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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大翻身”
2018年初夏，科尔沁草原腹

地，朝霞初露，远方透出一抹金黄

色，斑斑点点地洒在隐蔽待命的指

挥车上，也照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一

营长宋恒哲的脸上，此刻他正全身

心投入空地协同演练中，对该营而

言，这是头一次。作为全军首个成

建制、成体系完成由传统步兵向新

型合成步兵转型的营级单位，一营

有属于自己的骄傲。

随着侦察直升机从头顶掠过，

武装直升机施放串串干扰弹，轰鸣

声刚歇，车载电台从不同方向传来

指令，演练开始。宋恒哲立刻进入

指挥状态，空中侦察、火力打击、开

辟通路……演训场上，炮火压制、空

中遮断、战车突击，一营打得越来越

顺手，“起初的感觉真爽”。宋恒哲

回忆。可战争是条变色龙，一营突

破“敌军”前沿后，依照传统陆战经

验，换发新式突击车的各连分头猛

追“逃敌”，结果与“敌人”混在一起，

航空兵考虑误伤问题，空中支援有

些“畏手畏脚”。可战机不可失，航

空兵不得不打击“敌”顽固火力点，

一营也因距离过近被较大“误伤”，

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无独有偶，一

营的电子对抗分队也因运用不当，

还没闻到“战斗”气息便班师了……

“伤亡率”70%，近一半是友军

“误伤”所致，这是一营首次空地协

同演练的成绩单！复盘总结会上，

营主官们的情绪跌落低点。“不跨越

大陆军思维定势，就会被挡在联合

作战门外。”一营从认识到行动来了

个“大翻身”，跨越军兵种界限，与任

务部队绑在一起练，构建基于任务

编组的集中联合驻训。

经过多年严格演训的锤炼，一

营的合同作战能力现已令人刮目相

看。侦察分队迅速出动，一组组战

场数据回传至指挥所；空地火力密

切协同，精确摧毁“敌”重要目标；工

程防化队，进一步摧毁“敌”残存工

事，开辟进攻通路；空地火力支援

下，地面突击群适时冲击，电抗、工

兵等配属力量伴随保障……联合作

战的思维已初见雏形。如今，“空地

协同时间误差30秒还不行，如何精

确到秒？”“火力支援如何有机衔

接？”“作战效能如何深度叠加？”等

等课题，已成为一营与友邻军兵种

全面融合下主攻的方向。

打穿“一堵墙”
空地协同作战，关键在“信息通

联”，可“联”的难度常常超出想象。

几个月前的一次空地协同中，

负责与航空兵通联的一营侦察引导

小组在风雨中调试通信设备。面对

复杂气象，加上“敌人”强电磁干扰，

组长杨文民带领大家奋战良久，终

于屏幕上显示与数十公里外的战机

成功建立信道，大家沸腾了，组网建

链、传输信息，无形“数据天网”悄然

织就。这张网里，无人机在空侦察，

武装直升机、歼击轰炸机对地攻击，

地面分队纵深突击，火炮航炮急袭

目标……陆空一体亮剑，成为恢弘

的战场风景。“让天空聆听大地的呼

唤！与战机共享数据，是获胜的关

键。”走下演训场，早已是满身泥水

的杨文民不禁感慨。如今一营可以

与其他军兵种互联互通，意味着全

营的联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可以

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可回想早年空地协同经历的

“阵痛”，杨文民总忘不了一场演练

的场景。当时，正面进攻的突击车

遭“敌”重火力压制，主力分队刚从

翼侧发起冲锋，就遭“敌”坦克伏击，

负责地面引导的杨文民紧呼空中支

援，但直到演练结束还没等来航空

兵的影子。“空地设备平台不一致、

接口不统一、软件不兼容，导致陆空

对接不畅，联合作战效能无处发

挥。”这场失利让杨文民和战友意识

到，链路不畅，好比一堵墙，把空地

协同挡在各自区域，止步不前。

通过上级牵线搭桥，一营把陆

空现役电台放在一个平面上，对空

地配对的信息装备分类排序，“现地

能联紧前测试、预计可联合力攻关、

搭桥即联向上请领”……逐步将空

地协同的情报链、指挥链、打击链和

末端引导控制链建起来。

之后的历次演练中，每当一营

分队遭遇“敌”顽固火力点，数十公

里外隐蔽待战的武装直升机迅速前

出，将其摧毁；围攻纵深据点，地面

分队边打边占，空军、陆航飞机巡航

盘旋，有效阻“敌”增援……纵观全

