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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

13日 夜 至 14日

凌晨，人民海军

与国民党海军在福建沿海崇武以东海

面发生激战。人民海军参战部队出动

高速护卫艇6艘、鱼雷艇6艘，自艇队突

击群出航至返港历时11小时55分，海

战持续 1小时 33分，击沉国民党海军

“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大型

猎潜艇，俘虏9人，毙敌80余人。我护

卫艇、鱼雷艇各两艘受轻伤，牺牲2人。

战斗使台湾当局派遣武装特务袭扰大

陆的企图遭到重创，被迫放弃“政治登

陆”计划，台湾海峡局势发生重大转折。

作为人民海军作战史上一次重大胜利，

崇武以东海战对我军现代条件特别是信

息化条件下组织实施海上作战具有诸多

启示。

闻 战 则 喜 、

艇随令动。 1965
年下半年，福建

前线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台湾当局
对大陆沿海地区的小股袭扰活动，重点
是打击敌运送小股武装特务的大型战
斗舰艇。我前线部队任务重、出击多，
时刻准备打仗。官兵士气高昂，为了不
错过战斗机会，不休假、不探亲、不离驻
地。护卫艇 29大队驻泊东冲，一年内曾
四下海坛，待机歼敌。此次战斗是该大
队五下海坛，谁都不愿失去作战机会，
人人请战。大队部电话兵朱金卿赶写
了两份求战书，在管理员、指导员均未
批准的情况下，在艇离码头最后一刻向
大队参谋长请战，最终得以参战。此次
战斗突然性大、突发性强，敌舰来去匆
匆，对战机的把握非常重要。当任务发

生变化时，上级紧急调动更多艇船参
战，被征召艇船克服任务急、时间紧、距
离远等困难，在规定时间内高速航行、
提前会合、准时出击，确保了战斗顺利
展开。闻战则喜、积极求战的高昂斗
志，雷厉风行、争分夺秒的战斗作风，
一声令下、立即出战的战备状态，体现
了部队过硬的政治素质和良好的军事
素养，是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海军克敌制
胜的法宝。

科学严谨、从严施训。平时多流
汗，战时少流血。海上作战，不同于个
体间的直接搏斗，舰艇对抗既是舰炮
火力的较量，更是装备操纵水平的抗
衡。精心准备、苦练硬功，立足现有装
备打胜仗，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掌握
海上作战的客观规律，是海上战斗胜
利的重要保证。战前，部队抓住打敌
机动编队这个主要矛盾，从难从严苦
练实战硬功。部队按照作战方案先后
进行 10 多次演习，把之前参战的经验
教训列成细目，反复研练。同时，注重
把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和合同训练穿
插进行。干部训练适应夜战需要，反
复熟悉预定作战海区，做到心中有预
案，脑中有海图。单兵训练做到艇动
炮转，白天、夜间、大风浪天气坚持练
瞄准，实弹射击精准打击海上小型目
标。为贯彻近战夜战原则，护卫艇要
求看不见不打、辨不清不打、没有把握
不打，鱼雷艇规定看不清目标不放、舷
角不好不放。特别重视防掉队、防碰
撞、防丢失目标、防误击的“四防”训
练。无论什么条件下作战，都离不开
严谨细致的求实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战
斗作风，应切实掌握海上作战规律，从

难从严开展实战化训练，熟练掌握有
针对性的作战方法，充分发挥装备潜
能，提高战术技术水平，为遂行作战任
务提供过硬支撑。

扬长避短、击敌软肋。海战中，战
场态势、敌我力量等瞬息万变，指挥员
应善于根据战场变化，积极应对，掌握
战场主动权。此次战斗，周恩来总理
在各舰出击途中发出指示：要抓住战
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发扬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争取天亮前撤
出战斗。这一指示强调了我方集中兵
力、近战、夜战三项海上游击破袭战传
统优势。我参战部队多为小型水面舰
艇，吨位和火力均不占优势，缺乏有力
的空中掩护，为发扬我近战夜战的特
长和小艇灵活机动的优势，必须逼近
敌舰，充分发挥小口径速射炮近距离
打击威力。敌方军舰吨位虽大，但近
战发挥不了大口径火炮的优势。敌空
军 4批 8架战斗轰炸机飞临战区上空，
因夜间能见度差，不能发挥空中支援
掩护的作用，空中优势化为乌有，眼睁
睁看着“永昌”舰被击沉。随着现代科
技的迅猛发展和战争形态的不断演
变，敌我力量此消彼长，我海军力量虽
然有了长足进步，仍须传承发扬我人
民海军传统优势，注重扬长避短、克敌
制胜。

