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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两重天
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启信息化战

争时代后，不少国家产生错觉，那就是只

靠一点点制导弹药，即可迅速打赢一场

战争，这导致美欧军工大国普遍削减常

规弹药特别是炮弹订货，继而使生产线

关停，俄乌开战后，西方不得不搬空家

底来满足乌军急需。英国《简氏防务周

刊》称，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境内没有配

套炮厂及弹药厂，乌军炮弹多为当年苏

军储备物资，质量堪忧不说，经过长期消

耗后，库存已经告急。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2022年底，北约累计向乌克兰提供

155、105毫米炮弹超过100万发，光美国

155毫米炮弹储备就为此消耗掉40%。

美国还满世界搜寻符合乌军旧式火炮口

径的152毫米炮弹，甚至将海上截获的也

门胡塞武装走私炮弹都拿去应急，但这

些炮弹又少又不可靠，对乌军而言更是

杯水车薪（他们每天在前线至少要发射2

万发炮弹）。

为满足急需，从2022年9月起，美国

率先提高炮弹产能，将单月1.44万发的

产量提高到9万发。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实际先将驻德国基地库存5年以上的旧炮

弹送给乌克兰，再拿本土生产的新炮弹填

补空缺，如此一来，自己始终存储新炮弹。

更重要的是，美国借俄乌冲突，进一步激活

军工复合体，也是以炮弹为例，本国援乌

军需订单不在话下，还有大量来自中东

欧、中东国家的追加订货，最新消息是通

用动力公司地面系统分部（GDLS）经营的

炮弹厂的订货已排到年底了。

与乌克兰及其背后的美欧“金主”相

比，俄罗斯的炮弹供应暂时问题不大。

俄罗斯拥有完整军工体系，在册国有军

工企业有1340家，其中弹药厂有100家，

以前因订货不足，许多处于半停产状态，

如今都全面恢复生产。俄副总理鲍里索

夫表示，军工企业能保障俄军所需全部

品种弹药的供应，况且俄军储存的常规

弹药也以千万吨计算，存放在全国数

十个大型仓库里。为证明所言

非虚，不久前《消息报》记者获准参观离

战区不远的下诺夫哥罗德弹药库，负责

人表示，这里储存的弹药足够40万大军

在高强度战争中使用两个月。而在俄乌

激烈拉锯的顿巴斯前线，现实是俄军每

天的炮弹发射量相当于乌军的两倍多，

“炮火洗地”的情况比比皆是。

弹药“支配权”
事实上，俄乌冲突不过重复着人类

热兵器时代的后勤铁律，“谁拥有炮弹，

谁就拥有战场支配权”。纵观历史，18世

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之所以打败欧

洲强国瑞典，一大秘密是刺探到敌人先

进工艺，确定主力3磅（1.36公斤）炮和8

磅（3.63公斤）炮所用弹药成分配比，实

现批量生产散装炸药、炸药、导火索等，

从而获得火力优势。美国独立战争中，

美军起初毫无弹药后勤概念，许多人手

里只有铁锹或镰刀，开战两年后，美国人

勉强会造大炮，可英国殖民军成功捣毁

他们的火药作坊，邦克山战役中，英军打

20发炮弹，美军才回敬1发。为弥补缺

口，美国通过游说法国，才辗转获得了足

够的火药和铅弹，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

基础。

法国大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军事强人

拿破仑认为“炮兵是战争之神”，但大炮

没有弹药，那就变成累赘。拿破仑大军

每次出征，总要带足大部分弹药，通常运

送炮弹的马车就有2500辆。法军8000

人的标准师每门大炮带弹147—300发，

步兵弹药每人随身携带60—80发。为保

障弹药的供应，拿破仑在海尔布隆建立

巨大的军械仓库，每天有810万发弹药运

往前线。

二战期间，起初靠“闪电战”占尽便

宜的德军很快尝到“炮弹荒”的苦头。特

别是到了战争后期，美英苏几路大军进

逼德国本土，德军前线炮弹到了奇缺地

步，即便本土弹药生产还能维持，可铁路

线却因盟军轰炸而瘫痪。反观围攻柏林

的苏军，两周作战里，就消耗9715节火车

车皮的弹药，平均每天消耗228车皮的弹

药，迫使残存的德军投降。

釜底抽薪之举
随着技术进步，各种自动化设备参

与炮弹生产，但受关键环节制约，炮弹单

位生产时长难以无限压缩。以经典的

155毫米榴弹为例，其制造流程是先用机

器人将6米长的钢筋锯切成35厘米长、

重约45公斤的圆柱体，接着在煤气炉中

加热一个小时，直到它们在2000℃高温

中发出红光。随后，经挖空、塑形、磨平、

上漆和包装后，运进装药车间，又被加

热、冷却两次，在那里装填9公斤TNT炸

药，这是耗时耗力的过程，几乎没有出错

的余地，只要有几毫米缺陷就可能使炮

弹失效。整个过程需3天左右。虽然金

属外壳本身的构造是生产过程中最简单

的部分，但由于涉及劳动力和优质钢材

资源，从后勤的角度来看，这实际是最难

解决的问题。美军为了扩大产能，在今

年初宣布与加拿大IMT公司签订新合

同，在安大略省制造弹壳。

需要强调的是，正因为弹药生产对

战争行动产生的“瓶颈效应”，交战双方

无不千方百计加以破坏。2016年，叙利

亚政府军动用直升机投掷温压弹，将叛

军隐藏在阿勒颇东郊地下的弹药作坊炸

毁，取得战役主动权。2022年3月18日，

俄军动用“匕首”空基高超音速导弹，炸

毁存有数以万计炮弹的乌克兰第136弹

药库，开世界高超音速武器作战先河。

美国军方奉行多年的“五环目标理论”

里，把优先打击目标分为5大类，12个目

标群，其中关键生产设施被列为仅次于

国家指挥中心的第二优先目标，这其中

就包括弹药生产厂。让人吃惊的是，美

军视民用化工厂为“潜在弹药厂”，也要

优先打击。原来，化肥工业与炸药工业

可算是同宗同源的“兄弟产业”，像无色

无味的硝酸铵即可用作化肥和制造炸药

等：用作化肥时，硝酸铵以颗粒状存在，

遇水快速溶解，释放植物生长所需的养

料——氮；同时硝酸铵也能作为炸药原

料，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等混合，

形成爆炸性混合物。1999年科索沃战

争中，美军空袭南联盟的重点目标，不

光有克拉古耶瓦茨的兵工厂，还包括潘

切沃的化工厂、阿佐拉的化肥厂，理由

是那里能提供至关重要的炸药等火工

品。美军战后宣称，轰炸使南联盟的弹

药生产能力下降了三分之二，这实际是

釜底抽薪。 梁梵

众所周知，打仗就是打后勤，
没了后勤特别是弹药后勤供应，
所有武器都会变成烧火棍。时值
俄乌冲突持续一周年之际，多名
北约官员表示，由于乌克兰军队
炮弹消耗太快，远超美欧国家军
援速度，而美欧自身产能又跟不
上，导致战场上出现俄军火力
“碾压”乌军的情况。

■ 乌克兰炮兵准备射击弹药■ 叙利亚炮兵战后清理出的废弃弹丸药筒

■ 伊朗炮弹生产线

■ 美军使用的铜斑蛇制导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