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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战场环境设置

更加贴近实战

比赛规则更贴近实战标准，比赛场
地更贴近实战环境，比赛流程更贴近实
战进程，这是此次比赛的 3大特点。这
样的表述有些抽象，下面就来看看上述
特点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冲破速度极限。“苏沃洛夫
突击”步战车组接力赛中，3个参赛车组
需共用一辆步战车。他们用最短时间，
在封闭赛道接力行驶 12圈 51.6公里，连
续越过车辙桥、崖壁等 120道障碍，依次
完成火炮、并列机枪对模拟步战车靶
标、模拟直升机靶、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靶的射击。

赛道设有炸点，不时响起的爆炸声
和浓郁的烟雾地带，使现场观众同参赛
队员一样，仿佛置身真正战场。中国参
赛队驾驶装备，一次次上演精彩漂移，不
断掀起观众席上的阵阵呐喊与欢呼。
“不到赛场就不知道障碍竟能如此

密集，这对我的驾驶技术是极大考验。”
“苏沃洛夫突击”第 2车组驾驶员吕玉生
对记者说。他的下巴有一道醒目疤
痕。在一次训练通过崖壁障碍时，吕玉
生试图提速，结果步战车一头撞在崖
壁，吕玉生的下巴与车体狠狠来了个
“亲密接触”。但他浑然不觉，等步战车
冲到终点之后，才注意到自己的袖子和
大腿上全是血，下巴伤口外翻，隐隐露
出骨头。在医院缝合伤口仅 3天后，吕
玉生又赶回训练场继续参训。凭着这
股子劲头，吕玉生与战友在比赛中一次
次冲破速度极限。

其次，是打出射程极限。30毫米车
载炮的有效射程原本为 1300 米，“苏沃
洛夫突击”项目比赛中，模拟装甲目标却
定在 1500米，每个车组都要利用车载机
枪和火炮，完成 4类 8个目标射击；在“晴
空”项目中，比赛场地结合防空兵战斗分
队实际作战任务构建作战环境，构设了
3种导弹射击地段、2种高射机枪射击地
段和自动步枪对不同距离射击地段，最
大限度模拟了战场环境，充分模拟实战
条件下防空导弹分队的作战行动。

8月 6日，在“晴空”防空导弹兵综合
赛中，地表温度达 53℃。“高温条件下，
赛场高温热源目标急剧增多，极易影响
雷达搜索捕捉目标的能力，导致对以山

体为背景的直升机靶标进行导弹射击难
度非常大。”“晴空”项目参赛队分队长邵
周权告诉记者，“这就是一个高度压缩的
小型复杂战场，是对参赛队员作战能力
的全方位考验。”令人欣慰的是，我军参
赛队员圆满完成任务。

此外，比赛还挑战装备极限。“安全
路线”项目是中国陆军首次承办，赛场
模拟实战环境，设置混合雷场、沟渠、浅
滩等多种障碍，时刻检验装备的技战术
性能。

备赛期间，中国参赛队与两支外军
参赛队为摸清工程车辆装备在实战化条
件下的性能极限，曾在过车辙桥障碍时，
数次尝试突破最大速度。因车辆下坡速
度过快，铲刀重量过大，液压系统 3次爆
裂；“苏沃洛夫突击”项目的涉水场，均按
步战车性能极限设置，比赛中，多个车组
因挡位、速度控制不当，导致履带打滑，
未能一次性通过涉水场。故障的出现从
侧面反映出比赛场地设置具有很强实战
性，考验了中国陆军现役装备的综合战
术性能。

智能，高科技助力裁

评系统做出零争议判罚

“比赛过程高度透明，比赛结果没有
争议，基本都是当场认定。”“苏沃洛夫突
击”项目裁判长徐有泽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比赛全程高度透明，车辆可看、弹
药可看、靶区可看、系统可看，全环节高
度透明，没有争议。”

裁决速度快且无争议，得益于主办
方采用了一套高科技智能裁评系统。

为确保“国际军事比赛”公平公正，
除成立由各参赛国军队共同组成的裁判
委员会外，我国作为该赛区主办方，采用
了包含车辆过障感应系统、边裁现场裁
决系统、靶标控制评判系统等 7个系统
在内的一体化综合智能裁评保障系统，
实现边裁现场裁决、成绩自动生成、信息

实时显示，保证了细致精准评判，用数据
说话，避免人为干扰。

记者在赛场看到，地面赛道遍布固
定高清摄像头、空中无人机实时跟拍，地
段边裁手持高清摄像机，参赛队每完成
一项课目，边裁就会准确、快速上报裁评
结果。如出现争议，裁判长可于裁评室
调取监控视频查证，作出最终裁决，确保
所有罚时有据可查、有规可依，使比赛
“零争议、零申诉”。

