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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聚焦海军基地化训练

说起实兵对抗中的“红军”和“蓝军”，大
家并不陌生，甚至是耳熟能详。但谈论起
“红方”和“蓝方”之外的“绿方”，估计有很多
人会感到陌生。记者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说
“绿方”这个名词，但和“绿方”第一次亲密接
触，还是采访生涯的第一次。
“绿方”虽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业

内人士对此并没有一个像“红军”和“蓝
军”一样比较清晰的界定；“绿方”是一
个什么样的团队？就目前来说，也没有
一个可供参照的标准编制。不过，这并
不妨碍“绿方”团队在实战化训练中所
进行的实践，以及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和思考。

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组建的历史并
不长，他们在十多年的组训实践中，不仅
担任组织和保障实兵对抗的工作，还在
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绿方”的角色。他们
并没有纠结于“绿方”的“名分”，更注重
于为实兵对抗提供一个尽可能贴近实战
的演兵环境。

深入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站在联合训练基地的导调大厅，透
过巨大的显示屏，远在百里甚至千里之
外的大洋深处，一艘艘舰艇、一架架战
机、一条条潜艇轮番上演的潜舰机海上
大战，尽收眼底。

当然，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并不
是海军实兵对抗的全部。在惊心动魄
的对抗中，还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但
能左右演练对抗进程和胜负的第三方
力量——与红蓝双方同场角逐的“绿方”。

多年来，联合训练基地非常懂得取
他人之长为己所用，创建“小核心、大外
围”的实兵对抗构建模式。如果说，在
掌握部队实战化训练核心需求的基础
上，借力科研院所和院校“思想库”、“智
囊团”的智力和技术优势，合力构建更
加贴近实战的现代“蓝军”，积极为部队
战斗力建设服务是开放式思维，那么构
建一个贴近现代战争的战场环境，打造
一支小规模的“绿方”团队，便是联合训
练基地的又一个重要使命。

设计现代战争

——培塑强健的“大

脑”团队

在训练基地办公楼前有一块巨石，
上面镌刻着七个金色的大字：从这里走
向战场。

谁从这里都可以走向战场，关键是
走向战场后能不能打仗？回答是肯定
的。一代代训练基地的官兵，都在为把
基地建设成信息化条件下的“准战场”、
新型作战力量的“淬火炉”、战斗力提升
的“加工厂”、实战化演兵的“大舞台”不
懈地努力着。

模拟和复制一个“假想敌”，当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一个非常艰巨的
任务。但是，要把实兵对抗练到极致，
没有一个贴近实战的战场环境，就很难
使训练达到实战的目的。也就是说，
“淬火炉”能炼出好钢也会淬出废铁，战
场环境构设得不对，对抗的次数再多，
也不能为赢得未来战争积累胜算。

基地司令员沈一兵，有一个比较强
烈的忧患意识：基地必须为前来进行实
兵对抗的部队，提供一个贴近现代战争
的战场环境。如果在“这里”的战场感
知错了，走向实战就要吃败仗。

在一次实兵对抗的总结讲评会上，
担任红方指挥员的某支队领导很是遗
憾地说：“到基地参加演习，让我们找到
了自己的短板，了解了‘假想敌’的优
长，尝到了信息化条件下先进训练系统
的‘甜头’，但还不是很过瘾，主要是缺
少对未来战场的感知！”

临时组建一支“蓝军”重要，构建一
个贴近实战的环境更重要。能量机动
理论的创始人约翰·伯伊德根据自己的
实战经验，总结出了“感知、判断、决策、
行动”的基本循环理论（称之为OODA
循环）。任何军事行动中，感知是第一
重要的，如果感知错了，后面所有的战
斗行动都有可能会误入歧途。
“如果受训部队在我们这里不能感

知未来战场，那我们还怎么让部队信心
百倍地‘从这里走向战场’？！”基地党委
“一班人”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不仅要加
强“蓝军”的建设，还迫切需要一个强健
的“绿方”“大脑”团队。

三流的军队尾随战争，二流的军队
应对战争，一流的军队设计战争。训练
基地要给参训的部队发出一个正确的感
知信息，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个对战
争进行顶层设计的问题。扮演“绿方”角
色，实际上做的是演习的生态工作。训
练基地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对抗双方提
供一个“明天的战争”的样本和生态。

联合训练基地政治委员胡天明清
醒地认识到：有了设计战争的理念，还
得有设计战争的团队。这些年，训练基
地为了培养设计战场的“小核心”团队，
费了不少心，使了不少力。除了“请进
来送出去”外，善用“外脑”为我所用也
是很重要的一招。多渠道磨砺，全方位
培养，基地终于涌现出了被誉为“海战
导调师”的导调评估中心负责人刘校
然、享誉全海军的“演习导播专家”冯刚
高级工程师等一批顶用人才。

