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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5 月 7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坦克第三团经过周密侦察和策划，出

动坦克一连 10 辆 T34-85 坦克和五连 4

辆 122 毫米自行火炮，对美军母孝洞榴

弹炮阵地实施突然袭击，彻底摧毁美

军的重炮阵地。此次歼灭战中，我坦

克运用“超越射击”的方式，以己之短

克敌之长，以零伤亡实现了“山猫吃老

虎”，是我军以坦克为独立作战主体出

击并获得全胜的经典战例。

锁定目标

坦克第三团换装 T34 坦克仅 3 个

月，就赶赴抗美援朝战场前线。第三

团 坦 克 一 连 奉 命 协 助 志 愿 军 第 42 军

124 师守卫康平铁原一线。第五次战

役后，美军对我志愿军阵地施以炮火

“ 饱 和 打 击 ”，倾 泻“ 范 佛 里 特 弹 药

量”。为减少伤亡，我军大挖坑道，连

坦克也进入坑道。

坦 克 一 连 连 长 黄 顺 平 想 摆 脱 被

动 ，找 出 敌 人 破 绽 ，给 美 军 以 反 击 。

他 带 侦 察 小 组 从 晓 星 山 到 牧 馆 洞 后

山 ，从 回 山 里 到 平 康 城 一 带 巡 回 侦

察。连续几个月，黄顺平带队来回侦

察数百公里，竟没有找到适合坦克进

攻的机会。

1952 年 4 月末的一天，黄顺平和通

信员在牧馆洞后山我步兵前沿阵地上

观察，忽然发现封锁我军活动的炮弹

竟有一些是从铁原西侧的母孝洞发出

的 。 这 是 美 军 新 设 置 的 一 个 炮 兵 阵

地，其位置有突破的可能。这个意外

发现使黄顺平高兴极了。

黄顺平立即带人到母孝洞美军阵

地附近侦察。经过几天的抵近观察，

他们摸清了美军阵地的炮位、弹药库、

电台、车辆、油料、人员及生活设施的

具体位置，也清楚了敌人炮击的时间

规律。他们又查看附近的地形，形成

了一个作战设想。随后，黄顺平立即

向坦克第三团作战值班室叶振良股长

和第 124 师师长苏克之报告敌情，汇报

了初步的作战方案。

战斗准备

一 连 提 出 要 出 动 坦 克 消 灭 美 军

母 孝 洞 重 炮 阵 地 ，引 起 了 强 烈 反 响 。

我军已被敌人炮火压制许久，如果能

拿下这个重炮阵地，将极大提振我军

士气。

然而，坦克出击有很大风险。其

一，我军的坦克为 85 毫米炮，与美军的

榴弹炮相比，口径小、射程短、炮弹威力

小，一旦被敌人发现，开始反击，我坦克

难以逃脱。其二，坦克接近敌人时，爬

坡加油冒出的白烟会暴露目标。其三，

坦克是平射炮，从地形上看，敌人不在

我军坦克的有效射程内，不具备攻击条

件。其四，美军炮群相互支援，一处受

袭后会立即组织反击，如不能及时撤

离，坦克将受到损失。

想 打 仗 就 有 办 法 。 抗 战 时 期 就

是游击队长的黄顺平，是华东坦克队

的第一批学员，解放战争中积累了丰

富 的 坦 克 作 战 经 验 。 他 提 出 的 方 案

是 ：第 一 ，利 用 敌 炮 射 击 的 声 音 遮 盖

我 军 坦 克 行 进 的 声 音 。 敌 炮 击 时 间

每 次 为 2 个 小时 ，坦克 可 以 利用这个

时间运动，炮响我进，炮停我停，逐步

接 近 敌 人 。 第 二 ，请 工 兵 连 帮 助 ，修

补沿途土坎坑沟，使坦克无须加大油

门即可进入射击阵地。第三，修建 20