8月 6日，“晴空”项目裁判长洪江强
宣布比赛开始后，来自新疆军区某高炮
团的 96名官兵组成边裁团队，担负边裁
任务。他们手持裁评终端，遍布“晴空”
赛场各个关键位置，近百部手持终端同
步联动，通过红外感应计时系统、定位测
速传感系统，将参赛队上千组比赛数据
传至智能裁评系统，实时显示在裁评室
大屏幕。

晴空万里，刺目阳光，看不清转瞬
即逝的防空导弹与靶弹交汇又该怎么
办？对此，陆军试验训练基地第一试验
训练区工程师朱晓兵和他的技术团队，
带 来 了 防 空 兵 训 练 裁 评 的“ 千 里
眼”——某型光电经纬仪观测系统。该
仪器对导弹弹道和空中移动靶标交汇
的距离测量可精确到 0.01米。比赛中，
观测结果被投放在导播大屏幕，导弹交
汇场景看得一清二楚。
“中国用高科技打造了一个非常棒

的智能裁评系统。”“晴空”项目裁判委
员会的俄罗斯裁判谢尔久克上校赞不
绝口。

勇猛，“跨界兵王”演

绎全能战士

8 月 6 日，“晴空”防空导弹兵综合
赛，由新疆军区某师抽选组建的中国参
赛队压轴出场，他们凭借精湛的驾驶技
艺、过 400米障碍的灵巧身手、精准的自
动步枪射击以及利用肩扛式防空导弹完

美解决空中来袭目标，赢得全场喝彩。
“你驾驶装甲车几年了？”记者问一

名“晴空”项目参赛队员。
“3个月。”驾驶员杨卫江的回答把

记者后续想要问的问题一股脑全赶了回
去。杨卫江接着补充道：“我是汽车驾驶
员，备赛前从没开过装甲车，今年 4月 13
日正式开始学习的。”

令记者没想到的是，不仅杨卫江是
临时“兼职”，“晴空”项目中其他4位表现
惊艳的参赛队员同样都是“跨界”——分
队指挥员邵周权，原是 35毫米高炮班班
长；主射手景吴彦原是 57毫米高炮班班
长；射手王凯原是步兵指挥班班长；高射
机枪手黄文津原是警侦连战士。

他们均来自新疆军区某师。该师每
年都会开展“千人百项”比武竞赛，杨卫
江等 5人便是其中涌现出的“兵王”，为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被临时抽调出来。
短短几个月的备赛之旅，杨卫江和战友
要完成导弹射击、装甲车越障、400米障
碍、自动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等课目。
最终，他们在“晴空”项目的总积分远
超第二名。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赛前，记者有幸来到参赛队员的营
房，进去时，黄文津在擦拭保养高射机
枪，景吴彦在对着电风扇吹被汗水打湿
的衣服，邵周权在扛着训练导弹反复练
击发动作。

记者不忍心打破这种安静而又充满
力量的氛围，便悄悄在床边坐了下来。
看着邵周权脸上的汗水簌簌落下，记者
不由得从他手中接过导弹模拟器。他松
手的一瞬间，记者打了个哆嗦：“怎么那
么重？”“里面灌满了水泥，为了增加稳定

性，强化肌肉记忆。”邵周权不以为然地
随口说道。不一会儿，教练员进来，队员
围成一圈，通过录像和各种数据分析，讨
论着当天的训练。他们全神贯注的神情
不是备赛，而是备战。

像杨卫江这样的临时“兼职”参赛队
员并非少数。在“苏沃洛夫突击”项目
中，我军指定一个装甲团参赛，这与各参
赛国大范围选拔队员的情形反差较大。
我军 4个车组 12 名队员平均年龄不足
24岁，仅有 2人参加过去年该项目的比
赛。队员中甚至还有一名 19岁的上等
兵，担任的是步战车 3大专业中培养周
期较长的炮长。
“安全路线”项目的中国参赛队由第

75集团军某合成旅的工兵营组建，21名
参赛队员中，仅有 4人曾接触过“安全路
线”比赛项目相关课目，大部分人对比赛
课目较为陌生，都是以“新兵”身份去适
应、探索和创新。

该项目中国参赛队领队守海兵告诉
记者，俄罗斯参赛队中，有 4人曾上过战
场，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和良好的适应能
力，专业素质是经过实战检验的。“他们过
硬的军事素质虽给大家带来不小压力，但
我们平时的训练也是瞄准实战出发的，经
过这么久摔打磨砺，与他们同台竞技，是
对我们训练水平的最好检验。”

