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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部战区陆军防空旅的

地空导弹分队千里跃进陌生地域，

经受一场极具战斗味的实弹射击演

练，探索装备应对复杂条件的极限

性能。

占领阵地、伪装、搭设指挥所、

建立通联……随着一系列操作流程

展开，随着一声巨响，首枚导弹直刺

云霄，几秒钟后，从刁钻航路来袭的

“敌机”折戟沉沙。可防空分队来不

及喘息，另一架“敌机”正利用低空

探测盲区呼啸而至，那辆刚刚拦截

成功的导弹发射一车迅即相应，又

一枚导弹呼啸出筒，“敌机”凌空开

花。在场观摩的首长带头鼓掌，

“敌机”来袭一次比一次刁钻，拦截

条件一次比一次复杂，可这款服役

多年的老导弹却依然给人别样的

惊喜。

发射一车班长、一级上士王在

翔对手里的装备十分喜爱，这源自

他对装备强大性能的自信。该导弹

列装较早，但经过多次升级，非但没

有过时，反倒风采依旧，在历次实战

演练中宝刀不老。2023年夏，防空

营长孙茂鑫带队参加高难度射击条

件下的战法演练，针对未来空袭机

群会附加电子战手段掩护，对地空

导弹雷达搜索构成压制，部队遂提

出光学瞄准和雷达瞄准相互补盲的

打法，把雷达开机时间再压缩2至3

秒，不让敌人电子战干扰奏效。在

发射连长闫晨晨带领下，包括王在

翔在内的三个发射班长开始在装备

不加电的情况下，对着密密麻麻的

按钮进行模拟操作，通过反复训练，

形成肌肉记忆，达到“人装合一”，终

于让老装备真正发挥新动能。

再回到此次演练，一个傍晚，雨

雾蒙蒙，数架模拟巡航导弹的亚音

速靶机腾空而起，直扑导弹阵地，不

到几分钟，模拟空地导弹也紧随其

后，这意味着防空分队面临着不同

性质目标从不同方向上发起的“饱

和攻击”。作为发射连的“大脑中

枢”，搜索指挥车内，指示灯五彩斑

斓地闪烁起来，各号手严阵以待。

“东南方向一批目标来袭！”空情传

来，连长闫晨晨既紧张又兴奋，他双

眼紧盯指控显示器界面，原本清晰

的雷达显示面板不时出现密密麻麻

的雪花点迹，这意味着来袭目标有

电磁干扰作掩护，加上现场气象复

杂，飞行轨迹也打破常规，故意让人

摸不清套路。闫晨晨和战友并不慌

乱，他们不断转换雷达搜索模式，很

快找到最佳模式，在模糊的画面中，

一个目标的参数与上级通报一致！

闫晨晨迅速上报，在得到上级允许

射击的指令后，他迅速向位置最适

合的发射二车下达抗击指令。

“发现目标，跟踪稳定，可以射

击！”制导雷达突然开机，捕获目标

后，发射二车班长刘如航毫不犹豫

摁下发射按钮。只听“砰”的一声巨

响，导弹破筒而出，很快在空中传来

一声炸响，伴随着耀眼的火光，“敌

巡航导弹”灰飞烟灭！之后，在导演

部的科学指挥下，各火力单元高效

配合，目标尽数被歼，被防空分队保

护的目标安然无恙。 向勇 杨维涛

老装备焕发新战力

桥梁攻防 关乎胜负
常言道：“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意思是河流对交通的隔阻，远甚

于高山。要想过河，最好的办法是架桥，一座位于交通咽喉的桥梁足以决
定一场战役甚至整个战局的胜败。纵观人类军事史，围绕夺桥、炸桥与守
桥、修桥的较量就十分激烈，还为此衍生出不少新的对抗武器和战术。

