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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回顧中外戰史，煙幕施放一直被運用在戰場上，用以遮蔽敵眼，掩護我軍

行動的重要作為。本研究戰例-「仁川登陸作戰」為韓戰中最重要也是最為

關鍵的一役，是聯軍由守勢轉為攻勢的契機，也是北韓軍由勝轉敗的轉戾

點。倘若仁川登陸作戰使用煙幕掩護作為，該如何運用且對登陸與反登陸

雙方會有何影響？我們無法以現今高科技的裝備與演變而來的軍事思想去

評論戰史，但是我們可以以戰史的經驗教訓，結合現有的戰術戰法與裝備，

去研擬與規劃，未來作戰的準備，期能不重蹈覆轍，獲致「以古為鏡，可

以知興替」的效果。 

二、未來戰爭形態將以資訊環境為主戰場的戰爭，獲勝者必然屬於能夠創造資

電優勢、透視戰場的一方。我國可利用煙幕遮蔽效果，反制中共資電優勢，

降低各式精準導引武器效能，因此煙幕技術持續不斷更新及研發，在現今

戰役之作用更顯重要。 

三、我化學兵煙幕部隊為協力達成「防衛固守、重層嚇阻」之戰略目標，須朝

多元化、多頻譜與多功能遮蔽材料與發煙裝備研發，提供我作戰部隊全面

性遮蔽，建立有利於我之資訊優勢作戰環境，發揚我良好戰力與指通力，

是我煙幕部隊未來發展與努力之方向。 

關鍵字：仁川登陸、煙幕掩護、灘岸決勝、煙幕材料 

前言 

回顧中外戰史，煙幕施放一直被運用在戰場上，用以遮蔽敵眼，掩護我軍

行動的重要作為。在中國戰場上，早在黃帝時代的逐鹿之戰，蚩尤就利用濃霧

遮蔽戰場景況以隱匿行動，讓黃帝大軍吃足苦頭；1而在西方國家則可追溯到

2000 多年以前，當時印度和羅馬軍隊燃燒毛刷和稻草來製造煙幕用以遮蔽自己

部隊行動，對敵發動奇襲。2當時受限科技尚未發展，作戰時均以人力實施偵蒐，

獲取場情資，雙方通常在短兵相接時，才能瞭解全盤戰場景況，因此戰前運用

遮蔽手段隱匿戰術行動，就能處於相對有利的作戰態勢，此後就秉持著這種概

                                                 
1 辛毓民，〈國軍大地區煙幕產生器發展方向之研析〉《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42 卷第 490 期，頁 84。 

2 陳冠旭，〈美國煙幕部隊運用的輝煌歷史與當前的發展困境〉《核生化防護半年刊》，97 期，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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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持續發展成現代煙幕遮蔽的作為。 

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3煙幕遮蔽技術已經發展出與現代煙幕遮蔽系

統相似的類型，尤其在二次大戰期間，煙幕遮蔽技術蓬勃發展，在珍珠港轟炸

事件不久後，美國開始運用煙幕來保護重要的基礎設施，此後幾乎每場戰役都

有運用煙幕遮蔽技術。其中最經典煙幕作戰實例，莫過於盟軍在安琪奧(Anzio)

的登陸作戰與安納威爾(Amaville)的渡河作戰4，不僅在安琪奧登陸作戰初期，提

供大地區煙幕反制德軍精準的觀測與射擊並作為防空掩蔽；也透過對安納威爾

地區氣候了解，適時適地施放煙幕掩護部隊渡河，並且有計畫的運用組織，適

時變換發煙陣地，有效支援渡河任務。此後，煙幕掩護支援作戰，成為各國研

究發展重點之一。 

本研究戰例-「仁川登陸作戰」為 20世紀最後一場登陸作戰，也是韓戰中最

最為關鍵的一役，是聯軍由守勢轉為攻勢的契機，也是北韓軍由勝轉敗的轉戾

點。由於奇襲式的仁川登陸後，可立即切斷北韓軍的連絡線，威脅其大軍的補

給，更因奪回南韓首都漢城，使得戰局完全改觀。事實上仁川登陸作戰的成功，

也重寫了當時兩棲登陸作戰原則，主要是因為仁川登陸，具備了所有不利於兩

棲登陸作戰的因素，舉凡世界最高潮差地區、岸邊沖積淤泥障礙、狹窄「飛魚

水道」航路、突襲日期選擇無彈性，都讓仁川登陸困難重重，但最終此戰役成

為韓戰戰史中最光輝的一頁。在讚揚前人超凡戰略思想與卓越的戰術戰法素養

的同時，我們可以試想，倘若聯軍運用了煙幕掩護作為，對於仁川登陸有何助

益？相對的，假使北韓軍使用煙幕掩護支援反登陸作戰，是否能改寫仁川登陸

作戰戰史？此即為本篇研究之意涵。 

仁川登陸評析 

一、戰前情勢與作戰經過概述 

(一)戰前情勢 

在二次大戰即將結束之際，為了方便接受韓國境內日軍投降，於是規定

北緯 38度線以北由蘇聯軍受降，線以南由美軍受降5，起初並無區分南北韓之

意，直至 1948年間，美國為促使完成韓國統一，多次與蘇聯協商，但均告失

敗，朝鮮半島因而先後在美國及蘇聯支持下，分別成立大韓民國及朝鮮人民民

主共和國，至此，朝鮮半島以北緯 38度線為界，分裂成兩個國家。一旦當這

兩個分屬兩大陣營的政權在朝鮮半島出現之後，都宣稱自己才是整個朝鮮半島

唯一的合法政權，對整個朝鮮的土地擁有統治權，只有「統一」才是雙方的共

識;但是雙方都希望由自己成為統一國家的領導者，因此軍事衝突變得無法避

免，雙方都在積極備戰。 

韓國是俄國海空軍基地－海麥威的天然屏障，而南韓與日本共同控制了對

馬海峽，對蘇聯勢力向太平洋發展形成非常重大的障礙。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

                                                 
3 同註 2，頁 73-74。 

4 陸軍司令部印頒，《化學兵煙幕部隊訓練教範》(龍潭：軍備局第 401 印製廠，2008 年)，附件二十。 

5.實踐學社兵學研究班，《韓戰研究》，(臺北市：三軍大學印，民國 61 年 3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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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蘇聯勢力順利東延，不費吹灰之力即取得中國東北九省、北韓、庫頁島

南部、千島群島等地區之控制權，對遠東區域安全造成不穩定的因素。  

基此，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建立一條自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日本、琉球、

臺灣、菲律賓，以迄馬里亞納群島之弧形防線，藉以對抗俄國勢力的發展；韓

國在此圍堵戲碼中亦扮演非常重要的前哨角色，便成為美、蘇必須全力爭取的

戰略要域。 

(二)作戰經過概述 

1.登陸前戰況概述 

和平的局面維持不到一年，北韓在蘇聯及中共支持下，於 1950年 6月

25日，以和平代表被扣為理由，越過 38度線向南韓發動猝然攻擊，南

韓部隊在裝備窳劣及訓練不足的情況下，根本無力阻止北韓的猛攻。

三日之內，南韓首都漢城淪陷，北韓部隊持續以廣正面向南推進；至

此，南韓向聯合國求助，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後，號召會員

國向南韓提供軍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並派遣「國際警衛軍」赴韓參

戰，由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任命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為韓境聯軍指揮官。很快的，美國的海空軍展開部署，在

1950年 7月，第一批聯合國（聯軍）地面部隊，自日本飛抵韓國南端

的釜山，支援南韓軍隊作戰。接下來聯軍部隊試圖阻擋北韓部隊攻勢，

然初期因實力不足，很快的也隨著南韓部隊南撤，到了 7月 26日，北

韓軍已先後渡過錦江、攻抵大田及順天等地區，到了 8 月 5 日，除了

東南端的釜山周圍以外，朝鮮半島大都已落入北韓的掌握。而後，聯

軍遂決定以釜山為核心，馬山、大邱、浦項為主要據點，沿洛江之線，

暫時採取守勢，期能以空間換取時間，相機轉移攻勢(如圖 1)。 

圖 1  仁川登陸前朝鮮半島態勢圖 

資料來源：國防大學印頒，《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國防大學，

民 91年 6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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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陸作戰計畫構想 

聯軍統帥(麥克阿瑟)考慮使用騎 1師或陸 1師於仁川地區實施兩棲突擊，

切斷北韓補給線，以挽回聯軍頹勢；惟當時釜山地區方面之作戰，尚

處於緊張狀態，兵力抽調不易，但聯軍未曾放棄此一敵後登陸之戰略

構想。至於登陸地點選擇，群山、元山、木浦、仁川等地區均在考慮

之列，但最後為獲致心理、政治、軍事各方面之戰略效果，毅然決定

於仁川實施兩棲突擊登陸作戰，並以漢城為突擊目標。另由華克將軍

於釜山外圍地區實施防禦，採取遲滯作戰，以吸引牽制敵軍主力。再

由北韓軍後方之仁川港登陸，切斷北韓軍連絡線後，致使北韓軍的補

給活動完全陷於癱瘓，即可使正與華克將軍對陣的北韓軍部隊陷於孤

立無援狀態。令登陸部隊一部轉向南方，配合釜山外圍的全面反攻，

由南北兩方面對中央位置的敵軍造成戰略包圍，壓縮包圍圈後，圍困

前後遭夾擊的敵軍，形成戰術包圍而殲滅之。 

3.登陸作戰之準備 

8月 30日，遠東美國海軍司令部指定第 7聯合特遣部隊，實施兩棲突

擊，占領仁川灘頭堡。而陸戰第 1 師當時尚部署於日本及南韓兩地，

以至於該師之搭載，只得分別在日本神戶、橫濱及南韓之釜山等港口

實施。由於適逢太平洋一個名為「詹尼」的颱風，預定於 9月 12或 13

日吹向對馬海峽，導致情況殊為複雜，勢必將影響陸戰第 1 師在最後

階段之搭載，與船團接近仁川之最後航程安全。在 9月 11日清晨，氣

象資料顯示颱風已吹向日本，美第 7 聯合特遣部隊司令官判斷颱風將

吹向北方，不致於向船團迎面吹來，因此提前於 11日(較預定日提前一

天)由神戶啟航南下。(圖 2仁川登陸初期作戰概要圖)。  

圖 2  仁川登陸初期作戰概要圖 

資料來源：國防大學印頒，《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國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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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1年 6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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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欺敵與佯攻： 

