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45年8月，苏军太平洋舰队为陆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登陆提供支持

疯狂日军诺门坎之战自食细菌战恶果战史钩沉

经典战例

在东北亚版图上，俄罗斯和日本是一对老冤家，尤其是在二
战期间，双方都欲置对方于死地。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当时的苏联
红旗太平洋舰队配合陆军，粉碎了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
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棺材上钉
上了最后一颗钉子，一些日本右翼分子至今仍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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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苏军以优势兵力对盘踞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军发动突袭———

远东战役：海陆协同摧毁“皇军之花”
战前准备

说起苏联太平洋舰队对日本的
最后一战，与其说是海战，倒不如说
是“河战”与“海战”各占一半，因为苏
联红军要解放被日本霸占多年的中
国东北，就必须强渡中苏界河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它们均是重要的水上通
道，超过 !"##公里的河道可供大型船
舶通航，黑龙江的支流松花江也水量
充沛，可直达名城哈尔滨，因此海军
的作用不容忽视。

自从 $%&' 年“%·'" 事变”后，日
本关东军一方面扶植起傀儡伪满洲
国，一方面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构筑
起坚固的筑垒地域，作为未来进攻苏
联的前沿桥头堡，其中与苏联远东第
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隔黑龙江
对望的黑河城就是日军重点布防的
地方。经过十余年的经营，纵横交错
的交通壕与密布的火力点几乎把黑
河城变成“碉堡之城”，而距松花江河
口仅 (#公里的富锦要塞则掩护着黑
河城的侧翼，两者共同构成日军屏蔽
哈尔滨，威胁苏联远东阿穆尔州的
“要塞群”。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其控
制的朝鲜半岛北部兴建大量海军基
地和远程炮台，目的是封锁苏军的日
本海出海口。

当斯大林在 '%)*年 *月召开的
波茨坦会议上做出对日作战的承诺
后，苏联远东驻军立即开始紧张备
战。就整体实力而言，曾经强大的日
本联合舰队早已在美国优势海空力
量的打击下日薄西山，而且其主力也
被牵制在南洋，但苏联太平洋舰队仍
没有压倒性优势，该部所拥有的大型
战舰不多，只有 !艘巡洋舰、'艘驱逐
领舰、'+ 艘驱逐舰和大批浅水重炮
舰，舰队真正的主力是航空兵、陆战
队、鱼雷艇和炮艇。

面对莫斯科下达的“协助陆军登
陆满洲和朝鲜并有效占领”的任务，
太平洋舰队司令员尤马舍夫上将决
定以下辖之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负
责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方向作战，同时
以太平洋舰队主力掩护登陆部队进
攻朝鲜北部。

浴血黑河要塞
率先打响对日作战第一枪的是

苏联阿穆尔河区舰队，该部由海军少
将 ,·-·安东诺夫指挥，拥有 '*#艘

浅水炮舰和炮艇，战力远超日本和伪
满的松花江内河舰队。这支舰队的任
务是配合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所属第
'*集团军强渡黑龙江。

'%)* 年 " 月 % 日，战斗正式打
响，苏联第 '*集团军和独立第 *步兵
军从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
强渡黑龙江，阿穆尔河区舰队先是出
动登陆兵占领江中所有岛屿，然后用
舰炮掩护陆军登陆对岸。

日军起初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打
懵，但很快就开始组织反击，一时间黑
龙江上弹片横飞，水柱如林。苏联阿穆
尔河区舰队准备充分，他们按照军舰
战斗力大小来有效分配火力，其官兵
训练有素，士气亦十分高昂。战斗中，
由索尔涅夫上尉指挥的“无产者”号浅
水炮舰第一轮齐射就命中日军黑河、
抚远要塞的中心堡垒，第二轮齐射又
击中日军守备队的弹药库，剧烈的爆
炸几乎把整个要塞掀翻。但日伪军的
抵抗也非常顽强，他们用各种轻重武
器猛烈还击，苏军战史也提到“密集的
炮弹在周围爆炸，弹片像冰雹一样散

落在甲板上”。由于苏军的浅水炮舰其
实就是“浮动炮台”，为使炮手能稳定
操炮，航行速度较慢，导致屡屡被日军
炮弹击中，但苏联水兵们仍坚守岗位，
其中“无产者”号有一个炮塔内的炮手
伤亡殆尽，只剩军士长布拉霍夫一人
继续操炮射击。经过持续一天的激烈
战斗，负隅顽抗的黑河要塞及其前哨
阵地抚远城在苏军的猛烈攻击下宣告
瓦解。

攻克富锦防区
当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在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对岸获得立足点后，下一
步便是沿着松花江继续向东北纵深推
进，夺取重镇哈尔滨，这就必须粉碎日
军重兵把守的富锦要塞。

"月 ''日早晨，在舰炮火力的掩
护下，由第 '内河战舰旅旅长克里宁
上校指挥的内河舰队全速接近富锦，
顶着日军的猛烈炮火强行将一个突击
连送到岸上。在他们身后，由科尔涅尔
少校指挥的浅水重炮舰则运送第 &.)

