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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炮”遇上爱动

脑筋的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上初二的唐章
洪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名要求参加中
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唐章洪如愿以
偿。新兵训练结束，他被分配到志愿军
第15军 45师 135团八二迫击炮连。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上级原来准
备把唐章洪和其他几个“半桩毛孩子兵”，
统统分到部队后勤和卫生单位。但是，唐
章洪有着初中二年级学生的学历，加之他
聪明机灵，被选兵的八二迫击炮连指导员
高晋文相中，加入到“技术兵”行列。

到炮连后，唐章洪分到了一班，这让
他心里乐开了花。因为，一班在该连战
斗力“座次表”上数一数二。按理说，年
轻的唐章洪到这个班本应压力很大，他
却没有这种感觉，反而如鱼得水。

那些让班里战友头痛不已的“弹道”
“密位”“三角”等课程和炮兵术语，他基本
上一听就明白。即使一时不明白，他也能
比别人更快地背记下来。一本炮兵射击
诸元表，他没过多久就背得滚瓜烂熟。

实际操作时，他爱动脑筋想办法。谁
要问个啥，他张口就能答出。第一次实弹
打靶，他挽挽袖子走上前去，发射命中目
标。入伍大半年，他成了连队的“全能射
手”，也成了指导员高晋文眼中的“宝贝疙
瘩”。带着训练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心爱
的“小钢炮”，唐章洪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

“小角色”成为志愿

军装备最多的火炮

在整个火炮大家族中，迫击炮与高大
威猛的火箭炮、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等
相比，“个头”要小得多。但就是这个不起
眼的“小角色”，深受各国军队青睐。

由于造价低廉、体积小、重量轻、结构
简单，加上操作方便、弹道弯曲，迫击炮被
世界各国军队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山地
战和堑壕战中，它是配合步兵小单位（连、
排、班）作战、支援和伴随步兵作战的一种
有效压制兵器，特别适合用来对付遮蔽物
后或反斜面上的目标。因此，在多为山地
作战的抗美援朝战场上，迫击炮的作用尤
为明显，是志愿军装备最多的火炮。

迫击炮一般由炮身、炮架、座钣及瞄
准具4大部分组成。炮身长一般在1-1.5
米之间；炮架多为两脚架，可根据目标位置
调节高低和方向，携行时可折叠；座钣为承
受后坐力的主要部件，同时与两脚架一起
共同起到支撑迫击炮体的作用；瞄准具多
为光学瞄准镜，刻有方向分划和高低分划。

世界第一门真正的迫击炮诞生在
1904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发明者是俄国
炮兵大尉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戈比
亚托。当时日军挖掘堑壕逼近到距俄军
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俄军难以用一
般火炮和机枪杀伤日军。尼古拉耶维奇
便试着将一种老式的 47毫米海军臼炮

装在带有轮子的炮架上，以大仰角发射
一种长尾形炮弹，有效杀伤堑壕内的日
军，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

这门炮使用长型迫击炮弹，全弹
质量 11.5 千克，射程为 50-400 米，射角
为 45°-65°。这门在战场上应急诞
生的火炮，当时被叫作“雷击炮”，它
是世界上最早的迫击炮。

军事博物馆收藏的这型八二迫击
炮，全称为 20式 82毫米迫击炮。该型炮
以法国布朗德 1930式 81毫米迫击炮为
基准和参照，由南京金陵兵工厂于 1931
年仿制而成。该炮初速每秒 196 米，射
速最大可达每分钟 20发，最大射程 2850
米，具有操作简便、机动性强等特点。

积小胜为大胜的冷

炮狙击主角

为充分发挥迫击炮的战斗效能，唐
章洪自从上了阵地后，就把阵地周围的

远近目标都测定距离，确定了诸元，默默
记在心里。后来，他干脆将其写成一个
个小木牌戳在炮位上，让全班战友随时
都能看到并默记。久而久之，记忆力稍
差的战友，也能记得清清楚楚。通过这
种方法，唐章洪不仅自己把手中火炮用
得得心应手，还带出多名优秀炮手，形成
了团队作战能力。

