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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性在“抑制敌方作战能量释
放”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释放己方作
战能量”，能在短时期内给敌人物质和
精神上带来沉重打击。未来作战中，在
高新武器平台的有力支撑下，作战达成
突然性的手段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广
泛、模式更加多样。

军事胜利的奥妙之处在于“攻其不

备，出其不意”。突然性是取得作战优势

的制胜条件，在“抑制敌方作战能量释

放”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释放己方作

战能量”，能在短时期内给敌人物质和精

神上带来沉重打击，达成出奇制胜效

果。未来作战敌我双方都能够快速获取

对手大量信息情报，使战场变得越发透

明，作战达成突然性的难度显著增大。

与此同时，装备技术发展也使作战达成

突然性的手段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广泛、

模式更加多样。

“突然性”在精妙的战术运用中，

方法上强调战术突袭。《孙子兵法·势

篇》强调“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从

某种程度阐明了战术运用的核心要义

就是要“奇”，进而达成突然性，最终取

得作战的胜利。从古至今，可以说这

条作战取胜的铁律从未改变。“突然

性”其实是隐藏在精妙的战术运用当

中。未来作战中，由于有体系和高新

武器平台的有力支撑，为通过精妙的

战术运用达成突然性，提供了更加广

阔的空间。比如，通过创新运用战法

手段，可隐蔽作战企图达成突然性，可

形成“时间差”达成突然性，可由兵力

突然性转向火力突然性等。未来战场

态势复杂多变，更应临机而动，出奇

招、用奇谋，灵活运用战法手段，通过

变换作战程序、调整作战强度、改变作

战方向等方法，增加作战的不确定性

和突然性。

“突然性”在高新的武器平台中，

手段上突出技术突袭。战场上战术突

然性固然重要，但随着新型武器装备

不断问世，新技术的首次运用更能达

成超出想象的突然性。任何作战行动

都需要大量的技术为之服务。一项新

技术的使用，可以带动一系列武器装

备的更新。拥有新技术装备的一方如

达成“技术突然性”，便可“先声夺人”，

产生出敌不意、令敌应对无策的效果，

一举达成作战目的。英军在索姆河战

役中首次使用坦克，吓得德军士兵纷

纷逃窜；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首次

大量使用反坦克炸弹，有效毁伤了德

军坦克集团；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

表明，隐身轰炸机、精确制导武器、高

技术侦察器材、高性能电子干扰机等

都为达成突然性提供了可能。不难看

出，谁率先掌握某种新技术、最先使用

某种新装备，谁就可能在未来作战中

制造出新的突然性。未来作战中，由

于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将不断物化于高

新武器平台中，武器平台将呈现出隐

性化、微型化、精确化、智能化、远程

化、全天候等特点，这些都为达成作战

的突然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突然性”在复杂的作战体系中，

效果上转向系统突袭。作战是体系与

体系的对抗，依靠单件武器平台或单

一军兵种、单个谋略所达成的突然性

是有限的，体系可使其各要素融合联

动，单元之间密切配合，使得作战行动

“悄无声息，神出鬼没”，进而达成突然

性。并且这种突然性具有先天的“隐

藏”特性，很难“一眼就能看出来”，令

敌方难以察觉。以往战争中，往往仅

靠单一作战要素就能达成战场突然

性。二战中德军以“闪击战”达成了陆

战场的突然性，以“群狼战术”达成了

海战场的突然性，以“伞兵战术”达成

了空战场的突然性。未来作战，是通

过信息系统把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单

元和作战要素链接在一起，形成集综

合感知、高效指控、全维防护、综合保

障于一体的整体作战。比如，美军击

毙本·拉登和俄军击毙杜达耶夫的行

动，正是依托其完善的作战体系，达成

了行动的突然性，实现了行动目的。

同时，即使利用单要素对其某一局部

达成突然性，但若不伤及“大脑”和“中

枢”，仍难对敌整个作战体系产生较大

破坏。因此必须树立要素联动思想，

以非对称攻势行动为主导，以夺取战

场综合控制权为枢纽，运用软硬结合

的作战手段达成系统的突然性，才能

在夺取各类制权行动中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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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军事行动都是一定数量的物