仁川登陸戰自 8月 3日起，即由聯軍空軍以 B-29型飛機開始對北韓軍

實施戰略轟炸，目的為削弱北韓對釜山外圍壓力，以及破壞交通設施，

使北韓軍陷於癱瘓，不能轉移兵力赴援仁川方面。至 9 月 9 日以後聯

軍為隱匿在仁川登陸企圖，故意猛烈空襲群山，製造登陸準備假象。

三天後，以航空母艦為基地之飛機，支援一個南韓突擊隊在群山登陸;

同時，英軍則猛襲群山以北之鎮南浦。另一部兵力強大之海軍艦隊，

則游弋於朝鮮半島東海岸外，其中密蘇里號巨艦，距 9月 14日，應轟

擊之三陟，正好在艦砲射程以內，故示對三陟發動進攻之姿態。此外，

南韓陸戰隊，則在 9月 15日以前，先後在木浦、浦項、盈德等地，曾

實施多次佯登陸，以分散敵軍之注意力(圖 3：仁川登陸先期佯攻與轟

擊示意圖)。 

圖 3  仁川登陸先期佯攻與轟擊示意圖 

資料來源：網址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 Upload Pic 2007 

-1020071.jpg。 

5.先遣作戰： 

為了精確掌握仁川陡峭海岸的確切高度，美軍派出偵察機在特定時間

進行航空拍攝，並派出由海軍克拉克上尉為組長的三人偵查小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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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兩棲軍事情報實地偵察行動。9月 1日深夜潛入仁川港外之靈興島，

賴島上居民協助，獲得了具有價值之情報資料甚多，包括潮汐、淤泥

灘、海堤高度及敵人防禦工事等，最重要的貢獻是在登陸前重開在班

尼島的燈塔。並且在實際登陸進行前，一系列的訓練及試驗在韓國的

海岸與仁川相似的地形進行，這些訓練旨在完善登陸的時間及表現。 

6.掃雷作業： 

聯軍於 9月 13日中午，轟擊月尾島前，由各驅逐艦利用低潮，以艦砲

將浮出水面之水雷擊毀，除少數外，大部水雷已告破壞。 

7.先期空中及艦砲攻擊： 

由聯軍航空母艦艦載機於 9 月 10 日對月尾島進行猛烈轟炸。9 月 13

日，先遣支隊之驅逐艦六艘進入水道，距月尾島八百碼處錨泊；一面

吸引敵軍砲火射擊，使其暴露位置，一面開始予以砲擊。另英美巡洋

艦則於月尾島西南十哩處實施主要轟擊。9月 14日，艦隊再行 75分鐘

之砲擊，月尾島遂成一片焦土。 

8.兩棲突擊： 

美軍在 9月 13、14日摧毀仁川港外的月尾島砲臺，並清除航道上水雷，

以利次日凌晨突擊登陸。15日早晨 0500時，陸戰隊執行突擊登陸，第

一波於 0631時登陸月尾島，至 0807時，已完成占領。在 1730時，當

日第二次高潮時，陸戰第 1 師即向仁川實施登陸，僅遭北韓共軍輕微

抵抗後，隨即建立灘頭堡及指揮所，至此完成兩棲突擊登陸。 

9.內陸作戰： 

9 月 16 日 1800 時，陸戰第 1 師即開始在仁川街道實施掃蕩。9 月 17

日，陸戰第 1師再向東發起全線攻勢，勇奪金浦機場。同日，步兵第 7

師開始登陸，旋即馳赴前線，向右翼增援仁川登陸第 10軍，至此始以

兩師併列態勢，向漢城逼進，以截斷北韓軍的補給線，並封鎖敵人自

釜山方面向北逃竄之退路。26日攻克漢城，城內激烈之巷戰，直至 29

日始告結束。(圖 4：仁川登陸奏攻後擴張戰果經過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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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仁川登陸奏攻後擴張戰果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國防大學印頒，《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國防大學，

民 91年 6月)，頁 233。 

二、聯軍登陸作戰評析 

(一)仁川登陸作戰成功的條件 

即便仁川登陸後能獲得如此多利益，在麥克亞瑟提出仁川登陸構想後，

大多數聯軍將領都極度反對。原因是仁川有世界上最大落差的潮汐，落

差達幾十英呎；且灘岸有長年累積寬達 24公里的淤泥，船艦須在漲潮始

得靠岸；且進入仁川只有兩個航道，飛魚水道及東航道，它們會很容易

被水雷封鎖，航道的水流十分湍急且危險，最後錨地十分細小及港口被

很高的海堤包圍，加上朝鮮軍方的防禦軍事，這登陸作戰簡直和送死無

疑。美軍中的權威人士甚至估算，仁川登陸的成功機率只有五千分之一。

但最終聯軍還是選擇仁川登陸這個方案，而且還打了一場漂亮的突擊登

陸戰，扭轉了韓戰戰局。整場登陸戰中，使用陸戰師兵力 20,218 人，僅

415 人陣亡。6而成功並非偶然或僥倖，要在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準備，

靠的是平時扎實訓練與事前準備工作，其成功的要件簡述如下： 

1.優勢海、空軍戰力 

韓戰中聯合國軍隊最多時達到 93.26萬人，其中美國出兵兵力達 30多

萬人，動用了其陸軍兵力的三分之一、海軍兵力的二分之一(出動各種

                                                 
6. 同註 5，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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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艇 210艘、海軍航空兵的作戰飛機 383架)、空軍兵力的五分之一(先

後出動各種飛機數萬架次，戰場上飛機最多時達 1,700 多架)。從 9 月

10日起，從航母起飛的第 212和 323戰鬥機中隊的 F4U艦載機已連續

三天對月尾島進行轟炸，9月 13日聯合國軍組成的艦砲支援艦隊駛入

飛魚航道，開始對北韓人民軍實施轟砲戰。直到 9月 15日正式登陸時，

北韓軍僅剩分布在各個陣地上的殘破工事和島上天然的洞穴來進行頑

強的抵抗。 

2.訓練有素與經驗豐富登陸部隊 

仁川突擊上陸作戰主要由美軍陸戰第 1 師擔任，該師經歷過二次大戰

歷次登陸戰役，有豐富登陸作戰經驗。雖然該師大部兵力為臨時編成，

但是各級將士具有高度專業技術及精實訓練，且聯軍打造了與仁川港

地形相似的訓練場，反覆的實施特別訓練，目的就是希望能使用少數

精銳部隊，在局部戰爭中獲得勝利，可以迅速達成作戰目標，防止戰

事擴大。 

3.即時準確的情報資料 

美軍派出了美國中情局的尤金·克拉克上尉，在登陸戰的前一周，率三

名美國陸戰隊員和兩名朝鮮間諜組成一支游擊隊在龍弘島登陸，為美

軍即將實施的仁川登陸做準備。在當地居民的幫助下，游擊隊收集了

關於潮汐、淤泥灘、海堤及敵人防禦工事情報，在他的努力下，完全

掌握了仁川港一帶的情況，使得後續的登陸作戰能順利實施。 

4.多元戰術行動 

(1)欺敵與佯攻：在正式登陸之前，除了海、空軍火力的轟炸外，在群山、

注文津一帶進行連番轟炸，製造佯登陸之勢；更在 9 月 15 日以前，

先後在木浦、浦項、盈德等地，實施多次佯登陸，以分散敵軍之注意

力。 

(2)掃雷作戰：各驅逐艦利用低潮，以艦砲將浮出水面之水雷擊毀，完成

掃雷作戰。 

(3)阻絕作戰：由空軍對北韓軍實施戰略轟炸，以削弱北韓對釜山外圍壓

力，並破壞交通設施，使北韓軍無法轉移兵力赴援仁川方面，空軍再

轉移一部短程飛機於南韓，執行阻絕作戰。 

(二)仁川登陸作戰對韓戰的影響 

仁川登陸作戰奏功後，對韓戰局勢最關鍵的影響，是替聯軍開創有利作

戰態勢，而李德哈特所舉間接路線四項戰略行動，7剛好可以用來解釋仁

川登陸，造成聯軍後續勝利的理由。除此之外，仁川登陸作戰對聯軍有

著許多決定性的影響： 

                                                 
7. 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戰略論：間接路線》，(臺北市：麥田出版社，民國 85 年)，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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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造有利戰略態勢 

