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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 /

苏联“应急版”坦克打疼德国鬼子

为摧毁日本的战争机器，1945年春，美军发起“饥饿战役”———

B-29轰炸机封锁日本海运线

经典战例

! ! ! !极具隐蔽性的水雷适合针对海岛和航道的封锁作战!从
历史上看!效果最显著"战略作用最大的布雷行动!无疑是美
国在 !"#$年 %月 &'日至 (月 $日围绕日本本土展开的进
攻性水雷封锁作战!史称#饥饿战役$% 从一定程度上说!美军
发动的&饥饿战役$对日本军事'经济和政治活动均造成毁灭
性打击!加速了日本举国投降的进程(

史海钩沉

战前态势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发现日

本有几大战略弱点：一是日本国内
资源贫乏、人口众多；二是日本距离
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占领区不远，但
这些占领区工业基础差，多数军品
仍需日本本土生产；三是日本海运
能力有限；四是日本工业原料全靠
进口，石油更依赖东南亚占领区提
供。据此，美军认为海运线是日本进
行战争的基础，若切断日本海运线，
就能扼住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咽喉。

!"#$年开始，美国海军尝试用
水雷封锁日占港口，虽然这些行动
规模不大，但都使日军航运活动陷
入瘫痪。美军确信日本人没有意识
到水雷战的危险，他们也无法扫除
美国新式非接触水雷，于是美军在
%"&' 年初决定对日本本土实施大
规模攻势布雷，代号“饥饿战役”。
布雷方式上，美军安排陆军航

空队的 ()*"战略轰炸机充当主力
布雷工具，该机速度达 '++千米,小
时，是舰艇速度的数十倍，而且单机
可携带 -)!. 枚重型或中型水雷，
能迅速布设雷区。飞机在补充布雷
方面优势明显，如果上午发现雷区
有漏洞，下午就可以补上。为达到战
役目的，美军动用了驻塞班岛和提
尼安岛的近百架 ()."轰炸机。

水雷方面，美军为“饥饿战役”
准备了 /0*'、/0*-、/0$-三种采
用非触发引信的沉底雷。其中，
/0*'是重型沉底雷，布设深度 ')

'+米，布雷间隔 &++)'++米；/0*-

和 /0$-是中型沉底雷，布设深度
&)&+米，布雷间距 &++ 米，布设后
可持续工作 %++昼夜，失效时间为
%&')**+昼夜。美军还在这些水雷
上搭配使用 '种引信，形成不同的
引信组合，加大日军扫雷难度。

为配合陆航的 ()*" 机群，美
国海军特意派出约 *++人的技术支
援队，任务是在轰炸机基地装配水
雷，并根据前线反馈的信息，随时更

新和调整水雷的引信搭配方式。战
役期间，这 *++ 余人总共装配了
%1.2万枚水雷，单月最高组装量达
$"2'枚，充分体现了技术密集型部
队的高效作战能力。

战役过程
整个“饥饿战役”过程大致可以

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年 $月 *2日

至 '月 $日，美军轰炸机群向日本
关门海峡投放大量水雷。在战役发
起的第一天，美军就动用 %'+架次
()*"，其中 '3架分散投掷炸弹，故
意转移日军注意力，其余 "*架在预
定地点布雷。这一阶段中，()*"共
计出动 *&-架次，投放 *++$枚水
雷，仅损失 '架 ()*"，但日本重要
航运水道———关门海峡被封锁。
日本对美军突然发起的大规模

布雷毫无准备，因此损失惨重。此
前，日本海军为了对抗沉底雷，总是
派出大量小型船艇在雷区活动，以
自杀性清扫方式疏通水道，然而美
军早在布雷前就考虑到日本航运特
点，将水雷引信设定针对大型目标，
主要打击 %+++吨以上的航海船舶，
因此日本的“自杀性扫雷”效果很
差。这一阶段，日本损失约 %+万吨
船舶，关门海峡和附近港口的航运
量降低 2'4，只是美国水雷引信敏
感度的设定原因，才使得日本小型
船艇和木壳船舶还能运行。
第二阶段是 '月 $日到 %$日。

美军 (5." 出动 %"' 架次，投放
%&..枚水雷，对已经布雷的海域实
施补充布雷。在此期间，除了继续封
锁关门海峡，美机还对东京等重要
港口布雷，切断日本工厂密布的濑
户内海沿岸的航运。经过这段时间

的补充布雷后，日本主要港口和濑
户内海的通道基本被封锁，大型钢
制船舶的航行全面中断。

第三阶段是 '月 %$日至 -月
-日。由于美军针对日本濑户内海
沿岸港口的封锁已经完成，日本被
迫将海运转向东海和日本海（九州
和本州西北港口），因此美军 (6."

