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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按战编组，强化
任务牵引战训一致

“ 真 切 感 受 到 了 合 成 训 练 的 新 气

象！”这是某场演训活动中一位分队指挥

员由衷的感慨。

阵地上，坦克、步战车轰鸣前进，无

人机飞旋临空侦察，电抗、侦察分队按照

编组迅速展开，多型战机在机场蓄势待

发……来自多个军兵种的分队融合搭配

在一起，攥指成拳，形成统一指挥的作战

编组。

战斗打响后，空军空降兵将某些重

型装备先期投送至战斗地域，陆军合成

营紧随其后，快速突入“敌”阵地，无人机

定点侦察、情报共享，引导空中力量摧毁

“敌”要点目标。

该合成营程营长激动地说：“作为一

名陆军的合成营长，我指挥了一场多军

兵种行动。”

“这次演训活动围绕作战任务需求，

跨军兵种组成作战编组，为联合作战打

造了即插即用的战斗模块。”陆军某旅指

挥员向记者介绍说，这是新时代合成训

练的一个亮点。

“作战编组”“战斗模块”这些词对于

长期组织训练的程营长而言并不陌生，

但回想起接受任务之初，当这个带有具

体作战场景的任务交给程营长时，他的

第一反应仍是如何调配陆军合成营所属

的若干作战要素。

“这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打破建制

单位限制，基于作战任务确定训练编组，

按需要配齐力量要素。这些年也经常参

加一些跨军兵种的训练，但军兵种力量

‘联’的程度还不够深。”程营长坦言。

“那种有限的联合，距离真正形成一

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还有不小差距。”这是

记者在训练场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这些

年来，我军军兵种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的

合同训练，取得了扎实的成效。如何在

继承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又如

何用新理念新手段突破难点卡点，走出

一条新路子？“向跨军兵种编组训练、作

战单元跨域协同等方向大胆迈进。”这是

从训练领域专家学者到一线指挥员的共

同心声。

训 法 的 创 新 ，需 要 体 制 机 制 的 支

撑。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

到，跨军兵种战术训练机制正在加速构

建，将有力解决跨军兵种抓训统筹弱的

难题，跨域编组训练、对抗训练的责任主

体将更加明晰，组织流程将更为规范。

目前，我军已建立跨军兵种统任务、

统规则、统行动、统结果等协作机制，即

将出台一系列合成训练导调组训规范，

将近年来的实践探索成果总结转化为制

度机制，全链路规范新时代合成训练组

织运行。合成训练的抓训责任和程序方

法已逐步规范，跨军兵种协作等配套机

制将相继出台。

“体制机制的突破，让我们在试训中

尝到了甜头。”记者跟随海军某支队舰艇

编队参加实战化演训活动时看到，由于

任务海域水文条件复杂，加之“敌”信号

干扰较强，锁定的目标多次摆脱追踪，最

终没能形成有效抗击，眼看着“敌”目标

消失在视野之中。

在复盘分析时，编队指挥员大胆提

出，打破观念束缚，依据作战需求调整作

战编组，增配部分空军雷达力量：“我们

在组训过程中，已经多次与区域内空军

沟通探索，初步建立起合成训练导调组

训机制。”