步兵团第 &营实施登陆，同时从其他

浅水炮舰上派出海军陆战队，从后方
掩护进攻部队。
疯狂的日军不仅用大炮和机枪拦

截苏军登陆部队，而且丧心病狂地焚
烧沿江的中国民居，试图用熊熊烈火
阻挠苏军靠近。但苏联水兵没有让日
本人得逞，以 '&+毫米火炮和“喀秋
莎”火箭炮猛轰日军阵地。据战后统
计，仅“孙逸仙”号炮舰就在战斗中摧
毁日军 *个永备火力点、'!个土木火
力点、.个迫击炮阵地以及 ' 座弹药
库，毙伤大量日军，同时掩护登陆部队
顺利接近岸边。

"月 '.日，苏军水陆并进，攻克
佳木斯市，阿穆尔河区舰队沿松花江
而上，与 "月 '"日提前抵达哈尔滨的
苏联空降兵部队汇合。在向哈尔滨开
进的途中，中国居民手拿红旗，在岸边
向苏军舰艇致意。"月 !+日清晨，阿
穆尔河区舰队抵达哈尔滨，随后苏军
水兵在中心广场举行阅兵式，水兵们
以整齐的步伐走过街道，路边挤满了
欢庆的居民。
阿穆尔河区舰队在中国内水的作

战行动获得苏军指挥部的高度评价。
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
将指出：“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执行
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在与远东第二方
面军的紧密配合中，彻底战胜了日本
帝国主义。区舰队战舰是远东第二方
面军的先锋队，强渡诸如阿穆尔河、
乌苏里江和松花江这样的水上屏障，
并加速了对日军火力点的攻克和对城
市的占领。”

朝鲜：最后的演出
与阿穆尔河区舰队高歌猛进相呼

应，苏联太平洋舰队主力在朝鲜方向
的进攻也如摧枯拉朽般神速。

"月 %日，苏军开始向朝鲜雄基
港运送第 (*海军陆战营，使用的舰船
包括 !艘护卫艇、'艘扫雷舰、!艘边
防巡逻艇和 )艘 /0*鱼雷艇。兵力运
送途中，苏军没有遇到任何阻拦，首次
行动顺利完成。

不过第二次行动就不那么轻松
了。"月 '&日 '&时，(艘鱼雷艇（包括
第511、512、533和535号等4艘G-5

鱼雷艇）在潘捷列耶夫少校率领下，从
波谢特港出发，向朝鲜清津港运送第
.!机枪营。途中，舰队遭到日军炮击，
第 *&*号鱼雷艇被击穿艇身，所幸没
有造成大碍，第 .!机枪营被安全送到

目的地。
"月 ')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接

到 10'!(号潜艇紧急报告，称发现日
军舰队，其中包括 '艘战列舰、)艘驱
逐舰和多艘不明战舰。为此，舰队司令
部发布战斗警报，第一鱼雷艇支队接
到战斗命令，随时准备出击。然而，苏
军最终未能确定日军舰队的具体位
置，行动只好取消。不过，接下来的任
务却变得更为艰巨。
由于美军曾在朝鲜半岛周围布下

大量水雷，苏军舰队的活动受到影响，
苏军 20!(% 号扫雷舰在罗津港外撞
上 &枚水雷，损伤严重。"月 ')日 !+

时至 !' 时，) 艘 /0* 鱼雷艇在罗津
港水域排除了 ) 枚水雷，引爆了 '.

枚小型深水炸弹，但危险依然存在，
不久又有 &艘苏军舰船触雷，罗津港
被迫关闭。

尽管日本天皇于 "月 '*日宣布
无条件投降，但日军仍拒绝放下武器。
"月 '.日，苏军出动 '.艘鱼雷艇在
塔尔塔夫斯基少校的率领下，从苏维
埃港出发，向南萨哈林岛运送 &&)名
陆战队员。途中，第 .&*号鱼雷艇因发
动机故障返回，其他鱼雷艇克服恶劣
天气的影响，冒着大雾抵达南萨哈林
岛的托罗港。

" 月 '( 日，为加强托罗港的兵
力，鱼雷艇部队再次向那里运送一个
机枪连。由于大雾干扰，第 &"号和第
.&)号鱼雷艇与大部队失散，自行向
托罗港驶去，却遭到日军射击。第 &"

号鱼雷艇抵达托罗港时不幸撞上石
头，艇身被撞出一个大洞。第 .&)号鱼
雷艇将陆战队员们运送到托罗港北
部，在靠岸时螺旋桨受损，但最终还是
到达目的地。
南萨哈林岛战事结束后，太平洋

舰队还向其他地区运送部队。此时，恶
劣的天气和许多小型舰艇较差的航行
能力成了最大的敌人。

'%)* 年 % 月 ! 日，日本在“密苏
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苏联太平
洋舰队在远东的作战任务也宣告结
束。由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功
勋，太平洋舰队及其阿穆尔河区舰队
中有 &&'*名水手、军士和军官被授予
勋章和奖章，其中 (人被授予“苏联英
雄”称号。 萧萧

