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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出版集团文艺出版中心
即将出版军事类书目

一、朱世巍《东线》系列

《东线：从哈尔科夫到库尔斯克》

1943年初，德军在东线南部遭受连续惨败，直到哈尔科夫反击才稳住阵脚。苏德战场因此迎来
较长的平静时期。而随着战局的改观，交战双方都在考虑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因此需要一次战役

来检验新的力量对比。

1943年夏季，德军集中了庞大的装甲部队，在库尔斯克发动了苏德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略进攻，
但很快失败。红军乘机收复了哈尔科夫和奥廖尔地区。

《东线：决战第聂伯河》

1943年夏秋，随着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失败，红军开始了大反攻。东线南部第聂伯河成为主
要决战地区。与此同时，其他战线的红军也发起进攻。经过上述战役，红军收复了斯摩棱斯克、基

辅、顿巴斯和塔曼半岛。苏联因此坚定了以武力手段结束战争的决心。

《东线：从乌克兰到罗马尼亚》

1944年上半年的红军进攻。重点介绍 1944年上半年东线南部的几次合围战役，以及苏军收复克
里木和推进到罗马尼亚境内。由于这几次战役，德国工业部门为装甲部队提供的大量精良战车遭到

了不可恢复的损失。

《东线：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1944年夏季的白俄罗斯之战。这次战役直接导致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覆灭，也是苏德战争史上
的大规模合围战役之一。加上西方军队开始进入西欧大陆，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崩溃开始了。在外部

压力下，德国内部出现叛乱，但被镇压。

《东线：大崩溃》

白俄罗斯之战后，红军的全面进攻。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的战役，以及苏军向东南欧和德国本土

的推进。在苏军打击下，德军在波兰遭到重创，其部署在罗马尼亚的重兵集团几乎被全歼，布达佩

斯集团被包围。在战争进程中，德国的盟友陆续背叛。



《东线：1945年的春天》

1945年春季的东线全景。包括在波兰、东普鲁士、匈牙利境内的战役。德军波兰集团崩溃，东
普鲁士集团也在挣扎中走向灭亡，布达佩斯被苏军占领。

为了挽救败局，德军集中最后的精锐装甲部队，在巴拉顿湖地区发动反击，却以惨败而告终。

苏军随后占领了维也纳。

《东线：攻克柏林》

东线战争的最后阶段。苏军的全面推进，直到柏林的最后决战，希特勒自杀。东线各战区的最

后结局。

随着战争走向结束，东西方之间的利益争夺开始加剧，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军事和外交态势，并

由此产生了战后欧洲秩序雏形。苏德战争的最后总结。

《东线特别卷：远东战役》

1945年 8月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美国人也投下原子弹。日本陷入绝境。关东
军在遭受重创后，放下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

与此同时，中美苏三角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在进行。亚洲战后秩序雏形确立。

二、OSPREY军事系列

《德军三号坦克 1936—1944》

德军三号坦克是德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生产，并在二战期间大量投入使用的一款坦克。在战争
初期，它是陆军执行闪电战的重要装备，并且几乎在各条主要战线都参与作战。本书从技术、战术、

发展等方面对其进行剖析。

《德军四号坦克 1936—1945》

德军四号坦克是德国二战时期用途最广的中型坦克，本书详细讲述了四号坦克的各种亚型，及

其装备武器的发展和变化。还有四号坦克在战役中的作用。

《美军 M3/M5斯图加特轻型坦克》

M3 和 M5 是美军在二战初期具代表性的轻型坦克，本书集中讲述了这两款轻型坦克的设计过
程，及其武器装备的优缺点。并以其为代表讲述了美军 20世纪 30年代坦克设计、生产的主要情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美军 M26/M46潘兴重型坦克 1943—1953》

M26及M46是美军在二战后期为对抗德军的虎式、豹式坦克而研制的重型坦克，它们在武器配
备和装甲厚度方面可以和德军任一级别的坦克媲美。本书对其在二战和二战以后的表现进行了讲述。

