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星期四

!"#$%&'%&'()()*+,)*+#)*,

-.小时读者热线：/0--11

主编：张黎明 责任编辑：钱 卫

视觉设计：竹建英 军界瞭望·人物B!

军情揭秘

环 球 军 情

北约举行网络防御演习
提高成员国的协调能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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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加农炮之父”格拉宾军工人物

美国空军向阿富汗增派
一架“复仇者”无人战机

印度空军战机再次坠毁
导致同型飞机暂时停飞

! ! ! !对二战期间苏军装备最多的 !"#$%加农
炮的评价，来自对手的看法也许更客观。德国
炮兵专家沃尔夫在日记里这样写到：“我测试
过许多缴获的火炮，英国和法国的炮不如我
们，但 !&#$%不同，毫不夸张地讲，它是炮兵
史上最具天赋的设计之一！”而要说起“!&#$

%”，就不能不提苏联“加农炮之父”格拉宾。

毕业设计成为教案
'())年 *+月 +(日，瓦西里·扎夫里洛

维奇·格拉宾出生在库班河畔的叶卡捷琳诺
达尔城。由于家里穷困，格拉宾小学三年级就
不得不辍学。此后，格拉宾当过铆钉工学徒，
当过磨面工，还当过电报邮递员。
十月革命后，格拉宾参加了红军，并请求

进入炮兵服役。由于格拉宾的数学和机械修
理能力不错，再加上脑筋灵活，逐渐脱颖而
出。*)+,年，他进入彼得格勒（后改名列宁格
勒）的重炮与海防炮兵学院深造。

*)+%年，格拉宾毕业，被分配到重炮兵
营任排长，后又被任命为炮兵营通信军官。由
于表现突出，不久又到捷尔任斯基军事技术
学院深造。在选择毕业设计课题时，格拉宾选
择设计一款 *-+毫米口径的要塞臼炮。格拉
宾经过巧妙构思，找到一种独特的反后坐方
案，使自己设计的臼炮既轻便又实用。最终，
他的设计方案被作为经典案例保留。

*)%.年 (月，格拉宾被派到全苏工厂设
计局。一年后，他被调到全苏火炮制造联合公

司第二设计局，在那里，他与德国莱茵金属公
司的专家共同开发一种 /0毫米师属加农炮。

F-34“非法出生”
*)%+年底，全苏火炮制造联合公司第二

设计局被撤消，与其他单位合并成“第 %(设计
局”，格拉宾被任命为副局长。*)%%年初，格拉
宾受命研制 12-* 式 /0 毫米高平两用加农
炮。他进行初步测算后认为，这种炮的炮弹初
速低于高射炮，又比师属野战加农炮笨重复
杂，是“地位尴尬的师属火炮”。正当他寻求两
全其美的设计方案之时，第 %(设计局突然被
解散，格拉宾被安排到第 )+炮兵工厂的厂属
设计局工作。

在新的岗位上，格拉宾仍相信 12-*加农
炮具有开发价值，但炮兵总局的负责人对此却
兴趣缺缺。不过，在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盖·奥
尔忠尼启的支持下，12-*式加农炮的样炮终
于问世，并被赋予“32++”的序号。在靶场上，
该炮的表现全面超过旧式 /0毫米炮。最终，
32++以“*)%0年式 /0毫米师属加农炮”的命
名进入部队服役。
当时苏联正在研制性能更强的坦克，必须

开发新型反坦克加农炮。格拉宾接到了设计
“特殊坦克炮”的任务，它被称为“32%+”。*)%(

年，32%+通过评审，但被要求研制更具威力的
32%4坦克炮。格拉宾一边修改设计，一边试制
炮型，只用了三个月就准备就绪。结果，炮已通
过工厂试验，坦克却还没造出来。

面对琢磨不定的前途，格拉宾和第 )+炮
兵工厂厂长决定冒险投产。后来，当 52%4坦
克投产后，装备的正是 32%4加农炮。值得一
提的是，“非法出生”的 32%4加农炮直到苏
德战争期间才获得合法地位。

ZIS-3加农炮传奇
*)4*年 0月 ++日，苏德正式开战。当

时，第 )+炮兵工厂主要生产 !&#2+和 32++2

6#7两种加农炮，前者的威力足以洞穿所有
德军现役坦克，但它只能使用新设计的炮弹，
弹药供应困难，后者虽能满足多元化任务需
求，但生产环节烦琐，无法迅速提高产量。

在实际生产中，32++26#7 产量不高的
主要原因是它的炮架和制退系统结构复杂，
需要精密加工。经过计算，格拉宾大胆地在改
进后的 32++26#7炮身上安装了 !&#2+的炮
架，新火炮被命名为 !&#2%。*)4+年 *月 *-

日至 +月 -日，统管军工生产的贝利亚视察
新炮测试，他在随后写给国防委员会的备忘
录中建议立即投产。第 )+炮兵工厂很快接到
命令，将 !&#2%投入批量生产。!&#2%加农炮
一送到前线，就受到战士的欢迎，前线纷纷要
求火速列装该炮。到 *)4+年末，已有千余门
!&#2%反坦克炮投入前线。

