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云南昆明采访原云南省军

区司令员姚双龙、副司令员刘昌友等

当年参加中越边境大扫雷行动的有功

之臣时，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

人：在扫雷行动中做出很大贡献的李

智伦。于是，记者趁热打铁，在昆明又

采访了这位我军著名的扫雷技术专

家，听他讲了一回在国外扫雷的传奇

经历……

考 察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参加了在云南

边境地区的两次大规模扫雷行动，积累

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得以入选我外

交部和总参谋部联合组织的“援非扫雷

考察团”。2001年11月，我们一行9人，

乘飞机从北京出发，在泰国首都曼谷机

场短暂停留后，又飞越缅甸、孟加拉、印

度、巴基斯坦、印度洋、索马里上空，经

过约14个小时的漫长空中飞行，到达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在机场受到我国驻埃塞俄比亚大

使馆参赞（女同志）等使馆同志的热情

迎接，到达大使馆后，大使亲切地接见

了我们。易延滨局长（考察团长）汇报

了“援非扫雷考察团”此行的主要任

务。大使明确指出：我国对埃塞俄比亚

的人道主义扫雷援助行动，是帮助埃塞

俄比亚扫除雷患，开辟人民和平安宁的

生产生活环境的一大好事，将对中埃友

谊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

天，考察团将从国内带来援助埃塞俄比

亚的扫雷装备器材移交给了该国地雷

行动中心，埃塞俄比亚地雷行动中心的

负责人对中国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中埃友谊更加发展。

两天后，因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

亚的边境冲突，关系紧张，飞机不能直

航，只得取道肯尼亚，再转飞厄立特里

亚。空中飞越赤道，3个小时后到达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肯尼亚是非洲山清水

秀的国家，世界上最大野生动物园就在

此地。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参赞到机

场迎接并送我们到一家中国援外建筑

公司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大使馆组织我

们到野生动物园观光，野生动物园坐落

在湖光山色、风景秀丽的广阔湖泊、山

野之中。我们观赏到了欢快奔跑、生气

蓬勃、悠闲自在的鹤群、羚羊、斑马、犀

牛、长颈鹿、非洲狮等野生动物，真是大

开眼界。

第二天，我们又飞越赤道，绕行红

海上空，飞行6个多小时，来到东非之

国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在机场

受到我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陈大

使、毕参赞和厄方扫雷中心官员的热

情欢迎。

带队的易延滨局长、李处长向陈

大使汇报了“援非扫雷考察团”到厄立

特里亚的主要任务后，大使馆和厄方

扫雷中心安排我们考察了该国在推翻

门格斯图政权的国内战争时期，和厄

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边境冲突中留

下的，在赛南非地区、曼德弗拉省和阿

斯马拉至马萨瓦港口沿线的雷区状

况，厄立特里亚人员触雷伤亡情况，并

了解了厄方对援助扫雷的要求。毕参

赞主持召开大使馆相关人员和我们参

加的援助厄立特里亚扫雷的专题会

议。会议决定：向厄立特里亚提供扫

雷援助。大使馆向国内请示，并由厄

立特里亚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扫雷援

助的请求，两国政府同意后，再确定下

一步行动。12月初，我们圆满完成了援

非扫雷考察任务，乘坐国际航班途经巴

黎、法兰克福回国。

带队出征

2002年初，中国政府和厄立特里亚

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开展人道主义扫

雷援助与合作”的双边协议。4月总参军

训和兵种部下达通知：从十四集团军工

兵团抽组120名官兵，由我指导工兵团展

开援厄扫雷行动前的针对性训练。8月
初，总部下达指示：从成都军区派出已训

官兵和履约局的参谋、南京工程兵学院

的教员共同组成援助厄立特里亚扫雷专

家组，我担任专家组组长，担负援助厄立

特里亚人道主义扫雷任务。

为认真履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2 号议定书）缔约国的义务，树立我国

“爱和平、求发展”的大国形象，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2002年 9
月至 12月和 2003年 3月至 6月，我国政

府先后派遣了两批（第一批 14 人、第二

批 18 人）具有丰富战后扫雷经验的专

家，赴厄立特里亚开展扫雷技术培训和

指导实地扫雷行动。共培训了厄立特

里亚 l20名扫雷（骨干）学员，使其接受

培训后，能独立进行扫雷作业，并能向其

它扫雷人员传授基本的扫雷知识和专业

技能。

2002年 9月初，专家组到达厄立特

里亚首都阿斯马拉机场时，受到我驻厄

大使馆王佑土参赞、苟浩东一秘（负责援

厄扫雷工作）和厄军工程兵司令兼厄方

扫雷中心主任泰斯法将军、厄方维和专

员克富莱将军、拉嘎中校（翻译、训练中

心官员）等厄方官员的欢迎!在苟浩东一

秘和拉嘎中校的引领下，专家组住进了

距离阿斯马拉 10多千米的厄军工程兵

的一个培训基地。

为了认真完成好扫雷培训和指导扫

雷任务，我国政府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筹措了一批先进、实用的扫雷装备：包括

GTL-115型金属探雷器、GBP-114型扫

雷爆破筒、GGF-110 型扫雷防护装具、

扫雷工具箱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扫雷装

备器材。在简单举行“交装仪式”后，将

这些援助厄方的扫雷装备器材全部无偿

地移交给了厄方扫雷中心。

培训

一个星期之后，从厄军工程兵部队

讲述者/我国著名扫雷专家

援厄扫雷专家组组长

李智伦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聆听历史当事人为您讲述历史

跨国扫雷东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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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商标，所以有的资料中也将这门炮

