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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5 日电(张圣涛、夏
云)中国陆军承办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 ”进
入第 7 个比赛日，备受关注的“苏沃洛夫突
击”比赛项目完美收官。中国陆军参赛队在 5
日的接力赛中，以 1 小时 18 分 19 秒的优异成
绩夺得团体第一，俄罗斯和伊朗参赛队分获第
二、第三。

“苏沃洛夫突击”比赛项目分单车赛、接
力赛 2 个阶段进行，中国、白俄罗斯、伊朗、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7
国参赛，每支参赛队 28 人。除俄罗斯参赛队
自带装备外，其他国家参赛队均使用中方装
备。经过前期两场单车赛激烈角逐，中国陆军
参加比赛的 3 个步战车组表现抢眼，包揽单车

赛前三名，并与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一
同取得接力赛资格。

上午 11 时 30 分，按照抽签确定的顺序，中
国和伊朗参赛队率先出发，俄罗斯与哈萨克斯
坦参赛队紧随其后。代表中国参赛的新疆军区
某师装甲团 9 名队员发挥稳定，顺利完成比赛。
据项目裁判组介绍，接力赛集驾驶、射击、通信

于一体，各参赛队 3 个车组要使用同一辆步
战车，在长度 4 . 3 公里的闭合赛道上接力行
驶 12 圈，穿越 120 组障碍。期间，每个车组还
要对 4 类 8 个靶标进行精准射击。

截至 5 日，“国际军事比赛-2018”库尔勒
赛区进行的 3 项赛事中，中国陆军参赛队已
斩获 1 个团体奖第一、4 个单项奖冠军。

“国际军事比赛-2018”“苏沃洛夫突击”比赛项目完美收官

中国陆军参赛队获接力赛团体第一

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6 日电(李大勇、杨庆
民)截至 6 日上午，“国际军事比赛-2018”赛程
过半，中国陆军赴俄罗斯参赛队在已完赛的 8
个项目中收获佳绩，其中“开阔水域”“修理营”
“军事拉力”“忠诚朋友”“道路巡逻”“工程方程
赛”获团体第二名、“安全环境”获团体第三名、
“军械能手”获团体第四名。

据中国陆军出国参赛指挥组总领队李斌
介绍，比赛中，中国军队与外军参赛队同场
竞技，对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是一次促进和提
升。中国参赛官兵非常珍惜这次参赛机会，
他们把赛场当战场奋力拼搏、勇创佳绩。

“厄尔布鲁士之环”是所有比赛项目中时
间跨度最长、参赛课目最多、体能要求最高、

比赛环境最恶劣的一项赛事，共有包括人工
岩壁个人攀登赛、山地定向越野、吊渡过
河、克服自然崖壁、机降强行军、攀登厄尔
布鲁士山等在内的 14 个项目。记者从中国
陆军出国参赛指挥组了解到，目前，该赛事
已完成 9 个项目，中国陆军总排名暂列第
三。

“国际军事比赛-2018”赛程过半

中国陆军赴俄参赛队 8 个项目收获佳绩

新华社俄罗斯普斯科夫 8 月 6 日电(张汨
汨、秦云涛)“国际军事比赛-2018”“空降排”项
目第二阶段比赛“战车单车赛”和“单兵两项”课
目，近日分别在俄罗斯普斯科夫州“红木船”靶
场和“扎维利奇耶”靶场完赛。中国空降兵参赛
队在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外军参赛
队的激烈角逐中，顽强拼搏，再创佳绩。

在“战车单车赛”课目比赛中，包括中国在
内的 8 个参赛国分别派出 3 个车组在山地障
碍驾驶和车载火炮射击上展开比拼。据介绍，
在总距离 6 公里的赛道上，各参赛车组要驾驶
战车通过圆木、机动障碍带、反坦克壕、浅滩、
车辙桥等 12 个障碍，并使用车载火器在指定

地点完成对不同距离上多个隐显目标的射击，
最终以完成单圈比赛用时、碰障碍物罚时和射
击未命中弹数罚圈来计算总用时。

中国空降兵参赛队是以空降兵某部“上甘
岭特功八连”为基础组建的参赛队，使用的是国
产 ZBD — 03 式履带式步兵战车。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比赛参加国家更多、竞赛条件设置也更
贴近实战，难度和挑战性较以往都有提高。比赛
开始后，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委内瑞拉参
赛队先后出现车辆故障，被迫临时更换备份车
辆并被罚时。中国空降兵参赛车组凭借精湛驾
驶技术和射击技能，确保了整个比赛装备零故
障率，特别是由驾驶员丁其爵驾驶的 803 车组