在海、空軍皆占優勢之聯軍，由海上迂迴，於仁川登陸實施水陸兩棲

攻擊甚為容易；一旦成功登陸，向仁川附近之漢城發起攻勢，即可切

斷北韓軍的後方連絡線；接著與釜山向北攻擊之第八軍團夾擊，則可

包圍殲滅仁川與漢城間地區的敵軍，對聯軍後續反攻助益匪淺。 

2.爭取國際認同感 

聯軍能迅速奪回南韓首都漢城，在國際的舞臺上，能增強聯合國的權

威，爭取更多國家認同與支援。 

3.建立民意支持與提升士氣 

奪回南韓首都漢城，對南韓政府是一大勝利，能爭取國民的支持，增

強南韓反攻信心；相反的，則對北韓軍士氣嚴重打擊。 

4.增強聯軍持續作戰能力 

仁川為南韓第二良港，距離仁川不到 25公里的內陸，有南韓最佳的金

浦機場，成功登陸後，順勢奪取金浦機場，對聯軍來說，無疑是開拓

了一條新的補給線，強化聯軍的持續作戰能力。 

(三)聯軍未使用煙幕之研析 

1.就作戰目的言 

仁川登陸作戰的構想是由當時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在韓戰爆發後 4天

的 1950 年 6 月 29 日視察韓國戰場後提出的。他認為就算有聯合國軍

隊的增援，憔悴、缺乏機動力且裝備低劣的南韓軍隊也不能阻止北韓

軍隊的進攻。他曾表示：「徵諸戰史，某軍被殲滅原因，十分之九是由

於後方連絡線被切斷所致，現在敵軍補給品－一槍一彈皆須要通過漢

城向南補給；並且兩棲登陸作戰是美國最擅長的戰法，我們必須決心

利用這兩點，果斷的向敵背後突進。」8他憑藉著平時戰史的研究，確

信只有在敵人後方實施決定性的軍事行動，才能令局勢改善。因此他

希望在仁川附近實施登陸，以切斷北韓軍隊之補給線，令它失去戰鬥

力，從而贏得戰爭勝利。整個仁川登陸作戰行動，主要目的在於快速

突襲登陸、切斷北韓軍補給線之作戰，若使用煙幕，不僅容易暴露聯

軍企圖，也增加聯軍登陸作戰協調管制的困難，而無法達成奇襲效果。 

2.就作戰資源言 

在仁川登陸前，聯軍大部兵力與北韓軍主力對峙於釜山周圍之外，聯

軍決定以釜山為核心，馬山、大邱、浦項為主要據點，沿洛江之線，

暫時採取守勢，相機轉移攻勢。聯軍主要作戰資源均投注於釜山防衛

作戰，包含煙幕部隊主要任務也是在釜山周邊地區，以煙幕掩護聯軍

                                                 
8. 同註 5，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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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支援運補之安全，聯軍無法抽調煙幕部隊支援仁川登陸作戰。 

3.就作戰環境言 

(1)地形：進入仁川港僅有一狹小正面之飛魚水道，使用煙幕遮蔽，無掩

護聯軍安全之實質效用，反而增加聯軍通過水道之困難度。 

(2)風向：9月份仁川地區風向為西南轉西風，有利於聯軍煙幕作業，惟

灘岸地區受海洋、陸地受熱溫度變化影響，夜晚至清晨因陸地散熱快，

海洋溫度高於陸地，貼近地表處風是由陸地吹向海面上的陸風，不利

於聯軍施放煙幕。 

(3)風速：仁川登陸前適逢太平洋上「詹尼」颱風來襲，因此海上風速每

小時約為 61至 108公里（或每秒 17.2至 32.6公尺），不利施放煙幕(較

佳施放煙幕風速為每小時 8～20公里9
)。 

綜合以上作戰環境分析而言，依聯軍當時使用之固定式船艦發煙器或

海面浮游煙幕罐，均無法達到預期煙幕遮蔽效果，因此無法運用煙幕

作業支援登陸作戰。 

4.就北韓軍裝備與觀測能力言 

仁川登陸作戰前，聯軍未獲得絕對制海、制空優勢，而北韓軍地面主

要守軍為步兵師及海防旅火砲連，使用光學式觀測裝備，其觀測能力

有限，聯軍較無使用煙幕掩護之必要。 

三、北韓反登陸作戰評析 

(一)北韓軍仁川登陸失敗研析 

綜觀整場仁川登陸戰役，北韓軍未能察覺聯軍指揮官作戰企圖，把焦點

全放在南部斧山的聯軍部隊身上，忽略了聯軍正在醞釀仁川登陸反攻力

量，導致了最終韓戰失利的敗果。茲將北韓軍犯下的錯誤綜整臚列如下： 

1.兵力部署欠當 

北韓軍在韓戰爆發初期，乘其猝然攻擊效果與兵力優勢餘威，擊潰了

僅有薄弱警備部隊的南韓軍，並粉碎由日本增援而無作戰經驗的聯軍，

一個月內僅存東南角的釜山根據地，勉強抵抗著，讓南韓跟聯軍一度

處於絕望。而仁川登陸戰之前，北韓軍約有十分之九的兵力聚集在釜

山周圍，傾全力欲與聯軍決戰，卻未能妥善調整部署，鞏固戰略要點，

在仁川一帶，北韓軍自持有天險可守，僅駐紮了 1,000餘名新兵進行防

守，加上漢城外圍一帶的守備軍，人數寥寥無幾，幾乎沒有什麼戰鬥

力，以致反遭聯軍奇襲，錯失有利態勢，自吞敗果。 

2.海、空軍戰力劣勢 

                                                 
9. 陸軍司令部，《陸軍化學兵部隊指揮及參謀作業教範(第二版)》，(龍潭：陸軍司令部，2016 年 11

月)，附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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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中北韓參戰的陸軍約 15個師，加上 3個海防旅、及 235輛各式戰

車、30輛裝甲車，總兵力達 18萬人。相對的，海軍僅 50艘艦艇，約

5千人；空軍僅 120架戰鬥機、75架轟炸機，海、空軍戰力明顯不足，

以致戰爭爆發初期，雖然能以優勢陸軍兵力壓迫聯軍至釜山，卻遲遲

無法尋求聯軍決戰，後期也因為海、空軍戰力劣勢，令北韓軍處於被

動，陸軍的戰術行動也無法如期奏效，這也是仁川反登陸作戰失敗原

因之一。 

3.未能顧及補給線安全 

韓戰初期北韓軍攻勢進展順利，一個月不到時間，已奪取南韓首都漢

城，緊接著更是趁勢向南推進，以漢城為前進補給基地，攻抵大田及

順天等地區，圍困聯軍於釜山周邊地區，補給線卻連綿 250 多公里，

忽略朝鮮半島三面環海，聯軍擁有海空優勢，能從海上登陸，截斷北

韓補給線。 

4.對聯軍指揮官戰術戰法不了解 

北韓軍指揮官未能從二次大戰中獲取經驗，忽略美軍為世界上兩棲突

擊登陸作戰專家，聯軍指揮官麥克阿瑟更是登島作戰的常勝將軍，而

麥克阿瑟曾說：「在所有戰史中，名將之成功，有 80%以上是先截斷敵

人之補給線。」聯軍為挽回頹勢，勢必選擇慣用戰法-兩棲登陸作戰，

而仁川登陸更能獲得奇襲效果。 

5.忽略仁川戰略地位重要性 

仁川被選中不僅是因為它接近漢城，25 公里內尚有金浦機場，可供聯

軍空機降，而占有重要戰略位置；仁川的勝利亦可避免因入侵在更北

面的地點而出現嚴酷的冬季作戰，聯合國軍可在行動中切斷朝鮮的補

給路線，此一行動必然對北韓軍的心理產生打擊作用。從軍事角度看，

此時的北韓軍在仁川至漢城一線的部署，完全是作對抗登陸準備，唯

一有效的防禦措施是在仁川附近海域布設水雷，以及在月尾島上設立

海岸砲，但只是強化海岸防禦來對應聯軍的海空優勢，並不是針對可

能發生的登陸戰而準備的。如果北韓軍真的察覺美國仁川登陸企圖，

只要在仁川 9月 15日高潮線這天(因為整個 9月份只有這天才能實施登

陸)部署重兵，挺過了這天就可以將部隊放心地調往洛東江。亦或能在

飛魚航道上沉下一條船，可將航道堵塞住，從而將美軍的登陸企圖化

為泡影。可是北韓軍完全沒有意識到聯軍會在仁川發動改變戰局的登

陸行動。 

(二)北韓軍未使用煙幕之研析 

1.就編裝而言 

韓戰中，北韓參戰主力部隊為陸軍步兵師、海防旅及各式戰甲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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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約 18 萬餘人，10各相關資料均顯示當時北韓未編制煙幕部隊，故無

法實施煙幕作業，此為未運用煙幕支援作戰之主因。 

2.就作戰環境言 

天候分析同前述，雖風向有利北韓軍施放煙幕，但風速及風浪過大，

煙幕施放效果破碎，無法形成完整煙幕，因此也不適合實施煙幕作業。 

3.就作戰準備言 

北韓軍未意料到聯軍會從仁川突襲上陸，因此不僅未研擬反登陸作戰

計畫，連兵力部署都尚嫌不足，當然未將煙幕作業納入作戰計畫內。 

四、小結 

韓戰期間，煙幕部隊於 1950 年 10 月投入戰場，初期於富平機場協助後勤

物資下卸，真正於 1951年 3月至 8月期間，執行煙幕任務。11其中一次成功的

執行成果是，1951 年 7 月支援戰車修護作業，利用煙幕遮蔽效果，配合空氣中

高溼度與適當風速風向，協助保修人員就地實施搶修作業，掩護人員免於敵砲

兵火力攻擊。雖然未直接參與作戰，但是協助戰鬥部隊、戰鬥與勤務支援部隊

完成各項任務，亦影響作戰成敗。倘若仁川登陸作戰使用煙幕掩護作為，該如

何運用且對登陸與反登陸雙方會有何影響？分析如下： 

(一)對聯軍登陸作戰之影響 

基本上，仁川登陸戰是聯軍韓戰中最成功的一場戰役。參與突擊登陸作

戰的美軍陸戰第 1師，兵力約 1萬餘人，實際傷亡人數卻不到 50人，原

因在於北韓軍根本無聯軍會從仁川登陸的準備，再加上聯軍有絕對的海、

空優勢，對仁川地形也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對於擅長登陸戰的美軍而言，

勝利似乎是理所當然。而煙幕作業在此場戰役也顯得無用武之處，因為

直接使用煙幕掩護作業，可能會因為暴露美軍企圖，也會減緩美軍艦艇

前進與突擊上陸的速度，反而會降低奇襲效果。若堅持要運用煙幕部隊

的話，勉強可用在佯攻、佯登陸的次要戰場上，掩護聯軍部隊安全及協

助後勤補給下卸，一如二次大戰諸次登陸作戰之運用。 

(二)對北韓反登陸作為的影響 

對海、空軍戰力相對劣勢的北韓軍而言，其實煙幕掩護相當大有可為，

若能運用得宜，配合仁川港的特殊地形與氣候，甚至能讓聯軍在仁川登陸戰

付出慘痛代價。北韓軍當時若有煙幕掩護作為的考量，無須改變原本的兵力

部署，照常可以將兵力重點放置釜山方面尋求決戰。仁川與幾個聯軍的可能

登陸點，只須配合煙幕掩護作為，就能爭取足夠時間轉移兵力，達成「少兵

守點、多兵機動」的原則，以下就幾個可能的煙護掩護作為運用實施分析： 

                                                 
10. 同註 8，頁 14-15。 

11. 美軍韋士托上尉著，《韓戰戰鬥支援》(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 51 年 3 月)，頁

