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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代 码 ，说 起 来 容
易，但做起来比想象中要
难得多

夜深人静，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飞行大队作战研究室里，敲击键盘的

声音噼啪作响，飞行员郭邦昊正沉浸在

编程的世界里。

端坐电脑前，双眼紧盯屏幕，算法的

框架在这名 90 后飞行员脑海中层层搭

建。只见他时而手指轻敲，时而手握鼠

标快速滑动，皱眉沉思间，铺展出逻辑、

符号和想象力的无限可能。

不久前，同样是这双手，操控着国产

先进战机，像狩猎的雄鹰一般凶猛地完

成了对目标的“击杀”。

专业、枯燥、烧脑，这是大多数人对

编程的第一印象，郭邦昊却乐在其中。

作为清华大学与空军航空大学联合培养

的飞行员，在他看来，编程是一个工具，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编程，他可以

把自己的飞行经验和战术思想转化为计

算机语言，进而开发出更加符合实战需

求的软件工具。

为什么要用编程设计软件来辅助飞

行训练？郭邦昊坦言，某次任务规划期

间，他偶然发现人工计算飞行数据不仅

耗时耗力，而且容易出错。

用电脑辅助人脑，不仅能解决计算

耗时长、结果不准确的问题，还可以帮助

飞行员快速理解任务、熟悉战场环境和

飞行过程，辅助飞行员进行空中决策，提

升战训质效。

写代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比

想象中要难得多。

第一次提出设计开发软件的想法，

郭邦昊自己心里也没底：空战数据多、飞

行航迹复杂，收集分析数据的过程冗杂

枯燥，想要捋清楚，必须下大力气。

初听这事，战友们也议论着、猜测

着、等待着：“没人要求他干，他为啥要

干？他能干成吗？到底有啥用？”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有畏难情绪。”

郭邦昊腼腆一笑说，自己上大学时选修

了编程课，但写代码只算个人爱好，真到

实际运用的时候，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摸着石头过河，那种找不到方向的

迷失感，让郭邦昊一次次站在崩溃边缘。

“最艰难的就是迈出第一步。”郭邦

昊借助学校和网络资源，咬着牙一点一

点尝试。一次次尝试之后，他发现探索

有些效果，便继续跟进。慢慢地，就像滚

雪球一样，他逐渐摸到了正确的路径。

只有不断尝试摸索，才可能找到正

确的方向和方法。

郭邦昊回忆，刚起步时，自己就遇

到了一个坎——软件开发需要大量时

间，他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休息时间

基 本 用 在“ 敲 键 盘 ”上 。 谁 知 ，由 于 精

力 分 配 不 均 ，他 的 飞 行 训 练 成 绩 有 了

波动。

“浪”虽不大，可这名年轻人内心颇为

忐忑：“我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务正业！”

这时，来自旅领导的支持让郭邦昊

有了信心：“年轻人就应该有探索精神，

放心大胆去做，我们给你兜底。”

作 为 曾 经 的 大 学 同 窗 、现 在 的 并

肩 战 友 ，飞 行 员 李 华 和 张 荣 也 给 了 郭

邦昊许多思想支持和技术帮助。“郭邦

昊性格沉稳，一旦有思路，整个人又会

活力迸发，眉飞色舞。”在李华看来，获

取知识、增加新的认知只是第一步，还

要 设 定 应 用 场 景 借 此 实 现 目 标 功 能 ，

这 样 才 算 打 通 了 从 书 本 到 实 践 的“ 最

后一公里”。

张荣记得最初驾驶战机时前辈说的

一句话：“飞行中，即便是一个标点都代

表一种逻辑。逗号代表着切分，分号代

表着并列，要把每个步骤的内在逻辑掌

握清楚。”