发挥出色，以零罚时完成比赛，取得优异成
绩。

3 日上午在“扎维利奇耶”靶场展开的
“单兵两项”赛事，要求参赛队员在武装越野
途中使用自动步枪、轻机枪、火箭筒三种火
器，采取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势对不同距
离上隐显的步兵目标和装甲目标进行射击，
比赛所用靶标也由之前的固定目标改成隐显
目标，参赛队员必须在 8 秒钟内完成射击。比
赛时，中国空降兵参赛队第三个出场，队员们
喊响“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口号，发扬
团结协作、连续作战的精神，取得第二名的好
成绩。

“国际军事比赛-2018”“空降排”项目第二阶段比赛两课目完赛

中国空降兵参赛车组“零罚时”完成比赛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5 日
电(记者刘济美、黎云)继单车
赛包揽前三名之后，中国参赛
队 5 日又开始与俄罗斯、伊
朗、哈萨克斯坦等外军参赛队
在库尔勒赛区展开了“苏沃洛
夫突击”接力赛最后的角逐。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裁
判长徐有泽少将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项目裁判委
员会对“苏沃洛夫突击”比赛
的设计有很强的实战性，比赛
场地集快速射击、驾驶越障、
班组协同一体，要求车组成员
操作步战车按规定路线，用最
短时间越过各种障碍、击毁多
类预设目标，是一项高度浓缩
战场复杂环境和典型战术动作
的军事比赛项目，考核的是陆
军主战装备的综合作战性能和
承载员的技战术水平，这也正
是此项比赛备受关注的主要原
因。

11 种障碍设置模

拟真实战场复杂环境

“苏沃洛夫突击”比赛是
在长度 4 . 3 公里的闭合赛道
上进行，赛道分布有机动越障
路段和涉水场、车辙桥、崖壁
等 11 个障碍，同时在 2 个射
击阵位对多个目标进行实弹射
击。

涉水场是外军参赛队失误
最多的一个障碍。涉水场水深
1 米，进出水坡度均为 1 5
度。多支外军参赛队出现通过
涉水场挡位、速度选择不当，
致使装备离开涉水场时履带坡
道打滑、无法正常驶出而被罚分的情况。“设置这项
障碍的目的就是检验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涉水技
巧。”徐有泽说，“这其中的挑战也只有参赛队员才
深有体会。”

土岭检验的是步战车的爬坡能力，是体现装备机
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各国军队的步战车组驾
驶训练都将其列为重要训练课目。

徐有泽说：“步战车最大爬坡能力接近 32 度，
但在比赛中，为了平衡安全性与观赏性，土岭设置的
坡度仅为 15 度，可以让步战车高速通过。”

崖壁也是步战车驾驶需要认真克服的一项典型障
碍，是各国军队装甲装备越障课目训练中首要分析的
对象。由于 86A 步战车采用的是履带式机动方式，
这使得它在机动越野能力上相比于轮式车辆具有更多
的优势，例如翻越崖壁。

徐有泽表示，比赛的崖壁高 0 . 7 米，接近我国
86A 步战车设计通过的极限高度，通过的方法和要领
讲起来并不复杂，但实际操作最能考验人装结合水
平，也被各国参赛队视为重点训练的一个障碍。 11
种障碍都是战场中的极限环境，也都是装甲兵训练的
典型课目。

对参赛国装甲兵实战化训练水平的

一次检验

步战车与坦克同为陆军标志性的主战装备，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军工发展的水平，“苏沃洛夫
突击”“坦克两项”的比赛设计实战性都很强，能够
有效检验参赛国装甲兵部队训练水平和战斗力。

“苏沃洛夫突击”是“国际军事比赛”项目中唯
一以俄国“常胜将军”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
洛夫命名的项目。今年，俄罗斯不仅从战场上调回一
名上将作为领队，而且部分参赛队员还有实际参战经
验，足以看出今年竞争的激烈。

在接力赛中，每支参赛队要使用同一辆步战车接
续参赛，总行驶里程 51 . 6 公里、越障 120 个、突击
目标 24 个。障碍设置复杂，目标隐显多样，比赛强
度很高，加上赛场预设炸点此起彼伏，把观众带入一
种浓厚的战场氛围。

赛道中雷场通道障碍的设置，俄军规定其宽度应
根据扫雷装备的性能来确定，通路标示应根据扫雷后
留下的痕迹来设置，而我军规定雷场通路宽度根据车
体加宽 1 米来确定，通路由人工予以标示。

“显然，我们的规定看起来严格，但是没有顾及
战场实际面临的敌情威胁。”徐有泽说，“一套比赛
规则就是一本‘教科书’，必须坚持以对手为师，通
过赛场比拼找准我军与外军在训练理念、武器装备、
组训方法等方面的差距。”