基地领导常常拿着一本本厚厚的
外文资料，与演习设计团队商量交流如
何构建现代战争环境。每年那些院校
的专家教授们，都会给基地带来最新的
现代战争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战法和理
念，基地也希望有更多的水面舰艇舰
长、潜艇艇长、航空兵飞行员等兵种的
人才，都加入到“绿方”的设计团队中
来，使基地的战场环境构建更加贴近未
来战争的需要。

构设战场环境

——与现代战场同

频共振

有了美好的设计蓝图，谁来落实变
现？

首先站出来的是基地环境构设兵力
群。别看他们的作战平台是一个个电子
方舱，但这些无腿的“方舱”在岸上能
“快跑”，在海上能“游走”，威力更令人
刮目相看。只要导调需要，他们便能听
令模拟出虚拟的电子舰艇编队和空中作
战机群，让参加实兵对抗的红蓝双方，在
超视距的作战环境中，感受到来自海上、
水下和空中的“攻击”。

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硬抗击
必不可少，隐形的软对抗则是无处不
在，电子干扰和反干扰成了交战双方的
标配，甚至有“无干扰不开战”之说。建
设一个能构设各种电磁环境的兵力群，
是落实好设计现代化战场的重中之重。

回想前些年的实兵对抗，指挥员翁
志刚跟记者介绍说，刚开始参演的部队
对硬对抗比较重视，对电磁方面的软对
抗重视不够。经过多波次的对抗之后，
不管哪支部队都发现，不属于正面对手
的第三方力量——“绿方”，给自己制造
出了很大的麻烦。在
“绿方”强大的电磁干
扰面前，不少参演部

队有点招架不住了，吃到了“重硬轻软”
的苦头。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不少走下演兵
场的参训部队，主动找上门来，与基地
环境构设兵力群“面对面”地交流，一对
一地讨教，总结抗干扰处置方法上的不
足，研究应对高招。

不属于“红方”也不属于“蓝方”的
“绿方”，一时间成了参演部队眼中的
“香饽饽”。很多部队主动找到训练基
地，要求“送训上门”，与环境构设兵力
群进行一对一的“对手练”。在一段时
间里，基地环境构设兵力群的“陪练档
期”排不开了，不少部队还“打上门来”，
要求跟着别的部队后面“蹭训”。

基地某处处长王合新介绍说，我们
也不是刻意在实兵对抗中给哪支参演
部队“难堪”，目的是使大家能在参演中
感知到信息化战争的复杂性、混沌性、
不可预知性。近些年来，环境构设兵力
群开展了“送训上门”的活动，尽心尽力
为部队提高战斗力服务。一般在演练
开始前，基地都会分批次、分阶段组织
数十套环境构设装设备，针对不同的对
象开展复杂电磁环境技战术基础训练，
高强度的干扰对抗有效地提高了各舰
艇战位职手的过硬素质。

王合新对记者再三解释说，环境构
设兵力群的任务不完全是破网、断链、
打关键节点，还得整合各种资源，根据
战争设计的需要，依据对手的战法构设
一个战术背景不断变化的现代战场环
境。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能不断提
高参训部队打赢能力的“绿方”兵力群。

树立实战靶标

——打造最有鉴别

力的试金石

训练基地的“绿方”团队并不像有
些人所说尽是“玩虚的”，他们“玩实的”
的时候更加让人瞠目结舌。

在海上实兵对抗中，最惊心动魄的
一幕，莫过于实际武器使用。可以说，
实弹射击是实兵对抗中最不能省略的
“致命一击”。不论是“红军”还是“蓝
军”，最后都得通过打实弹来鉴别攻击
能力和防守技能有多强。

虽说联合训练基地没有专职的实
体“蓝军”队伍，却有一个供参演部队打
击的非常专业的“靶子”——为大家树
立“靶子”的就是联合训练基地的靶标
保障大队。
“仗怎么打，靶机就怎么飞！”话好

说，可这活并不好干。副大队长王汉录
带着记者“检阅”他的“靶机”时，道了出
自己的苦衷。
“活靶子”，意思是毫无反抗能力的

目标，在军演中多少是一个贬义词。王
汉录介绍说，早年供大家攻击的靶子，
就是废弃的船艇，也没有动力，只是漂
浮在海面上让大家攻击。这样的靶子

连“活靶子”
都不算，只能
说 是“ 死 靶

子”，很难检验参演部队的实际攻击能
力和战术水平。后来的靶船有了动力，
但离实战还是有一段距离。

王汉录欣喜地告诉记者，近年来，
在许多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的支持帮
助下所打造的新型靶船，越来越接近一
艘有“思维”的现代化战舰。

在最近的一次实弹攻击中，一位多
次参加实弹射击的某舰舰长就非常有
感触地说：“智能化的靶机和靶船不再
是‘活靶子’，越来越没有‘套路’，逼着
我们也要创新更多战法予以应对，否则
就会失去胜算。”

