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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设计引发苏联燃气管道大爆炸史海钩沉

! 美军联合特遣队撤离后留在伊朗沙漠中的飞机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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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 ! ! ! !"#$年 %月!为了救回被扣为人质的驻伊朗德黑兰使馆
人员! 美国派出 "&名特种部队成员"'架 ()*+$和 ,架直升
机组成联合特遣队!发起武装营救行动# 然而!虽然美军计划
周密"行动隐蔽!在伊朗方面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成功潜入伊
朗境内!但终因受到恶劣气候和直升机机械故障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不得不中途撤退$ 这是世界上反劫持案例中典型的
人质解救失败战例!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研究借鉴$

1980年4月24日，8架美军直升机离开“尼米兹”号航母，向伊朗飞去———

蓝光行动：夭折的人质解救行动
事件背景

上世纪 !"年代至 #"年代，美
国大力扶植伊朗国王巴列维充当其
在中东的代理人，美伊关系十分密
切。然而，伊朗 $%#&年发生大规模
反巴列维王朝运动。'%#%年初，巴
列维被迫流亡国外，之前流亡法国
的霍梅尼回到伊朗，开始推行伊斯
兰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年 '"月，美国不顾伊朗
当局反对，接受巴列维到美国治病。
''月 '日，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
美国示威，很快便有千余人聚集在
美国使馆周围进行抗议活动。''月
!日 ''时许，数百名伊朗学生冲入
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至下午 '时左
右，学生们完全占领美国使馆，将当
时呆在使馆内的 ()名美国人全部
扣为人质。当时美国大使沙利文已
回国休假，正在伊朗外交部办事的
临时代办雷恩等 )名外交官被就地
扣留。占领使馆的学生要求美国“将
巴列维引渡回国”。次日，霍梅尼和
伊朗政府宣布支持学生的行动，并
废除 '%*%年签订的伊美安全条约。

作战经过
人质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一

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要求释放人质，
另一方面筹划武力营救。

''月 %日，美国总统卡特紧急
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人
质问题。会议中，两种意见激烈交
锋，一种主张用军事手段迫使伊朗
释放人质，必要时可轰炸德黑兰周
围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伊朗出海口。
以国务卿为主的另一种意见则反对
任何军事行动，认为这样做会把伊
朗推向苏联，破坏美国与海湾国家
的关系。会议最后决定外交途径和
武力营救双管齐下，责成白宫计划
人员和参联会制定武力营救方案。

拟定计划 实施准备

营救方案代号“蓝光行动”，计
划先派遣情报人员潜入伊朗，侦察
有关情况，准备物资器材，待突击队
到达时配合行动；同时组建一支联

合特遣队，负责实施营救行动。
联合特遣队主要由营救分队

（92人，来自布拉格堡反恐怖特种

部队，指挥官查理·贝克韦斯上校）、
直升机分队（8架RH-53D，指挥官
查理·皮特曼上校）和 +,')"分队
（3架运输机和3架加油机，指挥官

詹姆斯·凯尔空军上校）组成，总指
挥詹姆斯·沃特陆军少将。
“蓝光行动”计划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架 +,')"（运送92

名突击队员和燃料）从开罗机场起
飞，天黑后进入伊朗领空，当晚停降
在德黑兰东南 )-"千米处的 '号地
点（靠近卡维尔盐漠的沙漠机场）。
同时，& 架 ./,*)0 从阿曼近海的
“尼米兹”号航母出发，隐蔽飞往 '

号地点，与 +,')1分队会合。
第二阶段：完成加油和补给的

./,*)0直升机运送突击分队在次
日凌晨前至德黑兰东北部丘陵地带

的 -号地点隐蔽。到了晚上，突击队
乘坐特工事先准备的车辆潜入德黑
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前往伊朗外
交部大楼营救 )名外交官；另一路
前往美国使馆，营救其余人质。
第三阶段：突击队和人员先转

移到毗邻使馆的阿穆杰蒂艾体育
场，搭乘前来救援的直升机飞抵德
黑兰南方 &"千米处的 )号地点（简
易机场），与 '号地点飞来的 +,')"