质在一定时空内的运动，这种运动不是

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可以运用数

学方法来描述与分析。应用数学工具

和现代计算技术对作战问题进行量化

分析，是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的必然要

求。纵览古今中外战役，无不强调“多

算胜、少算不胜”“精算胜，粗算不胜”的

战争制胜基本法则。

未战需先算。克劳塞维茨曾用“战

争迷雾”来比喻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不确

定性。精确的计算恰恰能够打破这种

不确定性，冲破阻力，让指挥员更加清

晰地掌握战场态势。早在二千多年前，

孙武就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

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

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明代

刘伯温在《百战奇略·计战》中也指出，

“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

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

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

无有不胜”。粟裕大将更是直截了当说

过“打仗就是数学”。从近些年世界局

部战争实践也可以看出，战场上的“算

手”正逐步取代“写手”，越来越多的国

家军队运用作战计算支撑下的兵棋推

演和作战实验，检验和论证装备性能与

战法行动，实验并优化作战预案。

善算方制胜。战争迷雾可能永远

存在，但作战计算可将战争迷雾降至更

低。能否充分进行战前计算，直接影响

到战争的胜负。计算已然不仅仅是一

种技术，更是一种科学思维，在大数据

时代，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势必

会对决策指挥产生巨大影响。外国军

事理论界曾评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化学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物理学