轰炸机在这一阶段出动 .+"架次，
投放 %$%'枚水雷，用于封锁日本维
持海运的其他港口。日本海军虽然
开始用拖曳磁性扫雷具和水下爆破
弹来扫雷，但被水雷封锁的港口停
航时间仍然很长。据统计，封锁后，
日本主要港口的通航时间只有正常
通航时间的 %+7，港口吞吐量也下
降 "+4。更要命的是，日本又有约
$+万吨船舶被美国水雷炸沉炸伤。

第四阶段为 -月 2日至 2月 3

日。美军 ()."轰炸机出动 &+&架
次、投放 $'!.枚水雷。经过前 $个
阶段的布雷作战，美军实现对主要
目标的封锁，但日军经过 $个月的
实战对抗，扫雷效率也有了明显提
高，已能扫除兼用声引信和磁引信
的水雷。而美军根据日本扫雷能力
的变化，布设采用新引信的水雷。美
军轰炸机部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对日本近海布雷海区更加了解，
水雷储备也十分充足，因此美军投
放水雷的速度始终高于日军扫雷速
度，刚通航的水道马上又被封锁了。
第五阶段是在 2月 "日到 3月

'日。美军 ()."出动 &2&架次、投
放了 $2&-枚水雷，仍以补充布雷为
主，并将布雷区域扩展到日本北海
道。而日本方面对美军扩大布雷海
域没有任何准备，结果被封锁程度
进一步加深，日本损失了约 $&万吨
船舶，导致日本海运陷入“无船可
用，无油可加”的绝境。

战役影响
战后统计，“饥饿战役”期间，日

本共有 -2+艘舰船（包括 -'艘军
舰）触雷，其中 ."&艘被炸沉，!$2

艘被毁，其他 .$"艘触雷舰船虽能
修复，但日本国内却没有可用的修
复材料，只能烂在港口，和那些葬身
鱼腹的舰船没什么区别。为了对抗
水雷，日本动员 $&"艘舰船和 .万
余人直接参与扫雷，经过几个月的
实战较量，日军扫雷技术得到一定
提高，找到对付美国所有水雷的技
术手段，然而窘迫的国力使得日军
扫雷的速度完全赶不上美军布雷的
速度，往往日军头一天扫清的航道，
第二天又被布满水雷，特别是到了
战役后期，日军连扫雷艇都没有燃
料了，而船舶的大量沉毁，更导致日
军就算清扫出航道，也无船可用。

反观美军，在“饥饿战役”中投
入的 ()."轰炸机只占对日作战的
轰炸机总量的 -4，布雷出动的
!&.& 架次中，损失率只有 !4（!'
架），而每损失一架 ()."，就能换来
日本 !+万吨海运船舶的损失。()

."之所以能在极低战损情况下取
得如此高的战果，源于美国海军和
陆军航空队彻底掌握制空权，令日
军陷入“打不还手”的困境，不但无
力对布雷的 ()."实施拦截，连干
扰 ()."布雷的手段都没有。
由于水雷的封锁，日本本土与

中国、东南亚的海运线几乎全被切
断，导致日本虽然在这些国家掠夺
了大量资源，却无法运回国内。例
如，日军在缅甸和中国抢夺大量粮
食，然而日本国内却有几百万人陷
入饥荒。到了“饥饿战役”后期，日本
本土岛屿之间的海上交通也被切
断，完全成为死岛。由于工业原料、
燃煤的断供，日本军工生产在 !"&'

年 3月初已接近停顿，本土日军只
能依靠原有的武器顽抗，而大量动
员的普通百姓手里只有竹枪。按照
美军估算，即便不对日本实施登陆
作战，日本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得不选择无条件投降。 石宏

! ! ! !说起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
利武器”，多数人会提到 8)$&中型
坦克，其实它只是苏军功勋坦克家
族中的一分子。在这个庞大群体中，
还有一些不可遗忘的英雄，那就是
8)-+和 8)2+轻型坦克。

汽车厂转产坦克
%"&%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初，纳

粹德军靠偷袭取得上风，苏军装备
损失严重，特别是坦克缺口最大。于
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责成原
本生产汽车的莫斯科第 $2工厂立
即转产 8)'+轻型坦克。

第 $2工厂的工程师们认为 8)

