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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聚焦“国际军事比赛-2018”

战场“魔术”

横渡天堑夺先机

从古至今，战场上不乏舟桥装备的
身影。从原始简易的竹木器械，到工业
感十足的钢铁合金，再到高科技分子复
合材料，舟桥装备紧随时代变身。

根据中国古代兵书《六韬·虎韬》记
载：周朝时期，军队就备有“渡大水”用
的“飞江”“天潢”和“越沟堑”用的“飞
桥”等器材，这些应该是早期最原始的
舟桥装备。三国时期，赤壁之战，曹操
将战船首尾以铁索相连，使人马在船上
如履平地，这成为早期浮桥作战的影
子。宋灭南唐之战中，宋太祖下令在长
江架设由竹子、龙舟制成的跨江浮桥，
这是中国最早出现比较完善的军用舟
桥装备。清朝晚期，湘军和淮军中配有
专门负责架桥的分队。由此可见，舟桥
装备在我国的发展起步很早，战场实用
性也很广泛。

据史料记载，在欧洲，舟桥装备首
次出现在战场是在公元前 327年，马其
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远征印度，曾用随
军携带的气囊和可分解的木舟架设浮
桥。公元 4世纪，罗马军队在对波斯的
战争中，曾用兽皮蒙在柳条骨架上制成
船只，以架设浮桥。在欧洲三十年战争
期间，荷兰和法国的军队都随军携带有
舟桥器材。

随着工业水平逐步提高，不少国家
对舟桥装备不断改善，并在战场上进行
检验。到 19世纪后半期，舟桥装备中的
木质受力构件逐渐被钢材、铝合金等金
属构件所取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型火炮、汽
车、坦克等纷纷走上战场。为保证这些
铁甲战车顺利通行，舟桥装备的载重量
及其他性能指标不断提高，如日本的百
式舟桥器材、美国的 1926年式铝质舟桥
和苏联的“恩 2波”“特波波”重型舟桥
等。也正是这一时期，舟桥装备在技术
上出现了质的变化。

那么，舟桥装备在现代战争中又是
如何发挥作用呢？

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军队的工程兵
部队沿 170公里长的运河，开辟了 10多
个浮桥渡场和 50个门桥渡场，保障埃及
5个装甲师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了以
色列号称“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

伊拉克战争，为保障美军快速向
巴格达推进，美军工程兵在幼发拉底
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架起巨型浮桥，保
障大军顺利开进，为部队快速机动部
署赢得先机。

正因为舟桥装备在战场上作用日
益凸显，能够帮助部队快速机动、抢占
战机，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国开始
竞相对舟桥装备进行更新换代。比较
典型的有法国 F1摩托化浮桥、美国 IRB
改进型带式舟桥、德国M3自行舟桥和
法国EFA前线渡河器材等。

进入 21世纪，随着材料技术和信息
技术突飞猛进，舟桥装备不断迭代。运

用自动控制技术，可实现舟桥机电一体
化作业，舟桥装备的发展产生了跨时代
的飞跃。

军民融合

探索发展成体系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历来是兵
家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幅员辽
阔，江河纵横，既给军队行动造成了巨
大的障碍，也给舟桥装备的应用提供了
广阔的实践舞台。一直以来，我军对舟
桥器材的探索研究十分重视。

解放战争中，我军曾用百式舟桥器
材、折叠舟以及浮囊架设浮桥，或者使
用圆木油桶等简易器材架桥，保障部队
渡河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
军曾在长甸使用百式舟桥器材架设浮
桥，保障广大官兵横跨鸭绿江入朝作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舟桥装备
主要依靠引进苏联的舟桥器材。1962
年，我国成功仿制出 62式舟桥，这是我
军舟桥部队装备的第一代制式渡河器
材。这类舟桥通行能力大，但作业耗费
人力物力，目标大，容易被打击，因此一
般在夜间进行架设保障通行，到拂晓撤
收。此后，我军又制造出 79 式带式舟

桥，该装备采用四折式设计，入水后能
够自行展开，不仅结构简单作业方便，
还不需要构筑码头，大大加快了作业
速度，提高了保障能力。

上世纪 90年代，我国在舟桥装备研
制方面取得突破，自行研制出新一代重
型舟桥装备，主要用于保障重型装备通
过江河障碍，并在一系列演习任务和非
战争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新一代重型舟桥装备机械化程度
高，其门桥的卸载依托液压传动，结构
采取箱体式，完全不需要人工架设笨重
的桁架和桥板，既安全又省力，效率成
倍提高；采用模块化配置，结构随时可
变，一节门桥接上装有动力装置的尾舟
就可用作漕渡，而将门桥连接起来即可
架设浮桥，能够有效保障坦克、装甲车、
火炮等重型武器装备跨越大江大河的
障碍，是名副其实的水上“变形金刚”。
“5·12”汶川大地震后，通往灾区的