称为“双圈牌”迫击炮。

1947年初，由于解放战争战场形态

的变化，东北解放区成为了解放军的战

略后方基地，为支援解放军作战，东北解

放区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当时的军工部

哈尔滨试验工厂依据美国M2型60毫米

迫击炮试制出了 60毫米迫击炮。1947
年秋东北解放区开始全力生产这种 60
毫米迫击炮，直到1949年初东北全境解

放才停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生产这种60毫
米迫击炮的并不是当时东北的某一家兵

工厂，而是由哈尔滨多家私营工厂联合

生产的。由于战乱，当时哈尔滨的许多

企业处于瘫痪状态，而如果要发展一家

可以同时生产制造迫击炮管、击针、底

盘、炮架、瞄准镜等零件的兵工厂又比较

困难，因此当时的东北军工部决定按照

每门炮折合高粱米970斤的造价将生产

任务交给数十家哈尔滨私营企业，并且

承诺实物全额支付造价款。于是当时的

多家私营企业联合起来，响应“一切为了

前线”的口号，分类整合资源，统一工件

标准，积极投入军工生产，仅在 1947年
10月到 1949年 5月不满两年的时间内，

生产了 2 000多门 60毫米迫击炮，为东

北的全境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这

些企业还为当时的迫击炮设计了一个双

环套图案的商标，因此这种60毫米迫击

炮也被称为“双圈牌”60毫米迫击炮。

“理工大”兵器博物馆馆藏的这门

60毫米迫击炮在脚架上有一铭牌，铭牌

上有双环套图案的商标和“六〇炮”、“东

北军区军工部造”、“一九四八年”、“最远

射程一千五百米”、“不得超过四个药包”

等字样，这正是其名称的由来。

该炮口径 60.5 毫米，炮身长 73 厘

米，身管长 65厘米。弹丸最大初速 68.6
米 /秒，射速 18 发 /分左右，最大射程

1 814 米，可一人携带使用。

这种 60毫米迫击炮除了“理工大”

博物馆馆藏一门以外，黑龙江省博物馆

也曾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黑龙江省军

区征集一门，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理工大”博物馆由于主要任务是服务学

校军工专业教学科研，因此并未申请展

品文物定级。

日本九九式105毫米山炮
在讲述日本九九式105毫米山炮以

前，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下法国的施耐德

M1919式105毫米山炮。

施耐德公司是法国著名的钢铁企

业，此后在火炮市场崭露头角，上世纪

10 年代，施耐德公司开发出了施耐德

M1919式 105毫米山炮。虽然当时法国

并没有装备这种火炮，但是被出口到了

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腊。

1932年，国民政府召开制式兵器会

议，确定采用法国施耐德 M1919 式 105
毫米山炮作为制式兵器。但是当时列

强禁运且国民政府更青睐德国炮，所以

最终并没有购买施耐德山炮，倒是当时

的广东军阀陈济棠购买了一批施耐德

炮。1936年两广事件后陈济棠倒台，他

的施耐德炮划归中央，编成炮兵第 9
团。抗战爆发后，施耐德山炮随中国军

队参战。

当时侵华日军所装备的山炮多为四

一式75毫米山炮和九四式75毫米山炮，

到达中国战场后，日军深感火炮威力不

足，因此要求获得威力更大的 100毫米

口径级别的轻火炮。最初日军打算自行

设计，但是日军后来在中国战场上缴获

了中国军队使用的法国施耐德105毫米

山炮，随即将其运回国内。

日本陆军将施耐德炮运回日本经过

测试后，认为施耐德山炮符合日军作战

需求，便对施耐德 105毫米山炮进行原

炮测绘及改进，最终定型命名为“九九式

十糎山炮”。

该炮全重约 800千克，炮架设计基

本仿制施耐德原装炮，但在开闩设计上，

较施耐德炮多增加了握紧闭锁机构，需

装填手先握紧开闩手柄握把，施力下压

手柄方可开闩。而施耐德原炮仅需简单

下压便可开闩。

该款山炮使用标准弹药时，弹丸初速

334米/秒，最大射程7 500米，独立的液体

气体式驻退机。日军随后为该炮配备多

种弹种，包括铝热纵火弹与化学弹等等。

日本九九式山炮从总体的制造工艺

以及精细程度上来讲要劣于法国原装施

耐德炮，但是具备威力大、射程远（最大

射程 7 500 米）、容易分解结合的优点，

可由两匹马牵引运输或分解后由 10匹
马驮载运输。不过造价比较昂贵，再加

上当时计划装备部队的九九式山炮数量

并不多，所以其产量并不多。

抗战胜利后，国军整编 140旅接收

日军上缴的九九式山炮，随后这批九九

式山炮连同弹药便一起在解放战争中被

解放军缴获了。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已

知尚存的九九式山炮有两门，一门在日

本，另一门在“理工大”的兵器博物馆。

“理工大”收藏展出的这门九九式山炮意

义非凡，因为它可以说是中国抗战时期

屈辱史的见证。

[编辑/何懿]

◎ 日本九九式105毫米山炮 ◎ 日本九四式75毫米山炮，日军侵华早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该炮的效
果并不是很好，因此萌发了研制100毫米口径级别火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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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述 历 史