度 斜 坡 工 事 ，将 坦 克 前 身 垫 高 ，使 炮

的仰角达到 45 度，以抛物线提高坦克

炮 的 射 程 ，“ 隔 山 吊 射 ”美 军 重 炮 阵

地。第四，坦克使用伪装悄悄接近敌

人 ，突 然 发 起 迅 猛 的 高 密 度 打 击 ，让

敌人没有还击的能力。第五，安排好

撤 退 路 线 ，打 完 就 撤 ，躲 避 敌 人 组 织

其 他 炮 群 反 击 。 他 将 作 战 方 案 分 别

向坦克第三团和第 124 师汇报。

坦克第三团决定，由坦克一连担

任此次歼灭美军重炮阵地任务，增调

五连（122 毫米自行火炮连）参加战斗，

统一归一连长黄顺平指挥；确定了以

“超越射击”的方式打击美军。

实施打击

5 月 7 日下午 14 时，黄顺平和五连

指导员王松年带着通信员和团部配属

的有、无线电话兵等 14 人来到牧馆洞

后山，在一个废弃坑道口设置了战斗

指挥所。

14 时 45 分，我坦克开始向敌炮东

侧试射校炮，检验各坦克炮和自行火

炮弹着点的间隔距离是否符合规定。

此时正值美军炮击时间，美军震耳欲

聋的炮声，掩盖了我军的试射声。

这时，一颗炮弹突然落在了战斗

指挥所前面。原来美军的一个炮兵观

测点就设在对面约 400 米的一个小山

上，我军炮队已被美军发现。黄顺平

抓紧命令各坦克进行试射。很快，敌

炮 增 加 了 200 米 表 尺 ，第 二 发 炮 弹 呼

啸而来，在指挥所后面爆炸。黄顺平

知道敌炮使用夹叉法，第三发炮弹一

定会命中我指挥所。他大声呼喊其他

人员进洞隐蔽，这时恰好最后一门炮

试射完毕，黄顺平急令：“所有炮右移

40 密 位 ，距 离 不 变 ，按 计 划 射 击 ！”话

音 刚 落 ，敌 人 的 第 三 颗 炮 弹 迎 面 飞

来。指挥所成员受到冲击，多人被震

晕。幸而射击命令已经发出，我坦克

猛烈开火。

据我炮兵观察站报告，我军炮弹

全 部 命 中 目 标 。 母 孝 洞 内 弹 药 库 爆

炸，美军惊慌失措，无处躲藏。

半小时一到，黄顺平命令停止射

击，准备下阶段弹药。半小时后，坦克

再 次 对 敌 进 行 猛 烈 射 击 。 不 到 10 分

钟，便完成了炮击美军母孝洞炮兵阵

地的任务。黄顺平命令立即按计划撤

离，并告知所有电台，战斗指挥所将拆

除电台，撤离牧馆洞后山。

果断撤退

坦克与自行火炮立即按序撤出发

射阵地，急速驰回后方隐蔽。这时，美

军组织 10 个 155 毫米炮群和两个 203

毫米炮群近 70 门炮，对我实施报复性

打击，密集轰击我军退路。而我军计

划周密，行动迅速，坦克此时已全部安

全撤回。

随后几天，第 124 师派出步兵与炮

兵观察小组，对母孝洞重炮阵地进行

昼夜观察。善后的美军没有从这个阵

地抢救出一件武器装备，6 门 203 毫米

榴弹炮、汽车、弹药、油料全部被毁。

此次战斗，我军消灭了美军一个

重炮阵地（半个榴弹炮营），美军伤亡

近百人，我军无一人伤亡。

战后，坦克第三团召开连以上干

部会议表彰坦克一连，号召大家学习

黄顺平同志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

敌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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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曾装备的我军曾装备的 TT3434--8585坦克坦克。。