! ! !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大
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近年来发
掘的史料证明，日军不仅在中国战场
上大规模使用化学细菌武器，而且在
其他战场上也曾秘密使用过细菌武
器。其中在 '%&%年与苏军的诺门坎之
战中，日军偷偷使用细菌武器，却造成
大批日军非战斗减员，'&++多名士兵
死亡，堪称自食恶果。

'%&%年 *月，日本为实现入侵苏
联的北进计划，向位于中蒙边境海拉
尔以南 !++公里的诺门坎地区的苏蒙
联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此次战役，交战
双方动用了数十万部队和飞机、坦克
等先进装备3 进行了一场长达 )个多
月激烈的交锋。
战争初期，日军向诺门坎地区调

集了 '"#架飞机、%#多辆坦克、'&个
步兵大队共 '4*万兵力，向驻守诺门
坎地区的蒙军骑六师发起猛攻，蒙军
不敌，驻蒙古的苏军第 *(军当即派兵
支援。随后，苏联迅速调集优势兵力兵

器，在名将朱可夫的指挥下发起反击，
迅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仅 *月
!(日至 &+日，苏军就歼灭日军 $个
骑兵联队和 !个步兵大队。
为挽回不利战局，日军大本营卑

鄙地决定在随后的作战中秘密使用细
菌武器。$%&%年 .月初，日本关东军
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紧急召见关东军
医务队长娓琢隆二少将、兽医处长高
桥隆笃大佐、“(&$部队”训练部长西
俊英大佐等人在关东军司令部开会，
秘密商讨使用细菌武器对付苏军的相
关事宜。之后，植田谦吉下达指令，命
令由石井四郎中将主管的“关东军防
疫给水部”（即后来臭名昭著的“731
部队”）和“第 $++”细菌部队紧急“开
赴诺门坎参战”。

(月 $&日，由“(&$部队”细菌专
家和骨干 !!人组成“玉碎部队”，携带
装有细菌的容器，秘密潜入苏军防守
地区，在苏军一侧的几条河流里施放
了炭疽、伤寒、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

病菌溶液 !!4*公斤。
然而，就在日军紧锣密鼓地进行

细菌战准备的同时，苏军情报部门也
对日军的行动有所察觉。通过苏军和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大量谍报工
作，苏军很快掌握了日军准备在诺门
坎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苏军司令
部向部队下发了细菌战防护命令，部
队也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和防护演练。
针对日军准备在河水中投放细菌战剂
的计划，苏军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
输水管线，保障部队饮水安全。
由于日本当时还未解决细菌武器

的一些技术问题，加之苏蒙联军各项
防护措施得当，在整个战役中并没有
因日军的细菌战造成大的伤亡，反而
是日军部队遭受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原来，日军高层为了保守细菌战的秘
密，防止苏联报复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竟不向参战部队下发任何防护训令，
参战的日军中高级军官都不知道日军
会在此次作战中使用细菌武器。

开战后，日军核心高层和细菌专
家一心想得到苏蒙军遭受细菌战损失
的情报，但细菌战的战果却迟迟没有
到来，反而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己方部
队受到细菌感染的报告，一些日军部
队因为喝了当地的河水而成建制地丧
失战斗力。此时，日军高层官僚和所谓
的细菌战专家才意识到他们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慌忙向部队下达不准
饮用当地河水的命令，还把细菌战的
屎盆子扣到苏军头上。
然而日军的防护命令对不少部队

来说已成了马后炮。在苏蒙联军的猛
烈打击下，不少溃败的日军部队并没
有接到不准饮用战区河水的命令，一
些逃命的士兵在极度干渴饥饿的情况
下见到河流，立即捧起河水一顿痛饮，
结果立刻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
残忍的日军高层为防止细菌战的

秘密被这些士兵泄露，进而引起国际
社会的谴责和苏联的报复，竟下令将
所有感染细菌的伤病员集中起来，命

令日军宪兵部队对其进行“秘密处
理”，最后毁尸灭迹。
据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的数据

统计，日军前线部队有 $&++多人因感
染细菌死亡。为掩人耳目，日军将这些
细菌战的牺牲品称为“病因不明的死
亡”。作为报复，日军将大批在诺门坎
之战中被俘的苏蒙联军士兵送进细菌
战部队进行人体试验，制造了一幕幕
人间惨剧。
二战结束后，苏联将远东战役被

俘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医务队
长娓琢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

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等 $!名细菌战
犯送交远东军事法庭予以起诉，追究
其在诺门坎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魔头石井四郎战后逃回日本，投靠美
军情报部门，以提供细菌战资料为条
件，换取美军对其免于起诉，逃避了历
史的惩罚。而日寇细菌战的其他战犯
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犯下的细菌战
罪行，至今也未得到清算。 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