几名小伙伴决定坚持下去——这事

有意义，得干！

决心的背后是山一般的压力。每当

感觉快喘不过气时，郭邦昊就去跑步、打

球、做力量训练，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征得旅领

导同意后，郭邦昊召集不同年龄层次的

飞行员和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一个攻关

团队。设计算法、搜集数据、编写代码、

训飞验证、调整修定……历时两个多月，

他们终于开发出一款软件。

战友们二话不说，纷纷出手“内测”。

效果如何？大家反馈：好用！省时！

“把复杂的工作简单化、把重复的工

作自动化，这就是我喜欢编程的原因。”作

为一名飞行员，完美执行每次作战任务是

一种职业追求；作为一名编程爱好者，一

丝不苟完成每行编程语句也是一种享受。

在领导和队友眼中，“郭邦昊们”最大

的特点正是学习能力强、肯钻研。“以前飞

行更多靠‘技胜’，现在空战更讲求‘智

胜’。年轻飞行员不仅仅有冲劲有想法，

还能顶住压力做成自己想做的事。”老飞

行员徐兵对年轻一代飞行员充满期待。

会畅想、敢创新，才
能飞出高水平、练出硬
本领

不久，郭邦昊团队又针对不同的作

战场景，设计出一款实弹射击辅助软件。

盛夏塞北，郭邦昊和队友驾驶战机、

挂载实弹，裹挟着热浪拔地而起，奔赴目

标空域。

空中机动量大、进入条件苛刻、时间

窗口短，面对严苛的实施条件，他们在任

务前就利用辅助软件，精确计算出航行

诸元和攻击条件，并规划出最优航线。

任务当天，一个个目标被牢牢锁定、

转瞬即毁。

望着一望无垠的黄沙戈壁，郭邦昊

松了一口气：这个结果虽是“算”出来的，

却也颇有惊喜。

如果说部队换装之初的亮剑得益于

装备优势，那么战斗力的深层次提升，更

多需要飞行员创新的探索和能力的突

破。

“飞行是一件挺奇妙的事，必须像机

械那样精密，有时又需要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飞行员陈鸣是个平时喜欢“捣

鼓”各种新东西的年轻人。

去 年 一 次 训 练 中 ，上 级 要 求 飞 行

员在严格的空间范围内规范完成对目

标 的 抵 近 观 察 、判 断 决 策 。 这 个 课 目

本 身 不 难 ，但 想 要 把 动 作 做 利 落 十 分

不易。

陈鸣和他所在的团队责任重大——

作为全旅的试飞攻关小组，他们必须为

所有飞行员探索出一套更优的标准化操

作流程并加以推广。

陈鸣解释道：“在纸上画圆，100 个

人画出来的圆不尽相同。我们要在天上

驾驶几十吨的钢铁来画圆，并且要统一

动作，确保这个圆尽可能相同。”

