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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钩沉

为了省钱和赚钱
1933 年，希特勒一上台，就为

战争作准备，他非常关注油料自给，

将煤化油列为德国重要军事项目。
相比之下，日本关注煤化油的初衷

是为了省钱。1931年，日本侵占中
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招致欧洲各

国谴责，进口石油受阻。可是“只讲

利益，不讲道义”的美国趁机填补日
本石油市场，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的 1937年为例，日本为进口美
国原油花掉 7.31亿日元，而全年预

算才 28亿日元。为了继续战争，日
本内阁提出“七年煤化油计划”，预

计到 1943年可年产 200万吨煤化
油，满足军需。

由于美国奉行绥靖政策，且出
于商业目的未对日禁售，日本进口

的美国油品不仅便宜，而且质量
也比煤化油好，因此到了 1940

年，侵华日军飞机所用的高标号
航空汽油、高等级润滑油几乎都

是美国货。连带的，日军嫌煤化油

低劣，拒绝购买，结果怕亏本的日

企自然也不敢投钱研究了。1941

年，美国以石油断供要求日本从

中国撤军，日本孤注一掷，发动太
平洋战争，直接掠夺欧美在东南

亚殖民地的油田，可结果是陷入
更深的战争泥潭。

选择最不合适的
其实，对于依赖美国石油，日本

军界确实有人担忧过。1937年，日

本陆军省装备整备局战备课长长
谷川基大佐就呼吁煤化油产业化，

防止“美国断供导致日本休克”。
长久以来，以煤为原料的人造

油主要用低温干馏法、直接液化法

和合成法进行生产。低温干馏法是
将煤放入 400-600 摄氏度的低温

干馏器（一般化工反应的多为千度
以上），生成液体燃料和固体废渣，

但油体杂质多，转化率低，很难满
足军用。直接液化法则是将煤在反

应釜里加压，用催化剂使之和氢气
反应，生成重油，而重油继续加氢

裂化就能生成汽油，这样原料利用

率高，油品质量好，但工艺非常复
杂。至于合成法，是将煤和水蒸气

反应，产生由一氧化碳和水蒸汽混
合的水煤气，然后在高压反应釜里

催化，生成烃类混合液体，再进行
裂化，生成油品，此举成品率高，技

术成熟，纳粹德国所用的费托法就

是合成法，制出的汽油品质甚至比
石油裂化的还要好。正是依托费托

法，德国在 1944年的煤化油产量
超过了 400万吨，成为德军装甲兵

和航空兵的主要油源。
按说合成法技术成熟，德国又

是轴心国盟友，可以转让技术，但日
本军部却选择技术最困难的直接液

化法，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计划建设
10座煤化油工厂，年产 63万加仑。

可直到战败，日本在本土和伪满才
建成 4座，且均未投入工业化生产。

另据档案记载，日本三井物产曾获
德国技术专利，于 1936年才开始研

制合成法煤化油设备，但因侵略战
争而打断，最后一事无成。

面子比什么都要紧
为什么日本会如此选择呢？原

因居然是陆海军内讧。

20世纪 20年代，日本石化工
业起步，从原油提炼的轻质汽柴油

供陆军汽车坦克用，重质黏稠的重
油供海军军舰用。但随着航母服役，

日本海军需要高标号航空汽油来起

降飞机，可素有矛盾的陆军百般阻
挠，双方势同水火。为了能得到更多

汽油，日本海军从 1932年开展煤化
油研究并看好直接液化法。让人无

语的是，他们在实验室中造出产品
后，就主观臆断能快速产业化，而且

幻想未来垄断日本煤化油产业，这
意味着一旦油源被海军掌握，那么

向来“无礼”的陆军将不得不低头，
在预算等方面都向海军让步。

日本海军不顾一切地加大投
入，可用直接液化法产油却困难重

重，他们缺乏超低温空气分离厂的关
键设备，这意味着大规模分离油品和

残渣的工艺无法过关。恰在此时，日

本陆军鼓吹从德国引进合成法技术，

如果成功，将使海军前功尽弃。出于本
位主义，日本海军竭力抨击合成法，军

种间的技术争端甚至成了 1941年对
美开战前日本军部最紧要的问题之

一，陆相东条英机大骂海军“败事有
余”，可无济于事。后来，日本陆军仍然

引进德国技术，可炼油所需的大直径

耐高压反应釜仅有生产大口径舰炮的
日本吴和室兰海军兵工厂可制造，日

本海军怎么可能给陆军生产设备，自
然找出各种理由推脱。日本陆军虽有

炮厂，但陆军炮口径小，膛压低，技术
落后，实在是无能为力。

当战争打到 1944年，日本煤化
油事业毫无进展，消耗大量人力物

力的海军直接液化油工厂纯属摆设，
而掠夺自东南亚的石油又运不来，日

本飞机、军舰都无法开动，只能任由
盟军将其炸毁，坐等灭亡。 朱京斌

战争档案

50年前，美国用“空中核示威”要挟苏联
    这些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反
复表示将强化核武库，“让任何敢
于挑战我们的人发抖”。美国《连
线》杂志称，特朗普的言辞，仿佛