《德军黑豹坦克 G/H/J1942—1945》

德军黑豹 G、H、J 型坦克被看做是二战期间声名显赫的坦克之一，本书讲述了这款坦克的设计
历程，及其在与其他著名坦克遭遇中显示的优缺点。详细图解了黑豹系坦克的火力和防护能力。

《美军 M10/M36坦克歼击车 1942—1953》

M10和M36是美军在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坦克歼击车，本书集中讲述了这两款坦克歼击车的设计
过程，及其武器装备的优缺点。还包括它们在具体战役中的作用和表现。

《德军豹 5坦克 1942—1945》

德军豹 5 坦克被看做是二战期间最伟大的坦克之一，本书集中讲述了这款坦克的设计历程，及
其在与其他著名坦克遭遇中显示的优缺点。详细图解了豹 5坦克占绝对优势的火力和防护能力。

《美军 M18地狱猫坦克歼击车》

M18 也是美军使用的坦克歼击车，本书集中讲述了这款坦克歼击车的设计过程，它的设计完全
侧重在火力和速度，书中也讲述了它在实战中的表现。

《德军战舰 1939—1945》

本书分五个部分对二战时期德军海军的战舰设计、发展、使用进行系统阐述。具体分为五个部

分，即无畏舰、沙恩霍斯特、俾斯麦、火力、雷达。

《德军重巡洋舰 1939—1945》

本书分五个部分，对二战德军海军重巡洋舰的设计、发展、使用进行系统阐述。详细阐述的主

要是“希佩尔海军上将”号。

《德军轻巡洋舰 1939—1945》

本书分五个部分对二战德军海军轻巡洋舰的设计、发展、使用进行系统阐述。德军的轻巡洋舰

虽然数量不多，但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本书对其六艘轻巡洋舰都进行了系统讲解。



《德军 U型潜艇 1939—1945（1）》

本书主要针对 U 型潜艇的最初两个发展阶段进行讲解。从常规武器配备、鱼雷、水雷以及火力
等各方面入手，配以翔实的记录和图片。

《德军 U型潜艇 1939—1945（2）》

本书紧跟德军 U 型潜艇 1939—1945(1),对 U 型潜艇的后续发展进行讲述。从常规武器配备、鱼
雷、水雷以及相关武器发展，例如与潜艇可协同作战的垂直起落飞机等。

《英军战列舰 1939—1945》

本书讲述了英军二战爆发后所剩不多的战列舰，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胡德”舰，它在后来

作战中被德军“俾斯麦”击沉；还有在新加坡被击沉的“反击号”等。主要从设计和机械表现方面

再现英国皇家海军的风采。

三、《传奇》军事系列

《空战王牌》

王牌飞行员是战争造就出的极品。他们是天空中的骑士，他们撰写了天空的传奇。本书尽展世

界空战史上空战王牌们搏击长空的英姿和传奇，与您分享他们的飞扬和落寞。

《空战风云》

空战的目标，除争夺制空权外，战略轰炸、海空搏击、战场空袭、空降突击、直升机大战、航

空侦察以及太空争夺等，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空战的重要内容。空战作为空中力量所实施的作战行动，

历来具有传奇色彩。空战近百年风云历史，将一页页活色生香地展现在您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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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乌克兰之战

一、“北乌克兰”战区

1944年 6月下旬到 7月初，红军在白俄罗斯

地区歼灭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在

南部与之相邻的德国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顿时有了唇亡齿寒之感。事实上，决定

他们命运的战役也即将开始。

1．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要详细了解 1944 年夏季的西乌克

兰之战，需要首先回溯到这年的春天。

当时，在遭受连续几次惨败后，曼施坦

因将南方集团军群交给了莫德尔。但后

者只得到了原来 3 个集团军中的 2 个

（第 4、1 装甲）。其中，第 1装甲集

团军还陷在俄国人的包围圈里，要莫德

尔去救出来。这些部队经过大战的消

耗，剩余兵力只有 400542 人和 845 门

大炮。但装甲兵力依然很强，拥有 850

辆坦克强击火炮（其中 480辆可随时投

入战斗）。

利用这两个集团军，加上匈牙利

第 1集团军，莫德尔组建起新的“北乌

克兰”集团军群。这位精力旺盛、剃着“桶盖

头”的年轻元帅拿出全副本事，逐渐扭转了局

面，不仅救出了第 1装甲集团军，还遏制住了强

弩之末的红军攻势（这当然也要归功于春季泥泞

和解冻的自然之力）。尽管如此，一些高级指挥

1 西乌克兰之战

战争后期，德军配备的自行火炮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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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如第 48 装甲军军长巴尔克，还是不太喜欢

