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13

14

难得一见！图解我陆战队
机降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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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拉达克地理条件，决定了印

军只能在河谷平原部署，道路也
只能沿河谷修建，而河谷特点是

狭窄绵长，不利于大兵团尤其重
装部队攻防布势，湍急的河流又

将谷地分割为不能横向协同机动
的两部分，只能各自为战，极大限

制部队展开及火力打击效能。

表面上，印军已在拉达克东
部部署超过 3万人的重兵，占据

很多条件较好的河谷（如什约克

河谷长达 200多公里、平均宽度

1000米），但河谷的位置都是固定
的，意味着印军部署无密可保。况

且破碎的地形严重限制了印军交
通运输，那里的印军别说机械化，

连摩托化都没有实现，主要是徒
步步兵，机动力、突击力都很有

限。无奈之下，印军只能采取“前

重后轻”的部署方式，即在一线部
署重兵，后方兵力较弱，而且缺乏

纵深。这种“一字长蛇阵”使得印

军处于到处设防的状态，如果一

点被突破，就很容易被分割包围。
此外，将兵力集中在一线，愈发加

重了本就脆弱的后勤负担。在冬
季，1号国道被迫关闭之后，失去

主要后勤补给能力的印军就只能
呆在前沿据点，凭借有限积累“坐

吃山空”，战略上完全丧失主动

权，这恐怕是新德里万万没想到
的吧。 石宏 张韶华

过去几个月，驻屯拉达克的印度军队多次
在中印边境西段越线挑衅，尤其“6?15”加勒万

河谷事件令局势陡然升级。目前，中印两军已进行多
轮军长级会谈，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

识，加强现地沟通联络，避免误解误判，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
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但观察印方举措，实控线最前沿的兵力

似乎变化不大，但整个拉达克却“兵车辚辚”，大批兵力和物资云集
在这片高寒山地，表现出要以重兵在此过冬的意图，谋求谈判优势。
但别忘了，无情的“地理诅咒”会让印军“想入非非者”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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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达克被喀喇昆仑山与

喜马拉雅山夹在当中，且境内
有海拔 6000米的拉达克山，高空

俯瞰犹如斜放的“川”字，再加上印

度河、什约克河与努布拉河切割，
这片海拔 3500 米的高原支离破

碎。拉达克气候干燥（北面喀喇昆
仑山挡住西伯利亚的雨水湿气，南

面喜马拉雅山脉挡住印度洋季
风），且不说冬夏温差达 60℃，哪怕

昼夜温差也有 40?，根本不适合

人类生存，难怪那里面积约为 4.5

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到 30万人。

拉达克军民集中于海拔 3000

米左右的印度河上游沿线，靠喜

马拉雅山消融的雪水生存，印度
河在山谷间冲积出若干小平原和

少数可耕种的小绿洲，决定了那
里物产并不丰富。印度河源于中

国境内狮泉河，斜穿整个克什米

尔。源自锡亚琴冰川的什约克河
沿喀喇昆仑支脉南下，在班公湖

西北面拐了 300度大弯，然后折
向巴控克什米尔。努布拉河是什

约克河的最大支流，发源地也是

锡亚琴冰川。大拐弯的什约克河
和努布拉河构成倒置的“爪”字

形。这些河流水源全是冰川融雪，
春夏季洪水泛滥，秋冬季干脆封

冻，对印军而言毫无航运价值。
航空方面，印度航空业一向不

发达，且拉达克地形破碎，不可能建

设较多机场，因此空运只能应急。
水路空路都无济于事，就只剩

下公路进出拉达克，面对连绵群山，
印军前沿公路只能沿河谷修建，出

入口也只有印度河谷一条路，因为
什约克河谷出入口都在巴控区。

修路修不出“名堂”来
    拉达克当地军民生活全靠印

度内地保障。由于全年空运仅能
保证数万吨物资输入，光驻防拉

达克的印度第 14 军冬季物资就
需求 20万吨，如今加上增派的正

规军、准军事部队，今年印度至少
要转运 100万吨以上的物资，且基

本靠公路运输，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近年来，军方主导的印度边
境公路组织（BRO）持续在拉达克

修路，但多为支线公路，真正的战
略干线仍是从印度半岛南端肯亚

库玛利到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
那加的 44 号国道（NH-44）以及

从斯利那加通往列城的 1号国道
（NH-1）。44号国道路况相当于中

国双向四车道的省道，喜马拉雅
山脉路段频发塌方、暴雨、雪崩等

灾害，今年 1月就因泥石流导致
双向中断四天，3000 辆卡车进退

维谷。再看堪称“拉达克生命线”
的 1号国道，全长 434公里，却是

世界上最凶险的公路之一，通行
条件连中国双向双车道的县道都

不如，且冬季大雪封山后，1号国
道中段就必须关闭，拉达克就变

成“高原孤岛”。

1号国道最难走的是佐吉山
口，从谷底上到谷顶 16公里的路

程，海拔从 2900 米陡增到 3500

米，在 45 度山壁上要拐五个“之

字形”的发夹弯，中间还分新路和
老路，老路更陡更窄，只允许通行

轻载车辆。不仅如此，佐吉山口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塌方

飞石不断，上没挡土墙、防护网，
下无隔离墩、指示桩，几米宽的路

面外就是 500米深的悬崖，司机们
都胆战心惊。为打通瓶颈，印度在

2005年就决定兴建佐吉隧道，建
成后可将穿越山口的时间从 3小

时减至 15分钟。然而，这条隧道自

2018年动工后就再无动静，因为
原来承包商因成本暴涨而被开掉，

现在正重新招标，也意味着原计划
的 2025年开通绝无可能。

从佐吉山口经德拉斯镇就到
达卡吉尔镇，这段道路的险峻程

度不如佐吉山口，但卡吉尔紧挨
着印巴克什米尔实控线，经常发

生炮战和武装伏击，危险度不亚
于佐吉山口。要知道，1999年，印

巴就为卡吉尔大打出手，如今为

了保障交通，印军足足在卡吉尔
摆了一个旅的重兵。

由于 1 号国道通行条件太
差，所以车辆在该国道大部分路

段上只能开到时速 10公里，往返
一次需要 5天左右，这导致印度

在拉达克驻军成本居高不下，每

运送 1升汽油就要花费 32美元，
每名士兵的花费是平原地区的 4

倍。而印度费尽辛苦把物资从内
地运到列城，对军队来说还只是

完成一半的运输，接下来要继续
分送到前沿各地，可很多前沿哨

所不通公路，只能由骡马、骆驼甚
至人力转运。目前，印军从列城到

中印实控线依靠一条重要公路，
起点是德巴克，经什约克河谷到

达道拉伯格玉尔地，英文缩写
“DSDBO”。该路全长 323公里，其

后半段正好与中印实控线平行，

而加勒万河谷就处于此路中间，印
军一直如鲠在喉，他们在加勒万河

谷挑事，部分意图就是想通过侵占
实控线中方一侧土地，保障公路安

全。要知道，如果 DSDBO被切断，
印军在道拉伯格玉尔地、德普桑平

原的驻军也就会“不战自溃”。

只能是“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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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军民车辆被
大雪困在斯利那加
至列城的公路上

■ 印军工兵在
公路上铲雪

■ 印军锡亚琴特种旅盘踞拉达克冰川

■ 印控斯利那加至列城的 1号国道走向

■ 位于楚舒勒山口的印军哨所

■ 印军沿着 1 号
国道输送大炮

水不通 天难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