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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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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消息报》报道，

近日，俄中央军区在叶卡捷
琳堡市募兵站首次用虚拟现

实（VR）眼镜遴选合同制官
兵，候选人不用舟车劳顿地到部

队去，“只要戴上 VR眼镜，未来的合

同兵就能感觉到自己正处在步枪手、

机枪手、坦克驾驶员和车长的位置上，

而且视角可以做到 360度无死角”，他们

可以像参加真正的战斗一样转头、认真
观察并研究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各种

细节，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开创了俄军运
用虚拟技术手段招兵的先河。

俄军已有 10 种兵种视频供遴选人员
时使用，今后这一清单还会拉长，增加叠伞

员、装甲车驾驶员、通信兵、工兵和驯犬员
等。中央军区还在募兵站首次使用 BOS-

TEST研究法，确定候选人在紧张状态下的

自我调节能力，具体方法如下：受试者胳膊
上安上心率传感器，发挥类似键盘或鼠标

的作用，要求他自我把握好心率，控制计算
机屏幕上面的角色。比如在“潜水员”比赛

方法里，受试者必须将脉搏控制在低水平
上，脉搏越低，游戏角色下潜的速度就越

快，就会成为胜利者。招兵官根据候选人的
综合反应，再结合其他因素，评估其职业

取向情况，做出是否接收其参军入伍或
者能否从事某种军事统计专业的决定。

借助 VR眼镜，中央军区只用几天时
间即挑选了 12?合同制坦克兵。中

央军区合同兵募兵站长斯坦尼斯拉夫·皮

沃瓦罗夫解释：“这件事很有趣。一个人好
像在看图，实际上他相当于坐在驾驶员的

位置上，把坦克从原地挪动起来，转弯或简
单地从一个地方驶到别的地方。他清楚这

件事很有意思，做到这些很有成就感，因此
他的内心已开始产生兴趣，开始恋恋不舍。

换句话说，从这时起，招兵工作就开始了。”

此外，VR眼镜还赋予另一重任务。目
前，俄国民近卫军利用 VR眼镜开展教学，

它在 3D模型和环形全景图形成的虚拟空
间里使用，既可观察虚拟现实情况，还可观

察其他混合现实，在它的帮助下，通信兵在
真实无线电台所用的无线电网与教学过程

中所用无线电网融合为一体，即学员有一
半接触真实工况，另一半接触虚拟现实条

件。而在步兵训练中，他们在教室或体育馆
里给学员戴上 VR眼镜，在虚拟环境下模拟

战斗行动，准确再现即将开展真实战斗行
动的区域，从而让战士们更好地判定方位。

这套系统还能模拟出敌人突然反冲击、孤
军作战等意外情况，供受训者提高应对紧

急、意外和复杂情况的技能。
事实上，俄科研部门希望用 VR技术让

普通人能体验宇航员训练，甚至将来到国
际空间站拍?太空电视连续剧。 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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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历史上，地雷、三角锥、轨条砦等障碍物
一直是海军陆战队抢占水际滩头的主要麻烦，为顺
利抢滩登陆，中国海军陆战旅都配有专门的破障连。不
久前，海军陆战队某旅破障连开展野外扫雷训练，重点就设
置混合雷场、探雷器材使用、局部挖掘、全面挖掘、排除地雷
等实战课目专攻精炼，相关镜头展现了他们的专业与勇敢。

