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驾驶SB-2轰炸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归来

SB-2：苏联轰炸机为中国而战抗战兵戈

1941年10月初，德军装甲集群在姆岑斯克地区遭遇顽强阻击———

苏军坦克旅血战赢得“近卫”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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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战例

! ! ! ! !"#!年秋! 德军发起进攻苏联首都莫斯科的 "台风#行
动$ 起初!德军第 $装甲集群进展顺利!但很快在姆岑斯克地
区遭遇迎头痛击!被苏军迟滞了整整 %个昼夜$ 挡住强敌脚
步的是苏军刚刚组建的独立第 &坦克旅!官兵虽然多为军校
里抽调来的学员!但他们战术多变!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战果!

该旅也因此成为率先获得"近卫%称号的苏联坦克部队$

! 苏军坦克兵受领作战任务

战前态势
!"#!年 "月 $%日，德军为了

在入冬之前结束对苏战争，向莫斯
科发起“最后一击”。德国中央集团
军群调集了第 &、$、'装甲集群，再
加上第 &、'、"步兵集团军，总兵力
达 ()%万人，装备 *+,%辆坦克、*-'
万门火炮和 !$",架飞机。
德军计划从北、中、南三个方向

对莫斯科实施向心突击，每个方向
配置 !个装甲集群和 !个集团军。
其中，位于南线的德军由第 &装甲
集群和第 &集团军组成，擅长指挥
“闪电战”的古德里安正是第 &装甲
集群司令，他统率的部队于 !,月 &

日进至奥廖尔，直接威胁莫斯科门
户图拉的安全。
为了保卫莫斯科，苏军将包括

独立第 '坦克旅在内的几个兵团摆
到奥廖尔至图拉公路的必经之地姆
岑斯克，依托简陋的工事进行殊死
抵抗。独立第 '旅是刚刚组建的部
队，大部分官兵是军校急训班里抽
调来的。该旅以一个坦克团为核心，
配属摩托化步兵营、反坦克炮营、炮
兵营、高炮营等部队，编制比德军装
甲师小得多，但使用起来更为灵活，
适合在防线出现缺口时及时“封
堵”。独立第 '旅旅长卡图科夫上校
是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兵，苏德战
争前就接受过系统的装甲兵战术培
训，堪称坦克专家。

!,月 $日，独立第 '旅被编入
近卫第 !步兵军，部队乘火车前往
姆岑斯克。!,月 '日，该旅第一梯
队到达指定地域，马上沿奥廖尔至
图拉公路两侧布置阵地，当全旅其
他部队尚在开进之际，德军的先头
部队就已经距离姆岑斯克不远了。

战斗经过
为了创造有利的防御战条件，

独立第 '旅第一梯队刚刚到位，卡
图科夫就向德军占领的奥廖尔派去
两个侦察支队：一支由 !,辆坦克和

一个搭乘坦克的步兵连组成；另一
支由 )辆坦克和一个步兵连组成。
傍晚，配属坦克旅的高炮营也来了，
卡图科夫督促士兵抢挖假掩体，用
木板搭建假坦克，而真坦克则部署
在离公路 ',,,米远的小树林里。

!,月 '日深夜，苏军侦察分队
在奥廖尔附近设伏，很快一支德军
车队闯入伏击圈，被苏军坦克在近
距离打成“筛子”，随后苏军发起冲
击，抓获三名俘虏，缴获一些作战文
件，之后迅速返回旅阵地。通过审讯
俘虏，卡图科夫得知进攻的德军是
第 &装甲集群所属的第 $、'装甲师
及一个摩托化师，主力距独立第 '

旅阵地仅有 !,千米左右。
由于德军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有

绝对优势，而苏军其他部队离独立
第 '旅的阵地都较远，无法提供支
援，卡图科夫决定不与对手在一线

硬拼，而是采取颇富弹性的纵深防
御方式。他把全旅编成两个防御梯
队，第一梯队包括摩步营、反坦克炮
营和姆岑斯克内务部队混成营；第
二梯队是旅属第 '坦克团，用于反
冲击。摩步营和混成营在公路沿线
展开，坚守主要阵地，每个营都得到
一个坦克排支援，反坦克炮也配属
到各营一线阵地。同时，卡图科夫还
向暴露的侧翼方向派出坦克机动分
队，防范德军断其后路。值得一提的
是，从伏击德军先头部队到调整防
御部署，苏军仅用了 '个小时。