通过协同训练计划，利用空军雷达

某部在附近海域执行任务的时间段，舰

艇编队借助空军雷达看得远、跟踪稳的

优势，由空军雷达捕捉目标，通过态势共

享，实时推送给舰艇编队，引导编队精准

打击目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强和其他军兵

种训练计划的统筹，巩固按战编组的新

形态。再遇到相似的任务，我们可以将

组好的‘模块’直接投入战斗。”编队指挥

员告诉记者。

在合成训练的试点单位，记者看到

一幅幅新的合成训练图景：组训主体更

为多元，跨军兵种、跨建制编组力量更为

精干；各军兵种部队构设典型场景，打造

即插即用的战斗模块。

“跨军兵种编组训练越来越成为常

态，以合制分、以聚胜散的战场法则越来

越深入人心。”某试点单位领导说。

突出一线自主协同，
推动联合层级下沉落位

某场演训活动交战一线，海军陆战

队加入战场，小群多路向“敌”前沿阵地

发起攻击。

“‘敌’多股兵力正在集结，3 辆坦克

正朝你位置开进……”战斗正值白热化

阶段，前方无人装备组传来敌情通报。

海军陆战队某旅一名参谋沉着应对，迅

速向陆军航空兵分队分享目标位置信

息，提出火力支援的协同需求。

不多时，多架武装直升机临空。在

地面信息引导下，数枚导弹凌空出击，精

准命中“敌”坦克。随后，指挥员迅速指

挥部队联合突袭，各军兵种密切协同，顺

利歼灭残“敌”。

“‘敌’坦克集结是我们导演部加入

的临时特情，目的就是让一线指挥员们

不断修正方案，实现一线自主协同。”执

行导演告诉记者，随着训练对抗不断升

级，一线战斗编组里各方面力量针对情

况的变化，不断交互协同需求。

记者仔细研读训练评估报告发现，

围绕“有人+无人”“信息+火力”等行动，

在整场对抗训练中，红方形成信息力、火

力、机动力的有机融合，组织计划协同

14 次，临机协同 23 次、一线自主协同 31

次。

“ 一 线 自 主 协 同 是 这 次 训 练 的 重

点。”执行导演说，“我们通过多种方式，

比如加入特情来改变作战场景、调整协

调计划等手段，推动计划协同向临机协

同、自主协同转变。”

“就是要求我们指挥员打破思维的

局限，把仗打活了。”面对记者的采访，不

少一线指挥员打开了话匣子——

“打仗没有方案不行，但真正打起来

不可能完全按照设想的剧本走。”

“战场情况复杂多变，当我们这些一

线指挥员被赋予了相关协同的权限后，

还要提升在难局险局危局中‘合’的能

力。”

……

在试训部队，也有不少一线指挥员

发现，一线自主协同在行动的落实上也

遇到了诸多问题。“训练计划如何统筹”

“协同中谁来牵头指挥”“协同的链路如

何畅通高效”……

正 是 在 一 次 次 的 训 练 磨 合 中 ，一

线自主协同的难点堵点正在被逐步攻

克——

融入指挥机构：根据任务编组充实

加强跨军兵种力量，强化协同指挥。

细化协同规则：围绕主战行动，研细

定实协同的内容标准和方法手段。

保障链路贯通：编组力量之间链路

畅 通 稳 定 ，实 现 信 息 数 据 传 输 及 时 高

效。

不少一线指挥员反映，思维的局限

一旦打破，指挥“越来越有感觉”。

“原来走完这个战保链路要 8 个层

级，现在只要 2 个层级。”联勤保障某分

队队长惊喜地向记者介绍。

在一场跨军兵种协同的训练中，一

名“危重伤员”急需救治。得益于一线自

主协同，原本需要通过指挥链路逐级上

报再下发的救治流程，如今火力分队对

伤员进行急救后，即被转移至联勤综合

保障队，随后通过卫星通信，由战区医院

实施远程会诊。

“某火力点，轻武器弹药配给 2 箱。”

“我分队需要油料 5 吨……”联勤保障分

队与火力营形成的编组，打通了一条自

主反应的协同链路。一条条“输血动脉”

迅速搭建起来，短短数分钟，弹药、油料、

医疗保障要素即可到位。

“切身感受到了合成训练在向末端

下沉。”联勤保障部队某旅指挥员坦言，

“一线自主协同体现了现代战争的作战

样式，倒逼一线指挥员思考如何提高联

勤支援的灵活性，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去面对未来战场。”

参与训练的官兵和训练专家一致感

受到：通过试训，已形成从指挥机构“联”

向战术行动“联”，从方案计划协同向一

线临机协同的基本雏形。

训练结束，带给官兵的思维冲击还

在继续。几位分属不同领域的基层指挥

员聚在一起，探索一线自主协同的细节。

“多少基数的油料可以直接请领补

充 ”“ 协 同 还 有 哪 些 备 用 的 通 联 手

段”……不知不觉中，已是明月高悬，指

挥帐篷内仍然灯火通明。

突出科技主导，探索
创新训练新路径

在武警某部训练中心，官兵们头戴

VR 眼镜，手持高仿真训练枪进行战术

作业，只见他们脚步时急时徐、身体腾挪

转移，仿佛置身真实战场。

“这是我们与院校一同攻关的最新

成果。”某部指挥员向记者介绍，“这套训

练系统，可以在后台构设城市反恐、防暴

处突等多种逼真作战环境，满足多种类

型的作战需要。”