桥梁道路严重损坏，救援工作迟滞难以
展开。紧急关头，原成都军区某工兵团
利用重型舟桥进行漕渡，将一批批救灾
物资和机械设备运入灾区，在抢险救灾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总体设计和技战术性能上来讲，
我军新一代重型舟桥已经能够和美国、
俄罗斯、德国、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
舟桥装备相媲美，目前已经成为我军舟

桥部队的主战装备。

科技助力

“变形金刚”换新颜

战后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充分向
人们展示了高科技武器的强大威力，也
显示出舟桥装备举足轻重的地位。放
眼各国军队，无不在渡河工程保障上下
足了功夫。比如，在高流速的江河上，
美军、俄军可架设承载能力达 70-120
吨的浮桥或漕渡门桥。

舟桥装备因为自身的体积和重量
较大，在作业时需要人员的密切协同，
作业时间较长，这往往会对抢占战场先
机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如何提升舟桥
装备的机械化程度、自主化程度、抗损
性能、架设和撤收速度，是当前世界各
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

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大量应
用，使得舟桥装备的技战术性能得到了
全面提高，渡河保障能力成倍提升，让
水上“变形金刚”变得更快更强。

随着金属材料向高强度低合金钢、
铝钛合金结构钢和复合钢材料发展，高
分子复合材料、工程塑料、胶结剂等工程
化学材料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工程材料。
这些材料运用在舟桥装备上，将大大提

升承载能力和抗毁伤能力。如德国
FSB2000、法国 F1等带式舟桥均采用了
轻质铝合金材料，不仅重量轻、耐腐蚀、
便于维护，而且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目前，在现代舟桥装备中，自行舟
桥成为各国军队“新宠”。新型自行舟
桥一改车尾在前的传统设计理念，采用
车头在前的方向行驶，大大提高了陆上
和水面的行驶速度。英国与德国联合
研制的M3自行舟桥，多辆并联可以架
设横跨江河湖泊等障碍。在遭遇敌方
袭击时，自行舟桥还能迅速分解、疏散
或在水面上快速转移，具有很强的战场
生存能力。我国也在主战坦克底盘的
基础上，成功研制出履带式重型自行舟
桥，并在 2015年的“开阔水域”比赛中首
次公开亮相。

下一阶段，提高舟桥装备维修和补
充效率，提升快速反应和持续作战能
力，就必须加强装备的通用化、系列化、
模块化研究，从而全面提升总体保障能
力。同时，各国还在不断提高装备的数
字化程度，在舟桥装备上配备数字化采
集、通信与接收设备，随时随地进行战
场信息的分析处理。

上图：7月20日，“开阔水域”备赛

阶段，俄方向我军参赛队演示连级门桥

渡送加强坦克排。

虞 平摄

舟桥浮渡装备就像一块块大型水上“积木”——

“变形金刚”跨越江河天堑
■强天林 王海源

俄罗斯西部奥卡河训练基地，300米宽的河面上沸腾起来，随
着舟桥官兵操作多种装备，一个个舟桥单元如变形金刚般拼接在
一起，一座“钢铁巨龙”横卧在开阔的水面上，坦克和自行火炮等
重型装备驶上浮桥快速到达对岸……

好一场工程兵部队的水上巅峰对决！根据“国际军事比
赛-2018”计划安排，“开阔水域”项目于 8月 3 日开赛。这是俄
罗斯工程兵部队的一项传统军事比赛项目，实战性高、应用性
强，旨在全面检验舟桥部队多方式、快节奏、不间断的渡河保
障能力。今年，我军中部战区第 83 集团军某舟桥分队赴俄罗

斯，参加“自行舟桥渡送坦克”“60 吨漕渡门桥渡送弹药车”“连
级门桥渡送加强坦克排”等项目的角逐，全部使用俄罗斯提供
的舟桥装备。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平均 3.5千米到 12千米就有一个涉水
障碍。面对这些障碍，部队以及辎重如何快速通过，始终是世界
各国军队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战时深水大跨桥受损后，为保障部队快
速机动和物资运输，运用浮渡技术维持前后方交通通畅，是最简
单、最实用、最快捷的应急方法。