!,月 .日晨，德军在经过炮火
准备后，以一个团和 *%%多辆坦克
向苏军设伏地域开来。当其进入伏
击区后，独立第 '旅突然向德军纵
队开火，德军队形大乱，瞬间被击毁
坦克 **辆，人员死伤惨重，不得不
撤回原出发地。卡图科夫预计德军

下一轮进攻会投入更多火炮和飞
机，已暴露的守军若留在原地必将
遭到损失，因此当德军退却后，独立
第 ' 旅连夜转移到第一军人村地
域，沿公路两侧重新布置伏击阵地，
新阵地依然采取两线布置模式，即
步兵和反坦克炮在前，坦克在后。

*%月 /日晨，德军再度来袭，
约 *.%辆坦克沿公路向姆岑斯克推
进。因为有过遭袭的教训，所以德军
更加注意战术配合，当先头坦克与
苏军防御阵地一接触，德军迅速展
开战斗队形，数十辆坦克突入苏军
防御阵地，处于正面阵地的苏军反
坦克炮兵连抵挡不住德军的猛攻，
火炮一门接一门被摧毁，德军以为
突破了苏军防御，便大胆向前推进，
不料遭到埋伏在二线的苏军坦克的
反击。经过 *&小时激战，独立第 '

旅击毁德军坦克 '$辆，毙伤其官兵
约 .%%人。德军被迫后撤约 *千米，
在一片洼地里重新集结。
傍晚，从莫斯科赶来的“喀秋

莎”火箭炮营抵达前线，卡图科夫当
即命令该营向躲在洼地的德军开
火。是夜，密集的火箭弹砸向德军，
德军猝不及防，损失大量人员和装
甲车辆。与此同时，卡图科夫也把部
队后撤到第一军人村以东的新防御
地区，准备继续抗击德军的冲击。
连吃败仗的德军不敢再轻举妄

动了，+日和 )日，德军只以小股兵
力进行战斗侦察，希望摸清楚苏军
防御阵地的具体情况，同时集结新
的进攻兵力。而苏军抓住这一难得
的机会，加紧构筑新的防御工事，等
待德军的下一次进攻。

*%月 "日，德军出动轰炸机，
对前两天侦察发现的苏军目标进行
狂轰滥炸，随后德军坦克引导约一
个团的步兵向苏军防御阵地中段和
左翼发动攻击，遭到苏军摩步营和
混成营的顽强阻击。眼见正面攻击
不成，德军企图用坦克实施迂回包
抄，但遭到该旅隐蔽在侧翼的坦克
预备队反突击。这一回合较量中，德

军又损失 $$辆坦克和两个营的步
兵，不过独立第 '旅也有大量官兵
阵亡，无力再维持完整的战线了。

*%月 *%日晨，德军重新发动
进攻，他们避开苏军防守正面，向其
左翼迂回，因兵力对比悬殊，苏军未
能挡住这次进攻，德军占领姆岑斯
克，独立第 '旅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被迫后撤。**日，独立第 '旅退至
奥普图哈河北岸，直到此时，他们才
得到宝贵的休整和喘息机会。

战后评价
在姆岑斯克的 )天阻击战中，

苏军独立第 '旅多次变换阵地，以
伏击和短促出击的方法，抵挡住德
军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的进
攻。据苏军统计，该旅共击毁德军坦
克 *$$辆、火炮 '"门、飞机 )架、弹
药车 *.辆、迫击炮 /门，歼灭步兵
约一个团，阻止德军装甲集群的突
进，缓解了莫斯科方向的压力。
作战期间，苏军旅长卡图科夫