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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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矇障煙幕掩護月尾島及仁川港重要設施，反制聯軍海、空精準火力

攻擊。雖然無法完全避免傷損，但煙幕掩護結合配合防禦工事，至少

能提高存活率。 

2.利用欺敵煙幕掩護月尾島及仁川港部隊，可擾亂並阻止敵軍觀測，削弱

敵之火力，以保存完整兵、火力。使用欺敵煙幕，可使聯軍誤判攻擊

目標，吸引聯軍火力，使聯軍船艦錯失第一擊先機，趁勢集中火力予

以反擊，可提高聯軍傷損。 

3.以煙幕遮蔽飛魚水道，令聯軍艦艇無法正確判斷航道，不僅無法順利排

雷，也達到阻滯聯軍前進。此措施最為關鍵，一旦阻滯聯軍船艦前進，

就可將航道堵塞住，從而聯軍後續計畫將無法付諸行動。 

綜合仁川登陸作戰相關戰史資料顯示，我們可以發現北韓陸軍兵力約 18

萬餘人，主要為作戰部隊，無相關戰鬥支援部隊，亦無煙幕部隊編組，故無

法實施煙幕掩護作業。反觀我中華民國國軍雖有編制煙幕部隊，但編組尚有

不足，除建全煙幕部隊編組外，更應隨科技發展，強化我煙幕技術及材料，

以肆應未來戰爭需求。雖然每場戰役皆有其時空背景與裝備性能限制，我們

無法以現今高科技的裝備與演變而來的軍事思想去評論戰史，但是我們可以

以戰史的經驗教訓，結合現有的戰術戰法與裝備，去研擬與規劃，完成未來

作戰準備，期能不重蹈覆轍，獲致「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之效果。 

反登陸作戰煙幕運用作為探討 

未來戰爭形態將以資訊環境為主戰場的戰爭，獲勝者必然屬於能夠創造資

電優勢、透視戰場的一方。而我國可利用煙幕遮蔽效果，反制中共資電優勢，

降低各式精準導引武器效能，以下就由煙幕運用發展趨勢與限制研討反登陸作

戰中煙幕掩護作為。 

一、煙幕發展趨勢 

未來臺海衝突，中共將廣泛運用軍事衛星、遙控無人載具及各式電偵、電

戰裝備，對我實施情蒐與電子戰；甚至以「電磁脈衝微型核武」瓦解、摧毀我

C
4
ISR系統，奪取攻臺所需之「制電磁權」。充份發揮其優勢的資訊戰力，運用

網路戰及電腦病毒，對我實施資訊戰或點穴戰，優先癱瘓我指揮中樞，瓦解我

C
4
ISR系統。甚至在無預警狀況下，投射短、中程導彈、巡弋飛彈，實施先期作

戰，摧毀我政、經或軍事重要設施，如政府重要決策、研發機構，煉油廠、核

電廠、電信設施、水庫、彈藥庫、指揮中心、交通樞紐等，以摧毀封鎖我戰力，

瓦解我民心士氣，造成社會秩序混亂。 

然而煙幕的效能會因為科技發展而增強，不僅能妨礙敵人觀測與射擊，更

擴大成為反制精準導引武器之利器。煙幕運用儼然成為未來戰場上有效之戰術，

其戰備整備地位，已受到各國一致重視，並且不斷研究革新，尤其對岸中共對

精確制導武器之技術發展與運用，更值得我們警惕。 

隨著各類精準光電導引武器發展，煙幕技術亦隨著不斷更新及研發，在現



103-1從仁川登陸作戰探討灘岸決勝煙幕掩護作為 

 

第 15頁 

今戰役之作用更顯重要。前瞻未來戰爭，武器裝備上是充分應用光電系統，大

量引用紅外線、雷射光、毫米波及雷達等相關偵察、觀測、追蹤儀器及精準導

控武器系統應用在戰場上，藉以提升戰場透明度及目標物之毀傷機率，形成所

謂全頻譜作戰。 

煙幕的光學性能是指煙幕對可見光、紅外光、雷射、毫米波的衰減性能(如

圖 5)。隨著未來煙幕材料科技發展，可見光和近紅外，主要有 HC(六氯乙烷)、

WP(白磷)煙幕劑及煙幕油等，可有效反制電視導引、微光夜視、雷射導引系統

(1.06μm)或傳統的目視偵察。中紅外及遠紅外材料大都以石墨為主，可干擾或連

續吸收中、遠紅外波段的偵測器或降低紅外導引系統武器效能。在實戰中敵人

用的觀測、偵察器和導引武器有可能是多種和多波段的系統，因而許多國家正

朝多頻譜干擾煙幕作深入之研究，以達克制之功效。 

圖 5  煙幕裝備對光電系統遮蔽圖 

 
資料來源：陸軍司令部，《化學兵煙幕部隊教範(第二版)》(龍潭：陸軍司令部，

2008年)，頁 5-21。   

二、灘岸煙幕運用限制 

煙幕的功效並非無所不能，實際使用上有相當大的限制。若氣候不適合施

放煙幕，即使施放了，也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可能造成作戰失敗。現代戰

機、飛彈的速度越來越快、射程越來越遠與隱密匿蹤能力越來越強，從出發到

攻擊只需極短暫時間，我方偵測系統是否能及時發現、煙幕是否能及時甚或提

早施放、裝備是否能發揮正常效能、發煙部隊是否具有機動應變能力，這些都

須要靠平時嚴密的訓練、保養裝備，戰時才能發揮出所期望的效果。茲將煙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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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場上使用時之限制12，整理於後： 

(一)天候地形限制 

煙幕易受風向、風速、位溫梯度、相對濕度及地形障礙之影響，而改變

其作業方式、方向、煙幕濃度與遮蔽效能，故能善為利用如風、位溫梯

度、溫度……等氣象因素，則可增強煙幕效果。 

(二)發煙極易暴露 

遂行煙幕作業時，因部隊作業目標明顯、發煙位置極易暴露、易形成敵

空中或地面之攻擊目標。 

(三)自衛能力不足 

實施煙幕作業時、兵力及火力無法有效發揮，加以作業幅員廣闊，單靠

薄弱之建制火力，無法確保發煙陣地作業之安全，故作業期間須仰賴友

軍支援對空、對地之警戒。 

(四)後勤補給困難，作業時間有限 

實施煙幕作業時，所需之煙幕油、煙幕罐、各種油料消耗量大，且不能

間斷，故後勤支援須由受支援單位協助運補，並依戰況適時適地補給，

以滿足其支援作業需求。而M56渦輪發煙機最多只能作業 2.08小時，就

必須再次添加燃油。 

(五)指揮管制不易 

實施煙幕作業時，無論使用何類型發煙機，引擎運轉噪音過大，再加上

各發煙陣地有一定距離，導致指揮者對各作業人員指揮管制不易。 

三、灘岸戰鬥煙幕運用作為芻議 

孫子兵法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強調戰爭中奇襲是致勝的捷徑，

為了達到奇襲效果，就必須隱藏我軍作戰企圖，甚至是誤導敵軍產生錯誤判斷，

塑造出對我軍有利之作戰態勢。若說工兵部隊是戰場形塑師，協助我軍塑造出

理想戰場，那煙幕部隊就是戰場的魔術師，不僅能使出遮障煙幕，讓敵人無法

掌握我軍行動，還能在指定時間內，將需要的設施或部隊隱藏起來，在適當時

機出現，形成對我軍有利態勢。回顧中外煙幕戰史，我們不難發現，煙幕的運

用對作戰必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簡單來說，指揮官能善用煙幕作業支援作戰，

就能有多一分贏得戰爭的勝勝。茲簡單整理出五點煙幕作業支援作戰之運用： 

(一)隱匿主戰部隊戰術行動，支援奇襲作戰 

《孫子兵法》〈虛實篇〉曰：「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

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13說的就是攻守之

                                                 
12 陸軍司令部印頒，《化學兵煙幕部隊教範(第二版)》(龍潭：軍備局第 401 印製廠，2008 年)，頁

5-21。 

13 三軍大學印，《孫子兵法註釋》（臺北），民國 73 年 8 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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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奧妙之處，利用隱真示假諸般手段，隱匿我軍作戰企圖，保存我軍戰力，

