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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两项”比赛的主要亮点是

坦克飞越土岭、炮打真车实靶，电光火
石之下，大家被装甲兵的速度与精度

所折服，也自然会觉得驾驶员与炮长
是坦克的“灵魂”。其实不然，“坦克两

项”也考验着“一车之主”———车长！
“弹道偏左，修正量为……”半决

赛中，面对不定时、不定位显现的靶

标，第三车组的车长张祥在炮长钟春
波打出第一发炮弹后当即下达弹道

修正指令，第二发炮弹又精准命中靶
标，两发炮弹间隔不到半秒钟，一场

炮弹的速度与激情在简单一句指令
中上演。走下赛场，张祥表示：“作为

车长，战斗中在做好对上通联的同
时，还要搜寻目标点，观察弹着点准

确计算修正方向。”实际上，身兼多职

的张祥车长还创造了令人称奇的纪
录———决赛阶段的第一车组高射机

枪射击中，正在抬升的直升机靶被张
祥瞬间击落。赛后，张祥以宛若百步

穿杨的三发全中交上完美答卷。
“速度与精度的精彩展现，源于

对极限的不懈追求。”为了提高射击
精度，张祥没少吃苦，以狙击手的标

准要求自己，将高射机枪当狙击步枪
练。为具备敏锐的视力、快速反应力，

提高自己长时间不眨眼的能力，眼

涨、眼干是常有的事，就因为他红肿
的双眼，才有了“火眼金睛”的美誉。

练就火眼金睛还不算完，他还要不断
研究风速、温度与弹道的关系，反复

体验最优射击角度。

与车长史显宽搭档的炮长朱孔
浩指着赛道说，车长的指挥，对整个

车组的战斗力发挥影响重大，“除了
要求车长具有过硬的军事能力，更要

和我们达成默契配合。平时训练中，
车长更需学习心理常识，纾解队员紧

张训练压力”。在车长以身作则带动

下，中国坦克车组千方百计提高技
能，出奇制胜。驾驶员李嘉成与车长

商量，探索最佳过弯速度，但头几次
尝试出现了车速过快、坦克 180度甩

尾、险些翻车的险情，有人劝他停止
试验，李嘉成却憋足一股劲，不在技

术上达到精益求精，怎能超越对手。
一次次探索试验，终于让李嘉成摸出

驾驶坦克通过不同障碍的方法：弯道

内线入弯法、坡路升挡加速法……

    9? 5?的“坦克两项”决赛，采

取接力赛制，要求每个参赛队的三组
乘员使用一辆坦克， 中途可以换车，

轮流完成规定内容。每组乘员要在赛
场上跑四圈，其间坦克运动中炮击三

个静态靶，用并列机枪打击三个反坦
克炮靶，用高射机枪打击一个直升机

靶和一个武装皮卡靶。三组乘员总共

要打击 24个靶标，跑 12圈。

比赛中，中方第一接力车组动作

利落，力压强大的俄方车组，使得中
国第二车组领先一个车位出发。进入

第二轮后，中国第二车组成员快速装
弹快速击发，取得机枪打靶全中的好

成绩，不过中国队随后因疑似违规经
历罚停。 罚停结束后，第二车组进入

主炮射击地界， 车组快速搜索击发，

三发三中。 恰恰在这一轮比赛中，俄

罗斯队表现不佳，第一发主炮射击疑

似未中， 不过裁判组判定该炮命中，

不用罚圈。 结束了第二轮的赛程，中
国第二车组与俄罗斯队的 T-72B3M

坦克差距不大，只是俄罗斯队换乘后
较中国队先出发，取得速度领先。

进入第三轮，中国第三车组再次
打中所有目标，俄罗斯队在第三轮侧

向射击中，主炮竟出现三发不中的状

况，但最终俄罗斯队经历不可思议的
一分多钟罚完三圈后， 以 1小时 28

分 53秒的成绩取得决赛冠军， 中国
队以 1小时 29分 30秒的成绩完赛。

此次“坦克两项”比赛，中国队在
三场单车赛中均获小组第一，以综合

排名第二的成绩晋级半决赛，接力赛
以第三名晋级决赛，夺得比赛亚军。

◆向勇 荆海辉 赵焕斌

    翻山渡水，如履平地，炮响靶落，百
步穿杨，8月 23日至 9月 5日，赴俄参加
“坦克两项”国际比赛的我陆军某旅官兵，超
越人员技能与装备性能极限，表现顽强的斗
志。尽管东道主仍以 1小时 28分 53秒夺冠，
但中国队仅以落后 37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是“坦克两项”赛举办以来冠亚军差距最小
一次，观赛的俄老兵惊叹：“中国人表现太
棒了，解放军里面全是真男子汉！”