让世界在一天之内回到“核大战”边
缘，不过他的疯狂程度仍比不上当年
尼克松总统的“表演”，后者在 1969

年 10月启动的“大矛行动”，险些让
美苏两国互扔核弹头。

18架B-52冲向苏联
1969年 10月 27日，18架巨大

的 B-52战略轰炸机从美国西部基

地呼啸升空，飞行员们将在空中不
间断地飞行 18个小时，以每小时

500 英里的速度直逼苏联东部边
境。更让知情者心情紧张的是，每架

轰炸机上都装载了核航弹。

这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实施
的“大矛行动”的一部分，是身陷越

南战争泥潭的总统尼克松与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为尽快结束战争

想出来的“疯狂理论”。1969年上半
年，至少 4500名美国士兵战死越

南，同时在巴黎举行的和谈也宣告
破裂，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代表

拂袖而去，战争看不到任何结束迹
象。为逼迫苏联放弃军援北越，以求

尽早结束越战，尼克松将自己塑造
成“核战狂人”的形象，让对手相信

美国将动用核武器结束战争。美国
《连线》称：“根据游戏规则，你必须

让对手确信你准备用极端手段，也

就是让对手以为你疯了，你才能占
据主动，让对方妥协。正是按照这一

理论，尼克松希望苏联人会被大规

模核打击的态势吓倒，为了控制事
态，必须主动逼迫北越向美国让步，

否则将失去苏联军援。”
1969年 10月 10日，尼克松和

基辛格向美军战略空军司令部下达
紧急命令，要求后者为可能的核对

抗做好准备，“大矛行动”就此拉开
序幕。两周后，“大矛行动”进入实施

阶段，在华盛顿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的空军基地内，地勤人员忙着给大

当量核航弹安装引信。《连线》称：
“紧张程度超出地勤人员的训练水

平，没出事算是最大的幸运，要知
道，就在 1968年，美军一架 B-52

刚在格陵兰坠毁，机载核弹发生泄
漏事故。”奇怪的是，军人完全不知

道“大矛行动”的内情，就连执行命
令的战略空军司令本人也不清楚这

项计划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总统已疯狂！ ”

B-52机群沿着加拿大北极冰
盖边缘飞向苏联边境，从阿拉斯加

起飞的 KC-135 加油机在途中等
待，在湍急的极地气流中为轰炸机

加油，“那里的气流极不稳定，稍有
不慎，满载 150吨航空燃料的加油

机就会与满载核弹的轰炸机相撞”。

B-52轰炸机的示威性飞行持续了
三天。每天它们都在苏联领土边缘

盘旋，与苏军截击机玩“猫捉老鼠”
的游戏，一旦五角大楼传令，游戏就

变成致命打击，B-52将不顾一切深
入苏联领土，将核航弹扔向目标。

其实，美国轰炸机刚一离开地
面，苏联政府就收到相关情报———

雷达预测出 B-52的航线，美军基
地周围的克格勃特工根据轰炸机的

滑跑距离、起飞重量、燃油消耗等要

素判断，这些飞机肯定携带了核航

弹。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无法判
断这是演习还是真正的核袭击，遂

要求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判明对方意
图。多勃雷宁见到尼克松后，就美军

轰炸机逼近一事提出质疑，尼克松
一边猛烈抨击苏联，一边要求莫斯

科帮助美国结束越战。档案显示，尼

克松威胁，如果得不到苏联帮助，美
国“将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结束

战争”。一番歇斯底里后，尼克松拂
袖而去，留下基辛格“安慰”目瞪口

呆的多勃雷宁：“我非常抱歉，大使
先生，我想总统已经失控。”

被吓了一跳的大使立即将情况
反馈给克里姆林宫：“尼克松即使在

和外国大使会谈时，也无法控制情
绪。”10月 30日，尼克松下令结束

“大矛行动”，但苏联却更加相信尼

克松处于“疯狂状态”，打算接下去
干“更加难以预料的事情”。

然而，尼克松的“核战讹诈”没
能奏效，虽然苏联被“脑子有病”的

美国总统吓了一跳，但没有按美国
人设想终止对北越的支持。据悉，尼

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莱尔德曾反对

“大矛行动”，“行动出现任何差错，
都会引发未知后果，比如一架 B-52

发生坠毁，其中一个核弹发生爆炸，
或苏联反应过度，率先按下核按钮，

想想这一切，我们的额头会冷汗淋
漓，我们的世界确确实实与一场核

大战擦肩而过”。 于晓晶

“煤化油内讧”
加速日本败亡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怕被盟军切断石
油供应，很早搞起人造煤化油项目，一度
保证部队用油。与之相比，日本在 1944年
被盟军海上封锁后，无法得到东南亚

原油，只能用松树根炼制劣质松
根油供军舰飞机使用，完全
无济于事。那么，日本自知有

“战略软肋”，却为何铤
而走险，发动大规模侵
略战争呢？

■ 日本海军航母因缺油而难以出动■ 日本陆军北海道煤化油工厂的耐高压反应釜

■ 日本陆军坦克因为缺油成了废铁

■ B-52战略轰炸机

■ 苏联援助北越大量武器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