巧妙运用部队，要求每一辆坦克要
有三四个备用发射阵地，打几炮就
换一个地方，目的是让德军无法准
确估计苏军兵力。独立第 '旅从不
死守一处，而是不断转换新阵地，让
德军的反扑“无的放矢”。卡图科夫
还特别注意侧翼的防守，每个阵地
都会在侧翼方向安排坦克和步兵掩
护，让德军此前屡试不爽的侧翼包
抄战术屡屡落空。事实上，卡图科夫
所创造的“步兵防守一线，再由二线
坦克反突击”的防御战术，此后为苏
德两军广泛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独立第 '旅官

兵在姆岑斯克之战中的英勇表现，
赢得苏联人民的尊敬。*"'*年 **

月，苏联最高国防委员会决定，将独
立第 '旅改编为近卫第 *坦克旅，
它也成为苏联红军中首个获得“近
卫”称号的坦克部队。 宋涛

! ! !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损失严
重，这时来自苏联的援助物资和志
愿人员让中国空军重获生机。其
中，苏制 0123轰炸机成为中国空
军的主力机型，其征战足迹甚至远
达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岛。

性能出色的!斯勃"

*"$$年，苏联空军提出发展一
种轻型快速轰炸机的需求，经验丰
富的图波列夫设计局很快拿出方
案并获得通过，*"$' 年开始量产，
苏联空军赋予其 012& 的编号。
“01”是俄语“快速轰炸机”的首字
母缩写，后来中国军人根据俄文发
音将该机称为“斯勃”。

012&是苏联第一种采用全金
属结构的军用飞机，最大飞行速度
'*%千米4小时，比同时代的战斗机
还要快。除了出色的航速，012&轰
炸机还能携带 /,,千克炸弹，最大
航程达 (,,,千米，还有 '挺 +-/&

毫米机枪用于自卫。上述性能在上
世纪 $,年代显得非常突出，不仅苏
联空军购买了 //,,多架，连欧洲军
工强国捷克斯洛伐克都情愿拿先进
的山炮生产线去换回几架 012&轰
炸机，以对付步步紧逼的纳粹德国。

("$+ 年，中苏签订《军事技术
援助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向中国

提供一揽子军事装备，012&轰炸机
就是援华军机的主力型号。从 ("$+

年到 ("'(年，苏联共向中国支援了
$&&架轰炸机，其中 &"&架是 012

&。除供应中国空军外，苏联援华志
愿航空队也大量装备 012& 轰炸
机，首批成立的 .个作战大队中就
有 &个 012&轻型轰炸机大队。

活跃在中国天空
从 ("$+年 (&月起，中苏空军

就开始用 012&轰炸机打击日本侵
略者。("$)年 (月，驻南昌、汉口的
苏军 012& 轰炸机频繁袭击芜湖、
南京等地的日军机场，迫使日军把
前线战斗机调至二线机场。

("$)年 &月 &$日，为了庆祝
苏联红军节，苏联志愿航空队的 &)

架 012&轰炸机从汉口起飞，成功
袭击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岛，
将停在台北松山机场上的 ',余架
日机尽数炸毁，然后全部飞机安全
返航。当时，012&轰炸机的出击都
没有战斗机护航，但由于飞行速度
很快，即使在挂满炸弹的时候，日军
战斗机都追不上它们。
此后，012&轰炸机一直活跃在

中国的天空中。("$"年 '月，012&
机群袭击了日军占领下的山西运城
机场，. 月再炸南昌、奉新之敌。

("', 年，苏联志愿航空队将 ) 架
012&移交中国空军，随即参加枣宜
会战。("'(年，苏联援助的最后 (,,

架 012&轰炸机到货，"月份参加长
沙会战，(,月份夜袭宜昌……几乎
每次重要战役中，都能看见 012&

的身影。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

国加大援华力度，美式飞机开始成
为中国空军的主力，但 012&轰炸
机依旧非常活跃，经常出现美制战
斗机掩护苏制轰炸机的情景。例如，
("'&年 .月，美制 52',战斗机掩
护 012&轰炸机空袭怒江西岸的日
军，以防其进犯云南腹地。("'$年
夏天，中国空军的 012&轰炸机参
加鄂西会战，和美制 623"轰炸机
一道袭击宜都、长阳等地的日军。
*"'$年 )月，最后一个装备 0123

轰炸机的中国空军大队换装美国提
供的 123.轰炸机，至此 0123才退
出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 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