1952年，志愿军在构筑完成以坑道
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后，开始组
织连以下小分队，采取伏击、反伏击、偷
袭等战术手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开
展冷枪冷炮狙击作战——即选择优秀射
手，以单枪、单炮、单辆坦克，依托固定阵
地，采取游动方式，有效杀伤暴露的敌人
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武器装备，积小胜
为大胜。

唐章洪参加了志愿军开展的冷枪冷
炮狙击作战。“冷枪”即狙击手游击，主要
狙击 500 至 1000 米范围内的敌人；“冷
炮”则是指迫击炮毙敌运动，主要打击的
是距离志愿军 500至 3000米的目标。二
者相互配合而行。

当时，志愿军对炮手单炮游击的要
求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炮弹非
常珍贵。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当
时生产 1发炮弹的费用相当于 1位农民
1年的生活开支。对炮手来讲，发射出
的每1发炮弹都要“稳、准、狠”。

志愿军部队为此提出了“三百方
针”，即一个人，一百天，用一百发炮弹，
歼灭一百个敌人。在冷枪冷炮狙击作战
中，唐章洪通过观察敌人的活动规律，摸
索出一套对敌办法。他和战友们经常用
假工事迷惑敌人，把草木灰和手榴弹包
放在预设的假工事里作诱饵，在开炮的
同时拉响手榴弹，令敌人误以为手榴弹
爆炸的位置就是志愿军的炮位，诱敌对
假炮位实施炮火攻击并暴露其位置。唐
章洪和战友趁此机会瞄准发射，一打一
个准。

唐章洪曾用 15天，发射 93枚炮弹，
歼敌 101 人，创造了全团当时冷枪冷炮
狙击作战杀敌的最高纪录，第一个获得
“杀敌百名狙击手”光荣称号，两次荣立
一等功。

这种冷炮出击的方式让“联合国军”
很是头疼。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在《最
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
书中写道，“中国人一改战争头几个月一
往无前、英勇冲锋的风格，在后两年转变
成一支非常不同的军队，非常擅长阵地
战。考虑到美国在空中打击和地面炮火
上的绝对性优势，中国军队逐步调整作
战方式。他们挖掘地道，利用这种原始

而有效的地下掩体进行作战。这些地道
从他们的阵地一直通到可以发起进攻的
地点，甚至通到联合国军的前沿阵地。
这样，联合国军的地面火力就无法伤及
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士兵，除非是可以掘
地三尺的猛烈炮火。此外中国军队还把
多数在内战期间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
的火炮隐藏起来，以至于美军的侦察飞
机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

事实也正如大卫所写的那样。志愿
军的火炮阵地一般设在山后，通常放置在
手工开凿的山洞中。志愿军会适时从山
洞里拉出一门炮，将炮弹非常精准地发射
到美军阵地上，然后迅速把炮拉回山洞。

烈火金刚成就“英雄炮”

1952 年 10 月 14 日，美军和南朝鲜
军共集结 7个营兵力，在 300余门火炮、
30 余辆坦克、40 余架飞机的火力支援
下，向志愿军防守的上甘岭地区疯狂发
动进攻。

敌人以密集的炮火封锁志愿军的北
山阵地，集结步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
方阵地发起攻击。当时，唐章洪被安排在
上甘岭前沿阵地，部队首长要求他和战友
与步兵配合作战，阻滞敌人。

10 月 14 日凌晨 5时许，战斗开始。
期间，敌人猛烈的炮火使志愿军通信联
络一度中断，后方一时无法提供有效火
力支援。唐章洪用自己的迫击炮不断向
高地前沿发射炮弹，支援步兵坚守阵
地。战斗中，他不停地装弹、发射，2小
时内打了 200多发炮弹。迫击炮炮筒已
经滚烫，唐章洪双手被烫伤，血流不止。

就在此时，一枚重磅炸弹落在他所
在掩体旁几米处，掩体被炸毁，唐章洪和
迫击炮一起被埋。当战友们把他从土里
扒出来时，他的头部受伤流血，炮架也被
炸坏了。

敌人正在逼近唐章洪所在的阵
地。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受伤的唐章
洪右手扶着滚烫的炮筒，左手填装炮
弹，继续向敌发射，不少炮弹都沾上了
他的鲜血。

