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林飞

“沙漠风暴”行动凌晨2点发起, 海

湾战争爆发；北约晚上8点向南联盟发

起第一轮空袭，科索沃战争爆发；美英

联军凌晨5点半向伊拉克发动“斩首行

动”，伊拉克战争爆发……从近几场现

代局部战争特点来看，战斗几乎都是在

夜间打响的。

夜战是典型的“非对称战斗”。在

战斗中，谁具备强大的夜战能力，谁就

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进而赢得战争的

胜利。

以往夜战，武器装备较弱的一方，

可以利用暗夜条件掩护，采取夜间近战

等战术来抵消对方装备火力优势，最终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夜战一直是我军

的优良传统，很多部队都有“夜老虎”的

称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利用黑

夜作掩护，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集中

兵力，乘敌不备，将敌人各个击破；抗日

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展开

游击战，多是在夜间对敌人据点、交通

线、车站码头等重要目标进行破袭；解

放战争时期，我军夜战的规模越来越

大、战术越来越多，利用黑夜掩护组织

大部队快速机动、包抄，突破国民党“固

若金汤”的防线；抗美援朝作战中，中国

人民志愿军把夜间纵深穿插战术发挥

到极致，常常昼伏夜出，给美军以出其

不意的打击，令美军感叹“月亮是中国

人的”。

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随着夜视装

备的不断升级和全天候战场态势感知

体系的构建，武器装备信息化水平高的

一方，可以在夜战中实现“单向透明”，

最终以较低代价完成战斗任务。目前，

实施夜间突袭已成为军事强国碾压对

手的“撒手锏”战法。

现代战争的信息化作战手段，让昼

间和夜间作战没有明显的界线，夜间作

战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人。受作息时

间、生活习性、生理周期等影响，人在夜

间的反应速度、记忆能力、精神状态等

都会有所下降，这对于瞬息万变的现代

战争来说是致命的。要让官兵在夜间

发挥百分之百战斗力，必须经过长期的

专业夜间训练。据了解，有些世界军事

强国军队的夜训时间约占到总训练时

间的一半以上。高强度高占比的夜间

训练，可以让官兵克服生理周期和生活

习性的影响，适应夜间作战环境，保持

夜间能战的精神状态，通过熟练运用夜

视器材，积累更多的夜战经验技巧和战

术战法。

无论夜战装备技术如何发展，我军

“夜老虎”的优良传统不能丢。我军之

所以能够在以往的夜战中做到无往而

不胜，凭借的是过人的胆识技艺、严密

的组织纪律和接近实战的训练。现代

信息化夜战，高技术夜视、照明器材广

泛运用于战场，提高了部队夜间作战的

能力，但不能完全改变暗夜对战斗行动

的影响。夜间训练组织复杂、保障难度

大，与昼间训练相比，训练安全风险比

较高，个别单位和人员存在消极保安全

倾向，有意无意地降低夜训难度和强

度。组织夜训，就是要敢于直面风险，

敢于突破极限，通过严密的组织、科学

的施训、规范的操作来降低夜训风险，

让部队在黑夜的挑战和磨砺中不断提

升战斗力，让“夜老虎”长出能够撕碎敌

人的“新牙”。

“夜老虎”要想在未来战争中大显

身手，还需要在夜间组训、战术理念、

战法创新上有所突破。前不久，记者

随南部战区海军各部队进行夜训，发

现他们在近年的战备执勤、远航护航、

联演联训等任务中，积累了不少夜训

夜战经验。其中，他们在夜间组训施

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破解难题

的思路方法等颇有值得借鉴和深思之

处。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南部战区海

军的舰艇出发，与他们的夜训全程来

一次“零距离接触”。

上图：直升机夜间起降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李 维摄

练就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夜老虎”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周演成