於敵不備時予以強力反擊，出奇制勝。我軍在反擊作戰階段，戰場狀況必為

犬牙交錯、瞬息萬變，打擊部隊應本「靠得近、藏得妥」、「頂得住、分得開」、

「粘得住、打得猛」、「聯得通、補得上」之基本原則，方能發揮戰力，克敵

致勝。而我煙幕部隊就必須依照主戰部隊指揮官之企圖，全力以煙幕掩護作

為支援作戰。 

1.「隱蔽煙幕」遮蔽及限制敵陸、空觀測及光電武器系統，隱蔽我部隊運

動、集結、補給、陣地構築、港口、機場、後勤設施等之安全，達成

「靠得近、藏得妥」戰力保存目標。 

2.「矇障煙幕」運用砲兵、火箭或空中投射煙幕彈群於敵陣地內或陣地前、

擾亂並阻止敵軍觀測，削弱敵之火力，亦可反制敵之反裝甲武器的光

電系統，協助打擊部隊「頂得住、分得開」敵之兵火力。 

3.「欺敵煙幕」以渦輪發煙機或煙幕罐於主陣地之側(兩)翼、佯動、偽裝

陣地，以吸引敵火於一處或多處施放，藉以欺騙、迷惑、誤導敵軍，

並秘匿我軍行動，促成「粘得住、打得猛」的作戰企圖。 

4.「信號煙幕」利用煙幕彈(罐)施放紅、黃、綠、紫、白等有色煙幕，標

示敵(友)軍位置，並用於通信聯絡、空投場及指示目標，協力戰鬥支援

部隊完成「聯得通、補得上」之任務。 

(二)協助作戰部隊保存戰力，有效支援反擊 

遮蔽目標是煙幕最普遍的作用，只要在重要目標區，大量而適當的使用

煙幕，便能夠產生良好的遮蔽效果。而煙幕(霧)的遮蔽下，不只一般的偵測會

受到限制，甚至連光學儀器或衛星也無法透過煙霧層，來偵測目標。 

以登陸作戰為例，敵軍在獲得海、空及制電磁權優勢後，即以大規模正

規併非正規登陸方式，對我發起登陸作戰。判斷敵將以持續之直接火力，打

擊我軍飛彈、砲兵陣地、指揮所、雷達站或我兵力集結地區等目標，為登陸

部隊突擊上陸開創有利態勢。我軍為降低敵從海上及空中對我之偵察觀測與

火力摧毀，並妨礙其對打擊部隊之傷損，掌握敵軍及時登陸部隊動態，準確

實施煙幕掩護，運用煙幕特有之機動性，以直接支援即時的掩護作業方式，

有效保存各作戰部隊完整戰力，以利反擊部隊作戰。 

(三)配合其他戰鬥支援部隊，完成各項任務 

要取得戰爭的勝利，除了要有作戰部隊堅實的戰力與熾旺火力外，尚須

有許多專業戰鬥、勤務支援部隊來支援作戰，形塑對我有利之戰場景況。這

些部隊通常缺乏防護力與打擊力，執行任務時須要警戒兵力，來維護作業人

員安全，若能配合煙幕施放，來掩護作業人員安全，即可節省作戰部隊兵力。 

1943年 10月至 11月，蘇軍在強渡聶伯河戰役中，為了掩護陸軍橫渡及

確保後勤區能對前線持續各項補給，對 69個渡口及補給點使用煙幕偽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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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時間內，德軍出動了 2,300多架次飛機，對這些渡河口及補給點進行轟

炸，結果只有 6枚炸彈命中。另 1944年安納威爾(Amaville)的渡河作戰，則是

透過對當地氣候了解，適時適地施放煙幕，掩護部隊渡河，並且在方向改變

時，能適切使用煙幕罐彌補發煙間隙，作業全程有計畫的運用組織，適時變

換發煙陣地，有效支援渡河任務。 

(四)運用組織與後勤持續力，長時間支援作戰 

孫子兵法：「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說明了作戰時

後勤補給之重要。綜觀古今戰爭，最後勝利之ㄧ方，均能掌握其中主要關鍵，

即是戰爭準備，而戰爭準備即整合戰力，關鍵因素為後勤持續力。 

1944 年安琪奧(Anzio)的登陸作戰，美軍煙幕部隊圍繞著港口，構成 16

公里之弧形發煙線，從 3 月至 5 月每日發煙 18 小時，掩護美軍下卸了 3,500

噸的補給品；並於夜間發煙，使德軍投擲之照明彈失效，也遮蔽精密導引武

器偵測，維護美軍部隊安全，證實煙幕作業能支援長時間、大地區掩護部隊

作戰。 

(五)使用特定材料，形成對抗精密導引武器之利器 

施放煙幕之所以可以反制光電導引或干擾偵測系統的工作效能，主要是

透過不同成分組成的煙幕固體或液體霧(微)粒散布顆粒，對光學(或電磁波)造

成反射、折射、散射或吸收等作用，導致光電導引或偵測系統受到干擾，接

收器無法正常接收，或使訊號模糊而無法辨識，以達到妨礙精準攻擊或戰場

偵搜任務之目的，因此，煙幕的遮蔽效能，影響部隊戰場有生力量存活與基

礎設施保存。 

1999年 3月 24日爆發的科索沃戰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對南軍聯盟

發動空襲，各式轟炸機、戰鬥機、精確導引炸彈、飛彈將南盟轟炸得毫無招

架之力，歷時 78天，創下無地面部隊參戰即打勝仗之紀錄；但南盟也繳出漂

亮成績，在歷經高科技武器狂轟濫炸下，卻依然能保存 90%戰力，就是因為

使用了各種偽裝、欺敵、干擾及掩護手段，其中施放煙幕及因天候不佳產生

之薄霧，成為南盟部隊及設施的防護罩，這也是現代戰爭中利用煙幕反制光

電導引或干擾偵測系統作戰之成功例證。 

四、小結 

我國為一島嶼國家，我防衛作戰是以反登陸作戰為主軸，而反登陸作戰通

常在海、空劣勢狀況下實施。因此地面部隊作戰，必須先講求疏散掩蔽，保持

戰力，而後能適切發揮精準火力，優先摧毀敵海、空載具，爭取地區局部制空、

制海，以利遂行陸上決戰。在反登陸作戰時，可憑藉煙幕作業來改變地貌，遮

蔽、干擾敵軍，使敵看不見、難辨識、瞄不準、下不來，減低敵空攻或空(機)

降對我之危害，減輕防空部隊負荷，達到保存戰力之目的。 

現代戰場上，資訊活動領域存在著急劇變化及密集的信號特徵，但光必然

遵循直線傳播和傳播獨立性等定律，依據地域特徵和傳播方向而容易識別。但

是，由於現代偽裝、隱蔽、隱身和假目標等技術和手段的發展，真目標藉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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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形狀、光譜呈現等方面的物理特性減弱或改變，而相對假目標光學特徵能

更加逼真，造成真假目標交錯，使得更加難以辨別。因此，爭取資訊優勢是化

學兵煙幕部隊和遮障作戰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利用發展與研究出先進材料，來

強化煙幕遮障效能，以提供資訊優勢戰場的作戰，將煙幕形成對抗精密導引武

器之利器，影響未來作戰的勝敗。 

灘岸決勝煙幕掩護作為-以「新竹海灘」為例 

依 2017年出版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一書明定，以「防衛固守，確保國

土安全；重層嚇阻，發揮聯合戰力。」14為我國軍最新軍事戰略指導，即積極建

構防衛固守之三軍聯合戰力，結合全民國防，形成有利態勢，並以重層嚇阻之

手段，達成戰略持久效果，確保國土安全。而「重層嚇阻」是指運用重層嚇阻

手段，並兼用創新不對稱作戰思維，發揮聯合戰力，使敵陷入多重困境，嚇阻

敵不致輕啟戰端。倘敵仍執意進犯，則依「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於

水際、殲敵於灘岸」之用兵理念，對敵實施重層攔截及聯合火力打擊，逐次削

弱敵作戰能力，瓦解其攻勢，以阻敵登島進犯。 

國軍將聯合防衛作戰劃分為二時期三階段(如圖 3)方式實施，其中全面作戰

階段屬於陸軍權責，則為「聯合泊地攻擊」、「聯合灘岸作戰」與「聯合縱深及

山地作戰」。反登陸作戰用兵，係以「灘岸決戰」為中心。15灘岸決勝關鍵在於

須先依敵登陸作戰能力與戰法及海灘港灣狀況，選定預想殲敵地區；再依灘岸

地形，決定優先決戰方面。本「量地用兵」原則，區分重要守備、次要守備或

側方警戒地區，適當部署兵力，形成重點，早期經營整備。我煙幕部隊應於敵

登陸初期戰力零散之際，持續以煙幕眩惑、阻滯、擾亂登陸及奪占要港行動，

掩護守備部隊執行坐灘(擱淺)線火殲及固港。16
 

圖 6  國軍聯合防衛作戰時期階段劃分示意圖 

資料來源：王薈芳，〈第三篇防衛作戰〉《國軍聯合作戰要綱（第三版草案）》(臺北：國防部

                                                 
14 國防部，中華民國 106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臺北)，2017 年 3 月，頁 24-25。 

15 陸軍總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第二版)》(龍潭：陸軍總司令部，民 88 年 1 月)，頁 6-13、6-14。 

16 同註 9，頁 4-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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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行，2016年 5月 1日)，頁 3-1-77。 