!&#2%只有 /*)个零件，可以算是苏联
第一种采用流水线组装作业法生产的火炮。
据统计，苏军在二战中共生产了 4(,*0 门
!&#2%加农炮，是二战期间产量最大的火炮。

战争之神，黯然落幕
到了 *)4%年夏，德军重装甲的虎 &式和

黑豹坦克进入战场，!&#2%加农炮的炮手常
常要把敌人的坦克放到 -,,米甚至 %,,米距
离上开火才有效。这一情况传回后方，格拉宾
强烈呼吁恢复生产 !&#2+加农炮，并开展威
力更大的 *,,毫米炮的研制工作。

*)4%年 0月 *-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作
出决定，恢复 !&#2+加农炮的生产。决定做出
仅三周后，首批新 !&#2+加农炮就送到了前
线。*)4%年下半年，在格拉宾的领导下，*,,
毫米口径加农炮的研制工作也开始了，之所
以选择这一口径，主要是考虑到 *,,毫米炮
在海军中已经存在，并已有多用途炮弹。从
*)44年初开始，安装有 *,, 毫米炮的 #62

*,,坦克歼击车踏上战场，由于它的炮弹能
够正面将德军的虎 &式和黑豹坦克击穿，以
至于红军战士把它戏称为“动物屠夫”。
到战争结束时，苏军前线的 *4万门野战

炮中有 *+万门是按照格拉宾的设计方案制
造的，他也被授予技术上将军衔。
不过，赫鲁晓夫上台后，把一切资源都集

中到原子弹和导弹上，将一切常规武器称作
“无人需要的史前洞穴技术”。国防部的飞机
大炮订货被大幅压缩，格拉宾等火炮设计人
员也受到嘲笑和排挤。格拉宾于 *)0,年被
“体面地安排退休”，当上国防部咨询专家。

*)(,年 4月 +%日，格拉宾去世，他被埋
葬在莫斯科河畔的新圣女公墓，他的墓碑被
设计成一块厚达 *,,毫米的弯曲钢板状，上
面还有三个弹孔，表示他设计的加农炮能穿
透 *,,毫米厚的装甲。 李恩习

说起“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中国国防尤其是导弹事业作出的
贡献，各种材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涉及钱学森在二战末期协助美国缉
捕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的行动细节却鲜有人知。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
博伊勒撰写的《“别针”行动》一文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

造就美国导弹部队骨干
即便是 *)44年形将覆灭的时候，

纳粹德国仍能拿出一系列新式武器负
隅顽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72*、72+
火箭。尽管盟国都知道这些武器并不能
改变战争胜负，但对于战后国家间的对
抗无疑大有裨益。

财大气粗的美国行动最快，*)4-
年春，美国陆军航空队与战略情报局
（OSS，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联手启动
绝密的“别针”行动，派遣专家随美军进
入德国腹地搜寻火箭专家，务必赶在别
国之前控制这批“宝贵财富”。而此次行
动之所以被称为“别针”，主要是美国军
情部门把有价值的德国科学家的档案
都以别针作为标记。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别针”行动组

发现如何甄别“人才价值”，如何从被俘
德国人口中获取技术诀窍却成了“拦路
虎”。考虑到这是一项军事与科学高度
结合的秘密行动，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
阿诺德上将主动找上匈牙利籍科学家
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希望借助他领导
的科学顾问集团（即美国著名的科学顾
问委员会的前身）参与“别针”行动，协
助寻找最有价值的德国导弹人才。
众所周知，冯·卡门教授及其来自

中国的高徒钱学森正从事着与德国类
似的火箭导弹项目。早在 *)4%年，美国
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冯·卡门团队在加
州巴沙迪那建设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它
下设弹道、材料、火箭、结构四组，其中
钱学森被任命为火箭研究组长，他和导
师每天都能接触到盟军情报部门挖到
的德国导弹技术资料。

*)4-年 4月，美国和苏联军队相
继打进德国本土，争抢德国技术遗产的
竞赛也在盟国间更加激烈展开。在欧洲
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强烈要求下，
4月底，以冯·卡门领衔的 %0人专家调
查团抵达德国美占区，成为“别针”行动
的主力军。调查团成员全都被授予正式
军衔，团长冯·卡门成为陆军航空队少
将，而火箭组长钱学森则被授予陆军航
空队上校军衔。

-月 +日，也就是苏联红军已经攻
克柏林的时候，以冯·卡门等科学家为
主的“别针”行动组在美军第 44步兵师
保护下，进入德国军工系统最后的堡垒
地带———巴伐利亚，恰恰在这一天，冯·
布劳恩的兄弟，火箭工程师马格努斯主
动找到第 44师接洽投降事宜。
交涉过程中，马格努斯透露说，纳