微 观 察

旭日穿破海平面，化作一道金线隔
离了海与天，接着又冲向武汉舰，驱散了
驾驶室里沉寂了一夜的黑暗。

阳光冲进驾驶室后就驻足了，自从
战舰注重隐身设计以来，除驾驶室外的
其它舷窗都被一道道铁壁所取代。这些
铁壁不仅隔绝了阳光，还改变了舰员们
对时间最原始的认知。

海图室里新毕业的学员干部李征，
借着橘黄色的台灯看了看淡蓝色的母
钟。这是武汉舰的标准时间，其它舱室
里数十个子钟受其控制，嘀嗒之中精准
地标定着舰员们没有光感的时间。

6点了，李征该重回床铺补休，他得
为 9点半的操演和接下来一天的训练、
值班养足精神。这是李征在 30多天的
远航里，慢慢重塑的作战生物钟。

重塑生物钟，海上作

战不分昼夜

与码头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生活节奏不一样，战舰在海上是另一
种节拍，航海、机电等部门全时值班，
每个战位“三班倒”。对于值更官兵来
说，早已不存在白天和黑夜，只有当更
与休更。
“但晚上值更肯定比白天难熬。”李

征说，夜间值更，大多数人受生理习性影
响，生物钟一时调不过来，晚上更难集中
精力，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容易犯困。对
于集高精装备于一体的现代化战舰来
说，一个战位的失误有可能给战舰带来
致命的损失。

随着海军转型建设推进，军舰跨时
区战备机动、跨昼夜对抗演练、连续警戒
执勤的任务越来越频繁。长期的昼夜战
备，让他们注意到，夜战对抗的不仅仅是
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人的智力和与之
相适应的“生物钟”。

跨时区快速机动过程中，舰上不断
调整的时差给官兵生物钟带来的冲击非
常强烈，有时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
而连续跨昼夜对抗中，人的精神高度紧
绷之后，大都很难快速入睡。久而久之，
人的体力、反应、记忆等消退明显，战斗
力就很难保持。

如何训练生物钟，让舰员更加适应
舰艇昼夜不分的作战特点，成了海军舰
员的“必修课”。
“首先要学会休息，快速高效地睡

觉。”武汉舰舰长曹力告诉记者，会休息
也是一种战斗力，休息不好精力就要打
折扣，最后影响的是战斗力。舰上生
活，睡觉也是要训练的，如果不能适应
舰上昼夜不分的环境、嘈杂的噪音影
响、各种突发情况的打扰，就很难睡得
着睡得香。

眼罩、耳塞等物理措施是舰员初次
远航常用的助眠物品，但老舰员的秘诀
是全身放松睡眠法。舰上军医郭云开告
诉记者，通过学习和训练，长期远航的老
舰员可以很快进入高质量睡眠，这种睡
眠保持 30分钟至 1个小时，就可以恢复
大部分体力，让老舰员能够从容面对昼
夜不分、时差调换、连续作战等复杂情

况。
“更重要的是要让舰员保持足量的

夜间训练。”该支队领导介绍，近几年，随
着实战化训练步伐走深走实，战舰远航
中每天都会在晚上组织夜间训练，不仅
是为了提高大家的打仗本领，也是为了
训练官兵根据战况需要，随时调节和重
塑作战生物钟的能力。

那夜凌晨，映着暗红的夜灯，伴着微
微的波涛，李征和其他不当更的战友们
一道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战斗警报！”急促的警铃声瞬间打

碎了梦境，日光灯立即将不到 10平方米
的住舱照成了白昼。李征还来不及戴上
枕头下面的眼镜，就眯着眼看到另外 3
名上舰几年的干部已经跳下了床铺，正
急忙扎着腰带。

脚还没进作战室，副对空长黎运
明的声音就传了出来。“对空雷达加强
对目标观察警戒……”黎运明是此时
的作战值更官，依权使用当更武器系
统处置突发情况。

黎运明将当面海空情况向舰长曹力
报告，同时交出指挥权。武汉舰在曹力
指挥下，作战平台高速运转起来。

1个多小时后，操演在紧张而又有
序的氛围中进入尾声。曹力的复盘讲
评让李征心中的“警铃”又响了起来，
“战争何时打响，你我都不得而知。我
们只有将作息生物钟调整成作战生物
钟，才能从容地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
争。”