“几年前，孩子到这里来放牛，不知道

这一片长满青草的坡地是雷场，赶着

几头牛到坡上吃草。其中一头牛踩

着地雷，当场被炸倒了，孩子一看慌

了，赶紧去把其它的牛赶出这片草

地，就在这时误入雷场的孩子也踩响

了地雷，腿炸断了，倒在了血泊中。

等村民发现他的时候，因流血过多已

死亡。尸体躺在雷场中，谁都不敢进

去抬，时间一长就只剩下尸骨了。这

孩子不死已近二十岁了，该结婚成家

喽!感谢中国扫雷专家为塞坝村扫除

了地雷，我们再不会受到地雷的伤害

了。”那位可怜的父亲向杨建军医生深深

地鞠了一躬，端着装有儿子遗骨纸箱，在

其他村民的搀扶下和村长缓缓地离去。

现实的动人情景激励着本是同根生

的厄里特里亚全体学员，大家焕发起同

胞的热忱，鼓足了扫雷的干劲，在专家组

的带领下，经过 20多天艰苦奋斗、精细

作业，塞坝村雷场中的地雷和爆炸物全

部扫除。这么快就扫完了，大使馆和厄

方扫雷中心都感到很惊讶!
验收移交那天，陈大使、王参赞、苟

秘、孙秘和泰斯法将军、拉嘎中校及厄方

扫雷中心官员、曼德弗拉省的扫雷官员，

村长带着法老、村民 20多人前来验收，

并接收已扫雷场的土地。大使馆还特邀

联合国驻埃厄代表团地雷行动中心

（UNDB）官员菲尔·列维兹、温克福、巴

克士和一位法国女记者前来观看中国专

家组和厄方学员队的扫雷质量。验收移

交仪式上，按当地的风俗，法老祈祷后，

开始徒步验收：专家组和厄方学员队的

全体人员手拉手、排成横队，徒步踏过已

扫雷场，往复二遍确保 100％无雷。已

展示扫雷的高质量后；大使馆、专家组和

厄方扫雷中心、曼德弗拉省的扫雷官员、

村长才共同签字认可，将土地移交给塞

坝村村民。这种特殊的验收移交方式是

中国扫雷队伍的独创，也只有中国专家

组才具有这种向人民负责的精神。

验收移交仪式结束后，在塞坝村的

一间民房里，陈大使召开了座谈会。陈

大使指出：“你们首战告捷，要认真总结

经验、努力奋进，完成好援厄扫雷任务，

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泰斯

法将军高兴地说：“中国专家扫雷的质量

之高、速度之快，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你们一个星期扫雷的面积，其他来厄立

特里亚的扫雷队要干半年。”但与会的巴

克士提出“爆破扫雷的问题”，他认为：爆

破扫雷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对树木的损

坏，不提倡使用爆破扫雷。我严肃地对

巴克士的提问作了正面回答：“爆破法扫

雷是可以使用的，爆破法开辟通路后，对

爆痕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查明雷场情

况；可以清除地表植被，便于开展人工搜

排作业；可以直接引爆大量地雷，减轻人

工搜排作业的工作量和危险性。据统

计，在实地扫雷过程中被诱爆的地雷

占到了扫除地雷总数的 49％。爆破

法扫雷速度快、作业安全，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思想。就其爆破产生的烟

尘量远不如小工厂的一根烟囱，烟囱

日夜冒烟污染多严重，爆破产生烟尘

很快就消失了，不存在污染问题。爆

破扫雷对树木的损坏是可以避免的，

一定分清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能

一概而论。如沙漠、荒山、杂草覆盖、

易生长植被的雷场，是可以用爆破法

扫雷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塞坝村雷场

扫雷的效果就很好嘛！又如在中国

南方边境，雨量充沛、灌木丛生，那样的

雷场不用爆破，人根本进不去，里面的地

雷长期得不到扫除，这片土地仍然得不

到利用。然而人一但误入雷场，就进入

了死亡地带，‘人死不能复生’，树木炸倒

后还可以重新栽种，雨季一到植被最多

三个月就可以恢复，植被不能与人的生

命相提并论。所以爆破法扫雷在易生长

植被的地区是一种可用的方法，其危害

小，收效大。当然，人能进入的树林、非

洲的森林区雷场，我们是不会用爆破法

扫雷的，待到扫除瓦拉西村雷场时，再请

你来观看”。

两天后，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厄方学

员队独立扫除阿瑞扎村雷场的雷障。阿

瑞扎村雷场布设在一个山地防御阵地前

沿前的陡峭山地下部，坡度在20°~70°
之间，土夹石的地表中杂草稀少、无树

木。群众讲：地雷密度较大，块石下面还

埋着地雷。针对实际情况，专家组将学

员队编为三个扫雷作业分队，由我指导

拉嘎、福德统一指挥；分别由陈代荣、厥

启忠、焦飞各指导一个扫雷作业分队，各

◎ 李智伦组长与厄立特里亚工程兵司
令兼扫雷中心主任泰斯法将军合影

◎ 李智伦组长（中）向联合国驻埃厄代表团地雷行动处的官员（左），
介绍我军专家组在厄扫雷情况 ◎ 厄立特里亚高级官员会见李智伦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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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厄方扫雷中心所属扫雷队中抽调来参