如今，靶标保障大队不仅能为红蓝
双方提供非常逼真的假想舰艇，还能提
供假想来袭导弹、假想突防战机。靶标
保障大队既不属于“红方”，也不属于
“蓝方”；攻击可以从空中来，也可以从
水下来。部队的反导能力、突击能力和
饱和打击能力，都能在靶标面前得到贴
近实战的检验。

什么是试金石？靶标保障大队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实兵对抗中，做出了
他们的回答。

对于目前所取得的成绩，王汉录并
没有陶醉其中。他对记者说，很快大家
就能在海上实兵对抗中，看到越来越难
打击的智能化靶标、越来越难防守的靶
机靶弹。

展望不久的将来，王汉录很兴奋地
说，我们将与基地的环境构设兵力群一
道，为参演的部队提供一个“软硬兼备”
的攻防目标，为检验参训部队的实战能
力和战斗力水平构建更贴近实战的战
场环境。

上图：战斗警报响起，基地靶标保障

大队官兵紧急奔赴战位。 吴永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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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方”：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力量”
——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采访见闻（下）

■本报记者 范江怀 通讯员 吴永华

海上实兵对抗演练，不能不决出胜

负，否则就离实战化练兵差一点意思。

可在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进行的实兵

联合演练，有时真的很难论胜负——不

是不可能，而是不容易。

与其他军种的红蓝实兵对抗相

比，海军的实兵对抗常常是五大兵种

齐上阵，其复杂和混沌程度是其他军

种联合作战难以比拟的。他们所进行

的潜舰机海上大战，多种情况下是超

视距的，光统计硬毁伤就是一件非常

麻烦、需要时间认真谨慎对待的事情。

所以，你要去打听“红军”胜多、还

是“蓝军”负少，没有人能给出绝对的答

案。但这并不是说，海军的实兵对抗就

不重视胜负了。海军的演练大多是战

役背景下的联合体系对抗，攻防行动叠

加并行，战术对抗敌我交融，这样一来

就给判定胜负造成了相当的难度。一

场实兵对抗的胜负，需要几十名专家根

据采集的海量数据经过数周上月的复

盘评估才能做出科学准确的判定。

海军实兵对抗的胜负标准似乎与

其他军种不同，不是以毁伤的多少来

判定的。大连舰艇学院某系主任姜宁

是专家组的组长，参加海军实兵对抗

演练的筹划、导调和评估工作已经有

十多年的经历。他说，我们对双方胜

负的判定，首先是要看你在实兵对抗

中是否达到了战略战役目的，其次才

是对抗双方的战损程度。

除了对胜负的“淡泊”，不以胜负

论英雄，海军的实兵对抗对各自的“身

份”也不太“在意”。在演练的上半段，

你可能是“红军”，到了演练的下半段

你就有可能变成了“蓝军”。如果你没

有红蓝兼备、攻防兼备和神形兼备的

本事，在海军的实兵对抗演练中还真

的很难有胜算。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参演部队对

在演练中的身份转换都很受用。某基

地副司令员张文诗在参与实兵对抗演

练后，对这种换位对抗的做法大加赞

赏。熟悉研究对手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蓝军”把对手研究深了才能把“假想敌”

扮得像，“红军”也只有把对手吃透了才

能在对抗中把握胜算。在实兵对抗中

再进行换位思考和演练，又能把“拿敌练

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境界。

对于机械化和信息化程度都比较

高的海军来说，一次实兵对抗演练，投

入兵力多，出动各类武器装备多，费用

也高。在实战化练兵中实时实地进行

红蓝身份的转换，另一个明显好处是

极大地提高了军事训练的效费比。

在实兵对抗中，“红军”和“蓝军”显

然是演练场上的主角，“绿方”则是一个

配角。别看这个“绿方”虽然不直接参

与正面对抗，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

色。对这个有时是“敌人”，有时又是

“队友”的角色，各参演部队都是爱恨

交织。经过多次实兵对抗演练之后，各

支参演部队都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教

训”：要想赢得对抗，先得战胜“绿方”。

“绿方”不仅“毫不留情”，爱憎也

是分明的。在实兵对抗中，“绿方”构

建的各种战场态势，经常让参演部队

“眼瞎耳聋”，一筹莫展。即使大家“叫

苦连天”，“绿方”也绝不手软，相反还

“变本加厉”。不过，当大家走下演兵

场后，训练基地的“绿方”则一同参加

检讨式总结，并给参演的部队提供相

关数据，共同分析对抗中的经验教训。

不论是《孙子兵法》，还是《三十六

计》，都对战场的“势”有着精辟的论述。

现代战争的“势”，与古代战场的“势”相

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空间的拓展和

复杂的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

现代战争中，要想战胜对手，必须先要战

胜“绿方”这样的战场“造势者”。在实兵

对抗中，训练基地的“绿方”也在朝着“比

蓝军更蓝”的方向，努力打造一个更加贴

近实战的“假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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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亮剑 刘畅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