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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带来进步
2018年初，模拟蓝军营正式组

建，年底，他们就首次以蓝军身份参

加红蓝对抗演习。“蓝军一般是本土

作战，熟悉地形，别的单位当蓝军都

胜多败少，咱们可不能丢人。”演习

前，蓝军营里就传来这样的声音，无

形中给官兵带来压力。“前方??处

发现敌人，正向我方逼近。”在疾驰

的步兵战车上，听到身边车长那低

沉的声音，刘珞阳不由得紧张起

来。不只是他，整个战车里，战士们

表情凝重。车内的空气仿佛凝固，

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红军发现蓝军并率先开火，蓝

军一些战车开始转移阵地。此时，

刘珞阳犹豫了，是一同转移，掩护队

友，还是继续隐蔽，准备偷袭？要知

道，他们车组所在的地点是精心挑

选的，视野开阔，伪装后很难发现，

继续“猫”下去比较稳妥，但会坐视

蓝军队形混乱、各自为战，任由红军

穿插。最终，刘珞阳所在的车组还

是选择隐蔽待机，之后成功“伏击”

多辆红军战车。可在演习复盘中，

整个蓝军营却得到导演组这样的评

语：“没有打出应有的战术战法，没

能为受训部队提供应有的锤炼！”

“归根结底，是对自己的使命定

位不够清晰，一到实战就乱了阵

脚。”经过反思，蓝军营更强烈地投

入外军知识的学习，刘珞阳最感兴

趣的是外军战术战法，研究越深入，

越感到一种紧迫感。刘珞阳经常与

演习场上的红军单位切磋技艺，他

们虽在演习场上“明枪暗箭”齐出，

但演习过后却互为良师，本事从不

藏着掖着。“如果蓝军能更好地利用

炮火优势，对可疑阵地进行火力打

击，那么我们红军的侦察力量就很

难起作用。”“在城镇进攻战斗中，红

军是先抢占要点，后撕开突破口，但

两个行动同时展开，蓝军将会陷入

被动……”红蓝双方开诚布公地交

流，掀起激烈的“头脑风暴”。蓝军

营还设立“战法研究日”，根据外军

作战思想、特点和具体的作战背景，

研究新的战法。每次对抗任务前，

他们一方面瞄准对手软肋，在沙盘

上反复推演摆练，另一方面在换位

思考中，集智推测对手可能作出的

决策，并拿出针对性打击方案。

对手刮目相看
“这个对手，越来越狡猾！”过去

几年，凡是跟蓝军营交过手的部队，

经常这样说。演习中，蓝军营来不

及在防御阵地布设障碍，就干脆把

一辆工兵车横在道路上，阻碍红军

前进；蓝军营明明发现红军侦察兵，

却不去抓捕，故意透露假情报，导致

红军决策失误……红军战友嘴上说

他们狡猾，但打心里也佩服，对蓝军

炮长刘珞阳更是竖起大拇指。

不久前的演习中，红军集群从

蓝军左翼突进，上级要求刘珞阳的

车组前出拦击。刘珞阳认为，如果

冒进可能陷入红军包围，他和战友

商量后，决定让另一辆战车正面佯

攻，他的战车却从树林后侧向左翼

阵地迂回。果然，红军两辆突击车

和两个战斗班就在左翼防守阵地埋

伏，刘珞阳所在的战车利用树林和

土丘做掩护，绕至突进红军的后侧，

近距离开火，“歼灭”对方车组。

接下去，蓝军营迎来曾经的老

对手——某重型合成旅。几年前，

该旅担任红军主攻任务，派出几十

辆各型装甲车辆发起进攻，蓝军营

频频出其不意，让红军以较大战损

差距败走。士别多日，老对手却今

非昔比。刘珞阳车组领受的任务是

速到?号高地“歼灭”红军机降力

量，高地上有蓝军指挥所，“红军居

然敢搞‘斩首行动’？”来不及多想，

刘珞阳车组火速出动，没想到，红军

趁着蓝军前沿防御力量削弱，凭着

强大火力支援和快速机动能力，开

辟数条通路，突入蓝军前沿……同

样的对手，同样的任务，同样规模的

对抗，结果却截然不同。虽交战失

利，但看到红军作战能力的升级，刘

珞阳和战友们感到欣慰。

永远的战斗员
“‘磨刀石’不硬，磨不出尖刀利

刃。”为了当好真正的蓝军，刘珞阳

下了不少苦功夫。战车的火炮有快

速转动的简易工况和提高准度的稳

像工况，他能对两种工况可以切换

自如，发现、定位、发射一气呵成，总

比别人快几秒。为提高夜间射击精

度，他对所有装备在夜视仪中所呈

现出的图像反复对比，能够快速找

到瞄准部位，精确到毫厘。

一年初冬的旅级对抗中，气温

骤降、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进攻

