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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近日召开记者发布
会，公布了美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
雷帽”在尼日尔遭恐怖分子袭击事件
的调查结果。

去年 10 月，“绿色贝雷帽”的
“瓦拉姆”小队与尼政府军联合抓捕一
名恐怖分子头目时，在通戈通戈村遭
到恐怖分子伏击，造成美军 4死 2伤。
这是“黑鹰坠落”事件后，美军特种
部队在非洲遭遇的最惨重损失。

事情过去了 8个月之久，美军为
何旧事重提，探究前因后果？美军对
这一事件的调查和反思耐人寻味。

回顾——

抓捕“扑空”，反而

“遭伏”

美军特种部队 2016年开始在尼日
尔遂行反恐和安全部队援助行动，与
尼政府军共同打击“博科圣地”“基
地”“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

这起事件要从去年 10 月 3 日说
起。当天，为抓捕一名“伊斯兰国”
重要头目，“绿色贝雷帽”的“瓦拉
姆”小队 11名官兵和 35名尼政府军组
成联合巡逻队，前往蒂拉贝里地区通
戈通戈村附近展开行动。联合巡逻队
总计 8台车，其中美军 2台皮卡、1台
越野车，尼军4台皮卡、1台越野车。

行动扑空后，联合巡逻队决定在
通戈通戈村停留一夜再返回基地。10
月 4日，车队驶出通戈通戈村仅 100多
米，就遭到武装分子伏击。这伙武装
分子大约有 50人，装备有突击步枪和
便携式反坦克武器。武装分子猛烈的
火力打得巡逻队措手不及，双方陷入
苦战。（过程详见左图）

收到巡逻队求救信号后，尼政府
军和法军迅速反应。尼政府军8分钟就
完成出动，但受限于距离、地形以及
恶劣的路况，4个多小时后才抵达通戈
通戈村。法军幻影战斗机 47分钟就飞

到现场，尽管携带有弹药，但因与美
小队无通信联络渠道，也无敌我识别
信号，因此无法提供火力支援。幻影
战斗机最终以超低空掠地飞行的方式
震慑武装分子，迫使其撤退寻求掩护。

此次袭击事件，造成美军 4人死
亡，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
长马蒂斯要求对事件进行严密调查。

探源——

相互“不熟”，政策

“误读”

美方此次公布的调查报告，在肯定
美尼两军官兵战斗精神的同时，直言造
成这起悲剧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

一是人事和战备制度不健全，没有
进行关键的集体合练。事实上，此次遇
袭的美军小队已是第二次部署到尼日
尔，且在部署前进行了专项训练。但由
于人员和岗位调整，真正部署到瓦拉姆
基地的小队成员，仅一半一起进行过协
同训练。与此同时，该小队此次任务前
也没与尼政府军建立紧密联系并进行融
合训练，也没有与尼政府军进行任务前
的演练或战术操演。

二是行动程序存在漏洞，作战计
划审批过于草率。行动前，小队长和
前进作战基地指挥官照搬照抄以往文
件模板，错误地确定了任务的作战决
心。而且，这一抓捕恐怖分子重要头
目的任务并未向上级报批。了解任务
实情的最高指挥官，仅为前进作战基
地的一名上尉。而此类复杂任务，至
少需要特种作战指挥和控制分队的营
级指挥官批准。通过调查，美军高层
发现非洲特种作战司令部、北非-西非
特种作战前进指挥部及其下属的特种
作战指挥和控制分队、前进作战基
地，普遍存在作战决心批准程序自相
矛盾、措辞模糊等现象。各级普遍依
赖以往作战决心模板，习惯照搬照
抄，不能明确行动细节，缺少筹划监

督措施。
三是对美非洲政策理解有误，违

反“安全部队援助”行动原则。美国
国防部要求，美军在非洲与伙伴或盟
军联合行动时，要清晰理解美在非战
略意图，要帮助盟友做好准备，承担
更多责任。“安全部队援助”行动，要
求美军通过装备和训练尼军提升其实
力，自己则应谨慎使用武力和避免直
接参与战斗。美高层认为，“这样可以
避免向一个面积堪比得克萨斯州的国
家派遣数以千计的美军”。此次事件说
明，驻非美军普遍存在对上述行动原
则落实不力的问题。

整改——

强调“合练”，多当

“顾问”

调查结果出来后，马蒂斯要求国
防部直辖各机构、各军种及各作战司
令部，针对报告进行对照检查，并在
120天内提出各自整改措施。

未来，美陆军及美特种作战司令
部将从多个方面进行整改：调整美陆
军特种部队对友军施训的相关规章和
政策；强化美军官兵在海外反恐行动
中的顾问职责；审查影响部队临战训
练的人事政策，确保部队在部署前完
成集体合练；审查并最大限度减少可
能弱化和降低战备水平的规章制度。