加扫雷培训的学员到达培训基地（分两

批，每批 60 名，分别由福德和卡苏担任

学员队队长）。在扫雷培训班的开学典

礼上，陈占福大使和泰斯法将军都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预祝学员们学到更

多的扫雷知识和实践经验，为扫除厄立

特里亚的雷障做出贡献。

随即开始了理论培训：首先碰到的

难题是语言不通授课艰难。特别是成都

军区派出的专家讲课时，只能用华语讲

课。面对现实，专家组采取了“二次翻

译”的办法：先由耿波翻译成英语、再由

阁拉玛翻译成提格雷尼亚语，虽然费工

费时，但学员能听懂。在课程的安排上，

依据厄立特里亚学员缺乏地雷专业知识

和实地扫雷经验的状况，南京工程兵学

院的教员主要讲授地雷常识、扫雷器材

的基本原理及使用；成都军区派出的专

家主要讲授常见地形上的扫雷手段和方

法、扫雷的组织指挥和安全规则等战后

扫雷作业手册（SQP）中必须掌握的技

能。使学员们从理论上学到了扫雷知

识，迅速掌握中国援助的扫雷器材的基

本原理和操作方法，快速提高学员单兵

探、排雷技能和掌握扫雷的组织方法。

为加速理论知识向实践技能转化，对厄

立特里亚学员进行了仿真扫雷训练，主

要实施模拟雷场排雷、扫雷行动演练、安

全意识教育、雷场纪律培养等多项内容，

确保了高质量、安全顺利地完成扫雷技

术理论培训工作。

学习理论在于指导实践，掌握技能

在于扫除雷障。为更好带领厄方学员队

开赴实地雷场扫除雷障，取得实际扫雷

经验，专家组详细查阅有关资料，再次对

即将扫除的阿瑞扎、塞坝、瓦拉西、拉克

山发村雷场进行了实地复勘。然后，针

对厄立特里亚雷场点分散、地雷多、雷情

复杂等实际情况，专家组制定了平地扫

雷、山地扫雷和分标示段人工搜排法三

种扫雷方法。决定实行示范、指导扫雷

方案：先由专家组进行实地扫雷作业示

范，然后由学员队在专家组的现场指导

下，独立进行实地扫雷作业。按此方案

既教会了学员的扫雷技术，又使专家组

回国后，厄方学员能独立完成扫雷任务。

11月初，在大使馆和厄方扫雷中心

的直接领导下，第一批专家组带领厄方

学员队进驻塞坝村。当天下午非洲的狂

风就开了个“大玩笑”：八级大风将专家

组刚搬入临时帐篷伙房的米、面、菜大部

分吹跑了，塞坝村内又买不到这么多人

的食物，吃什么呢？只好报告大使馆，当

天晚上大使馆派专车将足够食物送来

了。阁拉玛翻译请热情友好的村长帮助

租借了一间群众堆柴草的石墙铁皮瓦的

杂物间，作为伙房，这才解决了吃饭的问

题。第二天中午我们感到热浪袭人，用

温度计一量，令人大吃一惊：室内温度

38°、室外温度51°、地表温度67°；往野外

一站，阳光能把穿在身上的衣服都晒得

烫手。看来我们要接受非洲特有气候的

考验，在高温与狂风相伴的环境中展开

扫雷了。庆幸的是那里每天晚上 10时
至凌晨室内气温降到 22~25°，可以睡个

好觉了。

塞坝村雷场是该国在国内战争时期

留下的，雷场布设在一个山地防御阵地

前沿的坡地连接平原的开阔地之中，土

夹石地面的雷场内长满了杂乱蒿草和几

棵小树，狂风一吹，还隐约可见被炸死的

人畜遗留的骨头。我们面临的扫雷任务

并不轻哪呐!
针对塞坝村雷场现况和地形地貌，

我们拟定：爆破法结合人工搜排的“六步

法”实施扫雷。扫雷方案报国内工作组

和大使馆批准后，经过充分的准备，开始

扫雷作业了。首先，选定一片雷场，由专

家组的扫雷专家陈代荣带领示范班（专

家组的士官组成）按“六步法”实施实地

扫雷作业示范，边示范、边由南京工程兵

学院的徐全军、刘强教员和耿波翻译向

雷场外的厄方学员讲解，使学员们熟悉

每一步应掌握的技能。进展十分顺利，

第二天下午示范班班长黄磊探出一枚苏

制 PND-6 防步兵压发地雷（木壳雷）。

我和陈代荣为厄方学员作了排雷示范：

轻轻去掉伪装层，扩大雷坑，查看无诡计

设置后，伸手拿着雷盖，准备打开。因埋

设时间太长，一用力，雷盖“哗”一下全碎

了，引信和 TNT药块暴露在眼前。我迅

速在引信保险孔内插入了保险销，反压

火方向捏着压发栓，取出了引信，旋下起

爆管。取出了 TNT药块和下雷壳，然后

再探测了雷坑底部，确定已无重叠设置

的地雷，几分钟就将这枚苏制PND-6防
步兵压发地雷顺利排除了。通过雷场示

范，使厄方人员看到了中国专家熟练、过

硬的扫雷技术，增强了学员的学习热情

和扫除雷障的信心。

进入实战

示范雷场扫除后，按批准方案，调整

了部署：将未扫雷场分成四片，同时将

专家组和学员队混编为四个扫雷作业

分队，由我带福德统一指挥，分别由中

国专家陈代荣、吴强、厥启忠、焦飞各带

一个扫雷作业分队，各扫除一片雷场；

徐全军、耿波负责管理学员队，刘强负

责安全工作，陈志峰负责后勤保障，杨

建军负责医疗保障。各分队按“六步

法”边扫雷、边教学员，使学员们很快掌

握了实地扫雷作业的技能。

扫除塞坝村雷场的过程中，军

医杨建军将雷场中被炸死的人畜

遗留的骨头进行了清理，清出了一

具较完整的人的遗骨。胸怀爱民

之心的阁拉玛翻译请来了村长，村

长带着几个淳朴的村民来到雷场

边，一位五十多岁的村民含着眼

泪，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到

遗骨旁蹲下，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遗

骨，满含深情地说：“孩子!你在雷场

里躺了这么多年，今天接你回家

了，感谢中国来的好人呐!”村长握

着杨建军的手，感慨悲切地讲述：◎ 李智伦组长由于工作出色受到厄立
特里亚国总统伊塞斯的亲切接见

◎ 李智伦组长和因被扫除雷患而欢欣
鼓舞的孩子们在一起

聆
听
历
史
当
事
人
为
您
讲
述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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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孩子到这里来放牛，不知道

