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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三大舰队

新闻背景：海军下辖北海、东海和南海3个
舰队，均派舰艇参演“机动-5号”。10月18日起，
各舰队参演兵力分别前去西太平洋预定海域。

最新消息：截至23日15时，南海舰队舰艇
编队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东海舰队舰
艇编队已离开码头奔赴演习海域。他们与东、
北海舰队部分飞机共同组成参加“机动-5号”对
抗演习的红方。与此同时，担任蓝方作战编组
的北海舰队编队也正在按计划驶向预定海域。

权威解读：（红方作战编队参谋长张文旦）3
个舰队兵力同时参加的演习以前有过，但都是
在近海。这一次演习地域设在远海，并且带动
了三大舰队、五大兵种——仅仅是我们红方，就
包含了来自3个舰队的兵力。参演兵力的绝对
数量虽然不多，对于“以少代多”为基本原则的
军事演习来说，充分体现了跨舰队、跨兵种的合
同作战。

【关键词二】远海

新闻背景：近年来，海军不断探索远海作战
训练模式，多次组织由新型驱护舰、远洋综合补
给舰和舰载直升机混合编成的远海训练编队，赴
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训练，深化复杂战场环境下
使命课题研练，远海训练已经实现了常态化。

最新消息：2007年以来，海军在西太平洋
共组织远海训练近30批100多艘次。南海舰
队广州舰、黄山舰赶赴“机动-5号”演习海域的
同时，井冈山舰、衡水舰正在万里之外的亚丁湾
执行护航任务，兰州舰、柳州舰则航行在出访南
美途中。

权威解读：（红方作战编队指挥组组长林
海）走向远海带来诸多挑战：一是需要更强的情
报预警探测能力，二是海洋水文及训练作战环
境更复杂，三是对通讯、指挥信息系统等装备的
性能要求更高。这些年来，远海训练越来越频
繁，从水面舰艇到航空兵都突破了“第一岛链”。
这是装备发展的结果，也是观念突破的结果。

【关键词三】背靠背

新闻背景：“机动-5号”采取实兵检验性自
由对抗的形式。参演兵力编成红方、蓝方两个
战斗编组，连续进行“背靠背”实兵对抗。

最新消息：广州舰会议室灯火通明，编指各
专业人员针对多种情况研讨对策，红方作战编
组的作战方案仍在完善中，力求在精确打击蓝
方、完成作战任务的同时有效保存自身力量。

权威解读：（演习导调组调理员刘杭军）这
次演习，红蓝双方兵力基本相当、各有优劣——
双方预警能力差不多，红方舰艇数量略多，蓝方
导弹射程更远。装备既定的前提下，指挥将起
到关键性作用。谁兵力运用得好、充分发挥了
自己的优势以长击短，谁将获胜。“背靠背”意味
着红蓝双方谁也不知道对方将怎么打。因此，
双方都要从最坏的角度来考虑，考虑在于对手
最有利、于自己最不利的情况下，自己该怎么
办。指挥员需要知己知彼，分析对方武器装备
的特点，甚至要分析对方指挥员的性格。

【关键词四】三位一体

新闻背景：“机动-5号”主要参演兵力为三
大舰队部分海空兵力，将展开作战体系建构、指
挥信息系统组织运用、舰机协同、综合防御等课
目的演练。

最新消息：在驶向西太平洋演习海域的途
中，红方作战编队在进行舰艇编队、单舰综合操
演的同时，多次与潜艇、飞机共同组织反潜防空
演练。

权威解读：（红方作战编队训练组组长张汉
川）“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对抗能力”包括了预
警探测、空中突击、水面突击、水下突击、电子对
抗等力量，是未来作战必须具备的体系。这次
演习，空中、水面、水下的“三位一体”构成了比
较完整的对抗体系。参演各方能否以指挥信息
系统为核心，把空中、水面、水下作战平台有机
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综合作战能力，是这次演
习的最大考验。

□新华社巴西里约热内卢10月23日电

由导弹驱逐舰兰州舰、导弹护卫舰柳州舰和综
合补给舰鄱阳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出访编队，当地
时间22日抵达里约热内卢，开始对巴西进行为期5
天的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编队将拜会巴西海军舰队司令、第一
海区司令等。两国海军官兵将互相参观军舰、开展
学习交流活动，并举行足球友谊赛。柳州舰、兰州舰
还将向巴西民众开放。按计划，编队将于26日离开
里约热内卢，并在外海与巴西海军举行联合演习，随
后赴出访的最后一站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海港。巴
西海军司令部、舰队总司令部、陆战队司令部和第一
海区司令部均驻扎于此。

三大舰队 开赴远海
我海军“机动-5号”实兵演习将在西太平洋预定海域展开

□新华社广州舰10月23日电

参加“机动-5号”实兵对抗演习的南海舰队舰艇编队
23日通过巴士海峡，向西太平洋预定海域航渡。海军“机
动-5号”实兵演习将在西太平洋预定海域展开。这是海军
第一次同步组织三大舰队部分海空兵力进行远海训练，也
是第一次依托远海作战体系在远海进行“背靠背”对抗。

巴士海峡位于我国台湾岛与菲律宾巴坦群岛之
间，是连接南海和太平洋的非领海海峡。中国海军
舰艇编队通过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组织正
常训练，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也是世
界各国海军的通行做法。

巴士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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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出访编队抵达巴西

广州舰劈波斩浪通过巴士海峡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摄

中国海军兰州舰抵达里约热内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