一切为了胜利
    “前方崖壁，降挡减速！”车长史显宽发出提

示，驾驶员单明奇当即回应减速降挡手势。8月 23

日，阿拉比诺训练场，即将登场的中国队抓住最后

缓冲时间训练。狭小的适应场地内，只许一组队员
驾车进行过障行驶，其余三组只能闭目凝神，徒手

练习配合。副旅长兼参赛领队季卫星说，“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是我军的传统，无法用实车的队员

就以心理暗示法展开静态培训，在脑海中回忆过

障、射击场景，想象当时该做的动作。
根据赛事规则，所有参赛队均不进行现地实

装试车，仅能以缩小的适应场地和沙盘推演来熟
悉环境。而且，有别于国内备赛场地，中国装甲兵

发现阿拉比诺赛场环境更复杂陌生，未知风险较
多。“训练可以受阻，打仗本领却不能生疏。”季卫

星鼓励大家，没有场地练，就想象训练，没有赛道
练，就心里记住赛道。寝室里，驾驶员的床头挂满

多幅手绘赛道，李嘉成说，自己画的是图，走的却
是心，每次默画赛道都有新收获，过雷场通路、越

土岭、进涉水场、射击急停……每当画到关键位

置，他总是特别细。

9月 1日下午，赛事进入半决赛。由于一辆国
产 96B坦克突发故障，参赛队紧急换车。面对突

发情况，702车组炮长钟春波稳住心神，根据首发
弹着点果断修正，最终全部命中靶标。“只要进了

车内，心里只盯着目标，一切为了胜利！”走下赛

场，钟春波坦言。9月 5日决赛，作为第一接力车
组驾驶员，李嘉成在发车最晚之下，驾车与俄军车

组展开“铁甲飙速战”，相互超越与反超越，最终以
6秒优势反超，为后续车组接力打下良好开端。第

二接力车组在主靶区被对手抢占之际，使用备用
阵位将 6个靶标全部命中。整场决赛中，三组队员

发挥出最好水平，尤其是射击环节，24个目标无
脱靶，赢得各国参赛队的高度评价。

平时精，赛时准

    “坦克两项”赛制紧贴实战，不仅

要求乘员具备过硬驾驶技术，作为车
组乘员，炮长和车长作用的发挥同等

重要。其中，车长要负责车组与指挥
组通联，还要搜寻目标点，其指令正

确与否，对射击与驾驶成绩紧密相
关。对此，参赛队在前期训练中更注

重默契配合。

练本领、练配合，一个手势、一个
眼神就能读懂队友所表达的意思。比

赛中，车长张祥对上通联次次有效，
弹药装填零失误。单车赛第一小组

赛，颠簸的车长室内，车长史显宽发
觉原有线路不通，与指挥组通联失

败，立即下令执行第二通信方案，打
开应急备用通信设备———防护帽上

的对讲机，坦克行进丝

毫没被耽搁。“真有你
的，你及时排障，射击

打得准记你一功。”赛
后，炮长朱孔浩拍着史

显宽肩膀说。“还是咱
预案做得细致。”史显宽回答：“平时

练得精，赛时才能打得准。”朱孔浩对
此深有同感：“快速高效的车组配合，

让我有更多启动火控系统和搜索目
标的时间，从发现目标到测距、击发，

我在比赛时的动作、心态都跟平时训
练一样！”

平时训练想不周全，打仗只能自

食苦果。他们以实战标准对待比赛，
总结前次经验，结合平时训练，发挥

大家主观能动性查找问题，卡弹如何

快速处理，坦克故障如何快捷换车，
比赛规定临时改变如何决断……无

疑，阿拉比诺赛场上的胜利，来自我军
官兵“谋定后动”———为了保障参赛坦

克万无一失，每次训练或比赛结束，
他们都将车里车外检查一遍，为防高

速行驶时履带脱落，他们不顾疲劳，
一节一节地对履带板拆解检查，为防

止卡弹，对每发弹药都比重测量……

追求极限，挑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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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两项”决赛概况

中国火力

■ 中国队的 702车组全速冲击

■ 702车组冲过终点后展示国旗

■ 中国军人为战友们欢呼

■ 703车飞越土坡

■ 中国参赛
坦克进行“静
对静”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