这一片长满青草的坡地是雷场，赶着

几头牛到坡上吃草。其中一头牛踩

着地雷，当场被炸倒了，孩子一看慌

了，赶紧去把其它的牛赶出这片草

地，就在这时误入雷场的孩子也踩响

了地雷，腿炸断了，倒在了血泊中。

等村民发现他的时候，因流血过多已

死亡。尸体躺在雷场中，谁都不敢进

去抬，时间一长就只剩下尸骨了。这

孩子不死已近二十岁了，该结婚成家

喽!感谢中国扫雷专家为塞坝村扫除

了地雷，我们再不会受到地雷的伤害

了。”那位可怜的父亲向杨建军医生深深

地鞠了一躬，端着装有儿子遗骨纸箱，在

其他村民的搀扶下和村长缓缓地离去。

现实的动人情景激励着本是同根生

的厄里特里亚全体学员，大家焕发起同

胞的热忱，鼓足了扫雷的干劲，在专家组

的带领下，经过 20多天艰苦奋斗、精细

作业，塞坝村雷场中的地雷和爆炸物全

部扫除。这么快就扫完了，大使馆和厄

方扫雷中心都感到很惊讶!
验收移交那天，陈大使、王参赞、苟

秘、孙秘和泰斯法将军、拉嘎中校及厄方

扫雷中心官员、曼德弗拉省的扫雷官员，

村长带着法老、村民 20多人前来验收，

并接收已扫雷场的土地。大使馆还特邀

联合国驻埃厄代表团地雷行动中心

（UNDB）官员菲尔·列维兹、温克福、巴

克士和一位法国女记者前来观看中国专

家组和厄方学员队的扫雷质量。验收移

交仪式上，按当地的风俗，法老祈祷后，

开始徒步验收：专家组和厄方学员队的

全体人员手拉手、排成横队，徒步踏过已

扫雷场，往复二遍确保 100％无雷。已

展示扫雷的高质量后；大使馆、专家组和

厄方扫雷中心、曼德弗拉省的扫雷官员、

村长才共同签字认可，将土地移交给塞

坝村村民。这种特殊的验收移交方式是

中国扫雷队伍的独创，也只有中国专家

组才具有这种向人民负责的精神。

验收移交仪式结束后，在塞坝村的

一间民房里，陈大使召开了座谈会。陈

大使指出：“你们首战告捷，要认真总结

经验、努力奋进，完成好援厄扫雷任务，

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泰斯

法将军高兴地说：“中国专家扫雷的质量

之高、速度之快，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你们一个星期扫雷的面积，其他来厄立

特里亚的扫雷队要干半年。”但与会的巴

克士提出“爆破扫雷的问题”，他认为：爆

破扫雷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对树木的损

坏，不提倡使用爆破扫雷。我严肃地对

巴克士的提问作了正面回答：“爆破法扫

雷是可以使用的，爆破法开辟通路后，对

爆痕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查明雷场情

况；可以清除地表植被，便于开展人工搜

排作业；可以直接引爆大量地雷，减轻人

工搜排作业的工作量和危险性。据统

计，在实地扫雷过程中被诱爆的地雷

占到了扫除地雷总数的 49％。爆破

法扫雷速度快、作业安全，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思想。就其爆破产生的烟

尘量远不如小工厂的一根烟囱，烟囱

日夜冒烟污染多严重，爆破产生烟尘

很快就消失了，不存在污染问题。爆

破扫雷对树木的损坏是可以避免的，

一定分清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能

一概而论。如沙漠、荒山、杂草覆盖、

易生长植被的雷场，是可以用爆破法

扫雷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塞坝村雷场

扫雷的效果就很好嘛！又如在中国

南方边境，雨量充沛、灌木丛生，那样的

雷场不用爆破，人根本进不去，里面的地

雷长期得不到扫除，这片土地仍然得不

到利用。然而人一但误入雷场，就进入

了死亡地带，‘人死不能复生’，树木炸倒

后还可以重新栽种，雨季一到植被最多

三个月就可以恢复，植被不能与人的生

命相提并论。所以爆破法扫雷在易生长

植被的地区是一种可用的方法，其危害

小，收效大。当然，人能进入的树林、非

洲的森林区雷场，我们是不会用爆破法

扫雷的，待到扫除瓦拉西村雷场时，再请

你来观看”。

两天后，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厄方学

员队独立扫除阿瑞扎村雷场的雷障。阿

瑞扎村雷场布设在一个山地防御阵地前

沿前的陡峭山地下部，坡度在20°~70°
之间，土夹石的地表中杂草稀少、无树

木。群众讲：地雷密度较大，块石下面还

埋着地雷。针对实际情况，专家组将学

员队编为三个扫雷作业分队，由我指导

拉嘎、福德统一指挥；分别由陈代荣、厥

启忠、焦飞各指导一个扫雷作业分队，各

◎ 李智伦组长与厄立特里亚工程兵司
令兼扫雷中心主任泰斯法将军合影

◎ 李智伦组长（中）向联合国驻埃厄代表团地雷行动处的官员（左），
介绍我军专家组在厄扫雷情况 ◎ 厄立特里亚高级官员会见李智伦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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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厄方扫雷中心所属扫雷队中抽调来参

