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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 ! ! !尽管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接受专访时承认!美国 !""#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不可否认的是!

伊拉克战争是 !$世纪的第一场大规模陆空协同作战! 其中
美军地面部队的快速推进让许多军事专家大跌眼镜" 不过!

如今谈起这场战争!人们往往将焦点放在主攻巴格达的美军
第 #机步师身上!对美陆战第 $师少有提及" 最近!美国#军
事历史$披露了美陆战第 $师在助攻巴格达时的曲折战例%

2003年3月20日，驻科威特的美军突然越境，揭开伊拉克战争的序幕———

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征战巴格达
! ! ! !其实在伊战爆发前，由于美军
陆战第 !师编制内的机械化程度偏
低，负责指挥作战的美军中央司令
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不仅没把他
们安排在主攻方向，还特意把陆战
第 "、#师部分兵力加强给该部，免
得他们因攻坚能力不够而拖后腿。
据统计，陆战第 !师从陆战第 "、#
师获得 ! 个坦克营、! 个装甲侦察
营和 "个两栖战车营，从而使该部
拥有的 $!%!主战坦克激增到 !"&

辆、'%()"& 装甲车 "*+ 辆，还有
&"&辆 %%(),两栖战车。

奔袭鲁迈拉油田
按照计划，美陆战第 !师应该

在当地时间 +月 "!日晨 *时发起
进攻，但在 "-日凌晨 +时却接到命
令，要求他们在当天 .时 +-时提前
发起攻击，因为弗兰克斯通过情报
预判，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可能派部
队破坏南部的鲁迈拉油田，制造“人
工火海”迟滞美军推进。陆战第 !师
师长接到提前进攻的命令后立刻下
令麾下战力最强的第 &团开拔。

.时整，陆战第 !师炮兵开始
+-分钟的炮火准备。因气候条件不
佳，原定的空军助战受到影响，只能
由炮兵担当主力，勉力瘫痪鲁迈拉
的伊军（第51机械化师）阵地。在炮
火准备结束后，陆战第 &团由第 "

装甲营打头阵，+ 个机械化步兵营
协同，从科威特突入伊拉克境内。为
了避免油料补给困难，第 "装甲营
的 $!%!坦克都加装了外挂油箱。
美军第 &团的首要任务是拿下

鲁迈拉油田西侧的炼油厂，虽有强
大炮火先行扫荡，但第 &团攻入伊
拉克境内不到 +千米就遇到伊军依
托工事抵抗。靠着装备优势，美军第
&团迅速粉碎抵抗，逼近鲁迈拉油
田。此时，美军陆战第 ,团也在 "!

日 *时起对鲁迈拉油田东侧的巴士
拉国际机场发起攻击，该团由重武
器连和步兵连联合组成的反坦克特
遣队充当先锋，搭乘悍马高机动车
前进，遇到伊军防御阵地时，先用
$"重机枪和 $/!0榴弹发射器压
制伊军步兵，再以陶式导弹逐一消
灭伊军 1)&&坦克（伊军用坦克充

当固定火力点）。
到 +月 ""日，美陆战第 !师拿

下鲁迈拉油田，伊军第 &!师全军覆
没。原本，美陆战第 !师应于 "+日
沿一号高速公路挥军北上，但因气
候恶劣且补给不畅，不得不推迟到
+月 +-日才重新发起进攻。

遭遇共和国卫队
#月 !日，美陆战第 !师所属

第 &、,团均打到伊拉克首都周边，
与美第 +机步师呼应，对巴格达形
成合围态势。为了切断巴格达守军
与外界的联系，美陆战第 &团打算
寻找渡口，强渡底格里斯河，占领六
号高速公路，但频频遭到负责巴格
达外围防务的伊军精锐共和国卫队
的小分队袭击，防不胜防的 234火
箭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得美军士兵不
敢离开己方火力掩护范围。

由于伊军利用城镇建筑物为掩
体，美军呼叫来的空中支援难有作
为，指挥官只得使用“龙眼”无人机
（重2千克，可低空飞行1小时并传

输实时影像）刺探伊军阵地，发现目
标后由 $!%!坦克进行集火射击。

经过反复争夺，#月 "日，美军
第 &团终于拿下一座横跨巴格达外
围运河的桥梁，在工兵确认桥面强
度满足坦克开行要求后，& 团团长
立刻命令第 "装甲营和 !个机步连
过桥突击。同时，美陆战第 !师直属
工兵营还用 *个半小时在底格里斯
河上架设了一座长约 !#& 米的浮
桥，以便后续部队快速通过。
当第 "装甲营攻入巴格达市区