百人一枪、团结协作。海上作战

是舰艇各部门、各战位，海上多舰艇、
诸兵种之间的合同攻击，单兵动作必
须服从、配合好整体行动。此次战斗，
就单艇作战讲，命中敌舰的鱼雷艇 145
艇内部关键部门团结协作、运转良
好。“心脏”——轮机部门开得动、开得
快 ，及 时 有 效 规 避 敌 炮 射 击 ；“ 拳
头”——枪炮部门打得准、打得狠，两
枚鱼雷见功；“耳目”——通信部门联
得上、联得通，内外交流畅通。就兵种
协同讲，护卫艇群与鱼雷艇群协同作
战，在战场形势变化后，鱼雷艇突击群
由扩大胜利变为主攻兵力，各鱼雷艇
采取集群多向、迂回包围战术，反复抢
占阵位、牵制火力，最终命中敌舰，形
成战场转折点，护卫艇第 2突击群抓住
战机扩大胜利，最终击沉敌舰。海战
进行中，为防敌机及附近海区的美国
驱逐舰支援，我军先后派出另外 7艘护
卫艇在不同方向担任海上警戒，保证
了战区安全，显示了海上舰艇作战“百
人一杆枪，百舰一编队”的鲜明特征。
未来信息化海战场更是各军兵种一体
化的联合作战，只有各方密切协同、紧
密配合才能形成战斗合力，必须树立
联合作战思维和大局意识，克服本位
主义、抢先思想，破除影响诸军兵种合
同攻击整体威力发挥的一切障碍。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

史军史研究中心）

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解析崇武以东海战取胜经验

■李振林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战斗简介

颠覆性技术是“改变游戏规则”的
新技术，可能迅速打破军事对手间的实
力格局，并衍生改变战争规则和制胜机
理的新型作战方法。后勤装备保障领
域是颠覆性技术军事应用的前哨阵地，
具有运用创新成果的先天优势。通过
追踪颠覆性技术发展方向，捕捉后装保
障需求，设计未来保障概念，将有助于
发挥技术优势驱动建立新型保障模式。

智能物流算法助力

峰点精确式保障

“欲战必先算其费”。在冷兵器战争
时代，囿于计算能力，物资保障通常只是
通过模糊分析战局、概略计算需求进行
粗放型分析,如“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
师举矣”。现代战争，战场物资消耗呈指
数级上升，“需求迷雾”“资源迷雾”的客
观存在，使概略保障效益低下、浪费严重
等弊端被无限放大。海湾战争中，美军
运往战场的集装箱有 8000余个没有开
封，战后运回本土耗费了 27亿美元。海
湾战争后，美军开启“聚焦后勤”“感知与
响应后勤”等精确化保障实践，收到了降
耗增效的良好效果。但在伊拉克战争
中，又暴露出对战局突变而导致的峰点
保障响应不够及时的问题，这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传统软件算法在解决作战保障
问题上的严重缺陷。

智能物流算法基于大样本数据分
析挖掘，依托网络化云端计算环境，具
备智能思维感知、自主学习进化和辅助
分析决策等行为特征,能够对物资流
向、流径、流量等进行精准调控。近年
来，得益于深度神经网络等算法突破，
智能物流算法研究进展迅速，已具备军
事转化应用的基础条件。运用智能物
流算法，可对战场传感器收集的保障需
求进行特征分类，对处于物理分散存储
状态下的保障物资进行全局调控，对分
散运力资源进行有机串联。特别是算
法具有的类人“智能”，能够对所有可能
的供应链路网络、物资配送路径、保障
基地选址等进行推演和价值评估，支持
在战场形势变化时自主寻找最优化的
解决方案，实现对一般作战活动的精确
式保障和重要时空节点上的峰点式保