小个子的新长官莫德尔。一方面因为他们依然留

恋老上级曼施坦因——或者说留恋过去“所向披

靡”的“美好回忆”，多少有些看不起出身低微

的莫德尔，更不喜欢现在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

（虽然这种日子在曼施坦因后期就已经开始

了）；另一方面，也在于莫德尔自己的行事风格

过于琐碎，喜欢越级插手下属的工作，当然很难

招人喜欢。总之，曼施坦因旧部那些自命不凡的

“精英”们，对新长官颇有抵触情绪。但不管怎

么说，他们还是获得了喘息之机。训练休整之

余，高级军官甚至有了打猎玩乐的空闲。

进入夏初，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战线稳定于

科韦利—科洛梅亚地段，长约 450公里。其后方

是德军占领下的西乌克兰。一旦俄国人突破这一

防线，则向西可以攻入波兰南部，进而威胁德国

本土；向南可以逼近喀尔巴阡山，进而杀入匈牙

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莫德尔

的战区内还有一个石油产区（主要在德罗戈贝

奇），其产量大约相当于德国 1944 年 6 月消耗

量的 5%。

此时（1944年 6月），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

战区态势如下（根据德国官方战史地图）：

北翼（科韦利地区）由第 56 装甲军防

守（该军原属中央集团军群），掩护与中央

集团军群的结合部。

南翼，部署有匈牙利第 1 集团军，扼守

着通向喀尔巴阡山山口，实际上也就是通向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通道。夏季，这段

等候苏军进攻的德军反坦克炮阵地



战线曾受到特别的重视。其南邻是驻守罗马

尼亚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

中段阵地（俄罗斯拉瓦—利沃夫），由

第 4、1 装甲集团军防守。这段阵地的左翼

存在两个突出部，分别位于戈罗霍夫和布罗

德。为防止红军由此迂回，德军在突出部后

方构筑了代号“欧根亲王”的预备阵地。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有两个主要对手。一

个是针对其北翼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一

部，但最主要的敌人却是乌克兰第 1 方面

军。

特别介绍：西乌克兰概况：

所谓西乌克兰，一般指沃伦州、外喀尔

巴阡州、伊万 弗兰科州、利沃夫州、罗夫

诺州、捷尔诺波尔州、切尔诺夫策州等地。

这一地区的历史相当动荡，不断被各路强权

占领和瓜分。简单地说，一战前，西乌克兰

主要分属于沙俄和奥匈帝国。两大帝国崩溃

后，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

波兰等国瓜分。到了二战初期，斯大林又开

始着手“统一乌克兰”，向波兰和罗马尼亚

下手抢夺地盘。待到东线战争开始，德军侵

入西乌克兰，希特勒又将其中的加里西亚和

利沃夫划入“总督辖区”（也就是德占波

兰）。有近 700年历史的古城利沃夫，曾是

古乌克兰国家——加里奇 沃伦公国的中

心，后被波兰侵占，长期处于波兰和奥地利

的统治之下，却从未属于过俄国（直到

1939 年）。也正因为如此，当地的民族主

义者既反抗德国人和波兰人，也不欢迎陌生

的“兄弟民族”俄罗斯。他们的目标是独

立，但也有些人把希望寄托于苏联或德国。

此时，莫德尔的实力已增强了不少。上一卷

介绍过，希特勒和他的高参们曾坚信红军的夏季

攻势将指向南方，于是向莫德尔的战区派去了大

量援兵。6月初，莫德尔已经拥兵 89万（德国陆

军 59.7万；党卫军 3.5万；“辅助人员”5.1万；

匈军约 20万；其他 7100人），同时还继续保持

着强大的装甲力量。包括 8 个装甲师（德国 7

个，匈牙利 1个），2个装甲步兵师和 4个“虎”