后，马上就与伊军共和国卫队麦地
那师的一个装甲营发生激战，同时
许多支持萨达姆的逊尼派民兵和外
籍雇佣兵也加入战局。麦地那师装

甲营把主力（2个机步连和 1个
T-62坦克连）布置在街道入口，并
沿道路周边布置装甲车和机关炮，
阵地后方则部署迫击炮。然而这种
传统阵地战的布阵形式却正中美军
下怀，因为他们长年接受的训练就
是突破防线和攻坚，结果美军第 &

团先以装甲营正面吸引伊军，再以
机械化步兵迂回，配合两栖战车和
迫击炮的火力支援，迅速深入伊军
阵地侧翼，导致伊军防线瓦解。战斗
中，美军只损失了 !辆坦克。

#月 +日清晨，美军第 &团再
次与麦地那师装甲营交战，不过这
次伊军学乖了，他们利用地形设伏，
对乘坐轻装甲车辆的美军先头部队
造成杀伤。美军不得不调整攻击队
形，在进攻路线两侧用 $!%!坦克
保护，中间则留给轻型车辆。同时，
美军 %5)!6武装直升机也密集出
动，在离地 !-余米的超低空用机炮
扫射埋伏在建筑中的伊军。

强渡迪亚拉河
#月 *日，美军陆战第 !师主

力抵达巴格达市郊。此时的伊军已
是强弩之末，尽管麦地那师仍在抵
抗，但其友邻部队已逐渐崩溃，负责
侧翼掩护的伊军第 #+机械化旅甚
至一枪没放就放弃了阵地。

尽管伊军的抵抗不再是问题，
但美陆战第 !师却遇到地形上的阻
碍：伊军事先对巴格达市区东部横
跨迪亚拉河的南北两座桥梁实施了
爆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陆战第 !

师拿出看家本领，准备实施敌前两
栖渡河突击，其作战目标有二：一是
抢修现有桥梁，二是敌前渡河，占领
桥头堡。具体安排是，由陆战第 ,团
主攻，在第 &、!团支援下由北面两
栖浮渡，然后迂回进入巴格达东区；
师属工兵营在陆战第 ,团掩护下抢
修桥梁。对他们来说，当时的有利情
况是美第 +机步师已于 #月 &日攻
进巴格达，导致正面伊军无心恋战。

,日 *时，美陆战第 ,团派出
%%(),两栖战车泛水突击。在第一
波车辆下水几分钟后，伊军炮兵稀
稀拉拉地打来一些炮弹，其中一发
炮弹击中一辆 %%(),，造成 "名美

军死亡，其余两栖战车全部成功上
岸，并开始向外扫荡。与此同时，美
军工兵营开始架设浮桥，并于 !*时
+-时完工，然后又以原桥梁残骸为
基础架设便桥，于次日竣工，可让陆
战第 !师主力渡河。

在另一座桥梁处，情况有所不
同，美军发现桥梁爆破并不彻底，只
要用 $*- 架桥坦克开设便桥即可
过河。可是伊军在引桥和附近道路
埋设了地雷，必须先派工兵排雷，但
伊军又频频从对岸放冷枪，让工兵
的排雷作业难以进行。美陆战第 ,

团只能派出坦克进行火力掩护，并
召唤武装直升机支援，一旦对岸伊
军开火，就用猛烈火力展开回击，这
才让工兵顺利完成排雷作业。

等到美军第 !团成功渡河后，
伊军的抵抗瞬间消失。渡河成功的
美陆战第 !师在 #月 0日和美第 +

机步师在巴格达市中心会师，正式
宣告萨达姆政权倒台。

战后反思
战后，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军陆

战第 !师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可
圈可点，特别是在渡河作战时表现
出色。虽然他们使用的 %%(),两栖
战车看似笨重，但该车在公路上的
最高时速可达 ,"千米7小时，比 $"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更快，且可容
纳 "!名武装士兵，运载能力强于
$"战车（可载7名士兵），便于美军
快速推进。另外，%%(),的火力虽
然不如 $"步兵战车，但车载 !"8,

毫米重机枪和 #-毫米榴弹发射器
足以提供火力掩护。%%(),的最大
弱点是装甲薄弱，不足以应付 234

火箭弹，需要额外的附加装甲。
美军陆战第 !师的另一个强项

是拥有工兵和架桥坦克，以及足够
的浮桥器材。这使该部队在快速推
进时能迅速突破不利地形，从而掌
握战场的主动权。如果美陆战第 !