一、敵情威脅評估 

共軍仍以對臺軍事鬥爭為經常性戰備，持續蓄積對臺大規模作戰之能量。

共軍陸軍加速「機械化」換裝、「全旅化」組織調整、「資訊化」改造與「實戰

化」演訓，並藉聯合登陸演訓，熟稔登陸作戰戰術戰法，目前已具備「奪我外、

離島」之三棲登陸作戰能力。17  

(一)共軍仍持續對臺作戰 

共軍年來按既定戰備整備規劃，以「對臺應急作戰」為想定，針對國軍戰

術戰法進行對抗演練。其中包括提升砲兵精準打擊戰力，強化海、空軍遠

程目標導引與打擊能力，精進地面封(控)奪近岸島嶼演練等，持續蓄積對

臺大規模作戰之能量。18在「遠戰速勝，首戰決勝」戰略指導下，積極研

購各式武器載台及精準武器，並提升監偵能力，精進火箭軍打擊威懾，策

進空中突擊力量，擴展海上襲擊戰力，共軍仍將對臺軍事鬥爭列入經常性

戰備，整體戰力已具備對臺進行聯合軍事威懾、聯合封鎖作戰及聯合火力

打擊之能力。 

(二)關節攻擊戰法針對關鍵性基礎設施 

共軍曾提出「超限戰」理論，即爭奪「制電磁權」為目的，以封鎖、擾亂

敵軍通信網路及訊息流通，對敵軍指管通情、機場、港口、防空陣地等「重

要關鍵性軍事設施」，給予先發制人「點穴式」致命打擊，再配合電磁及

電子干擾及投射適當規模特種作戰兵力，癱瘓敵軍指揮中心、指管通情設

備及基礎設施，並透過其他手段，直接擾亂敵軍民生經濟與民生士氣，以

速戰速決方式，獲取有利共軍政治解決契機與籌碼。19近年來陸續換裝兩

棲突擊車、遠程多管火箭、主戰艦艇、遠程攻船飛彈、第三代戰機、防空

飛彈等主戰裝備，火箭軍持續對臺部署飛彈，並重點提升遠程投射力量，

規劃在 2020年前，完備攻臺可恃戰力。20目前共軍結合太空偵測和空中偵

察平臺，獲取我軍事部署情報後，將使用精準導引武器，遂行超視距打擊，

攻擊我軍戰線後方縱深的機場、港口、指揮所、飛彈基地和兵力集結地等

重要軍事基礎設施及武器系統，摧毀我軍部隊有生力量和作戰意志。21 

(三)共軍登陸基本構想 

共軍登陸基本構想是以全殲敵軍，攻略島嶼作戰為目的，或殲敵一部，奪

                                                 
17王偉賢，〈共軍 2015 年軍演概況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50 期，(龍潭：陸

軍司令部，2016 年 12 月)，頁 61。 

18同註 8，頁 54。 

19蔡翼，〈解放軍戰略嚇阻打擊能力之探討〉《崛起東亞—聚焦新世紀解放軍》(臺灣：勒巴克顧問有

限公司，2009 年 9 月 25 日)，頁 30。 

20同註 8，頁 57。 

21同註 8，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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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關鍵目標，為政治創造有利的條件。而登陸作戰方式是以越島攻略為主，

集中力量攻擊敵本島，但對影響本島之外、離島，將優先奪取。至於登陸地

區與海灘選定，則有以下 3個原則： 

1.主要登陸地區與海灘：選定敵守備薄弱、灘岸條件良好、內陸發展有利、

有港口、機場及空降地區等。 

2.輔助登陸地區：能有效牽制敵軍，策應或協力主要登陸方面作戰。 

3.佯動地區：應遠離主登陸方面，以吸引和牽制敵反登陸兵力。 

共軍通常以集屬軍之編組，遂行正規登陸作戰任務，3至 5個師的登陸地

段正面至少需 24 至 40 公里之海灘，而北部作戰區符合以上條件，則以富貴

角至觀音一線，最適合敵登陸。不僅有港口與機場可供利用，離我中樞要域

最近，登陸後對我為危害最大。另外，由仁川登陸戰與我相關地形研判，共

軍若從「新竹海灘」實施非正規輔助登陸，可奪取我重要港口(新竹港)、機場

(新竹機場)，扼控我南北兵力轉移要域(湖口台地)，向北可策應主要登陸方面，

向南可分割戰線，牽制我中部戰區兵力向北增援，對我防衛作戰具一定之影

響力。因此，本文以「新竹海灘」為例，來探討灘岸決勝煙幕掩護作為。 

二、「新竹海灘」天候與地形分析 

(一)天候狀況(如表1新竹地區氣候統計表) 

1.風速風向：深受季風及海陸氣候交替影響，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風向以

東北向為主，屬東北季風期，4～5月風向逐漸轉為西南風，6～8月為西

南季風期，9月開始又逐漸轉為東北風；風速在冬季約在10.8～13.7Km/hr

之間，夏季以7.2～9.4Km/hr發生之頻率最高。 

2.氣溫：位於亞熱帶地區，一年四季溫度適宜，其中最冷的月份是1-2月，

攝氏約為15-17度；最熱月份是7-8月，攝氏約27.1-29度，年平均氣溫為

攝氏22.6度。 

3.相對濕度與降雨量：年平均相對濕度77.2﹪，其中以2月份最高，達80.2

﹪。全年有雨，年平均總降雨量1,718.1公釐，豐水期4-9月占年降雨量69.8

﹪，年平均降雨日數為115日，且多集中於2-6月之春雨及梅雨季。 

表 1 新竹地區氣候統計表(統計期間為 1981-2010年間) 

 月份
 氣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合計  )

風速(公
尺/秒  )

 3.4  3.2  2.7  2.3  2.0  2.2  2.1  2.0  2.6  3.7  3.7  3.8  2.8

 氣溫
(攝氏度  )

 15.5  15.9  17.9  21.7  24.9  27.4  29.0  28.7  27.1  24.2  21.2  17.7  22.6

 相對濕度
(百分比  )

 78.1  80.4  80.2  79.6  78.0  77.6  75.5  76.5  75.1  74.3  75.1  75.5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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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量
(毫米  )

 64.5  142.1  168.1  164.1  232.8  261.1  141.0  182.4  214.2  62.0  38.1  47.7  1718.1

資料來源：交通部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及作者自行彙整。 

4.天候對煙幕作業之影響： 

(1)風對煙幕之影響：風向可決定煙幕陣地位置，風向不利，可能無法達

成有效煙幕。風向不同，會影響煙幕罐與煙幕劑消耗量；橫風時消耗

量最少，側風時較多，而逆風或順風時最多。受季風影響，夏吹西南

風、冬為東北風，風向恰好相反，對煙幕運用形成阻礙，須因應季節

變換發煙陣地。 

(2)溫度對煙幕之影響：溫度對煙幕一般有不利的影響，溫度增加亦增高

煙幕戰劑之揮發性，且將減少空氣中的相對濕度；惟溫度增高能增加

煙幕之擴散速度。新竹地區氣溫介於攝氏 15至 29度，溫度適中，對

煙幕作業影響較小。 

(3)相對濕度與降雨對煙幕之影響：新竹地區全年平均相對濕度 77﹪，

在此高濕度情況下，會增大煙幕顆粒體積，雨水也會加速沈降速度；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體積之增加亦可提高折射及反光效果；此外濕度

的提高亦可抑制煙幕劑之揮發，使煙幕之運用更具彈性。 

(二)海象(詳如表2、3) 

1.新竹地區海象環境主要受大陸性及海洋性氣候之影響，年平均潮差為

3.638公尺，最大潮差為5.951公尺。年平均波高為0.92公尺，最大波高為

12.45公尺，在1、2及11月之波高大於1.5公尺之機率達48-54﹪，其餘月

份波高大多屬於小浪以下。另年平均受颱風侵襲次數為5.8次。 

2.海象對煙幕之影響：在水(海)面煙幕亦隨風而行，煙幕形成則需要較久

之時間。海上發煙容易被海面上所形成之氣流所影響，造成煙幕被海風

吹散或凝聚不易的情況。因形成煙幕所需之時間較久，故須於第一時間

點內進駐該發煙陣地，以確保任務之遂行。 

表 2  新竹地區每月潮位統計表(1995-2015年) 

 月份
最高高潮位 
暴潮位  (m)

平均高潮位 
 (m)

平均潮位 
 (m)

平均低潮位 
 (m)

最低低潮位 
 (m)

 1  2.42  1.724  -0.018  -1.794  -2.7

 2  2.553  1.737  -0.018  -1.819  -2.631

 3  2.604  1.8  0.013  -1.813  -2.534

 4  2.654  1.854  0.084  -1.743  -2.478

 5  2.581  1.91  0.154  -1.719  -2.561

 6  2.562  1.943  0.203  -1.676  -2.607

 7  3.25  2.011  0.241  -1.676  -2.571

 8  2.843  2.075  0.272  -1.654  -2.491

 9  2.868  2.051  0.237  -1.7  -2.291

 10  2.899  1.979  0.155  -1.751  -2.484

 11  2.652  1.884  0.072  -1.783  -2.701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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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53  1.778  0.003  -1.781  -2.63

 全年  3.25  1.896  0.117  -1.742  -2.701

資料來源：交通部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及作者自行彙整。 

表 3  新竹地區每月波高統計表 (1997-2016年) 

月份 最大示性 
波高(m) 

平均示性 
波高(m) 

示性波高分布百分比 
於 0.6公尺 0.6~1.5小浪 1.5~2.5中浪 大於 2.5大浪 

1 4.62 1.46 12% 40% 42% 6% 
2 4.35 1.48 22% 30% 37% 12% 
3 5.18 0.87 25% 69% 4% 2% 
4 4.18 0.60 62% 36% 2% 0% 
5 2.93 0.72 41% 55% 3% 1% 
6 3.49 0.60 63% 33% 2% 2% 
7 5.78 0.52 86% 10% 1% 3% 
8 6.79 0.79 38% 57% 4% 2% 
9 12.45 0.95 53% 28% 12% 7% 
10 8.94 0.99 9% 85% 3% 3% 
11 6.40 1.62 0% 46% 51% 3% 
12 4.95 0.78 43% 48% 8% 1% 
全年 12.45 0.92 35% 51% 13% 2% 
資料來源：交通部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及作者自行彙整。 