战争，而海湾战争是数学战争。”未来作

战筹划决策空前复杂性，作战问题计算

的难度、深度和广度陡升，然而，越是困

难重重越需要精算深算，先进的作战系

统与高超的指挥谋略，只有与量化分

析、精确计算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

效能，从而增加打赢战争的筹码。

精算亦有道。未来战争打的是信

息数据，精确深入细致的计算能够让指

挥员做到心中有数、握有胜算。在未来

战场上精算就要做到：战略上要算势，

从战略高度对战争全局进行计算设计，

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

段，形成战略优势；战役上要算局，从战

役层面对具体战局进行计算设计，巧妙

进行力量分合，营造有利于己的交战格

局，形成战场优势；战术上要算法，从战

术角度对战法进行计算设计，精准聚合

与释放己方作战系统效能，形成战法优

势；技术上要算器，从技术角度对武器

装备技战术性能进行计算设计，合理搭

配使用武器平台和系统，形成装备优

势；数据上要算细，切实把敌情、我情、

战场环境等情况转化为标准化、可通用

的数据信息，为作战筹划提供强有力的

数据支撑，形成数据优势，从而增强计

算的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

（延伸阅读：本版5月14日《善谋

者胜》）

精算者胜
■王 卓 李 新

夜袭阳明堡

战斗，是抗日战

争时期八路军第

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在山西省代县

以南阳明堡地区奇袭日军飞机场的战

斗。1937年 10月中旬，为配合国民党

军保卫忻口的作战，根据八路军总部

的指示，第 769团兼程向原平东北挺

进，准备破坏日军后方的交通线，袭击

日军的运输队。当该团进至滹沱河南

岸、代县西南的苏龙口、刘家庄一带

时，发现对岸的阳明堡机场不断有日

军飞机起降，第 769团遂决定出其不

意，夜袭机场，炸毁日机。19日凌晨，

担负夜袭机场任务的第 769团第 3营

由刘家庄渡过滹沱河后，即以第10、第

11连组成突击队，从东西两侧进入机

场，随即向敌发起攻击，毁伤敌机 24

架，毙伤日军100余人。第769团指战

员伤亡30余人。在预定战斗任务已经

完成、驻阳明堡镇日军乘装甲车辆向

机场增援的情况下，第10、第11连迅速

撤出战斗，继而第 3营全营渡过滹沱

河，安全返回驻地。

夜袭阳明堡
战斗，创造了步兵
打飞机、以地制空

的成功范例，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善于捕捉战机，发挥自身特长。

夜袭战经常是出敌不意，近战歼敌。
为此，捕捉战机至为重要。当时阳明
堡镇已被日军占领，与之毗邻的崞县、
代县两县城也都有日军驻守，守卫机

场的日军只有少量的警卫部队和地勤
人员，思想上比较麻痹，警戒比较松
懈，根本不曾想到有中国军队敢于钻
到其占领区内来炸飞机。而第 769 团
恰好此时进到了代县西南，敏锐地捕
捉到了这个难得的战机，并决定夜袭
机场，毁坏敌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可
行的作战设想。第 769 团将作战时间
选在夜间，最大限度减少了敌方作战
的有利条件，同时，充分发挥了自身擅
长夜战的优势。第 769 团第 3 营在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一支以夜战见
长的部队，曾被授予“以一胜百”的奖
旗。实践证明，参战的八路军指战员
以娴熟的夜间战斗战术歼敌毁机，取
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战前侦察详细，准备充分。由于
夜间战斗的战场观察和指挥受限，要
取得夜袭的成功，离不开战前的详细
侦察和充分准备。为打好这一仗，10
月 18 日白天，第 769 团团长陈锡联、
副团长汪乃贵带人到滹沱河边侦察，
并通过与当地老乡交谈，对阳明堡机
场的位置、停放飞机的数量及日军守
备等情况，基本都查清楚了。根据侦
察和了解到的情况，第 769 团进行了
充分的战前动员，参战各营、连纷纷
召开支部大会、军人大会，就如何打
好此次夜袭战、特别是如何破坏日军
飞机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虽
然大家都没有打过飞机，有的甚至都
没见过飞机，但经过集思广益，最后
还是确定以集束手榴弹来炸毁飞机，

并据此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和部
署，进行了相应的作战准备。详细的
战前侦察和充分的战前准备，为此战
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行动隐蔽突然，作战坚决果敢。

夜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行动的隐蔽
性和战斗发起的突然性。为不引起敌
人的警觉，10月 18日白天，第 769团把
部队隐蔽于崞县以东的周家庄地区。
18 日夜，第 769 团各部利用夜暗条件，
向各自的作战地域秘密进发。第 3营
渡过滹沱河后，悄无声息地快速接近
敌人，从渡河直至进入机场，敌人丝毫
未有察觉。而当被日军哨兵发现后，
该营指战员即按战前部署立即发起猛
烈攻击，一部分人员负责压制敌人火
力，消灭敌人守备力量，一部分人员果
敢地向敌机群突击，并用事先准备好
的集束手榴弹将日机一一炸毁。在此
期间，一部分日军拼命反扑。八路军
指战员遂利用飞机残骸作掩护，与敌
展开近距离交战。战斗发起突然，作
战坚决勇敢，临危不惧，是此战取得胜
利的必要保证。

集中兵力、火力于作战目标，并速

战速决。夜袭战通常作战目标单一，或
以杀伤、消耗敌人为主，或以摧毁敌方

指挥机构、军事设施为主，为完成作战
任务，减少伤亡，须集中使用兵力、火
力，以尽快结束战斗。夜袭阳明堡战
斗，八路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毁坏停放
在机场的日军飞机。第 769 团第 3 营
（当时辖 4个连）在制定具体的作战部署
时，以 2个连突入机场作战，1个连向阳
明堡镇警戒，1个连为预备队。第 3营
的第 10、第 11连突入机场后，第 10连牵
制敌人，第 11连按照战前部署，集中兵
力和火力突击敌机群，在最短时间内将
停放在机场的敌机悉数炸毁。当驻在
阳明堡镇的日军乘装甲车辆向机场增
援时，第 10、第 11连已经完成了作战任
务，并在接到敌情报告后立即脱离战
斗，迅速撤出机场，从而避免了更大的
伤亡。