障，从而构建战场上海量数据“泛在聚
合”的智能物流生态环境。

增材制造技术赋能

自给伴随式保障

战争消耗物资从何而来？或“因粮
于敌”，或“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是将
敌方辎重为我所用，虽具事半功倍之效，
但也有潜在断供风险。“取用于国”则是
战争保障常态，即通过“后方生产——远
程运输——前方配送”的方式进行物资
筹措供给。然而，“国之贫于师者远输，
远输则百姓贫”。远程运输不仅时效性
差，而且运输者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战
场消耗。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中，装备器
材型号规格纷繁多样，混装运输体积巨
大，对运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近年
来，增材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则让人们
看到了保障模式变革的新曙光。

增材制造技术，又称 3D打印技术，
是通过软件与数控系统将专用材料逐层
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技术。目前，外
军开发的3D打印远征工具包，已经能够
制造特种工具、关键零件和其他部件；而
3D打印建造的营房，可降低40%的成本、
减少约50%的建设材料。可以设想，运用
增材制造技术，前方作战单元将根据预设
图纸自行打印装备配件，部队远程机动只
需携带标准封装的专用打印材料，由此将
建立“原料运输——战地生产——回收
复用”的新型保障模式，从而显著降低军
事物流运输负担。值得关注的是，近年
来，4D打印技术已经开始实验验证。4D
打印比3D打印多了一个时间维度，通过
运用形状记忆合金、压电陶瓷等智能材
料，打印成品自适应发生形状、强度或结

构变化。此种制造模式一旦发展成熟，
势必进一步丰富战场自给式保障手段，
或将建立“原料运输——战地生产——
按需改型——回收复用”的新型保障模
式，有效满足未来作战多任务、多地域保
障需求。

自主无人系统实现

订单配送式保障

古往今来，向战场前沿投送保障物
资都是一项人力密集型军事活动。“凡
兴师十万……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
七十万家”，意即要支持前方 10万人作
战，就需后方 70万家从事物资运输。在
被陈毅元帅评价为“人民群众用小车推
出来的”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参战兵力
约 60万，而支前民工高达 543万人。近
年来，无人化作战系统得到迅猛发展并
运用于现代战场，无人化作战形态初现
端倪。无人化作战必然催生无人化保
障，无人化保障能够为一线官兵提供
“量身订制”的订单式配送与直达式服
务，能显著提高保障效费比，并大幅降
低保障人员的生存威胁。

近年来，在军事需求和先进科技双
轮驱动下，地面、空中、水上等多域多类
自主无人系统的型谱体系不断健全，强
对抗环境下的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在
地面，无人运输车、医疗后送无人舱和
智能负重机器人等，可穿越复杂地形地
物，打通高危战场环境下物资补给链和
战场搜救链；在空中，仿生无人运输器、
垂直起降型物资投送器、无人货运空投
系统和无人化保障“蜂群”等，能够在特
定环境下智能自主寻的，开辟点对点甚
至多点对多点的空中保障走廊。在水

域，水面高速无人输送艇、水下无人航
行器等，可在短时间内隐蔽地将所需物
资投送至水面作战单元或近海陆上力
量。展望未来，随着无人系统自主水平
的不断提升，通过“人在回路外”的监督
授权，将会使一线后装保障力量从残酷
战场环境和枯燥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
来，困扰指挥员的“最后一公里”保障难
题将迎刃而解。

人体机能增强衍生

单兵自主式保障

战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较
量。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自身体能存在一
定极限，“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
上，二人不能举也”。在以往战争中，为
使前线官兵身体机能处于良好状态，“兵
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成为战场重要甚至
唯一的能量输入方式。着眼未来战争，
人机协同仍将是主要作战样式，控局与
稳局、夺控与占领等战果达成仍然需要
人的深度介入。如何使一线官兵始终保
持最佳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有效减少对
外部输入式保障的依赖，已然成为智能
化时代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人体机能增强技术借助可穿戴、可
植入式设备，能够暂时或永久性增强人
的体能、技能与智能，并带来战场保障
模式的革新。运输保障方面，外骨骼、
人工肌肉等仿生技术能大幅增强士兵
四肢力量和持久耐力，单兵飞行器可将
士兵快速投送至预定地域，有效减少对
投送工具的依赖。物资保障方面，外军
“结晶纤维素葡萄糖转化”项目，能使士
兵食用野草等难以消化的物质并生成
能量；“空调型”作战服装，能根据环境
变化自主发热或制冷，减轻给养和被装
保障负担。卫勤保障方面，集探测感
知、虚拟现实、通信传输等技术于一体
的战斗头盔，能帮助士兵提前适应战场
对抗环境，减少心理介入治疗频次；内
嵌于贴身衣物的柔性智能传感器、可穿
戴健康检测仪等，能实时监测士兵生理
指标和心理状况，自主诊断战伤并注射
急救药材，显著提高“白金十分钟”救治
效益，提升极端恶劣条件下的卫勤保障
能力。