方向和进攻道路都让人难以判别。

“驾驶员减速，右前方发现可疑目

标。”刘珞阳利用热成像仪发现前方

有静止热源，初步判断是红军装甲

目标。他迅速将情况报给排长，并

给出建议弹种，确保一发歼敌。“歼

灭！”排长果断下达指令后，多辆战

车同时开火，红军三辆装甲车被“摧

毁”。经过一小时的战斗，蓝军以极

小伤亡赢得战斗，这场演习也暴露

出受训部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作战

的一些问题。

“蓝军不只是陪练员，还是永远

的战斗员，我们时刻准备上阵杀

敌。”蓝军营长说。有个细节足以证

明他们训练之严：他们的装甲车辆

用的频率太高，总是提前好几年进

厂维护，因此，他们把单位的教练车

借了个遍。为提高陌生地域驾驶能

力，驾驶员故意关闭周视镜，依托任

务终端地图选择机动路线；为了提

高车组人员协同能力，他们在训练

场一跑就是一整天，车长、驾驶员、

炮长三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眼到、

车到、火力到，宛如一人操作……

2024年7月，蓝军营难得地化

身红军，与另一支蓝军部队较量。

刘珞阳暗暗较劲，同为蓝军比一比

谁的拳头更硬。战斗打响，刘珞阳

和战友运用无人机、机械狗等新兴

力量，并与空中力量密切配合，发起

猛烈攻势，对手反被蓝军营利用地

形采取“脱离诱逼、设伏歼敌”的打

法所牵制，遇到不少麻烦。一个多

小时的鏖战落下帷幕，根据评估组

给出的结论，蓝军营扮演的红军取

胜。“无论是当红军还是蓝军，每场

战斗中见证的成长刻度，都是打赢

未来战争的一份底气。”刘珞阳坚定

地说。 张光轩 刘鹏 张居俊

你见过“涂有俄军红星标志的

隐形机”吗？如果你是军迷，相信会

说“不可能”，同俄罗斯针锋相对的

美国怎会让自己的隐形机变成“敌

机”呢！可是，美国空军真有“红星

版隐形机”，但它们属于神秘的假想

敌部队，专门模拟美国眼中的“俄罗

斯隐形机威胁”。

早在2019年，一度消失的美国

空军第65“入侵者”中队就复活

了。它是美军的“假想敌专业户”，

常年扮演苏联（后为俄罗斯）、塞尔

维亚、伊拉克、伊朗等国空军战术，

2005年从F-16C/D战斗机换装成

F-15C/D，隶属美国空军第57飞行

联队，驻扎在内利斯基地，由于编制

调整，2014年，第65中队解散，原有

战机转交空中国民警卫队。崭新的

第65中队一下子“金玉满堂”，获得

11架F-35隐形机，由于它们是初期

测试样机，与批量生产型还有差距，

在大迎角或高过载飞行时，武器发

射受到限制。不过，美军认为量产

型F-35要比俄军苏-57隐形机更

强，模拟对战时，要对量产型F-35

进行一些限制，样机的性能不足恰

好能满足模拟作战需要。这些扮演

假想敌的F-35采用适用夜间作战

需求的低可见度涂装，但美军更觉得

F-35与俄军苏-57外形相似，特别

是采用相同的涂装后，两者几乎无

法分辨，这样就更接近假想目标了。

重组后，第65中队就开始参与

美国空军的红旗军演，作为红方与

参演部队进行空战。随着近年来红

旗军演规模不断扩大，这支假想敌

中队由于不能长驻，使演习红军方

兵力不足，因此美军特意组建了供

红旗军演使用的第18中队，但该中

队更侧重夜间对地攻击，而第65中

队偏向于空战，两者在训练方式、模

拟动作上有很大的不同。

随着隐形战机、中远距空空导

弹、预警机等“力量倍增器”扩散，美

国空军意识到通过现有红旗演习培

训出来的飞行员恐怕难以胜任未来

作战，美军有可能与实力不相上下

的对手作战。目前，美国假想敌部

队所用的主要是F-15、F-16战斗

机，只能模拟苏-27、米格-29歼击

机，无法模拟隐形机，因此美国在重

组第65中队时部署F-35，目的就是

进行隐形机间的模拟空战。

朱京斌

隐形机充当“假想敌”

中国蓝军的“胜战之路”
“赢我才能过关，胜我才能打仗。”这是扮演外军的我陆军某专业

蓝军营的口号，他们从武器装备到作战原则、战术手段都同模拟对象
“一般无二”，致力于为兄弟部队当好“磨刀石”。作为蓝军营的“老
兵”，炮长刘珞阳的体会是“放下输赢的包袱，是当好蓝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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