俄军经过多年实战历练，装甲兵训练的标准和方
法也在不断调整，例如增大土岭的坡长和顶高、将低
速通过车辙桥改为中高速通过等等。对比这些训练标
准的变化，也映射出我军在实战化训练理念上的差
距。

徐有泽表示，实战化训练重要在于将研战研训结
合起来，比赛提供了我们将“赛场向战场延伸”的机
会，这也是这项比赛备受关注的原因。

对中国参赛办赛裁评水平的一次检阅

中国的参赛办赛裁评水平成为“国际军事比
赛”能否在中国成功举办的重要保证。 7 月 30 日在
“苏沃洛夫突击”小组赛结束后，各国裁判对于最
后的结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徐有泽坦言，这是库
尔勒承办“国际军事比赛”以来，甚至是自中国
2014 年开始参赛以来，各国裁评对结果确认最快的
一次。

“这一点是对中国裁评工作最好的证明。”徐有
泽说，“往届比赛，包括在赛事发起国，比赛结束后
都会围绕成绩进行长时间的复议，这说明我们的裁评
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为了确保“国际军事比赛”公平公正，库尔勒赛
区研发了包含车辆过障感应系统、边裁现场裁决系
统、靶标控制评判系统等 7 个系统在内的一体化综合
裁评保障系统，实现了边裁现场裁决、成绩自动生
成、信息实时显示，保证了依规依纪执裁、细致精准
评判。

“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参赛各方还对裁评细则进
行了细致梳理和充分磋商，形成一致意见。”徐有泽
说，承办“国际军事比赛”，在检验我陆军转型发展
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军队在改革强军路上开放自
信、阔步向前的崭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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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6 日电(刘济美、刘
毅、伍志刚)参赛办赛裁评水平是“国际军事
比赛”能否在中国成功举办的重要保证之一。
5 日，在“苏沃洛夫突击”项目接力赛后 1 小
时，项目裁判委员会就确认了最终的比赛成
绩。

“晴空”项目裁判委员会裁判谢尔久克·
伊万·伊万诺维奇上校在“晴空”项目的多能
赛阶段结束后说，去年，我们在比赛结束后用
了 5 个小时来确认比赛结果，而今年的比赛结
果确认得非常快，中国用高科技打造了一个非
常棒的智能裁评系统。

为了确保“国际军事比赛”公平公正，库
尔勒赛区研发了包含车辆过障感应系统、边裁
现场裁决系统、靶标控制评判系统等 7 个系统
在内的一体化综合裁评保障系统，实现了边裁
现场裁决、成绩自动生成、信息实时显示，确
保了依规依纪执裁、细致精准评判。

记者在“安全路线”项目裁评室看到，项
目裁判长黄桃益宣布比赛开始的同时，赛场上
122 名边裁的手持终端同步联动，通过边裁现

场裁决系统、红外感应计时系统、定位测速传
感系统将参赛队上千组比赛数据上传至智能裁
评系统，是否命中靶标、是否越过障碍、是否
违规行驶等等，这些信息实时显示在裁评室的
大屏幕上。

记者还注意到，另外两个外军参赛队的裁
判也可以在自己席位前的监视系统里实时观看
裁评信息，一旦出现罚时争议，则可以通过辅
助裁决回放系统对比赛画面进行回放。

在“晴空”项目的技能赛阶段现场，委内
瑞拉参赛队驾驶中国 92A 轮式装甲运输车经
过设置有 183 根限位杆的“ 8 字型路”障碍
时，地段边裁举旗示意犯规。裁判组通过地段
边裁、固定高清摄像头实时传输回来的视频画
面，快速准确判定对委内瑞拉参赛队进行罚
时。

智能裁评系统里的计时模块，起点由人工
触发，终点则由红外感应终止计时，各参赛队
的比赛用时可以精确到毫秒。罚时模块则是由
边裁使用手持裁评终端，通过 4G 网络将罚时
上传至服务器，后台系统自动进行加罚时计

算，在比赛结束同时各参赛队成绩也一目了
然。

“证据链”是赛场公平的“判官”。“晴
空”项目赛场布置了 48 个监控摄像头、 30 多
部手持摄像机，可对比赛进行全流程、全过程
监控录像，达到了可视化、全覆盖、无死角、
无盲区采集“证据链”。

防空兵的抗击过程都是以“秒”为单位计
算的，先进的裁评系统确保了评判结果的准
确、公平和公正。在“晴空”项目比赛中，导
弹和高射机枪对空中目标射击效果，由先进的
精密弹道测量系统、防空兵观测系统提供技术
支持。每个系统都是双站联动，红外和可见光
相结合、近距采集和远距采集相结合、中波和
长波相结合，使空中脱靶量测量精度达到了厘
米级。