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制空权就难
有作战主动权。制空权的获得，除了以
空制空对等样式外，还可以采取类似夜
袭阳明堡战斗等非对称样式，采取制空
于地或以地制空，针对制空能力的基础
保障等在地面的不可改变性，在地面上
摧毁对手的制空能力，变毁敌于空为毁
敌于地。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

史军史研究中心）

夜袭阳明堡—制空于地的成功范例
■潘泽庆

当代科技创新已经使现代战争制
胜机理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只有坚持
科技兴军，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加
速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促进战斗力
的保持和恢复，激发战斗力的转型和
跃升，才能迅速增强遏制危机、控制
战局、打赢战争的能力，制胜未来而
不是尾随未来，打败敌人而不是被敌
人打败。

科技创新加速战斗

力的生成和提高

不论战争的手段如何演进，形态
如何变化，人和武器装备始终是战斗
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不断提高武器装
备的技术战术性能，不断增强人的整
体素质和能力，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
来，始终是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核
心。而在其中，科技创新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是加速战斗力生成和提
高的关键因素。

科技创新加速战斗力生成。科技
创新成果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不
仅可以物化为全新的武器装备，为战
斗力的物质要素增加全新的内容，为
战斗力的生成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保
障和基础，而且可以通过为人提供更
强的科技武装，迅速增强人的个体素
质和整体能力，为战斗力的生成提供
更加可靠的主观力量和动力。与此同
时，还可以转化为全新的训练手段和
方法，为人与武器装备的有机结合提
供更加高效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加速
战斗力生成。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科
技创新及其在军事领域应用的过程，
其实都是新的战斗力生成的过程，从
航空技术创新到空战能力的形成、核
技术创新到核作战能力的形成、电子
技术创新到电子战能力的形成等，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科技创新加速战斗力提高。科技
创新成果的应用，能极大促进现有武
器装备技术战术性能的完善和提高，
从而加速战斗力提高。20世纪 50年代
问世的美国 B－52 轰炸机，之所以历
经近 70年依然是美军战略轰炸的主力
战机，就是利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地
进行技术改造和改进的结果。科技创
新成果的应用，还会加快训练手段和
工具的完善，为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
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手段和工具。现
代训练模拟系统之所以能从单机、单
装系统逐步发展到多军兵种联合作战

训练系统，也是科技创新的直接结果。
用科技创新推动我战斗力生成与提

高。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不断提高科
技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坚
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积极探索和形成顺畅高效的科技创新成
果向战斗力转化和运用新机制。始终坚
持深化科技创新和转化政策制度改革，
建立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成熟度评价
体系，完善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
机制，切实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
力。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推动我
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
变，迅速生成和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
战争所必需的新型战斗力。

科技创新促进战斗

力的保持和恢复

不论是平时战斗力的聚集过程中
还是战时战斗力的释放过程中，任何
军队都存在一个战斗力保持和恢复的
问题。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的体力和精力都会下降，具有一定
使用寿命和物理极限的武器装备技术
战术性能也会降低，特别是战时，人
员的伤亡和武器装备的战损会极大地
影响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有效地保
持和恢复战斗力，是军队保持良好战
备状态并最终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
证。在这方面，科技创新同样发挥着
关键作用，是保持和恢复战斗力的重
要技术条件。

科技创新促进战斗力保持。科技
创新成果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可
以为武器装备提供使用寿命更长、可
靠性更好的新型原材料、元器件，乃
至系统，从而使武器装备的使用寿命
更长，可靠性更高，战斗力保持更加
持久。比如，利用科技创新成果生产
出的新型材料，就可以生产出使用寿
命更长的涡扇发动机叶片，使航空发
动机的使用寿命成倍提高，从而提高
整个作战飞机的使用寿命，保持更长

时间的战斗力。科技创新还可以为战
斗员体力和精力的保持提供更加有效
的手段和方式。比如，聚集大量现代
科技创新成果的现代单兵系统、士兵
智能穿戴系统等，就可以使士兵在军
事行动中节省大量体力。