比赛的输赢从来不是目的，国际军
事比赛是部队接触战场的有效途径，为
的是增进各国军队间交流，通过实战化
赛场，让参赛队员汲取作战经验，打破陈
旧技战术思维，跟上瞬息万变的战场步
伐，培养实战化人才。从这个角度讲，中
国参赛队员收获颇多。

“晴空”项目比赛中，记者进

入备赛区，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参赛队领队巴依别科夫中校。

记者通过中方翻译，请他坐下来

聊聊，他坚持要站着，原因是“比

赛还没结束。”但乌兹别克斯坦

参赛队早已完成比赛，成绩也非

常不错，巴依别科夫中校却依然

要求必须站着接受采访。“其他参

赛队还在比赛。”他对记者说。

国际军事比赛区分了国别，

却凝聚了一群具有同样血性的

军人。巴依别科夫中校因临时

有事，采访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记者便和中方翻译聊天。没想

到，翻译当即开启诉说模式，把

记者惊呆了：“乌兹别克斯坦参

赛队是7月21号到的，因400米

障碍较为陌生，第二天一大早天

还没亮他们就敲我的门，6点就

要去练400米障碍，而且他们训

练起来极其刻苦，一个个动作反

反复复地练，一天练一天，不带

休息的，根本劝不住啊，饭都是

在障碍场上吃的……”

乌兹别克斯坦

领队站着接受采访

“晴空”项目综合赛，中国参赛队表现优异，取得该项目综合排名第一的好成绩。 王鹏飞摄

8月 11日，中国陆军承办的“国
际军事比赛-2018”项目在新疆库
尔勒赛区圆满收官。半个月来，共
有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俄罗
斯等 10个国家的 17支代表队、358
名队员在此进行激烈比拼。最终，
中国参赛队在“苏沃洛夫突击”步战
车组、“晴空”防空导弹兵、“安全路
线”工兵分队 3个比赛项目上夺得 3
个团体第一、6个单项冠军。那么，
此次比赛有哪些亮点？比赛中又发
生哪些故事？请看本报记者为您带
回的赛场报道。

——编 者

“国际军事比赛-2018”，中国参赛队鏖战库尔勒
■赵治国 台 浩 邓一寒 本报记者 鲁文帝

赛 场 花 絮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有一个

特别震撼的拍摄场地——涉水

场。高速行驶的步战车飞跃水面

和冲出涉水场的场景，是每一个

军事记者都特别钟爱的拍摄画

面。这次在“国际军事比赛-

2018”新疆库尔勒赛区的3个项

目中，只有俄罗斯参赛队自带了

BMP-2步兵战车，这当然是媒体

不会错过的内容。但涉水场分两

个区域，媒体只能集中在一侧，俄

罗斯参赛队步兵战车飞跃的涉水

场距离较远，很难拍到。

就在记者和其他同行想方设

法努力抓拍BMP-2步兵战车出水

的照片时，只听一声呐喊——“乌

拉”。赛道边的一众媒体记者齐

齐回头——20米外的机电房上，

一名俄罗斯记者高举相机一阵欢

呼，看来是登高望远，抓拍到了好

镜头，但是，近4米高的平房没有

梯子，他是怎么上去的？就在大

家疑惑时，他的同伴在房下竖了

竖大拇指，还不忘得意地眨巴眨

巴眼睛，原来是靠他当梯子扛上

去的，真不愧是“战斗民族”。

俄罗斯摄影记者

大喊“乌拉”

埃及参赛队到库尔勒赛区

后，以最快速度适应了比赛装

备。比赛正式开赛前3天，在训

练中因操作不当，他们烧坏了

92A轮式步战车的离合器，只剩

下备赛车可用，这可急坏了埃及

参赛队员。他们反复询问中方机

械师：“能修好吗？能修好吗？”

“能。”中方机械师给予肯定答复。

当第二天步战车完好如初开

出来时，埃及参赛队员对此难以

置信，非要立刻开着试试。翻译

告诉记者，他们认为这样的故障

至少需要3天才能修好。试车成

功后，他们热情拥抱连夜维修车

辆的中方机械师，连连称赞“中国

速度”。

在这里，埃及参赛队员还学

会了网上购物，只因翻译说了句：

“网上什么都有，想买什么就买什

么。”埃及参赛队员随即问：“有飞

机吗？”翻译还真给他们搜到了卖

飞机的店家，一时激起了埃及参

赛队员的购物热情。

埃及参赛队

见识“中国速度”

“晴空”项目比赛中，中国参赛选手使用便携式导弹进行射击。 袁 凯摄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比赛中，中国参赛队驾驶战车飞跃车辙桥。 袁 凯摄

“安全路线”项目比赛中，参赛官兵操作桥车，展开桥跨。 袁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