先机制敌立大功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依靠这一部

半电台搜获大量情报，使红军对国民党

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将敌人打得焦头烂

额。1931 年 4 月上旬，蒋介石向中央苏

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王诤带领无线电

队 日 夜 不 间 断 地 监 听 、捕 捉 敌 电 台 信

息。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

始联络时，都先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

位置。由于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

乱，统一密语行不通，他们之间联络都用

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向红军报告部队的

行动和部署。

1931 年 5 月 12 日 18 时，红军无线电

队收到敌驻富田的第 28 师师部电台发

给该师驻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

是：“我们现在住富田，明晨出发。”敌留

守处问：“到哪里去？”敌师部电台回答：

“向东固去。”毛泽东和朱德看到情报后，

立即下达了“零时起床，一点吃饭完毕，

一点半集合、出发，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

一带有利地形，待机歼敌”的命令。经过

一昼夜的激战，歼灭敌第 28 师全部和敌

第 47 师一个旅的大部，同时还缴获国民

党军一台 100 瓦的完整电台，俘获敌第

28 师全体无线电人员，取得了第二次反

“围剿”的首战胜利。

在随后的作战行动中，红军电台不

断侦听国民党各部队间的往来电报，并

以此制订战略部署。最终，红军以极小

的损失，作战 15 天，横扫七百里，取得 5

战 5 胜，歼敌 3 万余人，缴枪 2 万余支的

辉煌战绩。在第三次反“围剿”行动中，

红军侦收到何应钦“限十天扑灭共匪”的

电令，凭借缴获的密码本，将电报内容全

部译出，掌握敌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

兵力部署后，红军立即决定集中兵力，向

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从敌人薄弱

的东面打开局面，取得 3 战 3 捷。

1933 年 1 月 4 日至 5 日，在第四次反

“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在

黄狮渡歼灭国民党军第 5 师第 13 旅，再

占金溪。蒋介石电令第 90 师和第 27 师

担任主攻，第 14 师和第 5 师负责牵制，红

军依据敌作战部署分路设伏伺机歼敌。

在 6 日午夜至 7 日凌晨，独自当班值机的

曹祥仁突然发现国民党 5 部电台异常活

跃，均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他快速转

动旋钮、选台侦听，同时对 5 个电台信号

选择处理，破译出敌人临时改变作战计

划，企图分两路合击红军，第 14 师和第 5

师负责迂回切断红军退路。红军立即调

整部署，红一军团、红二十二军星夜转移

至枫山埠附近接敌，增派红五军团到黄

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 14 师和第 5

师。最终，红军在枫山埠一带重创敌“铁

军”第 90 师。

在随后的草台岗战役中，军委二局

截获敌第 5 军和第 11 师来往密码电报，

红军三改作战计划，最终顺利围歼国民

党王牌部队第 11 师，粉碎了敌人第四次

“围剿”行动。在这几次反“围剿”战役

中，侦收的情报成为红军提前掌握敌人

动态、下定作战决心的主要依据。

指挥高效同步调

自反“围剿”作战开始，红军无线电

队一直使用这一部半电台进行单向通

信，只能搜获情报不能沟通联络。最初，

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

随毛泽东和朱德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

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 24 小时守听。前

方有事时，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

了解前方情况。东固一战，红军完整缴

获了敌第 28 师师部的 100 瓦大功率电

台。于是，王诤立即调整电台人员：由伍

云 甫 、曹 丹 辉 等 带 15 瓦 电 台 跟 随 毛 泽

东、朱德到前方；王诤、曾三、刘寅等带

100 瓦 电 台 ，随 叶 剑 英 留 在 后 方 办 事

处。不久，王诤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

急电，敌企图趁我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

际，对赣南根据地进行清剿。面对蒋介

石调集的 30 万大军，红军总部通过无线

电联络指挥两个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

绕道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

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线，再由西至

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歼灭，取得 6

战 5 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红军

的电台增加到 10 部。随着电台数量增

多和技术力量增强，红军成立了无线电

总队，主力部队成立无线电分队，并配置

改装电台，建立起无线电侦察台和无线

电指挥网，保障了红军总部同各军、军团

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中央苏区还前

后数次向湘赣苏区输送无线电通信人才

和无线电台，以打通联系。

1931 年 6 月，红军前方电台同后方

办事处电台实现我军第一次无线电通报

联 络 ，红 军 的 无 线 电 通 信 由 此 正 式 开

始。1931 年 9 月，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

央建立通信联络，完成首次通报，组成了

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上海地下党组

织搜集到的敌军事情报，可通过无线电

源源不断提供给前方，有效配合前方斗

争。毛泽东曾评价，“有了无线电通信，

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

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1931

年 12 月，宁都起义的部队带来了 8 部电

台和 40 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通信

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暗中角力识“天书”

由于多次“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加

强了无线电通信保密和密码使用，先后

明文规定“党内交流要使用密码”“各个

部队要不定时更换密钥”，还特聘国外专

家为其重新编排电台密码，红军侦收的

电报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对此，红

军成立专门侦收和破译无线电的军委二

局，局长曾希圣一面布置侦察台抄收密

电，通过战况实际分析敌军电报；另一面

向周恩来、王诤请教编码规律、敌密码编

制和使用规律。1932 年 8 月，红军取得

宜黄战役胜利后，缴获国民党军第 27 师

大量电报底稿。曾希圣在敌第 9 路军司

令孙连仲所发 30 多字的密电中找到线

索 ，他 指 示 侦 察 台 重 点 抄 收 孙 连 仲 电

报。同时，根据发电习惯、行文风格，比

对电文，前后猜字连结，还原出敌“展密”