颠覆性技术如何改变后装保障
■李宪港 张元涛 王方芳

●现代战争，战场物资消耗呈指数级上升，“需求迷雾”“资源
迷雾”普遍存在。

●远程运输不仅时效性差，而且运输者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
战场消耗。增材制造技术可以显著降低军事物流运输负担。

●无人化保障能够为一线官兵提供“量身订制”的订单式配
送与直达式服务，能显著提高保障效费比，并大幅降低保障人员
的生存威胁。

要

点

提

示

●战争实际上是敌对双方控
制权的争夺，没有控制权就没有制
胜权

控制论有一条重要原则，叫作“必

要变异度法则”。说的是，要想实现对

某一对象的控制，控制手段的变异度必

须大于受控对象的变异度，变异度体现

的是多样性程度，所谓变异度大就是变

化形式多。这个原则说得通俗一点就

是，如果受控对象有100种变化，那么

控制手段至少也得变出100种以上，否

则就控制不了受控对象。

军事运筹学中也有一个“最大最小

理论”：作战双方的指挥员，在不知道对

方会采取什么策略的情况下，必须假设

对方是训练有素和善于权谋的高手，对

方总会选择对它最有利而对我最不利

的策略来与我对抗。军事运筹学的实

践证明，决策前的运筹计算，只有遵循

以敌人战术技术数据的最大值（即最优

值）与我的战术技术数据的最小值（即

最差值）作为基础，把敌我双方可能采

取的策略无一遗漏地列举出来，通过综

合分析利弊，权衡优劣，才能得出符合

实际的作战方案，确保指挥决策的稳妥

与可靠。

介绍这两个理论术语，意在说明战

争实际上是敌对双方控制权的争夺，没

有控制权就没有制胜权。在生死对决

的战场上，要想按照“必要变异度法

则”，从变化数量上对敌实施有效控制，

就必须遵循“最大最小理论”，从无限可

能中进行运筹和决策。从一定意义上

说，前者提供给我们的是制敌策略，后

者则是确保达成作战目的的方法路径，

二者彼此照应、缺一不可。

二战中，曾有这样一个战例：1943年

2月，美军得知日军大型护航舰队将从新

不列颠岛驶往新几内亚，决定对其实施

轰炸拦截。当时有南北两个航线，航程

都是3天，日军舰队究竟走哪一条，美军

无法得知，一时感到非常棘手。在选择

拦截航线上一旦出现失误，对手就会溜

之大吉。显然，找到一种控制对手的万

全之策，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头等大事。

从当时的情况看，走北线对日军最

适宜，在南线拦截对美军最有利。但战

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善战者理应以

敌之利来确定自己的对策。美军通过

权衡分析认为，如果先从北线拦截扑了

空，转向南线还能得到2天的轰炸时间，

仍可确保消灭日军舰队；若先从南线开

始，虽然赢得3天时间进行更有把握的

轰炸，而一旦扑了空，再返回北线就仅

剩1天，难以完成拦截任务。于是，美军

毅然决定轰炸北线，日军大型护航舰队

果然如期而至。从这个战例看，正是由

于美军运用“最大最小理论”找出了控

制对手的有效办法，所以日军舰队无论

走哪条航线都难逃被拦截的命运。

孙子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

也。”历史经验表明，把对手想得狡猾些，

把困难想得周全些，可以促使自己找出

更多的应变之策，从而立于主动地位。

就如俗语所言：要想抓到狐狸，就必须比

狐狸更高明。相反，如果把敌人的最差

值和我的最优值作为决策计算的依据，

那么一旦遇到善变且狡诈的高手，就很

可能因事先计算的“变数”与“招数”太

少，而使战役战斗迅速向有利于敌、不利

于我的方向转化。运筹分析专家认为，

如此计算出来的决策值，是充满危险的

“不确实解”或“不安全解”。

未来信息化战争，我们面临的将是

一体化程度更高、武器装备更先进、作战

经验更丰富的对手，从而使得掌控战场、

打赢战争更加不易。在这种情况之下，

欲使“必要变异度法则”发力见效，各级

指挥员应善于从历史发展趋势中深入研

究对手惯用招法，并以对方最擅长、最具

优势的打击套路，来审视我作战准备的

可靠性。同时根据战场变化情况，展开

联想思维的翅膀，从蛛丝马迹中适时推

断敌方行动的调整变化，做到敌变我变，

始终高敌一筹。这样，才能谋敌而不被

敌所谋，制敌而不被敌所制。

