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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防空兵部队新装备

训练应注意的问题


路明磊，原小波，李旭光

（防空兵指挥学院 研究生１５队，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要：结合部队目前的实际情况，对比以往防空兵部队训练方式，提出信息化条件下防空兵部队新装备训练时应

更新观念，摒弃传统的训练思维模式，按实战标准展开训练，并着力培养信息化条件下的训练的人才，以期对防

空兵新装备的训练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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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军防空兵部队陆续装备了一批新型装备，而
我军防空兵在信息化条件下的训练又刚刚起步，因此，如

何搞好信息化条件下防空兵部队新装备训练就显得十分

重要．

１　更新观念，打牢信息化条件下训练的
基础

　　组织防空兵部队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训练，需要更新
思想观念．组织者和参训者都要充分认清信息化条件下训
练的本质，认识到开展信息化条件下训练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１－２］．尤其是装备了新装备的防空兵部队，更应该树立
使用新装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信心，只有这样，才

能在未来的战场上充分发挥我军新装备的威力．
打牢训练基础必须加强对信息化基础知识的学习．一

是要研读教材学基础，充分利用营（连）理论学习时间，组

织学习信息化概念、特点、构成要素等相关知识，使官兵对

信息化有一个理性认识．二是要观看视频学体验，通过观
看信息化战争的视频和一些相关资料，结合部队装备的信

息化装备，使官兵亲身感受信息化的重要性，特别是了解

它对我们未来防空作战的影响．三是要结合网络学操作，
充分发挥部队网络中心的作用．

２　与时俱进，摒弃传统的训练思维模式

２．１　单兵训练着眼信息化
目前的新装备训练已经不能再遵从以往的老装备的

训练模式．新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和技术含量高，已经不再
像以往老装备那样，只要有力气、训练时间长，就能熟练掌

握．但现在在新装备训练时，许多部队采取的还是以前那
种训练模式，苦练体力活，考核比武也是考这些“技术含

量”比较低的操作，忽视了新装备“新”的特点．因此，在新
装备训练的单手操作阶段，由于技术含量的提高，不需要

过分重复基础训练动作，而应该多训练一些“技术含量”高

的操作，比如跟踪瞄准训练等．同时，一定要重视一些关键
炮手的选择上，因为战时往往能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些

关键的炮手．根据现在部队的实际情况，最好是选择大学
毕业的战士来担任．
２．２　战术训练要着眼信息化

部队每年都要进行外训，此期间基本上是战术训练的

阶段．而现在装备了新装备的防空兵部队，每年的战术训
练还是遵循着以往那种战术训练模式，没有充分体现出信

息化条件下训练的特点．在新装备训练的战术训练阶段，
应该多演习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中可能遇到的战术情况，

比如反敌侦察，躲避敌精确打击等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最好充分利用训练资源，与空军进行联合训练，以此来

模拟真实战场上信息化战争可能出现的情况，提高新装备

在信息化战场上的打击和生存能力．
２．３　联动训练阶段

首先应该选择好训练场地．现在的一些防空兵部队，
往往因为训练场还是以前没有换装前的那些旧场地，所以

对新装备的训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新装备的训练有了

不少的限制，所以选取好的训练场地是很关键的一步．
其次，这一阶段的训练是整个防空兵训练最关键的时

一步，所以一定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加强信息化

的模拟，比如与空军部队的合练等，都是很好方法．只有这
样，才能在真实的战场上打的精、打的准．



２．４　加强在夜间条件下的训练
夜战历来是我军的优势，现代几场局部战争表明，空

袭往往是在夜间进行，因此，加强防空兵部队的夜训是尤

为必要．而目前的防空兵部队夜训一是时间不够，二是训
练的模式过于简单，信息化体现不够．因此，应大力加强在
夜间条件下的训练．时间上，应该按照大纲的要求，严格达
到训练时间，如果条件允许，甚至还要加强．训练方法上，
主要突出在夜间如何“早发现”目标，强化夜间的协同训

练，在确保夜间“藏得住”“抗得了”等方面下功夫．只有做
好了这些，才能确保我军夜战这一优势，才能确保在未来

的夜间战场上不被动．

３　紧贴需求，按实战标准研练信息化条件
下的训练内容

　　信息化条件下防空兵部队训练时，组训者要弄清信息
化条件下防空作战的特点和任务需求，即对“我们要在什

么环境中作战”、“这种环境将会给防空作战带来那些影

响”、“这些影响的本质是什么”、“如何通过训练来弥补和

克服”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结合部队的训练的实
际，努力从提高部队的“走”、“打”、“藏”等能力上寻求突

破．应在大纲的指导下，充分结合各专业的年度实际情况，
创新性地增设一些新的训练内容．对于侦察、情报、雷达、
通信等专业兵，在入伍训练阶段应增加信息基础知识的学

习，弄懂信息战的基本原理．分专业训练阶段应结合机场
驻训、野外驻训，充分利用空军机载电子设备和训练时的

复杂电磁环境开展训练．通信和指挥分队还应增设防侦
察、防干扰、抗毁抗瘫等训练内容．通过组织对抗训练，提
高专业兵信息化条件下的操作技能和水平．弹、炮分队分
专业训练阶段，应增加车炮的伪装防护、兵器的换手操作

等内空的训练．总之，通过研练这些新的内容，实际提高各

级各类人员的战斗指挥技能，切实提高分队在信息化条件

下的走、打、藏能力［３］．

４　着眼发展，着力培养信息化条件下的
训练的人才

　　 随着现代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培养信息化条
件下的训练人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从目前的训练情况来
看，信息构建技术含量高，组训难度大，需要一批“真懂、真

干、会教、会训”的明白人．一是选准配强基层组训力量．突
出指挥、侦察、通信、雷达等重点专业的骨干选配，采取“走

出去学，请进来教，自主地学”等多种方法，学技术，学操

作，学训法．二是立足岗位锤练．结合平日训练，放手让年
纪轻、学历高、能力强的士兵和干部担任组训任务，鼓励创

新思维，允许官兵“奇思妙想”，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谋训

练，立足本职岗位提高组训能力．三是用好用足人才．克服
“重培养、轻使用、不保留”的问题，上级的技术骨干要重心

下移，到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本单位的人才要用足用好，
同时要爱护和保留组训骨干和技术骨干，注重以老带新，

形成人才梯队，为分队信息化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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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鱼雷技术的研究进展

　　 在鱼雷总体设计技术方面，开展了以总体设计、系统集成、性能优化、效能评估为基础的鱼雷总体多学科
综合设计优化技术研究，提出了基于网络虚拟环境的综合性能与作战效能评估方法。

在减阻与降噪技术方面，针对条纹沟槽表面减阻降噪技术在鱼雷上的应用已进行了理论研究和试验研

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鱼雷导航、控制技术方面，主要采用捷联惯性导航系统，其精度和可靠性、控制性能、可靠性、可维护性、

智能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鱼雷动力推进技术的整体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形成了多品种、系列化、批量生产的格局，掌握了大功

率电动力推进系统和热力发动机等动力推进装置的设计、研制和试验技术，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在自导与引信技术方面，研制出主被动声自导、尾流自导、线导等多种形式的鱼雷自导系统，并且在宽带

信号检测与参数估计、多目标信号处理及跟踪、新型尾流自导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摘自中国兵工学会编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兵器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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