式重坦克营。在他的主要战线上，部署了 43 万

德军和 19.6 万匈军，配备 1100门大炮和 811 辆

坦克和强击火炮。

从春到夏，莫德尔的机械兵团一面抓紧时间

补充人员和装备，一面等待着战机，随时准备用

强大的装甲“铁拳”打退俄国人的进攻。为了让

德军的“等待生活”不至于“无聊”，红军也不

断以局部进攻来“凑热闹”。5 月份，俄国人在

莫德尔的南翼挑起了战斗。5月 17日，德军第 16

装甲师在科洛梅亚附近参战。该师曾在春季遭受

惨重损失，此时尚未恢复元气，就被再次投入战

斗。第 16装甲师与匈军第 25步兵师配合，一直

抵抗到 5月 30日，随后又被投入另一系列战斗。

6 月 8日，这个疲惫不堪的师才离开战线，回到

后方继续治疗它的满身创伤。

1944年 5月 31日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装甲武器统计（不含强击火炮营）：

部队 强击火炮 四号 黑豹 虎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第 7装甲师 47（34）

1 西乌克兰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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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队 强击火炮 四号 黑豹 虎

第 509坦克营 46（37）

第 1装甲师 34（33） 26（23）

第 20装甲步兵师 0

第 8装甲师 11（10） 80（73）

第 506坦克营 41（39）

第 507坦克营 47（45）

第 4装甲师 70（68）

第 5装甲师 59（57）

第 505坦克营 42（36）

维京师 21（20） 27（27） 78（77）

第 18装甲步兵师 44（43）

第 16装甲师 19（12） 48（43） 10（4）

不断伴随战斗的“等待”生活一直维持到 6

月下旬。出乎预料的是，俄国蒸汽压路机没有冲

向莫德尔，却对着他的北邻——驻守白俄罗斯的

中央集团军群，一路碾压了过去。7 月初，中央

集团军群已濒于毁灭的边缘。逼着希特勒手忙脚

乱地从莫德尔那里抽调救火队，3 个装甲师（第

4、5、7）和 2 个步兵师（第 28歼击、第 367）

被火速调到白俄罗斯堵“窟窿”。莫德尔本人也

严阵以待的德军 88毫米火炮



匆匆赶去接管中央集团军群的残山剩水，留下北

乌克兰集团军群，由代理副司令哈佩（原第 9集

团军司令，后改任第 4装甲集团军司令）代行指

挥。

在此前后，集团军群内又更替了其他几个高

级主官。第 1装甲集团军的老指挥官本来是胡贝

大将，此人在春季死于空难，留下的职务于 4月

21 日由劳斯将军（原第 4 装甲集团军司令）接

替。7 月份，劳斯的管辖范围又从第 1 装甲集团

军扩大到匈牙利第 1集团军，以这两个集团军为

基础组建了“劳斯”集群；至于第 4 装甲集团

军，先是由内林装甲兵上将代理，5 月转交给哈

佩指挥。

2．科涅夫的“双突击”方案

1944 年 5 月初，苏联方面也进行了人事调

整。莫德尔的主要对手——乌克兰第 1方面军司

令，由朱可夫元帅换成了科涅夫元帅。对职务交

接的细节，两人的回忆录说法截然相反。 朱可

夫摆出高人一筹的“老大哥”派头，说这是自己

“主动让贤”，还说科涅夫要受他监管。又强调

自己没等科涅夫到任，就先回莫斯科了；科涅夫

却没提什么“让贤”，而是描绘朱可夫如何“恭

候”自己的光临，当面交待一切后，第二天才走

人云云。两人谁更正确？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

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位当时最受斯大林宠

爱的元帅，彼此间也是勾心斗角。简单地说，作

为军人，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关系。也就是

中国所谓的“二士争功”。

如果从战争开始算起，朱可夫的地位和功绩

当然都大大高于科涅夫。但在最近一段时期，情

况却有了微妙的变化。春季战役时，两人都试图

吃掉德军重兵集团，也都成功地完成了包围，但

1 西乌克兰之战

科涅夫元帅和他的对手哈佩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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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却没能取得彻底胜利。比较而言，至少在苏