会合后向中东或西欧撤退。
如果营救行动被伊朗军队发觉

而受阻，航母上的舰载机将起飞夺
取制空权，确保人质安全撤出。

外交无果 准备动武

人质事件发生后，卡特政府不
断向伊朗施加外交压力，但只换来
伊朗反美情绪的进一步高涨。伊朗
只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分 -次释
放了 *名妇女和 &名男性黑人。

'%&"年 !月 ''日，卡特再次
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分析伊
朗局势和人质问题。会议决定，用 -

周时间检查各项准备，于 !月 -!日
执行武装营救人质计划。!月 '(日
晚，卡特正式下达营救命令。

计划启动 途中小挫

!月 '%日至 -)日，特遣队各
分队抵达出发位置。-)日，行动指
挥所在埃及瓦迪凯纳空军基地设立
完毕，詹姆斯·沃特少将坐镇指挥。

-!日下午，(架 +,')"从埃及
开罗机场起飞，避开阿拉伯半岛上
空，途经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在
阿曼的马西拉岛空军基地加油后，
从伊朗东部的恰赫巴哈尔海岸进入
伊朗境内，飞行高度降至 '-"米，在
伊朗雷达盲区内飞行。-* 日 " 时
前，(架 +,')"顺利抵达 '号地点。

-! 日 '% 时 )" 分，& 架 ./,

*)0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母上起
飞，进入伊朗东南部后，同样采取低
空飞行，向 '号地点飞去。不料，起
飞后 - 小时，( 号机的螺旋桨故障
警告灯突然亮起，( 号机和 & 号机
着陆，检查发现螺旋桨连杆压力消
失，必须弃机。&号机收容 (号机人
员后继续飞行。起飞后 )小时，直升
机编队遇到一股沙尘，' 号机发生
故障，不得不紧急着陆一次。又过 '

小时，直升机编队再次遇到一股巨
大而浓密的沙尘，* 号机电磁罗盘
出现异常，机长确认无法继续执行
任务，遂按预案放弃任务，在无线电
导航仪引导下，飞回“尼米兹”号。

-*日 "时 *"分至 '时 !"分，
(架 ./,*)0先后抵达 '号地点。

麻烦不断 行动夭折

在 ' 号地点待命的 +,')" 分
队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一辆大客车
经过附近的沙漠公路，特遣队员截
住客车并扣留乘客。经检查，乘客是
!!名外国游客。几分钟后，又有 '

辆油罐车和 '辆小型卡车路过。特
遣队员拦截无效后开火，油罐车中
弹起火，司机跳上后面的卡车后调
头逃走。美军判断他们是走私汽油

的人，估计不会向伊朗当局报告。
在给直升机加油时，美军发现

-号直升机液压系统失灵，还有几
个部件破裂。这样一来，能继续任务
的直升机仅余 *架，但第二阶段任
务至少需要 ( 架直升机。- 时 '"

分，情况上报到总指挥詹姆斯少将
处。经过与华盛顿的紧急磋商，詹姆
斯下令中止行动。特遣队准备撤退。

-时 !&分，给 )号直升机加油
的 +,')"油料不足，)号机只好准
备飞去另一架 +,')"处继续加油。
!号直升机的前轮故障不能滑行，
为了给 )号机腾位置连忙起飞。黑
暗中飞行员操纵失误，螺旋桨划破
+,')" 的机身，- 架飞机顿时被大
火吞没。直升机上 )人、加油机上 *

人被烧死，另有 *人被烧伤，机载弹
药也开始爆炸。为避免伊朗方面察
觉，特遣队放弃了将剩余直升机飞
回“尼米兹”号的计划，改为全部乘
坐 +,')"返回。)时 )"分，*架 +,

')"陆续从 '号地点起飞。离开前，
特遣队释放了扣留的游客。沙漠中，
美军留下了 & 具尸体、* 架直升机
和 -架飞机残骸。幸运的是，特遣队
返航途中未受到伊朗的攻击。

战后评价
营救行动中途夭折，飞机相撞

造成重大伤亡，此次行动无疑是失
败的。事后，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专
门设立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各国
军事研究人员也发表了许多见解。
总的来说，美军为此次行动进

行了长时间的准备，行动方案非常
详细，不仅考虑了飞机种类、架次、
地形、航线、中途加油等问题，而且
对营救发起时间、分队进入方式、解
救人质方法和撤退路线等都进行了
详细规划，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准
备了预案，可以说行动策划基本可
行。然而，由于行动准备过程中存在
许多疏漏，特别是对装备、气象等方
面准备不足，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其
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魏峰