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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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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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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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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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西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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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评析理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以战领

训，可有效推动各级紧盯练兵备战主

责主业向战而行，促进部队按实战的

方式、标准和要求进行训练，使训练

与实战达到一体化。当前，在以战领

训实践中，一方面应认清训战的一体

性，另一方面还应充分认识到训练与

实战的本质性差异，避免出现不依据

大纲、不遵循规律、不深研精研作战

等倾向，从而不断推进实战化训练走

深走细走实。

避免脱“纲”施训。实践表明，强

化以战领训是有效克服形式主义、深

入纠治训风积弊、营造浓厚精武氛围、

引领训练质量提升的关键，是检验催

生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的保证。与

此同时，随着军事训练大纲等训练法

规的出台，训练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

确保内容训全、对象训到、时间训够、

质量训精、强度训足提供了法规性保

障，有利于全面打牢部队技术战术基

础。坚持以战领训，突出真难严实，应

妥善处理好按纲训练与按战训练二者

之间的关系，坚持按纲训练打基础强

素质，按战训练成体系强能力，避免因

过于顾虑最终训练考核成绩，出现以

主要精力迎检迎考，以多数人保障少

数人，以部分备赛必考科目代替系统

应训科目，造成按纲施训出现暂时搁

置或流于形式等情况。

避免唯“狠”施训。从难从严练兵

是提高部队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近

年来，在系列实兵对抗演习中，通过提

升训练难度、设真训练环境，有效磨砺

了部队实战能力；通过高强度连续训

练、极限战斗体能训练、极端气象条件

训练等，能够砥砺战斗意志和作风、锻

炼战场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以战领

训实践中，为破除和平积弊与训练中的

形式主义，需要加大训练强度、严格训

练标准，但也应注意不能一味地、简单

化地追求形式上的野战化、全天候、多

地域、全时段、超极限、昼夜连贯和高强

度、高难度、高险度训练，应注重遵循循

序渐进、从简到繁、先易后难的能力逐

级生成规律，明确不同训练方式方法的

运用时机和适用范围，把握好一定的训

练时机、比例、节奏，构设好基于战场、

风险适度的训练条件。

避免无“的”施训。实战化训练

意在按实战要求训练，按训练去实

战，使训练与实战达到一体化。以战

领训的总靶向是备战打仗，坚持仗怎

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

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

么。杜黑说：“一个想要制造一件好

的战争工具的人，必须首先问问自己

下次战争将是什么样的。”“战争靶

标”是实战化训练的灯塔，靶标模糊、

靶向不清，军事训练就会失去方向。

以战领训实践中，设计“训”的过程就

是研究“战”的过程。因此，在总靶向

的牵引下，各层次各领域各单位应找

准自己的分靶标、细靶标，加强对标

实战需要的战法战术研究，明确各自

具体训练的针对性目标指向、目的要

求、组训主体、参训对象、主要内容和

实施步骤，确保按照作战任务设置训

练课题，按照作战进程设计训练步

骤，按照作战能力确立训练标准，按

照作战环境构设训练条件，按照作战

方式组织实施训练，切实立起实战实

训刚性规范标准，深层次推进训练与

实战达到一体化。

以战领训应做到“三避免”
■卢 雷

挑灯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