联官方的评价里，科涅夫的成就要大一些。虽然

他也没有完全消灭被围在切尔卡瑟的两个德国

军，但总算抓了大量俘虏，还打死了一个德国军

长；朱可夫却放跑了胡贝的第 1装甲集团军。行

情此消彼长一番后，两人的差距缩小了很多。

可到了 1944 年 7 月初，形势又变了。朱可

夫一举打垮了中央集团军群，取得了空前的胜

利，这令科涅夫再度黯然失色。但斯大林也给了

他新的立功机会。早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前，科

涅夫就受命组织一次大规模攻势，目的是击败北

乌克兰集团军群，同时收复乌克兰的剩余土地，

并从东南面攻入波兰。

根据上述任务，科涅夫开始和他的幕僚们策

划具体方案。按照红军以往的经验，一个方面军

通常只在一个方向发起进攻，如果要在相距较远

的两个方向实施突击以围歼重兵集团，则需要两

个方面军协同。这次，科涅夫却决心打破常规，

以他指挥的一个方面军，在相距 60—70 公里处

向两个方向（北翼的俄罗斯拉瓦和中部的利沃

夫）发起深远突击。如果成功，他将撕裂北乌克

兰集团军群，甚至可能吃掉几个重兵集团。

这一方案的好处在于，全部参战兵力被置于

统一指挥下。一旦情况有变化，调配起来也比较

方便。如果分属两个方面军的话，配合就不会那

么紧密，有时甚至会发生矛盾而影响战局。当

然，从科涅夫的私心来说，最大的好处或许是：

没人和他抢夺胜利果实。

但这个方案也面临众多困难。首先，需要一

个兵力空前强大的方面军；其次，需要极高的指

挥和协调能力；但最重要，也是最致命的困难在

于：对这样大胆的方案，领袖斯大林是否能够接

受？

1944年 6月 23日，就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

的同一天，科涅夫向斯大林汇报了自己的计划，

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拒绝。斯大林只同意攻打利沃

夫一个方向，根本不赞同两个突击的冒险方案。

可科涅夫也不肯退让，甚至不惜与领袖争论起

来。最终，斯大林没有拗过这位固执的元帅，于

第二天（6月 24日）做出让步，批准了双突击方

案。但他也把丑话说在了前面：科涅夫必须为自

己的计划负责。对这一警告所包藏的危险甚至可

怕的后果，科涅夫当然很清楚。但他已经铁了

心，决心放手一搏。

不过，斯大林和他的高参们对科涅夫的计划

也有所保留。科涅夫原本还主张抛弃过去惯用的

步兵先突破，大型坦克集群再跟进的战术，改为

第一天就投入全部 3个坦克集团军，但大本营还

是坚持老战术。不仅如此，派给步兵的坦克数量

也被极力压缩。在这一点上，最后让步的是科涅

夫， 但他内心并不服气，多年后还在回忆录中

有所抱怨。

科涅夫的具体作战计划：

基本构想是，将主力分成两部，集中在

方面军的北翼和中部，分别发起两次突击。

在北翼，将重兵汇集于卢茨克地域，攻

击目标是俄罗斯拉瓦。为此展开了近卫第 3

集团军（司令戈尔多夫上将）、第 13 集团

军（司令普霍夫中将）。扩张战果梯队包括

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 司令卡图科夫坦克兵

上将) 和骑兵机械化集群( 坦克第 25 军、近

卫骑兵第 1 军。集群由巴拉诺夫中将指

挥) 。为了给这个重兵集团提供空中支援，

组建了拥有 4 个航空军的北部航空集群（最

初由第 2 空军集团军副司令斯柳萨列夫指

挥。7 月 16 日交给空军第 8 集团军）。

在中央，部队被集中在捷尔诺波尔地

域，攻击目标是利沃夫总方向。一线展开了

第 60、第 38 集团军（前者司令为库罗奇金

上将，后者为莫斯卡连科上将）；预备队为

近卫第 5 集团军（司令扎多夫中将）；扩张



战果梯队包括：2 个坦克集团军( 近卫坦克