炸桥难度高
对许多中国观众而言，南斯拉

夫电影《桥》并不陌生，里面游击队

炸桥的情节非常写实，反映出桥梁

攻防的很多学问。

近处看桥，确实很高大，但如

果在数公里外，无论从各个角度观

察，整座桥像一条细线，从远方攻

击这种目标，很难达到摧毁效果。

俄乌冲突中，围绕赫尔松等地桥梁

的较量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2022年7月，乌军不断用火炮打击

横跨第聂伯河的安东诺夫大桥，其

间有超过40多发炮弹命中桥

面，却始终无法将桥面炸

塌，只是打出一个个

孔洞，关键性的

桥墩却安然

无恙。后来，俄军之所以撤过安东

诺夫大桥，不是害怕大桥被炮弹炸

塌，而是桥梁在乌军炮火打击下通

行能力严重下降，前线补给不足，

不得不收缩兵力。换句话说，乌军

炮兵无力炸桥，但变相封锁了大

桥，后来还是俄军工兵埋炸药才完

成炸桥。这也正是电影《桥》里为

什么南斯拉夫游击队非要派精干

小分队上桥埋炸药的原因。

20世纪上半叶开始，各国军界

热衷用飞机攻击桥梁，一是它不受

地理限制，二是速度快，攻击突然

性高，三是飞机携带弹药威力大，

有把握瘫痪桥梁要害。但飞行员

从空中俯瞰的桥梁往往不是一条

线，而是一个点，且由于飞机速度

快，如果掌握不好时机，投下的炸

弹很难落到桥体上。越战期间，美

军从1965年到1968年多次空袭越

南清化大桥，损失几十架飞机，投

弹1500枚，却只给大桥造成小的损

伤。直到1972年，美军投入1吨级

的激光制导炸弹，才使清化大桥丧

失通行能力。

回顾既有战例，实战中，进攻

方需要同时运用多种手段，才能奏

效。1945年3月初，美军夺取莱茵

河上唯一幸存的雷马根大桥，得以

攻入德国腹地。为迟滞美军，德军

倾巢而出，不仅出动轰炸机投弹、

用800毫米口径臼炮炮击、用蛙人

渗透爆破，还出动装甲师反扑，穷

尽一切手段都告失败。令人莞尔

的是，就在德军放弃炸桥后的第四

天，雷马根大桥却因“内伤太重”和

美军高强度使用而自行垮塌。

守桥不轻松
纵观现代战争，空袭炸桥是最

常见的手段，守桥一方的头等要务

自然是强化防空。仍以美越清化

大桥之战为例，越军在大桥周围密

布高炮、地空导弹和歼击机，它们

的首要任务不是击落敌机，而是驱

散敌机队形，阻止其接近。也因为

美军空中优势较大，加之持续保持

高强度空袭，使得越军每次抗击都

要百倍小心，所谓“久守必失”。随

着美军将精确制导武器投入实战，

同时采用新的低空突防术，清化大

桥不幸在1972年被美机炸塌。

再看仍在持续的俄乌冲突，除

开安东诺夫大桥，双方攻防的焦点

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生命线——刻

赤大桥。过去两年多，乌军从空中

和水面对刻赤大桥实施近百次袭

击，效果远不如攻击安东诺夫大

桥，除了俄军防御兵力密集，还有

一个原因是刻赤大桥抗毁设计达到

惊人的程度。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斯

勃乌）特工曾驾驶载有重磅炸弹的汽

车混上刻赤大桥，造成一段桥面垮

塌，但未对桥梁支撑结构造成致命

伤，况且俄方吃亏后升级对过桥车辆

检查，乌方再难如法炮制了。

从当前趋势看，乌军变换策

略，改以自杀无人艇作为主力，不

间断地冲击刻赤大桥，由于无人艇

携带的炸药量大，即便不能靠近桥

墩等要害部位，在附近引爆所产生

的冲击波仍能影响桥梁的使用，破

坏俄方的运输活动。作为回应，俄

军采取了综合防御措施，包括安排

携带航炮的直升机在桥梁上空昼

夜巡逻，一旦发现无人艇就立即攻

击，同时在桥梁两岸部署带热成像

仪的视频监控，在敌艇可能来袭的

方向上架设对海武器，严防死守保

卫大桥。 石宏

外军掠影
■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攻击桥梁

■ 地面炮兵发射精确弹药

■ 经过改进的地空导弹发射 ■ 人工光学瞄准

■ 20世纪60年代大桥防空作战镜头
■ 用火箭炮齐射来摧毁桥梁
是常见的作战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