重新躺上床，李征对“休息也是为了
打仗，休息更要提防战斗的打响”有了更
深层次的理解。沉思片刻之后，李征开
始用军医教过的全身放松法，让自己快

速入睡。

白天不懂夜的黑，夜

训要有夜战思维

那天夜里，刚刚从数千公里外的海
滨转战到西北大漠驻训，南部战区海军
某防空旅某营还没来得及熟悉地形，就
接到导演部“进驻就打”的命令：迅速赶
往某区域担负防空警戒。
“以往开展‘进驻就打’多在白天，完

成任务并不是难事。”该营营长邱世超告
诉记者，那次不仅全流程操演，还是在夜
间。西北大漠的黑夜给他们来了个“下马
威”。

不能开车灯、能见度很差、地形不熟
悉，邱世超他们靠导航和夜视器材才能
在微弱的月光下走走停停。“报告，5号
车左前侧爆胎”“2 号车发动机温度异
常”“发现无人机侦察”……各种突发状
况接踵而至。最终，在规定时间前两分
钟，邱世超才带领部队赶到了目标地域。
“夜训不是简单地在夜间完成白天

的动作，而是要把实战中夜间会遇到的
敌情和困难全部练一遍。”随后的讲评会
上，邱世超感慨不已。以往他们侧重于
“单项”和“单向”的“作业式”夜间组训模
式，训练的质量和成效无法得到客观的
检验。对此，他们自我加压，提高夜训的
“门槛”：普遍开展“多项课目融合训”“互
为条件对抗训”等“作战式”夜间训练模
式，各单位各专业之间相互扮演红蓝双
方，将夜间侦察与隐蔽伪装、阵地警戒与
渗透捕俘等课目合在一起，推动夜训更

加贴近夜战。
有了高科技侦察装备的“加持”，暗夜

条件下的态势感知、装备操作等传统夜战
难点已得到有效克服。但装备性能、协同
能力等环节上“新昼夜差”的影响却越来
越凸显。邱世超说，只有不断创新夜战训
法和招法，才能拉近与对手的差距。那次
大漠驻训之后，他们按照“昼间练-昼夜
练-全夜练”的模式依次升级，逐步增加
训练的难度和强度，重点抓实了夜间车辆
驾驶、通信联络、侦察定位、伪装防护、故
障排除等内容强化训练。

邱世超和战友们几乎成了“夜猫
子”，一到晚上就“泡”在阵地上，机动行
军、抢占阵地、隐蔽伪装、筒弹吊装……
邱世超也喜欢上了黑夜，黑夜不再代表
着未知与恐惧，对他来说更是一片充满
挑战和机遇的战场。

不久后的一次夜训考核中，该营紧
急奉命机动至陌生地域进行战备值班，
武器装备机动比原来明显提速，装填导
弹时间也缩短了近三分之一……放眼整
个阵地，各战位号手上下忙碌，专业操作
紧张有序；指挥方舱内，屏幕闪烁，各专
业号手运指如飞，指挥员紧盯态势下达
口令。

夜幕中，一辆辆装备车快速进入预
定地域，一枚枚筒弹伫立的发射架，冷峻
凝望着夜空中闪烁的繁星。

夜海巧“穿针”，解开

夜训“紧箍咒”

夜色如墨，浩瀚的大海波涛汹涌，南

部战区海军查干湖舰夜间航行补给演练
悄然展开。

放缆、收紧主钢索、架设输油软
管……黑夜中，两艘军舰在海面上保持
着同速航行，一条钢索悬在两舰之间。
“有那么一瞬，感觉两条舰几乎要碰

到一起了！”甲板上，查干湖舰补给长李
建珂从钢索搭建完毕的那一刻起，心一
直悬着。看到钢索从受补舰缓缓收回，
这位补给专业“大拿”，才长长舒了一口
气。
“有人把航行补给比作在大洋上

