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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 德军动用巨炮摧毁坚城

李夜雨

2012-07-09 10:06:59   来源：《新民晚报》2012年07月05日 

   

  德军装备的800毫米口径列车加农炮“古斯塔夫”1941年10月30日至1942年7月4日，为保卫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

尔，苏军与纳粹侵略军打了一场惨烈的防御战，德军出动3门超级巨炮对苏军堡垒展开猛烈轰击。苏军虽然没能凭借坚固要塞群

挡住入侵者，但在作战过程中通过陆海空军密切协同，牵制德军超过250天。  

  兵力对比 

  ■纳粹：德国第11集团军(下辖德军第30、49、54三个军，共9个师)、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6个旅)，并配备1275门火炮和

300余架飞机协同作战，由曼施坦因上将统帅。 

  ■苏军：防守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是苏军独立第51集团军为主的10万人，其中包括黑海舰队的3个海军陆战步兵旅约4200

人(在战斗中曾获得增援和补充，最多时约5500人)。 

  作战背景 

  塞瓦斯托波尔地处黑海北岸，北有铁路可通往莫斯科，南出黑海海峡可通地中海，战略地位重要。作为一个经营千年的要

塞，塞瓦斯托波尔市建有大量堡垒、壕沟和迷宫隧道。在20世纪30年代，塞瓦斯托波尔市更是进行了全面的现代化改进并修建了

军用机场。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军遭突然袭击，损失惨重，德军长驱直入。9月，德军第11集团军进抵克里米亚半岛。德

军认为，驻扎在半岛南端塞瓦斯托波尔的苏军可能对侵苏德军南线部队构成威胁，从克里米亚机场起飞的飞机则可以威胁罗马尼

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德军重要燃料来源)，同时以塞瓦斯托波尔为主要基地的苏军黑海舰队也可能破坏德军海上交通线。因此，

德军决定进攻克里米亚半岛，拿下塞瓦斯托波尔，聚歼当地苏军。 

  9月24日，德军发动进攻，克里米亚战役打响。到11月16日，除了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外，整个半岛都落入德军之手。 

  作战经过 

  塞瓦斯托波尔市北靠细长的塞维纳亚湾南岸，在塞维纳亚湾北岸和别别克峡谷之间绵延360公里的矩形地带中，配置了12个

永久要塞群，所有要塞周围都被混凝土装甲板覆盖，并用地下通道和小型铁路连接，在山地部分设置大量暗堡和火力点，所有要

塞炮塔都是下沉式安装且具有优良射界，要塞的弹药大多存放在深入地下30米的“库拉贝”主弹药库中，可谓易守难攻。 



  1941年12月17日，经过1个多月的渗透、炮击和轰炸后，德军动用7个德国师和2个罗马尼亚旅，在1275门火炮、300余架飞机

的支援下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总攻。 

  先是大规模的炮轰，随后德军第30军和第54军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发动攻击。苏德两军展开逐个碉堡的争夺战。德军在付出

重大伤亡后推进到“斯大林堡垒”(要塞的重要堡垒)附近。如果这个堡垒被拿下，德军炮兵就能控制整个海湾。 

  苏军登陆 扭转战局 

  为了扭转战局，斯大林亲自部署外高加索第44、51集团军在德军侧后的刻赤、奥普可角两地实施登陆，力图与要塞守军前后

夹击德军。 

  12月26日，以黑海舰队陆战队为主组成的突击队冒着狂风暴雨，乘小艇在两地登陆成功，迅速消灭登陆地域的德军警戒部

队。不过，德军在判明苏军情况后，曼施坦因迅速调集第42军主力(包括100辆坦克)对登陆的苏军展开反攻。 

  12月28日，德军第42军将苏军登陆部队压制回海滩，苏军登陆攻势即将前功尽弃。这时，苏军陆战队临危受命：引导第44集

团军2.3万人强行登陆费奥多西亚，使德军第42军腹背受敌。 

  12月30日，参加攻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德军已成强弩之末，在突入“斯大林堡垒”的外围后，无法继续推进，曼施泰因不