此外，马蒂斯还命令主管人事和
战备的副部长审查所有影响战备部署
的指示和政策，同时还要求将相应的
备忘录、调查报告发给空军和海军的
相关领导，以便其采取措施，确保此
类事件不再发生。

下图：美陆军特种部队和尼日尔政

府军在“燧发枪”特种作战演习中。“燧发

枪”特种作战演习是美欧等西方国家与

尼日尔、乍得、尼日利亚等国举行的例行

性演习，演习课目主要围绕反恐展开。

图片来源：东方IC

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陆军特种部队尼日尔遭伏调查结果—

“绿色贝雷帽”折戟谁之过？
■李昊野

根据美军作战条令，车队在运

动中遭遇伏击时，指挥官有详细的

处置程序，具体分为 11个步骤：

指挥所属人员迅速寻找遮蔽物、确

定敌位置、向所属人员与车辆发出

与敌遭遇通报、以火力掩护己方徒

步人员运动、抢回伤员、抢回敏感

物资、向不能上车的徒步人员明确

集合点、指挥所属分队脱离敌杀伤

区、如不能脱离敌杀伤区则指挥所

属分队攻击敌伏击阵地、向上级提

交现场报告、巩固与重组。

其中，前5个步骤被美军认为

是反伏击作战的关键环节。而且

美军对第9个步骤有特别说明，强

调在被伏击车队没有装甲车、仅

有普通车辆的情况下，“万不得已

才可攻击敌伏击阵地，以免扩大

伤亡”。不难看出，美军反伏击战

术的核心要义是“准确判明战场

态势、果断撤出伏击区域”。

根据美军调查报告披露的战斗

细节，通戈通戈村事件中，小队

长在面对优势之敌伏击时，基本

遵循了反伏击处置程序。尽管他

在 劣 势 条 件 下 带 领 队 员 英 勇 战

斗，表现可圈可点，特别是遭遇

伏击后，第一时间调遣组内机枪

等重火力进行火力压制，掩护己

方人员。但其随后的表现，尤其

是在具体战术运用上，仍存在若

干疏漏。

其 一 ， 盲 目 自 信 ， 轻 敌 冒

进。车队遭遇袭击后，在没有准

确判明形势、掌握敌我力量对比

的情况下，小队长盲目自信停车

对敌发起攻击，浪费了宝贵的反

伏击第一处置时间。车队如果在

刚开始遭遇零星枪击时，立即加

速驶出树林这一伏击高发区，或

者立即掉头返回村庄建立防御，

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其 二 ， 动 作 拖 拉 ， 缺 乏 配

合。撤离行动中，小队不仅与尼

政府军缺乏有效配合，内部成员

协同也不到位，撤退动作拖拉。

其间，不仅有车辆擅自驶离，而

且许多士兵登车动作迟缓，给了

武装分子可乘之机。由于组织不

严密、交替掩护不够，最后撤离

的美军车辆只能独自面对优势之

敌的火力，导致车上的士兵全部

阵亡。

其三，准备不足，增援迟缓。

此次行动中，联合巡逻队与其上

级 单 位 明 显 准 备 不 足 。 由 于 轻

敌，联合巡逻队在与武装分子交

火近1个小时后，才发出紧急求救

信号。法军战机抵达现场后，由

于与地面美军缺乏协同措施，甚

至无法实施有效火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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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建于 1952

年，地处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隶

属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主要职责

是为美国陆军官兵、联邦机构文职人员

以及盟国军人进行特种作战训练，是美

国陆军特种部队唯一的训练中心。该中

心可谓“绿色贝雷帽”的摇篮，一批又

一批的特种兵从这里走出。

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顾名思义

与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有些渊源。

事实上，肯尼迪不只与这个中心

有些过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美军特种部队的发展，至今仍为特种

部队所尊崇。

1961年入主白宫后，肯尼迪一改

艾森豪威尔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战

略”，开始推行“灵活反应战略”。该

战略要求美军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

同时，加强常规兵力建设，以便能应

对包括常规战争、核战争、特种战争

和局部战争等在内的各种战争。在这

一背景下，美军特种部队迎来冷战期

间发展的春天。

肯尼迪在多个场合毫不隐瞒对特

种部队的喜爱和支持态度。在1961年

的一次演讲中他指出，我们的特种部

队和非常规作战部队将获得扩充，并

根据新的任务进行调整。在所有涉及

的部队中，必须格外重视特种作战技

能和外语，后者能够使我们的军队与

当地百姓交流。

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原名陆军特

种作战中心，肯迪尼担任总统期间曾

到访该地。甚至在肯尼迪的葬礼上，

也有该中心精心挑选的陆军特战队员

参与护卫灵柩。为缅怀肯尼迪，陆军

特种作战中心于1985年更名肯尼迪特

种作战中心。

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开设的特战

训练课程多达70多门，包括评估和选

拔课程、心理战课程、高空投下低空

开伞课程、高空投下高空开伞课程、

水上活动课程、民事课程、潜水课

程、狙击手课程以及求生、抗审讯和

脱逃课程等。该中心训练严酷，淘汰

率高达75%，能够留下来的都是其中

的佼佼者。

下图：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

雷帽”进行越野驾驶训练。

图片来源：东方IC

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

“绿色贝雷帽”从这里走出
■倪华阳 刘晟含

12个美军官兵，一个都没死，还掀
翻了5000余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影片 《12 勇 士》 着实有些夸
张，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的是
“9·11”事件后第一批进入阿富汗的
一支美军小队执行任务的故事。