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的训练场景

被投放在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这片“战

场”的动态，训练过程中的射击、装弹、受

伤、阵亡都有明确的判定。

“这套训练系统不仅能练单兵基础

动作，还能进行合同战术训练。”这名指

挥员介绍，“我们通过虚拟现实场景，可

以让不同地区、不同场地的官兵，异地同

步沉浸在同一个作战场景练指挥、练协

同。”

对科技推动训练的变化，该部作训

科长感受更真切：“说到合成训练，原来

我更多地想到是人与人，实兵与实装的

合成，而这套系统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新时代的合成训练，还有实兵与‘虚

兵’的结合，有人与无人的链接。”

记者踏访某合成训练试训场看到，

无人装备逐步配属到合成分队后呈现出

新的景观：天空，察打一体无人机翱翔空

域；地面，破障突防无人车驰骋战场……

“当然，这样科技感十足的作战场景

还未全面普及，但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

正日益成为合成训练模式创新的驱动

力。”很多指挥员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

智能无人装备在战场上的普及运用，我

军持续探索“科技+”手段创新、“网络+”

体系赋能，不断推进网络化、模拟化训

练，越来越多的新型战术模拟、导调评估

系统不断融入练兵备战实践。

前不久，海军某舰艇编队组织出海

训练。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却不见“敌

方”踪迹。原来，这是他们协同某基地的

“数字与实兵蓝军”探索合成训练新模式

带来的新变化。

雷达显示屏上，赫然显示前方数百

海里处“敌”机来袭，编队官兵迅速处置，

数枚导弹升空，对“敌”实施打击……编

队指挥员告诉记者，“敌”机来袭、导弹升

空都是交互感知的数字信号，编队可以

依托基地投来的数字信号进行反复演

练，最大化降低成本，提高训练效益。

如今，“无人化”“网电化”正悄然走

上练兵前台，网络信息体系支撑已成为

很多指挥员的共识，全军新装备新力量

新领域训练占比稳步提升，无人作战训

练逐步上规模、成体系、进场景，信息支

援、战场网电对抗不断融入各类演训活

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正成为练兵备战

的重头戏。

一 次 次 交 流 探 讨 ，一 场 场 演 训 观

摩，记者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军事训练

重在基础、强在联合、关键是合成。全

军基础训练现场会召开以来，全军官兵

扎实推进基础训练组训模式创新，基础

训练质效得到有效提升。新时代合成

训练，是我军积极适应战争、主动设计

战争的创新实践。转化运用这次合成

训练“三训”示范成果，坚定不移抓好合

成训练创新实践，必将为强军胜战提供

坚实支撑。

筑牢 作战能力生成的“ 基本盘”
—对我军合成训练探索与实践的观察

■本报记者 李 琳 特约记者 吴 旭 特约通讯员 王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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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武备者，练为最要。合成训

练在整个训练运行链条中承上启

下，是直接关系我军作战能力生成

的“基本盘”。

2024年 10月下旬，全军合成训

练现场会在河北张家口召开。会议深

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军事训练重要

指示，着眼加快构建新型训练组织架

构，聚焦军兵种力量跨域协同、组训规

范等重点问题，从理论、模式、机制、条

件等方面多维度探索突破，形成单元

集成训、战术协同训、对抗检验训的新

时代合成训练“三训”基本模式，走出

新时代合成训练方法路子。

近几个月来，记者跟随中央军委

训练管理部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全军

部队，走进多个演训场，一路探讨交

流、一路调查思考，以第一视角观察

全军部队各具特色的合成训练，看到

不少试训单位展现出可喜变化和崭

新风貌。

采访一路，思考一路：合成训练

在我军训练实践中始终存在，并随着

军队建设发展不断深化演进。20世

纪 80年代，我军以合同战役战术为

中心，构建形成机械化条件下训练组

织形态。20世纪 90年代，以海湾战

争为代表的几场局部战争后，我军展

开信息化条件下军种合同训练实践

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合成训练

的认知、内容、方式、方法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那么，探索加快新时代的军

事训练转型，合成训练究竟该“向哪

转、转什么、怎么转”？与以往相比，

又应具备哪些鲜明的时代特征？

上图：海军某部组织悬停加油

训练。 廖 超摄

右图：陆军某旅组织装备抢修

训练。 曾阳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