在一本书中，陈鸣得到了灵感。灵光

乍现，他把眼光投向了他的老朋友——数

学。从小到大，他一直喜欢数学。普通

人眼里枯燥的数字和抽象的逻辑符号，

在他看来却别有一番魅力。

陈鸣先把空中运动的维度简化为二

维，从平面几何基本数学模型入手，再引

入速度、时间等变量进行三维建模。在

反复的飞行实践中，他不断修正误差值，

这样便得出一个描述特定战术动作的数

学模型。

随着鼠标拖曳，高度、速度值随之变

化，战机的飞行轨迹跃然电脑屏幕之上，

最大程度缩短了依靠重复训练理解战术

动作、依靠主观经验修正动作偏差的过

程。

这份标准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心

无旁骛、倾尽全力，是数不清的演算草稿

和数以百次的驾机起降。终于，陈鸣飞

出来的数据被标准化推广至全旅。

此时此刻，云天之上，新飞行员们正

驾驶战机，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轨迹快

速准确环绕、抵近目标。他们的成长“进

阶”之路，更加顺畅简洁。

用数字和逻辑描述概念，这一点上，

数学与飞行不谋而合。

飞行员张荣与陈鸣的理解一致——

解决困难的关键在于不断将其切分，把

复杂事物分解成一个个简单元素，再逐

一攻克。

当张荣作为一名新飞行员刚刚分配

到该旅时，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高强度学习任务”。

大队长赵宇看出了张荣的困境，为

他点明方向：分类归纳。

新战机的操作手册和理论资料既清

晰又简明，难的不是阅读，而是理解。将

功能作用、系统构成等类别，以特定的方

式进行细化分解，再理解消化，这是赵宇

为张荣提供的有益新思路。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抽象的问

题具象化，面对一个个难题，这些 90 后

飞 行 员 ，不 约 而 同 地 选 择 了 同 样 的 方

法。这一方法不仅帮助他们突破了一个

个难关，也让他们对飞行本身和飞行员

自身有了新的思考。

这群年轻飞行员“爱折腾”，领航参

谋王庆对他们可谓“既爱又恨”。作为飞

行员们的“忠诚拍档”，无论日常训练、实

弹射击，还是专项训练任务，每一次探

索，都离不开他奔波的身影。

“从任务准备、航线规划到标图作

业，这帮年轻飞行员真是让我们‘吃尽

了苦头’。”玩笑之余，王庆不无钦佩地

说：“会畅想、敢创新，才能飞出高水平、

练出硬本领。任务完成，我们都觉得过

程很有意义。”

现在的飞行员不仅
是战机操纵员，更像是
“半个飞机设计师”

急转拉升、失速偏离、俯冲攻击……

仲夏时节，热浪滚滚，某训练空域上，该旅

多名飞行员驾驶战机火热“厮杀”。

如何判定空中胜负？鏖战结束，就

在讲评开始之际，飞参数据已转录至该

旅自行研发的一款训练信息系统中。

在该系统内，一系列安全监控数据

第一时间传输呈现在讲评室屏幕上，还

自动推送给参训飞行员和质量监督评估

组。一键即知、数据共享、全网互通，这

一自主创新的成果得到空地勤官兵交口

称赞。

飞行员李泽，同时也是飞行质量监

督评估小组成员。他指着系统给出的告

警清单说：“一些比较小的细节，以前飞

参判读是很难监控到的。现在，系统直

接将各类数据一并呈现，偏差一目了然，

大幅提升了质量监控效益。”

创新，源于形势倒逼，成于任务牵

引。近年来，该旅飞行训练产生的数据

越来越精细、体量越来越大，现有的软硬

件设施用来管理和判读海量数据显得捉

襟见肘，判读效率不高。

当这些年轻飞行员提出研发、优化

信息系统的想法后，很快得到旅党委的

大力支持。一个囊括机关业务科室、飞

行、机务、工厂、科研院所等多部门、多层

次人员的攻关小组诞生了。

作为攻关小组的成员之一，郭邦昊

把眼光瞄向了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

参照、没有依据，更别提对飞行进行评

判。因此，尽可能多地收集数据，便成了

大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收集数据是一个“笨活儿”，没有捷

径可走，只有不厌其烦地飞行、汇总、评

估、研究。

系统的架构却是一个“专业活儿”，

飞行员们反复与工厂、科研院所切磋打

磨，还常常到兄弟单位学习借鉴。

一开始，工厂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们，

对飞行员们的刨根问底还比较有耐心。

一段时间后，很多人就怕接到飞行员们

的电话，因为他们提起问题来没完没了！

一名专家告诉笔者：“现在的飞行员

不仅是战机操纵员，更像是‘半个飞机设

计师’。在某些方面，他们对武器平台理

解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事实上，数据多、信息多并不等同于

益处多、价值大。数据的汇总只是“初级

产品”，充满“战味”的深度分析才是关

键。郭邦昊和小组成员想通过大数据分

析，为飞行员提供最直观的感知。

这一点上，感受最深的是飞行员李

泽。在飞行训练中，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监察飞行训练质量。每月，他都要雷打不

动提供一份监察报告。作为组训管训链

路里的关键一环，这份报告要为党委机关

提供信息支撑，必须做到客观精准。

然而，数据收集过程庞杂而烦琐，一

度让李泽极为头疼。如今，训练信息系统

将某阶段的飞行数据集中化、曲线化、表格

化，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益，还让李泽的

报告有了动态翔实的数据支撑。他欣喜地

说：“从粗放式的训练分析，到精准的数据

画像，报告的指导性更加科学。”