当然，这 12 个人并非亲自上阵
打击塔利班，而是主要依靠阿富汗北
方联盟完成任务。

你没猜错，这支 12 人的队伍就
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
成员。
“绿色贝雷帽”是美国陆军特种

作战司令部下辖的一支精锐特种部
队，正式成立于 1952 年，前身是中
情局领导下的“杰德堡”行动组。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
尼迪视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
堡基地时，亲自指定绿色贝雷帽为陆
军特种部队的军帽。“绿色贝雷帽”
也从此成为陆军特种部队的代称。
“绿色贝雷帽”部队现编第 1、

第 3、第 5、第 7、第 10 五个特种作
战群和第 19、第 20两个国民警卫队
特种作战大队。5个特种作战群分别
负责太平洋、非洲、中东、美洲、欧
洲五个区域，与美国战区设置基本对
应。
“绿色贝雷帽”入选资格相当严

苛，基本条件必须是在军中服役满 3
年、具有高中或大学文化程度，并已
取得空降合格证书的优秀士兵。《痞
子英雄——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
帽”阿富汗战地纪实》 一书作者凯
文·莫勒，2010年曾随第 7特种作战
群 A分队 7316 小队赴阿富汗执行任
务。在他看来，“绿色贝雷帽”成员
大都是喜欢竞争、热情专注的“A型
性格”，也是常规部队眼里“不懂规
矩的牛仔”。
“绿色贝雷帽”最基本的作战单

元是 12人组成的分遣队，成员分别
擅长作战、情报、武器、工程、医
疗、通信中的一项，同时通过交叉训
练掌握另外一到两项专长。此外，每
名成员至少还要掌握一门外语。

很多人分不清“三角洲”部队和
“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区别，其实从

二者所承担任务上可大致作一区分。
“三角洲”部队主要执行“小规模、
高强度、短期”任务，例如突袭和抓
捕行动。而“绿色贝雷帽”部队自成
立之日起，任务基本都是围绕“非传
统战争”展开，比如对外国抵抗部队
和颠覆破坏当地政府的力量进行隐蔽
支援。

曾就职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的本
纳特·萨克里克少将说：“我讨厌将
特种部队比喻为‘矛尖’，猎杀并不
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也有专司这一职
能的部队。我们所做的是其他部队不
会做的事，是与伙伴国家开展本土合
作。”

在“国家地理”拍摄的 《身处
“绿色贝雷帽”》纪录片中，那支驻
扎在阿富汗南部塔利班活跃地区的
“绿色贝雷帽”小队，主要执行类似
“乡村稳定”的任务，也就是与塔利
班争夺民心。而《痞子英雄——美军
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阿富汗战地
纪实》 一书中 7316 小队的主要职
责，则是训练阿富汗国家民事治安警
察，以及带领这些警察在坎大哈地区
巡查。

“绿色贝雷帽”—

他们的职责并非猎杀
■马建栋 孙 帅

1993年 10月 2日，美军线人打探到
消息，索马里武装分子头目艾迪德的 2
名助手住在摩加迪沙奥林匹克饭店。在
情报人员用无线电与线人反复核实后，
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和“三角洲”特种
部队展开联合抓捕行动。

3日下午 3时许，一队“黑鹰”和“小
鸟”直升机从美国位于索马里海岸的一个
军事基地出发，地面车队随后驶出兵营，
目标直指摩加迪沙市的奥林匹克饭店。

开始的一切完全像美军想象的那
样，从空中机降到突入饭店、从雷霆抓捕
到撤出饭店，美军行动迅捷，并抓获 24
名武装分子。

就在撤离之时，意外发生了。美军
被艾迪德武装分子包围，千余名索马里
人向美军发起攻击，战斗持续到晚上，担
负首批攻击任务的“游骑兵”和“三角洲”
队员，有的躲在车里遭到围攻，有的被分
割包围在各狙击点，抓捕行动由此变成
了救援行动。

此战美军损失惨重，代号“超级 61”
和“超级 64”的“黑鹰”直升机先后被击
落，数量“悍马”车被击毁，19人丧生、1
人被俘、70余人受伤。

（王栋栋、伍志刚辑）

黑鹰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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