第 3 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坦克兵上将；坦

克第 4 集团军，司令为列柳申科上将) ，再

加上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 坦克第 31军和近

卫骑兵第 6 军。集群由索科洛夫中将指

挥) 。空中支援由空军第 2 集团军（司令克

拉索夫斯基空军上将）的 5 个军负责。

至于南翼，只留下近卫第 1 集团军( 司

令格列奇科上将) 和第 18集团军（茹拉夫廖

夫中将）。但在合适的时候，他们也将发动

辅助攻势，进攻斯坦尼斯拉夫、德罗戈贝奇

方向。

3．实力盘点：乌克兰第 1 方面军

为了实现斯大林的目标，乌克兰第 1方面军

加紧了人员和装备的补充。由于长期以来的战争

消耗，苏联大后方的人力已趋于枯竭。科涅夫只

能在新解放的乌克兰地区大量搜刮新兵。根据德

国数据，曾被德军控制的“专员辖区”（除“总

督辖区”外的乌克兰占领区），人口约近 3000万

（城市 1000万，农村 1900万）。 尽管在纳粹

占领下，因屠杀和掠夺而减少的人口多达数百

万，但剩下的总数依然很可观，他们成为红军的

重要兵源。通过大量征收乌克兰人，科涅夫的步

兵师充实到平均 6500—7000 人，每连有 70—80

人。按苏联的标准，这就算是“基本”满员了。

到战前，乌克兰第 1方面军的实力被提升到

空前强大的程度，总兵力达 111万人（包括捷克

斯洛伐克第 1军），其中作战部队 84万（含 4万

空军）。这是战争开始以来，为进攻战役而组建

的最庞大方面军！同时，科涅夫还掌握着数量雄

厚的技术装备，包括：

16257 门陆军火炮和迫击炮（野炮

6017 门，迫击炮 7062 门，反坦克炮

2432 门）；3246 架飞机（轰炸机 679

架、战斗机 1419 架、强击机 1046 架、侦

察机和校射机 102 架）；2206辆坦克和自

行火炮，其中 1979 辆处于战备状态（含

1598 辆坦克和 381 辆自行火炮）。 这两

千多辆战车中，除了482辆配属给步兵外，

大头的 1703 辆编入 5 个坦克集团。包括 3

个坦克集团军和 2 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值得

注意的是，除了第 3 近卫坦克集团军拥有 2

个坦克军和 1 个机械化军外，另外两个坦克

集团军（第 1 近卫、第 4）各缺编 1 个坦克

军，也就是各只有 1 个坦克军和 1 个机械化

军。实力不很充足。

除了战斗部队外，科涅夫还在后方的大力支

援下储备了大量消耗性物资。其中有：

2.3—3 个基数的步兵武器弹药；3.1—5.1 个

基数的火炮和迫击炮弹药；6.1个基数汽油；10.6

个基数的柴油。以及够百万大军吃 15—33 天的

大量食品。为了运送这些物资，苏联铁路部门付

出了极大的努力，仅弹药就占用了大约 5万节车

厢。

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编成：

80个步兵和骑兵师（含6个骑兵师）；

7 个坦克军，3 个机械化军，4 个独立

坦克旅，18 个坦克团，24 个自行火炮团；

4 个炮兵师，9 个加农炮旅，1 个榴弹

炮旅，4 个榴弹炮团，6 个反坦克炮旅，36

个反坦克炮团，19个迫击炮团，1个迫击炮

旅，4 个火箭炮旅，14 个火箭炮团，9个高

炮师，17 个高炮团；

9 个航空军，3 个航空师，4 个独立航

空团，4 个独立航空大队；

1 西乌克兰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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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实力（作战部队）：