下午，战斗仍在继续。敌人不甘心
失败，一次又一次集结兵力，企图攻上主
峰。唐章洪和战友们配合默契，用猛烈
炮火一次次地击退敌人。

上甘岭一战，唐章洪用迫击炮作战，
取得歼敌 400 余人的辉煌战绩，被战友
们誉为“给炮弹装上眼睛的神炮手”，并
荣立特等功。

1953 年 7 月 1 日这天，在炮火纷飞
的抗美援朝前线，唐章洪宣誓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唐章洪所用
的这门“英雄炮”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收藏，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佐证，那
次战役也成为志愿军不惧强敌、敢打必
胜革命精神的又一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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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式82毫米迫击炮—

志愿军“个小力大”的“英雄炮”
■缪炳法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众多的抗美援
朝文物收藏中，有一门八二迫击炮。看似普通的
它，却是深藏功与名的“英雄炮”。上甘岭一战，

志愿军战士唐章洪使用它取得歼敌 400余人的辉
煌战绩，赢得了“神炮手”美誉。本期，就让我们
共同走近它。

1951年 10月，在 938.2高地阻击

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某部4连3

班使用这门炮，以单炮支援步兵，用

84发炮弹，击溃美军2个营以上兵力

的3次冲锋，歼灭美军500余人，同时

压制 2个火力点、1个迫击炮群。为

此，全班荣立一等功，并荣获“二级英

雄炮愈战愈强”锦旗一面。

该型炮口径105毫米，战斗全重

2030千克，高低射界-4.75度至+60.25

度，方向射界45度，初速472米∕秒，

射速2-4发∕分，最大射程11155米。

1940年3月，美国为M2式榴弹炮

炮身配备了M2式炮架，命名为M2A1式

105毫米榴弹炮。该型炮由美国岩岛兵

工厂研制、生产，备有肘型瞄准镜，操作

简便，可高速牵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该型炮总计生产8536门；战后继

续生产，截至1953年总计生产10202门。

美制M2A1式

105毫米榴弹炮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虽暂时达成

停火协议，这场冲突给人们带来的心理

冲 击 远 未 结 束 。 土 耳 其 研 制 的

“Bayraktar-TB2”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战

场表现，引发人们普遍关注与思考。“战

争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无人机主

导战争的时代已来”，诸如此类的观点

不绝于耳。然而，事实可能未必如此。

人们如此关注“Bayraktar-TB2”察

打一体无人机，显然有其理由。这场冲

突中，亚美尼亚的不少卡车、火炮、坦克

以及部分防空设备被无人机摧毁。这

其中，相当一些战果来自土耳其生产的

这型无人机。

与其他固定翼无人机如美国“死

神”无人机等相比，“Bayraktar-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机型较小，最大起飞重