加扫雷培训的学员到达培训基地（分两

批，每批 60 名，分别由福德和卡苏担任

学员队队长）。在扫雷培训班的开学典

礼上，陈占福大使和泰斯法将军都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预祝学员们学到更

多的扫雷知识和实践经验，为扫除厄立

特里亚的雷障做出贡献。

随即开始了理论培训：首先碰到的

难题是语言不通授课艰难。特别是成都

军区派出的专家讲课时，只能用华语讲

课。面对现实，专家组采取了“二次翻

译”的办法：先由耿波翻译成英语、再由

阁拉玛翻译成提格雷尼亚语，虽然费工

费时，但学员能听懂。在课程的安排上，

依据厄立特里亚学员缺乏地雷专业知识

和实地扫雷经验的状况，南京工程兵学

院的教员主要讲授地雷常识、扫雷器材

的基本原理及使用；成都军区派出的专

家主要讲授常见地形上的扫雷手段和方

法、扫雷的组织指挥和安全规则等战后

扫雷作业手册（SQP）中必须掌握的技

能。使学员们从理论上学到了扫雷知

识，迅速掌握中国援助的扫雷器材的基

本原理和操作方法，快速提高学员单兵

探、排雷技能和掌握扫雷的组织方法。

为加速理论知识向实践技能转化，对厄

立特里亚学员进行了仿真扫雷训练，主

要实施模拟雷场排雷、扫雷行动演练、安

全意识教育、雷场纪律培养等多项内容，

确保了高质量、安全顺利地完成扫雷技

术理论培训工作。

学习理论在于指导实践，掌握技能

在于扫除雷障。为更好带领厄方学员队

开赴实地雷场扫除雷障，取得实际扫雷

经验，专家组详细查阅有关资料，再次对

即将扫除的阿瑞扎、塞坝、瓦拉西、拉克

山发村雷场进行了实地复勘。然后，针

对厄立特里亚雷场点分散、地雷多、雷情

复杂等实际情况，专家组制定了平地扫

雷、山地扫雷和分标示段人工搜排法三

种扫雷方法。决定实行示范、指导扫雷

方案：先由专家组进行实地扫雷作业示

范，然后由学员队在专家组的现场指导

下，独立进行实地扫雷作业。按此方案

既教会了学员的扫雷技术，又使专家组

回国后，厄方学员能独立完成扫雷任务。

11月初，在大使馆和厄方扫雷中心

的直接领导下，第一批专家组带领厄方

学员队进驻塞坝村。当天下午非洲的狂

风就开了个“大玩笑”：八级大风将专家

组刚搬入临时帐篷伙房的米、面、菜大部

分吹跑了，塞坝村内又买不到这么多人

的食物，吃什么呢？只好报告大使馆，当

天晚上大使馆派专车将足够食物送来

了。阁拉玛翻译请热情友好的村长帮助

租借了一间群众堆柴草的石墙铁皮瓦的

杂物间，作为伙房，这才解决了吃饭的问

题。第二天中午我们感到热浪袭人，用

温度计一量，令人大吃一惊：室内温度

38°、室外温度51°、地表温度67°；往野外

一站，阳光能把穿在身上的衣服都晒得

烫手。看来我们要接受非洲特有气候的

考验，在高温与狂风相伴的环境中展开

扫雷了。庆幸的是那里每天晚上 10时
至凌晨室内气温降到 22~25°，可以睡个

好觉了。

塞坝村雷场是该国在国内战争时期

留下的，雷场布设在一个山地防御阵地

前沿的坡地连接平原的开阔地之中，土

夹石地面的雷场内长满了杂乱蒿草和几

棵小树，狂风一吹，还隐约可见被炸死的

人畜遗留的骨头。我们面临的扫雷任务

并不轻哪呐!
针对塞坝村雷场现况和地形地貌，

我们拟定：爆破法结合人工搜排的“六步

法”实施扫雷。扫雷方案报国内工作组

和大使馆批准后，经过充分的准备，开始

扫雷作业了。首先，选定一片雷场，由专

家组的扫雷专家陈代荣带领示范班（专

家组的士官组成）按“六步法”实施实地

扫雷作业示范，边示范、边由南京工程兵

学院的徐全军、刘强教员和耿波翻译向

雷场外的厄方学员讲解，使学员们熟悉

每一步应掌握的技能。进展十分顺利，

第二天下午示范班班长黄磊探出一枚苏

制 PND-6 防步兵压发地雷（木壳雷）。

我和陈代荣为厄方学员作了排雷示范：

轻轻去掉伪装层，扩大雷坑，查看无诡计

设置后，伸手拿着雷盖，准备打开。因埋

设时间太长，一用力，雷盖“哗”一下全碎

了，引信和 TNT药块暴露在眼前。我迅

速在引信保险孔内插入了保险销，反压

火方向捏着压发栓，取出了引信，旋下起

爆管。取出了 TNT药块和下雷壳，然后

再探测了雷坑底部，确定已无重叠设置

的地雷，几分钟就将这枚苏制PND-6防
步兵压发地雷顺利排除了。通过雷场示

范，使厄方人员看到了中国专家熟练、过

硬的扫雷技术，增强了学员的学习热情

和扫除雷障的信心。

进入实战

示范雷场扫除后，按批准方案，调整

了部署：将未扫雷场分成四片，同时将

专家组和学员队混编为四个扫雷作业

分队，由我带福德统一指挥，分别由中

国专家陈代荣、吴强、厥启忠、焦飞各带

一个扫雷作业分队，各扫除一片雷场；

徐全军、耿波负责管理学员队，刘强负

责安全工作，陈志峰负责后勤保障，杨

建军负责医疗保障。各分队按“六步

法”边扫雷、边教学员，使学员们很快掌

握了实地扫雷作业的技能。

扫除塞坝村雷场的过程中，军

医杨建军将雷场中被炸死的人畜

遗留的骨头进行了清理，清出了一

具较完整的人的遗骨。胸怀爱民

之心的阁拉玛翻译请来了村长，村

长带着几个淳朴的村民来到雷场

边，一位五十多岁的村民含着眼

泪，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到

遗骨旁蹲下，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遗

骨，满含深情地说：“孩子!你在雷场

里躺了这么多年，今天接你回家

了，感谢中国来的好人呐!”村长握

着杨建军的手，感慨悲切地讲述：◎ 李智伦组长由于工作出色受到厄立
特里亚国总统伊塞斯的亲切接见

◎ 李智伦组长和因被扫除雷患而欢欣
鼓舞的孩子们在一起

聆
听
历
史
当
事
人
为
您
讲
述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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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空地导弹提高突防能力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是（ ），使对方防空系统来不及反应。