师不能及时赶到巴格达，美第 +机
步师即便率先攻入巴格达也难以单
独平定当地局势。 风雷

! ! ! !二战结束后，苏联和英国都赖
在伊朗不走。美国出于冷战思维帮
助伊朗赶走了苏联人，但英国人留
了下来，英国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
垄断了伊朗的石油。更可气的是，伊
朗从英伊石油公司买油的价格甚至
高于从苏联进口，伊朗国内逐渐掀
起石油国有化的呼声。

!0&!年 #月，伊朗议会任命主
张没收英伊石油公司财产的摩萨台
为首相。英国人急了，军舰开进波斯
湾，准备向伊朗动武。关键时刻，美
国出面张罗谈判，结果英国人不让
步、摩萨台不妥协，最终伊朗派兵占
领油田，英国则开始对伊朗进行石
油封锁和经济制裁。由于无法输出
石油，伊朗经济形势越来越糟。

!0&+年，伊朗国内危机重重。
另一方面，反共色彩强烈的艾森豪

威尔于 !0&+年 !月就任美国总统。
由于担心伊朗倒向苏联，通过政变
推翻摩萨台的计划被提了出来。

美国特务 夜闯王宫
!0&+年 +月，中情局驻德黑兰

站报告，一位名叫法兹罗拉·萨赫迪
的伊朗将军声称，伊朗军方不少高
级将领支持发动军事政变。此后，中
情局与萨赫迪频频接触，商定由萨
赫迪暗中领导政变，鼓动伊朗国王
巴列维解除摩萨台的职务，任命萨
赫迪为新首相。

*月，美英两国敲定了代号“阿
贾克斯”的政变计划。中情局中东行
动处处长克米特·罗斯福秘密抵达
德黑兰，负责具体指挥。,月 "!日，
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阿贾克斯”计
划。然而，巴列维的表现令美国人失

望———他迟迟不敢签发将摩萨台撤
职的命令。.月初，中情局决定向巴
列维施压。克米特趁着夜色潜入王
宫，把政变计划告知巴列维，并恐吓
说：“现在，你已经别无选择了！”同
一天，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扬言，
美国“不会坐视伊朗落入共产党之
手”。巴列维终于同意配合行动。

政变受挫 国王出逃
得到巴列维的支持后，中情局

加快了行动。.月 !&日 "+时，国王
卫队长纳西里带着政变军队冲进首
相官邸。他宣读了国王的诏书，准备
逮捕摩萨台，却被早就埋伏在官邸
内的亲摩萨台军队扣押。随后，摩萨
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很快控制了街
道，忠于摩萨台的部队和警察设置
了路障，一支装甲部队也开进了德

黑兰。巴列维见势不妙逃往意大利，
他甚至认为永远没有希望回德黑兰
了。位于美国的中情局总部经过一
整天的研究后也不得不给德黑兰站
发电报，建议“立即停止反对摩萨台
首相的秘密行动”。不过，克米特并
不甘心认输，他重新制定了计划。

使馆定计 发动暴乱
.月 !,日，克米特出资 &万美

元，收买一些伊朗人组织游行，他们
在游行中高呼人民党的口号，同时
袭击老国王的陵墓和宗教设施，使
市民对人民党产生厌恶。同时，克米
特把政变军官偷偷弄进美国使馆开
会。会议决定，由美国向政变部队提
供军事装备，在 .月 !0日反攻。

!0 日清晨，在克米特的策划
下，大量暴民挥舞着匕首和锄头，涌

向德黑兰市中心，包围了国会大厦，
并砸毁了亲人民党的报社。藏身在
美国使馆的萨赫迪指挥坦克占领了
伊朗国家电台。随后，他向全国发表
讲话，指责摩萨台违反宪法。当天晚
上，摩萨台仓皇逃出官邸，内阁大臣
们也被抓了起来。+天后，巴列维回
到德黑兰，摩萨台则被关进了大狱。
这次政变对后来的美伊关系造

成了深远影响。政变后，巴列维把伊
朗 #-9的石油开采权让给了美国
财团。他还邀请中情局为他组织情
报机构和训练秘密警察。之后的 "*

年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政治腐
败，民不聊生，民众对美国的憎恨日
益增加。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
布赖特直言不讳地说：“艾森豪威尔
政府认为策划伊朗政变是出于战略
考虑，但实际上适得其反。” 吕芳

! 美陆战第1师多次展开敌前渡河作战，由工兵营架设浮桥和便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