 可 能 已

经“阵亡”了。

“根据导调系统评估，你班组此次对

抗训练成绩为不合格。”还没回过神，郑

雷林所带班组的对抗成绩已经出来了。

事后复盘，郑雷林发现，短时间内，

他们遭遇的干扰信号竟然有数十种之

多。虽是电子对抗老手，但他以前也只

在大型演训中遭遇过这么复杂的电磁干

扰。而刚刚这场“战斗”，却只是该旅对

单站作战能力的一次临机检验。

如此高水平的对抗，得益于该旅新建

成的“电子靶场”。这套“电子靶场”系统，

能真实模拟出复杂“敌情”，使高难度的实

战化电子对抗训练成为该旅新常态。

郑雷林所带班组是曾拿过上级比武

冠军的“金牌班”，却被“电子靶场”系统模

拟的“蓝军”打得完败。一时间，“电子靶

场”这个词在该旅引发持续热议和思考。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队与“电子靶场”

交手，一场训练模式变革也在该旅悄然

开启——

过去，开展日常训练，官兵们只能利

用有限的信号目标和训练场地，开展较

为单一的网电对抗训练，而在对抗训练

效果上，只有“有效”和“无效”两个指标；

现在，有了“电子靶场”，该旅在营区

内就可等效构建各类模拟网电目标体

系。这样做，不仅能实现更为复杂的对

抗训练，还可以量化评估训练效果，并对

训练数据进行深度分析。

“电子靶场”正重塑该旅的训练模

式：一个环境逼真、对抗激烈、效果可验

的网电对抗训练新时代正在到来。

“如果还停留在过去自我设计、自我

循环的旧有训练模式中，未来演训场上，

我还会‘阵亡’很多次，还会有更多人像

我一样‘阵亡’。”郑雷林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紧迫感。

“电子靶场”带来的冲击，还在该旅

继续……

真 实 战 力“ 抗 ”出 来
■本报记者 段江山 特约记者 唐军兵 何楚洋

“科技+”重塑练兵场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