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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号脉”，气象兵
从不觉得自己的舞台小

即 使 已 经 拥 有 10 年 岗 位 工 作 经

验 ，北 部 战 区 空 军 某 场 站 气 象 台 预 报

员 王 宏 宇 有 时 还 会 觉 得 把 握 天 气“ 太

难了”。

虽然各种现代化算法大大提高了

预 报 的 准 确 性 ，但 预 报 结 论 还 是 需 要

大量经验的积累。王宏宇为记者举了

一 个 例 子 ：“ 像 医 生 一 样 ，手 术 做 得 越

多 ，积 累 的 经 验 越 多 。 预 报 员 只 有 长

期 在 某 一 个 地 区 从 事 气 象 工 作 ，才 能

积累大量气象经验。”

当前，航空兵部队着眼实战需要，对

气象保障提出了多层次、全方位、综合化

的要求。任务多样，大家对天气预报的

期望值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精细。

凡是预测的事情，都很难保证百分

之百准确。天上的每一次飞行训练，对

地上的气象预报员来说，同样是一场考

验。王宏宇说：“比如预报下雨，除了计

算降雨概率，我们还要推算具体时间、降

水 强 度 和 云 量 等 信 息 ，用 数 据 保 障 飞

行。”

为天“号脉”，气象兵从不觉得自己

的舞台小。正如那句经常被气象兵挂在

嘴边的话：我们所做一切，就是为了积极

完成任务，积极保证安全。这不仅是他

们工作的目的，“两个积极”也体现了他

们的态度。

“虽然今天天气实况比较简单，但夏

季高温很容易发生局地不稳定天气，影

响飞行安全，不能大意。”气象台台长李

小龙嘱咐预报员冯新宇说，“你今天在塔

台值班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仔细盯着

云图和雷达回波图，发现天气变化及时

汇报！”

冯新宇是气象台里最年轻的预报

员，刚独立担负值班任务不久。一名气

象预报员可以单独值班，并不意味着他

能顺利完成飞行保障工作。新人和成熟

预报员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保障过程

的细节中。

气 象 是 门 严 谨 的 学 科 ，尤 其 是 保

障战斗机飞行，看似不起眼的误差，就

可能对战友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造成

威 胁 。 有 时 看 着 天 气 晴 好 ，也 许 过 半

个 小 时 就 会 雷 雨 交 加 ；有 时 明 明 大 雾

漫 漫 ，可 一 阵 风 吹 来 又 是 豁 然 开 朗 。

李 小 龙 说 ：“ 预 报 员 要 是 不 集 中 精 力 ，

错 过 了 气 象 要 素 细 节 的 转 变 ，在 工 作

中就会非常被动。”