②为了达到空地导弹突防的成功率，研制发展

超音速空地导弹也是一种有效办法。如法

国的 ASMP 空地导弹其飞行速度可达（ ）。

提高空地导弹飞行速度的主要措施是采用

高性能发动机，特别是（）。

③空地导弹是一种造价昂贵的高精尖武器，

它的作战要求是每枚弹必须（ ），要做到这

一点就必须发展（ ），从目前看（ ）是精确

化的制导技术。

④空地导弹不仅要求打得准，而且还要打得

狠，真正做到“一弹毙命”。要做到这一点，

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大幅度提高（ ），另外

也要发展针对战场上已经出现的集群目标

的（ ）。

（将本页翻转180°，可见填空题正确答案）

本期答案：
①提高导弹速度②M2冲压发动机

③直接命中将其摧毁新型制导技术

惯性制导加GPS修正加自主式末制导的复

合制导④战斗部的威力子母弹战斗部

想让别人相信你是兵器知识的路路通？先别急，来做做下面的考
卷，然后你就知道自己是兵器知识的试卷高手，还是撕卷高手了。

试卷高手 微博评刊
非常感谢您对《兵器知识》的支

持！为帮助我们把杂志办得更好，您可
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平台参加评刊
活动：

w e i b o . c o m / b q z s

第12期最受读者喜爱的文章为：
“九三”阅兵式二炮受阅装备性能猜想

中国“彩虹”系列无人机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专题

微观航母之升降机

解析叙利亚内战坦克装甲车辆

本 期 获 奖 读 者 为 @JETJETJETJETJET、
@CUPL- 聪 Desh。请获奖的朋友与杂志社
（13693316275）联系或微博留言，以领取您的纪
念品。

1 5印度海军的“维兰特”号航母是1986年5月
从英国购进的。该舰是英国第二次启用“竞技

神”号这个舰名的航母，于二战末期开工建造，到

1959年末才完工，历时15年。它装两台老式的

蒸汽轮机，总功率57 300千瓦，那最大航速是多

少节？

A.28节 B.26节 C.30节

“竞技神”号在英军服役以后，曾参加过1963
年的印尼内战和1968年的英军亚丁湾撤退。根据这

两次有限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航母的作战表现和实战

需要，英国人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装，时间是哪一

年呢？

A.1969—1970 B.1971—1973 C.1972—1974

在这次历时两三年的改装时间，英国人拆

除了原来供舰载喷气式战斗机使用的蒸汽弹

射器和拦阻索，而加装了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和

另一种改变军舰用途的关键装备，你知道那是

什么装备？

A.登陆装备 B.舰载全空域防空火力系统

C.强大的对地和对海火力攻击装备

由于战后不断变化的局部冲

突，加上英国国力日见衰微，没

有能力建造大型通用航母和各

类型专用航母，只好将“竞技神”

这类的老舰改来改去。1980—
1981年英国又花了 4 000万英镑

对“竞技神”再改了一回，安装了

滑跃起飞甲板。你知道甲板上

翘角度是多少呢？

A.7.5° B. 6.5° C.12°

1986年 11月，印度海军以 6 000万
英镑的绝对低价正式买进了“竞技神”号航

母，并在英国进行了改装，于 1987年驶回孟

买军港。不仅航母回来了，还带回多架舰载

机，你知道共有几型几架舰载机吗？

A.6架“海鹞”战斗机，7架“海王”直升机

B.8架“海鹞”战斗机，9架“海王”直升机

C.9架“海鹞”战斗机，20架“海王”直升机

上期军迷堂答案
：① A ② A ③ C ④ C ⑤ A ⑥ B ⑦ C ⑧ B ⑨ B ⑩ A

请将你的答案@到兵器知识杂志官方微博，并请

注明期数，格式为：#2016年第X期军迷堂答案#。（《兵

器知识》官方微博地址：weibo.com/bqzs）

每月我们将从竞答全部正确的读者中，抽取2名读

者，各奖励价值200元的进口锌合金苏-27战斗机模型

一个。欢迎广大读者朋友踊跃参加！

4

3

2

7

6
9

10

对于一艘航母来讲，完工并不意味着服役，

所以1960年“竞技神”号才正式服役。那这时它

可带多少架舰载机呢？

A.38架 B.45架 C.47架

经过了这次大规模“脱胎

换骨”的改装，“竞技神”已经从

以舰载机攻击为主的通用型航

母，成为可很好的执行登陆作战

的突击型航母。那它可以搭载

多少架可用于垂直空降和火力

攻击的直升机呢？

A.32架 B.30架 C.28架

军迷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约

集团为了加强对日益活跃的苏

联潜艇的防范能力，又决定各成

员国加强反潜能力。于是英国

又将“竞技神”号改成飞行甲板

可以起降专用反潜直升机的反

潜航母，那是哪一年呢？

A.1976年 B.1977年 C.1978年

8

带着马岛海战胜利的“花环”，“竞技

神”号回到了英国，但恰逢两艘新航母加入英

国皇家海军作战序列，于是“竞技神”只好提

前退役，那是哪一年呢？

A.1984年 B.1985年 C.1986年

改来改去的“竞技神”航母终于有了大

显身手的机会。1982年的马岛海战，这艘

老航母发挥了夺取战区制空权的重要作

用，不仅如此，它还充当了大型运输舰。那

你知道它一次运送多少士兵吗？

A.3 000 B.2 000名 C.1 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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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一片雷场；采取了山地扫雷“四步