兵器沙龙

众所周知，名字带“plus”的智能手

机性能往往比同系列普通机型要好，

价格也略高一些。而西班牙这艘在建

的S-80plus型潜艇，造价贵了一倍还

可以接受，性能不达标就令人无法理

解了。更尴尬的是，近期西班牙《国家

报》曝出，S-80plus因“太胖”无法停

靠码头。

潜艇“太胖”究竟是谁之过？这还

要从它的前身S-80型潜艇说起。

为了淘汰老旧的法式 S-60型潜

艇，西班牙于 1989年开始了 S-80型

新潜艇建造计划，以应对紧张的冷

战局势。两年后，苏联解体，西班牙

造价高昂的新潜艇似乎没有了用武

之地，建造工程不断搁置。然而，

“9·11”恐怖袭击让西班牙建造新潜

艇的冲动再一次涌上心头。遗憾的

是，旧有的潜艇设计方案早已满足不

了新作战任务的需要。这样一来，西

班牙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之前签好的

合约，回炉重造。

新设计方案中，S-80型潜艇的各

项指标堪称豪华：满载排水量2430吨，

全长71米，用先进的AIP推进系统保

证长时间的水下巡航。2013年，在这

艘新潜艇即将完工之时，却出现了一

个严重问题——S-80因无法上浮而

“溺水”，原因是体重超出计划 125

吨。几番折腾之后，西班牙终于找出

纰漏，原来是工程师点错了小数点。

西班牙国防部前战略评估办公室官员

说，这大概是“史上最重的小数点”。

无奈，西班牙只好花重金请美国

来帮忙，硬生生把71米长的潜艇扩成

了81米，还换了个新名字。就这样，

先天性肥胖的S-80plus诞生了。

潜艇也会“溺水”
■李传奇

荒凉而开阔的幼发拉底河畔，反

政府武装人员乘坐着加装了迫击炮、

大口径机枪和反坦克系统的皮卡一路

疾驰左冲右突，对俄军和叙利亚炮兵

进行偷袭。俄军和叙军部队快速机

动，占领有利地形，快速开火，对来袭

之敌运用火炮实施密集攻击……叙利

亚战场上这一幕引发了众多军事观察

员的关注。

据《消息报》称，近期俄军和叙军

在叙利亚代尔祖尔地区持续约 1小时

的反恐战斗中,运用火炮对敌袭方向

进行网格式饱和攻击，歼灭了 43名恐

怖分子，并击毁 6辆安装大口径武器

的皮卡车。为有效打击这些依靠越野

车高速机动的恐怖分子，俄罗斯和叙

利亚炮兵在此次战斗中创造性采取了

“弹幕”战术。

“弹幕”射击，是炮兵组织火力的一

种基本方式，主要运用密集火力快速对

敌进行攻击,用于打乱敌军运动队形、迟

滞其行动、拦阻敌火力攻击，毁歼敌军。

根据构筑的火力网特点，“弹幕”战术可

细分为机动拦阻弹幕射击和固定拦阻弹

幕射击两种。

想象一下，大海中乌贼遇险喷墨逃

生的情景，瞬间发力射出浓墨汁，将周围

的海水染成“黑幕”，乌贼得以趁机逃

生。与墨汁不同的是，在战场上用弹药

构成的“弹幕”，兼具了迟滞与毁歼两种

功能。

“弹幕”新解
■王海峰

其实，“弹幕”并不算是新战术。该

战术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被广泛应

用，在凡尔登会战和柏林战役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战场上，仍需要

应用“弹幕”射击来提高防空反导能力。

目前，多数国家的军队均在机动或固定

作战平台上加装了末端防御武器系统，

拦截来袭目标。

那么，当前实现“弹幕”射击的主流

装备有哪些呢？

采用多重命中原理的多管速射高

炮武器便是其中之一。例如美国海军

装配的“密集阵”武器系统是六管20毫

米自动旋转式火炮，射速为每分钟

3000发-4500发。这种舰载多管小口

径火炮通过雷达发现、跟踪来袭目标，

在来袭目标方向上，通过饱和攻击形

成“弹幕”，可有效打击其他防空系统

漏掉的反舰导弹，是美国海军舰艇的

最后屏障。

俄罗斯“铠甲”防空武器系统则是弹

炮合一的武器。首先，通过防空导弹对

较远距离目标进行有效拦截；当来袭目

标突破防空导弹拦截时，再通过多管小

口径火炮的饱和攻击形成“弹幕”，进行

有效拦截。特别是在打击超声速、高超

声速目标时，发射足够数量的“弹幕”，可

以明显提高拦截的概率。

采用未来空域窗射击体制的澳大利

亚“金属风暴”武器系统或将成为军队

“新宠”。理论上，同时使用多个枪管和

多种弹药类型的“金属风暴”每分钟可以

从36个枪管发射100万发子弹，射速高，

质量轻，可在瞬时构筑起猛如狂飙、急如

骤雨的超饱和攻击“弹幕”。

“金属风暴”武器系统

绘图：吴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