量和载荷也有限。它的最大升限不到

7000米，续航时间约20小时。

因为搭载了较为先进的光电照相

设备、红外照相机、激光指示器、激光测

距仪等，它称得上“耳聪目明”，在发射

激光制导弹药时精度较高。

该型无人机未加装卫星通信天线，

一般只能由地面控制站来控制。在地

面控制站及其他支援设备加持下，其所

发射弹药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

“Bayraktar-TB2”察打一体无人机

有其过人之处。尤其是雷达反射截面较

小，电子设备也较为先进，这使它具备了

较好的态势感知能力，能先手发起打击。

但是，这些优势并不是引发人们对

其格外关注的主因。通过分析可以得

知，与其说是该型无人机作战性能优

异，不如说是纳卡地区独有的作战环境

客观上“抬升”了它的威名。

一是亚美尼亚的防空装备较为落后

且数量较少，空军力量又弱，相当一部分

便携式防空导弹及野战防空系统在打

击无人机方面无能为力，更无从谈起构

成完整高效的防空体系。二是亚美尼亚

缺乏足够专业的反无人机手段，既没有

相应的电子干扰能力，也不具备打击位

于对手后方的无人机操作平台的手段，

致使在制空权争夺方面形成了一边倒的

被动态势。三是在高加索山脉这样的山

区作战，雷达盲区很多，要及时发现低

速、雷达反射截面较小的各型无人机并

加以拦截，可谓难上加难。

何况，阿塞拜疆无人机所取得的战

果也并非全部来自“Bayraktar-TB2”察

打一体无人机，而是多种无人机高效协

同的结果。这些参战无人机中，从以色

列进口的就有五六种。

安-2运输机改装的无人机用于诱

敌和自杀式攻击，“哈比”-2反辐射无

人机用于打击防空雷达，具有射程优

势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打击野战防空系

统……然后，才是“Bayraktar-TB2”等

无人机对卡车、火炮、坦克和兵力集结

地、弹药库等“挨个点名”。

这可能也是“无人机主导战争的时

代已来”观点泛起的主要原因。

也许拉开一段距离更能看清真

相。2019年6月，伊朗用“霍尔达德”-3

防空导弹击落了美国RQ-4全球鹰无

人机。这说明在具备较强防空能力的

国家面前，即使很先进的无人机也可能

不堪一击。

关于俄驻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

地，有这样一组数据。2019年9月之前

的两年间，该基地防空系统及电子战系

统摧毁了110余架来袭无人机。这说

明在拥有强大体系防空能力的军队面

前，无人机作战的作用还只是锦上添

花，远没有达到改变战争模式、决定战

争胜负的地步。

可以预测，随着信息技术和AI技

术的发展，无人机作战将是一种趋势，

它必然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作战装

备。但是历史也一再证明，没有什么兵

器是无敌的，它们都需要在适当的体系

支撑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单纯从兵器发展的意义上讲，这次

两国冲突中的无人机攻击，只能算军用

无人机发展长河中的一圈涟漪，远未达

到“大浪淘沙”的那种地步。

无人机突击：战争长河中的一圈涟漪
■卢 昕 李 峰

图①：第 15军 45师 135团八
二迫击炮连炮手唐章洪（左立者）是

志愿军首位“单炮游动”歼敌百名的

神炮手。上甘岭战役中，他日夜配

合步兵坚守阵地，保护坑道，掩护反

击，操炮先后歼敌400余人。

图②：志愿军战士唐章洪使用
的20式82毫米迫击炮。

M1938式122毫米榴弹炮是苏联20

世纪30年代研制的师属榴弹炮，由彼尔

姆第172兵工厂彼得洛夫设计局设计，

1940年开始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9工

厂和高尔基第92工厂组织大规模生产。

该型炮战斗全重2450千克，配用

榴弹和破甲弹，最大射程11800米，最

小射程5350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被广泛使用。

1951年，我国从苏联购买装备，

其中就包括该型火炮，用于装备炮兵

师及师属炮兵团。1951年7月，炮兵

第1师首批换装，并于1952年4月再

次入朝作战。

在1952年10月14日的一次战斗

中，志愿军炮兵某团9连就用这门目

前收藏于军博的122毫米火炮狠狠打

击敌人。当时，敌人2个营的兵力在

一条大山沟里集结，企图向志愿军

537.7和597.9高地发动进攻。9连在

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发射了96发炮

弹，把数百米长的大山沟打成一片火

海，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9连因战绩辉煌，受到志愿军最

高领导机关通令嘉奖，先后荣立一等

功、二等功各一次。

苏制M1938式

122毫米榴弹炮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向苏联

采购该型高炮，共装备了101个独立

高炮营。在1952年的“反绞杀”作战

中，针对美国空军的轰炸特点，志愿军

高炮部队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

方针，除以一部分兵力保卫桥梁、仓库

区的重点目标外，其余部队实施机动

作战。志愿军独立高炮第11营在开

城地区的战斗中，击落美军飞机 35

架。该营2连3班，先后击落敌机10

架，两次荣立三等功。这门M1939式

37毫米高射炮的防盾上喷绘的10颗

红五星，就是他们辉煌战绩的体现。

该型炮于1939年正式定型，被命名

为M1939式37毫米高射炮，于1940年

投入批量生产。其运动方式为机械牵

引，最大射程8500米，最大射高6700米，

使用曳光杀伤榴弹和曳光穿甲弹。火炮

炮口装有消焰器，使用弹匣供弹，配备有

向量自动瞄准具，一部分炮设有防盾。

（自国天然、张 昭整理）

苏制M1939式

37毫米高射炮

①①

②②

以色列“哈比”-2反辐射无人机

土耳其“Bayraktar-TB2”察打一体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