兵力 野炮迫击炮 反坦克炮 高射炮 坦克自行火炮

第 3 近卫集团军 106925 2207 422 114 101

第 13 集团军 76077 1696 267 111 63

第 60 集团军 96719 1841 353 72 100

第 38 集团军 90728 1657 308 88 85

第 1 近卫集团军 102151 1669 327 152 100

第 18 集团军 72556 1351 236 19 33

第 5 近卫集团军 62578 879 153 61 —

第 1 近卫坦克集团军 29301 383 54 116 346

第 3 近卫坦克集团军 36527 570 50 80 454

第 4 坦克集团军 29774 402 41 128 387

第 1 骑兵机械化集群 28699 366 74 50 303

第 2 骑兵机械化集群 28969 376 48 55 213

第 2 空军集团军 41000 — — — —

方面军预备队 41768 428 99 176 21

总计 843772 13825 2432 1222 2206

注：1．第 1近卫集团军兵力中包括了第 4近卫坦克军。
2．方面军预备队中包括了第 47步兵军。
3．方面军另外装备了 1056门火箭炮。

乌克兰第 1 方面军装甲兵力构成：

坦克 自行火炮

1S 122 KV T 34 轻坦克 其他 152 122 SU 85 SU 76 总计

步兵支援

第 3 近卫集团军 0 1 71 12 0 2 7 8 0 101

第 13 集团军 0 0 21 7 14 0 21 0 0 63

第 60 集团军 21 0 38 1 0 16 0 0 24 100

第 38 集团军 0 3 37 0 0 21 0 0 24 85

第 1 近卫集团军 3 0 79 1 0 6 0 6 5 100

第 18 集团军 0 1 0 0 0 0 0 0 32 33

总计 24 5 246 21 14 45 28 14 85 482

机动集群

第 1 近卫坦克集团军 15 0 277 0 9 21 0 24 0 346



第 3 近卫坦克集团军 42 0 299 6 0 0 0 32 75 454

第 4 坦克集团军 21 0 327 0 9 21 0 9 0 387

第 1 骑兵机械化集群 0 0 133 47 50 1 3 20 49 303

第 2 骑兵机械化集群 0 0 129 2 21 15 0 3 43 213

总计 78 0 1165 55 89 58 3 88 167 1703

总合计（含预备队）123 5 1411 76 103 103 31 102 252 2206

尽管科涅夫手握重兵，但他也深谙“知己知

彼百战不殆”的战争铁律，所以要竭力摸清楚对

手的底细。但在设防严密的战线阻隔下，即使用

尽手段，也只能窥见一斑，难见全豹。科涅夫的

兴趣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德军前线阵地的构

造和部署，第二则是其纵深内装甲预备队的动

向。对前者，通过飞机航拍和战斗侦察，可以获

得不少信息（虽然也要警惕各种“假阵地”）；

而后者的情报却难搞得多。但在 6 月底到 7 月

初，科涅夫还是察觉到，烈火熊熊的白俄罗斯正

如吸铁石一般把他面前的德军吸走，特别是那些

强有力的装甲师。对手的实力正在缩水，发起进

攻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苏联情报文件中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在战役准备阶段，俄国人用尽方法来探查

德军的虚实，却未能完全如愿。直到战后初

期，他们才根据缴获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报告

地图，摸清了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具体部署：

6 月初（10 日），第 1 乌克兰方面军

当面共有44个轴心师，包括 32个步兵师，

11 个装甲师和 1 个装甲步兵师（从后来公

布的德国材料看，俄国人显然把北乌克兰集

团军群侧翼友邻——中央集团军群和南乌克

兰集团军群的几个装甲师也算了进去。请特

别注意）。

德军分为三个主要集团：

第一集团，位于科韦利西南，针对乌克

1 西乌克兰之战

向纵深挺进的红军坦克纵队。即使在 1944年，红军依然装备了大量老式的 T 34 76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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