第一个被数据“画像”的是新飞行员

陈豪，他正处在换装某新型战机的起步

阶段。训练信息系统科学分析了他换装

以来所有训练架次的数据，用数字描绘

出他的操纵习惯。

通过分析飞行中某阶段的数据曲

线，陈豪认识到自己操纵战机不够精细、

着陆质量不够稳定，这些都是需要进一

步改进的地方。

盛夏，在上级组织的红蓝体系攻防

训练中，李华作为防守方，战法灵活、计

谋多变。他时而驾机大机动转向、急转

直上突出重围，时而下降高度，利用地形

掩护巧妙摆脱“敌方”追踪。

在留意平显数据的同时，李华目视

发现目标，随即果断锁定、按下导弹发

射按钮，一举将“敌机”击落……

战场上的高招、妙招，往往来自对常

规做法、普遍现象的反思。借助训练信

息系统，李华发现，自己飞行中存在操作

动作不细、能量损耗过大等弱点。平日

训练时，他有意识地加以克服，最终在这

次任务中抢占先机。

新情况倒逼新思路，新思路衍生新办

法。这些年轻飞行员的共同体会是：“不

论何种情况，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它、分

析它，然后解决它。”

该旅所属某基地领导表示，这些年

轻飞行员催动了新质战斗力增长的引

擎，掀起了关于数据意识、数据思维的

“头脑风暴”。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飞

行员正紧盯前沿、瞄准一线，“借智”练兵

备战。

创新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更多时

候，在“无人区”前行、在黑暗中寻找微

光，才是常态。对此，飞行员胡林深有感

触。当前，他正在设计开发一款软件，力

求实现根据任务目标、要求来精准匹配

所需弹型及数量。

看着满屏的代码，对照一个个装备

性能指标，胡林发现，这里蕴藏着无穷的

战斗力……

（应受访者要求，本版部分人名为化

名）

这里有一群写代码的飞行员
■廖诗宽 王 男 何植百

当战机发动机停止轰鸣，飞行员陈

鸣在座舱里长舒一口气。

摘头盔、解安全带……陈鸣的脚刚

离开战机，复盘已经在头脑中展开。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陈

鸣，是一名 90 后。他对自己的“舱内时

间”有着严格要求，对于“舱外时间”，也

分割得特别精准——

清晨6点，整理好床铺，准时进行腰腹

力量训练；6点30分，在航理学习中开始新

的一天；7点30分，吃完一份营养均衡的早

餐，然后进行全天课目训练研究……

“我喜欢用数据说话。”陈鸣脱下装

具，走进讲评室，只见前一批结束飞行的

伙伴们正在讨论下一批训练计划。几名

年轻飞行员凑在一起，用自主研发的某

软件，模拟红蓝双方空战对抗，深入研究

装备性能技术难点。

“现代空战是体系作战，必须加强

与其他战机的配合联动”“我觉得，还要

加入更多的变量”“算法升级也要加快，

后续任务复杂多样，现在的算法还比较

单一”……他们有的敲击键盘、快速记

录，有的手持飞机模型模拟空战场景，

有的使用软件进行辅助计算，气氛十分

热烈。

陈鸣顾不上休息，随即加入讨论：

“如果此刻你被另外一架战机咬尾了，又

该怎么办？”起飞、翻转、对抗，一道道看

不见的数字轨迹，勾勒出空中即将呈现

的激烈交锋。

体系对抗、实弹射击……任务接踵

而至，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却很短。一

场“头脑风暴”在这群年轻飞行员的思维

碰撞中酝酿生发。

另外两名年轻飞行员正在担负战备

值班。他们值班之余的时间，被课题研

究等排得满满当当。不久后，他们也将

深入西北腹地，执行任务。

战鹰呼啸，搏击长空。塔台上，老飞

行员徐兵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些年轻飞

行员的空中航迹，眼中满是欣喜……

“这代年轻人是幸运的，遇上了一个

充满机遇的好时代。”徐兵感慨地说。

陈鸣和伙伴们明白，机遇再好，也要

靠奋斗来实现。信息化战争背景下，人

民空军的飞行员不仅要在云天之上展现

高超的飞行技能，更要站在科技前沿，集

聚智慧之力。

近年来，新一代飞行员加入战斗序

列，不仅为部队带来了新鲜血液，更带来

了新的理念、新的活力。他们敢于挑战、

勇于创新，全力以赴地学习、钻研，把扎

实的科技素养、开阔的眼界视野带入飞

行训练，不断创新战法训法，奋飞出属于

自己的青春航迹。

讲 评 室 刮 起“ 头 脑 风 暴 ”
■廖诗宽 王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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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正在进行飞行训练。

图②：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年轻飞行员使用自主研发的某软件进

行分析研究。 张为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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