科技创新促进战斗力恢复。科技创
新成果及其应用，不仅能为战损、故障
的武器装备提供更加有效的修复手段，
而且还能为受伤官兵提供更加可靠救治
方法，从而使受损的战斗力得到最大限
度地恢复，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更加
有利的条件。比如，利用科技创新提供
的武器装备自动状态监控与诊断系统，
可以更好地掌握武器装备的技术战术状
态，及时查清故障，及早排除故障。利
用现代制造技术创新所产生的 3D打印
等增材制造技术，可以为前线部队提供
更加快速、精确、可靠的零配件供应，
快速实现换件修理。而现代医疗救护技
术创新，可提供简便、快捷的救护工具
和药物，能使伤员的致死和致残率降至
最低。

用科技创新促进我战斗力保持和

恢复。如何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
使战斗员的体力和精力得到更好地保
持和恢复，使武器装备的技术战术性
能更加持久地保持和更加快捷地恢
复，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持和恢复战斗
力，也是我军建设发展中面临的重大
课题。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习主席的教
导，始终坚持“军队一切创新都要用
是否增强了我军现实战斗力这个标准
来检验，不能搞那些华而不实、中看
不中用甚至哗众取宠的东西”。紧紧抓
住科技创新这一制胜未来战争的“命
门”和“要穴”，不断利用科技创新成
果研究开发出更加有效地保持和恢复
战斗力的手段和工具。

科技创新激发战斗

力的转型和跃升

在军事竞争中，要始终把握竞争
优势和制胜先机，不仅要特别注重战

斗力的生成和提高、保持和恢复，而
且还要特别注重在军事转型和战争演
变的关键点上加快战斗力的转型和跃
升。而科技创新是激发战斗力转型和
跃升的重要驱动力。

科技创新是战斗力转型升级的激

发器。当科技革命来临，特别是大量
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并广泛运用于军
事领域时，以这些科技创新成果为基
础的新型武器装备的出现，带来武器
装备体系的革命性转变，以这种新型
武器装备体系为基础的新质战斗力就
会随之产生，从而导致战斗力的整体
转型升级，实现战斗力形态的跃升。
在人类历史上，正是在科技革命和科
技创新的激发下，作为战争工具的武
器装备才实现了从冷兵器装备体系向
热兵器装备体系，进而向机械化装备
体系和信息化装备体系的革命性转
变，从而实现了从体能型战斗力形态
向化学能型战斗力形态，进而向机械
能型战斗力形态和信息能型战斗力形
态的跃升。

科技创新正在激发战斗力转型升

级。目前，在新科技革命的驱动下，
世界军事发展正处在从机械能战斗力
形态，向信息能型战斗力形态和智能
型战斗力形态的转型跃升过程中，如
何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紧紧抓
住新科技革命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在战斗力转型跃升中的关键
作用，努力实现战斗力形态的转型跃
升，对实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可靠的军
事支撑，显得十分重要。

用科技创新加速我战斗力转型升

级。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战斗力转
型跃升中的驱动作用，必须坚持战斗
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在提高新
质战斗力上求突破。新质战斗力是以
当代前沿科技创新成果为基础的，是
信息化、智能化的战斗力。因此，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战略前沿技术发展，
确定正确的跟进和突破策略，选准主
攻方向和突破口，加紧在一些战略必
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争取后来居
上、弯道超车。紧紧扭住新型作战力
量建设这个战略重点，充分利用前沿
科技创新成果，大幅度提高新质战斗
力比重，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加速发
展、一体发展。紧盯新质战斗力生成
要求，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扭
住网络信息体系这个抓手，提高部队
科技含量，发展精锐作战力量，加强
实战化训练，不断增强打赢能力。

用好科技创新这个战斗力提升加速器
■周碧松

挑灯看剑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群 策 集

在战争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正是科技创新成果在军事

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作战手段的急剧更新，催生着作战

思想的激烈绽放，影响着作战体制的深刻变革，引导着作战

模式的飞速演进，驱动着战斗力的不断提升，促进着战争形

态的持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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