局，“走单骑”“独角戏”正被战场淘

汰，多维联动、联合制胜正成为战场

新图景。 向勇 陶李 张光轩

近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埃里克 ·

加塞蒂表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向印度斯坦航空制造公司

（HAL）转让F414航空发动机技术

的交易，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普遍

支持，两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国防

技术合作已扫清了政治障碍。

数十年来，印度国产光辉系列

战斗机始终面临动力不足所导致的

“心脏病”，尽管莫迪政府继续投入

巨资支持HAL生产新版光辉MK2

战机，但发动机技术短板依然是难

以逾越的障碍。前印度

空军试飞员兰吉特 ·莫汉

透露，鉴于国产卡佛里发动机

项目在2020年彻底废弃，莫迪政府

和印度空军无可奈何地选择从美国

进口F414发动机，满足光辉战机投

产的急需。F414发动机凭借出色

的油门响应、加力燃烧以及澎湃动

力，已在美澳等国空军安全运行

500万小时。通用电气的印太地区

副总裁称，首批向印度出口的数十

台F414发动机，让印度空军刚列装

的光辉MK1A战斗机发挥出“令人

印象深刻的威力”，“这更激发了我

们与印度伙伴深度合作的意愿”。

印度航空发展局主任吉里什 ·迪奥

德拉称，随着批量更大的光辉MK2

战斗机投产，印度对美国发动机的

旺盛需求，使得双方不可能继续停

留在成品销售的阶段。

按照莫迪政府支持“印度制造”

的政策，通用电气要想靠F414发动

机在印度“大杀四方”，就必须在该

国选择战略伙伴（通常由印度政府

指定），以技术转让方式特许生产。

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

国，终于促成美印联合生产F414的

协议，通用电气同意与HAL共享关

键技术，生产特供型F414-INS6发

动机。虽然媒体报道称技术转让比

高达80%，但按照美国此前“要么性

能缩水，要么使用不便”的一贯做

派，此次在关键技术转让肯定“留一

手”，外界普遍认为印度企业只能获

得风扇、低压压气机、涡轮等制造许

可，而高压压气机、燃烧室和高压涡

轮等核心部分不在其列。

事实上，美国“慷慨”转让技术

的背后，满是自己的盘算。通过军

事合作，美国意图蚕食之前由俄罗

斯垄断的印度军购份额，把印度变

成自己的“提款机”。如今，美印军

贸额已从2008年近乎为零的水平

暴增至2022年近200亿美元，美国

是仅次于俄罗斯的印度第二大武器

供应商。作为美国兼具技术出口、

金融服务两大优势的跨国集团，通

用电气把印度作为潜在目标市场，

希望利用部分航发技术转让，对印

度军事、航空及能源、电子、数字产

业等进行渗透。美国商业咨询机构

欧亚集团透露，通用电气在美国政

府帮助下，还在猛攻印度电力市场，

推销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此外，

美国还通过帮助印度提高军事实

力，推进印太战略，牵制该地区别的

大国，正如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

迪上将在传统基金会赤裸裸宣称，

“就是要让印度成为美国遏制印太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重要棋子”。

显然，印度试图借发动机技术

转让来助推军力升级，注定要付出

相当代价，本土战机的研发也必将

严重受制于美国，其喊了多年的

“AtmanirbharBharat”（自力更生）

口号，距离实现恐怕就像印军前

试飞员莫汉所说的——“还有数

个光年之遥”。 梁君 孙文静

陆军合成营“淬炼记”

军情揭秘

美国发动机助推印度空军“飞翔”

■ 突击车穿越水障

■ 特战队员乘直升机降到目标地域

■ 步兵下车作战

■ 印度国产光辉   A战斗机

■ F   涡扇发动机

不久前，陆军某旅一场合成营空地火力协同演
练展开。从作战侦察到火力配置，从突击时间到力
量布势，一营副营长王东宝与连排指挥员只花了15

分钟就完成筹划。而拥有这般优秀作战本领，他们
经历过哪些考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