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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战
争
与
铁
路
输
送

近 期 ，俄
乌冲突焦点集
中 于 巴 赫 穆
特，原因无他，
就在于巴赫穆
特城北的铁路
枢纽站是双方
后勤运输的交
汇点，谁能拿
下，就可赢得
战场主导权。
当战争进入信
息化、无人化
的时代，看似
古老的火车站
依然具有突出
的战略价值。

出敌不意赢先机

通
向
胜
利
的
轨
道

铁路输送建殊勋

当今军界“显学”

热点聚焦

在保障战争等军事行动的

交通手段中，铁路输送运送能力

强，适合远距离运输；平均速度

较高，仅低于空运方式；受季节

和气候影响较少，在输送的连续

性方面占有优势；单车装载量

大，受容积和重量的限制较小；

可以实现集装箱输送、多式联运

相结合。基于以上原因，铁路输

送俨然是现代军事运输中实施

重装备和大部队快速机动反应

的主要手段，也是战略和战役后

方实施远距离军事输送的主要

运输方式。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

爆发的第一天，苏联铁路人民委

员会便下达紧急命令，境内一切

铁路输送均按照苏联国防委员

会的要求执行，全国铁路输送和

保障体系一夜之间便纳入军事

管理体系，国防委员会审议了关

于军事条件下工作安排的紧迫

问题。6月24日傍晚，铁路人民

委员会遵照国防委员会的要求，

下发军列时刻表，规定优先保障

军事梯队，最大限度地利用线路

容量，确保车站快速准确运行。

用于军交运输的火车车次翻了

一番，强制就地卸载非紧急货

物。于是，苏联铁路的核心任务

变成向东疏散工厂和物资，向西

线运送部队和装备。在战争的

第一个阶段，苏联铁路系统虽然

遭受严重损失，大量机车和线路

落入敌手，德国空军投掷炸弹总

数的44%用于轰炸苏联铁路设

施，可即便如此，苏联依然完成

了总动员，不仅转移到东部的工

厂迅速恢复生产，而且来自乌拉

尔、远东的部队源源不断抵达前

线，遏制住德军攻势。

苏联军队转入反攻阶段后，

铁路运力进一步加大。1944年6

月1日至6月23日间，超过7.5万

辆装载人员和物资的车皮将整

整4个方面军送往前线，平均每

天有90—100列火车开往前线。

1944年，苏联军事铁路输送总量

达到了整个战争时期的最高水

平，为126389列火车（571.89万

节车皮）。这些数据强有力地证

明，1944年苏军之所以敢于进行

越来越多的战略进攻，战线越拉

越大，与铁路部门的积极配合密

不可分。

而在苏德战场最后一役

——攻克柏林的行动中，为了保

障19个主兵种合成集团军、4个

坦克集团军和4个空军集团军的

作战，除正常的列车货运外，苏

联铁路人民委员会又特意安排

11列全苏模范车组支援，共向前

线运输5924节车皮的炮弹和迫

击炮弹。整个攻克柏林的作战

中，苏军消耗了11635节车皮的

各型弹药。1945年7月24日，以

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乘坐

火车，沿着刚刚铺就的战时铁

路抵达波茨坦，参加确立战后世

界政治格局的重要会议。

诞生于蒸汽时代的铁路，如

何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是

当今军界的“显学”。信息化战

争呈现快速化，要求铁路军事运

输具有迅速反应能力，而信息流

速空前加快，战争呈现快速化趋

势，敌我双方都力求通过快捷迅

速的行动夺取主动权。作为陆

军后勤保障中心环节的铁路输

送，运行时速普遍为30—50公

里，与信息化战争要求还有很大

差距。因此，促进铁路军事运输

向快速化发展，是适应信息化战

争的紧迫任务。同时，现代战争

信息量极大，要求铁路军运工具

拥有快速信息处理能力，实现灵

活装载、灵活编组和灵活卸载，

这都给各国军方和交通部门提

出严峻的挑战。

以俄乌冲突为例，2022年

一爆发，乌克兰国有铁路公司在

半年内将380万人从东部战区

撤到西部，还保证每天6万吨物

资从北约国家输入国内。同年

4月起，俄军“系统性”攻击乌克

兰铁路基础设施，阻止西方武器

输入。不过，乌克兰铁路网是苏

联时期修筑的，本来就考虑到空

袭威胁，因此路网高度分散，且

可轻易改变线路，即便价格昂贵

的导弹炸断一段铁轨，乌克兰工

人往地里铺上石子，铁轨一放就

又修复了，一枚弹道导弹最多炸

毁10—20米铁轨，乌克兰铁路

部门能迅速恢复。系出一门的

俄罗斯铁路交通系统也不遑多

让，2022年11月，乌军用战术导

弹和火箭炮急袭第聂伯河东岸

的铁路线，俄铁道兵抢修多处受

损桥隧，以急便桥保障轻载列车

通行，让近5万军民撤到克里米

亚。就当前而言，俄军支撑乌克

兰战场的要害，是国内名城沃罗

涅日，从那里向南延伸的铁路到

达别尔哥罗德、瓦卢伊基和米列

罗沃三个前方供应节点，之后再

沿着进入乌克兰的铁路前送各

种物资和增援部队。像俄军在

巴赫穆特发起的攻势，就十分依

赖瓦卢伊基车站发出的军需物

资，那里与乌克兰境内的特罗伊

奇克站对接，满足整个卢甘斯克

至北顿涅茨克战线的俄军需求。

瓦卢伊基之于俄军如此重

要，那么巴赫穆特对乌军就是

“命运所系”。它是乌克兰东北

部交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其城

区内有多条铁路穿行，西接恰索

夫亚尔、最终抵达“工业城”克拉

马托尔斯克，北接谢韦尔斯克、

越过北顿涅茨河抵达红利曼，形

成环绕顿涅茨克州北部城市群

的大型铁路环线。作为乌军在

顿涅茨克北部、面向卢甘斯克方

面展开战役行动时的交通中转

站和后勤基地，巴赫穆特一旦被

俄军拿下，就能从南线摧毁乌军

一大半军事交通网，进一步取得

战场优势。 李鹏 褚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古典

军事学说早就把后勤物流提到极高地

位，个中道理显而易见：没有通畅的道

路和充足的保障，军队就无法顺利抵

达战场，也不可能开展有效的作战行

动。铁路输送便是保障机械化重装部

队行动的最基本方式，具有运量大、运

距长、受天气限制小，可以实现全天候

运行等优点，是各国军队保障部队机

动和物资长距离运输的首选方式，受

到各国军事决策部门的重视。大力发

展铁路输送，提高铁路军事运输能力，

对于军队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是铁路输

送头一次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通过铁路实施内线快速机动，普鲁士

军队率先完成战略布势，将措手不及

的法军陷入重围。两次世界大战中，

各交战国军队主要依靠铁路输送实施

机动和补给。1914年7月一战爆发前

夕，德军在西线利用13条铁路10天内

将160万官兵输送到位，完成部队展

开。二战期间，苏军利用铁路开行44

万列军用列车，使用1900余万节铁路

车辆，输送数百万军队和上亿吨军用物

资。特别是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苏

军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在3个月内向

远东集结150万兵力、5000辆坦克和上

万门火炮及数百万吨物资，此举大大超

出日军大本营的预想，苏军形成对日

军的绝对优势，短时间内消灭了不可

一世的日本关东军。

■ 俄罗斯鄂木斯克厂通过铁路运送坦克

■ 俄军用于
护路的装甲
列车■ 美军使用6轴平板车运输M1A2坦克

■ 乌克兰炮兵经铁路向前线输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