密码本。1933 年初，国民党开始使用非

明码做底本、上下左右没有固定关系的

特别密码本“猛密”，并且更换频繁。即

便如此，曾希圣带领人员用 7 天时间成

功破译，全部掌握敌基本位置、行动企

图、部署调动、装备补给和口令信号，为

红军后续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敌人在“围剿”行动中，还不断加强

对我军情报侦收。周恩来在吸取苏联经

验的基础上，结合汉字和阿拉伯数码特

点，创编我军最早应用的高级密码“豪

密”，只有对话双方各持一本相同书刊按

约定顺序查找对应字句，方可翻译电报，

实现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

不予敌军分析的机会。为保证我军无线

电通信安全，自 1932 年起，中革军委相

继发布了《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

《关于保障无线电密码通信安全的密令》

等无线电通信工作法规，强调无线电通

信保密极端重要性，对通信联络保密问

题作出具体规定，要求防止技术上失泄

密和敌人窃听，建立了严格的通信保密

制度和纪律。

反“围剿”斗争中的电台战
■程宇一 曹明敏

科技时代，许多电子设备都在追求

体积更小、重量更轻，这一目标也曾被

运用到飞机研发上。今天我们就来聊

聊世界上最小的战斗机——XF-85。

这是一款寄生式战斗机，即用大型航

空器搭载小型飞机的方式，以弥补后者航

程不足或执行特定任务，也称为“子母

机”。这款袖珍版战斗机的外形酷似一颗

鸡蛋，被称为“飞蛋”。它试飞的时间非常

短暂，可谓昙花一现，但它的出现，是战机

设计领域的一次大胆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程轰炸机

孤军深入敌后执行任务已经成为一种

常态，因护航战斗机航程较短，飞行员

常常有去无回。为解决远程轰炸机护

航问题，美国军方提出轰炸机周围应有

护航战斗机伴随的设想，并专门委托麦

克唐纳飞机公司开发研制一种寄生式

战斗机。麦克唐纳公司很快拿出了一

个战斗机半埋入轰炸机机腹的方案，但

并未被认可。之后，方案修改为将子机

装入母机内部，需要战斗时投放，结束

后收回，以此解决远程轰炸机无战斗机

护航的问题。

1946 年，两架 XF-85 原型机相继问

世。它使用可以向上折叠的 37 度后掠

主翼，机身长 4.53 米，翼展 6.43 米，高度

3.35 米，比现代战斗机小了数倍，整架飞

机大小和小型汽车相仿。该机没有传统

的起落架，而是在机头部安装一个可收

入机身的挂钩杆，供吊放和回收用。虽

然机体小，但 XF-85 整机空重达 1807 千

克，全副武装时达到 2540 千克。发动机

采用 1360 千克推力的涡轮喷气发动机，

万 米 高 空 的 最 大 飞 行 时 速 可 达 922 公

里。不过，它的飞行时间只有大约 30 分

钟，是一颗插着翅膀却飞不远的“鸡蛋”。

第一架 XF-85 原型机在进行风洞

测试时损坏，所以只能使用第二架原型

机进行试飞。1948 年 8 月 23 日，XF-85

由 EB-29 母机携行飞至 6096 米高度，但

没有投放。8 月 28 日，开始首次投放自

由飞行。一名王牌试飞员操纵 XF-85

脱离 EB-29 母机，自由飞行 15 分钟，测

试新飞机的操控性。XF-85 在返回母

机时出现了问题，由于受到强烈的乱流

影响难以保持相对稳定，试飞员几次努

力都无法钩住吊架，最终不得不选择在

一处干湖床上迫降。

很快，经过调整的 XF-85 再次飞上

蓝天。这一次，在提心吊胆的气氛中总

算与母机成功对接，之后的 2 次试飞均

有 惊 无 险 地 完 成 回 收 程 序 。 但 在 第 5

次试飞中，因机头挂钩的基座整流片被

剧 烈 的 气 流 吹 掉 ，导 致 XF-85 几 乎 失

控，试飞员不得不采取机腹着陆的方式

迫 降 ，好 在 机 体 过 硬 ，没 有 发 生 解 体 。

吸取了此次教训，XF-85 临时安装了一

个外部起落架，解决了机场迫降问题。

为提高操控稳定性，设计师又在机翼翼

尖上加装了垂直安定面，可收效甚微，

第 6 次试飞对接再度失败。

最后，他们分析发现，由于 XF-85

的气动布局不佳，母机飞行时，周围产

生的不规则气流对其影响非常大。因

此，在空中试飞时，就连王牌试飞员也

很难将挂钩挂上吊架。此外，XF-85 的

各项性能也比不上国外即将服役的截

击机。1949 年秋美国国会削减预算，导

致数个美国空军项目资金短缺，于是美

国 空 军 在 1949 年 10 月 24 日 终 止 了

XF-85 项目。幸运的是，两架 XF-85 原

型机都保留下来，放置在博物馆，供人

们参观。

会飞会飞行的行的““鸡蛋鸡蛋””
——袖珍版战斗机袖珍版战斗机XF-XF-8585的研发始末的研发始末

■周 伟

XF-XF-8585原型机原型机。。

红军在反“围剿”斗
争中，灵活运用电台实施
通信联络、侦察、破译、伪
装，及时掌握敌军企图和
作战部署，有效提升作战
指挥和部队行动能力，对
挫败敌人阴谋，保存红军
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巩
固中央苏区政权具有重
要意义。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