'+坦克结构复杂，工艺性较差，于
是自行搞出能够支援步兵作战的轻
型坦克，代号“+-+工程”。由于时间
紧迫，新坦克设计工作仅用了两周，
总设计师阿斯特罗夫专门给斯大林
写信，强调本厂无力制造 8)'+坦
克，但有能力制造结构更简单的

“+-+工程”。斯大林看过这封信后，
指派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马雷舍夫前
往第 $2工厂审查，马雷舍夫向斯大
林做出肯定的答复。于是，“+-+工
程”获得通过，并被赋予 8)-+的军
方编号。斯大林要求 '家坦克工厂
同时开工，制造 %万辆 8)-+。

相比大名鼎鼎的 8)$&中型坦
克，仅重 -9&吨的 8)-+很不起眼，
不具备在野战环境上与德军重型坦
克对抗的能力。但这种配备 .+毫米
炮和 29-. 毫米机枪的坦克却对德
国步兵构成重大威胁，而且它在雪
地、沼泽等复杂地形上机动性能优
越，能够“打了就跑”，更重要的是，
8)-+太便宜了，让极度缺乏坦克的
苏军维持最低限度的突击能力。

据记载，应急生产的 8)-+坦
克在 !"&!年底的莫斯科战役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各条战线上
迟滞了德军装甲兵的进攻速度，同
时也蒙受重大损失，被苏联士兵称

为“炮灰坦克”。
!"&.年初，打赢莫斯科保卫战

的苏军要求第 $2 工厂对 8)-+ 进
行升级，工程师仅用 $个月就拿出
对策，这就是 8)2+坦克，它的速度
比 8)-+稍快，前装甲从 $+毫米加
厚到 &'毫米，主炮口径加大为 &'

毫米。尽管 8)2+依然存在种种毛
病，但苏军很会扬长避短，巧妙运用
集群战术，将该坦克灵活快速的特
点发挥到极至，成为德军眼中的“幽
灵”。“8)2+吨位不大，而且快速灵
活，能比重型坦克更安静地接近对
手，以集群方式突然出现在战场上，
常常能给德军造成重大杀伤，”一位
战史学者说，“它们就像凭空冒出来
的一样，没人能预知它们的存在，德
军不胜其扰，称之为‘附骨之疽’，
‘挥之不去的蝗虫’。”

干掉纳粹!虎豹"

在苏德战争最激烈的 !"&.)

!"&$年，数千辆 8)2+、8)-+坦克在
各条战线上冲锋陷阵。在 !"&$年库
尔斯克大会战中，苏军向德军发起
“坦克冲锋”的行动中，有三分之一
是只装备 &' 毫米火炮的 8)2+ 坦
克。战斗中，苏军轻型坦克的集群攻
击方式，令德军“虎 :式”重型坦克
叫苦不迭。其经典战法是，一辆 86

2+坦克在友车掩护下突然出现在
德军“虎 :式”坦克侧翼，利用“虎 :

式”未及调转炮塔的间隙速射两发
炮弹，击穿这款重型坦克的侧装甲。
在库尔斯克，轻型坦克也有成

为孤胆英雄的时候。%"&$年 2月 -

日，帕夫罗维奇指挥的一辆 862+

坦克在普罗霍罗夫卡村附近掉队并
遭遇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帕夫罗维
奇临危不乱，指挥坦克快速机动，一
举击毁 &辆德军坦克，包括一辆“黑
豹”中型坦克。%"&&年 $月 .-日，
执行侦察任务的近卫坦克第 $集团
军 862+坦克车长波格夫中尉发现

沿公路行进的两辆德军“黑豹”坦
克。中尉将自己的坦克开进路边树
丛中埋伏起来。他装上炮弹，耐心等
待。当德军坦克驶近至 .++米时，
862+坦克开火，从侧面将第二辆
“黑豹”击毁，然后又抢在第一辆“黑
豹”反应过来前将其击毁，波格夫后
来凭借此战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事实证明，在训练有素的坦克

手操纵下，86-+、862+轻型坦克的
表现不比 86$&中型坦克逊色。二
战期间，862+坦克共生产 3..-辆，
86-+虽然没有达到斯大林 % 万辆
的生产指标，却也生产出 -.++余
辆。在苏军损失惨重的战争初期，这
两款坦克扮演着“救火队员”角色，
正是在它们的掩护下，苏联军工业
才得以逐步启动起来。苏联元帅朱
可夫曾回忆：“如果没有这些能够大
批量迅速制造、适用于冬天泥泞地
形使用的轻型坦克，我们不知道拿
什么来阻挡德军装甲部队。”王权

!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9轰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