(三)地形 

1.山系：新竹地區地勢低平，西部沿海地區為一狹長的海岸平原，因源自

山區之頭前溪、鳳山溪攜帶大量土石，經臺灣海峽強烈之沿岸洋流及東

北季風影響，致西海岸平原逐步由兩河出海口處南寮向南堆積出淺灘，

進而成為濕地、平原。南半部為竹東丘陵的西側延伸，最高峰為五步哭

山，海拔184公尺。 

2.水系：新竹地區的河川由北而南依次為頭前溪、客雅溪、三姓公溪、大

莊溪、頂寮溪、汫水港溪、海山川及鹽水港溪，均為由東向西流入海。

其中除頭前溪發源於雪山山脈西麓外，其餘均發源於竹東丘陵。頭前溪

流經本市北部邊界，於南寮北側入海，水系全長63.04公里，為本地區最

大的河川。 

3.海灘狀況(如表4)：新竹作戰分區，海灘計有鳳山海灘、新竹海灘、香山

海灘、竹南海灘及後龍海灘等5處，3處為藍色海灘、2處黃色海灘，可

用登陸海灘長度41,010公尺，研判一次可供敵6個營4個連運用。由北至

南共有4個主要港口，依序為紅毛漁港、南寮漁港、新竹漁港及海山漁

港。 

4.地形對煙幕作業之影響：新竹海灘地形多為海岸平原，有利於我施放煙

幕。但由於大陸與鄰接海洋溫度變化顯著，造成季風之循環與海、陸風

http://www.cwb.gov.tw/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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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煙幕施放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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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竹海灘狀況分析表 

 新 竹 作 戰 分 區 海 灘 狀 況 分 析 表

 海灘名稱 可用長度(公尺  )  研判一次上陸兵力

 鳳山 7,770(藍  ) 非正規登陸 1  個營

 新竹 4,900(藍  ) 非正規登陸 1  個營

 香山 8,131(黃  ) 非正規登陸 1  個營
正規登陸 2  個連

 竹南 9,876(黃  ) 非正規登陸 1  個營
正規登陸 2  個連

 後龍 10,333(藍  ) 非正規登陸 2  個營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新竹市#及作者自行

彙整。 

三、煙幕掩護作為研討 

陸軍反登陸作戰指導，係以「獨立守備、分區擊滅、連續反擊、灘岸決勝」

為基本概念，我煙幕部隊在各階段須依指揮官之作戰企圖，藉煙幕及偽煙以遮

蔽敵觀測與射擊，遲滯敵軍行動，並以煙幕隱蔽我軍重要設施及部隊運動，以

達支援作戰之目的。在灘岸決勝階段，煙幕運用構想是以支援反擊部隊作戰，

確保守備及打擊部隊安全之目的。重點置於集中戰力並統一彈性運用，併用陣

地與機動發煙方式，必要時以縱深部署提昇煙幕效果；持續以煙幕掩護作戰區

砲兵陣地、打擊部隊及重要指管通情及監偵系統之安全；當打擊部隊行動逸出

我煙幕掩護地區時(轉用兵力至次要地區)，即以一部直支打擊部隊，採機動隨伴

掩護方式，以利我打擊部隊作戰，達成防衛任務。 

(一)運用時機 

1.打擊部隊進入戰術位置。 

2.以煙幕掩護交通要道及重要橋樑暢通 

3.掩護重要基地設施。 

4.遮蔽敵空中觀測。 

5.造成敵軍混亂、 影響其運動速度。 

(二)運用要領 

1.灘岸作戰： 

(1)實施灘岸戰鬥時，應配合砲兵火力計畫，於敵登陸海灘預置煙幕罐，

配合砲兵火力，迫敵戰車與步兵分離，使之不能相互支援。 

(2)配合遮蔽煙幕，化學兵煙幕營、連應於多處施放偽煙，減低敵空中攻

擊效果。 

(3)於砲兵陣地及預備陣地施放煙幕，以掩護我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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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主要指揮所施放毯煙，避免遭敵空中攻擊。 

(5)煙幕營、連以陣地發煙配合機動發煙，掩護逆襲部隊運動。 

(6)於攻擊準備位置，施放煙幕，掩護逆襲部隊展開。 

(7)運用化學兵煙幕部隊施放煙幕干擾敵之指管通情系統，以阻礙遲滯其

戰力增長。 

(8)煙幕部隊主在遮蔽敵火、敵眼，確保反擊部隊之運動與展開。 

2.連續反擊： 

(1)反擊時煙幕運用應結合反擊計畫、反擊兵力部署、運動路線、反擊時

間，事先訂定完整計畫，以適時完成戰鬥支援任務。 

(2)針對反擊計畫，預先完成側風發煙陣地、機動路線之偵察，並與受支

援部隊長協調(包括發煙時間、運動路線及所需遮蔽效果)。 

(3)對各橋樑、渡口之發煙時間與欺敵之配置。 

(4)對各重要設施及輜重地區之掩護，發煙陣地宜採環型配置，使其任何

風向皆可發煙，提供良好隱蔽效果。 

(三)具體作法 

1.先期完成煙幕作業計畫及偵察，建立作戰區天候兵要經驗常數；並依據

作戰計畫，於煙幕計畫作業地區預屯煙幕作業用油。 

2.持續以煙幕掩護地區砲兵陣地、打擊部隊及重要指管通情及監偵系統之

安全。此際，地區內風向為東風轉東南風(由陸地吹向海面)，大氣極為

穩定(氣溫逆增)，風速適當(風速2～6公尺/秒)，至T時後，一個煙幕連可

構成正面8～10公里，縱深10公里以上之大地區煙幕。 

3.如敵到達坐灘線(擱淺線)時，則配合守備部隊預置之煙幕罐，擾亂及遲

滯敵行動，遮蔽敵戰車及敵眼，打亂其編組，使敵戰力分離，以利我達

成坐灘線(擱淺線)火殲目標，並能轉用兵力於其他方面，實施連續反擊。 

4.為減低敵直接火力威脅，煙幕部隊可將距岸12公里內，我飛彈基地、砲

兵陣地、重要指揮所、雷達站及機動打擊部隊等，藉大地區煙幕掩護。

如為縮短煙幕形成時間，煙幕部隊亦可採縱深部署（二或三線以上之煙

幕陣地）。 

5.當打擊部隊行動逸出我煙幕掩護地區時(轉用兵力至次要地區)，即以一

部直支打擊部隊，採機動隨伴掩護方式，以利我打擊部隊作戰，達成防

衛任務。 

四、仁川登陸作戰對我灘岸煙幕作為之啟示 

(一)研究發現 

1.現有煙幕部隊編組不足，支援能量有限 

以第三作戰區而言，本地區以衛戍中樞為主要任務，是防衛作戰成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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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地區各重要指揮所、雷達站、飛彈陣地及機場、港口之安全，均

將直接影響防衛作戰任務的達成。若灘岸決勝作戰中，以一個煙幕連直

接支援一個打擊旅模式，北部地區同時支援煙幕掩護作業，至少需要6

個煙幕連(機步旅X1、裝甲旅X2、地區指揮部X2及陸戰旅X1)，以現有

作戰區煙幕部隊編組，編制一個煙幕營(煙幕連X4)，尚不足2個煙幕連。 

2.戰爭形態轉變，侷限煙幕運用空間 

自韓戰後，戰場上煙幕使用逐漸衰退，反映出戰爭形態朝向非正規作戰

的趨勢。各國軍隊逐漸對傳統、大規模的正規戰爭不感興趣，反而對小

規模的反叛亂越來越注重，各國軍備也朝此方向發展。而煙幕部隊未來

面對的主戰場是城鎮，要在城鎮作戰制勝，就必須要善用搜索，瞭解地

形及敵人武器裝備在城鎮中運用方式。而有效運用煙幕正可阻止敵搜索

瞭解地形，反制敵光電武器系統及阻礙敵部隊運動。 

3.作業人員自我防護能力薄弱 

現有煙幕部隊建制武器火力不足，作業時無多餘兵力擔任對空、地警戒，

且發煙機載具為悍馬車，未具防護力，一旦開始發煙，即暴露我作業位

置，作業人員與裝備遭敵擊損風險極高，將嚴重影響我煙幕運用彈性。 

4.軍事科技躍進，弱化傳統遮蔽物質的效果 

早期戰場煙幕遮蔽的使用快速且劇烈的變化，主要原因是軍事科技的躍

進有關；相同的，近年來在許多科技進步下，也弱化傳統遮蔽物質的效

果。傳統煙幕油產生的濃密氣雲，足以對抗電磁波頻譜的可見光部分；

而M56渦輪發煙機釋放加入聚丙烯晴為基材的石墨粒子，形成煙幕的遮

蔽效果，就能對紅外線光譜造成衰減與吸收。惟國軍現行煙幕發煙劑所

形成之煙幕在光學性能上相容性較差。也就是說，可見光遮蔽煙幕對紅

外光、雷射、毫米波不起作用，紅外光頻譜煙幕對毫米波不起作用，而

毫米波頻譜煙幕對紅外線和可見光作用也不理想。然而現今觀測、偵察

和導引武器均為多種混合和具備多頻譜波段系統，以現有的遮蔽物質勢

必無法對抗。 

5.煙幕雲團可能會造成健康及環境的影響 

施放煙幕產生之煙幕雲團，對人體健康及環境可能形成程度上不同的影

響，這些影響包含燒傷、增加肺炎的風險、導致癌症，造成交通阻礙以

及油漬殘留在農作物上等問題。而現今環境保護議題高張，再加上民粹

意識抬頭，不僅造成訓練上窒礙，也影響戰場上指揮官使用煙幕之意願。

甚至美國部分地區及陸軍相關規定開始限制煙幕運用22，倘若上述影響

的合法性納入討論議題，對於職業健康(含戰場上)的高度重視逐漸影響

現代作戰的煙幕運用。 

                                                 
22 同註 2，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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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煙幕部隊未來定位與存在價值 