有 一 段 经 历 ，李 小 龙 至 今 难 忘 。

那是一个盛夏，晴空万里，飞行训练正

在紧张有序进行。李小龙观察着头顶

的 云 系 变 化 ，突 然 感 受 到 一 阵 西 北 风

吹 来 。 他 顺 眼 望 去 ，北 侧 的 云 柱 正 在

急剧膨胀，这是雷暴单体的前兆！

李小龙立即报告时任台长，通知测

雨雷达开机、组织集体观测和集体讨论

天气。形成一致意见后，他们报告指挥

员，建议立即停止放飞，收回空中飞机，

停止训练。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后不到几

分钟，雷雨大风便笼罩机场。

这件事对李小龙触动很大。直到现

在，每次发完气象预报，他还会习惯性地

陷入焦虑，而“勤看勤算”便是他对抗焦

虑的武器。

凌晨，气象保障值班室依然灯火通

明。窗外，是漆黑的山体和间断闪烁的

目标灯。此刻，万籁俱静，很多人还沉

睡在甜美的梦乡中，气象台的官兵又开

始为当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了。

集 体 讨 论 天 气 结 束 后 ，预 报 员 石

学 东 接 着 完 成 发 布 当 日 战 备 天 气 、填

写预报保障单、完善保障预案、绘制天

气 图 等 工 作 ，直 到 下 一 位 气 象 值 班 员

到来……

从事气象专业，需要
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积累
经验

清晨，一只观测气球被放飞，徐徐升

空。红色的气球穿过云层，飘上蓝天。

地面上，观测填图班班长、二级上士

朱清杰看着自己放飞的气球，眼睛里满

是期待。

气球已经升到高空，大家的视线还

是紧紧跟随着气球的轨迹。其实，正常

情况下，跟踪到一定高度就可以完成放

球任务，但观测填图班的战士们总喜欢

比一比谁放得高。

朱清杰用食指和中指盖住目镜，透

过两指之间的缝隙跟踪气球。比谁放的

气球高，其实比的是大家的跟球操作技

巧。目前，观测填图班的个人最好成绩，

还是他的老班长创下的。

讲起自己的老班长，朱清杰打开了

“话匣子”。那是他入伍不久的一个下

午，训练前，班长用手指向天空：“大家看

这个天气，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

化？会不会对飞行造成影响？”

朱清杰抢答：“这么晴好的天，不会

有啥影响吧。”在班里战士们一阵七嘴

八 舌 的 回 复 后 ，班 长 给 出 了 自 己 的 见

解：“我认为过一会儿就会有对流云，产

生雷雨天气。”众人将信将疑。一个小

时后，果然出现了雷暴，一场大雨骤然

而至。“前一天刚下过雨，水汽充沛，当

天气温较高，便容易产生不稳定的天气

因素……”老班长将自己的判断依据娓

娓道来。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朱清杰感慨道：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观测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每一个气象要素都会对飞

行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从这件事

以后，朱清杰更加注重提升自己的业务

能力。

新 兵 李 永 海 去 年 入 伍 ，在 上 岗 前

的 业 务 培 训 中 成 绩 较 好 ，来 到 观 测 填

图 班 后 ，却 有 些 焦 虑 。 担 负 值 班 任 务

时，李永海对气象要素把握不准，在实

际 操 作 中 多 有 疏 漏 ，一 时 间 心 理 落 差

很大。

朱清杰关注到了李永海的状态，告

诉他：“理论与实践，差距其实非常大，气

象观测重在经验的积累，每一个要素都

有它的作用。”李永海听了这话，若有所

思。他意识到，自己在书本上所学的知

识只是入门，从事气象专业，需要一步一

个脚印不断积累经验。

本 该 是 午 休 时 间 ，朱 清 杰 走 进 了

学习室。学习室的书柜里摆放着各种

书册资料。书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网

格和数字。“精研业务，功在平时，即使

当 了 班 长 ，本 领 恐 慌 也 一 直 伴 随 着

我。”朱清杰说。

探空测风班班长、二级上士隋启铖

也面临着同样的焦虑。隋启铖刚担任班

长不久，面对新的业务领域，他还在熟悉

的过程中。“我接触探空业务不久，是个

探空新人，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需要学

习。”隋启铖说。

探空的工作经常是在深夜。等到白

天集合好班组所有人，隋启铖就会带着

大家窝在学习室，一待就是一天。大家

围坐在一起，有问题现场沟通、现场讨

论、现场解决。

尽管白天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隋启

铖时常会自己加班到凌晨。他说：“有不

会不懂的就只能自己多花时间学，大家的

任务都很多，我不能给班组拖后腿。”