“晴空”项目裁判长洪江强介绍说：“正
是靠着这双高技术‘眼睛’，使裁评工作用系
统说话、用数据说话，保证了比赛裁评数据的
精准无误。”

智能裁评系统也对裁评人员的专业化能力

提出了要求——— 每一名裁评人员都熟悉比赛
流程、熟知判罚规定，能熟练运用裁评手持
终端和 DV 摄像机，做到所有判罚都有据可
查、有规可依，确保比赛完全公开透明。在
裁评人员选拔考核中，淘汰率达到了
15% 。

“任何比赛都应有权威、严谨的规则，
这样才能吸引各方参与，才具有生命力。”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裁判长徐有泽说，
“除了依靠科技手段之外，参赛各方还对裁
评细则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充分磋商，形成一
致意见。各比赛项目分别设立裁判委员会，
在比赛现场进行裁决，委员会成员享有同等
表决权。”

陆军库尔勒某合同训练基地司令员蒋富
春表示，智能裁评系统在“国际军事比赛-
2018 ”过程中得到了检验，也在基地实战
化训练中得以应用。它不仅为指导全军大型
综合性训练场地建设发展提供了经验，也为
部队从严治训，加强纠治军事训练中训风考
风问题，提供了科技手段的支撑与保障。

中国用高科技打造智能裁评系统
“国际军事比赛-2018”库尔勒赛区见闻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6 日电(记者刘济美、
黎云)“国际军事比赛-
2018”“晴空”防空兵比
赛，是专为陆军防空兵
而设计的军事比赛项
目。“晴空”意译自俄语
“将空袭之敌化为乌有”。

6 日，来自中国、俄
罗斯、白俄罗斯、埃及、
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委内瑞拉 7 国军队
的防空兵在库尔勒赛区
展开最后的角逐。

“晴空”项目裁判委
员会裁判谢尔久克·伊
万·伊万诺维奇上校，是
这一比赛项目最初的设
计者。这位俄罗斯军人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比赛的目的在
于选出优秀的士兵，这
比获得名次更重要。”

2015 年受“坦克两
项”比赛的影响，伊万诺
维奇创办了旨在加强各
参赛国经验交流与合作
的“防空战斗能手”比
赛，这就是“晴空”项目
的前身，当时比赛场地
在俄罗斯亚速海之滨的
叶伊斯克，比赛内容只
有一个单项赛。

比赛结束后，他意
识到，要想让这项比赛
继续充满生命力，就必
须对赛事内容进行完
善。

“我们必须要让赛
事的内容更贴近真实的

战场，要在赛场上产生新的防空兵训练方
法，要让各参赛队之间互学互鉴，共同促进
防空兵训练水平的提高。”伊万诺维奇说。

2017 年正式改名为“晴空”的防空兵比
赛首次由中国陆军承办，赛场在库尔勒某合
同训练基地，分技能赛、多能赛和综合赛三
个阶段进行，内容充分体现了防空兵作战行
动的特点。

今年的赛事设计又增加了难度，参赛队
员需要驾驶装甲车跑完 9 . 5 公里长的赛道，
并通过 12 组障碍，期间需使用 3 枚防空导弹
和车载 12 . 7 毫米高射机枪，分别射击 2 个
空中靶标、1 个超低空模拟直升机靶标，以及
模拟伞降靶标和地面装甲移动靶标。

伊万诺维奇认为，库尔勒赛区非常适合
“晴空”项目的进行，赛区周边的高山、戈壁的
高温和强劲的风沙就是天然的复杂电磁环
境和气象环境。在这种近似实战甚至高于实
战的条件下进行竞赛，是对参赛队训练水平
最好的检验。

“晴空”项目在 4 年时间里得到了不断地
丰富与发展，价值与意义也已经超出了伊万
诺维奇当初的设想。几年来，令他印象深刻
的事情很多，尤其是那些在赛场上胜出的士
兵，在他看来，他们会成为宝贵的火种。

“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在赛场
上积累的经验也能够提高本国其他队员的
训练水平。我认为国际军事比赛的价值就在
于选出优秀的士兵，这比各参赛队获得的名
次更重要！”伊万诺维奇强调说。

谈到这项比赛未来的发展，他还表示，
希望能增加夜间比赛环节，补充设置一些更
贴近实战的内容，比如射击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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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参赛队员在“国际军事比赛-2018 ”海上登陆赛求生赛中冲向终点。

日前，为期两天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 ”海上登陆赛第二阶段求生赛在福建泉州结
束，中国参赛队获团体成绩第一，并包揽陆战班成绩前三名。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冲向胜利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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