粹德国军工部门其实在美苏军队攻入
本土后，就有意识地分散导弹技术人
才，“第三帝国统帅们不希望我们落入
斯大林手里，于是在 %月份就要求我哥
哥（即冯·布劳恩）和他手下的 -,,名科
研人员带着大量资料离开了科研基地，
躲避正在逼近的俄国红军……我们希
望找到下一个服务对象，但条件是希望
能善待我们”。
很显然，送上门的马格努斯简直让

美国人喜出望外，“别针”行动组一口应
承他的条件，并在他的帮助下找到藏身
于山间别墅的冯·布劳恩。
面对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早就意

识到有这一天的冯·布劳恩只说了一句
话：“我们虽然战败了，但我们开创了全
新的战争模式，你们找我，就是为了得
到这种技术。”

盟国间的“遗产”争夺战
抓住冯·布劳恩就如同揪住了纳粹

德国一揽子导弹技术的线头，接下来美
国“别针”行动组的工作可谓势如破竹。
在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安排下，钱学森审
问了冯·布劳恩和鲁道夫·赫尔曼（V-2
火箭发射理论负责人和设计超音速风

洞的科学小组领导人）。此后，冯·布劳
恩写出了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
与展望》，其中的细节至今都未对外公
布。另外，钱学森和冯·卡门还发现了德
国空军隐藏在布伦瑞克郊外松树林里
的“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不
但查验了研究所，还花费大量时间检验
高速风洞、实验室和工厂等 -,多处伪
装良好的建筑物，并撰写了多份报告。
除了挖人，美国“别针”行动组还要

尽可能快地先于别国挖到尽可能多的
德国导弹设备遗产。
在冯·布劳恩的指点下，美军率先

发现了诺德豪森的米特维克火箭生产
厂，该厂直到 *)4-年 4月 *,日还在制
造 72+火箭，许多火箭部件和车床都
完好。由于按照美、苏、英、法四国划定
的对德军事管制区，诺德豪森属于苏军
控制范围，美军马上以最快速度抢运米
特维克工厂的仪器设备。*)4-年 -月
++日，一趟满载 72+零件、机械设备的
列车离开工厂。在随后的 )天里，共有
三趟列车从这里开往安特卫普，所运材
料足以制造 *,,枚 72+火箭。

*)4-年 )月 +,日，冯·布劳恩和
另外七名级别最高的德国科学家一起
被送到美国特拉华州的纽卡斯尔基地，
接着又被转移到得克萨斯州的布里斯
基地。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本来设想“别
针”行动的最好结果是抢到 *,,名德国
顶尖人才，但最终却有多达 /,,名德国
各门类技术专才被“请”到美国工作。
据档案显示，冯·卡门调查团回国

后，向美国政府提交名为《迈向新高度》
的研究报告，这份远景规划报告共有 )

卷，其中五卷和技术情报附录出自钱学
森之手。报告认为，纳粹德国战败前，在
飞机和导弹技术方面已超越美国，他总
结了欧洲各国特别是纳粹德国的科研
成果和发展经验，向美国政府提出战略
性发展规划和实际可行的技术路线。在
该报告的指导下，美国在航空航天方面
获得跨越式发展。 黄山伐

! 被“别针”找到的德国科学家

! ! ! !北约 *+月 *0日发布公报说，*%
日至 *-日北约举行了一场网络防御
演习，以检验应对大规模网络攻击的
能力。共有 +%个北约成员国和 0个
伙伴国参与这场代号为“+,**网络
联盟”的演习。演习假设北约和参与
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网
络攻击，要求各方协调应对。演习目
的一是检验参与方应对网络攻击的
技术能力，二是提高北约成员国之间
的协调应对能力。+,,/年，北约成员
国爱沙尼亚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北
约当时束手无策，只能派出观察员。

! ! ! !据悉，美国空军正向阿富汗派遣
一架新的“复仇者”无人机。此前，伊
朗称击落一架美军 892*/,无人机，
而美方则否认无人机被击落。美方此
举或是检验伊朗是否真有能力击落
其无人机。美国空军发表声明称，“复
仇者”无人机十分先进，拥有多项精
良装备，能够胜任战斗任务。但也有
分析认为此无人机在阿富汗无用武
之地，且美军已有多架武装无人机在
阿富汗执行任务，多添一架不会有太
大变化。因此，有伊朗媒体认为，该无
人机的真正目标是伊朗或巴基斯坦。

! ! ! !一架苏2%, 战斗机 *+ 月 *% 日
在印度浦那坠毁后，印度空军暂时停
飞其全部苏2%,:;&战斗机。据介绍，
印度空军已成立调查组，对最近这起
坠机事件进行调查，但事故原因尚未
公布。来自空军的消息人士说，苏2

%,:;&战斗机暂时全部停飞，接受技
术检查。自 +,,)年以来，印度空军已
有 %架苏2%,:;&坠毁。印度斯坦航
空有限公司在班加罗尔的工厂正按
照许可生产苏2%,:;&战机。迄今为
止，交付给印度空军的苏2%,:;&战
机约有 '%, 架。印度苏2%, 战机群
+,'-年将达到 +/-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