! ! ! !天然气成为俄罗斯当前与乌克
兰和西欧角力时的重要筹码，这个
招数早在苏联时期就屡屡奏效，西
方则绞尽脑汁试图破解。'%&-年夏
天，苏联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发
生一次特大爆炸。尽管这次爆炸发
生在偏远地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对苏联经济的打击却异常沉重。
知情人士透露，是美国中情局设下
的毒计导致了此次爆炸，目的就是
摧毁苏联的经济命脉。

美国拒绝出售软件
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全长

!*""千米，能将产自西伯利亚乌廉
戈大气田的天然气输送到乌克兰西
部的乌日哥罗德。当时石油和天然
气出口是苏联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而缺乏能源的西欧诸国乃至日本则
对进口苏联石油和天然气极为积

极。德意志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和
法国的银行都为这条天然气管线修
建工程提供了大量贷款。
然而，资金易筹集，技术有难

题。由于该管线设计十分复杂，为了
控制各种阀门开关的运作需要一种
名为 2+303 的高级自动控制软
件。由于苏联当时尚未掌握相关技
术，便想向美国购买，但很快遭到拒
绝。鉴于这条管线可为苏联从西欧
及日本等富国手中换回大量外汇，
苏联政府决心用间谍解决问题。

叛变工程师泄天机
苏联早在 '%#4年就在克格勃

框架内设立了一个名为“5局”的机
构，专门负责窃取各种急需的技术
资料。“5局”下属有个“6条线”，其
成员混迹于苏联的各个代表团。当
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试图改善美苏

关系，因此许多苏联代表团来到美
国，这使克格勃有机可乘。
其实，美国人早就知道前苏联

间谍窃取工业技术。'%&'年 #月，
西方政府首脑在加拿大举行七国峰
会。法国总统密特朗告诉美国总统
里根，法国政府掌握了一份文件，里
面是有关克格勃间谍对美国工业界
进行渗透的详细信息。提供这份文
件的人名叫弗拉基米尔·维特洛夫，
一名 *)岁的苏联工程师。他曾在
“5局”负责评估“6条线”获取的情
报价值。上世纪 #4年代末，维特洛
夫与法国情报机构联系，获得代号
“告别”。从 '%&'年到 '%&-年，他向
法国提供了 !444余份秘密文件，导
致 -*4余名“6条线”的间谍暴露。

间谍偷回问题软件
从法国获得情报后，中情局决

定展开一项大计划，其宗旨是让“5

局”获得故意植入恶性信息的技术
资料，从而让苏联战机、宇宙飞船、
机械零件和化工生产过程充满危险
的不确定因素。维特洛夫泄露的信
息中，最重要的是一份“5局”正在
寻求的技术名单。于是在随后的几
个月里，一些被故意篡改过的技术
资料逐渐进入苏联的制造业和军工
领域，2+303软件就是典型例子。

中情局得知苏联对 2+303软
件感兴趣，并在求购遭拒后派间谍
进入一家加拿大公司，便把一种特
殊版本的 2+303软件提供给所有
可能已被间谍渗透的加拿大公司。
苏联间谍果然偷走了问题软件。

能源管线超级爆炸
这套软件送回苏联后立刻被拿

到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上进行测

试。刚开始时，似乎一切正常。'%&-
年，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开始运
转，天然气源源不断地送往欧洲，外
汇也滚滚而来。'%&-年 (月，北美
防空司令部的一颗卫星突然侦察到
西伯利亚荒原发生了一次大爆炸。
北美防空司令部甚至以为侦测到一
次核试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对此
表示忧虑。只有中情局表示“没必要
担心”。不久消息传来，泛西伯利亚
天然气管线发生超级爆炸。
天然气管线爆炸事件严重打击

了苏联的能源换外汇计划，直到
'%&(年，苏联经济依然在泥沼中挣
扎。北约随后将大量“6条线”的间
谍驱逐出境，彻底断绝了苏联从西
方获取工业技术的重要途径。对于
'%&-年爆炸事件的背后原因，直到
后来中情局的相关文件解密，人们
才明白真相。 隽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