‘穿针引线’，那么夜间补给就好比蒙着
双眼进行，对官兵素质和装备状态的考
验可想而知。”查干湖舰入列时，李建珂
就是补给长。两年来，查干湖舰已经圆
满完成数百次海上航行补给，全舰官兵
对于补给这项看家本领都底气十足。

但是，对于夜间补给，一次演练失
利让他记忆深刻。

那是一次海上战时补给课题演练，
查干湖舰受命利用夜色掩护，为某战舰
进行紧急物资补给。当时受涌浪的影
响，两舰之间的钢索一会儿拉紧，一会儿
收缩。突然，一个巨浪打来，两舰出现巨
幅摇摆，受补舰指挥员判断出现紧迫局
面，采取应急解脱。此次演练以失利告
终。
“如果放在白天，那晚的情形其实不

难处置。”失利的教训也引起了查干湖舰
邹竞舰长反思：当晚的情形在白天补给
时经常遇到，有非常成熟的处置方法，本
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出现了，其实是出在
大家的心态上。

邹竞说，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次失
利不是偶然情况。在查干湖舰准备围绕

夜间补给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时，一次官
兵座谈交流引起了支队领导深思：“安
全”“风险”“担心”成了夜训的“高频词”。

有的官兵坦言：“夜间航行补给不是
不想训，但是安全风险那么大，谁也不敢
打包票每次训练都能万无一失。年初出
事，一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这
种‘事故定乾坤’的压力，让我们实在放
不开手脚。”
“如果一线官兵都不敢闯不敢试，

戴着‘紧箍咒’搞训练，何谈一切为打
赢？”该支队党委一班人意识到问题所
在后，对各舰开展夜训等高难课目训
练建立起完善的容错机制，对于探索
创新训练方法、大胆组织高难训练等
过程中出现的差错问题不搞“一票否
决”，不把所有错误都当作事故来追
究。让一线官兵在宽松的工作环境
中、容错的机制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
性，敢闯敢试敢创新。

同时，为了杜绝“消极保安全”，他们
还对夜训立了“四个不得”：不得简化夜
训内容；不得减少夜训时间；不得降低夜
训标准；不得取消夜训课目。
“战场本不安全，训练岂无风险？”那

次复盘讨论夜间补给失利，该舰王红刚
政委给官兵算清了一笔“大账”：训练狠
一点，出了事故可能要担责；但如果训练
中搞避难就易，战场上关键时刻顶不上
去，这份责任未来谁担得起？

一直按照熟悉的套路在白天练补给
作业，就算再得心应手也是重复经验；挑
战短板弱项练强夜间补给能力，即使失
利也有新的收获。查干湖舰官兵意识
到，未来战场，首战即有可能是夜战，夜
间航行补给能力的强弱，是影响舰艇战
场生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
素，而且夜间补给具有相当的战场隐蔽
性，具有重要的实战价值。
“紧箍咒”解开后，解决问题的思

路办法一下子多了起来。在接下来的
训练中，一个个小发明、巧办法在舰上
接连出现。

在采访中，记者翻看他们的训练
分析表，所有在之前演练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都被登记在册，并逐一解决。
“关起门来搞训练，培养不出和受补

兄弟单位的默契度。”为此，该支队不仅
走出去，实地考察驱护舰装备特点和训
练需求，商定推敲夜间补给的训练方案，
还邀请驱护舰兄弟单位的指挥员和训练
骨干上门，围绕夜间补给作业中涉及的
舰艇操纵、信号识别、收发缆绳等细节进
行探讨，根据实战需求对一招一式进行
细化完善，为实际开展夜间补给作业打
下坚实基础。

几个月后，人还是那拨人，舰还是那
艘舰，海还是那片海。又一次夜间航行
补给演练悄然展开，撇缆、架索、对接、开
泵补给……一切有条不紊地按着预定轨
道在进行。

补给结束，两舰分航，月色之下，
两道航迹划出了一道象征着胜利的
“V”字形。一个小时后，旭日东升，一
道曙光穿过云雾，照亮了他们前进的
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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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炮夜间对海打击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李 维摄

第
一
视
角

独
家
原
创

34号军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