一个月前，气象台迎来了上级组织

的考核。面对专业的考核组，朱清杰和

隋启铖两位班长不仅要全流程配合考官

工作，还被点名抽检个别项目的实践操

作。

朱清杰和战友被考核的课目是野战

观测仪架设。从选址到仪器组装，再到

要素观测和查算、编报和实况抄填，他们

口令清晰、动作标准，比规定时间提前完

成任务。

隋启铖则被考官随机测问值班职

责、制氢的流程与配比、雷达的特情与处

置等。他的回答不仅专业规范，还包含

了自己的经验理解。最后，他的考核以

优异的成绩圆满结束。

只 有 坐 得 住“ 冷 板
凳”，心中有责默默坚守，
才能达到专业水准

刚吃过晚饭，田兆华就掏出仪器开

始了测量工作。在这座掩映在树林中

的四方小院，测风测雨雷达技师、一级

军士长田兆华已经工作了 18 年。

讲起自己从事的雷达专业，田兆华

滔滔不绝。在他看来，装备就像自己的

孩子一样。每次休假或外出，田兆华总

是“心里最放心不下”的那个，生怕雷达

装备出故障。“我每天看着这些装备，它

们从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那 年 接 新 装 备 ，田 兆 华 带 领 业 务

骨 干 在 厂 家 未 到 的 情 况 下 ，把 某 新 型

雷达基本架设完成。厂家技术人员到

达 后 ，只 用 几 个 小 时 就 将 雷 达 调 试 完

毕，正常投入使用。在田兆华看来，保

障 飞 行 的 时 间 非 常 宝 贵 ，自 己 多 想 在

前面、干在前面，装备就能更快形成战

斗力。

“做扫描的时候不要偷懒，多取几

个仰角、方位角，对比一下不同水平和

垂直方向上的回波强度、速度和谱宽，

就 能 分 析 出 不 同 回 波 对 应 的 云 的 类

别、云系的发展状况以及发展趋势，进

一步测算下雨打雷的时间、强度……”

晚 饭 后 ，田 兆 华 开 始 指 导 雷 达 站 的 战

友分析操作某型雷达。田兆华熟练掌

握操作维修的雷达型号达 10 余种。在

日 常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他 经 常 组 织 大 家

一 起 研 究 装 备 ，竭 尽 所 能 地 分 享 自 己

的维修经验。

“由于我一直在山上工作，可能认识

我的人不多，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这是田兆华授课时常用的开场白。很

难 想 象 ，这 个 在 讲 台 上 滔 滔 不 绝 的 老

班 长 ，曾 有 严 重 的 口 吃 。 他 逼 着 自 己

参加演讲比赛、多年坚持为战士授课，

表 达 也 越 来 越 流 利 。 不 仅 如 此 ，田 兆

华还被聘请为某气象训练基地的客座

教 员 。 那 里 的 学 员 们 毕 业 后 ，带 着 田

兆 华 倾 囊 相 授 的 经 验 ，走 向 全 军 各 个

气象台站。

田兆华说，自己从小最喜欢的是踢

足球，他也因此成为一名体育特长生。

当初那个活泼好动的少年，如今已经变

成了一名沉稳内敛的雷达维修技师。他

就像一名隐士一般，沉寂在深山中研究

装备。田兆华说：“我既然选择从事雷达

专业，就一定要把它干好。”

夏季是雷达开机工作最忙碌的季

节，准确判断雷达回波的形状、性质和

移 向 ，可 以 为 危 险 天 气 的 预 报 和 防 范

提供第一手资料。测雨雷达操纵班班

长宋澳说：“有不好判断的回波就让田

班 长 再 分 析 一 下 ，有 他 把 关 我 们 更 放

心。”

宋澳从小学了 7 年钢琴，他曾经梦

想着当一名钢琴家。在他看来，“学钢琴

和研究装备一样，只有坐得住‘冷板凳’，

心 中 有 责 默 默 坚 守 ，才 能 达 到 专 业 水

准。”

刚到雷达站时，每天重复的工作、

枯 燥 的 生 活 ，让 宋 澳 很 不 适 应 。 但 看

着 田 兆 华 每 天 忙 碌 的 身 影 ，宋 澳 也 会

不自觉地参与其中。宋澳常会向田兆

华 请 教 。“ 其 实 大 部 分 时 间 ，我 还 悟 不

出 什 么 门 道 ，可 能 有 某 几 个 时 刻 我 找

到 了 答 案 ，这 也 许 就 是 成 长 的 节 点

吧。”宋澳说。

不只是宋澳，一批又一批的雷达站

战士，都是田兆华的徒弟。他们的成长

中，都铭刻下了田兆华的痕迹。他们都

十分感谢田兆华。

每次听到大家的夸赞，田兆华总是

不好意思地笑笑。他说：“我就是学这个

的，只不过比别人干的时间长了一点而

已。”内行人知道，数年如一日地积累，需

要强大的毅力和恒心。

那一年，田兆华参加上级组织的培

训。他喜欢与那些老班长一起聊天。田

兆华说：“一聊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有相

似的人生经历，从不懂到懂，都是一点一

点通过积累成长到今天。”