在傳統作戰思維中，煙幕運用可以當作攻擊的帷幕，掩護主戰部隊攻擊

發起；也可以成為防禦的屏障，維護我軍重要設施與戰力安全。就我中

華民國防衛作戰而言，防禦作為比重大於攻擊作為，但不能趨於被動，

應採取積極主動作為。對我煙幕部隊未來定位而言也是如此，除擴增煙

幕消極防禦能力，謀求克制全光譜對戰場的觀測能力，改變遮蔽目標的

明顯特徵，減低成為被攻擊目標之風險；更應尋求主動的手段瞄準和攻

擊有威脅的感測器或導引裝置，發展可以反制目標尋獲、鎖定、制導、

控制和增益敵方目標頻率等功能之煙幕遮蔽效能23，如此一來才能突顯

我煙幕部隊存在價值。 

(二)建議事項 

1.強化煙幕部隊編組，擴充油補兵力： 

就防衛作戰言，本島各作戰區及外島金、馬、澎地區之幅員、天候、地

形及兵要各不相同，遭受敵海、空及火箭軍部隊威脅程度也不盡相同，

在此有限條件下，依據防衛作戰特性，本「量地用兵」原則，適切檢討

編組，藉以形成重點，並保持運用彈性。 

2.持續煙幕作戰訓練與協同實兵演練： 

依據「灘岸決勝」用兵指導，本「量地用兵」」與「保持彈性」原則，

加強煙幕部隊煙幕掩護戰術行動訓練，除定期化學兵部隊基地訓練外，

應配合聯兵旅基地期末戰術測驗訓練，並參與聯兵旅實兵操演，以煙幕

支援打擊部隊遂行作戰任務，真正切合受支援單位戰術行動，實際執行

發煙作業，藉反覆演練，與打擊部隊密切配合，以利防衛作戰任務達成。 

3.完成兵要調查，預先囤儲煙幕油料： 

煙幕部隊平時應針對「灘岸決勝」煙幕掩護作業完成相關兵要調查，包

含作戰區之重要設施、反擊路線及反空降地區附近發煙陣地(含預備陣

地)，先期建立基本兵要資料，完成戰場經營，並預先屯儲霧油，可提供

煙幕支援作業之霧油量，避免運輸時間與油料運補提領時間過長，影響

煙幕任務之遂行。 

4.多元煙幕材料研發： 

(1)全光譜材料：增強煙幕遮蔽效能，使部隊在全光譜反制作戰下，能隱

蔽自已、欺瞞敵眼、干擾敵方偵(觀)測系統、透視戰場環境，以達在多

光譜作戰空間中取得相對優勢。 

(2)無害材料：朝向研發對環境與人體健康無害之材料，兼具綠色環保與

寬頻雙重效益，消除官兵作業疑慮與增強訓練成效，使煙幕掩護作為

                                                 
23吳明郎，〈新一代煙幕作業需求探討〉《核生化防護半年刊》, 80 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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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場上延續效用。例如：在綠色環保方面己成功發展以糖為基礎的

各色系煙幕手榴彈及槍榴彈。24 

(3)霧油/替代材料：目前發煙使用的霧油為中油 22號定脂油，可向司令

部申請，由地支部撥補，若戰場缺乏足夠的可選配媒介物，能使特殊

的稀薄材料懸浮在空中，爲了擴大生存能力，必須要有多樣性替代材

料。例如：可用柴油與機油按 1：1比例混合，亦能與霧油具相同功能。 

5.發煙裝備研改與創新 

遮蔽材料研發是為擴展發煙效能，配合發煙裝備的研改，期能全面符合

作戰需求，以下提出三個發煙裝備研改方向： 

(1)研發兼具施放煙幕與投射煙幕彈之發煙裝備，肆應不同作戰環境與克

服風向風速的限制，並能結合不同作戰目的，更加靈活運用煙幕掩護

作為。 

(2)發展遠距(遙控)施放能力，統一由指揮者控制發煙起迄時間，避免因通

信管制不佳，影響遮蔽效能與延誤任務時間，也能節省作業人力，維

護作業人員安全。 

(3)結合無人空中或地面載具，配置微型化煙幕施放系統，可進行遠距定

量的煙幕遮障/干擾作業，以求先期反制敵光電系統，爭取預警時間，

另能針對水上煙幕施放能力進行演練。25 

6.建立煙幕遮蔽材料資料庫26與管理系統27 

高性能硬體設備須要有完善的軟體系統來支撐運作，未來煙幕作業前須

進行預演和監控整個煙幕執行狀況，以及評估煙幕遮蔽效能，以採取相

應的煙幕遮蔽戰場能力，供指揮官選擇最優的反制手段。這個系統必須

具有完整煙幕模擬能力，確保所需要的煙幕施放結果，並生動地描述煙

幕在各種地形氣候的狀況，使指揮官確定是否能達到所需效果。建立各

種遮蔽材料遮蔽效能數據資料庫，未來可提供發煙器更新或投入更新式

遮蔽材料研發的工作，提升國軍未來煙幕科技與水準。 

結語 

未來面對的是完全透明化戰場，想打贏高科技的局部戰爭，如何避開日益

精進之監偵與導引武器系統威脅，是主要關鍵。《孫子兵法》〈軍形篇〉曰：「善

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28防禦時要隱藏兵力在深不可測

的地下；攻擊時要有從天而降的氣勢，猝然出擊，使敵不及防備。防衛作戰為

攸關我國家生死存亡之戰，更應依此要領，戰事初期保存完整戰力，蓄積實力，

                                                 
24 吳明郎，〈野戰煙幕對光電導引武器之研究〉《核生化防護半年刊》, 84 期，頁 54。 

25 同註 22，頁 5。 

26 辛毓民，〈抗紅外線煙幕遮蔽材料效能評估之研析〉，《核生化防護半年期刊》, 81 期，頁 100。 

27 同註 24，頁 102。 

28 同註 13，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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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灘岸決勝」要領發動全力反擊，一舉殲滅敵軍。而化學兵煙幕部隊應於防

衛作戰各階段中運用煙幕作業掩護重要設施安全、隱匿我軍行動與妨礙敵軍作

戰效能，支援部隊作戰，協力達成「防衛固守、重層嚇阻」之戰略目標。因此，

我煙幕部隊必須朝多元化、多頻譜與多功能遮蔽材料與發煙裝備研發，提供我

作戰部隊全面性遮蔽，建立有利於我之資訊優勢作戰環境，發揚我良好戰力與

指通力，是我煙幕部隊未來發展與努力之方向。 

參考文獻 

1.陸軍司令部印頒，《化學兵煙幕部隊教範(第二版)》（桃園：國防部軍備局第 401

印製廠，民國 92年）。 

2.吳明郎，〈煙幕對光電導引武器遮障效能研究〉《核生化防護半年刊》，84期，

（桃園：國防部軍備局第 401印製廠，民國 99年 10月）。 

3.吳明郎，〈新一代煙幕作業需求探討〉《核生化防護半年刊》，80期，（桃園：

國防部軍備局第 401印製廠，民國 97年 10月）。 

4.辛毓民，〈國軍大地區煙幕產生器發展方向之研析〉《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42

卷第 490期，(桃園：國防部軍備局第 401印製廠，民國 95年 12月)。 

5.辛毓民，〈抗紅外線煙幕遮蔽材料效能評估之研析〉《核生化防護半年期刊》，

81期，(桃園：國防部軍備局第 401印製廠，民國 98年 5月)。 

6.莊孝感譯，〈遮蔽劑的戰略意涵—歷史與未來〉《核生化防護半年期刊》，99期，

民國 99年 10月。 

7.陳冠旭譯，〈美國煙幕部隊運用的輝煌歷史與當前的發展困境〉《核生化防護半

年刊》，97期，民國 97年 5月。 

8.實踐學社兵學研究班，《韓戰研究》(臺北市：三軍大學印，民國 61年 3月)。 

9.國防大學，《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國防大學，民 91年 6月)。 

10.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戰略論：間接路線》(臺北市：麥田出版社，民國

85年)。 

11.美軍韋士托上尉著，《韓戰戰鬥支援》(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

國 51年 3月)。 

12.三軍大學印，《孫子兵法註釋》（臺北），民國 73年 8月。 

13.陸軍總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第二版)》(龍潭：陸軍總司令部，民國 88年

1月)。 

14.陸軍司令部，《陸軍化學兵部隊指揮即參謀作業教範(第二版)》(龍潭：陸軍司

令部，民 105年 11月)。 

15.王偉賢，〈共軍 2015年軍演概況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 550期，(龍潭：陸軍司令部，2016年 12月)。 

16.蔡翼，〈檢視解放軍集團軍拳頭部隊〉《崛起東亞—聚焦新世紀解放軍》(臺灣：

勒巴克顧問有限公司，2009年 9月 25日)。 

17.傅秉忠，〈第五講 陸軍進攻戰役〉《陸軍戰役學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

社，2013年 1月)。 



103-1從仁川登陸作戰探討灘岸決勝煙幕掩護作為 

 

第 31頁 

18.國防部，中華民國 106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臺北：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

造中心第 401廠北部印製所，2017年 3月)。 