得不下令停止对要塞的攻击。第一次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以德军的失败告终。 

  刻赤失守 要塞孤立 

  1942年3月，德军第833重炮营奉命支援要塞攻坚。4月18日，几辆德军610毫米口径自行臼炮“卡尔”到达151高地附近的射

击阵位，并得到72发重弹和50发轻弹。 

  5月8日，在用少量兵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同时，曼施泰因集中5个德国步兵师、1个装甲师、2个罗马尼亚师和1个骑兵

旅向刻赤大举进攻。 

  经过10天激战，德军以损失7500人的代价几乎全歼苏军第44军团和第51军团，俘虏苏军17万人，刻赤战役基本结束。 

  刻赤战斗结束后，曼施泰因终于摆脱牵制，能全力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下手了。这次，曼施泰因进行了充分的攻击准备，他

在战场正面展开了208个炮兵连。为了发挥炮兵和空军的威力，曼施泰因把主攻方向选在地形较为平坦的要塞北面，并对要塞南

面实施牵制性攻击。 

  巨炮肆虐 坚城被毁 

  1942年6月6日，203个德军炮兵连云集要塞北部，发起二战中德军最疯狂的一次炮击作战。为了击破要塞壁垒，必须动用最

强火炮。为此，德军动用3门超级巨炮，它们分别是：420毫米口径的固定式臼炮“刚玛”、610毫米口径的自行臼炮“卡尔”、

800毫米口径的列车加农炮“古斯塔夫”。 

  德军的第一目标是“库拉贝”弹药库。列车加农炮“古斯塔夫”首先连续发射重达7.1吨的穿甲弹，击穿8米厚的防护层，引

起震撼全岛的地下弹药库大爆炸，断绝了苏军北部要塞群的弹药供给。随后，巨炮“古斯塔夫”沿着临时搭建的大型铁轨转弯南

下，开始攻击“斯大林堡垒”。北部德军炮兵也开始全面围攻“高尔基I号”要塞。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这时，有“雷神之锤”之称的“卡尔”登场了。“卡尔”的射速较快，重达2.2吨的610毫米口径高爆弹被倾泻在“高尔基I

号”要塞周围，4米厚的水泥装甲板被打成碎片，要塞内部逐渐暴露；然后是德军第8航空军倾巢出动，展开每天1000架次的波状

俯冲轰炸，迫使苏军向要塞内部退却。 

  为了压制苏军的突围和增援，420毫米口径的“刚玛”对要塞周边进行了地毯式轰击，1吨重的炮弹雨点般落下，粉碎要塞周

围的所有道路和铁路。 

  6月13日，德军第22师的第16步兵团攻克“斯大林堡垒”。6月17日，德军深深楔入北面要塞地区，在长达35公里的阵地上，

1300门德军火炮对“马克西姆-高尔基I号”进行不间断炮击。 

  从6月30日开始，德军动用包括3门巨炮在内的所有火炮对塞瓦斯托波尔市区进行地毯式轰击，第一天就发射了6.4万吨炮

弹，城市在浓烟和烈火中逐渐瓦解，建筑全部被毁。在巨炮的轰击下，构筑坚固的炮台和地下弹药库也纷纷被毁。 

  7月4日，被压缩到要塞边缘的9万多苏军残部已难以为继，考虑到市民的生命安全，不得不放弃抵抗，德军攻占塞瓦斯托波

尔。 

  作战评价 

  此战，德军死亡约2.4万人，罗马尼亚军队损失1800余人。纳粹军队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俘虏苏军9万余人，

缴获火炮460门。由于战场地形险峻、守军顽强，曼施泰因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被认为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他也因此被希特勒晋升

为元帅。 

  此役苏军虽有坚固堡垒可以依托，但在德军大威力巨炮的持续打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终究没能抵御住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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