    尽管当今高精尖武器层出不穷，但地雷作

为最廉价、最高效的武器从未退出舞台。从
1903?俄国制造出第一种制式地雷以来，它在

历次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越战期间，美军
33%的伤亡都是地雷造成的。

按照用途，地雷可分为反步兵雷、反坦克雷
和特种雷。最常见的是反步兵雷，若按作用原理

可分为爆破型反步兵雷和破片型反步兵雷，前

者可埋于地下或设置地表，后者常见的有跳雷
和定向雷，反步兵雷通常使用压发引信、绊发引

信和松发引信，有的甚至还有反拆除引信，一旦
剪断绊线，立即爆炸。而反坦克雷常用压发引

信、震动引信、声引信、磁感应引信等，有的探测
到发动机声音就引爆，有的因履带车经过地面

产生的振动就会炸，更有的感应到大型金属也
炸……具体到两栖登陆作战，敌人主要在水际

滩头布雷，相比内陆布雷，存在三大特点：一是
沙滩比较柔软，容易下陷，须给它安装水泥基

座，工兵发现水泥基座就相当于发现地雷；二是
海水腐蚀性强，提前布雷易被海水腐蚀，一般不

会提前太长时间布设；三是海滩一般也是渔民
生产生活区，为避免误伤，海滩雷区通常有明确

标示，且不装引信，直到开战前才安装。
此次训练中，陆战队工兵所碰到的主要是

反坦克雷，这种场景显示他们主要为陆战队装
甲车辆开辟通道。关于对付反坦克雷，普通人常

常有三大迷思：
第一个，人踩到反坦克雷没事吗？许多资料

说反坦克雷的压发引信需要几百公斤压力才会
引爆，所以步兵踩到反坦克雷危险不大。其实，雷

体处于质量有效期或许还好，但碰上机械弹簧老
化的过期雷，还有那些为证明反坦克雷“踩不爆”

而在雷上反复蹦跳的“好事者”，那就大概率要出

事，外军就曾有过教练为展示反坦克雷“安全性”
而在上面蹦跶，结果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

第二个，踩雷后有没有抬腿自救时间？像
《集结号》等战争片里，都有倒霉蛋踩雷的镜头，

常见的自救做法是主人公一动不动，原因是踩
到的雷必须松开脚才会炸，于是旁边的老兵用

刺刀插、脱鞋、压石头等手段“骗”过地雷，实战
中很少有这种抬脚才爆炸的松发雷，因为设计

者没必要给触雷者这个抬脚的时间差。一般情
况下，狡猾的敌人常常给反坦克雷“搭配”一枚

松发雷，这实际是对付工兵的诡雷，它藏在反坦
克雷下面，如果一不小心只取走上面的雷体，那

么下面的松发雷就爆炸……所以，别被电影里
傻乎乎的抬脚情节骗了，当排雷工兵真的要“胆

大心细”。
第三个，为什么不让扫雷坦克和扫雷火箭

上呢？平原地带，大型扫雷火箭能在雷场里炸出
大路，扫雷坦克用扫雷犁、扫雷辊、扫雷铲扫除

大部分地雷。但这些重型扫雷器材都有其弱点，
像扫雷火箭是靠炸药冲击波引爆地雷引信，对

防爆引信就没有作用，如果用车辆机械扫雷激
活压发引信，但面对藏于海滩的地雷，且不论这

些“扫雷大块头”能否第一时间开上去，更

因地质松软，无论如何都有遗漏，必

须人工实施探雷和排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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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陆战队训练画面可以看出，两栖

战扫雷大体讲究三部曲：
工兵与地雷作斗争，首先要发现雷

区。雷区一般能在战斗打响前就发现，
而非战友触雷后才暴露，手段是观察敌

方有无诸如地雷监视员等人员定期在
可疑区域晃荡，或盯着敌方巡逻兵是否

刻意避开明显的通路，也可以留意土壤

色泽是否有不协调之处，或者地面有无

奇怪的裂纹。

发现雷区后，工兵分队派出探雷
兵，他们过去主要用金属探雷器，但现

在不少地雷采用塑料壳体，于是增配
了电磁感应探雷器、冲击脉冲雷达探

雷器、谐波雷达探雷器、红外成像探雷
器等等，让各类地雷无处遁形。发现地

雷后，探雷兵在信号最强的位置（即雷
体中心）插入标示旗，以便排雷兵处

置，或让战友避让。需要强调的是，

紧急时刻，若探雷器用光了，理
论上用刺刀或探雷针也能探

雷，因为正规埋
设的地雷距

地面都有一定深度，只要探测次数够，

总能发现。
如果只是徒步的步兵分队通过，

而且时间紧，步兵绕过标示旗，一个人
踩一个人的脚印就能通过，但如果需

要工兵排雷，那就不止取出引信或剪
断绊线这样费时危险的方法，他们可

以用直列装药爆破，或拿专用地面固

化剂，将地雷和土壤全部固化，使其不
会触发。

■ 战斗工兵在混合雷场探雷

■ 作业手扫开雷
体表面飞浮土，同
时注意雷体下面
是否还有“机关”

■ 作业手拆解反
坦克地雷引信

■ “敌”工兵提
前布设地雷，拦
阻我军进攻

■ 战斗工兵给已发现的地雷插上标志，

提醒后面的战友规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