只要有时间，田兆华就会捧起书本

读一读。在战史中，每逢读到与气象相

关的事例，他都特别感兴趣。“那些久经

沙场的军人，都非常重视气象对战争的

影响。”田兆华说。

10 年 前 ，田 兆 华 觉 得 自 己 应 该 写

点 东 西 ，于 是 他 决 定 把 自 己 的 维 修 经

验 整 理 出 来 。 工 作 繁 忙 ，就 一 点 一 点

挤 时 间 。 至 今 ，田 兆 华 已 发 表 了 20 余

篇文章。

“你的动力是什么？”记者问。

“我觉得还是心里的热爱，是责任

使然。”田兆华说。

每 年 退 伍 季 ，田 兆 华 都 会 鼓 励 离

开 气 象 站 的 战 友 种 下 一 棵 树 。 这 些

年，院子里的树多了很多品种，有银杏

树 、石 榴 树 、樱 桃 树 、榕 树 、苹 果 树 、山

楂树……

田兆华说：“种了树，就给他们种下

一个念想。”记者知道，一同种下的，也许

还有田兆华的牵挂。

空军气象兵：观云测雨的守望
■王冠禄 张亚男 李小龙 本报记者 李由之

晚饭时间，战斗警报骤然响起。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气象台预报

员王路起身跑出食堂。作为今天的塔

台气象值班员，只要战斗警报一响，无

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都必须第一时

间到达值班位置。

天色渐暗，战机轰鸣。滑出、加力、

起飞……一道绚丽的尾焰如流星般划

过天际，渐渐消失在视线尽头。

如果说天空是飞行员的舞台，那

么气象兵更像是幕后的场务。他们解

读风云的密码，为飞行任务提供精确

的气象信息。在值班室里、在计算机

前 、 在 野 外 山 谷 中 、 在 山 尖 雷 达 下 、

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他们陪伴着天

空中的战友。

有人说，气象虽然是个小专业，却

是 整 个 飞 行 任 务 中 至 关 重 要 的 一 环 。

备战打仗，“天机”就是战机。飞行任务

能不能实施？哪个空域不能飞？哪个

时段可以飞？解答这些疑问，都需要各

种气象资料支撑。

与天地对话，与风云共舞，人虽

渺 小 ， 却 也 能 在 俯 仰 之 间 窥 见 “ 天

机”的奇妙。王路说：“我们总是习惯

性地仰着头，看看天气是不是和自己

想的一样，也许这就是气象迷人的地

方。”

在气象岗位上工作 10 多年，王路对

气象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在儿子学

校的“家长课堂”上，王路为小朋友们讲

起气象知识。看着一双双专注的眼睛，

他心里热乎乎的。

预报室主任缑振辉至今记得，自己

刚入伍时，成功预报了一次大雪天气。

那天，他开心极了，站在漫天风雪中舍

不得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

的工作价值。

每 一 架 战 机 的 平 安 飞 行 ，都 离 不

开气象兵的守护。气象兵的平凡在于

默 默 无 闻 地 耕 耘 ，他 们 的 陪 伴 映 射 在

每一双仰望蓝天的眼眸里。他们和飞

行 员 守 护 同 一 片 天 空 ，为 飞 行 员 保 驾

护航。

心 随 战 鹰 一 起 飞
■本报记者 李由之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气象台官

兵保障飞行训练。

图①：讲解经纬仪原理。

图②：测量风速风向。

图③：操作气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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