法”实施作业。特别注意搜排石缝中、

石块下埋设的地雷，一定要用扫雷耙把

石块翻过来，彻底把地雷和爆炸物清排

干净。经过18天的山地扫雷作业，阿瑞

扎村雷场全部扫除干净。通过塞坝村、

阿瑞扎村雷场的实地扫雷行动，厄方学

员队已可单独完成扫雷任务了。第一

批专家组“援厄扫雷行动”初见成效。

2003年 3月，作了部分人员增配的

第二批援厄扫雷专家组，又来到厄立特

里亚，对 60名厄方学员进行 2个月的理

论教学和仿真扫雷训练。5月初，经我

驻厄大使馆批准和厄方扫雷中心同意，

第二批专家组带领厄方学员队开进瓦

拉西村。安顿宿营后，展开扫雷前准备

的同时，专家组带卡苏和4个分队长，对

瓦拉西村、拉克山发村雷场进行了现地

复勘。这两片雷场仍是该国在国内战

争时期留下的，雷场布设在一个山麓防

御阵地前沿的山坡上，坡上长着一片接

一片的树林和杂草。厄立特里亚缺水，

树木很难生长成林，这是难得的林区，

也是当地几个村的水源地，村民靠它生

产生活。艰巨的任务就摆在我面前：树

林不能损坏，雷障必须扫除。

专家组决定采用“分标示段人工搜

排法”扫雷。即对瓦拉西村、拉克山发

村雷场的整个扫雷行动，不用爆破法扫

雷，全部采用分段标示、分段人工搜排

的方法扫除雷障。专家组将瓦拉西村

雷场划分为 5个作业片展开扫雷，专家

组示范“分标示段人工搜排法”扫除了1
片雷障。厄方4个学员分队在专家组的

统一指挥下各扫除 1片雷障，达到了既

掌握“分标示段人工搜排法”的技能，又

扫除了瓦拉西村雷场的雷障的目的。

接着在专家组指导下，学员队独立扫除

了拉克山发村雷场的雷障。经过 50多

天的边教边扫、精心操作，扫除了瓦拉

西村、拉克山发村的全部雷障，没有损

坏一棵树木，保持了当地生态环境，优

质、高效、安全、环保地完成了援厄扫雷

任务。

在已扫雷场土地交接仪式上，雷场

附近的村民说“自有记载以来，在附近

的两个雷场先后有9人被炸死，6人被炸

残，120头牲畜被炸死或炸伤。村民深

受其害，雷场下面是耕地和水源，但无

法耕种和取水。地雷扫除的这一天，算

得上是我们的第二个解放日，我们所有

的村民都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中国

扫雷专家！”

收获胜利果实

在中国援助厄立特里亚扫雷行动

中，专家组共培训和带领厄立特里亚

120名学员，扫除了该国曼德弗拉省阿

瑞扎、塞坝、瓦拉西、拉克山发村的 6个
雷场的雷障，开通公路 1 300米，排除地

雷 822 枚，未爆弹 175 枚。中国扫雷专

家组和厄立特里亚学员在整个扫雷援

助行动中无一人伤亡，无一起事故，扫

雷援助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厄立特里亚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

国扫雷援助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厄

军工程兵司令泰斯法将军说：“中国扫

雷专家们不远万里来到厄立特里亚，帮

助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返回了自己的

家园，他们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扫雷专家们严明的纪律，扎实的理

论功底，精湛的扫雷技术在战士心目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厄军总参谋

长说：“我非常感谢中国专家们所作的

一切工作。中国和厄立特里亚政府之

间的合作有许多，扫雷培训是其中最为

出色的。中国专家的牺牲和奉献精神

鼓舞了厄立特里亚人民和政府去扫除

雷患，中国专家与厄立特里亚人民同甘

共苦”的奋斗经历和英雄行为将永载史

册。厄立特里亚总统伊塞亚斯还亲切

接见了专家组代表，对中国扫雷专家为

扫除厄立特里亚的雷障做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

联合国驻埃厄代表团地雷行动中

心官员还多次对中国扫雷援助行动的

培训教学和实地扫雷进行了现场参观

和交流。该中心主任菲尔·列维兹在参

观我专家组指导厄方学员进行实地扫

雷后，很有感慨地说：“中国专家的扫雷

速度和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工作是非常

有成效的，你们很受人尊敬。”

经过近一年援厄扫雷行动，进一步

密切了中厄两国政府的关系，增进了两

国人民的友谊，我们非常圆满、高质量

地完成了援外扫雷任务，离开厄立特里

亚回国了。我驻厄大使馆陈占福大使、

王佑土参赞、苟浩东、孙丽华同志和厄

军工程兵司令兼厄方扫雷中心主任泰

斯法将军、拉嘎中校等十几位厄方外交

部、扫雷中心官员，在机场贵宾室举行

了欢送仪式。厄方外交部代表发表了

热情友好的讲话：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

真诚无私的援助。

那次跨国扫雷已经是十几年前的

事了，但当时所发生的事，还像昨天一

样新鲜。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仍非常

关注国内国际上有关军事政治的方方

面面……

我坚信，只要有战争，就会有地雷，

有地雷，就必须排除！

李智伦老师讲得很坚决，眉宇之间

透现着久经考验的老军人特有的坚毅、

勇敢和睿智……

张学宁先生为本次采访提供

了重要帮助，在此致谢！

口 述 历 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